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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信息数据库的构建

　　ABSTRACT 　 In bu ild ing the lib rary docum en t info rm at ion data

base, a view po in t tha t the info rm at ion has its p rice m u st be estab lished so

as to cu lt iva te the info rm at ion m arket w ith effo rt; the p ro tect ion of in tel2
lectual p roperty righ ts shou ld be pu t emphasis on; the inpu t and fo sterage

from the governm en t m u st be tried to gain; the p lann ing gu idance shou 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tructu re of lib rary p rofessional w o rk shou ld be

w ell2regu2la ted.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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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计

算机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 图书馆用现代信

息设备来处理文献信息已成为现实。图书馆

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发展的生命力主要在于信

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能为读者提供什

么样的有使用价值的信息。图书馆在实现自

动化管理的过程中数据库的建设至关重要。

1　数据库建设是基础工作

在支撑信息社会的计算机、通讯和信息

3 大支柱产业中, 信息是核心。人们十分形象

地把信息网络建设比作道路建设, 把硬件设

备比作运输工具。一个信息系统能够真正运

转并发挥效益, 仅有“路”和“车”是远远不够

的, 关键问题是要有“货”可运, 货就是信息资

源。在信息资源中, 数据库又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数据库是将信息按照一定的格式, 一定的

标准, 加工处理成为有序的数据储存在计算机

中。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硬件、软件和通讯网

络建设都可以通过引进、花钱购置来实现。而

文献信息数据库, 特别是适合我国和本地区经

济建设以及政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

文献信息数据库, 只能依靠各馆自身的力量,

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 依次录入计算机。由此

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提供给广大

读者使用, 为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这是一

项长期的工作, 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虽然它是

一项投入大、技术性强、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

工作, 但若没有这项工作,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图书馆作为国家信息工

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搞好文献信息数据库

的建设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

2　存在的问题

数据库的发展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60 年

代初至 70 年代初为第 1 阶段, 数据库的内容

多以科技文献的题录和文摘为主; 70 年代中

期至 80 年代中期为第 2 阶段, 以商业、金融、

事务为主要内容; 80 年代后期至今为第 3 阶

段, 以面向社会、家庭为主要内容[1 ]。据 1995

年 10 月结束的我国以数据库为重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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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查数据表明, 我国已建成的数据库多

为文献型的科技和工程数据库, 以二次信息

为主[2 ]。创建于 80 年代末的我国公共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在 90 年代中期发展较快。在数据

库建设中, 具代表性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有: 北

京图书馆的中国国家书目机读数据库、上海

图书馆的社会科学期刊篇名数据库和广东中

山图书馆的事实、全文数据库。但从我国目前

的图书馆总体来看, 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类型

单一、发展不平衡等现象, 相当于国外 70 年

代初期的水平, 其主要问题有:

(1)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在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建设中, 一般只有硬件设备的专

项投入, 数据库的建设难以立项。各馆主要从

常年事业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来支持数据库的

建设和维护, 而对于经费严重短缺的图书馆

则只能是望库兴叹。重硬件建设、轻资源开发

和数据库建设的现象在图书馆界极为普遍,

由此造成数据库与硬件建设投入比例严重失

调。数据库建设滞后是影响图书馆文献信息

系统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

(2) 数据库类型单一, 规模小。图书馆数

据库的建设应建立在自身文献优势的基础

上。但目前建立的数据库类型主要是馆藏书

目和二次文献信息。全文、图形图像、事实信

息数据库不多。大多数馆数据库规模小, 基本

没有联网的价值。

(3) 标准化程度不高, 影响到数据库的

利用。主要表现在: 格式不规范, 一些数据不

能按照 CNM A RC 格式处理, 造成数据接受

和二次开发的困难; 检索命令不规范, 同一系

统中有不同的检索命令, 让使用者不适应; 标

引不规范, 在同一数据库的文献信息, 有的用

主题词, 有的用关键词或词意标引, 前后不一

致, 造成文献信息检索误检、漏检, 效率不高。

书目数据库建立中还大量存在着低水平

重复建库, 机读数据时差大、利用率低, 联机

编目建库费用高等问题。这些都困扰着图书

馆数据库的发展。

3　建设我国图书馆数据库的构想

目前, 大量的信息不仅存在于图书馆收

藏的书刊等传统出版物中, 还存在于由政府

机构、新闻单位、出版界、公司、企业、社会团

体等编印的以法规、文件、简报、快报、调查统

计数字、图片、表格、产品广告等形式出现的

文献中, 给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造成了新的

难点: 一是数量大, 图书馆不可能抽出许多专

业人员去标引和录入; 二是难以有序化, 对一

些文献信息根本没有相应的词表和分类法可

用来处理; 三是内容表现形式多样化, 除文字

外, 还有图形和图像等。这就要求我们围绕文

献信息的表达方式、内容和适用范围三个角

度, 采用分布式、多媒体等数据库技术来建设

与读者用户需求相适应的数据库。

在文献信息的表达方式上, 我们必须在

坚持建设好图书馆书目、题录、文摘等二次文

献数据库的同时, 有重点地逐步建立起全文、

数值、事实、图文、多媒体数据库。

在文献信息的内容方面, 我们应在建好

科研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同时, 向经济、管理、

教育、娱乐等领域扩展, 满足不同类型、不同

层次读者用户的不同需求。

在文献信息的适用范围方面, 我们要在

建好综合性数据库的基础上, 根据国家和地

方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实际, 加强对专业

性、专题性数据库的建设, 满足不同用户群在

分析、研究、决策时对文献信息获取的需求。

图书馆数据库是通过文献信息的堆积形成

的, 建库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工作。要提高数据

库的建设速度, 仅靠人工录入是不够的, 还需要

采用自动扫描和OCR (光字符阅读)、自动核

对、自动标引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设备, 从根本

上打开文献信息的入口, 解决数据库录入加工

整理的瓶颈问题; 利用全文检索软件, 提高文献

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利用的能力。采用主流数据

库技术, 解决数据库管理平台的问题, 加大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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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建设; 采用文件管理与数据库管理相

结合的软件产品, 实现图文、多媒体数据库的建

设。当前, 数据库系统的一些新用途逐渐得到开

发, 如数据开采(D atam in ing)、数据仓库 (D ata

W arehou s2ing) 和数据中心库 (D ata repo sito2
ry)等也应引起充分的注意[3 ]。这些都将对图书

馆数据库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4　对策与措施

目前我国的社会信息服务部门群雄并

起, 并以其信息量大、收费低廉、服务周到受

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对此图书馆界应有紧迫

感和危机感。要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

信息资源优势, 把建库、管库、联库作为文献

信息开发和利用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 采取

有力对策和措施, 抢占有利的位置。

(1) 树立信息有价的观念, 提高对建库

的认识。要树立“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十二分

数据”的指导思想, 彻底改变重硬轻软、重建

设轻维护的观念。以技术驱动为充分条件, 市

场驱动为必要条件建立起读者用户需求规范

化和实效性强的数据库, 使图书馆开发的文

献信息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

(2) 争取政府的投入和扶植。有文献认

为由于我国信息资源开发率相当低, 以至于

能提供公开服务的机读信息量比国外要低三

个数量级[4 ]。鉴于国外数据库的发展经验, 我

国各级政府对尚在发展初期的图书馆公益性

数据库应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对于面向商

业和市场的数据库, 政府拨给一定的起动资

金, 或通过一定的政策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

进行扶持, 使之逐步地走上以库养库的道路。

(3) 重视对数据库知识产权的保护, 承

认数据库开发者的智力劳动, 并建立相应的

法律法规, 有利于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

(4) 加强规划引导。希望文化部将此列

入工作的重要方面, 在与全国其他系统、行业

协调的基础上, 制定图书馆数据库发展规划,

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行重点支持和突破,

使图书馆数据库建设避免低起点和重复, 以

便尽快形成产业规模。

(5) 造就高素质的信息工作队伍。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培养人才, 应针对数据库

建设的多层次、多样化工作需求, 通过举办不

同类型的培训班、进修以及兄弟馆之间开展

合作研究等方式, 培养具有战略眼光与规划

能力的信息管理人才和学术带头人, 培养硬

软件专家和运用计算机技术的骨干人才; 二

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

留住人才, 保持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6) 调整好业务工作结构。按自动化工作

的规律和要求, 调整业务工作结构, 成立专门的

数据制作业务部门, 将人员和设备相对集中, 进

行合理的配置, 使之形成规模, 走集约化发展的

道路是每一个数据库数据保持连续性和时效

性, 达到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要求之必然。

(7) 努力培养信息市场。鉴于当前国民

收入水平较低, 信息用户量不足, 层次也还不

高, 要发展信息市场, 一方面有赖于经济的持

续增长,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宣传力度等

方式, 激发用户的信息需求, 吸引他们利用文

献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科研、生产的发

展, 有利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同时还可

成为推动数据库建设的直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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