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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我国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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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在图书馆工作中

的应用, 已使图书馆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文

献资源电子化重要内容的书目数据建设特别

是由众多图书馆参加的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

建设是促进图书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段。

1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内容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是由众多图书馆组成

的。它借助计算机网络系统将存贮在数据库

的数据提供给用户使用。在这个数据中心里,

要有一个大型的书目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

建设要求是: 在一个M A RC 格式下, 各文

种、各文献类型的书目数据, 按照相应的标

准、规范进行加工, 从而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

数据库。

可以看出,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数据库

就是将现在图书馆中所使用的各种卡片目录

的书目信息, 按照统一的M A RC 格式、标准

和要求组织起来, 提供给人们检索, 而不是按

照现行的目录组织形式, 分别建立各自的书

目数据库。它的最大优点是使读者在一个检

索环境下, 通过一次检索就能得到所需不同

文种、不同文献类型的书目信息。这一切在以

往是难以实现的, 但在自动化技术和通讯手

段发展的今天, 这个愿望不仅可以实现, 而且

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在这

方面, 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发达国家中, 它们书目数据库的建设由

于得益于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其他因素发展很

快, 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如北美地区四个较大的书目数据中

心R ILN、OCL C、W IN、U TAL S, 现在已发展

成为以书目数据为主的综合性的信息中心。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拥有一个大

规模或超大规模的书目数据库。在这些数据

库中, 图书期刊、缩微胶卷等形式的书目数据

汇集一起。在这些庞大数据库的基础上, 四个

中心都开发出相应的功能, 给用户提供了丰

富的检索途径, 可以使用户从不同角度获得

数据库中的信息, 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进

行异地联机编目, 从而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

享, 并且为文献资源共享奠定了基础, 大大方

便了人们的使用。特别是OCL C, 在其书目数

据库中, 目前拥有 300 多种语言文字的书目

数据超过 3200 万条, 馆藏信息超过 5 亿个,

其数据以每年 200 万条的规模递增。它的英

文书目数据覆盖面在 95% 以上。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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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 的英文书目数据需要用户自己制

作。这对图书馆的工作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实践证明, 一个庞大的书目数据库是它们

成功的基础。

2　建设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意义

2. 1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基础

在图书馆工作中, 目录是打开这座知识

宝库的钥匙, 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传

统的手工作业中, 目录卡片的编排一般都是

先按照文种, 再按文献形式, 最后按目录组织

规则来组织。如图书目录, 先按文种区分为中

文图书和外文图书, 再按目录组织规则组织

成题名、作者、分类等目录。连续出版物也如

是。对某些特殊的文献, 如古籍、地图、盲文读

物等, 还要独立组织有关目录。读者要查资料

就要按上述目录的组织方法查找, 效率不高

是显而易见的。图书馆的内部业务工作中也

要组织若干套目录, 以便于采访和编目的查

重与加工。为了做好读者咨询工作, 参考咨询

人员还要根据需要, 有目的组织专题目录, 以

备工作之需, 而这种目录的组织是要经过长

期积累和编排才可完成。这些手工作业一直

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内容。人们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进行目录卡片的组织工作。当然, 这

种工作对于提高图书馆工作的质量, 便于读

者查询是不可缺少的。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 将把上述工

作完全交由计算机来承担。人们坐在电脑终

端前就可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这个数据库中

将不再按文种和文献类型分别建库, 而是在

一个M A RC 格式下将它们集中在一起。检索

时, 人们可以在瞬间获得各种信息, 有时可得

到“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

果。比如检索一本古籍, 不仅可以了解现存于

世的该书古籍版本, 还可以获得后人影印、标

注整理的各种版本以及研究、使用它的相关

信息。又如查阅一本外文图书, 不仅可以获得

该书的不同中文译本的信息, 还可以得到该

书原版的信息。由于书目数据库提供了多途

径的检索的功能, 这就大大方便了图书馆参

考咨询工作,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读者的要求,

利用书名、作者、主题, 特别是逻辑检索的功

能, 迅速找到读者所需的信息。这些功能的实

现, 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以往手工作业所望尘莫及的。
2. 2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是资源共享的关键

首先, 在当今信息社会中, 图书馆的收藏

量越来越多, 给编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图书馆工作人员越来越希望能够借助他人的

编目成果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于是就出现了

随书配片等工作, 但是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现在, 这个问题将随着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

建设得到解决。在数据中心里, 只要有一家图

书馆输入了某一本书的数据, 那么所有参加

馆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成果, 只需利用这条记

录做些与本馆有关的工作, 而不必重新制作。

目前, 我国已有不少图书馆使用了北图、申

联、深图等机构发行的书目数据软盘, 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编目的数据共享。但一个明显

的问题就是时效性差, 影响了工作效率。大型

书目数据中心的参加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的网

络系统瞬时获得数据库中的书目数据, 这就

从根本上消除了时效性差的问题。

其次, 在信息社会中,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

献, 图书馆必须做出相应的选择以适应发展。

但是, 无论那一家图书馆也不可能全面收藏

如此之多的文献。这就要求人们通过采访协

调、馆际互借等方式实现文献资源共享。而文

献资源共享的前提就是书目信息的共享。在

以往, 人们为此编制了各种联合目录, 耗费了

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经费, 但仍无法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需要。突出的问题就是, 手工编制

的联合目录不能随着藏书变化及时调整, 制

约了人们的需求。

在大型书目数据中心里, 用户可以随时

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 实现了实时服务。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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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机编目的同时, 即可注明该书目文献的

收藏单位。读者在检索书目信息的同时, 就能

得到该书目数据的馆藏信息, 可以就近通过

各种方式方便地获得所需资料。并且, 由于数

据库中数据的馆藏信息可以随时增加或删

除, 这就解决了传统联合目录中的问题。实际

上, 一个庞大的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同时也是

一部由众多图书馆参加的、收藏量巨大的、可

随时增删的、电子版的联合目录。这对于资源

共享的实现无疑是个关键。
2. 3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是文献资源电子化

的前奏曲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 多媒体和电子出

版物会逐渐增多, 这将对图书馆产生重要影

响。人们预言, 这将最终形成“虚拟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 尽管它们的实现还要经过一

段时间, 但这是图书馆的一个发展趋势。书目

数据的机读化就是这个趋势的前奏曲。书目

信息仍是人们获取文献信息的主要途径。并

且, 人们将来还可以借助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的网络系统在获得书目信息的同时, 获得该

书目部分或全部的文献信息。
2. 4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是图书馆现代化的标志

显而易见,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将

改变传统图书馆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它的建

设涉及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 将带动

这些方面的变革。随着它的建设与使用, 目录

卡片将从我国图书馆的舞台上逐步消失, 读

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将从繁琐的查阅、组织

目录卡片的环境中解脱出来, 人们将从电脑

终端上瞬时获得大型书目数据中心中存放的

书目信息及相应的电子化的文献信息, 这标

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

始。

3　建设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标准

建立大型书目数据中心必须严格执行有

关标准化的原则,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现阶

段与图书馆业务工作相关的标准应该是:

M A RC 格式的统一; 著录标准的统一; 分类、

主题的统一和规范档的使用。
3. 1　CNM A RC 格式应是我国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的标准格式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格式要求必须是一

个, 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 只有在一个格式下编制书目数据, 才有可

能存放在一个数据库中提供读者使用。使用

CNM A RC 格式作为我国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的标准格式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 该格式

是我国图书馆界的行业标准。1986 年北京图

书馆自动化发展部提出了《中国机读目录通

讯格式》讨论稿, 在全国近百个单位征求意

见, 几经修改, 于 1991 年正式出版发行。经过

近 10 年的使用得到不断完善。这对于我国的

书目数据库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如果对现

有标准弃之不用, 那就违背了有关标准化工

作的原则。其次, 在近 10 年中, 先后有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的单位据此研制出相应的软

件, 并有数家单位利用该格式编制书目数据,

并向社会发行书目数据软盘。目前, 全国有为

数不少的图书馆等单位已经使用了该格式,

这为我国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

础。第三, CNM A RC 格式的基本依据是UN 2
IM A RC, 相关的国际、国内标准达数十个。它

适用于专著、连续出版物、测绘资料、乐谱、声

象类资料等的机读形式书目记录。而UN I2
M A RC 格式是国际图联为便于世界各国的

数据进行交换, 在 1977 年制定发布的, 后又

经过修订, 其用意就在于建立国际间统一交

换用的机读目录格式。UN IM A RC 作为一种

国际通用格式, 要求各国建立专门机构按本

国标准编制M A RC 供本国使用, 然后将这种

M A RC 转换成UN IM A RC, 从而实现国际机

读目录数据库的共享。由此可以看出, CN 2
M A RC 格式既适于我国图书馆现存文献的

书目数据制作, 又便于我们的书目数据在国

际间的交流, 对于我们的书目数据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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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有利的。

对于利用国外编制的书目源数据来加工

我们自己的馆藏外文书刊的书目数据, 可以

将套录下来的数据通过格式转换的方法, 转

换为 CNM A RC 格式, 送入我们的大型书目

数据中心。
3. 2　著录标准的统一

著录标准是图书馆目录制作的基础, 同

样也是建设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基础。我国

的文献标准化工作起步时间虽不长, 但已取

得一定成绩。从 1979 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成立至今, 已编制 50 余项国家标

准。在书刊著录方面, 已经有《普通图书著录

规则》、《古籍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

则》等的制定和使用。这些标准在大型书目数

据中心的建设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目前国内所制

定的文献著录标准基本是用于目录卡片形式

的制作, 而机读目录作为机器可以识别的记

录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所以还要解决现有

著录标准与M A RC 格式之间的衔接问题。要

根据各文献类型的情况, 制定出适于M A RC

格式的机读目录著录标准。这对于大型书目

数据中心的质量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3. 3　《中图法》和《汉语主题词表》是大型书目数据

中心的标准工具

在大型书目数据中心中,《中图法》和《汉

语主题词表》应是分类和标引的标准工具。目

前,《中图法》的使用范围已遍及全国 96% 以

上的图书馆, 而主题词表也将随机读目录的

普及而推广。现在向社会发行的书目数据软

盘中, 均使用了《中图法》和《汉语主题词表》,

这对于规范书目数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CNM A RC 格式中可以允许同时有

数个分类号的存在, 所以, 对于一些特殊文献

如古籍的分类, 可以在使用《中图法》的同时,

再标注其他的分类法, 以适应不同方面的需

要。而对于转换过来的国外书目数据, 可根据

需要, 在保留或删除原有主题和分类的同时,

按照我们的著录要求增加相应的中图分类号

和主题词。
3. 4　规范档的使用

所谓规范档就是将一个人物或事物的不

同称谓, 按照一定的标准归纳到一个标准的

题名下, 在书目数据库中, 应该按照这个标准

的题名进行检索, 此时可以得到有关该题名

的所有信息。规范档一般包括人名、团体ö机
构名称、地名、丛书名、主题词等。

在数据量较小的书目数据库中, 对规范

档的需求还不明显, 但在一个庞大的书目数

据库中, 如果没有规范档的使用, 就会造成检

索的不准确。如在检索著者时, 就会遇到这样

的情况: 对于“墨子”, 是按照“墨子”来检索,

还是用“墨翟”来检索; 检索“唐太宗”, 是查

“李世民”, 还是找“唐太宗”等等。这些情况必

须由规范档来规定和执行, 才能提高检索质

量。

4　建设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基本原则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与图书馆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它产生于图书馆, 服务于图书馆,

但它有别于图书馆。它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

文化事业机构, 应参照企业的管理办法实行

自负盈亏。国家应该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 予

以保护和鼓励, 使其能够键康发展。数据中心

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自愿参加, 互惠互利, 公

平竞争。

自愿参加, 即参加一个大型书目数据中

心的图书馆应该是自愿的, 而不是靠行政命

令。参加者要遵守相应的制度、标准和规范,

不得随意更改, 以保持数据中心业务工作的

统一和完整。参加者应打破行业界限, 自由地

选择自己认为满意的数据中心。如果用户认

为所参加的数据中心不能满足需要, 可以退

出转到其他数据中心去。

由于数据中心要自负盈亏, 所以参加者

要缴纳相应的费用, 主要是使用数据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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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往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中输入一条数

据, 数据中心也应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样双方

互惠互利: 数据中心得到的费用, 可以用来

改善工作条件, 更新设备和软件, 以便向用户

提供更加先进的工作环境; 用户在缴纳相应

的费用后, 就可得到所需的服务和数据, 以提

高自己的工作数量和质量。

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 幅员辽阔, 所以至

少应该有二至三家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以适

应各地的要求。几家数据中心的同时存在, 应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 促使它们之间的

相互公平竞争, 借此加速我国书馆现代化的

建设。

由于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数据中心, 各数

据中心提供的条件和服务手段是否能满足用

户的需要就成为吸引用户的关键。各数据中

心必须改善自身条件, 积极提供用户需要的

服务, 吸引用户, 从而扩大、增强自己的实力。

如此周而复始, 在发展中逐渐壮大。可以说,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必将推动我国图书

馆工作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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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1 页) 　过鉴定, 1996 年内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图书馆、南大图书馆等

正在联合编制《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

两部大型工具书将具有填补空白之功用。

1992 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正

在修订, 也将在 1996 年出版。全国高校图书

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正计划对国际科技核心期

刊目录进行修订并准备编制专题性核心期刊

表、中文评论文摘和索引等检索工具。联合攻

关有固定的编辑班子和连续修订制度, 又有

全国性权威专家审核, 因此可以坚信, 我国中

外文各专业核心期刊的筛选必将逐步完善。

在我国, 核心期刊研究正处于发展之中。

我们既要大胆探索, 又要谨慎求证; 对于核心

期刊的作用, 既不能一味拔高, 也不能一概否

定。这才是我国核心期刊研究应走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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