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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馆项目完成情况：

2014年度完成57册 18697页

2015年度完成111册21404页

共计：168册 4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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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步骤

► 文件解读

► 技术分析

► 明确目标

► 拟定工作方案

► 培训，掌握要点

► 实施

► 质检

► 完成，提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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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解读

《关于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5年度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的通知 》

《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地方文献数字化项目建设方案（2015）》

《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规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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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

建设对象：

1949年以来的地方文献，申报文献不限于正式出版物
，已进入公有领域或者自有版权的地方文献。

载体形式以图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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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

建设对象

1949 年以来出版的方志、地方文史资料、珍贵少数民
族语言资料等地方图书、期刊和报纸资源。

增加了期刊和报纸两种载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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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内容包括：(单页)TIFF图像、单版TXT文件、

合并版TXT文件、单版双层PDF、合并版双层PDF、对应的

数据库、说明文件以及文献的书目数据(ISO格式)。

• 规则中对扫描标准、拍照标准、命名规则、双层PDF

标准、PDF文件目录提取、图像文本转换等等，做了详尽

的技术要求和应遵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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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分析

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设备、软件（或系统）、工作流程、
人工干预程度、工作量等。

► 明确目标

1949年后的馆藏地方文献《广西文史资料》、《桂林文
史资料》及桂林所辖县区的文史资源111册，21404页。

► 拟定工作方案

《广西桂林图书馆“资源联建”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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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掌握要点
2015.11.29-12.3，参加图书馆公开课暨推广工程2015年资源联

建培训班

2016.1.19-22，参加广西2016年全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联

合建设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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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

由于2015年资源建设任务重、项目多，人员紧张，

项目技术要求较高，再结合技术分析和工作量的预估等

综合考虑，广西桂林馆的地方文献数字化通过合同走市

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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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检

自主建设：小组成员互检——主任审核——第三方质检

外包建设：小样审核——第三方质检

质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个别TIFF图像偏斜，

部分数据作者字段不完整，

两页TIFF图像有黑边，

PDF第十五辑正文37页文字覆盖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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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项目，提交成果

按《规则》把完成TIFF图像、双层 PDF （单版和

合并）、TXT 文件（单版和合并）、对应数据库、说明

文件、介质说明文件、文献的书目数据（ISO格式）等保

存在四级文件夹提交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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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建设：

一是珍贵文献

二是易于识别、书貌较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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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流程

★ 文献确认：文献遴选—文献申报—文献确认

★ 图像采集：图像扫描或者拍照

★ 图像处理：图像命名—图像裁剪—图像纠偏—图像去污

★ OCR识别：文字识别—文字校对

★ PDF制作：单版PDF生成—命名—校对—合并单版PDF—书目制作

★ TXT制作：单版TXT生成—命名—校对—描述—合并版TXT

★ 数据表制作

★ 数据审核

★ 第三方质检

★ 数据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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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地方文献数字化的遴选原则：

1、有地域特色、有较高文献和历史价值

2、同时兼故保护目的：80年代以前的图书纸张较脆弱，易损坏、难

传播、研读不便，数字化以后不仅能如实再现图书的原貌，还可以进行全

文检索、复制，易于查询。

3、考虑阅读需求

4、优先选择有复本的地方文献

5、优先选择易于解决版权问题的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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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遴选：

文献的选择是项目建设的开端，一个好的文献选择直接关系后续

工作量的大小以及制成品质量。个人建议先易后难，从简单的文献开

始着手，选一些纯文本的、字体较大、书貌较新的文献对后续工作的

开展比较有利，可让项目建设更加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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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采集：图像采集主要有两种方式，扫描方式和拍照方式。

拍照采集：拍照速度快，但要保证页面与镜头垂直角度比较难处理

，图像清晰但常有偏色问题，设备价格也相对昂贵。

 扫描采集：更容易上手，图像清晰，选择文本模式能自动处理透字

问题，设备成本较低，但速度较慢，扫描时的按压对文献二次伤害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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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标准：

1、黑白页和灰度页用灰度方式扫描，彩色页用彩色方式扫描；

2、灰度方式扫描：色彩位深8位，分辨率300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彩色方式扫描：色彩位深24位，分辨率300dpi，小于5号字体用400 dpi

3、保存级格式为TIFF不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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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图像质量审校：

因扫描图像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文字识别的准确率和PDF显示效果，

往往很多质量不过关的成品，都是因为其扫描原件质量不好。所以对扫描

图像的质量审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图像审查首先是图像参数检查，是否与标准相符，然后检查其图像

质量，对照原书查看是否有缺页漏页等问题。如发现有漏扫、重张，图像

黑边、折角、不清晰等情况，则进行重扫或补扫误，并及时进行调整，这

样方能避免以后的连环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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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处理：须采用图像处理软件对TIFF原图进行裁剪、纠偏、

去污处理等，为保证图像能真实反映原件的风貌，一般不对其进行锐化

等渲染性的处理。

图像裁剪：按建设标准是要图像保留到文献的外边缘，但如果是在

不拆书的情况下采集的图像，因书脊处夹框的问题很难做到这一点。技

术测试时的做法是尽可能的保证正文内容、页眉、页脚、反面印章、附

件、手写注释等信息完整，且正文部分在裁剪区域的中央。需要注意的

是，同一种书各页裁剪后图像尺寸大小应保持一致。

图像纠偏：纠偏需要手工逐条进行处理，对出现偏斜的图像进行纠

偏处理，图像歪斜度不可以超过一度，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进行旋转还

原，以符合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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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R识别：OCR识别是该项目中最花精力的一环。需要借助OCR
识别软件对TIFF原图进行识别，然后在全文识别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人
工逐一校对。校对后方能保证生成的双层PDF可以实现有保障的全文检索
。

识别软件的选择：比较常用的程序国内有汉王、清华文通、国外有款
ABBYY FineReader（中文名泰比），就识别效果来说感觉还是ABBYY强些
。前提图片质量一定要过关，质量太差，再好的识别结果也不会好了。
建议选择正版的文字识别软件，从而可以提高文字的识别率。

文字的校对：项目建设标准差错率千分之三以内。我们测试的ABBYY 
FineReader 11版本对质量较好的图像其文字识别率也仅仅95%左右。

所以需要在全文识别的基础上逐行逐字进行人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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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制作：

文字校对完后制作单版的双层PDF。需要注意双层PDF文件的图

像层和文字层的文字对位准确，反显区域与文字区域相差1毫米以内。

这样才能保证全文检索时光标能停留在准确的位置。

规则要求PDF文件根据图像尺寸、颜色、数据存储量、按

JPEG2000有损压缩，压缩因子适度动态调整，在确保图像清晰的情况

下，尽量压缩图像文件所占空间至最小。

一般24K页面将压缩因子控制在20%左右，PDF文件大小120左右

为最佳。

双层PDF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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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2200_018.pdf
01152200_018.pdf
01152200_018.pdf


★ TXT制作

注意TXT数据应如实反映原书内容、版面等所有原书相关信息，数

据应如实反映原文的章节、段落，不应出现与文章不符的字符、段落、

硬回车、空格等，不存在乱码、转换错误等问题，在文献中出现的一些

特殊情况：如表格、注释、插图、插图页等等，需要进行专门处理或者

进行描述，并保存未转换文件对应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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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自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因人手不足，缺乏设备和软件，数字化加工能力有限，每天的

完成量不多。

2、按标准扫描的图像要保留到文献的外边缘，如果在不拆书的情

况下进行扫描，书脊处很难做到这点。因经验不足，开始会出现同一种

书各页裁剪后图像尺寸大小不一致的情况。

3、选择的OCR识别软件生成的双层PDF会出现反显区域与文字区域

相差偏大的情况。

因此，本馆在时间允许，任务量轻的情况下可以摸索自主开展联合

建设工作范围以外的地方文献数字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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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包方式：

任务量大、时间紧迫、难识别的文献

工作要点：就是严把质量关，按照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
规则，做好数据审校工作。

外包方式优点：效率高，数据质量较好。

缺点：需要把书快递到数据加工厂，一些六七十年代的
图书因为纸张较脆，出现破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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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核的一些心得：

1、文件命名是否正确

2、TIFF、单版TXT、单版PDF的文件数量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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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页检查TIFF图像：

（1）放大到1:1，检查文件是否有透光、透字、彩点、彩线、太淡、太

浓、黑边、污点、歪斜、模糊（马赛克等）或图像内容不完整等现象。

（2）文件是否漏扫？

（3）拼接图像接缝处应无缝吻合，无错位情况，没有出现白边和内容缺

失，没有明显的歪斜。

（4）所有文件保存位置正确，可以有效打开和显示。

（5）同一数据流水号不得有跳号情况，按顺序排列命名，图像文件的排

列顺序应与原文献一致。

地方文献数字化项目经验交流材料



4、逐页检查TXT 文件：

（1）文本数据如实反映原书内容、版面等所有原书相关信息。

（2）文本数据内容与TIFF图像内容吻合，不存在乱码、转换错误等问题。

（3）文本数据如实反映原文的章节、段落，不应出现与文章不符的字符、

段落、硬回车、空格等。

（4）单版TXT文件与合并版TXT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5）对注释、空白页、插图（页）、表格（页）、拼音文字混编、下划线

等特殊情况处理办法是否符合规则？

（6）“未转换文件对应图像”文件夹内图像格式应为JPG，并且只保留未转

换的信息，已经识别的信息不需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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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逐页检查PDF文件：

（1）双层PDF数据需完整，避免缺页、重页、页码顺序颠倒等问题。

（2）双层PDF文件的图像层和文字层的文字对位准确，反显区域与文字

区域相差1毫米以内。

（3）打开一本电子文献阅览并对文字放大时，保证在放大到200%的时候

，字迹清晰，笔画连续，无断裂、缺块的现象。

（4）合并版PDF必须制作书签。书签是电子书的目录，内容和纸质书的

目录一致。书签的功能是用户点击书签的某一章节，电子书会自动显示

为相应页。打开PDF文件时，自动显示书签，书签只展开到第一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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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数据库表：7个表

其中，文献基本信息表（book表）由本馆工作人员按照MARC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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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问题：

签订作品许可使用协议，但是在实际实施中困难较大，因此我馆

数字化的地方文献基本没有解决版权问题。希望国家图书馆能提供统一的

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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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