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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础设施
概念、需求和技术规范



• 以“数据”为基本的组成单位，对于人文研

究来说，“数据”可理解为可被机器处理的

信息单元，如文献或实物资源对象、概念、

术语、实体（人物、机构、团体）或其结构

化的描述信息（包括变量、数值、文字符号

或事实等）。

•  充分体现数据规模大、覆盖时间长、地域范

围广、描述粒度小、维度多等特点，遵循通

用的知识组织规范和开放共享规范，具备开

放性、公共性和持续性的，独立于具体应用

开发和特定领域研究之外、介于信息基础设

施“后台”  特定领域研究“前台”之间的

“数据中台”。夏翠娟. 面向历史人文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

数据基础设施

数据库商

GLAM机构

研究者

第三方

公众

出版商

研究者：领域专家、IT人员、UI&UE设计人员



在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的层面的共建共享

“数据基础设施”的技术规范

跨机构的共建共享

跨时空的版本迭代

跨领域的知识融通

跨网域的开放互联

覆盖各类GLAM机构

机器可读（API）

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的开放互联

Schema数据

统一的知识建模方法 一致的知识表示方法

实时版本更新和历史版本追溯

支持用户贡献内容（UGC）

夏翠娟. 面向历史人文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



上海图书馆“数据基础设施”



“数据基础设施”的高层互操作框架

• “时空数据基础设施”是数

据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

• “时空数据基础设施”是多

源、多媒体时空数据的软硬

件集成环境/平台，同时也包

括数据获取、加工、分析、

交换及Web服务所涉及的标

准、技术、设施、机制等的

总称。                  陈刚 副教授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技术前沿与最佳实践
标准规范、历史地名词表、工具平

台、最佳实践



文献 地图

地名词表

GIS工具

应用服务

集成平台

基础工具

标准

研究工具

平台



Spatial Data on the Web Working Group

https://www.w3.org/2015/spatial/wiki/Main_Page

• Web上发布空间数据的原则

• 使用HTTP URI作为数据的标识符

• 数据能被搜索引擎索引

• Linked Data，尽可能地在数据之间建立

更多的关联

• 空间数据的编码格式应适应用户的需求

• 附带多个坐标参照系（Coordinate 

Reference System）,使用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WGS 84) 有利

于空间数据的整合

• 注重空间数据的时间特性（版本控制）

• 开放获取：API，批量下载，内容协商



https://www.w3.org/TR/owl-time/



http://whgazetteer.org/
http://maps.cga.harvard.edu/tgaz/

• 主要数据：TGAZ (temporal gazetteer) >71k 

names CHGIS)，Linked Places，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等

• 映射：Getty TGN, DBpedia, GeoNames, 

Wikidata,LoC名称和主题规范档

• API返回数据格式：GeoJSON-LDT, CSV, 

RDF, 打包下载

http://kgeographer.com/linked-places-v0-2/

地名词表



https://www.geonames.org/

• 253个国家、382个数据源、2千5百万地名

• 政区、山川湖海、森林、城市村庄、公路铁

路、建筑、农场

• WGS84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 Linked Data

• Web service 开放数据API

• 下载

• wiki页面修改数据

地名词表：GeoNames



地名词表：Getty Geographic Names

https://www.geonames.org/

• 至2017/726,有2,550,000 记录，

4,100,000 地名，含经纬度数据、时间信

息、层级关系

• 来自GLAM机构馆藏中涉及的地名

• 检索, APIs, LOD， 

• Open Data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ODC-By) 1.0.

•  两周更新一次

• 未整合地图



集成平台：Harvard CGA CHGIS

https://sites.fas.harvard.edu/~chgis/pages/database/
Merrick Lex Berman,PM,Center for Geographical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 基础GIS平台(历史地名数据、边界、治所、辖区变迁)

历史地图：唐宋明清

• 历史地名服务：CHGIS search engine (2002) and 
XML web-service (2006,Mysql) TGAZ(2014,MariaDB

• 数据接口：TGAZ API (JSON,RDF,HTML,XML)

• 合作项目：CBDB，Linked Places，Pelagios 
Commons，Temporal Gazetteer

Griffith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集成平台：中研院时空框架

• 地图资料
•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 上古至清代中國歷代基本底圖

• 各類歷史地圖、遙測影像等

• 文献
•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系統

• 清代糧價資料庫

• 明清地方志聯合目錄資料庫

• WebGIS整合應用環境
• 各种专题研究

http://ccts.ascc.net/index.php?lang=zh-tw



应用服务：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

• 9个数据集

交通商贸、文化传播、宗教与民

族分布、城址城镇、环境、土地

利用、历史地名、遗产调查、区

域专题

• 基于Arcgis开发

• 底图可选：天地图、

谷歌、百度、高德等

• 在线配准 http://www.srhgis.com/dtcx



应用服务：全历史

https://www.allhistory.com/map/



研究平台：LoGart

• LGMap：改自開源軟件PLATIN, 

Place and Time Navigator, 地址: 

http://platin.mpiwg-berlin.mpg.de/

• CHMAP：马普所&交大，地图资料来

自上海交大和中研院的民国时期全中

国军事测绘地图，为中国第一套现代

测绘图，大尺度（五万分之一），涵

盖20个省份。

陈诗沛.LOGART系統操作及使用.北大数字人文工作坊,2020/5/23



研究平台：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
• 上传图层、研究数据，生成地图，

可视化展示

• GIS平台：哈佛WorldMap
• 上传发布导出标准格式

• 在线制图工具表示图层

• 添加新图层WMS 或 ArcGIS 
REST

• 地名整合：google,geonames,自
建Gazetteer

• 底图：google,

• 地名词典应用接口（Gazetteer 
API）

• 内容管理:GeoNode

浙江大学大数据+学术地图创新团队，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GA）http://amap.zju.edu.cn/



• 文字庫管理工具

• 內文搜尋與瀏覽工具

• 文本分析工具

• 文本地理資訊呈現工具

杜協昌. DocuSky：個人文字資料庫的建構與分析平臺.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2 期（2018 年 10 月）
http://docusky.org.tw/DocuSky/ds-01.home.html

研究平台



图书馆与时空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
时空框架



• 在编目规范中重视文献元数据的时

空属性

• 在图像和文本处理时注重内容的时

空属性标注

• 参与地名规范和词表的维护工作，

将文献的时空属性与开放的地名词

表关联

• 除谷歌、百度、高德等地图平台外

自建HGIS平台，或与现有HGIS平

台合作

• 加强时空数据建模，在应用服务中

集成研究资料和研究工具 文献

图像/文本 元数据

历史地名词表（自建+外链）

研究工具 应用服务

人、物、事
...

实体图谱

GIS工具、NER工具
时空建模

集成HGIS平台
（API、历史底图、历史地名）

图书馆建设时空数据基础设施

历史纪年知识库



上海图书馆的实践
现状与不足



建设家谱文献内容的

知识图谱，为所有知

识节点添加时间和空

间属性。

夏翠娟. 文化记忆视域下家谱文献价值的再认识和内容的深开发. 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5期

文献——内容的时空属性





家谱文献地图检索

https://jiapu.library.sh.cn/



迁徙地图

夏翠娟. 文化记忆视域下家谱文献价值的再认识和内容的深开发. 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5期

http://dhapi.library.sh.cn/migrate/qxMap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http://data.library.sh.cn/shnh/event/webapi/tolist



基础工具——命名实体识别（NER）



1907-1915年 1943年-1915-1943年

历史地名——上海的马路



武康路 1907-1915：福开森路
位置：http://doc.lib.sh.cn/geo1
起：徐家汇路  终：徐家汇路
相交：宝昌路
1915-1943：福开森路
位置：http://doc.lib.sh.cn/geo2
起：  终：霞飞路
相交：白赛仲路
1943-：武康路
位置：http://doc.lib.sh.cn/geo2
起：华山路  终：淮海中路

1907年：福开森路始建
1915年：福开森路缩短
1943年：福开森路改名
为武康路

淮海中路

天平路

复兴中路

湖南路

复兴西路

华山路 1910年 1916年

地名词表—上海地名志
http://data.library.sh.cn/shnh/dmz/webapi/geonames/tolist

自然地理地名(409)     经济文化地名(411)
居民点(6688)    马路(2264)   政区地名(390) 



应用服务——上海记忆之从武康路出发

http://wkl.library.sh.cn/



应用服务——上海记忆之从武康路出发



应用服务——红色文献服务平台之红色旅游

http://redtrip.library.sh.cn/



往届开放数据竞赛相关作品



文献

图像/文本 元数据

集成HGIS平台
（API、历史底图、历史地名）

研究工具 应用服务

人、物、事
...

实体

GIS工具、NER工具
时空建模

不足之处

上海图书馆时空数据基础设施

历史地名词表（自建+外链） 历史纪年知识库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
http://data.library.sh.cn



链接

• 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http://www.srhgis.com/

•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http://ccts.ascc.net/index.php?lang=zh-tw

• LoGaRT地方志研究工具：https://logart.mpiwg-berlin.mpg.de/LGServices2/#/signin

• 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http://amap.zju.edu.cn/

• http://docusky.org.tw/DocuSky/ds-01.home.html

• http://maps.cga.harvard.edu/

• Basic Geo (WGS84 lat/long) Vocabulary by DanBrickley：https://www.w3.org/2003/01/geo/

• https://www.ogc.org/

• https://www.w3.org/2015/spatial/wiki/Main_Page，https://www.w3.org/2015/spatial/wiki/OWL_Time_Ontology

• http://whgazetteer.org/

• https://www.getty.edu/research/tools/vocabularies/tgn/

• http://data1.library.sh.cn/mrdsj/index.html

• https://recogito.pelagios.org/,http://peripleo.pelagios.org/(search engine),Pelagios Commons

• https://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

• http://authority.dila.edu.tw/time/



THANK YOU
xtykc@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