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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队院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的设想

ABSTRACT　M ain ob ject ives of docum en t d ig it isa t ion in m ilita ry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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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院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的主

要任务是以已经建立的“军酚院校图书馆信息网

络系统”的局城网为基础, 开发“文献信息服务系

统”和“定题信息检索系统”两重点应用系统, 以

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为目的, 实现全军院校图书

馆的联合采购、联机编目、公共书目检索、馆际互

借, 为网络用户提供文献信息共享服务, 从而形

成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在“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技术

环境下, 以军队院校文献信息资源为基础, 以

引进和网络获取为重要补充手段, 实现军队院

校文献信息资源的标准化、数字化和电子化,

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协同处理、分布式存储和

开发共享, 从而形成分布合理、结构优化、功能

强大, 形成能满足军队院校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其核心问题是实现文献信

息资源的标准化、数字化、电子化, 即建立军队

院校的文献数据库体系。

1　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数据库的结构体系

1. 1　自建数据库
(1) 建设全军通用数据库。这是指在全军范围

内具有通用性、在分散状态下不便建设和利用, 需

要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数据库。例如: 中国军事期刊

学术论文数据库、军队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军队院校学报论文数据库、军队院校教材

数据库、军队院校期刊联合目录、军队院校图书馆

信息统计数据库。(2)建设学科文献数据库。这是指

具有军队院校特色的、在某一隶属系统中或在某一

军事学科领域内具有通用性, 由各类数据中心负责

牵头, 相关院校图书馆协作建设的文献数据库。(3)

建设一批不同专业、专题、专用文献数据库。这是指

具有军队院校特色、在本院校内部或在某一军事学

科专业内具有实用性, 由本院校图书馆根据用户需

求建设的文献数据库。 (4)军队院校图书馆馆藏书

目数据库。这是图书馆业务管理自动化的基础, 各

院校图书馆利用“军队院校图书馆信息网络系统”

的已有条件, 建好各馆馆藏书目数据库。在此基础

上, 形成书目数据中心, 成为实现“军队院校文献信

息服务系统”的联合采购、联机编目、公共检索、馆

际互借及文献源提供的基础。

1. 2　引进数据库

引进针对性强、利用率高的市售各种文献信息

数据库, 可大幅度地补充军队院校信息资源。注意

采用分工引进, 网络共享, 经济快捷的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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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网络获取文献数据

从其他网络上获取文献数据是网络的重要功

能, 是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从国

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教育科研网、因特网等获取

文献信息。

2　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数据库的布局模式

2. 1　学科布局为主

以文献内容的学科领域划分为基础, 在全

军院校范围内设立几个文献数据中心, 并与全

军院校图书馆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与馆藏书目

数据库相结合, 按学科进行分工协作, 联合建

立起学科齐全、系统完备的文献数据库, 共同

完成全军院校所需的文献信息保障服务。

2. 2　地理分布均衡

在以学科为主进行整体规划时, 设立地域

性的文献数据中心, 使之成为整个体系的骨干

力量, 开展地区性协调协作。

2. 3　隶属系统补充

在隶属系统内有较多数量的院校, 具有学

科专业相近、相互联系密切、便于发挥主管部

门的领导作用等特点, 可设立隶属系统的文献

数据中心。

2. 4　分别存储为基础

各院校图书馆应成为本院校的文献信息

数据中心, 其中分别存储的特色文献数据库是

整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整个体系的

基础。

在网络条件下, 文献信息数据库采取分别

存储、联合保障的方式。各种数据的存储分成 3

个层次: (1) 各院校文献数据中心——存储能

满足本院校用户需求的各类专业、专用、专题

文献信息数据库, 承担为本院校用户服务的任

务, 对于整体而言属基础层次。 (2)各地区文献

数据中心和隶属系统文献数据中心——分工

存储全军院校通用文献数据库、学科文献数据

库, 以及引进数据库, 并具有从其他网络上获

取文献数据能力, 配置“定题信息服务系统”,

承担为全军院校的网络用户进行文献信息服

务的联合保障任务。 (3) 军队院校文献数据中

心——存储全军院校通用文献数据库、全军院

校的联合书目数据、重要的学科文献数据库和

引进数据库, 配置有“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和

“定题信息服务系统”, 成为从其它网络上获取

文献数据的重要入口。

3　军队院校信息数据库建设的技术要求

3. 1　技术标准

凡有国家标准的采用国家标准, 否则采用

国际标准; 两者皆无则采用全国文献情报工作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技术规范或规定。由

于目前国家尚无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完整的

技术标准, 有些标准中对军队院校的实际要求

不够具体化, 将组织有关专家制定《军队院校

文献信息数据库技术规范 (通用)》。在建立具

体的文献信息数据库时, 由负责牵头的单位制

定该库的技术规范, 供参加建库单位共同使

用。各院校建设的专业、专用、专题数据库也应

有相应的技术规范。

3. 2　建库任务的立项申请

对于规划中的自建通用数据库、自建学科

文献数据库、由各类“中心”负责引进的数据

库, 以及《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数据库技术规范

(通用)》的制定, 需要总部、各隶属系统投入专

项经费支持, 拟采取立项申请的办法, 进行严

格的项目管理。

3. 3　过程控制
( 1) 集中式——采用统一设计、分工提供

文献、集中建库、常用服务的方式进行建设。

(2) 集成式——采用统一设计、分工建库、综合

集成、应用服务的方式进行建设。 (3) 分布式

——由各院校图书馆按标准进行设计、文献收

集、数据准备、数据录入、更新和维护、应用服

务的方法建设数据库。集中式和集成式文献数

据库适用于通用文献数据库和学科文献数据

库的建设工作, 各牵头单位根据数据库的类

型、规模进行选择。分布式数据库适用于各种

自建的专业、专用、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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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军队院校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目前先采

取分布式, 在“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后, 由

书目数据中心负责综合集成。

3. 4　数据库开发平台

构成数据库系统开发平台的硬件: 利用

“军队院校图书馆信息局域网系统”和全军其

他信息网提供的硬件要求。构成数据库系统开

发平台的软件 (包括数据库服务器、软件、浏览

ö服务器接口软件和支持数据库设计的工具软

件) ; 对于一般数据库, 目前可采用在W indow

N T 上运行 (M S SQL Server 或A ccess 或 Fox2
p ro ) + db W eb, 应用开发工具可选用 Pow er

Builder, V isual Basic 或其他CA SEA 工具。

4　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工作的组织

实施

4. 1　组织领导

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应成立专门的领

导小组和办公室归口领导, 进行整体规划、组

织领导协调和过程控制。

4. 2　经费来源

总部应投入一定资金启动实施重点项目。

各大单位主管部门也应投入一定资金启动和

扶持隶属系统数据中心建设和学科文献数据

库建设工作。各院校信息资源建设所需经费要

纳入本院校园网内建设的经费计划。部分自建

专业、专用、专题数据库建设经费可列入正常

的图书馆建设经费。

4. 3　运行机制

树立整体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益意识, 顾

全大局, 克服无所作为、单纯“等、靠、要”以及

“小而全”等思想障碍, 提倡协作奉献精神和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认真执行立项申请制度,

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和技术规范, 做到责、

权、利分明, 确保工程质量。实行竞争机制。数

据库建设的各项工作应采用“在统一规划下的

立项审批制”,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积极参与竞

争。加强对建库工作的过程控制和阶段评估,

对不适宜的项目和单位进行必要的、及时的调

整, 逐步在实践中形成事实上的文献情报中

心。进行数据库产业化试点, 对有条件的单位

和所建数据库实行有偿建库、有偿配置、有偿

服务, 进行数据库产业化运行机制的试点工

作, 取得经验, 逐步推广。

4. 4　计划步骤
(1) 启动试验阶段 (1997. 10～ 1998. 6) : 举

办第 3 期图书馆馆长培训班, 专题学习研讨全

军院校文献信息数据化的问题, 做好思想理论

准备; 召开第 3 次全军院校图书情报学术研讨

会, 统一全军院校图书馆人员思想, 做好舆论

准备; 成立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指导小组,

制定《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通

用)》; 提出重点建设项目立项申请, 通过技术

审查, 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 完成军队

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应用软件开

发, 展开建库试点工作。

(2) 重点建设阶段 (1998. 6～ 2000 年) : 建

设工作大面积重点展开, 初步形成各级数据中

心, 建立建全工作规章制度, 并取得显著服务

效果, 实现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的近期目标

——在 2000 年前, 建设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服务

系统专用资源网, 实施军队院校文献信息数字

化工程, 为实现总体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全面建设阶段 (21 世纪开始) : 全面实

现军队院校信息资源建设的总体目标——用 5

～ 15 年时间, 以军队院校各种载体形式的文献

资源信息、教学信息、科研信息、管理信息为基

础, 以引进和网络获取数字化信息为重要补充

手段, 实现军队院校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电子

化、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强大, 能满

足军队院校现代化建设需要和网络用户需求

的军队院校信息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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