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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选择所下载 excel 模板的元数据方案

（2）实现“数字资源组+元数据著录表”的分离式提交模式

与第一种模式不同，此种方式无需将资源与元数据著录表打包成压缩包提

交，同时数字资源也可不必使用相同的元数据方案。在数字资源批量提交的过

程中，通过同步提交元数据著录表，数字资源的批量著录。即在图片提交入口，

右侧提前下载 excel模板，左侧上传多张照片。左侧每上传一张照片，右侧需点

击“上传 excel表格”上传对应的一个元数据表。

（3）实现“数字资源组+共同元数据”的批量著录模式

在批量处理数字资源提交工作时，经常会遇到大部分资源具备相同的元数

据内容等。如批量提交某个人的专著文档，这些资源都是同一个作者，同一家

出版社，因此可在资源提交页面中通过共同元数据著录的方式，在提交过程中

提前著录，将具备相同元数据内容的信息提前著录到系统中，减少后期资源著

录的工作量。用户于左侧批量上传多张图片，点击右侧“共同元数据著录”按

钮填写共同元数据，即可简化资源批量提交著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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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共同元数据著录页面

6.2.1.2 提交信息包概览

提交信息包概览是站点中展示用户所提交资源的平台模块，分为“我提交

的”全部资源概览和按资源分类进行“分类浏览”两个板块。

（1）我提交的

该板块主页面展现用户提交的资源列表（默认列表视图），此外还提供卡片

视图、表格视图两种模式。用户可在图中①处添加筛选条件分类查看资源或通

过检索查看特定资源，最右上角②处的按钮可调整资源排序方式，用户可勾选

按形成时间、资源大小、提交时间升序降序排列显示资源。

图 36 我提交的资源列表

（2）分类浏览

该板块主页面左侧为资源分类列表，按照大类、子类依次排列，并显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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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根标签中的资源数量。右侧默认呈现所有分类资源文件，点击左侧某个类目

则右侧呈现该类目下资源列表，筛选、检索、视图和排序方式设置操作同上。

图 37 分类浏览资源列表页面

分类浏览板块的资源分类需在资源提交前设置完毕，资源分类设置一般按

照站点前端网站栏目设置。用户可点击“添加根标签”依次添加一级目录，另

在某个分类下再新建下一级分类，直到分级资源分类根标签配置完毕。新建根

目录分类的操作界面，确认添加后分类将出现在资源提交著录页面中“资源分

类”的目录选项当中供用户选择。

图 38 新增根目录分类页面

6.2.1.3 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管理模块是在资源提交部分为元数据著录提前准备元数据方案的功

能平台，包括为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不同类型的资源设置自定义元数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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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设置自定义标签。

（1）自定义元数据方案

站点平台设置有一套默认元数据方案，通用于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四

类资源的元数据著录。但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依据不同网站站点资源的具体

情况要求，可能需要自定义某些元数据方案、完善修改元数据项。一般而言，

资源标签的设置会以资源内容为标准划分，或参照站点栏目设置分类标签。

自定义元数据方案模块主页面呈现四类资源中已设置的自定义元数据方案

列表，展示包含方案名称、方案说明、创建者、创建时间等基本信息。点击“添

加元数据方案”进入新增模板界面，可选择资源类型、填写方案名称和说明、

并设置是否启用该方案，保存后方案成功启用加入上级页面的列表当中。

图 39 自定义元数据方案设置界面

图 40 添加元数据方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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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点击编辑单条元数据方案的内容，则可编辑查看已创建的元数据方

案基本信息、查看当前方案的元数据条目或新增条目。

图 41 自定义元数据方案详情信息页

图 42 自定义元数据方案详情信息页



  
国
家
档
案
局
 

ww
w.
sa
ac
.g
ov
.c
n

50

图 43 修改元数据条目页面

（2）自定义标签

自定义标签板块要求用户需提前设置资源标签项，这些标签将作为资源著

录元数据项中的“资源标签”选项以供选择，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的自定义分

类概览。标签设置好后，在资源提交著录页面①处显示，为用户提供选项。

图 44 资源提交著录页面资源标签项

自定义标签模块主页面显示已创建的标签列表，展示标签名、标签说明、

创建者、创建时间和标签所关联的资源数量。用户可对单条标签项进行“删除”

操作，或点击“编辑”在编辑标签栏目弹框中修改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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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自定义标签管理页面

图 46 自定义标签编辑信息页面

图 47 添加新标签项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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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左上角“添加标签”的按钮可添加新标签栏目，编辑相应的标签明和

标签说明，“确认”后该标签将出现在资源提交著录页面的“资源标签”栏中。

6.2.2 资源交接功能设计

资源交接功能界面呈现已提交著录的资源（在本项目站点中仅涉及图片资

源），待审核资源列表可通过卡片、列表、表格三种视图呈现。图中①处显示待

交接资源数量，③处可选择不同的筛选条件或通过检索对特定条件的资源进行

交接入库，④处的按钮提供视图和排序方式的选择。本界面默认列表视图，另

支持卡片视图和表格视图。

图 48 资源交接页面（列表视图）

图 49 资源交接页面（卡片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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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资源交接页面（表格视图）

资源交接操作有逐个交接和批量交接两种方式。鼠标划到文章列表处即在

图中①处显示操作按钮，用户可查看资源详情并选择通过交接或者驳回资源，

通过交接的资源将进入资源库长久保存，成为标准化资源不可变更。用户也可

以点击批量提交，随后勾选所要通过的资源（或点击全选）后确认，即可批量

交接多项资源。通过交接的资源将不再呈现在该页面。

图 51 资源交接页面单条资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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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资源交接页面批量提交操作

6.2.3 资源管理功能设计

资源管理模块将提交入库通过审核的资源按照载体类型分为文献库、图片

库、音频库、视频库四个资源信息包，对本项目站点而言实为图片资源库展示。

图 53 提交信息包概览-图片库页面（列表视图）

图片资源展示提供列表视图、表格视图、卡片视图三种模式，并显示每条

资源的题名、描述、作者、所属分类、状态等，点击“查看”可进入图片资源

浏览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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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提交信息包概览-图片库页面（表格视图）

图 55 提交信息包概览-图片库页面（卡片视图）

图片资源浏览详情页包括资源内容展示（图片展示）、资源元数据板块、照

片的各项 EXIF信息、资源状态情况。

资源内容展示模式是对图片的展示，点击①处可下载源文件，将当前显示

的图片下载到本地。资源元数据模块显示图片资源的题名、主题、来源、关键

词、语种、形成时间、资源标签、资源分类、星级、作者、版权信息等元数据。

资源状态模块显示了当前图片已经经过审核交接成功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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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图片资源浏览详情页

图 57 图片资源浏览详情页（照片 EXIF 信息）

6.3 网站管理功能设计

6.3.1 内容管理功能设计

内容管理模块实现传统内容管理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分类栏目设置、文

章列表展示、专题内容采编、内容审核等功能。

6.3.1.1 全部展示内容功能设计

内容管理中的全部展示内容模块用以呈现以采编发布的文章列表和处于草

稿箱状态的文章列表，是站点文章资源采编情况的总览，显示每篇文章的标题、

描述、作者、所属类别等信息。在鼠标滑过单篇文章位置时，将显示“预览”

“编辑”以及“删除”的操作按钮，供用户进行相应操作；“预览”可查看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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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对应的前端页面效果，“编辑”默认进入普通文章的资源采编模块，“删除”

可将展示资源从展示库中删除，删除后不可修复。

已发布文章页面左侧呈现文章分类栏目，此处由用户根据网站栏目架构自

行设置、以便资源采编时将文章对应分类。点击左侧某一分类，该分类下的文

章列表将展现在右侧。用户可通过“新建分类”增设分类、填写相关信息。

图 58 全部内容展示-已发布内容页面

图 59 增加分类信息设置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新建文章”，可选择不同文章类型创建新文章并进行对应

的资源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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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新建文章-选择文章类型

用户可在草稿箱模块查看尚未编辑完成的文章列表，以便对相应文章继续

进行操作。新增文章功能也可在此处实现。

图 61 全部内容展示-草稿箱内容页面

6.3.1.2 专项内容采编功能设计

专项内容采编模块主要执行对不同展示需求的原始资源的采编功能。该平

台提供针对照片资源的三种资源采编模板，可分为故事图集、今昔对比、记忆

地图三种采编模式，对应前端不同的展示效果。

（1）故事图集

该模块实现基于故事性叙事的照片故事图集的采编方式，故事图集将作为

二期建设内容的主要展示方式，将一组照片资源汇集，通过文字的描述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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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的排布，使得一组照片能够描述一个完整的主题或者故事。每张图片均可

配有文字描述，用以强化图集的内容连续性。

故事图集的默认页面显示的是当前站点下所有经过编辑的图集资源，提供

列表视图和表格视图两种模式。左上角“批量删除”按钮可实现对多篇文章勾

选的批量删除操作，删除后不可修复。右上方提供不同栏目、不同状态的图集

文章筛选按钮，方便查看特定条件下的图集列表。

图 62 展示故事图集文章管理页面

图 63 展示故事图集文章管理页面（表格视图）

鼠标滑过文章位置时，④处将显示“预览”“编辑”以及“删除”操作按钮，

用户可通过“预览”查看前端效果或删除故事图集文章。点击“编辑”进入当

前图集编辑页面，其基本结构左侧为内容编辑区域，包括图集标题、摘要、照

片资源调取和页面自定义数据设置等；右侧则需用户配置文章模板、所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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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置封面图片。

图 64 故事图集编辑详情页

给图集添加照片资源时，“资源库采编”按钮对应跳转采编资源的弹窗，则

用户可检索相关资源并进行勾选，点击“合并采集”即可将相应的照片资源采

编至当前的图集。

图 65 故事图集资源库采编页面

除从资源库调用资源外，系统同时也支持用户从本地上传资源。点击“本

地上传”按钮后。本地上传文件支持 jpg、png、gif等多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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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故事图集本地上传提交资源页面

用户可通过拖动图集中的图片改变其在页面中的显示顺序，将鼠标移动至

图片上方出现“编辑”和“删除”选项。用户可删除当前图片，或点击编辑属

性按钮则打开图片信息编辑框，可变更图片在页面中显示的题名、作者以及描

述信息，也可添加自定义数据项。

图 67 故事图集照片信息编辑界面

设置图集封面的功能实现有两种方式。用户可以以“从正文选择”或者“本

地上传”的方式添加封面，“从正文选择”的方式将会解析出当前图文编辑区域

中所包含的图片，列出后供用户选取。本地上传则弹出文件上传对话框供用户

上传图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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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从正文中选择特色封面

图 69 从本地上传封面

除以上功能外，故事图集页面可由用户添加自定义数据项，供前端具体设

定功能需求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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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故事图集页面自定义数据设置

若在故事图集采编主页面点击“新增故事图集”按钮则跳转到空白的故事

图集编辑，具体采编操作同上。

图 71 新增故事图集编辑页面

（2）今昔对比

今昔对比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示某一地点的从古到今图片的图集，可以建

立不同的场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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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今昔对比前端展示页面实例

今昔对比采编模块的主界面分为左右两大板块。左侧展示网站对应的不同

场景列表，呈现不同场景的场景名、场景描述并提供场景的功能操作按钮；右

侧则是图集配置界面，要求用户配置整个今昔对比图集的模板、分类和基本信

息等，其中封面图片可从资源库采编或本地上传。

图 73 今昔对比文章场景管理

这里的场景类似于不同地点的分类，每个场景下的图片资源将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每个地点将展示一组今昔对比鲜明的照片。

在场景管理中，可以实现“新增场景”和“变更场景次序”操作，点击“变

更场景次序”可以对当前今昔对比图集的场景通过拖动的方式调整次序。点击

“新增场景”，可以对当前今昔对比图集添加场景，可以为该场景添加名称和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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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今昔对比新增场景界面

对具体的某个场景，可实现对场景的“编辑场景”“修改信息”和“删除”

功能，点击“编辑场景”进入资源采编的具体页面。

图 75 场景资源采编页面

某个场景资源采编的具体页面由不同地点的多个今昔照片对比组组成，可

以点击“排序”按钮通过拖拽调整各个图片组的展示顺序，鼠标移动至照片组

可以更改相关信息。

点击左上角“添加对比组”，页面出现空白对比组供资源采编。鼠标移至下

方光标转换可直接修改地点名称，或点击垃圾桶图标删除对比组。鼠标移至图

框上方时出现信息编辑、资源采编、删除三个操作按钮，点击编辑图标出现资

源采编弹框，用户可从资源库采编图片或选择本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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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场景资源采编页面-新增对比组（修改对比组题名）

图 77 场景资源采编页面-新增对比组（采编资源）

图 78 场景资源采编页面-新增对比组（采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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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忆地图

该模块实现基于时空分布的记忆地图采编方式，将照片资源按照其时间、

空间的信息，对应分布到 GIS地理信息系统上，使得用户可以按照地点与空间

的分布关系浏览对应地点的照片资源。

基本原理为：基于 GIS在地图上标注若干个地理标注点，为地理标注点采

编与其地理位置相关的照片资源，而前端网站则通过记忆地图的形式进行资源

展示。页面可切换 GIS模式和列表模式,默认 GIS界面是一张可通过鼠标滑轮调

整大小、鼠标左键抓取移动的地图，也可通过地图左上角的辅助按钮调整地图

的大小和位置。右上角可点击进行记忆地图的效果预览或切换中心点，点击“记

忆地图配置”可对地图基本信息、风格、显示元素等进行设置。

图 79 记忆地图采编主界面

图 80 记忆地图基本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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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每个蓝点均为一个地理标注点，点击右上角的“新增地理标注”按钮，

即跳转到下图页面。左侧为地图，右侧为地理标注点信息。地图上标有红点处

为已标记过地理位置，拖动地图上的蓝色倒水滴图标可选择要标注的地点，图

标移动到的位置在右侧的“经纬度”和“详细地址”栏会自动填写。另需填写

新增地理点的名称、位置描述并设置标注点类型和所属中心点。填写完点击“确

认”，即可在原地图上再生成一个地理标注点。

图 81 新建地理标注点页面

点击图中的蓝点可进入该标注点的管理界面。界面左侧为地理标注点的地

图显示和标注点基本信息，点击“编辑”可修改地理标注点信息，点击“删除”

则删除该标注点。页面右侧为展示该地理标注点下挂接的全部资源信息，提供

卡片视图、表格视图两种展示方式，点击“照片排序”可通过拖拽调整页面所

显示的图片顺序，采编该地理点的资源可通过资源库采编和本地上传两种方式

（具体操作方式同上述采编方式一致，在此不进行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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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地理标注点资源、信息管理页面

列表模式则依次显示每个地理标注点的地点名称、位置、地点描述、所属

中心点等信息，并可点击查看详情信息、对该地理点进行信息编辑和资源采编。

图 83 地理标注点列表模式展示

6.3.1.3 内容审核功能设计

内容审核模块是为当前站点具有审核权限的用户提供审核文章的功能区域，

普通用户在新建文章后必须经过审核者审核后才会静态化并发布到前端网站，

具有审核权限的用户可以浏览并操作待审核文章。

该板块支持单项审核和批量审核两种操作方式，并提供列表、表格两种资

源视图，可按照创建时间、修改时间、文章类型进行排序，以便为不同情况下

的审核操作提供便利。

待审核文章列表中将显示文章基本信息，在鼠标滑过文章位置①时，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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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预览”“通过”以及“驳回”的操作按钮，通过操作将使得文章通过审核进

入已发布文章列表。

图 84 内容审核页面（表格视图）

图 85 内容审核页面（列表视图）

批量审核方式则通过点击左上角的“批量审核”按钮，在页面左侧勾选一

个或者多个文章（或点击全选），随后点击“确认”即可批量通过多篇文章，使

其成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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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内容审核批量操作页面

6.3.2 样式管理功能设计

该功能模块是对网站内容的监控与管理，主要实现网站页面管理、模板管

理、菜单管理等。

6.3.2.1 网站页面管理功能设计

网站页面管理模块支持管理或新建站点页面，这些页面是用以呈现文章的

载体。用户可查看已创建页面列表，获知页面名称、创建者、创建时间信息，

也可对已有页面执行“预览”“编辑”“删除”操作。点击左上角创建新页面，

可编辑新页面内容、添加自定义数据并配置页面链接和模板。

图 87 网站页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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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创建新页面

6.3.2.2 页面菜单管理功能设计

网站页面菜单管理是网站内容的层次类目划分，同时也是面向访问者的网

站内容导航。系统该功能模块主要负责对站点内各个栏目的信息进行管理，包

括创建新菜单、添加具体菜单项、设置标签和 ID等。用户可通过拖拽调整已设

置的栏目菜单结构。添加菜单项时可对属于文章、页面、分类栏目不同类型的

页面菜单进行选择设置，或者添加自定义链接。

图 89 页面菜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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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添加菜单项操作页面

6.3.2.3 网站模板管理功能设计

模板是网站外观样式定义的基础文件，系统提供了上传自定义模板文件、

在线编辑模板文件的功能，使用户可以灵活定义网站的外观。

具有权限的用户可以浏览并操作模板外观功能，模板列表页面将显示系统

中已经存在的模板主题，右侧显示是否当前启用的状态。用户可以选择在右上

角新增模板，或点击进入当前模板编辑的详情页面。模板文件编辑的详情页面

可供新建模板文件、上传自定义模板文件和在线编辑模板文件。

图 91 网站模板管理页面



  
国
家
档
案
局
 

ww
w.
sa
ac
.g
ov
.c
n

74

图 92 模板编辑详情页

6.4 系统管理功能设计

6.4.1 个人管理功能设计

个人管理模块能够实现用户个人信息的修改，显示与用户相关的通知公告，

同时展示该用户提交、编辑过的资源列表和操作日志，是展现用户基本信息和

平台使用操作情况的功能模块。

图 93 个人管理模块页面

用户可在个人信息修改板块修改完善用户名、密码、所在地、性别、简介

等基本信息以及联系信息和职业信息，点击①处可修改头像，支持选择已提供

头像和上传自定义头像图片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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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修改头像操作页面

图 95 用户个人提交、编辑过的资源展示页面

6.4.2 系统日志功能设计

系统日志模块能够对系统平台所有用的操作记录进行显示，通过列表的方

式，显示平台用户的操作人、操作内容、操作时间、访问 IP等信息。便于管理

者管理系统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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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系统日志展示页面

6.4.3 系统设置功能设计

系统设置包括基本配置、NLP自然语言处理配置、NLP自定义词库、资源

分类设置，主要用于配置站点的各项基本信息。

基本配置页面包括地图显示信息设置和照片水印的设置。地图显示信息是

针对网站的记忆地图功能进行配置，可调整默认显示的地图中心位置和地图缩

放等级。水印照片板块则可设置网站图片的水印文字和颜色，或上传透明水印

图片添加至网站图片资源上。

图 97 系统设置-基本配置界面

NLP 自然语言处理配置包括 NLP 在线模式的切换、NLP 工具的选择等基

础配置，并提供 NLP测试板块以便功能测试，为系统后台针对文本资源的自然

语言处理功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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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NLP 自然语言处理配置页面

NLP自定义词库可供用户添加自定义语词，方便 NLP工具对特殊语词进行

合理分词和分类识别，是对文本资源 NLP处理功能的完善。支持在线添加单个

语词和下载模板后批量上传语词两种方式。

图 99NLP 自定义语库设置界面

资源分类设置是为设置各项资源默认所显示的分类的功能模块。选择设置

资源默认分类前需要在资源库资源提交模块当中的提交信息包概览-分类浏览

页面提前配置资源分类列表，设置的资源类型包括文本类、照片类、音频类、

视频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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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 资源分类设置页面

7 研究展望

7.1 可能存在的困难与解决方案

（1）照片档案的质量问题

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保管了海量的照片档案，但发现并整理稳定而高质量

的照片档案是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尤其是绝大多数历史照片，由于年代久远、

管理欠规范，照片的描述、著录数据存在缺失，部分照片缺少拍摄者、描述事

件、拍摄人物、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本课题拟对照片档案的内容信息进行

深度挖掘，利用本体理论、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照片档案资源关联和内容信

息识别，最大限度发现并补充照片档案的元数据信息。

（2）技术研发难度大

本课题所使用的技术均为行业内相对领先的前沿技术，研发难度较大。课

题组将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团队资源，借鉴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扩展技术研发的

路径和方法，并视情况聘请顶尖的技术研发工程师作为项目协助，保证项目系

统的研发工作顺利进行。

7.2 未来研究方向

本项目从数字记忆工程的构建模式入手，将高校记忆工程构建作为整个项

目的基本建设思路进行研究，通过对高校记忆资源的研究和记忆工程体系的构

建，探索出了高校记忆工程的完整路径，为本项目以历史照片为资源开展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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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工程提供建设根基。其次，研究了数字照片的档案编研，理清了档案编研的

基本路径方法。最后研究了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探索了数字人文技术与本项

目的切合点，为技术实现提供了参考。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项目组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化：

 对历史照片内容要素的深层次挖掘构建

 以历史照片为基础的知识网络

 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

希望以上思路能够为其他学者、其他项目开展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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