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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体系探索

一"前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各项技术服务的图

书馆无论是在服务上$还是在技术上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随

着网络资源的丰富$在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等各种数字图书馆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时$为适应

潮流$跟上时代的步伐$各大学图书馆也建立了高素质&高水

平的数字图书馆$如北京大学的数字图书馆$清华大学的建筑

数字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所等等不一而

足% 在大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是

什么呢’ 显而易见的$是资源数字化的问题% 资源数字化是建

立数字图书馆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本文主要

针对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组织体系进行粗浅的论断%

二"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体系

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是海量的信息资源库$但海量信息资

源并不等同于馆藏资源的数字化$也不等同于单纯的网络资

源目录$或各种数字资源的简单拼凑% 据笔者所知$现在有相

当一部分大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仅仅停留在购买一部

分电子资源或者是把一部分纸型资源数字化$就认为已经建

成了数字图书馆% 笔者认为$仅有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大学图

书馆的资源建设应该是建设一个包含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相

互联系&紧密配合的资源库群$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为读者提

供随时随地的&快速的信息服务%

"%数字化资源组织的内容&

从文献内容上!作为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除了要收集整

理具有本校特色的各种信息资源$如军工院校的军工文献&兵

器文献等$师范院校的关于教育方面的信息等等(还要搜集整

理其他基础学科$如数理化天地生及高新技术学科的文献(

从文献类型上!重点是本校师生的学位论文&期刊&会议

录&科技报告等(

从文献载体上!包括印刷型&缩微型&光盘型&电子型&网

络型和数字型等各种载体类型的文献(

从文献来源上!包括本馆收藏的各种传统文献$国内兄弟

院校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购买的各种光盘数据库&网络电子信

息资源$通过专用搜索引擎搜集的免费网络信息资源等%

&%数字信息资源组织模式&

书目数据库!各种图书书目信息&本校博硕士学位论文书

目信息&期刊书目信息&各种回溯书目信息% 书目数据库一般

由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建立和提供$ 建成了各大学图

书馆专有的书目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 大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全文数据库主要包

括两部分内容!第一$各大学图书馆都收集有相当一部分反映

本馆馆藏的特色文献$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要对这些特色馆

藏进行全文加工% 第二$ 互联网是一个无限庞大的信息资源

库$这个信息资源库中存在着大量有价值的科学文献$也有大

量的所谓的)垃圾*信息$各大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全文数据

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网上的有价值的科学文献信息进

行收集&整理$为用户提供更好地服务%第三$大学图书馆购买

的各种全文数据库$如$优秀博士论文数据库 *+,,$中国期

刊 网 $-./01203 4520650$7.8903$:;* 和 :*4 等 等 全 文 数 据

库%第四$各大学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据笔者所知$现在有不

少大学都要求研究生或者优秀本科生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

然后对可以公开的那部分学位论文做成全文数据库$ 供本校

读者使用%

文摘数据库! 大部分大学图书馆都购买了光盘文摘数据

库和网络文摘数据库$如!中文网络文摘数据库比较典型的有

万方文摘数据库$重庆维普网络文摘数据库(西文方面主要有

-;&4<:&<: 等等%

网络信息资源导航数据库! 各大学图书馆还根据自己的

重点学科建立了一系列的网络信息资源导航数据库$如$中国

人民大学的经济类导航数据库$清华大学的 <:=;4 学科导航

数据库$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学导航数据库$武汉大学的水利

水电导航数据库$ 北京理工大学建立的光学工程& 化学与化

工&车辆工程与电子学与通讯等四个学科的重点学科导航%各

大学图书馆还应该根据各馆文献特色再建立一系列的导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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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各大学图书馆已经建立了各校的博硕

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特色专题数据库" 这是一种深度加工形成的信息组织!

由专业人员结合学科和学科建设# 结合科研课题和研究领域

等$搜集相关网络信息资源并加以专业化的整理和组织$就不

同的专题组建各种专题数据库$并跟踪网络信息的变化$定期

对数据库的内容进行更新的补充!数据的来源可以是教学#科

研机构等上载的学术资源$也可以是信息机构分析#筛选后下

载的相关网络资源! 其内容更具专业性与针对性$检索简便$

对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电子图书" 有很多高校图书馆购买了大部分的电子图

书$ 国内目前为止在电子图书制作和资源提供比较不错的数

字图书馆有超星电子图书#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和北大方正的

!"!#$ 电子图书等几家数字图书馆! 如$北京理工大学图书

馆就购买了北大方正集团的 %"!&$ 电子图书制作软件$这个

软件不仅可以把以往图书扫描后制作成电子图书$ 还可以购

买各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图书的电子版本$ 本校读者可以在校

园网内自由借还这些电子图书!

!"数字信息资源组织技术!

’() 技术%元数据技术&’() 技术主要用来编制各种元

数据$现在有很多元数据都是通过 ’() 技术来实现的$例如$

%"%#$ 电 子 图 书 以 及 学 位 论 文 著 录 工 具 *+,$ 就 是 ’() 技

术来实现的!

扫描技术"扫描技术在资源数字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现在各大学图书馆采访部提倡购买电子图书$要求研究生

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以便能很方便地把这些资源数字化$提

供给读者使用!那么对于以前的纸型文献究竟怎样数字化呢’

这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借助于扫描技术$ 把其扫描成 "*-
或者是 .$- 等格式类型$进行组织与揭示后$以供读者在网络

上阅读!

三!资源描述体系

资源描述体系是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中最重要的

一环!就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信息资源大爆炸的社会来说$我

们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的资源!这就

要求如何把数字资源更好组织与描述出来$ 能让读者最方便

地查找到自己需求的信息资源!在笔者看来$各大学图书馆应

具备以下几种最基本的资源描述体系!

#"以 $%&’ 格式为基础的编目体系!

标准化# 规范化是图书馆编目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

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 (%/0 是把复杂的著录格式计算机化

的一个成功发明$ 它以字段和子字段的组合来表达灵活多变

的书目信息$ 它以自己的字段# 子字段的可重复可变长的特

性$ 兼容了传统目录著录项目的可重复与整条款目变长的特

性! 因此$它让不同的计算机系统共享数据$极大地推动了图

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地发展!

就目前来说$各高校针对各种文献信息资源主要有两种

最基本的 (%/0 编目格式"西文文献资源主要使用 1,(%/0
格式$中文文献资源则使用 02(%/0 格式! 这两种 (%/0 格

式对各种文献的组织与揭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一直占据编目体系的主导地位! 而且我国最大的联合目

录(((0%)$, 联合目录也主要运用这两种 (%/0 格式!

("以 )$* 和 +,-./0 ’123 为基础的元数据应用体系!

各大学图书馆纷纷建立了一系列网络信息资源导航数据

库$对于这些资源$如何进行组织与揭示$也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我们这里所说的)组织与揭示*绝不仅仅意味着将网上

学术资源简单地归类#排序$而是序化进而优化$对信息内容

进行深加工#再创造以达到信息增值的目的! 早在 3456 年$

(7897:;< 大学图书馆信息学院 )=#=/>?@<A7@BC 教授就指出"信

息管理人员对信息资源进行)重新包装*D/@E;8F;:7<:G的知识

和技术$ 会在使 $<H@I<@H 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空间中发挥

更为重要的作用! 那么$究竟如何对这些网络资源进行组织

与揭示呢’ 这就要依靠我们的元数据技术了!

在各种元数据 格 式 中$*0%*JKB7< 0>I@&都 柏 林 核 心 元

数据格式主要是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揭示的! 最初由

美国 L0)0 公司发起$ 国际性合作项目 *JKB7< 0>I@ (@H;!
C;H; $<7H7;H7M@ 设计$ 由参与合作项目的机构共同维护修改$

每年都召开 N>IF?9>E$并在会上提出新的修改意见!其最初应

用目的是为了网络资源的著录与挖掘$ 由于 *0 元素简单易

用$ 加之 L0)0 的大力推广和网络资源著录的巨大需求$*0
发展成为可用于任何媒体的组织与揭示!

对于网络信息资源导航数据库的描述$ 主要用 *0 来实

现了! 对于那些收集的网络信息资源$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

自己的馆藏特色和学科特点来确定应该用 *0 的哪些元素对

这些资源描述和揭示$以提供给用户使用!

!"以其他形式的元数据为辅的元数据应用体系!

元数据的广泛应用是因为现代信息资源处理上的挑战而

发展起来的$一是数字资源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的主流$而这些

资源从产生#存档#管理到使用都远远不同于传统的纸的介质

文献+二是网络和数字化技术使信息的发表既快又便捷$由此

而来的海量信息要求有能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环境相适

应的方便#快捷#有效的数据发现和获取方法!

除了 *0 元数据以外$ 国际上运用得比较多的还有这些

元 数 据 "0*O% %0;H@:>I7@? A>I H9@ *@?8I7EH7>< >A O>IF? >A
%IH&$ 艺术作品描述类目++%* P+<8>C@C %I897M;B *@?8I7E!
H7><Q$ 编 码 档 案 描 述+-R*0 元 数 据 格 式 -@C@I;B R@>:I;E978
*;H; 0>SS7HH@@%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R$),DR>M@I<S@<H $<!
A>IS;H7>< )>8;H>I ,@IM78@Q$政府信息定位 服 务+.+$D+B@8HI><78
.@TH +<8>C7<: ;<C $<H@I89;<:@Q$ 电子文本编码与交换+U/%
DU7?J;B /@?>JI8@? %??>87;H7>< *;H; ,H;<C;IC? 0>SS7HH@@Q$
U/% 视觉资料核心类目!

这 V 种主要元数据格式主要针对某一具体的信息资源进

行描述$在各种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揭示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由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由各种载体形式和各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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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组成!为了对某些特殊的信息资源进行描述!各大学图书馆

有必要发展这些除 !" 以外的其他元数据的发展!形成以 !"
为主!其他元数据为辅的元数据应用体系" 同时!各大学图书

馆在组织不同类型的资源时!应根据各自的情况!结合这些元

数据的特点制定出特色馆藏元数据体系标准"

!"各大学图书馆应根据各自特色馆藏和技术力量!研究

开发相关软件!促进新型元数据的应用"

如上面所述!各大学图书馆都有各自的特色馆藏!如各

校的电子版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为了能有效地组织

与揭示这些资源!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也有一部分软件公

司针对此开发了一系列的相应软件!有的大学购买了这些软

件以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二次开发!制定出一

套适合本馆发展的元数据标准在这一方面!据笔者所知!北京

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就做得相当不错!他们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开发了不少新型元数据标准" 在电子版学位论文的制

作和著录方面!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也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我们购买了北大方正公司的 #$#%& 软件来制作与著录电子

版学位论文!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摈弃了不适合我们图书馆

的一些部分!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开发!到目前为

止!我们的电子版学位论文数据库已经正式面向读者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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