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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摘要 书目敌据的机读化是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的基础工程，而机读目录效据柏标准化，将直 
接影响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实现，格式标准和著录标准是两种相关又独立的标准．图书馆自动 

化过程中的敌据标准化，主要以著录标准化为重点．书目敦据机读化可归培为人工输人与套 

录两种方式，分别讨论了各自做法及要点．为保证数据质量，每遘工序要建立质量反馈拉翻 

主 錾 量 键工序 墨 致据 事 ，彳 5砺涝 关键词机读目录标准化质量控奇i磅 t星 I手I f 肝 ，才 
Abstract Data machine readmg is a basic en~neermg of library automation．The 
standardization of Catalog data machine reading will affect the implement of li- 

brary res0urces sharing directly．Format stand~d sad register standard are two 

both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standards．Register standard is a main standard in 

library automation pr~：ess． paper introduced two aproaches of data machine 

re丑ding．Quality feedback con ∞l system in each pa 0f process must be estab- 

llshedin o~terto ensurethedata quality．MeanwbilethetWOmain processes，Ht． 

e咖 re citation anddata input，were also ana1ysed． 

Key words machine re~ding catol0g，standardization ，quality c~ntrol 

现代辩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计算机阿络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将对人类科学和 

国民经济所产生的探远影响。近年来各种教育辩研的局域阿络，纷纷出现，在国家教委支持 

下，分布于全国高等院校的计算机阿络，迅猛发展，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国高 

校联机阿络将出现在华夏大地上． 

由计算机阿络给人们提供的文献资源共享，影响最为广泛，受益最为深刻的首推高校图 

书情报系统．高控图书情报系统，除了图书馆这个文献信息中心以外，还包括各院 (系)资 

19。5-o5一10收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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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室、情报室以及凿案室、科研处、教务处、出版社、电教中心、学报编辑部等具有情报职 

能的机构。它是学校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支持系统，也是教学、科研和科技开发的信息保 

障和支持系统。这是一个多层次的信息情报体系，整个体系实现网络化资源共享，是一个巨 

大的系统工程。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的建立 ，则是整个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图书馆 

的自动化系统，包括图书编 日，图书采访，索引编制，流通管理，情报检索等诸子系统。其 

中实现 自动化管理的核心工程 ，是机读目录数据库的建设 它是网络化资源共享的前期工程， 

又是一项工作量巨大又难于实现的基础工程 

1 图书馆机读 目录的标准化建设 ． 

机读目录是机器可读目录的简称。是文献目录载体发展到本世纪 6o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 ’ 

目录。目录载体随着存贮介质的改变而不断发展，由书本型、卡片型、穿孔卡片型、鳙微型 ’ 

发展到今天的机读型．机读 目录是供计算机阅读的一种目录。其文献目录信息被记录在计算 

机存贮载体上。即计算机磁盘、磁带、光盘上。机读目录产生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英文Machine 

Readable Catalog，缩写 MARC。MARC是专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机读 目录。也称为 LC— 

MARC． 

7O年代以来，美、英、法、藩及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进行研究、规划、试验和建立自己 

的机读 目录系统，机读目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必须要有标 

准格式记录的标准著录才能有效地交换信息，也就是说，在计算机阿络条件下，。彼此交换编 

日数据，必须要以一定格式和方法为标准，计算机才能识别。国际图联 (IFLA)1977年推出 

了采用通用格式结构的国际书目数据通信格式，筒称UNIMARC，以后又几经修改与增补，u— 

NIMARC已在全世界书目记录格式标准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 (China MARC Format)简称 CN—MAR C，是以UNIMARC为基础 

的规范数据交换的国家标准。t982年 2月国家标准总局批准，定为正式国家标准 (GB2901-- 

81)，北京图书馆 1986年开始缩辑 ‘中国机读 目录通讯格式 ，，几经修改，1991年 2月 由书目 

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此 ，中国便有了 自己的标准机读 目录格式，为我国图书情报处理 自 

动化、阿络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 (CN--MAR C)在书目数据标准化上，仅提供了标准格式 ，其内 

容表现形式，即著录标准，则是数据标准化的重点。对于一个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而言，标准 

化实质就是要求系统具备完整齐全正确的数据项目。标准化数据产生，要依赖于著录标准和 

格式标准。标准格式要以标准著录为基础，标准著录要由标准格式来表达，在计算机网络化 

的环境下 ，标准化数据才能实箍资源共享 ． 

中国机读目录有一百多种数据字段，在数据库建库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制 ’ 

订出适用于本系统建库工作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规范及规定，这样才能蔼足数据 准确性、一 ‘ 

致性、完整性、规范性、适用性 等多方面质量要求。建库中所进行的标准化工作包括下列内 ‘ 

容 ： 

(1)数据输入工作单 根据本系统对数据的要求，依照 ‘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 

MAR C)选择必要的数据字段，设计出适合本部门使用的 数据输入工作单 ．工作单一且帚可 

定，就要维护其稳定性，否列会造成严重数据混乱。 

(2)图书分类 按中图法或沿用率系统分类体系 图书分类是按书的内容学科属性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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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揭示内容特征的方法，书目分类号可以提供族性检索，因而大部分读者多从这条途径检 

索自己所需要的文献。高质量的分类标引工作，应达到准确性和一致性 (表现在同类书，同 

种书的各种版本，同种书的各分卷册都能集中在一起)． 

(3)主题标引 主题标引是利用规范化的语词系统 (如：I汉语主题词表》等)作主题标 

识 ，再按一定的标引规则和方法，把图书中论述的主要问题的自然语言 ，上升为规范的专指 

词。在图书情报自动化管理中，更能表现出主题检索的优越性。主题词标引，可以参考GB3860 
— 83《文献主题标引规则 '。 

(4)文献著录 著录数据必须达到两点要求：(1)标准著录，中文图书依照GB3792．1-- 

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 I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对文献内窖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 

选择和记录。(2)著录项目要齐全。依照本系统的 数据输入工作单 ，将每篇文献的有关著 

录项目 (机读目录中字段和子字段)详细准确著录下来，成为一条完整的记录输入计算机内。 

(5)代码代号 与中文图书建库有关的代码代号标准有： 

GB 5195—86‘国际标准书号' 

GB 3304--86 I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 3469--83 I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GB 4880--85《世界语种代码》 

GB 4881—85《中国语种代码' 

(6)规范文档 对团体名称，个人责任者及外国责任者的译名等，要建立必要的规范文 

档 ，使其数据标准化、规范化 ，这些文档的约束作用 ，将对数据一致性产生深远影响。 

2 机读目录数据库建立途径与方法 

图书馆实现自动化最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机读目录。书目数据转换成机读目录是一项 

既费时又费力的工作，一旦转换成机读目录后，就可以以磁带、磁盘、光盘的形式提供给其 

他图书情报部门，共享编目成果。数据一次录入 ，可以多次调用。因此建立图书馆书目数据 

库的模式，可以是手工录入和套录两种。 

2．1 手工录人 

对于机读日录数据录入人员的专业培训，一是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程序和机读目录数 

据格式；=是必须掌握基本编目技术，熟悉卡片目录的著录规则。 

编目人员直接上机编目，输入数据，要优于专职录入人员。编目人员不仅熟悉著录规则， 

而且熟悉所著录图书的外表特征，也熟悉各种文献特征的不同描述和表述，由编目人员输入 

数据 ，易于保证数据的标准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 

人工输入计算机编目可分以下几步进行： 

(1)收集书目数据，分析和著录 计算机输入数据，是以卡片日录为依据。由于手工操 

作原因，目录卡片或多或步都存在一些问题。倒如：图书的外表特征与卡片著录是否完全相 

符，各种数目的著录项日是否齐全、正确。要按照本系统的要求，补齐全部著录款日、数据。 

把卡片日录回溯转成机读目录时，这是首要工作。 

(2)手工编辑处理 在卡片上对各著录事项与各字段、子字段填加标识符、分隔符及编 

目处理需要的有关代码。 

(3)将编辑处理后的书日数据输入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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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机处理 将输入的书目数据经过编目程序处理后，形成机读目录的格式结构。 

(5)存贮 将标准机读目录存贮在外部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光盘等，成为可交换的 

计算机目录载体，或作为数据库中的共享数据源． 

(6)从计算机中输出分类、主题、责任者等各种形式的目录。 

2．2 套录 

计算机编目方法，任务重，工作量大．随着国内图书馆自动化工作的发展，出现了一系 

列标准书目数据源，即商品化机读目录。如：北京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机读目录，中科院文献 

情报中心的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的中文期刊目录等，都已发行了磁带版和磁盘版 

机读数据库．由于光盘技术出现，近年来有各种书目型数据库 CD--ROM 产品面世，同时配 

有相应检索软件t可输出符合ISO---2709或UNIMARC格式书目记录。由于国内出现的丰富 

的标准化机读目录数据；引用标准化数据源，可以帮助建立本馆书目数据库，这是一种快捷 

的方法和途径．即被称之为套录的方法。其特点是所提取的书目记录项目齐全，著录标准化、 

节约了人工输入数据的大量人力和时间．使图书馆自动化早日实现。 

套录可分以下几道步骤 ： 

(1)阅读外来机读目录 将磁带、磁盘等载体读入计算机。若没有检索软件，还要编制 

相应软件，打印出全部书目数据，成为可阅读的文字目录，对书目数据进行选择。 

(2)检索记录 为了便于书目查询和检索，收到机读目录后，应先作试检索。首先要明 

确记录格式，可检字段，所用分类法。主题词表以及机读目录中收录图书的范围等。试检索， 

可用标准书号、作者、书名等作为检索项目。必要时．也可使用全部项目检索，得出可靠的 

检索数据，以掌握机读目录真实情况，为套录做好准备． 

(3)修改记录 利用标准数据的机读目录，一般可不作修改，只需检索和套录．为了更 

有效地利用机读目录，对目录数据还要作适当修改，以满足本馆需要．倒如：增加本馆馆藏 

号．分类号或联合目录号等，使之成为实用的编目成果。 

(4)文档管理 如果要累积机读目录数据，就必须进行文档管理。文档管理分两种，一 

种是对外来机读目录不作任何修改的文档管理，这种管理较简单，一般是将机读目录载体按 

分类或其它标识编列，保存在相适应的环境中，随时上机使用。另一种是将外来机读目录数 

据与本馆机读目录数据合并后．供使用。外来机读 目录一般都定期生产，周期性提供．所收 

录数据范匿较广，种类较多，使用不便。可将同一类型书目数据转录到回一磁带或磁盘上，把 

综台性变为学科性，接学科忙集记录．成为更适用的机读目录。 

3 数据加工过程质量控制 

书目数据是数据库的 灵魂”，数据质量直接关系到数据库的存在价值。 

数据库舾作过程由若干工序组成，每—道工序都要建立质量反馈控制体系．影响数据质 

量的主要关键工序为文献标引和数据录入． 

文献标引，一是文献外表特征的著录，如题名、责任者等{二是文献内容特征的著录，主 

要是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分类标引在传统的书目卡片加工中，人们巳积累了丰富经验。图 

书馆自动化管理中，主题检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因此，主题标引就给传统的手工编目， 

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在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的过程中，除需确定主题类型与结构外，尚需剖 

(T~Jg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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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t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用户对此不理解，以为是负担，其 

实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够。前面我们提到过应用软件的开发过程．其过程大至上可以划分成： 

用户需求一系统分析一系统设计一编制程序一投入使用。如果把投入运行以前称为第一阶段． 

投入使用为第二阶段．那么前者对于后者来说是静态的．但太部分用户的需求是动态的。解 

决这对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对现有的应用软件进行维护和保养。例如 ，由于工作 (或应用 )环 

境的改变．应用软件也要在功能上作出相应的修改 还有，由于信息量的增大，需要对原有 

应用软件的性能加以提高 。再有，或者是应用软件 自身的隐含错误，有可能在运行相当一段 

时间后才被发现，对这种情况要作排错修正处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用软件的使 

用过程 ，也就是它的维护 、保养过程 ．既然存在维护、保养过程 ，在作项 目规划时就应该考 

虑这方面的经费 。 

4 结束语 

使用办公室 自动化系统不是 目的．只是一种手段 ．一种用来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办公效率 

的工具。在本质上与过去旧有的人工系统中的手工操作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要正视 OAS的 

发展t要看到它可能发挥 的功能和效率。但是，这并不等于把它神秘化 ．也并不等于对它寄 

予不相称和不切合实际的期望。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的去做这项工作。从一件简单的工具 

到一套复杂的系统，能否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率 ．关键还是人，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环境 因此 。 

我们应该把看问题的焦点从物移到人，因为我们要用 OAS去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用人去解 

决 OAS的问题 (开发期间除外．但目的是一样的)，如果本末倒置地处理问题．其结果也将 

是相反的。 

(上按第 64页) 

析主题的中心部分 、动态部分和限定修饰部分．以便对文献内容所涉及的主题概念进行精选 

与取舍。在精选主题概念时，标引人员应充分考虑读者检索要求，分析选定对读者有实际意 

义的主题概念．应充分考虑主题分析的全面性、专指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查全、查准的需要。 

选定的主题词，必须是 ‘汉语主题词表}使用的主题词．非正式主题诃不能作为标}i词使用。 

由于 《汉语主题词表’对新学科、新技术的局限性 ．可以考虑 “主题词+关键词 的标引方 

式。 

文献加工人员．在文献分类、主题标引后，直接上机编目．熟练地掌握各项著录规则及 

机读目录通讯格式．成为数据录入质量保证的基本条件。 

录入数据在进入总库前必须进行校对 ．为了保证质量，可以设置三道关卡：一是 由计算 

机本身程序来解决，有的数据可由机器校验 二是编制校对软件．由计算机校对 三是由编 

目专家最后把关。必须把数据错误消灭在进入总库之前 ，保证书 目数据准确无误 

机读目录数据库的建设。为网络化资源共享，提供了基本条件．建立机读目录数据库，在 

高校内部实现文献情报网络化，能为高校问联网，或加入更广泛的国内、国际情报网络创造 

条件，为实现全国资源共享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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