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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
摘　要　当前图书馆对网络信息资源编目的途径有二 :调整已有 MARC 格式 ,适应网络资源编

目新特点 ;创建一套全新的编目格式 Dublin Core。实现二者之间的转换映射是网络信息资源编

目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表 1。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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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one is to modify MARC forma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ataloging of network resources ,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create a brand new cataloging format , such as Dublin Core. However , the conver2

sion and mapping between the two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o be solved. 3 refs. 1 tab.

KEY WORDS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Cataloging. 　AACR2R. 　ISBD( ER) . 　MARC.

　Dublin Core.

CLASS NUMBER　G254. 34

　　文献编目是图书馆开发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必不

可少的步骤。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发展 ,网络信息

资源已成为图书馆、尤其是数字图书馆进行文献资

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编目网络信息资源不

仅关系到网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 ,也将影响

到 21 世纪数字图书馆的质量。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

编目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 传统的编目格式是否完全

适用 ? 我们能否创建出一套更适合网络信息资源特

点的编目格式与之适应 ? 一系列问题有待图书馆界

尤其是图书馆的文献编目工作者去探讨解决。

1 　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原则

为实现世界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最高理

想 ,多年来在编目工作中 ,人们一直追求文献著录的

标准化 ,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条例 ,其中《英美编目

条例》和《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 得到国际共识 ,

成为指导世界编目工作的最高编目规则。《英美编

目条例》和《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亦不断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文献载体形式的变化而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 ,在没有专门著录标准出台

以前 ,AACR 和 ISBD 仍是应当遵循的总原则。

111 　AACR2R293

AACR2R293 是《英美编目条例》第 2 版 1993 年

的修订本 ,其中第 9 章“Computer Files”专门论述计

算机文件的编目。我们理解这里的计算机文件是广

义的 ,包含远程检索计算机文件 ———网络信息资源。

在第 9 章中 ,AACR2R293 没有将网络信息资源单独

从计算机文件中区分出来加以说明 ,而是将其与网

上电子期刊、数字地图等电子出版物一起归类于计

算机文件 ,分题名与责任说明 ,版本 ,文件特征 ,出

版、发行、载体形态 ,丛编 ,附注 ,标准号与获得方式

等 7 个项目著录 ,其中第 3 项“文件特征”是计算机文

件所独有的 ,用以说明文件的类型。1998 年上海科

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最新详解英美编目规则》(第 2

版 1993 修订本) ,对于国内文献编目工作者了解最新

国际编目规则、指导实际编目工作十分有意义。

112 　ISBD ( ER)

ISBD ( ER) ,即《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电子资源)》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 ,1997 年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计算机文件)》基础上修订出版。与 AACR2R293 不

同的是 , ISBD ( ER) 将电子资源类分成本地检索电子

资源和远程检索电子资源 ,后者即网络信息资源。

在 ISBD ( ER)中 ,与网络信息资源著录相关的说明主

要体现在 :

(1)版本形式 :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经常被修改的

特性 , ISBD ( ER)关于版本形式的说明不再在版本项

中给出 ,而是在附注项中加以说明。

(2)责任说明 :规定网络信息资源的责任者指开

发者、设计者等与该资源的内容创建相关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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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资源特性 :该项说明资源的类型及范畴 ,其

中前者 ISBD ( ER)在附录 C 中有专门说明 ,后者则是

可选的。

(4)附注项 :包括网络信息资源内容修改情况的

说明 ,如“updated weekly”等 ;关于检索方式的说明 ;

关于资源著录的说明等。

网上信息资源数量极其庞大 ,目前条件下图书

馆无法一一为其编目 ,编目人员应执行重点原则及

特色原则。重点原则 ,是指编目网络信息资源应择

其重要的进行整理 ,如归本地系统所有、由本地系统

维护的网络信息资源、本地用户感兴趣的重要研究

资料、有助于更新馆员知识、提高馆员技能的重要资

料等 ;特色原则强调特色化 ,形成本馆的特色资源 ,

是图书馆在 21 世纪数字时代的发展战略。

2 　MARC适应网络信息资源编目的调整

作为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极广的机读目录通讯

格式 USMARC ,根据 AACR2R293 第 9 章中的相关规

定和说明 ,通过新增加 753、856 字段 ,实现对网络信

息资源较为圆满的编目处理。

(1) 753 字段 ,是检索计算机文件的系统细节描

述 ,主要是提供给读者对该资源进行检索所必备的

计算机环境的技术要求 ,它包括两个未定义的指示

符及 4 个子字段 : � a 子字段是检索用机器类型 , � b

为机器使用的程序 , � e 为机器的操作系统 ,还有 � 6

子字段是与 880 字段相连接的连接子字段。

(2) 856 字段 ,包含有网络信息资源的地址及检

索方式的字段 ,它提供给读者获得资源的方法及地

点 ,它包括足够的信息使读者找到馆藏或连接到一

个服务器上。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被用来连接到一

个电子的查找工具上。

3 　DC———网络信息资源编目的创新格式

除了对传统机读目录格式进行调整改进 ,1995

年 3 月 ,在 OCLC 和 NCSA 的主持下 ,图书馆工作者

又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编目格式 Dublin Core ,即都柏林

核心 ,简称 DC ,切合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要求。它

具有简单性、语义相互操作性、国际共识性、可扩展

性和模块化 5 大特征 ,所包含的 3 大类 15 个要素可

基本揭示信息资源的特征 (详见表 1) 。

网络信息资源数量极其庞大 ,如果单纯依靠图

书馆专业编目人员来完成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工

作 ,无论是从经费成本上 ,还是人力资源上都不可能

实现。而 DC 采用框架结构 ,简洁明了 ,即使是非图

书情报专业的文档作者也完全可以自己提供自己的

著录结果 ,为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

整理提供了极为有效的途径 ,被誉为网络时代编目

史上的一次革命。

表 1 　DC的 3 大类 15 个要素

描述资源内容的要素

Title 资源的名称

Subject 资源的主题

Description 对资源内容所作的文字描述

Source 提供当前资源源文件的有关信息

Language 网络资源所采用的语种

Relation 相关资源之间的关系

Coverage 资源内容所覆盖的时空特征

描述知识产权的要素

Creator 资源的作者或制作者

Publisher 负责以当前形式制作可获资源的实体

Contributor 为资源创建作出相对次要的智力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Rights 产权管理说明

描述资源外部属性的要素

Date 资源可获取的日期

Type 资源类型的划分

Format 描述资源的数据格式和大小

Identifier 唯一识别资源的字符串或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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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程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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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卢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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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C与 MARC的转换映射 ———架起传统与数字的

桥梁

尽管 DC 在网络信息资源编目上尽显优势 ,但由

于传统的 MARC 格式揭示资源内容详尽深入 ,并且

在图书馆领域使用已久 ,是许多国家国家书目所采

用的一种格式 ,因此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 , DC 将

MARC 取而代之并不可能。在这一前提下 ,研究二

者之间的映射关系 ,实现二者的转换 ,不仅具有现实

意义 ,也是网络环境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一个较为迫

切的问题。由于 DC 的句法分为限定性和非限定性

两种 ,DC 与 MARC 的转换映射也需要分成限定性和

非限定性两种情况进行探讨。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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