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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服务架构的FOLIO模块建设探索、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闭架图书叫号系统为例

□王昊贤∗　周义刚　张乃帅　张娟

　　摘要　在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转型换代之际,“老系统”和“新服务”如何衔接以满足图

书馆发展需求和提供读者服务成为图书馆建设的技术难点.文章从微服务与 FOLIO 架构作为

切入点,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闭架图书叫号系统为例进行探索,介绍了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FOLIO
模块实践的设计思路、系统架构和技术使用,并通过分析系统应用数据,提出了优化图书馆服务

的对策和建议;从微服务架构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和微服务架构下的图书馆角色转变等角度进行

了讨论,总结了微服务技术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的创新意义,可为其他图书馆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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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

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和无所不在的想象已成为当

下大学生的主要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随着作为互

联网世代的“９０后”和“００后”逐渐成为图书馆的主

要用户群体,用户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的传

统服务,而更趋向于自动化和智能化,这对图书馆的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流程和服务

方式与新时代的用户需求之间产生了明显的代沟.
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管

理系统(ILS)在资源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上受到了

冲击,“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成为学界的讨论热

点.早在２０１３年殷红、刘炜就指出原有的“图书馆

集成管理系统”已完全丧失了“集成”性[１].面对这

一困境,肖铮、林俊伟认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应

具有:平台化、开放性、易扩展性和云端化等特征[２].
陈武等认为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应充分利用最新

的云计算技术和架构的优点,以降低软硬件维护成

本[３].吴建中认为,下一代图书馆技术要把体现增

值功能、突出用户本位、适应事业发展放在重要位

置,同时要加强系统的扩展性、安全性和个性化[４].
周义刚、聂华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际需求,提出

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需求框架[５].如何开发能满足

时代要求和用户需求的平台,邵波、张文竹结合南京

大学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实践讨论下一代图书馆平台

的难点和对策[６];刘素清从用户体验视角进行研究,
分析得出开源项目FOLIO 的推出为图书馆服务平

台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核心目标是建设一个

开源的、基于云服务的应用程序框架,以实现不同开

发团队之间的协作[７].２０１８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IS)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联盟成

立,为基于FOLIO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８].结合读者需求,抓住FOLIO发

展、探索与应用的契机,２０１８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运

用基于FOLIO的微服务框架进行了闭架图书叫号

系统开发,实现了通过开源程序来管理馆藏资源和

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的目标.同年,CALIS也运用

FOLIO架构升级了CALIS馆际互借系统.

２　微服务架构与FOLIO
２．１　单体架构、SOA 与微服务架构

单体架构应用是功能集中、代码和数据中心化、
一个发布包、部署后运行在同一进程的应用程序.
面向服务的架构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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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是一个组件模型,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

元进行拆分,并通过这些业务系统之间定义良好的

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９].微服务(MicroＧservices)
架构SOA有相同之处,在 SOA 之上升华,是一些

具有足够小的粒度、能够相互协作且自治的服务体

系,每个服务仅关注于完成一个具体业务并能够良

好地完成该功能[１０－１２].微服务架构强调的是业务

彻底的组件化和“微”服务化,原有的单个业务系统

会拆分为多个可以独立开发、设计、运行的微服务,
这些微服务之间通过 API完成交互.

单体架构、SOA 与微服务架构如图 １ 所示,

SOA的总线是一根管道,用来连接各业务应用,为
了集成不同的子系统、不同的协议服务,总线做了消

息的转化解释和路由工作,让不同的服务互联互通.
微服务中的API网关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是系统的唯

一入口,所有的客户端和消息端都通过统一的网关接

入微服务.不同的微服务间也是通过 API进行轻量

级通讯.单体架构、SOA与微服务架构在组件大小、
耦合程度、团队架构等方面的对比如表１所示.

图１　单体架构、SOA、微服务架构示意图

表１　单体架构、SOA、微服务架构对比

功能 单体架构 SOA 微服务架构

组件大小 单组件
由多个子系统组

成,组件较大

由多 个 微 服 务 组 成、组 件

较小

耦合 高度耦合 通常松耦合 总是松耦合

团队架构 ——— 一般为大型企业 一般为小型团队

管理 中央管理
中央管理,自顶向

下开展实施

分散 管 理,自 底 向 上 开 展

实施

目标 完整功能 面向服务、功能 快速开发迭代

微服务的特性使其在系统设计开发应用中具有

一定的优势,并且越是在规模庞大的软件项目中其

优势越明显[１３].优势包括:
(１)独立性.不同的服务间耦合程度低,有明确

的任务和功能.
(２)技术选择灵活.服务间通过 API进行通

讯,开发团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架构和开

发语言.
(３)独立部署.更便捷的借助容器(如 Docker)

独立部署,且进程隔离[１４].

微服务架构自产生就被业界广泛应用,例如,新
型云件PaaS平台[１５]、统一应用开发平台[１６]、电力云

服务平台[１７]、城市一卡通手机充值支撑系统等[１８].
微服务架构也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在现有图书馆集成管理系

统退出历史舞台到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开始服务

的过渡时期,可以基于微服务架构,将图书馆的新增

服务统一设计、组织、管理.

２．２　FOLIO 微服务架构

FOLIO(TheFutureofLibrariesisOpen)项目

成立于２０１６年,由图书馆、开发者和服务提供方共

同发起,并于２０１９年发布 Aster版本[１９].FOLIO
平台(见图２)采用微服务架构[２０],数据层支持PostＧ
greSQL、Oracle、MongoDB 等多种数据存储技术;
系统层主要负责索引、日志、租户配置等;OKAPI是

FOLIO平台的网关,负责租户和 APPs间的通信;
应用层为应用程序,包括采访、编目、流通等传统模

块,以 及 支 持 扩 展 模 块;UI层 可 以 运 用 React、

VUE、Angular等技术开发用户界面,以适应不同用

户在不同场景下使用的需求.其中 OKAPI是FOＧ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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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的核心,各业务功能被划分成相互独立的微服

务,将RESTfulAPI接口信息以及代理或托管信息

提交到OKAPI.用户访问OKAPIHTTP服务,OＧ
KAPI通过接口 URL确定用户需要调用的 API,然
后通过代理或托管信息找到实际服务的地址,将请

求转发到实际服务的地址.

图２　FOLIO平台架构

完整的FOLIOＧAPP的基本构成(见图３)包括

UI模块、后端模块和存储模块,UI模块负责前端页

面交互,后端模块负责业务逻辑,存储模块负责实现

特定的持久化措施.服务型FOLIOＧAPP主要包含

后端业务模块和存储模块,业务逻辑型 FOLIOＧ
APP主要包含后端业务模块,前端型 FOLIOＧAPP
主要包含 UI模块.

图３　FOLIOＧAPP的结构

３　FOLIO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践

北京大学图书馆闭架借书处一直使用读者递交

索书单,工作人员按条找书的传统服务方式,整个工

作流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例如,有时读者手写不

清、誊写信息错误,导致工作人员分单取书困难;由
于空间有限,部分外文图书同一分类分放在不同的

楼层,找书要依靠读者查询填写馆藏位置,如果读者

不清楚借阅规则,则不得不进行二次检索,增加了借

书难度;馆藏查询与借书时间不同步,读者填写索书

单时图书可能已经是借出状态;读者借阅的是非闭

架图书,却误到闭架借书处提交索书单,导致借书请

求无法满足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为了将闭架借

书服务从线下手工作业流程提升到线上系统操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发了闭架图书叫号系统(下文简

称叫号系统),是基于微服务架构的FOLIO 模块建

设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３．１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serＧCenteredDesign),
其核心思想就是在产品开发的每个阶段都把用户特

征纳入考虑的范围.系统设计的初衷在于为读者提

供更便捷的借书方式、缩短获取馆藏资源的时间,同
时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直观分析用户行为,为
完善工作流程,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提供依据.叫

号系统对现有流程做出了优化调整,用户与系统交

互的流程如图４所示.优化后,读者无需手工填写

索书单,查询与提交请求一次完成,节省时间和精

力,并省去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分单和索书单由运书

电梯上行的环节,简化了借书流程,打印出来的索书

单和索书号清晰准确,图书定位准确,可借状态准

确,借书效率更高.

图４　用户与叫号系统交互流程图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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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叫号系统架构与主要开发技术

在叫号系统的业务分析中,对叫号业务涉及到

的统一认证、馆藏检索、叫号业务处理以及 FOLIO
的一系列基础服务等环节进行相应的微服务的分

解,不同微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低度耦合的,单项微服

务只负责单一任务,不同微服务之间通过 RESTful
请求通讯,在保证 RESTfulAPI稳定的情况下,各
模块升级互不影响.其中,统一认证服务主要负责

用户 的 认 证、身 份 信 息、权 限 获 取,并 通 过 发 送

RESTful请求的方式与FOLIO 基础服务中的用户

模块进行通讯;馆藏检索服务主要负责与图书馆集

成系统Symphony的通信、检索以及检索结果的处

理;叫号业务处理服务主要负责读者请求的建立以

及处理等;FOLIO 的基础服务包括模块认证、权限

管理、用户管理等.叫号服务在 FOLIO 平台中的

角色为应用层众多应用(APP)中的一个应用,叫号

服务与 OKAPI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叫号服务与OKAPI的关系

FOLIO的系统架构支持了前后端分离的开发

方式,后端及存储模块负责业务逻辑,而前端模块主

要负 责 呈 现、用 户 交 互 等.从 技 术 选 型 角 度,

FOLIO支持了多语言、多框架的技术,具有很高的

灵活性、适应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不同模块间互

不影响,不同的开发团队可以根据其技术栈选择不

同的技术.各技术和框架各有优势,在遵循FOLIO
OKAPI支持的 RESTful通讯模式,开发团队可选

择适应业务流程所需的、团队擅长的语言和技术框

架,而不仅仅局限于FOLIO 已经使用的技术框架,
例如FOLIO OKAPI运用 Vert．x框架.FOLIO－
APP结构与叫号系统采用的主要技术如图６所示.

图６　FOLIO－APP结构与叫号系统采用的主要技术

后端模块支持多语言、多种 技 术 开 发,例 如

SpringBoot、Nodejs、Django等,具有很强的灵活

性,适应不同技术团队的开发.叫号系统后端模块

运用RESTful开发模式,采用SpringBoot技术将

业务逻辑包装成RESTfulAPI接口,与其他模块进

行RESTful模式通讯,叫号系统模块的修改和升级

不影响其他模块,其他模块在保证接口稳定的情况

下的升级和扩展同样不影响叫号系统模块,保证了

平 台 的 兼 容 性 和 可 扩 展 性.Spring Boot 是 由

Pivotal团队提供的框架,其设计目的是用来简化新

Spring应用的初始搭建以及开发过程.该框架使用

了特定的方式来进行配置,从而使开发人员不再需

要定义样板化的配置.与 OKAPI的通讯采用代理

模式,即 OKAPI不负责模块的运行,仅将请求转发

给指定的 URL,后端业务模块将 API接口信息和代

理信息提交给 OKAPI.存储模块采用 Mybatis和

MySQL数据库,MyBatis基于 Java语言的持久层

框架,支持定制化 SQL、存储过程以及高级映射,使
用简单的 XML 或注解来配置和映射原生信息,将
接口和Java的 POJOs(PlainOldJavaObjects)映
射成数据库中的记录.

前端模块采用 React、AntDesign技术实现多

终端的用户交互界面.React起源于Facebook的内

部项目,由起始的JavaScriptMVC框架扩展成一套

前后端 WebAPP解决方案,主要用于构建 UI,可适

用于服务器、浏览器和移动终端,与 Angular、VUE
并称为目前流行的三大开源 UI框架.React的核

心思想是封装组件,各个组件维护自己的状态和

UI,当状态变更,自动重新渲染整个组件.在叫号

系统前端模块中,发挥前端控制层作用,并提供了前

后端数据通讯的通道.AntDesign是蚂蚁金服体验

技术部出品的基于 React的 UI库,包含设计原则、
控件规范和视觉尺寸以及配套的前端代码实现方案

等,满足了多用户适应不同终端的需求.

３．３　部署上线服务

叫号系统采用了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方式,也支

持了前后端分开打包部署的方式,前后端模块可部

署在相同或不同的服务上.叫号系统后端模块运用

Maven打包方式,可直接发布为可运行Jar包.前

端模块运用 Webpack打包,生成若干个 HTML、

JS、CSS以及图片等静态文件.Nginx是一个轻量

级的高性能的 HTTP和反向代理 Web服务器,具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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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持高并发链接、占用内存较小、配置文件简洁、
支持 热 部 署 等 优 势.因 此,将 前 端 模 块 部 署 到

Nginx服务器,同时,为保障用户在使用系统服务时

的个人信息安全,运用 Nginx服务器反向代理的方

式启用 HTTPS服务.另外,叫号端采用了桌面虚

拟化技术,通过终端设备连接到位于数据中心的虚

拟桌面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保证了叫号端的稳定

性.系统的部署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不仅使得部署

过程便捷简单,并且保证了服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４　系统应用数据分析

基于微服务框架开发的闭架图书叫号系统强大

的统计功能为提升用户体验、改进管理方式提供了

数据支撑.叫号系统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试运行,
试运行当日完成了９１册图书的借阅请求,自试运行

开始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共计有１００００余名读者

登录系统,产生了１２４０００余条检索(含翻页)数据和

３７０００余条图书借阅请求数据.如图７所示,９６％
的图书借阅请求正常结束,可见读者借到书的成功

率较高,但仍有４％的请求异常结束,其中４２％为读

者取消借阅申请,图书未找到的占３２％,逾期未取

书的占２６％.

图７　闭架图书借阅请求完成状态

完成借书流程时间指的是从读者检索提交借书

申请到读者拿到书完成整个借书流程的时间差(见
图８).据统计,一位读者最快３３秒完成了整个闭

架借书流程,１５００余条请求在１分钟内完成,半数

以上请求在６分钟内完成整个借书流程,８０％的请

求在１２分钟内完成.
对读者提交借书请求的时间进行分析,如图９

所示,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和１５:００－１６:

００出现三个峰值,这与学生的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

基本相符;８:００－１０:００与其他时段相比,借书请求

数相对较少.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为优化工作流程提

供指导,如工作人员可集中在早晨完成其他工作,如
调整闭架图书预约报表运行、处理时间和新书收登

等工作,在借书请求峰值时段以服务现场借书读者

为主,减少读者等待时间.

图８　闭架图书完成借书流程时长

图９　借书请求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按读者所借图书的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排名

前１０位的图书类别如图１０所示,包括 D(政治、法
律)、T(工业技术)、I(文学)、B(哲学、宗教)、K(历
史、地理)、O(数理科学和化学)、F(经济)、H(语言、
文字)、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C(社会科学总

论).这１０类的借书请求数量占总请求数的８７％,
基本符合齐普夫定律,这一统计可为未来图书馆空

间布局的调整和书库排架设计提供参考.

图１０　借书请求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图书类别

５　微服务架构应用探索与思考

从叫号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实践过程中可见,微

０３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FOLIO模块建设探索、实践与思考/王昊贤,周义刚,张乃帅,张娟
　　　ExplorationandPracticeofFOLIO ModuleConstructionBasedonMicroserviceArchitecture/WangHaoxian,ZhouYigang,ZhangNaishuai,ZhangJuan



2
0

2
0

年
第4

期

服务架构在当前图书馆转型时期是一个较好的选

择.因其既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的业务独立开发和运

用,也可以在同一开发模式下实现兼容和合作,既能

满足传统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服务升级要求,又能匹

配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多种要求.

５．１　微服务技术优势

(１)单一职责.FOLIO采用微服务架构是一种

高度模块化的设计,每个模块只负责与本模块相关

的业务,当一个模块进行升级和改造时,其他模块的

运行不受影响.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统一认证

采用了 CALIS统一认证系统,同时,北京大学校内

也支持IAAA的认证,如果认证方式进行了调整和

修改,仅需对认证模块进行改造,不影响其他模块的

运行,从理论上实现了热插拔.
(２)轻 量 级 通 信. 如 上 文 所 述 OKAPI 是

FOLIO 的 核 心,统 一 认 证、检 索、叫 号 服 务 与

FOLIO的一系列基础服务分别作为独立的“微服

务”,通过托管或代理的模式将 API接口提交给 OＧ
KAPI,OKAPI对不同服务的 API接口进行了统一

管理.其他服务,例如送书上门服务也可包装成一

个独立的微服务,通过相似的方式将 API接口提交

给 OKAPI,对服务平台进行扩展,运用 RESTful的

接口方式可实现不同模块、不同微服务之间的通讯.
(３)技术多样性.OKAPI通过认证租户的方

式,为各模块、微服务提供模块级别的权限控制.不

同的微服务负责相对独立的业务,逻辑与其他微服

务关系是低度耦合的,可由不同的开发团队运用不

同的编程语言、不同的技术框架,并可独立部署,搭
建在不同的物理或虚拟服务器上,形成服务云,仅需

遵循 RESTful的开发方式即可实现不同服务间的

通讯.例如,FOLIO OKAPI运用 Vert．x框架,叫
号系统后端使用了SpringBoot框架,两个模块分别

由不同团队开发,选择了不同的技术,部署在不同的

虚拟服务器上,但配合良好,体现出微服务架构的

优势.
(４)独立性.FOLIO的系统架构支持了前后端

分离的开发方式,这种开发方式不同于传统前后端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开发方式,前端和后端的开

发相对独立,在开发前期对接口进行描述,前端和后

端开发可同时进行,互不干扰.与此同时,后端模块

将 API接口提交给 OKAPI,API接口由 OKAPI统

一管理,前端请求发送给 OKAPI,由 OKAPI做请

求的统一分发而不必考虑服务的物理、虚拟服务器

的具体位置、IP等,因此,前端模块在发送请求时对

后端是否为同一微服务不敏感,对不同微服务提交

的 API接口进行请求发送采用的方式基本相似,这
样提高了前端开发的灵活性,降低了前后端的耦合

度,为开发提供了便利.综合对系统架构的分析和

微服务的拆分与开发应用,可以看出基于微服务架

构的FOLIO模块建设中充分体现出新一代图书馆

服务平台的平台化、开放性、易扩展性、云端化等

特征.

５．２　微服务应用场景

虽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分

别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上线了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

台,但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仍处在“老系统”向“新平

台”的过渡时期,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新老系统的

更替.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的需

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图书馆因原有系统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在面对新需求时显得捉襟见肘,在提供新服

务的同时,对旧有系统的生命周期会有所顾虑.“老
系统”一旦终止服役,新的服务是否会受到影响? 影

响程度如何? “老系统”终止服役的正确时机又在

何时?
微服务架构的设计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解决这一

问题,将新的服务与旧有系统通信的部分包装成为

独立的服务,进行数据获取、业务处理等,并向新服

务提供RESTfulAPI,当新老平台进行切换时,运用

同样的 API接口,仅需对此服务进行切换,对新服

务影响不大.例如叫号系统中,图书检索模块运用

了基于SymphonyWebService的基础检索功能,但
用户对检索结果的满意度不高,当图书馆替换集成

系统Symphony或升级改造检索功能时,仅需对检

索模块进行独立的升级即可.
同样,“老系统”中部分模块已经不能适应现有

的业务逻辑,但其他模块仍可继续稳定服役,同样可

以重新组织业务逻辑,并将与“老系统”的交互部分

进行服务化,从而把业务从“老系统”中替换.依照

这一思路,可以逐步分割“老系统”的功能,一方面适

应新的业务需求,另一方面,“老系统”将会变得越来

“瘦”,实现“老系统”向“新平台”的稳步过渡.即使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选择了商业产品,对于扩展

的新服务同样可以采用微服务的架构进行扩展,运
用FOLIO的方式方法将这些服务进行统一管理.

１３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FOLIO模块建设探索、实践与思考/王昊贤,周义刚,张乃帅,张娟
ExplorationandPracticeofFOLIO ModuleConstructionBasedonMicroserviceArchitecture/WangHaoxian,ZhouYigang,ZhangNaishuai,ZhangJuan　　　



2
0

2
0

年
第4

期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FOLIO 模式,不仅适用于

新一代图书馆平台,同样可以管理“周边”服务.图

书馆并非只有图书馆集成系统或新一代图书馆服务

平台,还有一系列的“周边”服务系统,少则几个,多
则几百个,这些系统由不同的厂商或图书馆自身进

行开发,采用不同的技术架构,再加上有些服务的开

发商已经不存在,或者当初负责开发的图书馆员存

在调离等情况,使得后续的系统运行和维护困难重

重.而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FOLIO 模式,不仅适用

于新一代图书馆平台,同样可以把这些“周边”服务

进行统一管理和运行维护.服务可以由不同的团队

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开发,仅需遵循 RESTful的通

用开发模式,将接口交于 OKAPI统一管理.

５．３　图书馆角色的转变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提供的服务是图书馆传统

服务的核心,包括采访、编目、流通等业务,并且业务

流程与系统流程是高度耦合的.然而,大多数商业

产品的系统流程,特别是境外公司的图书馆集成管

理系统,与国内图书馆的业务流程或多或少都存在

差异,尤其是采访模块,用外来的系统流程适应本地

业务流程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而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开源平台方式让图书馆从

被动的使用方转化为主动的需求方,拥有很高的自

主选择权.图书馆可以提出符合自己业务流程的需

求,交由开发方进行开发,或者在已有的模块中选择

适合自己业务流程的模块.同时,本身具有开发能

力的图书馆,也可以进行模块的自主开发,仅需遵循

相应的规则,选择适合的开发语言和技术框架.

６　总结与展望

在互联网技术爆炸的背景下,社会正经历着方

方面面的重大的、影响深刻的变革,图书馆也正在经

历这些变革.变革影响到传统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

容、服务方式,促使图书馆自身不断努力提高对技术

的应用.变革也影响到图书馆的用户,用户学习方

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要求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和新技

术的应用要相互渗透和融合.只有进一步构建便于

用户检索和利用文献的平台,才能充分利用馆藏资

源为广 大 读 者 提 供 便 捷 的 服 务.微 服 务 架 构、

FOLIO等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北京大学图书馆闭架图书叫号系统的设计、开发及

上线为图书馆赢得了用户,帮助图书馆树立了新的

形象.
首先,叫号系统针对不同用户需求在设计和实

践的过程中对FOLIO架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兼顾

了现役图书馆集成系统 Symphony、现有工作流程

和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新理念、新技术.在“老
系统”向下一代平台的过渡时期,叫号系统运用FOＧ
LIO的技术和平台较好地满足了新时代的用户需

求,更好地解决了“老系统”不能解决或者极难解决

的问题.运用微服务架构技术,新老平台的更替对

叫号系统等新建设的系统影响不大,从理论和实践

上,实现了新老平台的平稳过渡,为其他图书馆解决

此类问题提供了思路.
其次,在设计和开发的过程,虽然叫号系统作为

一个较 小 的 应 用,但 打 通 了 基 于 微 服 务 架 构 的

FOLIO模块开发的整个流程,打通了各技术开发示

例,实现了各模块之间的轻量级通讯,并且扩展性较

好,对实现技术的依赖性较小,微服务部署在不同的

物理或 虚 拟 服 务 器 上,同 时,不 同 的 微 服 务 由

OKAPI统一管理,有效解决了各项服务分散运行和

维护的问题,证明了FOLIO的平台化、开放性、易扩

展性、云端化等优势,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设

计和建设提供了范例.
叫号系统是图书馆运用FOLIO的一次探索,但

也存在一些不足,在自动化部署和轻运维方面还未

进行讨论和尝试,且叫号系统相对新一代图书馆平

台来说是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模块,未涉及FOLIO
处理复杂业务的实践.下一步的工作应主要包括实

现系统的自动部署和轻运维工作以及非开架图书的

统一管理等,向构建个性化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

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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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建于１９２０年,是黑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同时肩负着 CALIS黑龙江

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CASHL成员馆及CADAL三级服务中心的职能,现有两座独立馆舍和建筑分馆,总面积为３．９万平方

米.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图书馆已拥有传统型馆藏３２０万册/件,电子图书１７２万种,数据库１３６个,已形成与学校院系设置相适

应的多学科、多语种、多载体、综合性的资源体系.

２０１９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成为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之一.在服务本校科研工作的同

时,还为其他院校的科研工作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图书馆创立“书香苑”阅读推广品牌,开展多

种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性,让阅读成为育人育才的助力.

２０２０年初,完成两个校区馆舍的升级改造,新增解压体验室、全新激光影院、微课录播室、３D体验空间、智能机器人等高科

技读者体验空间,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图书馆服务内容与服务水平,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智能舒适的阅读服务.改造

后的图书馆将建成以读者为中心,以服务为基石,促进学习、协作和研究的全新服务模式,为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高效管

理、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正朝着建设“现代化、研究型、开放文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目标扎实奋进.

３３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FOLIO模块建设探索、实践与思考/王昊贤,周义刚,张乃帅,张娟
ExplorationandPracticeofFOLIO ModuleConstructionBasedonMicroserviceArchitecture/WangHaoxian,ZhouYigang,ZhangNaishuai,ZhangJ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