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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ut Report Signpost 因特网编目分析研究

摘　要　T he Scou t Repo rt Signpo st (SRS)是利用现有的分类主题工具, 采用题名、主要U RL、评述

日期、责任说明等 13 个项目对因特网资源进行编目的成功例证。举例分析了 13 个著录项目, 指出

目前仍然存在缺乏标准权威的编目规则, 难以确定日期信息等问题。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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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cou t Repo rt Signpo st is a successfu l examp le of the cataloging of In ternet re2

sources. In th is paper, the au tho r analyzes th irteen descrip tive elem en ts, including tit le, m ain

U RL , review date, responsib ility, etc. , and discusses som e p rob lem s, such as the lack of standard

cataloging ru les and the difficu lty to determ ine date info rm ation. 1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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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ut R epo rt Signpo st (可译作侦察报告路标,

以下简称 SR S) 是 In ternet Scou t P ro ject (以下简

ISP ) 提供的一项信息服务。 ISP 是一个由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资助、本部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计算机科学系大楼内、为大专院校的师生和科研

人员筛选过滤因特网上最新学术研究和教育资源的

科研项目, 提供侦察报告、侦察报告路标和侦察工具

箱等 11 项信息服务。

作为一个新的因特网资源发现的工具, SR S 首

发在 1997 年 6 月, 主要为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工作者

使用高质量的电子资源, 同时它也是特意为方便使

用过去 4 年侦察报告 (Scou t R epo rt, 以下简称 SR )

的档案而设计的。SR 是 ISP 提供的一份汇集因特网

最新消息的电子周刊, 图书馆员与主题专家根据一

定的资源选择标准, 为研究和教育群体筛选和评述

最新和新近发现的因特网资源, 并以环球网、go2

pher、远程登录、FT P、新闻组和电子邮件讨论清单

等形式发送出去。自 1994 年 4 月首发至今, SR 以其

敏锐的触角、独到的评述、高质量的出品, 为大专院

校的师生和科研人员节省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成为

他们教学、学习和科研及时而得力的助手, 被誉为因

特网上的资格最老、而且是最获好评的网上出版物

之一。

设计 SR S 的另一个深层目的是开发一个能够

与其他数据库配合动作、互用的数据库。这将促进与

其他信息提供构成之间的未来的合作关系。SR S 是

ISP 精心培养出来的“尖兵”, 它集中了因特网上学

术资源最精华的部分, 对引导美国高等教育成为高

质量的电子信息资源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1　SRS 的资源访问方式

访问 SR S 的资源有 4 种基本方式: 快速检索、

L CSH 主题词浏览和L CC 分类号浏览、高级检索。

1. 1　快速检索
通过快速检索, 用户能够检索到每条最低限度

记录中的题名、主要U RL、侦察报告摘要、评述日期

和最后一次查实U RL 的日期等 5 个数据项目。快速

检索通过以 Excite 为网络服务器的搜索引擎, 可对

迄今为止所有 ISP 出版物评述过的、包括最低限度

和完全编目的因特网资源进行全文与自然语言检

索。由于被评述资源中的专业术语经常被用在每一

份侦察报告摘要之中, 检索者可以用熟悉的、具体某

一个学科的、或者其他非控制词汇进行检索。Excite

索引每周编制 1 次, 定期把 1 周以来最新的 ISP 出

版物的内容以及其他已校正的U RL 汇总。SR S 在

快速检索的简要描述的题名项中提供一个超文本链

接到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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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浏览方式
浏览方式包括L CSH 主题词浏览和L CC 分类

表浏览。从 SR S 的主页, 用户可以在L CSH 主题词

浏览选择A —Z 中的一个链接来浏览侦察报告摘

要。这部分提供链接通往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根据资

源题名标引的L CSH 主题词的目录。资源题名最多

会被标引 5 个主题词。

L CC 分类表浏览, 即根据L CC 分类表组织起来

的主题类目表进行浏览。SR S 中的资源最多会有两

个分类码, 每一个分类码由 1～ 3 个字母组成。这些

分类码按照L CC 分类表中的字母顺序排列。需要说

明的是, 资源没有完整的索书号, 是因为这两种访问

方法只提供浏览, 资源只是以简要描述的形式显示。

这两种访问方式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们提供选

项直接访问资源本身和资源在 SR S 中的完全描述

屏幕。

1. 3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是关于以下 9 个关键项目 (按顺序排

列) 的字段检索: 题名、责任者—投稿者、L CSH 主

题词、资源类型、语言、资源定位、出版者以及主要

U RL。高级检索的结果显示为 SR S 记录的一个简要

描述格式, 这个格式仅列举题名、主要U RL、最多不

超过 40 个字的侦察报告摘要原文等数据, 以及一个

通往该资源的、包括侦察报告摘要全文和其他 12 个

项目的完全描述的链接。

2　因特网编目现行标准研究

编目成果包括使用标准工具来描述和访问, 这

包括《英美编目条例》(AA CR 2R )、L CSH ,《主题编目

手册: 主题词表》, 以及L CC 分类表来确定款目和

名称权威的格式, 著录适当的主题词和分类号。由于

M A RC 格式不再用作数据库结构, SR S 设计了一个

假设变换表 (hypo thetical m app ing) 将 SR S 项目变

换成为都柏林核心项目和具体的M A RC 字段。一个

SR S 项目有时能够变换成几个M A RC 字段。在假设

变换表列举了最具有意义的、在确定每一个 SR S 项

目的款目组成需要时候考虑的语法标准。然而, 除了

赋予电子资源性质和 SR S 非M A RC 数据库结构,

这个变换表仅是在理论层面的, 还未被应用在所有

方面。

AA CR 2R 把编目条例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

于说明款目的形式; 第二部分是检索点的确定及其

款目的形式。每一部分的条例都适合于不同的

M A RC 字段。而且, 用来说明一个M A RC 字段的数

据通常都需要从来源逐一输入。然而, 对于一个访问

字段, 款目的形式则是来自一个权威档或一个详尽

条例中的控制语句结构。因为 SR S 没有利用M A RC

数据库结构, 也没有把它的字段类型分成说明行和

访问行, 有时候需要把M A RC 中的两个款目形式转

换成一个 SR S 的项目。例如: 在一个M A RC 格式的

数据库里,“尼尔森·曼德拉就职演说”网站的责任

说明信息是“尼尔森·曼德拉”, 应把它输入说明

M A RC 字段 (245＄c)。考虑到主款目 (M ain Entry)

(100)会按照“曼德拉, 尼尔森, 1918—”输入。SR S 规

定所有的著录项目都必须是最完整的项目。因此, 在

这个例子里, SR S 款目的格式即是“曼德拉, 尼尔森,

1918—”。SR S 的这个编目原则能够帮助用户更容易

地访问到最完整的信息。

3　SRS 中的因特网编目结构分析

作为一个因特网资源编目成功的例证, 设计

SR S 的目的之一便是测试传统的编目条例如何能够

适用于因特网资源, 如何与新出现的标准匹配。 ISP

在参考了都柏林核心的有关规定之后, 决定设计非

M A RC 数据库并使用著录项目来进行编目, 同时作

为检索 SR S 的入口。 ISP 分别对不同的因特网资源

进行最低限度编目和完全编目。

3. 1　最低限度编目 (M in im al Cata loging)

SR S 对被评述过的侦察报告、网络动态、儿童报

告和侦察工具箱 4 种 ISP 出版物中的所有资源进行

最低限度编目。从 1996 年 12 月开始, 侦察报告内容

的编目成果正式在网上出版, 当时共有 1900 个资

源。现在这个文档的编目仍在继续, 但每个资源只有

最低限度记录。这些最低限度记录的数据显示在简

要描述屏幕上, 并且可从快速检索的检索结果得到。

这些最低限度编目记录和 SR S 简要描述包括 5 个

数据项目: 题名、主要U RL、侦察报告摘要、评述日

期以及最后一次核实U RL 的日期。

第一题名显示符合 SR S 的编目标准, 也许跟原

侦察报告摘要的大题名一致或不一致。最低限度记

录中的题名、主要U RL 与侦察报告摘要等项目来

自 ISP 出版物中的原始摘要。原侦察报告摘要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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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及随后的每一个资源评述的说明文字组成。每

一条标目都包括被评述资源的题名、辅助应用软件

或即插即用软件、括号中相关的资源, 以及有关的

U RL。

3. 2　完全编目 (Fu lly Cata loging)

第一代 SR S 编目数据库应用 C laris F ilem aker2
P ro 制作, 截止 1999 年 5 月 6 日共有 3335 个完全编

目的因特网资源。SR S 中所有的数据都是原始编目,

完全编目的资源每周平均递增 50 个。为了对因特网

资源进行完全编目, SR S 采用了题名、侦察报告摘

要、主要U RL 等 13 个基本项目或字段。这些项目基

本上来自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项目集 (D ublin Co re

M etadata E lem ent Set) , 根据实际需要, SR S 将某些

项目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动。下面举例逐一分析这些

项目。

3. 2. 1　题名
SR S 完全描述屏幕中的题名项目含有一个直接

连通资源的超文本链接。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可观

性, SR S 没有遵循AA CR 2R 中A. 4A 1“仅题名的第

一个字母需要大写”的规定。如果资源的题名本身没

有大写, SR S 就会原样输入。

题名有时会不同于原侦察报告摘要, 这主要有

3 种情况: (1) 在第一次被评述到被编目期间, 资源

的题名被改动了; (2) 有些资源常常有几个题名, 侦

察报告的编辑人员选择了其中一个, 而这个正好异

于原侦察报告摘要中的题名; (3) 为了使题名一目

了然, SR S 有时会将题名合成。当一个资源有多个题

名时, SR S 通常会选用最完整的题名作为题名项目,

同时把其他的题名信息输入到互见题名项目。

这个互见题名并没有在网页上显示。但是, 当题

名检索在高级检索中执行时, 互见题名项目的内容

就会与题名项目的内容一起显示出来。如果一个组

织或机构在资源题名中被提及, 而公众都知道它的

首字母缩语, 这个信息就会被输入互见题名项目。相

反地, 如果题名只是个缩语, 它就会在互见题名字段

扩充成全称。设立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户在

检索时, 不会因为知道的只是全称或是缩语而受到

限制。

编目人员应该考虑一个环境网资源至少有 4 个

不同题名的可能性:〈t it le〉标记 (显示在浏览器窗口

的题名栏)、图形网页的题名、用于题名图形的〈alt〉

标记、以及用于图形网页的纯文本版本的题名。

3. 2. 2　侦察报告摘要

除了其他必需的辅助应用软件或即插即用软件

外, 资源题名依照侦察报告摘要的描述部分, U RL

都会一一列出。

一份侦察报告摘要出现多于一个U RL 的原因

主要有 (1) 一个资源同时有图形版本和纯文本版本

的U RL。这主要是为了满足 ISP 读者不同的访问需

要。 (2) 一份摘要也可能描述两个或更多主题相关

的资源, 有时这些资源也会被另外编目, 同时附带每

一条数据库记录显示原始摘要全文和所有相关的

U RL。(3) 一份摘要可能着重强调一个资源, 这个资

源属于一个巨大资源的一部分, 这样, 摘要中就会常

常包括被摘要的资源和“母体”资源的U RL。

3. 2. 3　主要U RL

一个主要U RL 可以指示环球网、gopher、FT P

和远程登录的站点, 以及一份电子邮件清单和一个

新闻组的地址。当有几个U RL 出现在侦察报告摘

要的时候, 只有一个是被指定的主要U RL。有些资

源能够通过多于一个的网络协议来进行访问。如果

一个资源能够同时在一个环球网站点和 gopher 访

问, 那么环球网站点的 U RL 就会优先成为主要

U RL 项目的款目。其他所有的网络协议仍会出现在

SR S 完全描述屏幕的侦察报告摘要中。

ISP 期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一个更为固定的

解决模式, 如统一资源名称。一旦有类似的标准广泛

推广实施, ISP 将会适当修改这个项目的名称及内

容。

3. 2. 4　评述日期
这个项目指示资源出现在 ISP 出版物的日期。

该项目含有一个超文本链接, 从 SR S 的完全描述屏

幕直接连通 ISP 出版物的档案。为了容易理解, 这个

日期在 SR S 中被标记为月ö日ö年 (MM öDD öYY)。

最近, 都柏林核心工作小组决定使用“年ö月ö日”

(YYYYöMM öDD )”的格式来标记这个项目。

3. 2. 5　最后一次核实U RL 的日期
这个项目表明最后一次通过自动方式或手工方

式核实主要U RL 的日期。这是自动程序检查网站

的主要U RL 项目的数据, 但它并不能够立即查明

使用不同协议的所有资源的日期, 如电子邮件清单,

被输进这个项目的日期只是这个资源原来出现在相

应的 ISP 出版物上的日期。最近, DCW G 决定使用

“年ö月ö日 (YYYYöMM öDD )”的格式来著录这个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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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6　资源类型
有分析表明, SR S 的内容揭示了因特网资源的

两种主要特征: (1) 格式, 包括文档、数据库、常问问

题等; (2) 信息内容, 由教育类资料、书目信息、会议

一征求信息等组成。SR S 把因特网资源大致分为 17

种组合资源类型: 有不少资源同时属于一种以上的

资源类型, 没有上限规定。然而, 为了分类准确, 必须

核实格式和内容。例如: 一个网站中虽然有一部分注

明是“FAQ ”, 但这方面的内容只占很小比重, 那么该

网站就不会被自动归到资源类型的“FAQ 类”。 17

种资源类型如下:

① 动画—录像: 动画文件可能需要辅助应用软

件或即插即用软件;

② 音频产品: 声音文件可能需要辅助应用软件

或即插即用软件;

③ 目录: 印刷版和 (或) 电子版源文的引文目

录;

④ 图表: 图形或列表数据, 主要的统计数据和

(或)图表;

⑤ 会议—征求信息: 会议消息、出版公报、计划

征集、经费申请等;

⑥ 数据库: 网站、gopher、远程登录站点等中的

能够检索的信息集;

⑦ 辞典—百科全书: 带有定义或解释文字的词

汇和术语表;

⑧ 电话号码簿: 个人、机构等的联系信息目录;

⑨ 文件: 报告、文章、评论等;

βκ 教育类资料: 课程建设、课程资料等;

βλ 常问问题 (FAQ ) : 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βµ 图形: 图画、照片、影像等;

βν 杂志—报纸: 期刊 (纯电子期刊和印刷期刊

的电子版)、期刊文章汇集、目录、文章索引;

βο 图书馆目录: 图书馆资料的交互式电子目

录;

βπ 邮递清单—新闻组: 利用电子邮件的讨论小

组、电子公告栏等;

βθ 元站点 (M eta2site) : 已被评述或还未被评述

的因特网上资源的指南;

βρ 软件: 能够被 下 载 的 应 用 软 件、脚 本

(Scrip ts)等。

用户能够从任何一个 SR S 完全描述屏幕直接

连通已被编目的、在同一类目下的所有记录。寻找具

体某一方面的资源类型种类的用户也能够在高级检

索中限定一个具体类型来进行检索。

3. 2. 7　责任者
因特网资源的责任者信息常常是含糊不清或不

完整的。如果没有明确的关于资源信息内容的责任

者说明的话, 根据AA CR 2R 关于主要款目的条例,

SR S 就会使用“没有有关信息”的语句。

资源中的“由⋯制作”或“由⋯设计”等语句并不

能说明他们就是信息内容的责任者。例如: 当“由⋯

制作”中间是一个名称的话, 有可能是指责任者, 但

也有可能是指文件格式 (如 H TM L 或 PD F 等) , 或

是资助来源。在上述的责任者不明确的情况下, 这个

信息就会被输入投稿者项目。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

当责任者—投搞者检索在高级检索中执行时, 投稿

者项目的内容就会与责任者项目者合二为一。

SR S 使用非M A RC 的数据库结构, 并有一个独

立的含有全部责任者信息的责任者项目。只有一个

责任者的资源按先姓后名的顺序输入; 有两个责任

者的资源按第一责任者的姓、名, 然后是第二责任者

的名、姓的顺序输入; 有 3 个或多于 3 个责任者的资

源如此类推⋯⋯。

3. 2. 8　投稿者
投稿者的信息通常是模糊不清的或是不完整

的。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会输入“没有有关信息”的语

句。有些强调某个人或机构在被编目资源生产过程

中的作用的说明中就含有投稿者信息。较理想的款

目格式来自资源中说明功能或涉及范围时附带的有

关个人姓名或机构名称。典型的用来描述投稿者项

目的语句有:“由⋯编辑”、“由⋯插图”、“由⋯赞助”、

“由⋯主持”以及“由⋯维护”。

3. 2. 9　出版者
SR S 编目人员没有按照AA CR 2R 1. 4D 2 或 1.

4D 4 中关于编目人员必须使用最简短的格式来描述

出版者的规定。他们使用最完整的出版者名称, 加上

括号里通用的首字母缩略语来进行著录。例如:

“GPO ”不会被标记“U S GPO ”, 而是“U. S. Govern2
m ent P rin ting O ffice (U S GPO )”。在 SR S 完全描述

屏幕中, 全称和缩语都会显示出来。如果这个项目中

包含全称和缩语, 高级检索中的出版者检索就通过

出版者名称或它的缩语来查找记录。

考虑到也许很多用户都不一定知道“s. n. ”的含

义, SR S 也没有遵循AA CR 2R 1. 4D 7 中关于出版者

不详时使用“s. n”的规定。在这种场合下, SR S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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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有关信息”的语句。

在AA CR 2R 1. 4D 9 中定义了何为未出资料, 并

规定编目人员在出版者和日期字段中不输入有关未

出版资料的任何信息。南希·奥尔森 (N ancy O lson)

建议: 因特网上所有的被挑选来进行编目的资源都

应被看作是已经公开出版了的。这样就避免了如何

界定什么是已经出版了的因特网资源的问题。SR S

在编目时, 把所有在 ISP 出版物中被评述过的资源、

以及随后的 SR S 中的资源都看作是已经公开出版

了的资源。

3. 2. 10　资源定位
资源定位的项目是根据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

( Info rm ation Science Inst itu te) 的 R FC 1591“域名

系统结构与授权”(Dom ain N am e System Structu re

and D elegation) 中关于目前 6 个最高域名的规定:

(1) . com : comm ercia l, (2) . edu: educational, (3) .

gov: governm ental, (4) . m il: m ilitary, (5) . net:

netw o rk, (6) . o rg: o rgan izational。不在上列域名的

资源, 如“. k12”、“. ac”和“. co”等, 根据资源出版机

构及其域名, 已经被分配给相应的资源定位。例如:

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 R FC 1480“美国域名 (T he

U S Dom ain)”使用“. k12”来标识美国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基础教育。SR S 把这类资料被归到教育类。此

外,“ac. uk”和“co. uk”是指英国的高等院校 (. edu)

和商业 (. com )网站, 并已归到相应的类别。必须指

出的是, 一个资源只分配给惟一一个资源定位。资源

定位只是每一个具体的机构或组织所属类型的一个

说明, 并不一定关乎资源内容本身。高级检索的用户

能够把检索限制在一个定位。这个选项用在附带另

外一个检索条件的逻辑和最为有效, 有时也可以单

独使用。

3. 2. 11　语言
如果被编目资源中有某一种语言的实际信息内

容的话, 编目记录就会有所反映。每一种可用的语言

都用英语显示。从任何一个 SR S 完全描述屏幕, 用

户都能够直接连通所有已经被著录了的含有某一种

语言的资源。用户如果想寻找某一种具体语言的资

源的话, 也可以在高级检索里设定一些限制来检索。

3. 2. 12　主题词
为了给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入口检索到所需资

源, 这个项目至多能够分配给每个资源 5 个主题词。

用L CSH 主题词浏览是 SR S 4 种主要访问方式之

一, 用户可以从按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主题词清单来

浏览已被完全编目的资源。这种访问方式能显示每

一个资源的主题词、以及资源题名及其U RL。这里

显示的题名中含有一个直接连通这个网站的超文本

链接, 和一个连通该资源的 SR S 完全描述屏幕的超

文本链接。

实际上,L CSH 存在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传统

的图书馆也许会利用 655 字段来标识一本著作的格

式—类别 (FORM öGEN R E) , 也会使用主题词“因特

网 (计算机网络)”来著录一本有关因特网的著作

( IN T ERN ET 2BA SED WOR K)。由于 SR S 专门收集

有关因特网方面的资源, 因此主题词“因特网 (计算

机网络)”不适用于指明格式 (FORM )。SR S 使用

D igita l video (数字视频)、sho rt film s (短片)、P lo t2
your2ow n2sto ries (标绘个人故事)等来注明格式。然

而, 如果资源本身就是关于因特网的话, SR S 也会使

用“因特网 (计算机网络)”来作主题词。

3. 2. 13　L C 分类号
根据L C 分类法, SR S 把所有已经编目的资源

大致分为 21 个学科类目, 每一个学科都分配了 1～

3 个字母分类号来表示L C 分类法中不同主题范畴,

组成分层树或分类系统。从每一个学科类目都能够

链接到该主题范畴所在子部的目录。例如: 用户从

SR S 主页选择社会科学 (L CC 分类号 H 2HX ) , 就会

链接到社会科学子部的所有 16 个主题的目录, 从

“HA 统计学”到“HX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此外,

每一个子部都有一个超文本链接连通已经被著录了

分类号的资源目录。如果分类号没有超文本链接, 则

表明这个分类号还没有被分配给所在子部的已经编

目的资源。就是说, 当一个分类号被分配给一个新编

目的资源之后, 相应的分类号链接就会被激活。已经

被著录了分类号的资源以一个简要描述格式显示,

这个格式包括题名、主要U RL、侦察报告摘要 (至多

40 字) , 以及一个连通该资源完全描述屏幕的链接。

SR S 对 L CC 分类表做 3 个方面的改动: (1)

SR S 中被编目的资源全部都只有L CC 分类表的字

母分类号, 没有分类号之后的扩展数字。(2) 为了更

容易访问, 许多资源都被著录了两个不同的分类号。

例如, 老虎映象服务 ( the T IGER M app ing Service)

网站 (h t tp: ööt iger. census. gov) 同时包含有统计数

据和地图, 因此这个资源就被著录了两个分类号: 统

计学 (HA )与制图学 (GA )。这样就能够便于用户识

别和进行交叉学科的系列检索。 (3) 有选择性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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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L C 的注释增加一些说明。例如: 注释“耳、鼻、

喉”, 为了让一些对科学术语不熟悉的用户也能够检

索, SR S 就增加说明为“耳鼻喉科学”(分类号 R F)。

在每一个大学科显示屏幕的底部, 用户都可以

选择阅览该学科内所有资源题名的完整目录。例如:

用户能够看到“所有社会科学题名”的链接, 即意味

着用户可以浏览分类号以“H”开头的所有资源的目

录。

4　有待解决的问题

4. 1　缺乏统一标准的因特网编目规则
目前, 编目工作人员主要是根据一些非官方的

准则来进行著录, 如南希·奥尔森的“因特网资源编

目”、会议演讲、专题讨论以及一些在电子邮件讨论

小组的共享输入数据, 如AU TOCA T、IN T ERCA T

和M eta2, 以及一些印刷版出版物。

随着更多的机构把因特网资源纳入到在他们的

网上目录里, 有关主题词和细目 (格式) 子部的需要

日益增加。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尝试提出用主题词

(如“信息检索系统”、“电子期刊”) 描述因特网资源

的需要。尽管如此, 随着电子信息资源的增长, 图书

馆提供通往新技术和资源 (如“网站浏览器”、“元站

点”的主题〈格式〉)检索的需求也会增长。

同样需要对 ZA 子部 (L CC 分类法中的信息资

源)的分类表做进一步的描述和确定, 从而确保因特

网资源编目有关规则的一致性。

4. 2　难以确定日期信息
日期项目给因特网资源的编目人员提出了另外

一个挑战。因为存在不同的标准, 如AA CR 2R、“因

特网资源编目”和都柏林核心等, 但似乎没有一个能

够提出令人完全满意的处理模糊日期信息的解决办

法。例如: 一个资源往往会有多个日期, 如资源被最

后一次审校的日期、版权日、一份在不同的日期被变

为电子版的文件原来印刷版时最初发表的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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