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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的功能, 检查、

发现书目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差

错, 提高数据质量, 这是许多人许多系统都很

关心的问题。

要想让计算机查出书目数据中的所有问

题与差错是不可能的。如题名或文摘中的某

个文字录错, 即造成语义错误, 目前计算机技

术还难以查出来, 还要靠人去辨别。

近年国内外的实践表明, 计算机的软件确

可帮助人们发现数据中的不少错误, 而且这种

自动校验, 即书目数据质量的自动控制, 在数

据库建设与维护过程中, 尤其是每当登录一批

新的数据——无论是本馆自编或是接受外来

数据, 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防范与把关作用。

计算机软件对书目数据实行自动检验,

是根据机读目录的数据结构、数据标识、数据

特征以及数据出现的一些规律性来进行的。

而这些方面数据的差错往往又是人难以校对

出来的。校验可分六个层次进行。

1　代码 (COD E)校验

当一个数据库系统接收外来源数据时,

首先应进行这一检验。

当前, 计算机的文字平台即字符集编码

体系还处在向 ISO öIEC 10646 国际通用编

码字符集过渡的过程中, 因此现实的字符集

体系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国大陆至少有三套

体系:

(1) ISO 646, 即A SC II+ GB 2312280 体

系。它有 94 个图形字符 (基本拉丁字母与符

号)、32 个控制功能符 (以上为单字节) 和常

用汉字 6763 个、非汉字符号 682 个 (以上为

双字节)。这是多数微机、小型机使用的文字

编码体系。

(2) ISO 646 (A SC II) + GBK 体系。即 94

个图形字符 (基本拉丁字母与符号)、32 个控

制功能符 (以上为单字节)和汉字扩充内码规

范 (为双字节)。后者含有 20952 个中、日、韩

汉字, 28 个汉字构件, 13 个汉字结构符, 139

个图形符号。GB 2312280 中的 6763 个汉字为

其中的子集, 其代码与 GBK 保持一致。这就

是W INDOW 95 中国版的文字平台。目前已

被一些应用系统采用。

(3) ISO öIEC10646 国际通用多八位编

码字符集 (也称ON ICOD E)。即世界上拼音

文字与表意文字 (汉字)以及各种符号统一编

码的文字平台, 也称为大字符集的平台。其中

含有近万个全世界拼音文字和各种符号,

20902 + 6557 (扩充) = 27459 个中、日、韩汉

字。微软等一些著名计算机公司正在开发这

一平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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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能遇到来自台湾的采用

CCC II 或B IG5 文字平台的书目数据。

接受外来书目数据时, 首先应检验与确

认数据所采用的字符集编码体系是什么, 不

然本系统可能识别不了这些数据。

如果源数据采用 CNM A RC 格式, 则应

检查 100 字段第 26～ 29 位和第 30～ 33 位

(从 0 记位) 的字符集标识, 并与实际数据的

COD E 核对, 判断数据所使用的字符集体系。

如果源数据未采用CNM A RC 格式, 则应根

据数据方提供的格式文本核对, 或直接对实

际数据测试, 判断其文字COD E 体系。

2　格式结构校验

当一个数据库系统接受外来数据特别是第

一次接受某一单位的数据的时候应该进行这种

检验, 以防止不符合M A RC 结构的数据进库。

校验的内容有:

(1) 采用的数据格式。即使源数据说明

采用的是CNM A RC 格式, 但由于认识、理解

上的原因也难以保证外来数据不出偏差。至

于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书目数据, 一般

都说是符合 U SM A RC 格式, 但英、加的

M A RC 与美国的格式仍有差别。日本

M A RC 结构则更特殊, 既不是现在 UN I2
M A RC, 也不是U SM A RC。格式搞不清楚,

是无法利用外来数据的。当对方没有提供格

式文本时, 应从识读原始数据中确认其格式

结构。

(2) 检验记录头标区、地址目次区、数据

字段的结构。它包括校验记录头标区的长度

是否为 24 倍, 地址目次区的字段号、字段长

度是否与数据字段区的实际字段的字段号和

长度一致, 并由此核算字段起始字符位置的

记数是否正确。当然, 这项检查并不一定对一

批记录中的每个记录都进行检查, 可以抽样

检查。还应校验字段分隔符和记录分隔符是

否采用了机读格式规定的 ISO 646 中的信息

区分控制符 IS2 (1ö13) IS3 (1ö12)。

3　必有字段检验

一个书目记录必须具备必有字段才可称

为正式记录, 否则只能是非正式记录或不完

整记录。这是应该进行的一项基本检验。

根据 CNM A RC 格式规定, 一个书目记

录必有的字段是:

001　记录标识号

100　通用处理数据

101　作品语种

120　编码数据字段 (测绘资料必备)

123　编码数据字段 (测绘资料必备)

200　题名与责任说明

206　资料特殊细节项 (测绘资料必备)

801　记录来源

其它格式的机读目录也都做了相应的必

有字段规定, 一些数据库系统内部也会增加

必要的管理信息字段, 如馆藏 905 字段。对于

一个系统而言, 经过预编准备正式进库的数

据也应增加这种检验。

4　数据标识检验

所谓数据标识是指机读格式规定的字段

标识 (字段号)、字段指示符和子字段标识。

校验的内容是:

(1) 字段号校验。字段号必须是三位十

进制数字型数据, 否则就是错误的, 应加以提

示。所有的字段号都应是机读格式文本中规

定的记录号, 超出其范围的字段号则是错误

的。

(2) 字段指示符校验。除 001 和 005 两

个字段不设指示符外, 其余字段均设两位指

示符。此外还可以根据格式规定检查具体的

指示符数据: 如 010, 011, 014, 020, 021, 022,

040, 091, 092, 094 各字段, 除 327 字段外的 3

- - 各字段, 100、102～ 121、124～ 192 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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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05、206、208～ 215、230 各字段, 602～

605、607、615～ 692 各字段, 720～ 722、801、

802 和 905 字段, 这些字段的两位指示符全

部为空格, 如若不是则为错误。

再如 101 字段第 1 位指示符只能是 0 或

1 或 2, 第 2 指示符只能是空格, 若实际数据

超出这一范围, 则视为出错。依此类推, 对其

它有具体规定指示符数据的字段, 均可以这

样检查。在一些单位机读编目中, 常有忽略字

段指示符的现象, 进行检查是必要的。

(3) 子字段标识检验。除 001 和 005 两

个字段无子字段标识外, 其余全部字段都有

子字段标识。子字段标识符号为两倍, 第 1 位

按机读格式规定, 只能是 ISO 646 (A SC II) 的

信息区分功能符 IS1 (1ö15) , 而不应是文字图

形符号。第 2 位标识符取值范围为小写字符

a～ z, 或A , 或 1～ 4。超出上述范围的值则为

出错。

在特定字段内,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的

取值均规定了具体范围。

如 200 字段,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的范

围为: a、b、c、d、e、f、g、h、i、z、v、A。超出这个

范围则为错误。

如 210 字段,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的范

围为: a、b、c、d、e、f、g、h。超出这一范围则为

错误。

如 600 字段,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的取

值范围为: a、b、c、d、f、t、x、y、z、2、3。超出这

一范围则视为错误。

如 700 字段,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取值

范围为: a、b、c、d、f、g、p、3、4、A。超出此范围

则为错误。

如 710 字段, 子字段第 2 位标识符取值

范围为: a、b、c、d、e、f、g、h、p、3、4。超出此范

围则为错误。

5　数据特征校验

该项校验主要是利用数据在长度、使用

字符种类等方面有一定限度的特点实施检

查, 辅助人们发现错误。

(1) 非法空格校验。所有数据字段的数

据在子字段标识符 (两位)之后均不允许出现

空格。若出现空格则为错误。出错可能有两

种情况:

第 1 种: 子字段标识符之后全部为空格,

即该子字段没有具体数据, 这种字段属垃圾,

应予清除。

第 2 种: 子字段标识符之后出现了一个

或几个空格, 然后才是具体数据。这也是不正

常数据。

上述两种状况均视为不允许的错误, 应

加以检查与提示改正。北图在过去对 ISD S

数据库检索时就发现此类数据错误, 曾造成

检索软件不能正常运行。

(2) 定长数据检验。在机读目录中, 虽然

相当数量字段的数据是变长的, 即使用文字

的多少 (字节的多少) 是不固定的, 但仍有一

部分字段, 如号码性字段 (子字段) 或编码性

字段是固定长的。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检

验。防止数据加工中可能产生的错误。CN 2
M A RC 规定有固定长字段。

001 字段北图规定为 10 (字节)。

010 字段的＄a ISBN 子字段, 不含连接

符为 10 位, 含连接符为 13 位 (字节)。

011 字段的＄a ISSN 子字段, 不含连接

符为 8 位, 含连接符为 9 位 (字节)。

020 国家书目号字段的＄b 子字段, 中

国为 10 位 (字节)。

040COD EN 字段的＄a 子字段, 数据长

度为 6 位 (字节)。

100 字段的数据长度为 36 位 (字节)。

101 字段中的＄a, ＄b、＄c、＄d、＄e、

＄f、＄g、＄h、＄i、＄j 每个子字段中的数据

均为 3 位 (字节)。

102 字段的＄a 出版或制作国别数据,

CNM A RC 规定为 2 位 (字节)。

105 字段的数据长度为 13 位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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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字段的数据长度为 11 位 (字节)。

115 字段＄a 子字段为 20 位 (字节) , ＄b

子字段为 15 位 (字节)。

116 字段为 18 位 (字节)。

117 字段为 9 位 (字节)。

120 字段为 13 位 (字节)。

121 字段的＄a 字段为 9 位 (字节) , ＄b

的子字段为 8 位 (字节)。

125 字段为 4 位 (字节)。

126 字段的＄a 为 15 位 (字节) , ＄b 为 3

位 (字节)。

127 字段的＄a 为 6 位 (字节)。

128 字段的＄a、＄b、＄c 各子字段中的

数据均为两位字符 (字节)。

130 字段的＄a 为 11 位 (字节)。

191 字段为 7 位 (字节)。

192 字段的＄a、＄b、＄c, 分别为两位字

节。

软件均可以利用该长度限定实施检验,

违犯者即属错误。

(3) 数据类型校验。机读目录格式规定

了一些子字段的数据, 或一些固定长数据中

特定位置的数据仅限于使用小写字母型数

据, 或数字型数据, 或大写字母型数据等, 或

者一些号码型数据是按照规定的算法生成

的, 如果数据加工过程中录入了不符合规定

的错误数据, 则可以通过软件查出。

例如: 100 字段中前 8 位, 只能是 0～ 9

数字型数据, 第 9 位数据只能是 a～ j 小写英

文字母中的 1 位数据, 第 10～ 17 位只能是 0

～ 9 数字型数据或空格, 第 18～ 20 位为 a、b、

c、d、e、k、m、u 范围的小写英文字母型数据,

其它见格式有关规定。

101 字段各子字段中的数据只能是 3 位

小写英文字母。

105 字段第 1～ 8 位只能是小写英文字

母。第 9～ 11 位为 0 或 1 数字。第 12～ 13 位

为小写英文字母。

还有 010 ISBN 和 011 ISSN 中的＄a 子

字段的数据, ISBN 前 9 位 (不含连接符) 和

ISSN 的前 7 位 (不含连接符)数据为 0～ 9 数

字型的数据, ISBN , ISSN 的最末一位数据可

能是 0～ 9, 也可能是X (表示值为 10)。ISBN

与 ISSN 的每位数据构成均有规定 (国际和

国家标准) , 应按其规定检验, 发现有错号应

加以提示, 判断是分配错还是印刷错还是录

入错。

(4) 数据项重复性检验。机读目录格式

规定, 一些字段和子字段不可以重复出现, 或

可以重复出现, 凡规定不可重复出现的, 就可

以通过软件检查, 发现重复即提示为错误。

(5) 出现规律校验。有些数据字段出现

是伴随性的, 即当一个字段或子字段出现, 就

必然有另一个字段或子字段伴随出现。软件

可以利用这类伴随现象检验, 防止漏编某一

数据字段。

如 200 题名与责任说明字段中, 当出现

＄d 并列题名子字段, 则一定要有＄z 并列题

名语种子字段。并且还一定要有 510 并列题

名作为检索点的字段。许多系统还规定必须

有＄a 正题名的汉语拼音子字段＄A 同时出

现。

又如 200 题名与责任说明字段中, 当出

现＄f 子字段, 则一定会出现 7- - 责任者作

为检索点字段。如果没有, 则为漏编。反之,

如果 200 字段中没有＄f 子字段, 也可能有 7

- - 字段, 因编目员可能从题名页以外的其

它信息源发现了责任者而补做在这里。这种

情况是少见的。

当一个编目单位决定对丛书、多卷集采取

分层著录, 而记录中有 225 (丛书) 字段时, 则

书目记录中就应有 411 或 462、463 字段。若

没有, 则属于漏做。软件应提示编目员补做。

6　记录排它性校验

对于一部文献, 在一个数据库中只能有

一个描述该出版物特征的书目记录, 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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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上书目记录, 不然就造成书目记录重

复, 影响检索。因此对于书目数据库必须进行

查重与剔重的维护作业。

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总会有更新的记

录进入库中, 或存在库中的是出版前预编记

录 (在版编目记录) , 当出版物正式出版后, 根

据出版物编制的正式完整记录要登录到库中

来。上述这些记录都必须取代库中原有记录,

以保证库中的数据质量和记录的惟一性。

进行这项检验是根据记录头标中第 5 位

(从 0 记位)记录状态的代码来判定的。当该

状态为 c (经修改的记录)、d (被删除的记

录)、p (出版前记录, 现已为完整的正式记录)

时, 要将这些状态的书目记录取代库中原有

状态为“n”的记录。当然, 在检验记录状态代

码的同时, 还必须核对记录中的题名或 ISBN

或责任者等项, 看两个记录是否为同一出版

物的书目记录, 相同时才可替代, 以便保证准

确地替代记录。当一个书目数据库经常接受

外来数据时, 这项检验与替代作业是必不可

少的。

利用软件对书目数据校验, 可以采取批

处理方式, 也可以采取实时处理方式进行。接

受外来数据或接收本系统成批的在编记录经

过审校正式进库时, 均应采取批处理方式对

数据进行校验。凡校验中发现数据有误或有

疑问, 均应加以提示, 供人工核对与修改。对

于正确的记录也应统计出数量提供数据库管

理者备案。所谓实时处理, 即在编目过程中编

目员每送一个字段 (或子字段) 或一个记录,

软件就对其检查, 检查结果当时就提示给编

目员, 以便及时修改。采取哪种方式, 由系统

设计者根据系统用户的实际需求决定。但无

论哪种方式, 软件检验都应对数据中的问题

与差错有简洁、明了而又具体的提示, 这样才

便于编目人员判断、改正。一个成熟的图书馆

编目软件系统都应具备这种数据自动校验的

功能, 由于经验不足可能短时间校验功能还

不周全, 但应根据实践的不断总结、积累逐步

完善起来。这样才可减轻编目人员繁琐的校

对劳动, 提高数据的质量, 受到用户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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