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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是指把有价值的电子出版物信息资源和非电子出版物的电子

信息资源 ,进行有效搜集 ,采用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库接口技术 ,以完全基于 Internet 应用的高

质量数据库 ,供用户检索和利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必须把握好资源选择和数据格式标准化

两个重要环节。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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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是指紧紧围绕用户的需求 ,

把有价值的电子出版物信息资源和非电子出版物的电子信

息资源 (主要是指 Internet 上的电子期刊、电子论坛、电子报

告等)进行有效搜集 ,采用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库接口技

术 ,以完全基于 Internet 应用的新的高质量数据库 ,供用户

检索和利用。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是电子信息资源组织的

一种有效方式 ,已成为图书馆界开发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加强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的开发研究势在

必行

111 　满足用户需求的需要

网络环境下 ,用户对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服务的需求

发生了很大变化 ,形成了综合化、社会化、网络化、集成化、

高效化的特点。这就对图书馆提出了如下要求 : (1) 能够提

供经过图书馆鉴别、选择、加工、分类和组织的有价值的电

子信息资源 ; (2)能够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电子信息资源数

据库检索系统 ,以提高检索效率 ,节约检索时间 ,降低检索

成本。

112 　提高图书馆信息技术开发研究能力的需要

面对图书馆软硬件的更新换代 ,网络系统的应用和升级

以及数据库的开发设计等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国内图书馆的

信息技术开发研究能力很不适应。瞄准国际图书馆界先进技

术 ,在科研实践中大力提高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开发研究能力

已成当务之急。只要每个图书馆都能根据用户的需求及本馆

的技术力量和物质条件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围绕电子信

息资源数据库系统的相关技术 ,分课题、分层次、分阶段地开

展研究 ,不断探索和实践 ,不仅能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而且

能使图书馆专业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网络技术应用及软

件设计能力和标引水平等也得到相应提高。

113 　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子信息资源的不断涌

现 ,图书馆如何进一步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竞争能力 ,有所

作为 ?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思路对我们极有参考价值。他们

要求图书馆专业人员对数字图书馆技术进行开发研究 ,通

过对一切可获得的电子信息资源的理解和组织 ,以新的集

成的方法实现数据库在网络上的动态查询和利用。这意味

着 ,图书馆紧紧围绕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相关技术展

开研究 ,符合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 使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切实

感受到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图书馆都能够为他们的

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提供信息保障。惟有如此 ,图书馆才

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才可能进一步走向繁荣。

2 　开发研究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必须把握两个重要

环节

211 　开发研究对象的选择

在明确主题的基础上 ,电子信息资源开发研究对象应重

3 　本文系南京邮电学院科技计划项目 (99 院 02 号)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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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择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的光盘数据库以及电子期刊、

电子论坛、电子报告等。这些电子信息资源不仅用户使用

范围广、频率高 ,而且容易收集、加工和组织。

212 　数据格式的标准化

标准化是任何数据库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 ,也是基于

Internet 应用和发展的主线。图书馆对于电子信息资源数

据库系统开发研究 ,必须坚持数据格式标准化原则。数据

格式是信息基础结构的描述。数据格式只有符合为大家所

公认和遵循的统一标准 ,才有可能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不

同的网络平台间交换数据。图书馆馆藏书目文献数据库的

建设 ,因为采用了由头标区、目次区和数据区三部分组成的

MARC数据格式 ,才得以达到书目数据资源共享的目的。

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数据格式 ,应采用 MARC 数据格式。

因为只有采用 MARC 数据格式 ,电子信息资源才能被充分

完整地提示和描述 ,实现馆际间的通讯交流 ,达到电子数据

资源共享的目的。

3 　开发研究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系统的 3 个关键技术

311 　建立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体系

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数据结构是决定其信息含量、

标引深度和检索途径的基础。OCLC“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数据结构体系 ,虽然没有突破关系型数据库非常严格

的表结构 ,但它使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在建立数据结构体

系时有了很好的参照体系。笔者在这个参照体系下 ,结合

研究和实践 ,提出建立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结

构体系 ,该体系分为 CNMARC 和 USMARC 数据结构体系

两类 ,它们所确定的 MARC 数据字段分别是 :

(1)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CNMARC 数据结构体系的基

本字段 :

0 号字段 ,标识块 :001 ,记录标识号 ;005 ,资源最后处理

时间和日期 ;010 ,国际标准书号 ISBN ;011 ,国际标准连续出

版物号 ISSN ;013 ,其他 (如标识 CD、DVD、MTV 等光盘国际

录制代码号 ISRC) ;091 ,统一书刊号 ;092 ,订购号。

1 号字段 ,代码信息块 :101 ,资源语种 ; 102 ,出版或制

作国别 ; 135 ,计算机文档数据类型 (如文本、数字、程序

等) 。

2 号字段 ,著录信息块 :200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 ;205 ,版

本项 (如网络版、单用户版、多用户版、学习版、演示版等) ;

207 ,资源特殊细节项 :连续出版物卷期编号 ;210 ,出版发行

项 ;215 ,载体形态项 (资源特定类型标识 ,如计算机光盘、计

算机软盘等) ;225 ,丛编 ;230 ,资源特殊细节项 (标识计算机

文件的文件特征 ,如数据文件或程序文件 ,分别注明它们的

文件个数、记录条数或语句行数等) 。

3 号字段 ,附注块 :300 ,一般性附注 ;326 ,出版周期附注

(标识电子期刊、光盘数据库等当前出版周期与时间及较早

的出版周期与时间) ; 327 ,内容附注 ; 336 ,计算机文档类型

附注。

4 号字段 ,款目连接块 :410 ,丛编 ;456 ,复制为 ; 488 ,其

他相关作品。

6 号字段 ,主题分析块 :606 ,论题性主题词 ;610 ,非控主

题词 ;626 ,技术细节检索点 (标识计算机文档所用的计算机

类型、操作系统、程序语言等) ;690 ,中图法分类号。

7 号字段 ,知识责任者块 :700 ,个人名称—主要知识责

任者 ;701 ,个人名称—等同知识责任者 ;710 ,团体名称—主

要知识责任者 ;711 ,团体名称—等同知识责任者。

8 号字段 ,国际使用块 :拟增设 856 字段 ,电子信息定位

与检索 (包括资源的网址、格式 ,如ASCII、HTML 等格式、使

用方式如文件传输 FTP、远程登录 Telnet 等、主机名称、文

件名等) 。

(2)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USMARC 数据结构体系的基

本字段 :

0 号字段 ,标识 :001 ,记录控制号 ;005 ,资源最后处理时

间和日期 ;020 ,国际标准书号 ISBN ;02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

物号 ISSN ;041 ,语种代码 ;044 ,出版或生产国别 ;082 ,杜威

十进分类号 ;092 ,中图法分类号 ;093 ,订购号。

2 号字段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等 : 210 ,缩略识别题名 ;

222 ,识别题名 ; 245 ,题名说明 ; 246 ,题名的变异形式 ; 250 ,

版本项 ;256 ,计算机文件特征 ;260 ,出版发行项。

3 号字段 ,载体形态项 :300 ,载体形态 ;310 ,当前出版频

率 ;321 ,先前出版频率 ;362 ,出版日期/ 卷册标识。

4 号字段 ,丛编说明 :440 ,丛编说明。

5 号字段 ,附注 :500 ,一般附注 ;516 ,计算机文件类型或

数据附注 ; 520 ,提要等附注 ; 538 ,系统细节附注 ; 540 ,资源

使用范围、复制的条件 ;546 ,语种附注。

6 号字段 ,主题标目 : 650 ,论题性标目 ; 653 ,非控主题

词 ;655 ,资源类型或形式。

7 号字段 ,附加款目和连接款目 :700 ,附加款目—个人

名称 ; 710 ,附加款目—团体名称 ; 720 ,附加款目—其他名

称 ;786 ,资源来源款目 ;787 ,其他相关款目。

8 号字段 ,丛编附加款目 :856 ,电子信息定位与检索。

由上述 MARC 字段构建的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体

系 ,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

(1) 由于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体系所确定的 MARC

字段比较简洁 ,因此 ,记录和描述电子信息资源的复杂程度

大大降低。采用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体系对电子期刊、

光盘数据库、电子论坛、电子报告等进行著录和标引 ,可操

作性强 ,省时省力。

(2)对于电子信息资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 ,简要

式 MARC 数据结构 ,能够通过若干子字段较为全面完整地

记录和描述。如 856 字段包含了定位电子信息资源所需的

各种信息 ,这些信息均可通过子字段加以标识 ,如子字段

＄u(电子资源地址) 、＄d (路径) 、＄f (电子文件名称) 、＄s

(文件大小) 、＄z (注释) 等。而“都柏林核心”的电子资源定

位的资源识别字段难以将这些子字段信息详尽记录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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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3)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体系不仅覆盖了“都柏林核

心”15 个字段的全部内容 ,而且对电子期刊和光盘数据库的

出版周期、更新周期等一些特殊的外部特征在 3 号相关字段

作了附注 ;对有丛书、丛刊的电子信息资源 ,在 4 号相关字段

作了连接说明。

312 　简要式 MARC 数据库的软件设计

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库的建设 ,是根据电

子信息数据源 ,按简要式 MARC 数据结构填写记录输入单 ,

通过相应软件的支持 ,进行记录输入单的计算机录入、修

改 ,并且形成由头标区、目次区和数据区组成的电子信息资

源简要式 MARC 数据通讯格式 (即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库) 。传统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设计方

法难以实现上述功能。在开发研究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先

进的、技术含量高的 C ++ 开发工具。其软件设计步骤可概

括为 :

(1)将电子信息资源按 MARC 格式中字段定义的格式

进行归类 ,确定电子信息资源中每部分所对应的字段名及

子字段名 ,并将各个字段按字段名从小到大依次排序。

(2)统计所有字段的数目和各字段数据的长度 (包括字

段结束标记) ,按 MARC 通讯格式规范计算出 MARC 记录

的总长度和数据内容同记录头之间的偏移量 ,然后加上记

录的属性就生成了固定长度的头标区。

(3)根据 MARC 格式目次区的定义 ,将各个字段的字段

名、字段长度、字段数据的偏移量分别填入目次区。其中偏

移量为前一字段的字段长度加上其偏移量 (其中第一个字

段的偏移量为 0) ,然后打上目次区的结束标记。

(4)将各个字段的内容依次填入数据区 ,并在每个字段

和记录的结束处打上相应标记。

(5) 逐条处理电子信息资源 ,即可生成国际标准的

MARC 通讯格式。

在软件设计过程中 ,我们较好地解决了两个难点问题 :

一是 ,如何把格式各不相同的电子信息资源统一化 ? 我们

是将用户自由定义的电子信息资源的分类同 MARC 格式中

的字段名及子字段名的关系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在主程序

中读取配置对应文件。二是 ,由于写入 MARC 数据库文件

时是先写入头标区 ,再写入目次区 ,最后写入数据区 ,但实

际上是由数据区中的内容统计并生成目次区和头标区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是先统计计算出头标区和目次

区后再依次写入文件。

采用先进的 C ++ 开发工具设计完成的简要式 MARC

数据库 ,在建库时 ,我们能够按屏幕提示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增加字段、删除字段、删除记录、MARC 生成、重新检索、修

改、查看详细信息等操作 ,使得电子信息资源的计算机录入

比较方便、录活 , MARC 数据修改与维护较为容易、可靠 ,

MARC 数据通讯格式的生成更是快捷、高效。

313 　数据库接口技术的开发

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库 ,能够实现馆际间

的网络传递与交流。要满足用户完全基于 Internet 的检索

需求 ,不仅需要将电子信息资源简要式 MARC 数据库转换

成 sybase 或 SQL Server 等大型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管理系

统 ,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数据库接口技术的开发 ,使电子信息

资源数据库与 web 服务器互联 ,实现 web 电子信息资源数

据库的动态查询。传统的方法是利用通用网关接口 ( GGI)

开发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开发难度大 ,而且服务器资源消

耗也大 ,大大降低了网络的整体效率。使用新的组件 Ac2
tiveX与 XML (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标注语

言)新型的综合开发方式 ,能够获得更高的网络效率 ,更短

的响应时间。采用这种新型的开发方式 ,其软件设计要点

是 :

(1)将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中的数据以 DTD 方式简化

为 XML 文档结构。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文件类

型定义)是 XML 3 个主要要素中的一个 ,它定义了电子信息

资源数据库的元素、元素的属性及元素和元素属性之间的

关系。

(2)利用 ASP (Active Server pages ,活动服务器主页) 转

化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为 XML 数据源。ASP 也是一种数

据库接口技术 ,利用它建立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的连接和

转化。这种方法有两点优势。第一 ,XML 数据源可以使用

脚本来生成。这意味着可以便捷地转换大批量的数据。第

二 ,XML 数据源是从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中的数据动态生

成的 ,当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被更新时 ,XML 数据源也随着

更新 ,而不需要额外的开销。

(3) 使用 XML —QL 查询语言编写查询程序 ,实现电

子信息资源数据库 XML 数据源的查询。XML —QL 查询

语言是在查询语言 ( UnQL 和 StruQL ) 基础上设计的。它

有类似 SQL 查询语言 Select2From2where 的结构 ( where2In2
Construct) 。按照这种结构方式编写检索程序 ,用户可从题

名、关键词、主题词、出版者、发行者、分类号、ISSN、ISBN

以及具有检索意义的所有子字段单项及组配检索。更为

重要的是 ,用户可通过提供的电子资源定位信息进行超链

接 ,以较高的检索效率 ,极短的响应时间获取所需的电子

信息资源。

(4)将查询结果以 XML 文档的形式在浏览器端输出。

这种显示方式的优点 ,一是将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查询结

果的显示格式和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数据相分离 ,实现

对同一电子信息资源数据的多种处理 ,以满足不用同户的

需求。二是节省服务器资源消耗 ,从根本上克服以 HTML

文档形式显示查询结果的局限性。 (下转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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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只有这样 ,文献学才能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献学导论》将文献学基础理论知识与实用知
识有机结合 ,重视对文献利用的指导 ,这是其第二个
特色。该书对文献的分类、社会功能、文献交流及其
规律、文献工作标准化与现代化等文献学的基本理
论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认
识学习文献学的作用与意义。同时 ,为了体现文献
学的实践性及《文献学导论》一书的写作初衷 ,即对
读者进行文献利用的指导 ,使读者通过阅读全书后 ,

能够顺利利用文献 ,作者非常注重实用性较强的文
献学知识的介绍 ,重视对文献利用的指导。例如 ,在
“文献服务”一章中 ,作者专门设立了“文献利用指
南”一节 ,对图书馆目录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技巧做了
充分的介绍。在这一节中 ,为了指导读者更好地查
找和使用因特网上的文献资源 ,作者还对因特网上
文献的主要类型、因特网上文献的查找工具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再比如 ,在“文献生产”一章中 ,

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非法出版活动与非法
出版物进行了探讨 ,向读者详细介绍了非法出版活
动和非法出版物的定义、非法出版活动的特征、非法
出版物的主要类型、非法出版物的认定和取缔等内
容 ,特别是对有关如何识别非法出版物知识的介绍 ,

对于读者识别非法出版物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3 　文献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丰富和发展了
文献学研究内容

我国的文献学研究 ,已经从侧重于以对古代文
献的目录、版本和校雠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献学 ,发
展到以对文献的收集、分类、交流和利用等为主要研
究内容的现代文献学。这说明 ,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献学只有不断丰富和发
展其研究内容 ,才能长盛不衰。

《文献学导论》一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进行了较
大的丰富和发展 ,这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也是其创
新性的体现。作者以文献及文献工作作为文献学的

研究对象 ,根据文献工作发展的实际 ,对文献学的研
究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该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体
现在对文献学原有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上。随着计
算机技术、光盘技术等高科技成果在文献学工作中
的应用 ,新型文献载体不断出现。因此 ,对于文献载
体的研究 ,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传统的简牍、缣帛和
纸张的研究 ,还要对磁、光、电等载体进行研究 ,不断
深化研究内容。《文献学导论》不仅对传统文献载体
进行了介绍 ,而且对常见的新型文献载体 ,如感光膜
载体、磁膜载体、光盘和电子纸等进行了介绍 ,使有
关文献载体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该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还体现
在作者根据文献工作发展的实际 ,扩展文献学的研
究内容、创造性地将非法出版活动及非法出版物、文
献评价等内容纳入文献学研究的领域。非法出版活
动是文献生产活动中的一股逆流。随着出版技术的
不断提高 ,非法出版物的数量越来越多 ,对文献收藏
和利用等工作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对非法出
版活动加以研究 ,将严重危害文献工作的发展。因
此 ,将对非法出版活动和非法出版物纳入文献学研
究领域是有其道理的。与此相类似 ,将文献评价工
作纳入文献学的研究领域 ,也是与文献工作发展的
实际相适应的。《文献学导论》一书对这些内容做了
深入的研究 ,这是其它文献学著作所没有涉及的 ,对
丰富和发展文献学研究内容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当然 ,作为一本颇具新意的文献学著作 ,不足也是
难免的。由于该书在写作时比较注重实用性 ,因而全书
对某些文献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阐述还稍显不足。另外 ,

虽然主编在全书的加工、润色和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 ,但由于该书是多人分工写作 ,因而全书的体例仍
不是十分统一 ,有些章节的论述仍不充分。

王贵彬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 ,发表论文多篇。

通讯地址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 210093。
(来稿时间 :200120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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