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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采集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 ,网络型文献资源将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要转变文献信息资源采集观

念 ,把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纳入采集范畴。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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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 ,网络技术的发展 ,知识和

信息呈现出载体多元化、生产分散化、传递快速化、内

容无序化的特点。这必将使文献采集与服务方式发

生巨大变化。为此 ,笔者针对图书馆面临的现实就文

献信息采集谈些看法。

1 　转变文献信息资源采集观念

知识经济的到来 ,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发

展背景下 ,图书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要想处于更加

有利的地位 ,必须从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处

理、存储、传播和服务上改变传统模式 ,通过信息资源

的采集加工 ,建立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因此 ,必须树

立新的采集观念。

1. 1 　树立“人人”采集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和信息无处不在 ,无处不

有 ,尤其是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 ,无限、无序地分布在

各个网络结点上 ,仅靠采访部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不可

能做到广泛、全面地收集。因此 ,全馆人人 ,甚至包括

读者、用户 ,都应当充当知识和信息的采集人。

1. 2 　树立“全型”采集观念

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增加了网络型文献信息

资源 ,因此 ,要树立采集包括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在

内的各种类型文献信息资源的观念 ,把网络型文献信

息资源纳入采集范畴。

1. 3 　树立“为用”采集观念

知识内容日新月异 ,老化速度加快。因而 ,要把

过去“为藏”采集转变到“为用”采集的观念。要采集

利用率高的文献信息资源。

1. 4 　树立“协同”采集观念

协同采集包括馆内协同采集和馆际协同采集。

在网络时代 ,如果按照以往采集方法采集信息 ,极易

造成重复。因此在单个馆内 ,各采集人之间要树立

“协同”采集的观念 ,尽量减少时间、精力和经费的浪

费。馆际协同采集是由于知识数量成倍增长而购置

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单个馆独立的“大而全”、“小而

全”的做法已远远不能保证文献信息资源的“全”,也

难以形成特色。要变“个馆为阵”为“馆际协同”采集

的观念。

2 　文献信息资源采集方法

不同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有其自身的性质和特

点 ,因而需用不同的方法采集。

2. 1 　纸质型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

该型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要遵循“内容有效化、

手段多样化”原则。通过对读者、文献信息资源、馆藏

情况的细致调查 ,根据利用率与学术价值的高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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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单个馆的“核心馆藏”,如“核心期刊”、“核心图书”、

“核心报纸”。采用购进、交换、捐赠、馆际互借、租借、

复印等方式获取核心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还可以上

网采集 ,这样能够减少购书过程中所需的时间、精力

与费用支出。

对于既有纸质型又有电磁型出版的文献信息资

源 ,根据经费和读者需求 ,或只采电磁型 ,或采电磁型

的同时减少纸质型复本。

2. 2 　电磁型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

图书馆根据本馆性质和任务及读者需求 ,兼采各

种电磁型文献信息资源 ,采集量为一份。采集中既要

避免与纸质型、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重复 ,又要避免

各种电磁型文献信息资源之间重复。对于有电磁型、

又有网络型的文献信息资源 ,则免采电磁型出版物。

对利用价值与利用率都高的 ,可通过网络下载。目

前 ,数据库光盘是图书馆电磁型文献信息资源的主

体 ,在有的馆 ,此类型文献信息资源占购书经费的

1/ 3。采集时要根据其内容和利用率认真筛选。

2. 3 　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

首先 ,指定承担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采集的主要

负责部门。此项工作由采访部主要负责比较适宜。

因为该部既有采集经验 ,熟悉馆藏 ,又有文献信息资

源分类加工的基础 ,也是图书馆计算机技术接触较早

的部门。文献信息资源采集归口 ,也便于管理。

其次 ,突破技术障碍。从网上获取信息主要得力

于两大技术 :一是建立万维网 ,二是浏览器软件技术。

掌握了这两项技术 ,就能便捷准确地获取网上信息。

除此之外 ,还应当掌握主页制作技术。

第三 ,了解和熟悉网络资源的基本分布状况 ,然

后将无限无序的分散在各个网络结点上的信息资源

分门别类 ,编制出分类索引和路径导引 ,把利用率高

的网络资源下载到本馆服务器上。

第四 ,动态采集 ,经常更新。网络上的信息资源

是动态的 ,变化很快 ,甄别难度也特别大。要随时对

网上信息资源进行监控、跟踪 ,甄别信息质量 ,取得真

实具体的可靠信息 ,补充或更改本馆分类索引和路径

导引。

网络技术在我国图书馆界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

段。目前仅用于检索和一般性交流 ,采集中仅以网络

为手段进行订阅。要把网络型文献信息资源纳入馆

藏建设 ,纳入采集范畴 ,在技术上尚待更深入研究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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