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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开发利用图书馆报章信息资源
——谈香港报章资料库的建设

　　ABSTRACT T he Hong Kong N ew spaper and Perica l D ata Base devel2
oped by the D ib rary of Hong Kong Ch inese L anguage U n iversity is a na2
t ional data base and w as fo rm ally started u sing in Sep tem ber 1995 w h ich

takes the Ch inese and English N ew spapers pub lished in the M ain land of

Ch ina , Hong Kong , T aiw an and M acao as the ch ief info rm at ion sou rces.

U sers m ay find ou t electron ic m ateria ls of the very day already been ar2
ranged and p ro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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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章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报纸刊载的是最新的信息, 反映的是最

新的动态。报刊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其

汇集则是一部散装的百科全书。报章资料是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 对报章

文献进行深层次开发, 把分散于各报章的有

价值的短时信息, 进行收集、整理、加工、编

排, 令其电子化、网络化、系统化, 长效化, 以

达到方便检索、资源共享之目的。报章资料数

据库化,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工作

过的“香港报章资料库”, 就是这个新技术应

用的一个实例。

2　香港报章资料库简介

香港报章资料库是由香港政府拨款资

助、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1995 年 9 月

15 日正式开启使用的一个图象数据库 ( Im 2

age D ataBase)。该资料库收集当天出版的中

英文报章, 按照一定的制作标准, 把报章文献

电子化。其内容主要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澳门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新闻。

香港报章资料库通过日渐普及的国际电

脑互联网络, 为用户提供来自香港报章的最

新新闻。作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澳门的

电子储存库, 用户可以通过电脑互联网络内

的万维网 (W o rld- W ide- W eb) 查阅资料库

内容。在一般情况下, 香港当日出版的报纸新

闻, 即日便可提供阅览。

香港报章资料库的基本检索模式是由图

书馆工作人员编制关键词词汇索引。关键词

包括主题、地名、机构名及人名。用作索引的

关键词均有中英文对照, 用户既可用中文检

索, 也可用英文检索。同时, 该检索系统还就

个别的关键词加上了“用”、“代”、“属”、“分”、

“参”等项参照词, 以加强词间关系的显示。用

户可以根据报章名称、版面、日期及指定关键

词进行检索, 如果遇到困难, 可方便地利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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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列表而获得帮助。如有需要, 用户也可以

运用布尔逻辑 (Boo lean Search ing) 来扩大或

缩小检索范围。

截至 1996 年 7 月 23 日, 该资料库已拥

有 105590 条记录。其中,《文汇报》24243 条,

《大公报》24155 条,《星岛日报》24315 条,《香

港联合报》10336 条, 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 22541 条。每天都有数百的

用户光顾该数据库。目前, 香港报章资料库尚

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

3　香港报章资料库建库技术要点

3. 1　报章资料的收集

报章资料库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其所收集

的报章文献的质量。茫茫报海, 各种各样的思

潮、消息充斥。怎样才能建成一个高水平、高

质量的数据库? 这就要求数据库的建设者根

据建库的目的和宗旨, 通过比较、分析、鉴别、

判断, 从众多的报章中, 选择那些较有代表

性、较有影响力、又较具权威性的报纸, 诸如

上述香港的几家报纸等作为主要的文献源。

当然, 有关报章的版权问题及提供用户使用

方式等, 也是数据库的建设者不容忽视的重

要问题。
3. 2　数据采摘的标准

数据采摘标准的制定, 是数据库质量的

重要保证。香港报章资料的标准规定:

(1)新闻方面要选取重要的、影响社会层

面较广的问题, 要选取学术性、资料性的专

题, 而且同一则新闻的系列报道要收齐。

(2) 社论方面要选取与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澳门的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关

于时事评论, 则要选取具真实姓名者所写的

文章。

(3)财经方面有关中、港、台、澳重要公司

的业绩、商业活动、投资发展计划等要重点选

取, 并强调每份报纸每天需选一篇对香港股

市 (恒生指数)总结的文章。

(4) 教育方面有关香港 7 所大专院校的

重要消息都选取。

(5)读者来信包括投诉信, 只选取对整个

社区, 甚而是对整个社会都具影响者。

(6) 人物专访及介绍重点选取两岸三地

的名人要员, 具新闻价值者。

总之, 报章文献的采摘要坚持三点六性

原则。三点, 就是新闻的采摘要选取影响社会

层面宽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所谓六性, 就

是新闻采摘要注意价值性、学术性、资料性、

准确性、实用性以及系统性。只有这样, 才能

做到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全而不滥, 精而不

漏。
3. 3　关键词表的编制

考虑到报章资料读者使用面的广泛性,

决定了标引的专指度不宜过高或过低。标引

深度过低, 会埋没有价值的文献; 标引深度过

高, 可能会导致增加误检率。只有对报章文献

进行全面考察, 科学分析, 权衡利弊, 并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才能编制出标引适度、质

量较高的词表。

标引的目的在于检索。词表的编制应尽

量采用文献中出现的概念明确的自然语言,

尽量尊重读者的检索习惯, 使得作为索引的

关键词不需作任何解释就能为读者所接受,

读者根据自己的常识和已往的检索经验就能

很容易地确定检索词, 从而达到真正的方便

检索。

由于报章文献的特殊性, 决定了人名、地

名、机构名称、公司名称等专有名词在检索中

的特殊作用, 使得这些专有名词在词表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在选择这些名词作

为关键词的时候, 人名应选择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界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商业巨子。也

就是说要选择那些具新闻价值者。在选择地

名时, 一般应选择省、市级以上的; 在选择公

司、企业名称时, 则应选择对国民经济发展有

决定性影响, 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司或

企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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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词表, 还应该能够明确显示相

关词的词间关系。香港报章资料库的关键词

表可以清楚表达的词间关系有: 用词—代用

词 (u se öu se fo r)、上位词—下位词 (b roader

term önarrow er term )、前称—后称 ( earlier

term öla ter term )、相关词 (see also)等。

表中的关键词均为中英文对照, 而且该

词表还是动态的。经常根据新出现的概念增

添新词, 删除一些已失去检索意义的旧词, 以

保证词表的旺盛生命力。新增词通常由索引

员根据文献标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 经主管

审批, 增入词库, 即可使用, 关键词的排列, 英

语关键词依英文字母顺序对比排序, 汉语关

键词则依汉字的笔划笔顺排。
3. 4　机助关键词标引

由于事先已将拟定的标引用词全部输入

计算机, 并建立了索引文档, 所以标引员在进

行标引的时候, 较之于手工标引要快速便捷

得多。在一般的情况下, 用手工的方法进行标

引, 一个熟练的标引员, 一天只能标引 40～

50 篇文献。而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标引, 一

天则能标引 120～ 150 篇文献, 是手工标引量

的 3 倍。而且, 机助标引还可以避免手工标引

常常出现的各种笔误, 防止录入错误, 从而提

高了标引的质量。计算机辅助标引过程大致

如下:

(1) 审读文章标题、文摘、引言及重点与

结论部分, 分析文章论及的主题, 找出文章的

检索特征。

(2)在键盘上输入关键词, 系统即以前方

一致的方式显示正式的索引词。

(3) 索引员在屏幕上挑选合适的索引词

并把它记录在 Selected Keyw o rd (选择关键

词)栏。

(4) 校验已选定的索引词, 经查证无误,

就按一下“O K”(表示认可) , 该索引词就会自

动记录在 Keyw o rd (关键词)栏。若觉有误,

就按一下“D etails”(详细说明) , 便可以查询

有关该词汇的相关资料, 可进一步加以判断。

确认之后按一下“O K”, 若觉不妥, 则按

“Cancel”(删除) , 然后重新选择。

试举实例如下:

〈〈公仆资料应包括能力操守　中方力劝

英合作确保过渡〉〉

经分析, 此文应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标

引:“公务员”、“主权移交”、“中英关系”。首先

输入“公务员”, 屏幕显示: u se (用)“文官制

度”。假如您对“文官制度”这个词的意义不太

清楚, 对标引的正确性没有把握, 那么您就按

一下“D etail”, 屏幕就会出现“Keyw o rd R ela2
t ion sh ip Info rm at ion”(关键词相关信息) ; 文

官制度= C ivil Service, U F (代) 公务员=

C ivil Servan ts。分析比较结果, 这两个词的词

义相同, 词表规定它们之间的用代关系是正

确的, 那么就按“O K”。其它词汇的标引, 以此

类推。
3. 5　资料处理过程的关键步骤

(1) 在选定的报章中选择当天要闻并剪

取;

(2)将文章以图象扫描方式存入数据库;

(3)关键词标引;

(4)数据核对;

(5)将处理好的文章送上 In ternet 网。
3. 6　系统性能要求

(1) 采用客户ö服务器 (clien töServer) 方

式, 终端用户的界面为WWW C lien t。

(2)该系统为多用户系统。在资料处理方

面, 容许系统管理员及多个资料处理员同时

进行资料输入和处理。在终端用户方面, 容许

多个使用者同时访问并检索。

(3)可以用中、英文处理资料, 检索资料、

显示资料。

(4) 资料处理界面是一个把所有功能块

都结合起来, 构成单一界面的集成系统。

(5)具有各种统计功能。诸如资料处理员

每天完成的工作量以及用户使用量的统计等

等。

(下转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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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咨询服务现代化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领域展开, 且

以第二个为重点: 其一, 对现代化检索技术的

研究, 涉及CD—ROM 及某些联机检索系统

的检索方法和技术。这类研究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还很有限, 尤其是对联机检索的研究, 基

本上还局限在对检索某一主题可利用数据库

的罗列上; 对如何有效利用各种检索指令, 如

何制定检索式还未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二,

对数据库建设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从宏观

上探讨建立综合性与专业性两种类型数据库

的途径和方法。专业性的, 如体育情报检索系

统的建设、中国专利信息检索系统、社科文献

数据库的建设等。关于建库的途径, 其具代表

性的观点有: 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政府扶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逐步走商品化、

产业化道路; 重视数据库法律保护问题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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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点启示

(1) 文献情报机构必须利用现代信息处

理技术对文献信息进行加工、整序、深层次开

发, 才能方便读者检索, 提高文献情报的利用

率。

(2)馆藏文献数据库化, 以便于利用的方

式将文献保存起来, 是解决文献“藏”与“用”

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3) 馆藏资源电子化、数据化的程度, 标

准化、规范化的水平应是评价一个图书馆先

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4)馆藏资料电子化应从时效性最强、需

求量最大、服务层面最广、最能发挥效益的资

料入手。

(5)将文献以扫描的形式存入, 建立图象

数据库, 提供全文检索, 这是建立全文电子资

料库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6) 计算机辅助关键词标引大大地提高

了文献标引的准确率和标引速度, 是文献工

作自动化的方向。

(7) 中、英文双语处理问题, 是中文文献

数据库走出国门, 汇入国际信息流大循环的

一个关键。

(8) 通过国际互联网络 In ternet, 是使文

献信息得以最迅速地传播, 并达到最大范围

的资源共享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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