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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AISY 的数字有声读物资源建设与传递

齐向华

摘摇 要摇 DAISY 是基于互联网文档格式的数字有声读物开放式标准。 DAISY 格式下 DTB 具有卓越的导航定位

功能、全方位的输出形式以及丰富的阅读体验和信息类型,其资源建设和传递服务发展迅速。 版权问题已成为

DTB 资源建设和传递服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应从立法和技术两方面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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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DAISY is an open standard of digital talking books based on web document forma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file structures and the types of the DAISY DTB. With the example of NLS / BPH
of LC,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situation of DTB蒺s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and discusses the copyright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2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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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有声读物是指“其中包含不低于 51% 的文

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光盘或

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任何录音产

品冶 [1] ,它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最初

的目标用户群为视障用户,但随着有声读物存

储介质、格式和播放技术的发展,其用户群逐渐

向普通用户扩展。 据统计[2] ,美国“听书冶消费

者中多是健全人, 有阅读障碍的人士比例不到

20% ,美国有声图书的发行增长速度现在已经

超过了图书整体发展的速度。 “阅读冶一词的概

念已经重新定义,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可以预

见,基于有声读物的信息服务将会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一种服务形式,DAISY 格式有声读物的

兴起更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而我们各

类型的信息服务机构,特别是针对视障用户的

信息服务机构,还远未意识到其重要性。

1摇 DAISY 联盟和 DAISY 标准

1. 1摇 DAISY 联盟

DAISY 是 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鄄
tem 的缩写,通常情况下,该术语用于表示生产

可访问和可导航的多媒体文档的标准。 在现阶

段,这种文档表现为数字式语音图书、数字式文

本图书或者数字式语音和文本同步的图书,英
文全称为 Digital Talking Books,简称 DTB。

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的 DAISY 联盟成立于

1996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全球性组织。 该联盟

采用基于互联网文档格式的开放标准,专门从

事将图书转换为数字音频格式文件的工作。 其

组织成员数量达到 94 个[3] ,包括全球范围内致

力于为视障用户生产和传递可访问信息资源的

营利和非营利组织。 目前,联盟有正式会员 16
个,包括美国、加拿大、瑞典、英国、德国、瑞士、
西班牙、丹麦、荷兰、日本和韩国等;不具有投票

资格的副会员 53 个,包括新加坡、印度、泰国等

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我国的盲文出版

社也是副会员之一;另有赞助会员如 Microsoft、
Google 等。 各类型图书馆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 DAISY 联盟的目标是

将世界上重要的图书馆都囊括其中,并试图在

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跨国界、语言和文

化的有声读物图书馆。
在 DAISY 联盟与图书馆的合作中,由 DA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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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联盟负责制定 DTB 资源标准,开发 DTB 资源

建设、验证和“阅读冶的工具,并提供培训和技术

支持,而各图书馆则根据 DAISY 制订的标准制

作 DTB 资源并传递给他们的用户。

1. 2摇 DAISY 标准

DAISY 联盟和 NISO(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

组织)是数字有声读物领域中两个举足轻重的

领军组织。 2001 年,ANSI(美国国家标准化组

织)和 NISO 采用 DAISY3 作为美国有声读物的

国家标准(ANSI / NISO Z39. 86 - 2002) [4] ,美国

国会图书馆的残障用户服务部(NLS)目前就是

采用该标准作为其有声读物资源建设的依据。
其他欧美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加拿大、荷兰、瑞
典等已经全部改用 DAISY 标准来制作有声读

物[5] 。 DAISY 联盟目前正致力于使 DAISY3 成

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相关国际标准。
不仅如此,NISO / DAISY 还有可能与 OEBF

(开放电子图书论坛)达成互相兼容的协议[6] 。
OEBF 是电子出版业主要的国际贸易和标准组

织,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电子出版行业的国际

标准,国外的微软公司电子图书和国内的方正

电子图书均采用了 OEBF 标准。 到目前为止,
OEBF 针对的还只是文本信息的处理,下一步的

工作无疑是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电子图书中,
这时 DAISY 标准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DAISY
联盟与 OEBF 的密切合作,可以保证两个标准之

间的互相兼容,这意味着凡是符合 OEBF 标准的

电子图书,无论其生产者是否有所考虑,其产品

都能够很容易被用户以语音等方式所利用。

2摇 DAISY 格式 DTB 的功能及类型

2. 1摇 DAISY 格式 DTB 的功能特点

传统的语音图书是以模拟的形式将声音信

息记录在磁带等顺序存储介质上,播放设备笨

重,声音质量低劣,用户只能以线性方式顺序地

聆听,无法根据书中的章节、页码等特征定位图

书内容,也不能对书中的内容做书签、标记等操

作。 这显然已不能满足当前用户的需求,向数

字化转化成为必然,由此,DAISY 格式 DTB 应运

而生。 DTB 的目标是使用户用耳“听冶书可以像

用眼“读冶书一样便捷,其功能特点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2. 1. 1摇 卓越的导航定位功能

DTB 的导航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淤全局导

航(Global navigation),其导航功能由 NCX 文件

控制,用户可以根据图书内容的层次结构特征

(例如章、节标题等,类似于计算机中可折叠的

目录形式)或图书的物理结构特征(例如页码、
注释、提要甚至图表等对象)在全书范围内跳转

浏览;于局部导航( Local navigation),其导航功

能由 XML 源文件或者 SMIL 文件所控制,导航

的范围比较小,局限在某特定段落、特定表格

中,其功能强弱取决于 XML 源文件或者 SMIL
文件中标注的粒度。 此外,DTB 还可以根据播

放时间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DTB 的导航定位

功能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不会对不愿意使用

它的用户造成丝毫困扰。
2. 1. 2摇 全方位的输出形式

DTB 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输出渠

道,包括听觉(人工朗读或语音合成)、触觉(盲
文)和视觉(自定义的大字体等)。 其中语音是

最基本的输出形式,可以按照用户的不同需求

以最有效和最适当的播放速度输出。 一般来

说,其播放速度可以加快到正常速度的 3 倍,也
可以放慢到正常速度的 1 / 3。 而盲文输出则对

播放器的硬件配置要求较高,必须能支持点字

输出。
2. 1. 3摇 丰富的阅读体验和信息类型

DTB 还具有一般电子图书所普遍具有的功

能,例如关键词检索、对 DTB 中的内容以文字或

语音做书签、加亮区、加注释等,用户所加的内

容形成一个单独的、但在内容上与原始 DTB 相

关联的文件。
从信息形式上看, DTB 是多媒体信息集合,

不仅包含语音信息,还包含相应的文本和图像

等信息,同时还具有增加视频和动画的潜力。
从信息内容上看, DTB 并不局限于休闲型阅读,
还致力于将其范围扩展到科学领域。 目前 DTB
可以使用户“阅读冶表格,而如何有效地表现在

科学文献中常见的一些其他基于视觉的信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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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例如数学公式、组织结构图、流程图、族谱图

等,也已经提上了 DAISY 的研究日程[7] 。

2. 2摇 DTB 的文件组成及其类型

DTB 由一系列文件所组成,其中最基本的

有: 淤 语音文件:一个或多个语音文件中保存

了人工朗读的声音信息;于 文本文件:经过

XML 标注的、包含全部或部分文本内容的文件,
该文件是支持关键词检索、单词拼读、局部导

航、盲文输出、语音合成和大字体输出的必要文

件;盂 同步控制文件(SMIL 文件):在 DTB 播放

过程中保持文本内容(有时包含图像)和语音等

其他多媒体信息同步的控制文件,其技术核心

采用 W3C 制定的 SMIL 标准;榆 导航控制文件

(NCX 文件):是一个对图书的文本内容层次

(例如章、节标题等)和结构特点(例如脚注等)
进行 XML 描述的文件,起导航作用,可以实现在

全书范围内快速定位。
不同类型的 DTB,组成的文件类型及内容

完整程度不同,可以从包含完整的语音和文本

内容的形式到包含部分语音和部分文本内容的

形式,再到只包含文本或只包含语音内容的形

式,DAISY3. 0 提供了六种基本类型供生产者选

择。 不同类型的 DTB 需要不同类型的播放器属

性,其输出的结果也会因此而不同。 例如:如果

DTB 中只包含文字,则播放器就必须能够支持

语音合成和点字、大字体输出;若只包含语音信

息,则简单的音频播放器就符合要求了。

3摇 DAISY 格式 DTB 的资源建设

基于 DAISY 格式有声读物的服务机构中,
有专门针对盲人的图书馆,如加拿大国家盲人

图书馆(CNIB);也有公共或高校图书馆的盲人

服务部,如美国的国家图书馆服务处(NLS);另
外,还有专门为视障用户服务的网站,如美国的

Bookshare. org。

3. 1摇 DTB 资源建设情况

3. 1. 1摇 DTB 资源建设技术

DTB 的标准及其生成技术都是公开的,资

源制作并不复杂。 DAISY 联盟的职责之一就是

对需要转换的机构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 另

外,还有专门从事转换的机构,例如丹麦国家盲

人图书馆(DBB)成立了专门将模拟式有声读物

转换为 DAISY 格式 DTB 的工作室,目前已经为

瑞士和挪威的相关机构完成了将有声读物转换

为 DAISY 格式的工作[8]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 DAISY 联盟重要

赞助会员的微软公司,始终积极参与 DAISY 格

式 DTB 制作技术的开发。 2005 年,微软提供经

费,会同瑞典国家有声图书馆 ( TPB)、加拿大

CNIB 图书馆与 DAISY 联盟合作制作了一本具

体的 DAISY 有声读物,其目的在于开发一个能

同时用来开发、展示及训练的 DAISY 有声读

物[9] 。 2007 年微软宣布将于 2008 年初提供一

个免费的插件[10] ,安装该插件后,在 Word 2007、
2003 和 Windows XP 中将会添加一个“另存为

DAISY冶的选项,使普通用户也能很方便地制作

DTB。 实际上,Bookshare. org 采取的方法就是将

用户自己制作的 DAISY 格式 DTB 上传至服务

器,网站在经过质量验证后向注册用户提供传

递服务[11] ,这也为 DTB 资源建设提供了一种可

资借鉴的方法。
3. 1. 2摇 DTB 资源建设现状

2002 年,在 NISO DTB 标准发布不久,NLS
就开始制作 DAISY 格式 DTB,并计划在 2008 年

以前,完成大约 20000 本 DTB 的制作,其中

10000 本是将存储在磁带上的模拟式语音图书

转换为 DTB,另外 10000 本则是由印刷图书直接

生成 DTB。 2008 年以后,每年 DTB 的生产量大

约稳定在 2000 本左右,采用的标准为 ANSI / NI鄄
SO Z39. 86 - 2002,即 DAISY 3。 2004 年始,NLS
已经不再制作模拟有声读物而只制作数字化有

声读物,并计划从 2008 年开始用 4 年的时间,彻
底完成从模拟式语音资源向数字式语音资源的

转换[12] 。
英国皇家盲人学院(RNIB)的有声读物数字

化工作起始于 2000 年年初,自 2000 年 11 月起,
所有有声读物的制作全部转为 DAISY 格式。 目

前,RNIB 可以向用户提供超过 15000 本 DAISY
格式 DTB[13] ,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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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5 年,苏格兰当局把 DAISY 用在大中小学

的教材编纂中,参与计划的大中小学盲与视障

学生超过了 100 人,教材的内容包括了英文、历
史、科学、数学以及外语[14] 。

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CNIB)图书馆在针对

视障用户的信息服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CNIB 从 2000 年开始制作 DAISY 格式 DTB,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制作存于磁带的模拟

式有声读物,全面转向 DAISY 格式。 CNIB 图书

馆的所有有声杂志也都是以 DAISY 格式制作

的。 目前 CNIB 图书馆有 2500 本 DAISY 格式

DTB(共 18000 个拷贝),包含英文书和法文书,
内容涉及各种专题,也包括最新出版物和畅

销书[15] 。
在 DAISY 格式 DTB 的制作和应用中,北欧

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瑞典有声读物图书

馆(TPB)自 2001 年 5 月以来,制作的有声读物

均为 DAISY 格式。 现在 TPB 每年生产超过

3000 本 DAISY 格式 DTB。 荷兰的 FNB 从 2004
年开始提供 DAISY 格式有声读物,内容涉及休

闲书籍、期刊、教学相关书籍及音乐剧等。 FNB
每年生产大约 1200 本 DAISY 格式 DTB 以及存

储于 CD 上的 DAISY 格式有声报刊,目前大约有

60000 本 DTB。 同时,FNB 已经不再提供模拟录

音带的服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提供 DAI鄄
SY 有声读物的机构。 丹麦的 DBB 图书馆在

2000 年开始按照 DAISY 格式标准制作有声读

物。 芬兰 Celia 图书馆从 2004 年开始以 CD 存

储 DAISY 格式 DTB 提供给用户使用,而且在

2006 年 4 月起提供随选即播( on鄄demand lend鄄
ing)的服务[16] 。

据统计,截至 2006 年 5 月 25 日为止,粗略

估 计 全 世 界 DAISY 格 式 DTB 约 有

143000 种[17] 。

3. 2摇 DTB 播放器的建设情况

DAISY 格式 DTB 属于电子图书的一种,其
“阅读冶既可以使用专门的硬件(手持播放器),
也可以使用基于 PC 的“阅读冶软件。 DAISY 联

盟建议 DTB 播放器可以分为三类[18] :淤 最简单

的:只能播放语音,支持用户休闲阅读的需求;

于稍微复杂的便捷式装置:具有语音合成、内容

导航等功能;盂最复杂的播放系统:基于 PC 的、
支持视觉和听觉输出、具有语音合成功能、同时

能输出盲文等形式的播放系统。
传统上,NLS 不仅生产、借阅可选格式的信

息资源,同时还生产、出借和维修用于“阅读冶这
些信息资源的播放装置,在 DTB 的相关资源建

设中,NLS 依然保持了这个优良的传统。 NLS 目

前生产两种类型的手持播放器:一种是普通模

式,面向一般用户;另一种是高级模式,适合学

生或专业人士使用。 NLS 计划在 2008 年以前总

共生产约 18000 个播放器,其中大部分是普通模

式的。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的话,在
2008 - 2011 年间,计划每年生产大约 120000 -
140000 个播放器,然后每年的产量会降低到

30000 个作为损耗的补充。 这些播放器将按照

用户规模按比例分发到服务网络的各个图书馆

中,优先提供给图书馆的资深用户。
英国的 RNIB、加拿大的 CNIB 图书馆以及

北欧国家的图书馆大都同时采用软、硬件播放

器播放 DASIY 格式 DTB。 很多国家对用户手持

播放器的购买采取优惠和政府资助的形式,例
如 CNIB 图书馆对无力支付的用户免费提供播

放器;荷兰拥有 DAISY 播放设备的人数已达

20000 人,这些设备的采购可以获得政府的

资助。

4摇 DAISY 格式 DTB 的传递服务

DAISY 标准的开放性使它并不依赖于特定

的存储介质和传递方法,早期的 DTB 一般存储

于 CD、DVD 或闪存卡上,通过邮局传递。 英国

的 RNIB、加拿大的 CNIB 图书馆以及北欧很多

国家的图书馆目前都采用这种方式。 随着技术

的发展,DTB 还可以毫无障碍地适应于最新的

传播媒体和系统,例如存储于服务器上,基于有

线或无线的网络传递,利用固定电话、手机接收

和播放。
NLS 的 DTB 传递计划分为三个实施阶段:

淤邮政传递阶段:2005 年,在第一代 DTB 传递系

统中,NLS 采用闪存卡作为传递的存储介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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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需要的 DTB 复制到闪存卡上,通过免费

邮政传递给用户,用户将其插入 NLS 提供的播

放器播放。 于网络下载阶段:自 2003 年始,NLS
就开始提供从网络上下载有声期刊的服务,用
户可以从网上下载整本期刊,也可以只下载其

中的某篇文章。 作为该项服务的延续,2006 年

10 月,NLS 开始同时向用户提供从网上下载

DTB 的实验性服务,文件格式也由 MP3 转向

AMR -WB + ,该实验项目计划于 2008 年底完

成。 盂DOD 阶段:DOD( duplication鄄on鄄demand)
方法是一种数字资源定制服务,图书馆按照用

户的要求,制作指定图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

数字语音信息然后传递给用户,这种方法尤其

适用于学术著作语音信息的传递。 NLS 计划

2012 年后,对于流通量较大的 DTB,制作多个复

本,按用户规模成比例分派到图书馆网络的各

个单元中;而对于需求量较小的 DTB,则采用

DOD 方法,由作为 DTB 制作中心的图书馆按需

制作,然后再分发到用户手中。
除了上述基于用户检索的传递之外,基于

用户模板的主动推送服务对于 DAISY 格式 DTB
的传递非常重要。 因为 DTB 所面对的重要用户

群是残障用户,而据加拿大 CNIB 所做的相关调

研表明[19] :有 70%的残障用户在系统根据用户

模型主动推送的信息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

息,而不是自己去检索和选择信息。 笔者分析,
其原因在于残障用户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

上,在接受新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时,客观上会

有更大的困难,主观上也比普通人有更少的学

习欲望和更多的畏难情绪。 Theo Walraven 等人

认为[20] ,理想的 DAISY 播放装置应该具有智能

接口,在连接到图书馆数字化系统上时,能自动

提供用户身份认证,用户可以订阅自己喜欢的

主题信息,也可以在自己希望的时间接收图书

馆根据用户模板推送的信息内容。

5摇 DAISY 格式 DTB 资源建设与传递中

存在的版权问题

单从技术上讲,DTB 资源建设与传递不存

在障碍,最大的发展瓶颈在于版权问题。 作为

数字化产品,其复制和传播的成本极低,因此很

容易受盗版的侵袭,这无疑会影响 DTB 的正常、
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应该同时从立法和技术

两个方面进行数字产品的版权保护。

5. 1摇 从立法方面进行版权保护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将文献资料数字化的

过程属于复制行为。 一般情况下,对图书制作

DAISY 化版本也属于此类。 我国《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

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

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

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

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冶 [21] 可见我国法律对

于作品数字化及数字化作品的传递做了严格限

制。 显然,目前我国对大量图书制作 DAISY 版

本并提供传递服务还存在版权问题。
笔者认为,在制作 DAISY 格式 DTB 中,可以

借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在

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服务中采用的方法:将待处理

的书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著作权保

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转换为 DAISY 格式并提供

给用户借阅;另一部分是仍然在著作权保护期限

内,还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

人同意并支付报酬以前,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第六条“合理使用冶中关于“不以营利

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

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冶的规定,将制作的 DTB 只

提供给经过认证的视障用户使用。

5. 2摇 从技术方面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一些旨在限制非

授权传播、保护数字信息资源产权的技术也在

不断产生、发展和完善之中。 其中应用得比较

早的有访问控制、内容加密保护、数字水印、防
拷贝技术;较新的则有 DRM 技术与流媒体

技术。
5. 2. 1摇 DRM 技术

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是指数字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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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传播、销售、使用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管

理的技术工具,是一个涉及技术、法律、管理和

商业模式等多个层面的“集合体冶。 它通过加

密、认证识别、管理限制等技术措施有效控制数

字内容的使用。 目前,众多的数字内容提供者

(如网络学校、信息网站、音乐网站、数字图书馆

等)为了达到对数字内容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广泛应用 DRM,从而展现了 DRM 在数字媒体文

档版权保护方面的巨大应用空间。
DAISY 联盟中,有专门进行 DRM 开发的研

究组,其工作目的在于制定一个适用于 DTB 的

标准 DRM 系统,以保护著作权人、出版商及终

端用户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2004—2006 年间,
NLS 开始对其 DAISY 格式 DTB 利用 DRM 进行

版权管理,其主要手段是对 DTB 中的语音文件

进行加密处理。 国内的电子书 DRM 系统有方

正 Apabi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书生的 SEP 技术、
超星的 PDG 等[22] ,它们对未来我国 DAISY 格式

DTB 的 DRM 管理,提供着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5. 2. 2摇 流媒体技术

流媒体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

来的新兴技术,是一种可以使音频、视频和其他

多媒体在因特网上以实时的、无需下载等待的

方式进行播放的技术。 它将多媒体文件经过特

殊的压缩方式分成一个个压缩包,由服务器向

客户机连续传送,边下载边播放,使时延大大缩

短,因而受到用户的欢迎。 流媒体的传输有顺

序流传输、实时流传输两种方式。 实时流方式

一般不允许用户对收听的内容进行录制,因而

具备一定的版权保护功能。 即使对于顺序流,
主要的流媒体播放器也都支持 DRM 技术,只要

使用特定的软件产品将音频流打包,向其中添

加所需的权利管理元数据,就能够限制随意的

P2P 行为。 瑞典的研究人员于 2006 年已开始对

利用流媒体技术提供 DAISY 格式 DTB 服务的

相关项目展开研究[23] 。

对于大部分视障用户,“听书冶基本上是他

们获取正式出版的图书内容的唯一渠道,而对

于正常人,“听冶书虽不会代替用眼睛“读冶书,但
无疑会丰富用户阅读的方式和体验。 无论从哪

一方面讲,为用户提供数字有声读物的服务,对
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而言,都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服务领域,其技术、方法和手

段,还有待于持之以恒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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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进而营造

一个良好的信息教育环境,才能使国民的文化

素质和信息素质不断得以提高。 否则,即使有

了好的信息资源环境、信息设施环境、信息服务

环境、信息制度环境,人们在主观上还是无能共

享这些信息环境。 为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
面加强国民的文化教育和信息教育,是实现我

国信息环境共享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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