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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近 3 年来, 我一

直在从事“中国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的建

设。采用CD SöIS IS 软件作为建库与检索的

工具, 通过数据套录、格式转换装库和原始建

库录入书目数据, 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检索

系统。目前该库已有 6 万条记录, 借助于软件

的功能, 可以提供 120 万个检索点。并具有数

据的分析、重组、排序的能力。通过这次建库

的实践体会, 愿就中国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

库的设计与实现问题, 谈谈本人的一些思考,

并就正于同行同志。

1　建立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是
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建设

我国图书馆及其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

史, 但作为一门科学来从事系统探讨, 却是本

世纪初以来的事。20 年代成立了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 (当时称图书科) , 出现了专门的

图书馆学刊物, 沈祖荣、刘国钧等先生一批我

国图书馆学的先驱开始发表论著。50 年代后

又出现了情报学研究论著。一个世纪以来, 文

献量逐渐增加, 30 年代和 90 年代是两个文

献发表的高峰。据有关的书目索引的统计,

1949～ 1980 年的 31 年间, 中国图书情报学

(包括档案学) 的文献达 11000 多条, 1981～

1985 年的 5 年间文献量为 16000 多条, 1989

年的文献量为 4196 条, 1990 年为 3584 条,

1991 年为 4336 条, 1992 年为 5070 条, 1993

年为 6175 条, 1994 年为 8055 条, 1995 年为

9966 条, 1996 年为 8122 条 (不完全统计)。这

种迅速增长的文献量表明了图书情报学研究

的繁荣。在文献类型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作

为图书 (专著、论文集、教材等) 出版的已达

2000 多种。专业刊物达数十种之多。发表图

书情报学文章的大专院校学报达 100 多种,

图书情报工作的标准文件也公布出版。此外,

从 80 年代起出现了硕士学位论文, 90 年代

起出现了博士学位论文。到目前为止, 学位论

文累计达数百篇。从 90 年代起出现了专门的

研究与发展报告。有关图书馆自动化和计算

机检索的专利文献也开始产生。图书情报学

计算机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也在逐步发展。

然而, 对于量多、类型复杂的图书情报学文

献, 却没有建立统一的经常性的书目控制, 缺

乏相应的专科书目数据库。

因此, 建立和维护一个收录文献类型齐

全、时间跨度较长, 信息含量充分、具有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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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和计量功能的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是

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这种数据库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研究文献进行

目录学的总结, 而且可作为文献检索的工具,

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工具, 作为刊物编辑部

审稿查重的辅助工具, 作为进一步生产专题

书目、个人著述书目、各种期刊累积索引等多

种书目产品的信息源。

作为文献检索工具的作用: 图书情报学

的科学研究也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 在选题

和写作时需要占有系统的资料, 以便在吸取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一步的探索, 这是

不言而喻的。然而当前缺乏一个收录文献齐

全、收录时间跨度较长、包含文献类型多样的

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 研究者在查阅资料

时不得不去查寻单文献类型的检索工具 (如

报刊资料索引或重庆与上海的光盘系统) , 甚

至直接查阅近年来的书刊资料。这表现在许

多文章的引文追溯年代仅为数年, 一些重要

有关文献被漏引。其结果, 往往导致无视前人

已有成果的倾向, 甚至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

有的引文仅限期刊论文, 忽略了其他类型的

有关文献; 有的仅限于核心期刊的文献, 即使

是学报之类的重要文献也被排除在学术交流

的主渠道之外。这些现象的产生, 除作者的研

究态度之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献的可获

得性限制了作者的视野, 而文献可获得性的

高低, 又主要取决于检索工具。因此, 建立一

个理想的图书情报学专科书目数据库是推动

学术研究的必需。

作为文献计量工具的作用: 文献计量学

的理论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情报学中各种专题和时间范围的文献计

量分析研究不断涌现。例如核心期刊、核心作

者、作者群落等等的统计分析文章, 就发表过

数十篇之多。但是由于缺乏一个专科书目数

据库, 致使这种计量分析不得不依靠手工统

计的方式来进行。限于人力, 只统计数种期

刊、只统计数年的文献量, 以此得出的分析结

论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人虽然利用计

算机化的数据库 (如《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数据库》)来作计量分析, 手段较为先进, 但是

由于库中文献类型单一, 且文献量少, 所得出

的结论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文献计量分析

的可信度主要取决于统计对象的完备性和典

型性, 因此, 图书情报学专科书目数据库将是

提高这种计量分析准确性的重要工具。同时,

检索系统软件中的许多功能可用于计量分

析。例如: 建立子库法、分别统计第一作者和

非第一作者法、各种排序法、关键词聚类法、

某一作者或论题文献分布统计法等等, 都可

作为计量手段而加以应用。因此专科书目数

据库既提供计量分析的信息源, 又提供了自

动化的计量分析手段。

作为期刊编辑部审稿查重辅助工具的作

用: 在图书情报学刊物上, 一稿多投、一稿多

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同一文章在两种甚

至三种刊物上同时发表, 或时隔半年至一年

相继发表。发表时, 有的题名完全相同, 有的

稍改一二字。这给刊物和作者的声誉都带来

不良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前没有一种有效的查重

手段进行把关。编辑人员虽时常浏览其他刊

物, 但仅凭记忆来避免重登是不可靠的。此

外, 文章抄袭现象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要提高

刊物的编辑质量, 就需要图书情报学专科书

目数据库。如果该库更新及时, 编辑部可以有

效地制止已发表的文章再次发表。即使当时

没有发现, 也可事后在库中进行检索, 将重复

发表的文章题名及作者进行曝光, 从而也可

以避免今后的一稿多投现象。在数据库中, 借

助检索软件功能, 发现重复刊登的文章是很

容易做到的。至于审查内容抄袭的文章, 借助

数据库也是可能的。在审查稿件时, 可从库中

检索同类文章, 通过浏览进行比较。

作为编制专题书目、个人著述书目等书

目产品的信息源的作用: 一个较完备的专科

书目数据库, 可以对其进行二次开发, 编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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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书目、个人著述书目等多种书目产品。这种

二次开发主要是依靠检索编辑软件的功能来

实现的。其步骤具体来说是: 拟定合适的检索

式 (例如某一专题的有关分类号关键词等或

某一作者的姓名、笔名等) 进行检索, 对命中

文献进行套录 (下载) , 指定排序方法 (如按作

者姓名排, 按题名排, 按出处名称排, 按发表

年代排或以上数种排序的分层实现等) , 实施

计算机排序, 人工审查修改。这种二次开发的

效率很高, 所开发的书目信息产品的成本很

低。写作文献述评的作者, 也可用此方法进行

专题文献的普查与排序, 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总之, 这种图书情报学专科书目数据库

相 当于 L ISA 数据库。我们需要中国的

L ISA。

2　建立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已
具备的初步条件

现在建立图书情报学专科书目数据库,

有不少可资应用的已有条件。

我国图书情报界已编辑出版了一批图书

情报学论著目录、资料索引。例如华东师大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

1980, 1981～ 1985) 上下两册; 武汉大学图书

情报学院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

行学论文索引 (1949～ 1985)》; 北京大学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题录》(1989～ 1992 年

分年排印)等等。这些书目索引网罗资料相当

完备。例如华东师大的论著目录收录文献

27000 余件, 武汉大学的论文索引收录文献

20500 余件, 北京大学的题录共收文献 19886

件。但以上 3 种由于是印刷型的检索工具 (北

京大学的数据录入在 dBA SE 库中, 输出打

印而成, 未形成数据库检索系统) , 所提供的

检索途径仅为粗略分类和著者两种 (华中师

大的目录尚缺著者索引) , 不能多维地提供题

名、关键词、分类号、出处与出版年月及其组

配的检索。而且出版之后, 未作增补更新或累

积, 因而缺乏数据库的多维检索、动态更新、

库中记录的统计排序重组等功能。

90 年代以来, 我国对图书情报学专科书

目数据库也做过努力。例如中国国防科技信

息中心于 1993 年编辑了《情报学核心期刊数

据库》, 山西省图书馆编辑并于 1997 年发行

了《图书馆学论文文摘数据库》。但收录面偏

窄 (如前者仅限于 10 种核心期刊的文献) , 收

录数量较少 (前者为 10000 多篇, 后者为

20000 多篇)。当前有一些综合性的书目数据

库 (光盘) 包含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文

献, 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编辑发

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和上海图书

馆文达光盘《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等。

作为图书情报学书目资源的检索来说, 这两

种光盘是很有价值的, 它们所收录的期刊品

种多, 仅图书情报学的专业刊物就收录 50 多

种, 此外还收录了大量非专业期刊上的文章,

尤其是高校学报。这较之华东师大、武大、北

大的题录索引是一个突出优点。重庆分所的

光盘数据库在著录事项方面, 有的文献还包

括有摘要。但是作为图书情报学专科书目索

引来说, 它们仍然不够理想。首先, 它们仅收

录期刊文献, 文献类型不全面。其次, 作为综

合性数据库, 它们对文献的标引不完全适用

于专科目录索引的标引要求。例如, 不少记录

中标引有“图书馆”、“情报工作”之类的关键

词。作为综合性数据库做这种标引是合适的,

而作为专科书目数据库来说却专指度太低。

第三, 收录材料的时间跨度较短, 重庆分所的

光盘仅以 1989 年为上限, 上海文达光盘则从

1993 年开始, 因而对追溯检索存在局限。第

四, 检索项较少, 仅提供分类、主题 (关键词)、

著者、人名 (被论及的人名, 仅上海文达光盘

有此项著录)、文献出处及发表年代等检索入

口。而且对于 3 个或 3 个以上的著者, 仅著录

前两名, 因而著者信息不充分, 导致某些作者

被埋没。第五, 著作方式往往不著录, 致使原

著和译文不易区分。重庆分所的数据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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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科性质文献往往不收, 例如书史、藏书史

等方面文献不予收录, 但又未作申明, 这可能

导致检索的失落。上海文达光盘数据库则对

一些刊名有明显科技性质的期刊 (如核科技

情报工作、农业图书情报工作、医学图书情报

工作方面的刊物)不予收录。这种收录政策是

前者以“科技期刊”为库名, 后者以“社科”为

库名所决定的。但对于图书情报学文献的根

本属性来说, 没有必要进行如此严格区分。但

是, 这两种光盘数据库可以作为建立图书情

报学专科书目数据库的信息源。当然, 如要进

行套录 (下载) , 版权问题需要事先解决。同时

要编制相应的数据格式转换等软件, 并需改

正其录入的文字错误和不适当的标引, 进行

增补标引, 改正重庆分所光盘中不完整的年

代表示法。这种套录建库是一种方便、迅速的

建库方法。

3　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文献收
录政策

(1) 在文献收录的学科范围方面, 宜以

面向文献情报的学科群为范围, 即采取“大学

科”的方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

学、目录学应作为核心部分收录, 编辑出版发

行学也应予以收录, 与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

方面应用有关的边缘性文献, 例如汉字编码、

信息载体、编程技术、计算机网络等文献也需

要酌情收录。这种广泛的学科范围, 正是图书

情报学几十年来进展的反映。然而, 这种“大

学科”的方案对数据库的命名却产生困难, 以

“图书情报学”命名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在学

科集成化问题未取得共同认识之前, 我们不

得已用“图书情报学”这一名称。

(2) 在收录出版物的地域范围方面, 可

以兼收大陆、台、港、澳地区的专业书刊和其

他类型的资料。过去上述地区间的交流不够,

但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内, 上述各地区的

文献有彼此借鉴的意义, 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目前香港已回归, 澳门也即将回归,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顺应这种形

势, 通过这种“大地域”的专科书目数据库的

建设, 正是促进学术交流的一个举措。

(3) 在收录文献的类型方面, 应对期刊论

文、图书、研究报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报纸

上的有关文章、专利文献、标准文献、电子出版

物以及软件产品等都予以收录。这种“多类

型”的收录政策, 改变了过去图书情报学书目

索引仅以书刊为限的狭窄性, 可为用户开拓更

多的信息资源, 也有利于对文献作者的成果进

行更全面的评价, 使文献计量分析的结论更趋

合理。此外, 由于各类型文献是可以转化的, 例

如会议文献可以转化为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可

以选入论文集, 因此多种文献类型的兼收政

策, 也有利于读者获得多种原始文献的渠道,

当某一类型的原始文献不易获得时, 可用等价

的其他类型文献作为代替。

(4) 文献收录的时间范围应以 20 世纪

以来发表、出版的文献为界。本文前面说过,

虽然我国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

书学有悠久的历史, 并代有著述。然而, 图书

馆学的系统研究文献出版在 20 世纪初期, 情

报学文献的出现更是 50 年代以后的事, 因此

以 20 世纪为界是较为适宜的。当然 20 世纪

编辑出版重印的历代著作, 也符合收录范围。

从本世纪初开始收录材料, 更能完整地反映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历史全程。这就是“长时间

跨度”的收录政策。

(5) 在具体文献的选择收录标准方面,

宜采取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著者劳动的

态度。这个书目数据库应从整体上展示我国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进展。一般来

说, 收录文献应力求齐全, 使每篇文献在库中

有其存在的地位, 使每个作者的劳动得到尊

重。即使是一些从现在来看是“时过境迁”失

去现实意义的文献, 也应予以收录, 因为它们

在当时起过作用, 成为图书情报学发展史上

的特定阶梯, 并且对现在和今后也具有学术

—21—

第 24 卷第 116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7 月
V o l. 24. NO. 116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ul. , 1998



发展史研究的价值。这种建库政策正是体现

书目具有文化史意义的所在。不要以观点的

分歧和作者的知名度高低作为选择的标准。

当然, 对于某些内容实在浅薄的文献可以不

收, 但这也要慎重。因为书目的编制既能揭

示、宣扬文献, 也能埋没、扼杀文献。目录学史

上的“兼收并蓄、抱残守缺”的传统不无道理。

(6) 对会议录、论文集、纪念集中的文章

和百科全书中条目, 宜作分析著录, 以提高文

献揭示的深度。

(7) 对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英文文献也应

予以收录, 但需注明中文题名及中文作者姓

名。

4　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的著录
与标引

除了遵循有关编目标引的准则外, 拟提

出下列几种看法。

(1) 在文献款目中增设“著者所在单位”

项 (字段)。在一般的书目中缺乏这一著录项。

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项目。著录此项的

好处是: 首先可以提供文献作者研究写作的

环境, 有助于判别文献内容的可靠性和先进

性, 当然这也不能绝对化。其次, 可以根据这

一著录项普查各单位的作者群状况、科研成

果全貌, 并借以判断其整体实力和研究特色。

第三, 鉴于当前作者中同名同姓者增多的现

象, 著录作者单位, 有助于进行区分。当然, 目

前作者调动工作单位的现象增多, 甚至单位

本身改名的现象也增多, 加之 90 年代以前的

刊物上少有标明著者单位, 也给著录增加难

度。尽管如此, 仍有必要增设此项。近年来重

庆分所的光盘数据库已增加此项, 这是一个

很好的改进。

(2) 标引是揭示文献内容的关键, 标引

项是构成数据库的检索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也需认真研究。

首先是分类 法的研究。分类以《中图法》

为准, 这不仅因为它是国内主导性的分类法,

而且目前重庆和上海的光盘数据库也都采用

此分类法, 经过套录 (下载)的记录, 分类号可

直接使用。当然, 作为综合性分类法中的图书

情报学部分的类目设置, 对于图书情报学专

科书目数据库来说会显得过于粗泛。但在计

算机化的数据库中, 可用标引关键词、题名中

的关键词作为组配检索, 以实现更大的检索

专指度。因此类目粗泛是可以接受的。如另

编专科类法, 则工程太大。

其次, 借助于检索软件, 可以将题名作单

汉字标引的处理, 这将大大提高标引深度, 并

改善标引关键词 (或主题词)的固定先组配的

缺陷。例如题名为“联机数据库的套录问题”

的文献, 在单汉字检索中, 可从“数据库”、“联

机数据库”、“数据库套录”、“套录”、“联机套

录”等入口均能检索出这一文献来。这就大大

提高了检索词表达的自由性, 适应不同读者

的用词习惯。由于是计算机自动进行这种单

汉字标引和组配检索的, 因此并不增加标引

的劳动。将这种题名单汉字检索和标引关键

词检索结合使用, 是提高查全性能的理想办

法。这也是检索语言向自然语言靠拢的一种

表现。

对于某些关键词采用通用的英文缩略字,

如 SD I、CD 2ROM、UA P、UDC、IFLA 等等作

为标引词。这样可以节省检索时输入检索词的

时间。对于题名中夹杂有这些英文缩略字的文

献, 单汉字标引与检索也能直接加以利用。

5　软件的选用

作为数据库, 必须有相应的软件作为建

库、维护、检索的支持。软件是检索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来

说, 对软件的选择, 除一般要求外, 还应是: 记

录采用可变长方式, 以节省空间开销; 可定义

的字段与记录长度应较大, 以容纳摘要; 能处

理重复字段和子字段; 在录入中应能实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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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隐含值、字串剪粘、格式纠错等功能; 能实

现单汉字标引与检索; 能进行后控词的检索;

能自动产生全库的标引词词典, 并加注文献

登录数; 能进行按用户指定的一键或多键进

行检索结果的排序; 能实现多种格式的输出;

能实现与外部数据的交换, 所采用的中间格

式应是国际标准的交换格式 ( ISO 2709) ; 一

个数据库中记录总数应能突破 10 万条以上

甚至百万条, 能为库的增长留有足够的余地;

具有网络功能; 软件的升级改版有持续的保

证; 软件的费用低廉; 等等。

笔者比较了若干有关软件, 认为CD SöI2
S IS 系列包括 (Q u ick Im s)软件较为适宜。

6　中国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情
况

根据上述建库考虑, 作者初步建立了中

国图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当然这仅仅是初

步尝试。现将该库有关情况, 介绍如下:

(1) 收录文献的类型

收录 50 多种图书情报学专业刊物上的

论文。

收录高校学报、学位论文、非图书情报学

专业刊物上的有关论文。

收录会议录及论文集中的单篇论文。

收录图书情报学专著、教材及标准和专

利文献。

(2) 收录文献的时间范围

1989 年以来的有关文献基本收录。

1989 年以前的文献有选择地收录, 尤其

被 90 年代论著引用的早期文献重点收录。

收录文献的年代以 90 年代为主, 尽可能

追溯早期文献, 直至本世纪初。

(3) 数据项

本库每条款目除题名、著者姓名、出处、

分类号、关键词摘要、发表年卷期外, 增设了

“著者所在单位”项。这有利于帮助鉴别文献

写作背景, 进行作者群落的分析。

(4) 检索点

①关键词。②著者姓名。③著者单位。④

分类号。⑤出处 (刊名、出版社名称)。⑥发表

年代。⑦题名中的单汉字的位置组合。以上

各检索项可进行任意的逻辑组配 (与, 或, 非)

检索。

未建索引的字段, 如摘要, 可进行顺序扫

描检索。

(5) 建库方法

套录有关光盘中的数据, 进行格式转换,

改正其录入文字错误, 改变其不合适标引词,

增标关键词。

根据原始文献或论著的引用书目、参考

书目进行录入建库。

(6) 采用软件

采用 CD SöIS IS 系列软件包括 Q u ick

Im s 软件, 实现可变长记录, 节省空间容量,

并能提供多种检索手段, 提供应用户要求而

定的多种输出格式。检索结果既可编辑排序,

也可打印套录。

此软件允许用户自行增加或修改数据,

以增补本库未收录的资料。因而系统是开放

性的。

(7) 本库的用途

检索有关资料。

用计算机作为手段, 进行各项文献计量

学统计分析, 并能自动排序, 列出各种“学术

榜”。从而有利于主题、核心刊物、人才、机构、

地域等方面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

供刊物编辑部进行文献查重。

可据此生产专题库、个人著述书目或打

印成书本式目录。

(8) 本库规模

目前有近 6 万条记录。

联系人: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研究所

陈光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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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图书馆姓“公”为公的根本属性注定

了其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众精神文化

需求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改革开

放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新事物、新现象往往

对公共图书馆产生影响, 既构成竞争与挑战,

也造就活力与机遇。剖析这类现象的来龙去

脉, 探究其本质与规律, 采取适当对策, 对促

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1　现象胪陈与内涵辨析

1. 1　出版业空前繁盛, 令图书馆望“书”兴叹

我国出版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仅 1996

年就推出新书 112813 种, 报纸 2163 种, 正式

期刊 7916 种, 内刊万余种, 声像资料万余种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单全国性图书奖就有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

国图书金钥匙奖、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青年

读物奖、少儿读物奖、畅销书奖等。出版界虽

适时提出树立精品意识, 施行名牌战略, 实现

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之口号, 但

书刊价格居高不下, 煌煌巨著, 洋洋丛书动辄

数千乃至数万元的势头难以遏制。并生的负

面效应是图书总体数量与书价倘若超过图书

馆与读者的购买承受能力必然导致大量积压

和无人问津。1996 年全国库存书达 27. 7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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