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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数据库是图书馆最基本、最重要的数据库 , 是图书馆提供图书

资料服务的基础信息和基本条件 , 是推进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

建设 , 为读者提供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服务的重要条件。回溯建库的

目的和意义在于为读者检索和利用馆藏文献提供快速、高效、准确的途

径 , 利于图书馆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中科院力学所图书馆整个建库历

时近 1 年。下面笔者结合本馆回溯建库工作谈谈几点经验和体会 , 与大

家共同探讨。

1 回溯建库的准备工作

图书回溯建库是一项很繁杂、工作量大、涉及图书馆人员和读者的

工作。回溯建库首先考虑是采取什么建库方案 , 数据编目著录方法以及

建库期间图书馆是否正常流通借阅 , 图书条码是否与登录号一致 , 是贴 1

条还是 2 条 , 如何设定条码 , 是否要重新打印索书号标签 , 采用何种图书

管理系统。这些问题建库前事先都得考虑、规划清楚。

1.1 回溯建库方案

回溯建库一般有 3 种方案: 第一 , 根据目录卡片来建库。这种方案方

便快捷 , 但如果卡片信息不完整、有卡无书、有书无卡等都会影响数据库

的质量。第二 , 先进行书卡核对 , 并对卡片进行修改再依据卡片建库。第

三 , 直接根据文献实体建库 , 这样建库的结果是与书库中文献实体一致 ,

但搬运工作量较大。根据力学所图书馆的自身特点 , 即规模小、经费有

限、工作人员少以及基本上只对本所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开放的特点 , 并

且我们建库前刚对图书进行过一次图书剔旧 , 所以我馆采取的是第二和

第三两种方案的综合方案。

1.2 回溯建库著录数据方法

回溯建库著录数据常用的方法有套录法和自建法。套录法是利用已

有的国内外机读目录数据 , 通过光盘套录数据或直接从 Internet 上套录

数据 , 再对数据进行比对 , 加上本馆相关信息如馆藏信息、索书号等变成

自己馆的书目数据库。这种方法获取的信息较为准确 , 揭示的书目内容

更加丰富。自建法是根据目录卡片或原始文献所揭示的相关信息 , 按标

准的著录格式 , 依字段要求进行计算机录入而完成数据库的建设。

大多中小图书馆经费有限 , 从国内大型图书馆书目中心购买书目数

据套录不太现实 , 而且我们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图书馆的图书书目数据也

不是国内某个大型图书馆能大部分提供的 ; 由于现今网上有许多免费的

书目数据资源供查询使用 , 通过 Z39.50 接口程序就可以下载套录数据 ,

套录不到的就依卡严格按照 US- MARC 标准著录。

1.3 标签与条码

力学所图书馆的第一批图书距今已有近 50 年了 , 以前索书号标签

大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 , 有些还是手写的。经过这么多年 , 很多都模糊不

清了 , 给读者查找带来很多不便。我馆图书都是双登录号 , 刚成立研究所

时 , 很多图书都是从别的图书馆调拨过来的 , 所以登录号规则不一致 , 于

是我们决定条码与登录号不一致时 , 自成规则 , 也是双条码。

1.4 建库过程中图书馆是否照常借阅

考虑到力学所图书馆基本只对本所研究人员开放 , 每天的借阅量并

不太多 , 所以建库过程中图书馆照常借阅 , 也不催还建库前借阅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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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书管理系统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是回溯建库首要和必备条件。集成系统的性能

是选择回溯建库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经过多次的调研 , 决定采用北京

鑫盘鹏图公司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单机版。该系统把采购、编目、典

藏、流通、查询、维护、咨询、系统控制以及行政管理集成在一个统一的页

面 , 只是操作权限不同 , 加强了全馆业务工作的规范和系统管理员对整

个图书馆系统的管理。采购、编目、典藏、流通、维护、查询各子系统 , 在各

子模块数据处理中充分使用 MARC 格式 , 随时可查阅书目数据 , 规范数

据操作 , 方便读者查询 , 实现各模块的数据共享。

2 建库实施

方案和著录方法定下后 , 接着就是着手实施回溯数据库建设。建库

按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 , 进入图书管理系统的编目 , 根据卡片通过 Z39.50

接口程序套录数据 , 直接粘贴到编辑屏中 , 经过些许改动 , 添上 905 字段

的馆藏信息。用套录法大致可获取到 85%的比较准确的外文图书书目数

据记录 , 剩下 15%左右套录不到的依据机读数据格式著录数据。第二 , 按

索书号顺序批量打印出图书的标签 , 聘用 1 个临时人员到书库提一批

书 , 贴上条码 , 交给回溯工作人员 , 由回溯人员根据图书实体核对书目数

据 , 核完后打印出这批图书的索书号标签 , 由临时人员贴上分类色标( 为

了减少乱架现象 , 便于读者查找图书和图书管理) , 在标签和色标处贴上

透明胶以便保护标签不被磨损 , 而后把图书运回上架。为了减少搬运的

工作量 , 回溯时计算机尽可能在要回溯的图书书架处。回溯建库工作人

员核实数据后发典藏库验收分配条形码 , 再进入流通。对回溯中还回的

图书 , 如该书所在的书架上的图书已回溯过了( 这通过新旧标签和色标

很容易区分) , 那这本书就不上架放入书车里 , 由贴标签人员贴条码再回

溯 , 如不在回溯图书处照常上架。这样既没增加工作量也不用集中归还

图书。第三 , 图书回溯后重新上架 , 最后批量打印卡片。

3 后期数据维护

回溯建库是一项耗费人力、物力的复杂工作 , 书目数据库建成后进

行试运行过程中 , 还会有不少问题。如发现同一种书的不同复本或不同

版本 , 因不同的编目人员分类不同 , 这样同一种书不在一起 , 增加了查找

的难度 , 也使得书目数据不是很规范。对这种问题 , 我们发现后 , 按新版

的科图分类法重新统一分类编目 , 使不同复本或不同版本的书分类相

同。陆续把建库前借出的图书及时回溯 , 及时掌握机读目录数据库存在

的错误并进行修改 , 逐步完善书目数据库 , 保证回溯数据的准确性、完整

性 , 以便更好地服务读者。

4 建库体会

力学所图书馆的 13 000 多本外文图书回溯 , 基本上是一个图书馆工

作人员和一个临时人员在不到 1 年的时间内 , 在付出很少的费用下完成

的。回溯期间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 出现不少问题 , 但都被一一克服和解

决 , 这主要得益于回溯建库方案和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以及两人之间的

紧密配合。在这里总结几点经验供同行参考:

( 1) 对力学所图书馆这种小型的专业图书馆而言 , 图书馆的正式工

作人员一般也就 2～3 个 , 基本上每人都是负责几摊事情。回溯建库大多

是 2 人来做 , 1 人负责图书 , 1 人负责期刊 , 或 1 人负责西文书刊 , 1 人负

责中文书刊 , 很少有多出的人手来。所以回溯前准备工作很重要。选一个

合适的图书管理系统自然重要 , 但制定回溯方案和流程更重要。回溯建

库一般有 3 种方案: 依卡建库 , 先进行书卡核对再建库 , 根据文献实体建

库。这 3 种方案实际上每种方案都是要把图书先下架 , 再上架。第二方案

比第一方案多了书卡核对 , 第三方案比第一、第二种方案多了来回搬运

图书的工作量。很多图书馆采用第二回溯方案 , 即先进行书卡核对 , 再依

卡建库。这种方案不一定适合小型图书馆。因书卡核对工作量也较大 , 如

果图书馆原有卡片保存比较完整的 , 进行书卡核对没多大必要。直接根

据图书建库 , 应该是较好的方案 , 数据准确、翔实 , 但有搬运图书的工作

量 , 速度也快不起来。所以小型图书馆最好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第一和

第三的综合方案。

( 2) 充分利用免费的网上 OPAC 资源 , 通过 Z39.50 接口程序或图书

管理系统内嵌的 Z39.50 模块直接访问网上开放的 Z39.50 服务器 , 套录

质量好的 MARC 数据。我们外文图书数据大多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我

国香港、台湾各大学图书馆套录来的 , 这些大型图书馆的数据都很标准 ,

质量也高 , 也不用付费 , 只是花上网费用。

( 3) 与单位的网管部门协调好 , 尽量保证回溯用计算机的 IP 端口的

流量 , 备一根较长的网线 , 用于在馆内回溯用计算机的连接上网。

( 4) 严格按流程进行回溯 , 先 建 好 书 目 库 , 再 贴 标 签 、条 码 , 核 对 数

据。

( 5) 虽说小型图书馆规模小 , 图书期刊量少 , 回溯人员可能就两个 ,

但也得配合好 , 配合不好同样会影响回溯进度。一人先从书架下一批图

书贴上条码 , 交给回溯的另一工作人员 , 由这人根据图书实体核对书目

数据 , 核后验收分配 , 完成一批后打印这一批图书的标签 , 再由前面那人

贴标签、色标和透明胶 , 而后这批书上架。这样循环运作 , 大大提高了效

率。

总之 , 回溯建库是图书馆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的核心 ,

是为读者提供快速、高效利用图书资源的重要条件 , 建立高质量的书目

数据库是每个图书馆努力的目标。但小型图书馆因经费有限、人员少而

时间紧迫 , 难免会有不少问题出现。只要充分做好回溯前准备工作即选

好图书管理系统、定好回溯方案、数据著录方法 , 利用好已有的外部免费

资源 , 制定好工作流程并严格按照实施 , 就能花很少的经费在短时间内

完成外文图书的回溯建库 , 而且不影响图书馆的正常流通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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