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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智慧服务平台概况



1、CALIS智慧服务平台的使命

Ø提升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能力

Ø创建新型管理与服务模式

Ø推动图书馆数字化转型

Ø实现馆际资源深层次共享



2、技术支撑与核心优势
                                ——云服务驱动的智慧化平台

•基于云计算技术整合全国高校资源

•提供标准化、自适应、可扩展的服务

•成员馆免软硬件投入，直接申请使用



3、智慧服务平台服务内容



https://smart.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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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速得：智慧服务平台高效使用技巧





1、通过E读获取高校范围内资源







2、通过E得获取境内外合作机构资源
上海图书馆

只提供文献传递，不提供
馆际互借。通过E得索取
文献没有代查代检费。

NSTL

纸本原书借阅必须通过E
得获取

国家图书馆11
22

33



2、通过E得获取境内外合作结构资源
JULAC

要索取这两个机构的文献，在馆际
互借系统提交时，服务馆必须选择
CALIS管理中心，并且备注要向哪
家图书馆要文献。

KERIS
14
35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
席会，包含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
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这八所公立
院校。只提供文献传递。8家图书
馆每年跟CALIS互勉100篇。

即韩国高等教育研究院，该机构
整合了韩国多媒体教育中心和韩
国研究信息中心的资源。文献服
务范围包括图书、期刊论文和学
位论文。只能快递，不提供电子
版文献。







返还式非返还式





3、从联合目录查找图书





4、从外文期刊获取外文文献





5、从高校学位论文服务系统获取高校学位论文



6、从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查找古文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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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馆藏数据管理与服务系统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全面掌握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情况，进一

步促进文献资源开发与共享，确定开展高校图书馆馆藏数据汇交工作。

• CALIS管理中心统筹安排，省中心有序组织本地区高校开展和落实

• 试点先行，分批分步推进数据汇交

• 定期发布各省及各馆统计和评估结果，并上报教育部相关部门

馆藏数据汇交范围
• 高校图书馆收藏的国内外印本资源与电子资源的元数据、馆藏信息等

馆藏数据汇交方式
• 通过CALIS高校馆藏数据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提交与维护

1. 背景



p 数据传输系统用于图书馆向CALIS中心提交馆藏数据

2. 系统构成及功能

数据传输系统 馆藏数据管理系统+

图书馆本地传输客户端（DDC）

提供图书馆本地安装的DDC软件，实现数
据的提交

中心传输服务器（DDS）

中心部署的中心端软件，用于接受DDC发来的馆藏数据，记录图书馆馆藏数据提交情况

中心传输客户端（DDC）

负责从中心SFTP服务器上自动收取馆藏数据



数据传输系统 — 本地DDC



数据传输系统 — 本地DDC



数据传输系统 — 本地DDC



数据传输系统 — 中心DDC



p 馆藏数据管理系统面向中心数据管理员与图书馆管理员提供图书馆馆藏处理、

检索、统计、提交情况发布的功能

2. 系统构成及功能

数据传输系统 馆藏数据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网站

面向普通用户提供开通服务申请，展示收集
到数据统计，图书馆排名等

馆员端

面向图书馆馆员提供服务申请、本馆数据处理情况、本馆数据检索、本馆数据维护。
面向省中心馆员提供省中心上传数据统计，审批图书馆申请

中心端

面向中心馆员提供机构管理、服务审批、传
输记录查看、馆藏检索与数据管理等功能



馆员端 — 数据处理



馆员端 — 馆藏数据查询与管理



馆员端 — 上载文件配置



馆员端 — 数据提交情况概览



中心端 — 传输与处理列表



中心端 — 馆藏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