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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现代化技术的日益加快, 图书馆界

的自动化管理已普遍引起重视, 而且发展较

快。但是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受条块分割、分散

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图书馆界的自

动化建设, 无论是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硬件配

置, 还是软件开发及回溯书目数据库的建设,

基本上都是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根据自身经

济力量, 采取各自为政、自我建设的方式, 结

果是长时期处于低水平的重复投资、重复开

发, 不仅浪费严重, 使图书馆自动化进展缓

慢, 而且由于通用性差, 严重阻滞了自动化系

统的网络建设。就拿建回溯书目数据库来说,

笔者常常听到馆长们这样的说法:“我馆用了

多少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馆藏卡片目录

的录入工作, 图书馆基本上可以进行自动化

管理了。”一般说来, 几个月能完成馆藏书目

回溯库建设的只是小型或中型图书馆, 而对

于藏书达十万、百万的大型、特大型图书馆来

说, 就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了。而且各馆的卡片

目录本来就参差不齐, 各有各的特色, 现在各

自单独建库, 这只能是使书目资源的可交换

性和共享能力越来越差, 与国家书目控制的

距离越来越远。由于缺乏系统组织和统一规

划, 而造成馆藏书目回溯建设的高强度重复

劳动和所建书目数据的共享性差, 这对于经

费严重短缺的图书馆来说, 是惊人的浪费。建

回溯书目数据库是一项大工程, 不是短期行

为, 更不是一个能随心所欲, 感觉不对马上推

翻重来的工作, 它牵涉到资金、人力和时间,

所以要慎重行事。本文就这一点从建回溯书

目数据库的全方位加以分析、探讨。
1. 1　定义

所谓建立回溯书目数据库 (R etro spect ive

conversion b ib liograph ic database, 简称回溯

建库) , 就是将书目文献信息资源电子化, 并用

科学方法将它们合理组织成相互关联的数据集

合, 存放在计算机存储器中, 便于有关软件存

取, 供读者利用。简单一句话, 就是将图书馆非

机读型文献目录转换成机读型目录, 是使计算

机可读的一个书目文献信息集合。
1. 2　目的

回溯建库的目的在于为全面实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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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管理, 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与质量, 建

立地区性及全国性联合目录, 实现网络化书

目检索及为文献资源共享提供最佳途径与方

法。
1. 3　内容

回溯建库除将非机读型文献目录转换成

机读型文献目录外, 还应包括图书馆自动化

管理中必须具备的内容, 如内贴条型码、增设

馆藏代码、建立规范档等。

2　回溯建库的计划政策

回溯建库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

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目前各馆没有一个完全

统一的标准, 一般凭各馆需求而定, 因此计划

的制定就显得特别重要。
2. 1　图书馆现状分析

2. 1. 1　馆藏分析

馆藏分析是指回溯建库的文献范围。比

如对一个大学图书馆来说, 情况颇为复杂, 有

的大学不仅有总馆还有分馆及院、系、研究

所、资料室。此外还有某些特殊文献的保藏部

门, 象档案馆、科研处的情报室等。所有这些

馆藏, 回溯建库时应分期分批全部考虑周全。
2. 1. 2　建库的顺序分析

面对图书馆的众多的文献, 人们在建库

时不可能同时全面展开。要按各馆对象的轻

重缓急、文献类型、文献使用频率、出版时间

及建库的条件等众多因素决定一个科学合理

的先后次序。
2. 1. 3　建库条件分析

回溯建库是一项人力、物力耗费很大的

工程。图书馆的馆藏量少则十几万, 多则几十

万几百万, 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各图书馆在

建库以前对自身的建库条件要加以分析: 一

是人力条件, 有多少人可以从事这一工作; 二

是设备条件, 包括可用来建库的书目数据库

资源, 例如OCL C、B ib lio2F ile 书目光盘和中

文书目数据软盘、光盘等。

2. 2　计划制定

2. 2. 1　回溯建库的依据

回溯建库既要讲究质量又要追求效率,

所以建库依据的选择十分重要。建库依据主

要有两种: 一是依照文献本身, 二是依照卡

片目录。依文献本身建库当然最可靠, 可是效

率太低, 且同一种文献往往藏于几处, 因此一

般不被选作建库依据。依卡片目录建库比较

简便, 而且据笔者所了解的大多数回溯建库

的图书馆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卡片目录有

好多种, 一般应选择著录项目最完整、典藏记

录最可靠的公务分类目录即大多数图书馆的

排架目录或典藏目录来建库。
2. 2. 2　回溯建库的顺序及时序

图书馆的藏书往往历史久远, 而文献的

利用率也有一定的周期变化规律 (布拉福德

定律)。若要将一个图书馆的文献百分之百地

回溯建库, 除了人力、物力、财力不允许外, 从

利用角度看有无必要也是问题, 特别是对大

学及研究性图书馆而言。建库的顺序及时序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划分:

(1) 按时间范围划分: 多少年以前的图

书暂不建库, 可保留传统卡片目录以供使用。

例如: 北图的中文图书的回溯目录第一期是

1988～ 1995 年。

(2) 按文献类型划分。如古籍书暂不建

库, 因有国家古籍目录可供使用。

(3) 按文献利用率高低与重要划分。例

如: 当前在高校中计算机类、经济类的利用

率最高, 可以从计算机 T P 类先做起。

(4) 按本馆服务对象的学科优先划分。

如一个工科院校图书馆可先建理工书目数据

库, 医学图书馆可先建医学书目数据库等等。

(5) 按建库条件最成熟的文献优先划

分。比如西文书刊文献目前有B ib lio2F ile、O 2
CL C 光盘可供利用。西文书刊建库条件好可

以先建库。中文如今有北图 1988 年以后的中

国国家书目光盘, 则中文图书的建库可以从

1988 年以后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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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回溯建库前的整顿

回溯建库前的整顿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仔

细的工作, 它根据不同的建库方案分为两种

类型:

一是对回溯建库的公务分类目录的审

核。排架目录与藏书一样是长期的积累, 在长

时间内编目条例、著录标准的修改是不可避

免的, 各个时期卡片著录的内容、格式、标记

符号都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按现行的国家著

录标准对这些卡片进行审核是非常必要的。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事先制定审核条例, 并且

应由编目专家或最有经验的编目人员来做。

审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分类号、主题词和著录

项目, 同时解决中西文类目不统一问题、同内

容文献分入不同类目问题、新兴学科的入类

争议问题等, 以保证直接以排架目录建库的

准确性。

二是除了上述的公务分类目录的审核

外, 进行藏书的清点与整理, 包括书卡核对,

解决有卡无书、有书无卡问题, 缺期 (缺刊)缺

卷 (多卷书) 问题, 过多复本和破旧文献剔除

问题等。在书卡一致的情况下, 书 (刊)和卡各

贴一条形码, 则建库时以卡为依据输入书目

记录并扫入条形码即输入了馆藏。

3　回溯建库的方案、流程及利弊

按回溯建库的依据及目的不同, 建库的

方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3. 1　第一种: 直接以书 (刊)建库

即在 2. 2. 1 中所提到的依文献本身建

库。

建库流程:

入书库—贴条形码—依据文献进行书目光盘检索—

光盘无记录—原始编目

光盘有记录— 依文献本身修改记录并加上
索书号、馆藏号 (条码)及馆藏地点

—打印编目
记录

—校对 (以卡片校对
打印记录)

—修改—统计。

　　这样建库的好处是其书目记录的信息最

可靠, 不利之处是数据库的质量不是最可靠,

因为它存在改卡不改书 (刊)、少书 (刊)、书

(刊)标签脱落等问题。
3. 2　第二种: 直接以公务分类目录即排架目录建

库

依上述的 2. 3 的方法整顿目录并按整顿

后的排架目录建库。

建库流程:

整顿排架目录—修改错误, 看分类是否正确, 著录项目是否完整等

—据卡片信息进行书目光盘检索—
光盘无记录— 原始编目

光盘有记录—依卡片信息加上索书号
—打印编目记录

—校对 (以卡片校对打印记录)—修改—入书库找书—贴条形码—

把条形码号 (即馆藏号)输入计算机并加上馆藏地点。

　　对于中文图书的回溯建库, 由于大部分

是采用书名 (或书名拼音首字母) 进行检索,

这样的话依排架目录的分类顺序建库, 检索

的速度提不快, 而拿公务 (书名) 字顺目录进

行输入效率要高得多, 因为只要输入书名前

面相同部分, 计算机就会把相关的书名都显

示出来, 给录入人员节省很多精力。

这样建库的好处是速度快、成效大, 不利

之处是由于改卡不改书 (刊)、少书 (刊)、书

(刊) 标签脱落等现象的存在, 常常会产生有

计算机记录而无书, 记录上的索书号和书上

的不一致, 如果少卡片的话, 还会产生有书无

记录的现象。
3. 3　第三种: 书、卡校对, 再以卡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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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入书库依上述的 2. 3 的方法进行藏

书清点与整理, 再以校对后的排架卡为依据,

进行回溯建库。

建库流程:

书、卡核对 (即清点)—贴条形码 (书、卡各一条, 一一对应)—解决有书无卡、有卡无书或其他问题

—审核排架卡, 分类、主题标引是否正确, 著录项目是否完整, 符合国家标准—

利用书目光盘进行检索—
光盘无记录—原始编目

光盘有记录—依据排架卡的信息在记录中加上索书号、
馆藏号 (即条码号)及馆藏地点

—

打印编目记录—校对 (以卡片校对打印记录)—修改—统计。

　　这样建库的好处是既清点了馆藏又保证

了建库依据的质量, 而且从书卡校对、检索书

目、输入馆藏等顺势一步到位, 不拖尾巴。不

利之处是见效较慢即回溯建库的成效不能马

上反映出来。

4　新书目录与回溯库的匹配

在建立回溯书目数据库的同时, 进行新

书编目是任何图书馆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假

若不是利用现成的书目数据库 (如编目中心

发行的光盘、软盘、磁带等)来建回溯库, 而是

自行建库, 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利用

现成书目数据库来建回溯库, 则新编书刊目

录如何与回溯库完全一致就是一个非常值得

注意的问题。由于我国目前还未实行联机编

目 (O n line Cata log) , 所以几乎当前所有的书

目数据库对于新的书刊编目总有一个滞后问

题, 比如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国家书目光盘》,

要每半年更新一次。如果采用等待办法则影

响读者的利用及书刊的时效性。否则只好自

行编目, 即原始编目, 但这样一来不仅工作量

很大, 质量不能保证, 而且自行编目部分与利

用光盘等书目库进行编目部分的记录内容和

格式就会产生不一致的现象。在目前一时不

能实现联机编目的情况下, 委托质量可靠的

编目中心, 提供书目数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最好方法。目前北京和上海均有信誉很好的

这类编目中心, 它们可以为广大的图书馆服

务。具体的办法十分简单, 只要抄录每种新书

的 ISBN 号, 通过Cernet 或Ch inanet 传给这

些中心, 这些中心很快就能从它们的书目数

据库中检出, 再用同样的方式将书目记录传

给各用户馆, 大家就能很方便地编目了。例如

设在北京的联机编目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书

目服务机构, 除了根据用户要求进行书目的

回溯转换服务外, 它的第一个服务功能就是

新书数据采取就地编目的方法, 解决长期存

在的书目数据滞后、覆盖面不全的问题。

5　回溯建库中应注意的问题

5. 1　人员的素质

工作人员的素质是保证回溯建库质量的

首要因素, 特别是原始编目部分, 必须挑选工

作责任心及业务能力强, 具有认真仔细的工

作态度的人员来进行。
5. 2　人员的组织与培训

回溯建库工作开始前, 必须对参加建库

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他们不仅要了解本馆

的建库计划与实施方案, 还需掌握文献著录

标准、分类与主题标引方法、计算机操作技能

(包括光盘利用)等。选择人员首先是选择分

类编目骨干再加以电脑操作技术训练。
513　质量控制

回溯书目数据库的质量控制是回溯建库

中贯彻始终的重要问题, 而文献著录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又是建好书目数据库的前提。
51311　标准化　

回溯建库首先应严格遵守中国机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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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格式 (CNM A RC) , 并十分注意遵守各类

型文献的著录标准, 主要有 GB 379211—83

文献著录总则, GB 3792. 2—83 普通图书著

录规则, GB 3792. 3—85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

则, GB 3792. 4—85 非书资料著录规则,

GB 3792. 5—85 档案著录规则, GB 3792. 6—

86 地图资料著录规则, GB 3792. 7—87 古籍

著录规则及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等。在执行标

准的实践中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以

以上的著录标准来说, 各文献类型著录标准

与总则也会有矛盾。碰到这种情况时, 要仔细

研究完善处理。
5. 3. 2　规范化

文献著录的规范化即编制规范档是回溯

建库中的一项核心工作。规范档又称权威档

(A u tho rity file) , 是文献著录质量控制的重

要手段。它的主要功能是使图书馆目录达到

完整性、一致性, 款目标目 (检索点)唯一性与

聚集性及目录指引性。其最终目的是优化目

录质量, 提高用户书目检索的查全率与查准

率。从广义而言编目工作所用的各项标准、规

范、分类法、主题表都是规范档。从狭义讲, 它

包括三个内容: 名称规范档、题名规范档、标

题规范档。国外图书馆和我国台湾地区图书

馆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 美国国会图书馆先

后发行了名称规范档光盘 (CD M A RC

N am es　A u tho rity) 和主题规范档光盘 (CD

M A RC Sub jects A u tho rity) , 台湾也制订了

《中国机读编目权威记录全录格式初稿》。我

们这项工作起步较晚, 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来采取全国性的统一行动, 只在少数馆开展,

这正是我们的不足。

总之, 馆藏回溯书目数据库的建设是图

书馆自动化建设的核心之一, 它牵动着图书

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能否全面投入使用, 是各

个功能能否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 它的质

量好环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建立

回溯书目数据库不是短期效益, 我们不能莽

撞行事, 而应有计划、有步骤系统进行, 保证

这项工程圆满完成。

参考文献

1　施峻, 郑建明. 台湾图书馆情报自动化发展历程

及经验. 图书与情报, 1996 (2)

2　施国良, 杨晓宁. 哈佛大学图书馆 1992—1998 年

回溯性目录转换方案和实施.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5 (2)

3　孙立真. 浅论馆藏书目数据库的建设. 大学图书

馆学报, 1994 (5)

4　罗志勇. 馆藏书目回溯建库的尴尬. 图书馆建设,

1995 (4)

5　张正勤. 西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前期工作与

若干问题的思考. 图书情报工作, 1993 (4)

钱　红　浙江大学图书馆采编部副主任, 浙江

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通讯地址: 浙江杭

州。邮码 310027。

夏　勇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 浙江大学文献

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来稿时间: 1996. 8. 14。编发者: 刘喜申)

—37—

钱　红　夏　勇: 建立回溯书目数据库方案的分析和探讨
Q ian Hong, X ia Yong: A n A nalytical A pp roach to the Build ing of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