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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机构知识库灰色文献质量控制研究① 
卞艺杰 1,2, 马玲玲 2, 梅 俊 2 
1(河海大学 图书馆, 南京 210098) 
2(河海大学 商学院, 南京 211100) 

摘 要: 分析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灰色文献的特点以及存在的质量控制问题, 并提出一种灰色文献质量控制的方

法. 通过构建灰色文献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和用户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从而获得灰色文献的评

价权值. 根据评价权值以及分组标准将文献进行分组, 再对不同的分组赋予不同的访问权限, 从而完成机构知识

库灰色文献质量控制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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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y literatures and discover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quality control to the gray literatures in the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ased on the deficienc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e essence of the method i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 users’ cred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rough the weights of the both indexes, we can obtain the 

evaluation weight for the gray literatures. Then giving different literatures with different access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weight with grouping criteria based on what we classify the literatures. By using this method can we 

construct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of gray literature for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nd root up the problems 

above-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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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构知识库的迅速发展, 其质量控制问题变

得越为突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机构知识库质量问题

已做了一定的研究, 万文娟[1]提出从详细阐述学术资

源开放存取的现状, 分析学术资源开放存取面临的主

要障碍 , 质量控制障碍是其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 

Buchmann, T.Jablonsk, S.Volz, B.Westfechtel.B[2]指出: 

目前收集原始数据进行科学研究应用于众多的知识库

中. 这些知识库通常没有考虑到数据、进程和工具的

长期演变. 蔡迎春[3]介绍国内外机构库质量控制的研

究现状, 指出要实现对分布式机构库建设的质量控制, 

需从元数据质量控制、内容质量控制以及数据访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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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三个层面建立合理的质量评价指标, 并且采取

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  

然而机构知识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文献, 它们是

没有通过媒体渠道向大众正式公开过的资源, 称为灰

色文献[4]. 与书刊发表的文献相比, 灰色文献时效性

更强, 信息含量更高, 情报价值也更大[5]. 但灰色文献

的各种特点决定了灰色文献的质量控制不到位将给用

户带来机构知识库内容混乱, 信息连接不紧密, 难以

挖掘出信息价值等体验.  

对于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的灰色文献, 如果采用专

家评审的方式, 就一篇预印本的论文而言, 判断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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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 这需要专业人员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并花费

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 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必

然导致论文在正式公开之前会有很长一段审核时间, 

这就阻碍的文献的及时传播. 而学术传播才是机构知

识库建设的初衷, 根据 Lynoh 的观点 [6], 学术传播

(Scholarly Commun1cation) 的 概 念 要 比 学 术 出 版

(Scholarly Publishing)宽泛得多, 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

分之一. 因此, 同行评审方法不适用于高校机构知识

库. 本文针对灰色文献的质量控制问题, 提出了一种

质量控制机制, 希望可以有助于提高高校机构知识库

的灰色文献质量.  

 

1 灰色文献质量控制方法概述与概念说明 
1.1 灰色文献质量控制方法概述 

本文所提出的的灰色文献的质量控制方法可以通

过以下几步来完成:  

第一步: 灰色文献入库以后, 首先由管理员根据

灰色文献的来源给出一定的评价, 为此构建了作者可

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使得文献得到初始的评价值. 

将文献由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 以便用户浏览.  

第二步: 构建灰色文献评价指标, 及指标权重的

确定. 这一步主要是构建灰色文献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并确定灰色文献评分细则, 为

计算资源评价权值做准备.  

第三步: 构建用户可信度评价指标及权重确定. 

这一步主要是构建用户可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计算资源评价权值做准备.  

第四步: 高校机构知识库内容质量控制机制的构

建. 这一步在完成资源评价权值计算的基础上, 结合

分组标准与访问权限控制, 完成高校机构知识库内容

质量控制机制的构建.  

1.2 相关概念说明 

本文将构建基于用户评价的高校机构知识库灰色

文献质量控制机制, 在此先对该机制中用到的相关概

念进行说明:  

可信度: 是对用户评价结果可信程度的描述. 本

文中用“可信度”来定量的描述用户评价的可信程度, 

可信度越高, 则说明评价结果越可信. 可信度与用户

相关, 同时还与用户研究领域与资源学科领域的相似

性相关.  

资源评价权值: 是对资源综合评价结果的描述, 

它是高校机构知识库中所有用户对某资源评价结果的

综合描述. 资源评价权值与资源相关, 是资源质量的

反映.  

白色文献: 指已经公开发表了的文献.  

灰色文献: 指未公开发表的文献 

 

2 灰色文献的初始评价方法 
2.1 灰色文献初始评价指标的确定 

灰色文献的初始评价其实就是对作者的可信度进

行评价.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来确定作者可信度评价指

标体系的指标要素. 德尔菲法是指调查人员就特定课

题按规定程序, 采用匿名方式, 向相关领域内的专家

反复征询意见, 最后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 并

经统计处理得到预测结果的一种预测方法. 本文运用

德尔菲法确定指标体系的过程如下:  

(1) 专家的选择 

选择专家遵循的原则是要具备与课题相关的专业

素质, 所以孰知高校机构知识库的相关知识, 具有图

书馆工作经验或有学术期刊编辑经历的、权威性高的、

且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填写调查表的专家, 是本文首

选的调查对象. 本文最终确定了 12 名专家, 其中来自

图书馆界, 长期从事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 并且具有

高学历、高职称、研究成果丰富的学者 7 名, 来自学

术期刊编辑或学术期刊审核方面的专家 5 名.  

(2) 问卷发放 

调查问卷是获取专家意见的工具, 是研究人员与

专家、专家与专家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渠道. 本文采

用变型德尔菲法, 省略了经典德尔菲法中第一轮请专

家提出预测事件的程序. 直接根据本文分析请专家对

各指标间的重要性进行打分, 并根据专家反馈的结果

进行数据分析, 再把分析的结果和指标再次发给专家

进行打分, 如此重复几次, 直到专家的意见收敛为比

较统一的决定.  

(3) 专家意见汇总 

最终 12 位专家均参与了整个德尔菲调查的流程, 

且对问卷的问题进行了完整的解答. 对第一轮中收回

专家的评价结果进行中位数分析处理, 找出各指标的

下四分位值, 和上四分位值. 并将第一轮的统计结果

连同相应的指标一起发给专家, 开始第二轮的专家打

分. 整合了 12 位专家的意见, 本文形成了如下的指标

体系. 表 1 展示了作者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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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作者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 

作者可信度

评价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研究领域 

相似性 

指资源评价者的研究领域与作者评价

资源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似性 

研究成果 指资源评价者的研究成果 

高校职称 指资源评价者的高校职称 

2.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确定 

(1) 层次模型的建立 

根据表 1 的所示, 很容易得出作者可信度评价指

标体系的层次模型.  

 

 

 

 

 

 

图 1 作者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模型 

 

(2) 构造两两判断矩阵 

两个指标之间的比较标准参照 1-9 标度给予数量

标度度量标准. 以下是通过德尔菲法得出的判断矩阵.  

 

 

 

借助于 yaahp 层次分析法计算软件, 求得最终判

断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作者可信度评价指标判断矩阵 

作者评价效果影响因素   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386; 

作者评价效果影

响因素 
研究领域相似性 高校职称 研究成果 Wi 

领域相似性 1.0000 4.9530 2.7183 0.6461 

高校职称 0.2019 1.0000 1.0000 0.1593 

研究成果 0.3679 1.0000 1.0000 0.1946 

从上表可得知作者可信度评价指标的权重为

W(0.6461, 0.1593, 0.1946).  

2.3 灰色文献初始评价的计算 

(1) 领域相似性系数的确定 

对于文献作者的研究领域与资源所在的学科领域

之间的相似性, 其实质表现为学科分类之间的相似性. 

《学科分类与代码》[7]中不同编码之间的相似情况可

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 7 位编码完全相同. 表明作者的研究领域与资源

所属学科领域是同一领域的情况, 此时, 领域相似性最

高, 记为 7/7. 对于双方都只有 5 位编码的学科为 5/5.  

2) 只有前 5 位代码相同的情况. 表明作者的研究

领域与资源所属学科领域只在二级学科的范围内相同, 

它分别属于同一二级学科下的不同三级学科. 此时 7

位代码中只有 5 为相同, 此时, 领域相似性为 5/7.  

3) 只有前 3 位代码相同的情况. 表明作者的研究

领域与资源所属学科领域只在一级学科的范围内相同, 

它分别属于同一一级学科下的不同二级学科. 此时, 领

域相似性为3/7. 对于双方都只有5位编码的学科为3/5.  

4) 7 位编码完全不同. 表明这两个学科之间没有

任何关系. 此时, 领域相似性为 0/7. 对于双方都只有

5 位编码的学科为 0/5.  

“双方都只有 5 位编码”是指作者的研究领域与资

源的学科领域均没有三级学科. 领域的相似性可记为

V 领域相似性系数, 领域相似性的具体取之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V 领域相似性系数取值表 

许可代码相似

位数 
完全相同 前 5 位 前 3 位 完全不同 

取值情况 7/7 5/7 3/7 0/7 

(2) 基于 Delphi 的职称级别对作者可信度影响值

的确定 

高校职称的取值有多个, 从上到下依次可分为教

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 

每个具体的职称对作者可信度的影响又如何计算呢？

本小节将采用德尔菲法对职称对作者可信度的影响进

行量化. 通过 12 位专家进行三轮的德尔菲法调查之后, 

专家的意见趋于统一, 最终得到表 4 所示的调查结果. 

不同职称级别对作者可信度影响值记为 V 职称系数.  

表 4 不同职称级别对作者可信度取值表 

职位

级别 

教

授 

副教

授 
讲师 助教 

博士

生 

硕士

生 

本科

生 

取值

情况 
1 0.9 0.8 0.7 0.6 0.3 0.1 

(3) 作者研究成果系数的确定 

对于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确定问题, 国内外学者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 本文听从大部分学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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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根据论文的发表状况来判断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

权值. 本文采用根据期刊的价值进行分类, 其中一类

期刊: SCI、CSSCI、ISTP; 二类期刊: EI、中文核心、

科技核心、CSCD、中国人文科学报核心期和中国核心

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三类

期刊: 普通学术期刊.  

通过 12 位专家进行三轮的德尔菲法调查之后, 专

家的意见趋于统一, 最终得到表 5 所示的调查结果. 

不同期刊对作者可信度影响值记为 V 期刊系数 i.  

表 5 不同期刊对作者研究成果的取值表 

期刊类别 一类期刊 二类期刊 三类期刊 

取值情况 1 0.6 0.2 

期刊的类别和取值确定以后, 我们需要的是知道

每个作者的论文发表情况, 这就需要定向抓取相关网

页资源, 本文采用的是聚焦爬虫技术. 聚焦爬虫是一

个自动下载网页的程序, 它根据既定的抓取目标, 有

选择的访问万维网上的网页与相关的链接, 获取所需

要的信息. 与通用爬虫不同, 聚焦爬虫并不追求大的

覆盖, 而将目标定为抓取与某一特定主题内容相关的

网页, 为面向主题的作者查询准备数据资源. 聚焦爬

虫的工作流程较为复杂, 需要根据一定的网页分析算

法过滤与主题无关的链接, 保留有用的链接并将其放

入等待抓取的 URL 队列. 然后, 它将根据一定的搜索

策略从队列中选择下一步要抓取的网页 URL, 并重复

上述过程, 直到达到系统的某一条件时停止[8].  

通过聚焦爬虫技术, 我们可以得到每个作者的各

类论文的发表情况, 这里根据期刊的类别记为 Ki, 用

Ki 再乘以对应的期刊类别数值 V 期刊系数 I, 再相加,便可

以得到我们的各个作者的研究成果值, 此权值记为
iY .  

具体公式如下:  

(1) 

 

为了不夸大这个数值在总的评价中的影响, 需要

对最后的结果进行处理, 由于前面两个因素的取值在

0到1之间, 因此这里需要将最终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 

这里的归一化对象是属于效益型的, 所以我们需要采

用以下公式进行变换 

 

(2) 

其中, 所有 Y 研究成果系数的最小值记为 minY , 最大值记为
maxY , 

iY 则为某个具体作者的研究成果系数. 这里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是可以通过聚焦爬虫得到数据, 然

后进行统计得到的, 这样处理后的 iU 就是我们所要的

每个作者的研究成果系数值.  

(4) 作者可信度的计算 

 

(3) 

公式中 X 为作者对资源评价时的可信度. W 表示作者

可信度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 2.2 节的调查计算, 有

W1=0.6461, W2=0.1593, W3=0.1946. S 表示作者可信

度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取值, 根据上文的分析有 S1的

取值可参照表 2 中的数值, S2 的取值可参照表 3 中的

取值, 以上两个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取得对应的值. 

S3 的取值来自公式(2)中的 iU .  

根据所得到的 X 值, 系统会将灰色文献按照 X 值

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序, 为作者提供信任度比较高的文

献, 便于作者的筛选利用.  

 

3 基于用户评价的灰色文献质量控制机制
构建 
3.1 用户灰色文献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及权重确定 

3.1.1 灰色文献内容质量评价指标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 本文将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灰色

文献分为学术型资源和应用型资源. 其中学术型资

源包括预印本论文、毕业论文、课程设计等; 应用型

资源则是指教学中产生的教学录像、教案、课件、试

题库及答案等资源. 根据文献分析,  机构知识库灰

色文献中学术型资源的质量评价指标为: 科学性、创

新性和写作水平 [9]. 科学性是指资料或文献中传达

的内容所反映客观规律的符合程度, 可以从理论根

据的科学性、数据的真实性、论证过程的逻辑性、方

法的可靠性、资料的完整性等方面进行考虑. 创新性

是指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 制造新变化, 包括: 材料

新颖性、方法新颖性、结论新颖性. 写作水平是指论

文是否清晰明了, 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否能够准确严

谨、清晰流畅地表达出来, 从而达到方便学术交流的

目的.  

对于应用型资源选取的评价指标为: 实用性. 高

校机构知识库中, 用户在浏览或下载使用了该资源后, 

对该资源实用性进行评价.  

综上, 表 6 展示了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灰色文献的

质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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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灰色文献的质量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说明 

学术型资源 

科学性 

创新性 

写作水平 

推理合乎逻辑. 

加入新东西或新概念 , 制造新

变化. 

逻辑清晰严谨,行文流畅达意. 

应用型资源 实用性 对用户产生帮助的情况 

对于学术型资源的各指标所对应的权重可通过层

次分析法求得, 而对于应用型资源的评价指标只有一

个, 故其权值为 1.  

3.1.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学术型资源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美

国运筹学家 T.L.Saaty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的

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方法. 它把一个

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组成因素, 并按支配关系形成层

次结构, 然后应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各因素的相对

重要性, 然后计算各因素的权重.   

机构知识库灰色文献中学术型资源的质量评价指

标为: 创新性、科学性、写作水平. 图 2 展示了文献指

标的层次结构模型. 学术型质量评价指标的层次模型

及各指标的详细说明如下:  

 

 

 

 

 

图 2 文献指标的层次结构模型 

 

为了能够方便比较以上各指标两两之间的重要程

度. 本文采用如下表 7 的 1-9 标度给予数量标度.  

表 7 数量标度 

1 

3 

5 

7 

9 

同等重要 

稍微重要 

明显重要 

十分重要 

绝对重要 

两元素相比较, 同等重要。 

两元素相比较,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稍微

重要.  

两元素相比较,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明显

重要.  

两元素相比较,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重要

得多.  

两元素相比较,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极端

重要.  

 2、4、 

6、8 
 上述两组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上述非

零数的

倒数 

反比较 

若元素 ai 与元素 aj 相比较得到判断 rij, 

则元素 aj与元素 ai相比较得到的判断为

rji=1/rij.  

本文邀请校内外专家对学术型资源的三个质量评

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最终获得判断矩阵如下:  

 

 

 

本文为简化层次分析法的计算, 采用了比较权威

的层次分析法计算软件 yaahp, 该软件通过建立模型

和输入判断矩阵, 即可求得相应的权值. 通过 Yaahp

软件计算, 将最终结果整理如表 8 所示:  

表 8 学术型资源指标判断矩阵 

学术型资源评价指标 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688; 

学术型资源评价指标 科学性 创新性 写作水平 Wi 

科学性 1.0000 1.4918 3.3201 0.4749 

创新性 0.6703 1.0000 4.9530 0.4156 

写作水平 0.3012 0.2019 1.0000 0.1095 

从上表可知学术型资源质量评价指标权重为

R(0.4749, 0.4156, 0.1095).  

3.1.3 灰色文献质量评价的评分细则及评分结果计算 

(1) 学术型文献的评分细则 

对于学术型文献, 用户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

写作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每一个方面均设有五个

等级, 表 9 给出了学术型文献的分级情况.  

表 9 学术型文献的评分对照表 

评价指标 等级情况 

创新性 

科学性 

写作水平 

非常有创新  创新  一般   陈旧  过于陈旧 

非常科学  科学    一般  不科学  伪科学 

非常好    好      一般    不好   极差 

分值情况 1.0       0.5     0.0      -0.5     -1.0 

(2) 应用型文献的评分细则 

对于应用型文献, 用户主要从实用性方面进行评

价, 对于实用性的评价的也可分为五个等级: 非常实

用、实用、一般、不实用、完全没用, 所对应的分值

分别为: 1.0、0.5、0.0、-0.5、-1.0.  

(3) 灰色文献评分结果计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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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V 表示灰色文献的评价结果值, R 表示学术型

资源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上一节的计算结果有: 

R1=0.4749; R2=0.4156; R3=0.1095. P 表示用对资源的

评分情况, 根据评分细则 P 的取值范围在(1.0, 0.5, 0.0, 

-0.5, -1.0)之间. 对于学术型指标 P1表示用户对文献创

新性的评分, P2 表示用户对文献科学性的评分, P3 表

示用户对文献写作水平的评分.  

3.2 用户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由于用户可信度的评价和作者的可信度类似, 这

里就不作详细介绍, 具体依照第一节中灰色文献的初

始评价中作者的可信度评价标准来对用户进行评价, 

如公式(3)所示.  

3.3 灰色文献质量控制机制 

3.3.1 灰色文献评价权值计算 

在计算灰色文献的评价结果时, 必须考虑到评价

的可信度X, 以及用户对灰色文献质量的评分V; 则灰

色文献的最终评价值 Z, 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5) 

 

其中, n 表示评价的人数, 也表示评价的次数(一位用

户只能进行一次评价); Xk 表示第 K 位用户可信度, Xk

越大表明用户的可信度越高, Xk的值可由公式(3)给出; 

Vk表示第 K 位用户的对资源质量评分的结果, Vk的值

可由公式(4)计算出来, Vk 取值可能为正值, 也可能为

负值; 故灰色文献的最终评价值 Z 可为正值, 也可能

为负值. 综合公式(4), (3), (5)即可计算出资源的评价

权值.  

3.3.2 灰色文献的分组与显示控制 

本文中, 高校知识库的用户可以有两种方式来选

择浏览的灰色文献. 第一种方式是用户可以在经过初

试评价后进行排序的文献中搜索自己想要的文献, 第

二种方式是根据用户的需要, 由机构知识库直接推荐

浏览. 下面将介绍结构知识库如何根据评价权值的大

小来为用户推荐文献.  

文中给出的灰色文献评价权值计算方式, 本文需

要确定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本文称之为推荐标准, 

该标准是灰色文献的价值获得认可的标准. 第二个标

准本文称之为隐藏标准, 该标准是灰色文献价值被否

定的标准. 为方便研究, 本文将这两个标准分别记为

S 推荐和 S 隐藏. 本文从方便质量控制的角度, 结合本文中

提出的灰色文献质量筛选的标准(即 S 推荐和 S 隐藏), 将高

校机构知识库的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公开发

表过的资源, 例如公开发表的论文, 专著等; 第二部

分是灰色文献, 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推荐标准之上的; 

第二种是介于推荐标准和隐藏标准之间的; 第三种是

隐藏标准之下的. 为方便记忆, 本文将这四个部分分

别记为 A、B、C、D.  

 

 

 

 

 

 

 

 

 

 

图 3 机构知识库的分组及显示控制情况 

 

4 总结 
回首全文, 本论文在借鉴和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

成果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 运用文献分析、网络调查、

专家调查等方法对国内外机构知识库的灰色文献的质

量控制情况进行了研究. 本文首先根据作者的信息对

文献进行初始评价, 然后构建灰色文献的评价指标体

系及其权重, 和用户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为

计算资源的评价权值做准备. 接下来, 根据资源的评价

权值及分组标准将内容进行分组. 最终构成了本文所

构建的高校机构知识库中灰色文献内容质量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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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所示为视频协处理器对摄像头捕获的 PAL

制式的 D1 图像进行 H.264 编码后码率及 ARM 处理器

负荷变化情况.  

图 10(a)坐标系中上面细曲线为视频协处理器对静

止自然场景(固定摄像头)且没有移动物体时进行连续

编码时输出码流的速率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码流基

本维持在 700Kbps, 而且图中下面点画线显示编码过程

中对通用处理器 ARM 的占用率也非常低, 少于 1%.  

图 10(b)坐标系中上面细曲线为视频协处理器对

场景不断变动(转动摄像头)的画面进行连续编码时输

出码流的速率变化, 该曲线有两个峰值, 该峰值是由

于场景不断变动, H.264 只能采用 I 帧进行编码, 故输

出码率会相对较高, 达到1.4Mbps. 图中下面点画线表

明, 在场景不断变动的情况下, 对通用处理器 ARM 的

占用率相对较高, 达到 23%左右. 当场景再次固定后, 

码率就会下降, 当场景是单一颜色背景时, 码率可以

降低到 300Kbps 左右.  

通过图 10 的两个极端情况, 可以得出: 当该系统

应用于监控时, 由于场景不变, 偶尔有移动物体, 其

码率可以维持在 1Mbps 以下, 因此可以选用 3G 网络

进行视频传输, 系统可以适应远程传输视频的需求.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TMS320DM365 平

台的实时视频传输系统, 描述了该系统的总体架构和

软件的实现方法, 并分析了 Dm365 平台是 wifi 驱动移

植及 JRTPLIB 库移植和工作原理. 实验结果表明, 本

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能够满足该平台下

实时视频传输的需求.  

本系统经济适用, 本视频传输系统已成功应用于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重点项目“基于移动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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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121-122. 

5 佘丽君,盖起刚,龙旭梅,刘鹏年.灰色文献——当今不可忽

视的重要情报源.现代情报,2007(9):191-193. 

6 Lynch C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essential infrastrue for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ARL Bimonthly Report, 2003 

(226). 

 

 

网络的应急通信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中, 并且该

系统在远程监控、智能楼宇、智能交通、车载监控等

领域具有广泛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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