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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联机公共检索目录研究进展
摘　要　WebPAC 即 WWW 联机公共检索目录。它具有图形用户界面 ;可显示全文、图像和多

媒体信息 ;可提供用户界面最大弹性 ,可检索远程数据库 ,能链接全文。从改善 WebPAC 书目记

录内容、书目记录显示和用户界面以及提高 WebPAC 检索功能三个方面 ,论述了 WebPAC 的研

究进展。参考文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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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bPAC , or WWW public access catalog ,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graphic

user interface , full2text and multimedia display , flexible user interface , remote database access and

full2text linking.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s summarize recent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30 refs.

KEY WORDS　WebPAC.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Search functions.

CLASS NUMBER　G354. 2

　　80 年代以后联机公共检索目录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 OPAC)开始出现 ,起初可视为卡片目

录的机读版本[1 ,2 ] 。80 年代中期出现第二代 OPAC ,

功能有很大提高 ,如提供布尔逻辑检索、邻近检索、

截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 ,可选择不同的显示格式 ,并

可提供联机帮助[3 ,4 ] 。

90 年代后期 ,由于 Internet 和客户机/ 服务器模

式的发展 , WWW 联机公共检索目录 ( Web2based

OPAC ,即 WebPAC)开始出现[5 ] 。WebPAC 是指利用

Web技术的 OPAC。WebPAC 除具有第二代 OPAC

的特点 ,还采用 Internet 用户所熟悉的图形用户界

面 ,用户无须记忆检索指令 ,掌握复杂语法规则 ;可

显示全文、图像和多媒体信息 ;采用客户机/ 服务器

模式 ,可提供用户界面最大弹性 ;书目记录之间使用

超链导航 ;用户可通过 Internet 检索远程数据库 ;具

有搜索引擎相似的检索特性 ;能链接全文 ;可通过一

个检索界面获取所有电子信息资源 (如光盘、网络资

源)等特点[6～8 ] 。目前 ,WebPAC 正在发展之中。

1 　WebPAC书目记录内容的研究
在改善 WebPAC 书目记录内容方面 ,未来的

WebPAC 系统应能查询实际馆藏和虚拟馆藏 ,提供作

品的知识内涵、章节和目次、书后索引供使用者参

考[9 ,10 ] 。

对图书馆有所有权的馆藏 ,目前很多图书馆基

本上都在 WebPAC 中予以全部揭示 ,如加拿大国家

联合目录 AMICUS WEB[11 ] ,内容包括 1300 多家加

拿大图书馆的期刊、图书、报纸、地图、计算机文档、

缩微片和各种特定格式作品 (如盲文、电影、录像等)

馆藏信息。

对图书馆仅有使用权的馆藏 ,目前国外著名大

学图书馆均将电子期刊的 MARC 记录纳入 WebPAC

系统[12 ] ,通过它揭示电子期刊的特征与信息 ,并在

WebPAC书目记录中提供电子期刊链接点 ;BIBSIS

是挪威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的

共享集成系统 ,目前已将馆藏数据库 (即 WebPAC)与

ISI的引文数据库、OCLC 的书目和全文数据库建立

了链接关系[13 ] 。

查询其他图书馆馆藏 ,建立虚拟联合目录 ,已不

存在技术方面的障碍。所谓虚拟联合目录是指利用

Z39150 协议连接各成员图书馆的 WebPAC 所形成的

分布式联合目录。目前 ,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虚拟联

合目录相关计划 ,例如英国的 M25Link 计划 ,该计划

从 1998 年起开始实施 ,目前已连接伦敦地区 125 所

大学的 WebPAC 系统[14 ] ;加拿大的 VCUC 计划 ,目

前可通过统一检索界面单独或同时检索加拿大主要

图书馆馆藏[15 ] ;还有澳大利亚的 The Zedweb Pro2
ject 、德国的 DBV2OSI、意大利的 SIB YL IA、法国的

AQUAREN E 和整个欧洲的 EUROPA GA TE 等[16 ] 。

因此目前主要的问题仍在于研制成熟、精良的

Z39150 协议的相关软件 ,克服虚拟联合目录的局限

性 ,提高数据库的一致性和检索的准确性、系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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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等。

查询 Internet 资源方面 ,由于 WebPAC 所支持的

原始数据库结构 MARC 在适应新的网络环境方面有

其局限 ,因而目前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案 :

一是对 MARC 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如增设

了 856 字段 (电子资源定位与检索) ,该字段可包含

URL 以建立从书目记录到 Internet 的全文和多媒体

资源的链接。但 URL 的不稳定 ,给目录维护带来严

重问 题。为 此 , IETF (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研制了 URNs ( Uniform Resource Names ,统一

资源名称)标准 ,以赋予电子资源一个独立于信息资

源存储位置的永久名称[17 ] ; OCLC 研制了 PURL

( Persistent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永久统一资源

定位器) [18 ] ,以赋予电子资源一个固定的位置。目前

由美国教育部主持的网络编目计划 ( The Internet

Cataloging Project)已在其记录中使用 PURL ,目的是

创建一个全国范围的 USMARC 格式书目数据库 ,并

评估其灵活性[19 ] 。

二是选用其他格式代替 MARC 格式。SGML

(标准通用标示语言) 允许标引和检索文献或文献的

一部分 ,可支持布尔逻辑操作符、相关性排序 ,支持

高级联机导航 ,允许根据需求在多个层面上使用等

级关系处理信息 ,用户能控制标引、浏览和打印格

式 ,对文献大小不施加任何限制。它独立于系统平

台 ,可在彼此不相容的系统间交换信息而不遗失。

已有越来越多机构在电子图书馆相关计划中选用其

作为文件格式[20 ]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1995 年调查

使用 SGML 标准编码 USMARC 格式的方便性后公

布了 SGML 格式中定义 USMARC 数据的 MAR2
CDTDs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s) ,并在 1998 年研

制出 USMARC 和 SGML 之间进行转换的软件[21 ] 。

目前已有采用 SGML 构建的实验型 OPAC 系统

(Cheshire Ⅱ) [22 ] 。

2 　WebPAC 书目记录显示和用户界面的研

究
创建以更容易方式操作或显示信息是 WebPAC

的发展方向。Beheshti 设计的可浏览的、实验型

OPAC 系统 ———PAC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Exten2
sion) 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构建的系统 , 它能将

MARC记录表示成书籍的模拟影像 ,测试结果也表

明 PACE很容易使用[23 ] 。

使用超链是 Web 的最显著特点 ,然而 Vrtiz2

Repiso 认为 WebPAC 的链接仅处于表面水平 ,只提

供简单的通过共同特性 (如 TI、AU ) 获取相关文

件[24 ] 。这是因为 MARC 是为描述和获得书目记录

中所包含信息而设计的 ,而不是为同一记录字段之

间以及单一文档不同记录之间建立链接而设计的。

应采用其他格式代替 MARC 以更好地适应网络超文

本结构 ,图书馆应在 OPAC 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而不

能全部依赖商业性公司。

WebPAC 用户界面的设计应以用户需求为依据。

目前每个 WebPAC 系统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显

示 ,不同的显示可能包含相同类型数据 ,而表面上相

似的显示可能包含不同的信息 ,这种混乱增加了用

户利用 OPAC 的复杂性。Thomas 认为未来 OPAC 的

设计主要依靠试验收集数据作精确地测试 ,并建议

评估用户偏好 ,应给予更多机会使用户建立个性化

的书目记录显示和用户界面 [25 ] 。

3 　WebPAC检索功能的研究
WWW 的普及 ,愈来愈多的图书馆提供 WebPAC

检索服务 ,WebPAC 的远端使用者将愈来愈多 ,而专

业图书馆员不能给用户以解释、帮助 ,因此新一代的

WebPAC 系统应考虑通过下列途径提高检索功能 :提

供布尔逻辑检索 ;加强系统自动化侦测拼写错误 ;重

视信息搜寻行为、加强联机指导 ;可将检索结果按相

关程度进行排序 ;提供联机分类表和主题词表供用

户浏览辅助用户检索 ;提供主题参照和联机索引以

缩小或限制检索 ;提供整合的多种索引 ;支持模糊检

索 ;具有自然语言检索能力 ;信息过滤 ;语音检索 ;对

话式检索 ;智能检索代理 ( Intelligent Search Agent) ,

即用户将自己的信息需求交给智能检索代理 ,由它

代替用户到各数据库中检索相关信息并返回给用

户 ;相关反馈 ;应设计个性化 OPAC 系统 ,开展个性

化服务 ,在用户查询时系统提供较符合用户兴趣和

需求的信息[26 ,27 ] 。其中有些功能 (如布尔逻辑检

索) ,很多 WebPAC 系统基本提供 ;而自然语言检索、

相关排序等 ,很多 WebPAC 系统基本不提供。在整

合上述检索功能方面有少数系统比较突出 ,如实验

型 OPAC 系统 ———Oracle Libraries Multimedia OPAC ,

目前已具有高级提问处理、最佳匹配检索、相关排序

等功能。其中高级提问处理主要通过自动合并检索

词、截词、自动连接拼写检查、使用权重标引分析词

等技术实现 ;最佳匹配检索主要通过计算提问词和

文献中出现词的相似程度等技术实现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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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整合上述检索功能 ,目前主要采用两

种途径 :一是利用搜索引擎和专家系统来发展 Web2
PAC。搜索引擎发展很快 ,很多搜索引擎接受自然语

言提问 ,具有模糊检索、相关排序和相关词扩展等功

能。而专家系统具有启发性、透明性、高性能和灵活

性等特点。Khoo 等利用搜索引擎和专家系统的特点

建构的 WebPAC —E2Referencer ,结合搜索引擎诸多

特性 ,使用 Z39150 协议和专家系统界面 ,能处理用

户自然语言提问 ;能将用户提问词和美国国会图书

馆主题词匹配 ,并可自动扩展检索 ;能基于用户检索

结果相关反馈来进一步限定检索和构建新的检索策

略[29 ] 。目前正在研制浏览检索界面 ,以允许用户通

过浏览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和分类号进行检索。

二是利用 SGML 或 XML 格式作为数据库的原始结

构。Larson 等采用 SGML 构建的实验型 Cheshire Ⅱ

OPAC系统 ,能帮助用户构建有效检索提问 ,支持布

尔逻辑检索、数据库浏览、相关排序和相关回馈等功

能[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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