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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缩微影像的信息服务
摘　要　网络环境下开展缩微影像信息服务 ,必须提高缩微影像信息产品的质量 ,开发数字化

产品 ,做好特色数据的汇集 ,对信息进行提炼梳理 ,合理定位缩微影像信息的网络用户群 ,谋求

与网站共同发展 ,等等。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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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信息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

大。于是 ,有人一度认为缩微影像信息已与时代不协调 ,缩

微影像技术将由数字化技术取代。

其实 ,人类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缩微

影像的阅读方式、网络信息的阅读方式 ,它们不可互相替

代。广义地说 ,网络信息活动就是通过网络技术环境进行

并完成各种信息传递的活动。满足了网络传递条件的信息

集合就是网络信息集合。人们在银行系统提供的“取款机”

取款时 ,只需要在银行卡上有钱 ,无须考虑这钱是什么时

候、什么地点存入的。难道网络信息的使用者都需要分清

楚信息原来的存储载体形式吗 ? 不会的。没有必要等到缩

微影像信息全部完成了“数字化”后 ,再将缩微影像信息“上

网”。眼前就应该努力去开发缩微影像信息的“上网”和“网

上服务”方式。

1 　继续制作高质量的缩微影像信息

我国许多文献收藏部门保存着一些年代久远、富有史

料价值的珍贵图文信息。要长期保存这批使用频率较低的

静态的图文信息 ,缩微胶片是一种可靠的存储介质。通过

缩微拍摄手段对古旧文献进行复制 ,是真实完整地保存古

代文化遗产的有效方法。为抢救我国公共图书馆藏有的大

量珍贵古旧文献 , 1985 年文化部成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 ,至 1999 年底 ,拍摄点已从最初的 11 个增加到现

在的 22 个 ,经缩微复制中心检验合格的缩微品 ,送入国家母

片库的已有 :1949 年以前出版的近代报纸 3800 余种 ,2 万余

卷 ;近代期刊 1144 万余种 ,1148 万余卷 (张) ;古籍善本 219

万余种 ,218 万余卷。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缩微影像信息已展

现了独特之处。

然而 ,我国文献收藏部门还有大量的珍贵古旧文献和

有保存价值的文献亟待抢救。为使我国古旧文献信息得以

妥善保存 ,制作缩微影像信息将是一项长远的规划 ,也是一

项长期的任务。缩微影像信息制作有着一套成熟的标准 ,

提供了缩微影像信息制作、保存与使用规范化的准则 ,方便

了缩微影像信息与电子影像信息的相互结合与相互转换。

美国的柯达公司 ,日本的富士、美能达、佳能公司等都推出

了比较成熟的依托电子扫描技术转换缩微影像信息为电子

影像信息的设备 ,为网上传输缩微影像信息提供了技术支

持。继续制作高质量的缩微影像信息 ,既丰富缩微影像信

息内容 ,也有利于保持我国缩微影像信息的现有特色和缩

微影像信息的网上检索和交流 ,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缩微

影像信息服务的基础。

2 　重视集约化制作缩微影像信息

当那些要长期保存的古旧文献或档案 ,在地理上呈分

散状态时 ,采用集约方式把原来分散的古旧文献或档案按

一定的法则加以集成是一种有效的缩微影像制作方式。

集约化制作缩微影像是一种重要的信息管理活动 ,它

至少包括这些特征 :联合协约 ;集团规模 ;统一规划 ;合理分

工 ;制度严密 ;产品系列化 ;有技术保障措施 ; 有质量控制措

施 ; 有经济核算措施。其目的是解决缩微影像信息制作、保

存与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实质是采用缩微技术手段将分散

的图文信息重新科学地组合成新的缩微影像信息产品。

集约化制作缩微影像 ,通过多机构、多部门之间的分工

协作 ,将有限的财力和生产力集中投入到有效生产部位 ,使

各机构、各部门之间形成合力 ,有规划地对分散的古旧文献

或档案进行分析加工 ,重新组合成新的缩微影像信息产品 ,

使那些分散的古旧文献或档案更完整 ,增强了它们的信息

价值和保存能力 ,达到了质量与数量的最佳化。集约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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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微影像 ,避免重复和遗漏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网络为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 ,使缩微

影像信息产业得到新发展。

网络环境下 ,采用和吸收现代先进技术 ,通过集约化方

式 ,可以在网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揭示缩微影像信

息。同时依据新的社会需求 ,齐力协力将符合市场需求的

缩微影像信息优先上网 ,这在缩微影像信息资源网络服务

中也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激活了分散的古旧文献

或档案 ,使那些难以收集完整的分散的古旧文献或档案变

成活的引人注目的网络信息 ,并加快缩微影像信息数字化

的进程。

3 　开发缩微影像信息的数字化产品

数字影像信息产品 ,提供图文信息的同时配备相应的

检索系统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使用。目前主要通过两种

途径出版发行 :其一通过网络出版 ,其二通过以光盘为存储

介质出版。依赖对原件进行整理后形成的缩微影像信息 ,

通过数字化缩微影像信息方式制作数字影像信息产品也具

有广阔的前景。如国家图书馆组建的缩微影像扫描数字化

系统已进入试运行 ,首期目标是将民国时期中文期刊的缩

微影像进行数字化 ,并提供网上服务。

开发缩微影像信息的数字化产品 ,较好地协调了古旧

文献和档案的保存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在有计

划地把重要的古旧文献和档案制作成缩微影像信息的同

时 ,将目前使用频繁的缩微影像信息转化成数字影像信息

来代替原件的利用 ,这首先解决了古旧文献和档案的保存

与补充问题 ,也使读者能更方便地阅览。

4 　做好特色缩微影像信息数据的汇集

我国各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缩微影像信息以

年代较久远的古旧文献和历史档案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古旧文献信息需要重新整理与汇集 ,历史档案会逐渐被解

除机密。依据市场需求 ,及时做好特色缩微影像信息数据

的汇集 ,也是一条使缩微影像信息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途径。

特色缩微影像信息数据的汇集无疑是一项艰苦的长期

性工作。在开展这项业务前 ,必须准确地把握未来一定时

期内的信息需求 ,注意力放在追求更深层次的内涵上 ,要结

合自己现实收藏的特色、服务对象特点等具体情况 ,来确定

工作目标。如可以为特定用户群建立所需的缩微影像信息

资源指南系统 ,也可以根据本部门重点专业及承担的课题

任务 ,确定开发方向 ,并在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前提下 ,

将缩微影像信息的整合成果以多种形式反映在本部门的网

页中。

网络环境下开展缩微影像信息服务 ,特色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 ,也不可能青春常驻 ,一劳永逸。一项符合市场需求

的特色服务或特色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需求的变化 ,或

许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或许会被竞争对手取代。汇集特色

缩微影像信息数据 ,既要坚持不懈 ,更要持续创新。

5 　加强缩微影像信息的提炼与梳理

我国各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缩微影像信息以

古旧文献和历史档案为主 ,各机构、各部门收藏的缩微影像

信息零散、不完整。开展缩微影像信息网络服务需要对收

藏的缩微影像信息及外单位收藏的缩微影像信息加工和提

炼。缩微影像信息网络服务与仅以链接形式完成的网络服

务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通过对缩微影像信息进行标引、

组织等一系列“重新包装”,编制缩微影像信息资源主题指

南目录等 ,实现对缩微影像信息资源的加工、增值。在尊重

版权的前提下 ,可利用扫描仪等现代化工具 ,有选择地将缩

微影像信息输入计算机 ,编辑成索引、文摘等 ,来充分开发

利用收藏缩微影像信息。另外 ,开展缩微影像信息网络服

务要深化信息咨询的深度 ,如同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要“实

现从提供相关信息到提供答案”的重要转变。

6 　合理定位网络缩微影像信息用户群

现实中任何一个信息服务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和服务

目标 ,社会位置和发展方向也都很明确。网络服务只是原

传统服务的延伸。开展网络环境下缩微影像信息服务的风

格、特色以及服务目标应当与现实中的一致 ,只是通过网络

工具将这一原来形象展示给更多的人和更远的地方。缩微

影像信息网络服务的对象和范围虽然比上门的现实读者扩

大了 ,但服务仍然不能脱离上门的现实读者 ,主要服务项目

仍应以原有读者群设计 ,否则缩微影像信息网络服务就难

以准确定位 ,失去现实的读者群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就等于

失去“自我”,失去竞争力。可能连原有的读者也难以留住。

7 　谋求与网站共同发展之路

我国从事信息资源开发建设的重要领域和部门与主管

网络信息提供与服务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目前国

内网站提供搜索引擎 ,免费资源服务、个性化服务、新闻发

布等多种服务模式 ,主要从事的是接入服务 ,或为个人和企

业建立主页 ,发布信息等 ,也提供部分网络硬件空间和一般

的技术支持服务 ,同时也在自己的网站主页上设立信息栏

目 ,提供生活信息、热点新闻、软件下载、广告和友情链接等

供用户浏览。多数站点均没有较大型的数据库 ,没有特色

类型的信息或深层次的信息服务给予支持。我国图书馆、

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着十分丰富的缩微影像信息资源等待开

发 ,但由于经费不足、管理手段和技术能力等因素 ,实现上

网的缩微影像信息资源很少。因此 ,与网站联合开发缩微

影像信息资源 ,谋求共同发展之路 ,也是一条开展缩微影像

信息网络服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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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中小学图书馆宣言 (1999) 》解析
摘　要　《中小学图书馆宣言 (1999)》是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9 年 11 月共同批

准的。对中小学图书馆从宗旨、任务、法规、经费和网络、服务目标、从业人员的条件和职责、运

作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全新的规定 ,对全世界的中小学图书馆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和指导性。

关键词　《中小学图书馆宣言》　中小学图书馆

分类号　G25113

ABSTRACT　 I FL A / UN ES CO School L ibrary M anif esto , approved in 1999 , specifies mission ,

funding legislation and networks , goals , staff ,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 etc. , of the school li2

brary. It is widely applicable to school libra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I FL A / UN ES CO School L ibrary M anif esto , 1999 . School library.

CLASS NUMBER　G251. 3

0 　引言

1980 年 ,国际图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中小学图书馆会议上通过了《中小学图书馆宣言》

(以下简称《80 宣言》) ,并于当年 12 月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发布。《80 宣言》对中小学图书馆的性

质、目标、办馆条件、服务内容以及资源共享等原则

问题均作了简要、明确的规定。20 年来 ,《80 宣言》一

直是各国教育机构重视并遵循的基本准则。

1999 年 11 月 ,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

了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适应教育信息

化的要求 ,共同批准发表了新的《中小学图书馆宣

言》(以下简称《99 宣言》) ,并标题为《全员教与学中

的中小学图书馆》。《99 宣言》继承了《80 宣言》的基

本思想 ,对中小学图书馆从宗旨、任务、法规经费和

网络、服务目标、从业人员的条件和职责、运作与管

理等方面作出全新的规定。以下是笔者对两个宣言

进行的解析 ,并向业界同行就教。

1 　关于中小学图书馆的地位

《80 宣言》指出 :“中小学图书馆是保证学校对青

少年和儿童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的一项必不可少的

事业 ,而学校的教育正是促进公民和国家之间建立

和平与谅解关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99 宣言》

指出 :“中小学图书馆是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中

小学图书馆对于识字、教育、信息提供 ,以及经济、社

会和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是必不可少的。”中小学图

书馆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相联系的 ,是整个

8 　配置先进的网上信息传输设备

开展缩微影像信息网络服务 ,要配置缩微影像信息数

字化产品制作、存储、发布、维护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 ,创

建方便、友好的缩微影像信息查询界面。目前 ,许多缩微影

像信息收藏部门都在自建或与区域内其他成员馆共建缩微

影像书目数据库 ,提供给网络用户使用。缩微影像信息收

藏部门既可以通过网页开展缩微影像信息服务 ,也可以通

过建设特色缩微影像信息数据库 ,以合作方式有效地收藏

缩微影像信息。配置数字化缩微影像信息设备后 ,开展缩

微影像信息网络服务时 ,就可以或将用户需要的缩微影像

信息拷贝快速邮递到远方 ,或将这些信息数字化后传送到

指定的 E - mail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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