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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 ARC 社区信息格式
——图书馆自动化信息服务的新发展

ABSTRACT　Comm un ity info rm at ion is a k ind of non2docum en t in2
fo rm at ion fo r m em bers in a comm un ity. U SM A R C F orm a t f or Com m un ity

Inf orm a tion w as pub lished in U S in Feb ruary 1993. In th is paper, the com 2
p ila t ion p rocess, characterist ics, app lica t ion s and p rob lem s of th is fo rm at

are described. 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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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信息 (com un ity info rm at ion) , 作为

一个新出现的图书馆学专业术语, 指满足某

一社区内各类成员需求的非文献信息 (non2
b ib liograph ic info rm at ion)。它与传统图书馆

提供的文献信息不同, 是有关机构、团体、服

务、规划、工程、事件等等的信息。与文献信息

相比, 这些信息的最大特点是: 它们是动态

的、不断发展着的, 因而具有更强的新颖性和

及时性。开发社区信息, 是美国图书馆优秀服

务传统的延伸与发展。美国图书馆不满足于

在自动化系统中仅仅收入有关文献的信息,

文献以外的活信息也成为他们收集的重点。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正是美国图书馆发

扬注重社区服务、注重参考工作的优秀传统

的自然结果。

1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制订经过

大约在 1985 年时, 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

社区信息专业组技术委员会发现, 一些图书

馆已经自发地以机读形式把社区信息输入到

本馆的自动化系统中。该委员会经过摸底, 集

成一份名单, 共收录 15 个州的 27 所提供自

动化社区信息服务的图书馆。1988 年, 该委

员会与这些图书馆联系, 请他们把本馆自动

化社区信息记录中包含的数据元素开列一份

清单。从提交的清单来看, 各馆采用的数据元

素有许多相同之处。根据这些清单, 委员会拟

定了一个“社区信息标准化数据元素表”。这

些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元素虽然很接近, 但采

用的格式有较大差别: 有的试图将社区信息

填入原有的U SM A RC 文献格式中; 有的在

文献格式基础上改良出了自用的社区信息格

式; 有的则采用了非M A RC 格式。

1989 年, 技术委员会与美国国会图书馆

网络开发和M A RC 标准办公室 (N et D evö

M SO ) 联系, 并送上一份《社区信息标准化数

据元素表》, 希望该办公室拟定一个能够容纳

这些数据元素的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

技术委员会要求, 社区信息和原有的文献信

息要能够共存于同一个数据库中, 以便把同

一主题的文献信息和非文献信息集中在一

起, 方便读者检索。例如, 当一个读者寻找有

关如何对待吸毒少年的信息时, 在这样的数

据库中, 他应该不仅能够找到有关该论题的

文献, 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与该问题相关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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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服务的情况。

1990 年初, N et D evöM SO 在U SM A RC

图书格式基础上, 增删了一些字段和子字段,

拟定了一个文件, 提交 1990 年 6 月ALA 年

度会议评审。评审者对这个文件不甚满意。他

们认为, 社区信息与文献信息差别较大, 例

如, 文献格式中的 008 字段, 以及其它一些必

选字段 (300 字段、245 字段)不适用或基本不

适用社区信息, 而社区信息则需要大量使用

附注字段。因而, 将社区信息数据元素装入文

献格式中, 显得比较牵强。

为此, 1990 年 12 月初, 又召开了一个扩

大范围的评审会议, 参加者包括社区信息的

提供者、M A RC 专家、图书馆系统供应商、高

校及公共图书馆员。会议一开始, 首先宣布,

美国国家标准 Z39. 2《美国国家文献信息交

换标准》正在修订。修订的意向之一是, 将标

准名称中的“文献的”(b ib liograph ic) 一词删

除, 改为《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标准》。头标区

07 字符位置也不再定义为“文献级别”(b ib2
liograph iclevel)。U SM A RC 格式是以 Z39. 2

为基础的。Z39. 2 的修订意味着不仅可以有

面向文献的U SM A RC, 还可以有面向非文

献实体的U SM A RC, 没有必要把社区信息

硬塞进文献格式中去。于是会议决定, 社区信

息格式将作为独立于文献格式之外的一个特

殊格式来制订。

会后,N et D evöM SO 根据会议精神草拟

了一个新文件。经过几次评审之后, 该文件以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U SM A RC Fo r2
m at fo r Comm un ity Info rm at ion) 为题, 终于

在 1992 年获批准[1 ]。 1993 年 2 月,《U S2
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作为《U SM A RC 简明

格式》(U SM A RC Concise Fo rm ats) 的四个

格式之一正式出版。

2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特点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与其它三个

U SM A RC 格式的结构一样, 由头标、目次和

可变字段三部分组成。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头标区删除

了个别字符的定义和代码值。如, 17～ 19 字

符位改为了“未定义”, 05 字符位删除了“a”

和“p”两个代码值。其头标区的主要特点是,

在 06 字符位置 (记录类型) 设代码值“q”, 表

示“社区信息”, 把 07 字符定义为“数据种

类”, 分别用 5 种代码标识 5 类社区信息:

n, 标识个人信息。表示该记录提供有关

某个具有特定专长的个人 (如故事员、市领导

等)的信息;

o , 标识组织信息。表示该记录提供有关

组织或团体 (如公司、俱乐部)等的信息;

p , 标识规划或服务信息。表示该记录提

供有关一个活动 (如驾驶员培训、血库等) 的

信息。这种活动贯彻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目

标;

q, 标识事件信息。表示该记录提供有关

预期发生事件 (如演讲、定期会议等)的信息;

z, 标识其它信息。表示该记录提供有关

上述代码不能反映的实体 (如位于大学校园

的天文馆这类设施)的信息。

在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可变控制

字段 (OXX 字段) 中, 增加了一个 004“编码

日期定长字段”, 占 32 个字符位置, 分别记录

4 类日期: 活日期 (需要复审的日期)、删除日

期 (系统中被删除信息的日期)、事件或规划

开始的日期、事件或规划结束的日期。每一类

日期占 8 个字符, 4 位记年, 两位记月, 两位

记日。不适用的日期类型用代码填充, 4 类代

码均不适用, 则省略 004 字段。007 字段仍名

为“物理描述固定字段”, 改为 10 个字符位

置, 专门记录为残疾人提供的设施, 如是否有

专用电梯、休息室, 是否使用手语等。008 字

段 (定长数据元素字段)设 15 个字符位置, 提

供记录的整体信息或特殊社区信息。如记录

的入档日期、是否录用或提供志愿者, 是否照

管儿童, 是否提供会议室或其它设施, 以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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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用的语言等。

可变数据字段 010～ 9XX 分为 10 个块。

它们是:

0XX 控制信息、号码和代码　　5XX 附注

1XX 基本名称　　6XX 主题检索字段

2XX 题名、地址　　7XX 主题以外的附加款目

3XX 物理信息等　　8XX 替代图形

4XX 系列信息　　9XX 为当地实施保留

其中, 0XX、5XX、6XX、9XX 的英文名称与文

献信息格式完全相同。社区信息格式共有 68

个可变数据字段, 字段设置尽可能与文献格

式相对应。如 052 地理分类代码字段、511 参

加者或执行者附注字段和 546 语言附注字段

都直接移植了文献信息格式的相应字段。

1XX～ 7XX 主要字段设置如下: 1XX 设 3 个

字段: 100“基本名称——个人”、110“基本名

称——机关团体”和 111“基本名称——会

议”, 分别记录 3 类实体的基本名称。

2XX 设 3 个题名字段和 3 个地址字段。

题名字段有: 245“题名”、246“题名变异形式”

和 247“前题名”字段。与文献格式不同的是,

245 字段不再是必选字段。因为大部分实体

的名称都记录在 1XX 块中, 245 只记已经结

束的事件的名称。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 其

题名也应记录在 1XX 块中。地址字段是社区

信息特有的字段。其中, 270 基本地址字段和

271 其它地址字段与 1XX 字段一起使用, 当

一个实体有不止一个地址时, 例如某机构有

一个所在地址和一个通讯地址, 就要同时使

用 270 和 271 字段。而 275 字段是与 245 字

段一起使用的。

3XX 记实体的营业时间 (301)、从属实

体 (303)、现有会议室和设施 (311)、现有设备

(312)。

4XX 只有一个 440“系列题名”字段, 记

录事件所属系列的题名。

5XX 设 21 个附注字段。500 是“一般附

注字段”, 501～ 587 是各种专门附注字段。这

些专门附注字段可能带有显示常用词 (d is2

p lay con stan t)。其中, 520 和 531 是使用率较

高的两个字段。520“描述附注”字段描述实体

的目标或服务; 531“符合条件者、费用、手续

附注”字段记载实体的特有信息, 如使用、出

席人数、会员费、加入条件等。

6XX 记录主题检索点。与文献格式不同

的字段有 630“主题附加款目——出版物题

名”字段, 记主标目为一个出版物题名的主题

词; 653“索引词——非受控的”字段, 记与标

准题词ö叙词不一致的索引词; 654“主题附加

款目——分面论题术语”字段, 记录根据分面

词表拟定的主题词。

7XX 记录其它检索点。除设有与文献格

式相应的 700、710、711 字段外, 还设有 730

“附加款目——出版物题名”字段, 记录出版

物题名做入口词的附加款目标目; 740“附加

款目——具体规划题名”字段, 记录实体所设

具体规划的题名。

3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应用

这里介绍美国一些大学、公共图书馆和

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对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

式的应用情况。

(1) 高校图书馆。缅因大学是一所州立

大学, 有七个校区。主校区位有一个自动化图

书馆系统, 称作U R SU S。它与其它各校区图

书馆、缅因州图书馆、Bango r 公共图书馆, 以

及校外的 83 个缅因州社区学院图书馆相连,

并与因特网连通。缅因大学的七个校区都分

别开展了收费、免费或义务的公众服务

(pub licservice) , 利用大学和社区信息资源,

向缅因州公民提供不计学分的课程、服务和

活动。最初, 大学对此未作整体规划。1990

年, 缅因大学试验在U R SU S 系统上建立一

个全校的联机公共资源数据库, 使之成为既

可以检索图书馆联机目录, 又可以作为公共

服务网络中心的信息系统。这个联机公共资

源数据库由个人、规划和服务、设施及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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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组成。记录格式采用当时还未正式出版

的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数据库记录分

为三类: 教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个人记录、规划

和服务的记录、设施记录。他们采用发放调查

表的方法收集数据。一张调查表发给教员和

行政管理人员。填写本着自愿的原则, 凡愿意

将个人信息输入数据库的个人, 在调查表中

可填写自己的专长、咨询经验和希望为之服

务的客户类型。另一张调查表调查了大学现

有的各种中心、研究所的信息[2 ]。印第安那大

学也是一所州立大学。与其它大学一样, 学校

常常爆发种族事件。在 90 年末的一次学校少

数民族事务会议上, 副校长助理Co ldw ell-

Co lbert 博士提出, 学校应当有一个集中提供

多样化信息的中心。所谓多样化信息, 这里指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能力的人 (包

括残疾人)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在座的图书馆

代表 Pat En so r 曾参加过学校有色人种老师

的招聘工作, 对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的必要性

深有体会。会后, 他组织人力在印第安那大学

图书馆LU IS II 系统上开发了一个“多样化

信息联机 (D ION )”数据库, 集中、及时地提

供大学所属各学院、学校和行政部门各项有

关活动的进展情况。数据库收录有关个人、事

件、课程、奖学金、教学计划、展览等实体的记

录。记录采用未正式出版的U SM A RC 社区

信息格式。该数据库 1992 年秋向公众开放,

用户可以通过拨号方式, 从印第安那自动化

网络进入州立大学图书馆, 也可以通过因特

网访问这个数据库[3 ]。

(2) 公共图书馆。美国公共图书馆在提

供社区信息方面一直走在前列。至 1989 年,

马里兰东海岸的 8 个农村县公共图书馆都已

经编制了社区信息的卡片文档, 其中一个馆

还建立了社区信息数据库。但各馆所用的记

录格式不同。且大多数馆都没有及时更新这

些文档的信息。 1992 年, 他们启动 Sho re2
b irds 工程, 开始建立一个 8 馆联合的 I&R

( Info rm at ion & R eferra l) 数据库, 收录了东

海岸地区俱乐部、组织和规划的 3000 个记

录。他们参照未完全脱稿的U SM A RC 社区

信息格式, 统一了 8 个馆的记录格式。并计划

在 1993 年建立马里兰州州级 I&R 数据库,

届时正式采用新推出的U SM A RC 社区信息

格式[4 ]。此外, 在U SM A RC 格式出台之后的

1994 年 1 月, Q ueen s B rough 公共图书馆的

专门服务部 (该馆的对外服务机构)和编目部

也曾合作开发了一个联机社区信息数据库,

称做“info linq 社区服务”[5 ]。

(3) 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在国会图书馆

动手设计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前几

年, 一些自动化图书馆系统的供应商就已经

应图书馆的请求, 尝试在联机数据库中以机

读形式表示社区信息。由于没有标准格式作

指导, 各家对数据元素的取舍、格式的设计都

不相同。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草案下发

之后,ALA 曾对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做过一次

调查, 了解他们提供社区信息的现状和对新

标准的反映。共发放调查表 17 份, 收回 16

份。调查结果表明, 在 16 家供应商销售的系

统中, 仅一家不含社区信息功能。在余下的

15 家中, 4 家已采用新标准, 9 家用类似

M A RC 的格式, 2 家用非M A RC 格式。在接

受调查时, 15 家系统商已经知道发布了新标

准。在 16 家系统供应商中, 15 家认为需要统

一的标准格式, 并表示愿意采用新格式[6 ]。

4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的问题

以往每一种文献格式的设计, 都是编目

规则问世在先, 机读格式推出在后。机读格式

主要说明记录的结构、字段、子字段的内容和

标识符。数据元素的界定、取舍、标目的选取、

标目形式的确定, 则由编目规则负责。唯有美

国社区信息格式是在未制订编目规则的情况

下颁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社区信息专

业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

说, 各机构在自行建立社区信息数据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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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也就是说, 当时的形势已

经不容许等待编目规则制订之后再设计社区

信息格式。正因为如此, 尽管这个格式对社区

信息数据库的设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在应用这一格式创建记录的过程中, 也遇

到了一些问题。

4. 1　信息来源

个人、组织机构、活动、服务和规划不像

文献那样, 有统一的题名页或类似题名页的

信息源。其信息源的确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

问题。机读格式是不负责说明信息源的。编

目机构不得不自行规定信息源。有的机构规

定, 个人记录以其本人介绍为依据, 机构、服

务和规划等以这些实体本身发表的宣传材料

为依据。文献若以作者和出版者的评介为编

目依据, 可能会丧失客观性, 而非文献实体这

样选取信息源, 似乎有一定可行性。因为实体

能够提供什么信息, 能够为哪些客户服务, 确

实要他们自己来说明。但是, 实体本身介绍中

的促销言词是否也可能误导系统的检索者?

对于夸张的信息, 编目员应如何剔除?这些也

是社区信息编目需要解决的问题。

4. 2　编目对象

非文献实体种类之繁多更甚于文献, 如

何选择非文献记录的编目对象, 向我们提出

了一些新问题。如一个大团体下设若干小团

体, 是以大团体为编目对象, 还是以小团体为

编目对象?一个机构开展了多项服务, 设立了

多项规划, 那么, 应该以机构为编制记录的对

象, 还是以服务或规划为对象, 亦或它们各自

都作为编目对象?个人大多属于一个组织, 个

人又是服务与规划的提供者, 个人与组织、服

务、规划的记录如何取舍, 如何联系? 这些问

题与多层次文献和多载体文献的著录有相似

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4. 3　数据界定

美国社区信息格式引进了一些新的术

语, 但并没有做严格界定。如社区信息格式规

定, 规划的题名记录在 110 字段, 事件的题名

记录在 245 字段。但是, 规划与事件如何区

分? 据说, 国会图书馆后来做过一项补充说

明: 已知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为事件, 正在

进行中的事件为规划或活动。但是, 由于社区

信息格式毕竟不是编目规则, 其中涉及的许

多其它术语还有待在编目实践中, 逐渐划定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个问题不解决, 即使有

了统一的格式, 仍然会出现同一实体的记录

不一致的情况。

4. 4　数据取舍

在众多的有关编目对象的信息中, 选择

哪些, 摒弃哪些, 历来是由编目规则定夺的。

机读格式只提供了一个信息记录的格式。而

且, 美国社区信息格式是面向个人、组织、规

划和服务、事件及其它 5 种信息制订的。至于

每一种信息选用哪些字段, 则有待编目规则

做出详细规定。

4. 5　标目形式

如团体类实体的标目是用多级标目, 以

其上级机构的名称为入口词, 还是以具体团

体的名称为标目? 现在有些编目机构是参照

AA CR 2 团体标目的选取办法来执行的。但

是, 社区信息格式囊括许多最基层的实体, 数

量更多, 情况更复杂, 应当有一个专门的规则

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4. 6　系统维护

社区信息记录的最大特点是, 除已经结

束的事件外, 绝大多数实体是动态的、不断变

化的。例如, 组织机构宗旨、从事领域和名称

的改变; 个人兴趣的转移和专长的扩展; 教学

计划、服务和活动的发展等, 都使相应记录随

时可能失去真实性。因此系统必须建立一种

维护机制, 保证记录的永久有效性。

5　建议

绝大多数非文献实体的信息比文献信息

更及时、更新颖, 因而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

图书馆作为信息单位之一, 占据这一领域,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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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在信息社会举足轻重的

作用。目前我国共享编目刚刚起步, 各馆忙于

分散建立自己的文献数据库, 编目部门还没

有从文献编目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自然无暇

顾及非文献信息的编目问题。共享编目的发

展将证明当前一些图书馆所做的低水平建库

工作是得不偿失, 甚或是完全无效的。要推动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图书馆

界前进的步伐, 图书馆就应放弃小我的利益,

携起手来, 努力推进共享编目工作。一旦共享

编目在我国具有了一定规模, 各馆的原始编

目量大大降低, 编目部门就可以腾出手来, 不

失时机地向社区信息领域迈进。为了在这一

天到来之时, 我们能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从容

地跨入这一领域, 我建议:

(1) 关注国际、国外社区信息格式的发

展。编目理论界、机读目录设计者应仔细研究

U SM A RC 社区信息格式, 切实搞清楚其字

段、子字段、数据元素的含义和设置的意义,

并注意国际编目界在有关方面的进展动向。

(2) 广泛征集非文献实体的数据元素。

标准化文献情报技术委员会从现在起, 就应

开始调查有哪些机构, 特别是信息业有关机

构已经建立了非文献数据库, 并请他们提供

数据库中包含的数据元素。在此基础上汇总、

拟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信息基本数据元

素表。

(3) 及早着手制订非文献实体的编目规

则。我们应接受美国的教训, 对非文献实体的

信息源、格式、标识符号、数据定义、数据取

舍、标目选择、标目形式、参照尽早进行调查

研究, 争取在社区信息M A RC 格式出台之

前, 制订出比较完整、实用的编目规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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