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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 L 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摘　要　SGM L (Standard GeneralizedM arkup L anguage)是一种标准结构化电子文献格式或描述文

献的计算机语言, 是文献信息生产、管理的标准和技术。它在图书馆被应用于文献资源的开发、存取和

共享, 处理购来的全文电子文献, 向用户提供全文电子文献的查询、检索、发送、咨询。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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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因特网先进的信

息传递、交流功能及丰富的信息资源使人类社会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网络获取信息、发布信

息, 成为当今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向网络提供电

子或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 为终端用户提供优质

信息服务, 是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传统上, 图

书馆使用M A RC 格式来处理、加工各种印刷型文

本文献, 对它们著录、标引, 创建书目数据库, 向读

者或用户提供联机查询、检索等服务。然而对多媒

体文献,M A RC 格式则无能为力。随着因特网的

进一步发展, 下一代因特网 (N G I) 将为多媒体信

息的传递、交流和使用等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网

上文本文献占统治地位的格局将发生改变。因此,

突破M A RC 局限, 采用新的标准和技术, 实现各

种类型文献的电子化或数字化, 将是今后网络文

献资源建设和数字图书馆研制的关键。现在, 发达

国家信息产业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选择的解决

方案之一就是采用 SGM L 标准和技术。

2　SGM L 简介

SGM L ( Standard Generalized M arkup

L anguage)即所谓的标准通用标引语言, 它是国际

标准化组织 1986 年颁布采用的一个文献信息生

产、管理的国际标准, 即 ISO 8879。SGM L 定义了

在文献中插入描述性标记的标准格式, 规定了描

述文献结构的标准方法。它不仅是一种标准, 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强大的技术。在基于文献信

息的开放系统中, SGM L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人们在 90 年代以来才日益关注 SGM L ,

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当时 IBM 公司

的Charles Go ldfarb 和他的小组在进行一个关于

法律办公室集成信息系统研究时, 设计开发出一

种叫做 GM L (Generalized M arkup L anguage) 的

通用标记语言的方法, 以在文本编辑、格式化和信

息子系统中实现文献的共享。经过 20 多年有关人

员和组织的努力, GM L 演变为当今的国际标准的

SGM L , 并得到信息产业界、出版界和图书情报界

等的广泛重视和应用, 成为当今文献信息处理的

主流技术和数字图书馆的关键技术之一。

SGM L 是一种标准结构化电子文献格式或描

述文献的计算机语言。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简单

说它包括 3 部分: (1) 前言: 系统特殊信息如字符

使用等; (2)文献类型定义 (D TD ) : 目的、区别标记

符、文献结构标记规则、文献所附的其他东西; (3)

文献实体, 包括标记符在内的实际文献。SGM L 的

应用核心是文献类型定义, 其规则通常具有以下

—95—



形式:〈! 关键词　参数　1 个或多个相关参数〉。1

篇文献由一系列元素组成, 如标题、作者、段、段标

题等, D TD 规定了这些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

SGM L 可在D TD 中建立一组规则, 定义自己的标

记语言, 因此它是一种元语言 (m etalanguage)。插

入电子文献中的简短符号或字符串叫做标签

( tags) , 使用D TD 中声明的描述性标签对文献进

行标记, 就生成 1 个文献实体。文献实体中标记出

来的元素反映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

SGM L 是一个极端精密复杂的系统, 它规模

庞大, 功能丰富, 充满各种选项。它不依赖特定的

软硬件, 因而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即长久有效

性、可互操作性、共享性、不同目的反复使用性、高

效性等。用 SGM L 建立的文献能在文字处理或桌

面出版系统等中转换, 能在不同的机器及不同的

程序中转入转出, 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和费用。正因

SGM L 有上述优点, 所以它成为当前文献信息加

工、处理、储存和发布的主流技术之一。

目前, SGM L 的研究应用非常活跃, H TM L

就是其成功应用的成果之一。W eb 的流行当归功

于H TM L。然而H TM L 仅是 SGM L 的D TD 的简

单应用实现, 它丧失了 SGM L 的许多功能, 而且

不具扩展性。在处理多媒体及超媒体文献时, 它面

临严峻的挑战。解决的方案之一就是利用其父系

SGM L 的可扩展性。1996 年底,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 L (Extensib le M arkup L anguage) 诞生, 它是

SGM L 的简化版, 它继承了 SGM L 的可扩展性,

但又避免了 SGM L 的一些复杂性, 将信息处理技

术向前推进了一步。XM L 代表了 SGM L 应用发

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 SGM L 应用领域的另一个典型是 T E I

(T ext Encoding In it ia t ive)编码方案。T E I 是由计

算机与人文协会 (A CH )、文学与语言计算协会

(ALL C) 及计算语言学会 (A CL ) 3 个专业团体发

起的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其目标是为各种不

同的复杂文本产生一个普通的编码标记方案, 以

实现人文科学及语言学等领域文献资源数据的交

换、共享和标准化。目前, 国际上已有数十个大型

项目采用 T E I来生产 SGM L 文献。如英国国家大

全项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人文科学文本计划、欧

洲大全计划等。在档案界也开发出 SGM L 的应用

子集 EAD 等。

另一方面, SGM L 的相关标准也得到发展。最

典型的是D SSSL (Docum ent Style Sem antics and

Specificat ion L anguage) 和 H yT im e (H yperm ediaö

T im e- based Docum ent Structuring L anguage)。

D SSSL 是 1996 年 1 月才完成认定的国际标准, 即

ISO öIEC10179, 它的主要用途是实现 SGM L 文献

之间以及向其他文献格式的转换, 这对 SGM L 的

广泛应用极其重要。因为 SGM L 没有标准的强制

性标记符号, 相同文体和结构的文献, 由不同的作

者和出版社出版, 便会有不同的 D TD。实现

SGM L 文献之间以及与其他格式之间的交换, 才

能实现文献的共享与交换。H yT im e 是关于超媒

体标记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 即 ISO öIEC 10744,

1992。它使用 SGM L 作为它管理数据的基础编码

语 言, 它是 SGM L 的应用与扩展。D SSSL 和

H yT im e 正在开发一种对树型结构和查询语言共

享的方案。其成果将发展一套在所有基于 SGM L

标准中共享的一般工具, 从而使文献处理更容易,

信息发布更强大。

目前, 已有多种有关 SGM L 的软件产品面

世。它们大致可分为将词处理文件转化为 SGM L

文 献 的 软 件, 如 N ovell 公 司 的 W o rdperfect

SGM L 版等; 用于出版光盘文献或电子图书等的

SGM L 软件包, 如 E lectron ic Book T echno logies

公司的D ynatex t、SoftQ uad 公司的 Exp lo rer 等;

以及处理 SGM L 文献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 如

Info rm ation D im ensions 公司的 SGM L server 和

Fulcrum 技术公司的 FulöT ext 等。这些 SGM L 软

件使 SGM L 的应用迅速发展。

3　SGM L 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SGM L 是文献信息生产、管理的标准和技术。

信息产业界、出版界早就意识到广阔的应用前景

及潜在巨大的优势和效益。目前, 出版界的电子出

版几乎都瞄准 SGM L , 越来越多的电子文献在以

SGM L 格式出现。SGM L 在图书馆界的应用是近

几年的事。主要体现在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开发、存

取和共享, 处理出版界、数据生产者、信息服务公

司等发售的全文电子文献, 向读者或终端用户提

供全文电子文献的查询、检索、发送、咨询的中介

服务等。前者主要涉及书目数据库如联合目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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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目录的生产、馆藏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万维网信

息服务、电子文献传递、共享服务等; 后者涉及存

取、加工和处理电子期刊、图书、全文数据库、多媒

体文献和全文期刊文献的订购与传递等。它们几

乎都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紧密相关。下面我们将

对它们进行一些讨论。

3. 1　书目数据库的生产

传统上, 图书馆采用各种M A RC 格式如

U SM A RC、UN IM A RC、CNM A RC 等格式以及非

M A RC 格式等来编制、生产书目数据, 产生联合

目录、联机目录等。但由于不同的图书馆使用的软

件、硬件不同, 自动化系统不同, 采用的分类规则

不同等, 数据质量差异较大, 因此数据的兼容性、

交换、共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 随着电

子出版物的增加, 尤其是多媒体文献的增加, 以及

数字图书馆发展的要求,M A RC 格式已无法处理

包括多媒体文献在内的各种文献的统一著录和标

引。因此, 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界等开始转向

SGM L , 以期利用 SGM L 来统一书目数据的标准,

实现图书馆之间数据广泛的交流与共享。由于书

目数据的内容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 它完全适合

用 SGM L 的D TD 来描述。因此采用 SGM L 生产

书目数据库是非常容易和行之有效的。SGM L 文

献的众多优点, 为今后书目数据的交换与共享和

长久使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 一些发达国

家从 90 年代以来, 已成功地用 SGM L 技术和标

准创建了 SGM L 书目数据库、期刊联合目录数据

库等, 实现了数据广泛地交换与共享, 从中受益匪

浅。例如: 美国加大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等开发了

U SM A RC 记录与 SGM L 格式之间相互转换的程

序, 比利时图书馆界采用 SGM L , 逐步实现了全国

性书目数据格式的统一和标准化, 建立了包括 40

多所大学及专业图书馆在内的国家联合目录以及

国家期刊联合目录等。结束了以前比利时图书馆

界书目数据格式多样、图书馆之间难以进行数据

交换共享的复杂混乱局面, 同时避免了重复劳动,

节省大量开支, 使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出现新

的局面。

3. 2　文献资源的订购、存取与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电子文献资源大量涌

现。因特网使图书馆的文献订购、收藏职能等发生

重大变化。通过网络来存取而不是“拥有”文献资

源是当今图书馆文献订购、共享的新动向。图书馆

的文献订购方式逐渐转向网络进行。若干图书馆

以集体用户名义订购版权文献, 各馆通过因特网

等来存取和使用, 并为读者提供服务。传统意义上

的“馆藏”(拥有) 变为存取和使用。同时在资源共

享方面, 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 当地图书馆不再拥

有或收藏的文献, 可及时从其他地方的图书馆获

取, 即一些馆根据他馆的要求, 通过计算机网络向

异地馆发送当地馆没有但用户和读者需要的文献

(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馆际互借)。这就要求图书

馆建立文献资源订购、传递和共享系统。SGM L 文

献能方便地以数字形式传输和检索。它可在不同

的机器中转入转出, 所以目前大多数出版商均在

以 SGM L 格式出版发送各种电子或数字化文献,

例如著名的 E lsevier 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发起的电

子图书馆 SGM L 应用项目 (EL SA )。该项目旨在

向图书馆及终端用户提供、发送基于 SGM L 的文

献, 即全文期刊文献直接从出版社以 SGM L 格式

发送, 图书馆收到后, 选择在D TD 中定义的元素

产生索引, 文献本身则转换成不同用途形式使用,

如联机阅读、超文本导航等。用户还可建立 SD I,

每周可收到有关主题的最新文献信息。图书馆要

存取使用 SGM L 文献, 就必须了解掌握 SGM L 技

术并建立相应的图书馆的文献订购、传递和共享

系统。比利时图书馆界的 Impala 就是采用 SGM L

技术建立的联机文献订购、共享系统。其他类似的

还有 D ECOM A T E 系统 (D elivery of Copyrigh t

M ateria ls to End- U sers) , 这是英国、荷兰和西班

牙几所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 它的目标是通过图

书馆向终端用户提供、传送来自出版商的拥有版

权的电子文献。

3. 3　馆藏文献资源的数字化

数字图书馆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的

组织形式, 也是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数

字图书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数字化资源建设。它

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电子文献资源的订购和

收藏; 二是加快馆藏特色资源的数字化。前者是外

来电子资源的存取和收藏, 在上面已作讨论, 后者

则是图书馆资源的转化。现有图书馆因条块分割、

馆藏重复率高, 所以, 馆藏资源数字化时要合理规

划, 统一部署, 避免重复劳动和浪费, 在技术上, 要

有超前意识。鉴于今后超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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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长久性等因素, 采用 SGM L 标准和技术是当

今的首选方案之一。目前, 大多数数字图书馆项目

均采用 SGM L 技术来数字化特色馆藏资源。如美

国康奈尔大学与美国化学会等单位合作进行的

COR E 化学文献数字图书馆项目。他们采用

SGM L 将美国化学会的 20 种化学刊物数字化。他

们发现采用 SGM L 后, 大大地增强了数据使用的

灵活性及效率。SGM L 技术在馆藏资源数字化中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旦数字化, 就可重复、永久使

用, 即一馆将某一文献数字化后, 其他馆根据不同

目的和用途加以利用, 使信息增值, 从而加速图书

馆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进程。

SGM L 在图书馆的其他工作方面, 如编制工

作人员手册、介绍图书馆服务内容的读者指南、在

万维网上发布新消息、读者培训资料的准备等都

大有用武之地。同时 SGM L 也能帮助图书馆适应

迅速变化的学术需要, 创造新的终端用户服务。如

许多图书馆正在建立新的系统, 这些系统不仅提

供目录服务, 而且能为当地图书馆用户提供全文

期刊数据库文献服务, 即将馆藏目录与馆藏全文

期刊文献联系起来。总之, 新的信息技术正在改变

传统图书馆的许多职能, 使图书馆工作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

4　结论

SGM L 将使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资源逐步走向

规范化和标准化, 并拓展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范

围。然而, 图书馆应用 SGM L 技术还存在许多障

碍。首先是经费上的问题。由于 SGM L 较为复杂,

它需要一定的软硬设备。而当前的 SGM L 应用软

件、工具等较为昂贵。要设计、实施一个 SGM L 文

献处理系统, 必须对这个标准相当全面地熟悉了

解, 弄清它的原理和应用细节, 需要对有关人员进

行培训, 这些都需要费用。其次, SGM L 并非是专

门为图书馆使用而设计的。一般图书馆员对它都

很陌生, 使用它技术要求高、难度大, 人员培训任

务重。另外, 还有思想认识、观念转变等问题。然

而, 由于 SGM L 客观上的巨大优势, 从长远的观

点看, 它代表了今后文献信息生产管理的发展方

向, 它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虽然 SGM L 在

图书馆中的应用前期投入大, 但是从它获得的收

益却是无法估量的。因此, 我们应密切注视它的研

究应用动向, 并逐步在我国图书馆中推广使用, 以

跟上世界发展潮流, 从而加速我国图书馆文献信

息资源的建设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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