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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数据库质量与建库成本、建库周期之间存在着矛盾。通过数据录改中的质量控制、

主题词标引及分类中的质量控制、数据整合中的质量控制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图 1。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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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量控制的提出

文献数据库是提供用户服务、制作光盘检索系统、进行

因特网上查询和文献计量的基础 ,也是进行文献自动化处

理的素材。数据库质量有问题 ,便会造成文献在数据库中

的漏检或误检 ,还会造成自动标引的准确率低 ,甚至无法实

现 ,文献计量指标及统计分析的可信度也不能得到保障。

质量 ,是数据库的生命 ,它直接影响用户服务和文献利用 ,

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文献数据库的质量主要体现在 :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数

据收集的完整性 ,数据更新的及时性 ,数据处理的正确性。

常见的错误类型有 : 字段类型不规范 , 相关字段不匹配 , 关

标准 ,是一个运行在 TCP/ IP 协议之上的应用层协

议 ,它规定了客户机查询服务器以及提取结果记录

等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结构和数据交换规则 ,从而

解决了现存书目数据库检索接口的异构性问题。相

对于 OAI ,Z39150 的功能更加完善 ,但也带来实现的

困难和费用的高昂。一般说 ,只有标引详细 ,数据质

量很高 ,对互操作质量要求相当苛刻的系统才采用。

413 　资源描述框架 RDF 与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由 W3C 推出的 RDF 是一套描述资源及其属性

和属性值的模型 ,其制定的目的主要是为元数据在

Web 上的应用提供一个基础结构 ,以方便不同元数

据间的互操作。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作为元数据

的编码标准 ,提供了元数据在语法层次上的互通性 ,

使它跨越特定平台、特定系统的限制。使用 RDF/

XML 命名域的概念 ,在创建一个元数据格式时 ,借用

其他元数据集的某些元素 ,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并增

强元数据格式间语义互通性 ,方便互操作的实现。

元数据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数

字化图书馆的运作 ,无论是数据的加工、存取 ,信息

的浏览、检索 ,还是资源的整合与长期保存都是以元

数据为基础实现的。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元数

据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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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词库不一致 ,字段内容不统一及错漏等。

文献数据库的质量问题已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但数

据库质量与建库成本、建库周期之间却存在矛盾。在自动

化水平较低的数据库系统中 ,要在减少并校改上述错误的

同时保证建库速度 ,必然要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 ,这

是数据库建设者普遍难以承受的。为此 ,我们研制了文献

数据库质量控制系统 ,并投入全国公安院校图书馆联合共

建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使用。实践证明 ,该系统能显著地

提高建库效率 ,确保建库质量 ,缩短建库周期 ,降低建库成

本 ,初步实现了数据库质量控制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2 　质量控制的实现

质量控制问题贯穿整个数据库建设的始终 ,在数据库

系统设计阶段 ,就应考虑质量控制问题。一般来说 ,对数据

质量和建库速度产生影响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 :数据录

入、主题词标引及分类、数据整合。我们尽量采取计算机自

动化、智能化技术 ,辅之人工机助的方式 ,建立一个比较完

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211 　数据录改中的质量控制

为了对文献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质量控制 ,我们将非

结构化的源文献转换成结构化数据。在数据库中 ,可以方

便快捷地根据各种需要对字段进行索引、排序、整理、统计

等工作 ,以利于对错误信息的甄别和校改 ,提高文献的有序

度及准确率。

在实际应用中 ,将非结构化源文献转化到结构化数据

库中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人工录入及自动录入。人工录入

不但效率低 ,费用高 ,而且会造成漏输、误输、重输等各种各

样的错误 ,而自动录入既减轻了著录人员输入汉字的负担 ,

又减少了人工判断错误 ,既防止著录项目遗漏 ,又确保了著

录项之间的正确关联 ,能大大加快数据录入速度 ,提高录入

数据的正确率。

在进行自动录入前 ,我们必须对文章进行标记。为了

提高标记的速度及准确率 ,可以利用代码字典进行一些前

处理。录入过程中 ,再利用代码字典的对应关系 ,将字段的

实际内容转换到文献数据库中 ,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规

范性和一致性。

212 　主题词标引及分类中的质量控制

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相结合的检索系统能确保文献数

据库的检索质量。标引质量是人工语言处理中最重要的一

个影响因素 ,而文献主题词标引与文献分类一直被视为最

主要、最常用的标引途径。传统的人工标引工作效率不高、

一致性低 ,而自动标引标引速度快、一致性好、规范性强。

但自动标引也有不足 ,如字面硬匹配、隐含主题概念不易表

达等。为了提高自动标引的质量 ,我们对传统的词典分词

法和词表分类法作一些改进 ,将词表建设和自动分词、分类

融为一体 ,这样不但可以达到较好的标引效果 ,还可以不断

完善系统词典 ,解决了词典分词法中词典的构造困难、更新

滞后问题 ,提高了主题词标引的质量和效率 ,并能通过对词

表分类法的完善与优化 ,使自动分类的结果达到实用水平。

为确保文献标引质量和词表的自学习 ,必须对标引生

成的新词和模糊词进行控制。具体可以采取人工机助的方

式进行 ,系统将标引生成的新词和模糊词以及相关的词频、

相似词、文献记录号等信息提交给标引员进行人工维护 ,根

据维护结果 ,系统自动更正数据库中对应的错误信息 ,同时

被相关词表所学习。这样 ,标引数据能达到相当高的一致

性和准确性 ,并能使词表不断地进行自学习 ,最后趋于稳

定 ,整个系统得到完善。

213 　数据整合中的质量控制

数据整合中的质量控制是将各录改站点的信息上载到

主数据库中 ,对合并后的主数据库进行整序、衍生 ,利用衍

生数据库 (关联字典库)对主数据库进行规范控制的数据处

理。

在文献数据库整合中 ,经常需要对库中记录的相关信

息做一些修改 ,例如标引词之间的一致性处理 ,分类号的修

正 ,作者名及机构名称的更改等。假如单纯的由人工在数

据库中直接进行修改 ,不仅增加了工作量 ,而且容易造成漏

改、多处更改不一致等错误 ,以至影响文献数据库的质量。

为了更好实现质量控制 ,给数据库维护人员提供一个方便、

快捷、友好的对数据库记录进行修改的途径 ,我们可以建立

一些关联字典 ,如分类关联字典、主题词关联字典、机构关

联字典、作者关联字典、期刊关联字典等。关联字典和文献

数据库中的记录建立有机联系 ,以达到对数据库进行自动

更改的目的。

关联字典由文献数据库动态生成 ,以人工机助的方式

进行维护。关联字典设有规范词、非规范词、关联项、文献

记录号、词频等字段。其中“关联项”主要记录规范词与非

规范词之间的关系 ,如“用”、“删除”、“用后删除”等 ;“文献

记录号”则提供了关联字典和文献数据库中记录的联系途

径。数据库维护人员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词频、是否新词、

相似词等信息对关联字典进行维护 ,同时 ,这种修改将自动

反映在文献数据库中。关联字典的应用可以将相同的错误

全部一致修正 ,大大减轻数据库维护人员的工作量 ,减少维

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 ,使文献数据库的质量得到保证。

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些代码字典 ,用来存放系统中使用

到的代码型数据 ,不但可以减少数据库的冗余度 ,提高数据

库的存储效率 ,还可以使某些特定字段的值得到规范控制 ,

减少数据库维护的难度。一般的代码字典有期刊代码字

典、地区代码字典、学科代码字典等。代码字典的主要字段

有 :代码、代码类型、代码名称等。

3 　质量控制的数据流

文献数据库质量控制系统的每一个功能均是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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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据而展开的 ,科学的文献处理作业流程是数据库高

质量与高效率的保证。图 1 给出了质量控制系统的数据流 ,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源文献导入开始 ,经过自动分词、自动分

类、数据整合、词表学习、关联字典生成与维护 ,直到文献数

据库规范控制的整个数据质量控制过程。

图 1 　文献数据库质量控制数据流图

4 　《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的质量控制
文献数据库的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个高质量

的数据库主要表现在其数据齐全、数据准确、数据更新及

时、检索系统方便快捷等几个方面。它的建成不仅要有一

定的技术保障 ,还需要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国公安院校图

书馆在联合共建《公安文献全文数据》时不但采用“文献数

据库质量控制系统”,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组织管理措

施 ,使质量控制收到了良好效果。

411 　组织保障措施
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质量控制系统 ,是江苏公安专科

学校科研项目《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及计算机辅助标引与

检索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该项研究受到了江苏省高校图

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并将该项目作为江苏省高校

文献信息保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予以立项资助。它的研究

成功 ,促成全国 17 所公安院校图书馆联合共建公安文献全

文数据库。联合共建工作由全国公安院校图书馆协作组主

席馆主持 ,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图书馆提供技术支持并承担

数据汇总、质量控制、制作检索系统光盘和网上查询等工

作。共建馆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共建工作研讨会 ,制定数据

库共建章程与协议 ,集中讨论、解决一些实际工作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现已收录我国 300 多种公

安专业期刊 1997 年至 2001 年中 6 万多篇文献信息。同时

建成了具有一定准确性与完备性的各类规范字典、公安分

类表、公安主题词表等。

412 　确定建库目标
我们对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的专业范围、数据库类型、

数据来源等进行了广泛调研和仔细论证 ,以确定建库目标 ,

树立数据库特色 ,确保数据库质量。

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建设目标为 :构建公安文献知

识库体系 ,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我国公安专业期刊文献 ;

实现文献处理自动化、智能化 ;提供多途径、多角度、全方位

的查询手段 ,使用户高效、方便、快捷地获取公安文献信息 ;

提供我国公安科学研究成果统计、分析与评价依据。

413 　选定与划分文献源
为实现建库目标 ,文献源的选定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它

不但直接影响文献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而且关系到数据库

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文献源选定与划分时 ,主要考虑学科

在国内外专业分布中的位置 ,学科体系以及学科的独立性

和相互交叉等因素。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的主要学科有 :

警察学、治安管理学、侦查学、侦查技术学、消防管理学、交

通管理学、犯罪学、罪犯学等。数据来源以我国公安期刊为

主 ,数据库类型为全文文献型。由此 ,公安文献全文数据库

的规模与范围便基本确定 ,在此基础上 ,我们制定了文献源

的选定原则及步骤 ,并对共建任务进行分配。任务划分时

要充分考虑到文献源的地区分布情况、共建馆的典藏特色、

人力、物力资源情况等。

414 　制定标引与数据制备细则
标引细则直接关系到数据质量、开发深度以至整个系

统的功能。其主要内容包括 :文献的标引项目、标引格式、

标引模式、标引方法、标引使用工具等。公安文献全文数据

库的标引项目有 :篇名、作者、机构、刊名、卷期、页码、关键

词、主题词、分类号、摘要、正文、引文等。文献分类标引采

用《公安文献分类法》,主题标引采用系统自建的“分类号—

主题词—关键词”一体化词表 ,以“自动标引后控制”的方法

进行。

共建数据在制备过程中有明确的质量要求 ,电子文本需

经过两次以上的校改 ,一是印刷型文档通过电子扫描、OCR

汉字识别转换后 ,利用其编辑软件校改 ;二是利用专业智能校

改软件进行校改 ,同时要对文本进行必要的标记处理。

415 　规定数据传输期限与方式
为保证数据库的时效性 ,必须及时增加新数据。共建

工作规定各共建馆必须定时、定量将数据传送至汇总馆。

数据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传输 ,以压缩形式加入电子

邮件的附件。电子邮件的主题用规范格式标明发件单位、

数据内容及发送批数等信息 ,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及时

与有效管理。

416 　数据汇总与质量控制
收到数据后 ,数据汇总馆即利用“文献数据库质量控制

系统”进行由“数据导入”开始的一系列文献处理与质量控

制工作。利用自行开发的“共建数据管理子系统”,将质量

控制工作中发现和处理的所有问题以日志形式一一详细记

载 ,并及时传达各共建馆。管理系统还对各共建馆完成处

理数据的数量、时间、质量评分、缺刊情况等进行统计与评

价 ,为共建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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