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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网络环境下的地方文献著录 
朴景岩 

(大连图书馆 辽宁 1 16012) 

摘 要 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越来越受到图书馆界的重视，文章讨论了对地方文献著录时的细节问 

关键词 地方文献 编目 著录 

地方文献是指反映一个地方社会和自然各方 

面信息与知识的各种载体(包括非文字资料)的文 

献，具体包括地方出版物、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出版 

物以及地方人士的著述等。按载体形式，地方文献 

可分为：甲骨文献、金石文献、手抄文献、缩微文献、 

视听型文献等；按文种形式，可分为：汉文文献、少数 

民族文文献、外文文献等；按著述形式，可分为：地方 

志、地方谱谍、地方丛书、地方工具书、地方图录、地 

方笔记、日记、地方碑志、地方印章、票据和表格、地 

方信札、地方档案等；按出版形式，可分为地方图书、 

地方连续出版物等等。 

地方文献反映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 

研等各个领域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方向，具有很高 

的历史、科学和情报价值，它对促进地方两个文明建 

设有着巨大的作用。规范、标准、科学地对地方文献 

进行著录和标引是地方文献数据库质量得以保证的 

前提。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数据库可以实现共享， 

这就要求地方文献在著录时更要达到标准化和规范 

化，同时需要考虑读者的需求，除了常规字段外，在 
一 些字段著录时需谨慎处理。本文著录软件基于 

ILAS 11系统(深圳图书馆研制)。 

1 001记录标识号 

如果混合建库，即地方文献与其他图书进入同 
一 书目数据库，则记录标识号不必区分。如果地方 

文献采取单独建书目数据库，就需要给出区别于中 

央书目数据库的标识号，可以通过标识号的前两位 

(数据库代码)的限定来实现。 

2 0l0 ISBN 

基于硬盘的镜像服务器，数据读取、传输的速度 

快，硬盘的存储空间大，一台 1TB的光盘镜像服务 

器可存储近2 000张光盘的数据量。将光盘中的数 

据一次装入光盘镜像服务器后，光盘可另外妥善存 

放，不必担心长期运转、读取数据而破坏光盘介质， 

造成损失。而且，光盘镜像服务器的镜像过程完全 

是自动的，可提供在线阅览，将光盘数据库上网，读 

者可以直接在网上阅读。有效地解决了光盘型电子 

出版物的藏与用的矛盾，实现光盘资源共享，极大地 

方便了读者，而图书馆则可以实现光盘半闭架管理 

(即其母盘不出借，其余光盘可借)。这样可以有效 

地防止盘片的物理性损坏和内容丢失，以及病毒的 

感染，延长文献的使用寿命。 

3．2 合理地进行镜像资源的分配 

随着图书馆购进的光盘数量越来越多，由于镜 

像服务器的硬盘容量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光盘全 

部镜像到服务器上供读者阅览。如何进行镜像资源 

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是图书馆 

镜像光盘型电子出版物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图书馆 

应根据各馆读者阅览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电子出版物 

的典藏管理规则，确定哪些信息可作为镜像资源，哪 

些信息可作为典藏资源，哪些信息需要长期存放，哪 

些信息需要不定期地迁移或删除等，使光盘型电子 

出版物这种文献典藏管理有章可循，将馆藏光盘资 

源更好地利用起来 ，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使光 

盘型电子出版物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让图书馆有限 

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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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文献很多是赠送获得的，在 01

d子字段就需要予以反映。如果没有 ISBN号

在 310项反映系赠送。 

例如，《大连市教育要览．1988—1989)没

BN号， 

31O##@a赠送。 

3 10o通用处理数据 

本项为36位固定长编码数据，由于地方文献外 

延比较广，可能收入一些政府出版物，即政府机构发 

行或资助出版的出版物，这就要求政府出版物代码 

取值根据图书的特征选择。地方文献中有一部分是 

学校的教材或教参，这部分书中有很多再版或是重 

印，就需要在出版日期类型及出版年几个字段给出 

相应的字符或数字。当然，需要在205字段同时反 

映。 

例如，《工业会计》刘永泽等编著，1993年出版， 

l0o##@ a19940518d1993 em rochiyOl 10 ea 

《工业会计》刘永泽等编著，1996年2版修订 

版， 

l0O##@ a19980608d1996 em rochiyO1 10 ea 

205##@a2版@b修订版 

4 102出版国别 

@b子字段记录的是图书的出版地区代码，凡 

地方出版物需查明本地区在地区代码表中的代码并 

填出。 

例如，《海事国际私法》 

102##@aCN@b2loo0o 

210##@a大连@c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d20ol 

5 210出版发行项 

地方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团体及个人编印发行的 

非正式出版物，无法找到出版地或出版者，就需要考 

证或推测，并将考证或推测的出版地、出版者著于方 

括号内，无法考证或推测的，注明[出版地不详l或 

[出版者不详l。 

例如，Ck连水泥厂志》， 

2lO##@a[大连l@c[出版者不详l@d[2003l 

6 3字段附注 

(1)300，一般附注。对于所在地有高等院校 

的，地方文献中必然会有很多教材，要在此项予以反 

映。还有一些反映文献的著作性质、用途等的文字， 

也需在此项进行反映。 

例如，《物理实验技术》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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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出版发行附注。地方文献中有一部分 

为各个时期的党政机关、科研教育机构、企业、团体 

及个人编印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仅仅在内部发行， 

没有 ISBN号，应在 3o6项予以反映。 

例如，《瓦房店轴承厂史》， 

306内部发行。 

(3)3lO，装订及获得方式附注。在010已作阐 

述。 

(4)314，知识责任附注。地方出版物可以从书 

的出版机构一目了然，地方史料也比较容易从书的 

题名及内容来判断。然而，地方人士著述除非是著 

名人物的著作，很难一下子从书本上确定作者是否 

属地方人士。这就要求我们在314字段予以充分反 

映。当然，建立一套比较完整、检查方便的地方人士 

检索系统，将其充实到地方文献数据库中也是一种 

很好的补充。 

例如，《食品雕刻》， 

3l4##@a王军(1971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县 

人，大连渤海集团新时代饭店任职。 

(5)327，内容附注。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决定读者选借一本书的主要项目依次是：目次、内容 

简介、出版时间、书名、著者等。多数读者认为，作出 

借书决策最重要的项目是目次，因为从目次中能清 

楚地看出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决定 

是否借此书。据此，可根据本馆编目部门的力量，在 

327字段将主要目次揭示出来，供读者参考。 

(6)330，提要文摘。本字段虽然不是文献的检 

索点，却可以用自然语言直接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 

使机读目录与读者之间的界面更友好，从而更加充 

分地发挥机读目录指导阅读的作用。对于地方文献 

来说，可以通过330项更充分地反映图书的内容。 

尤其是对文献内容关乎地方的主题的，很多可能不 

是地方出版物，更要在本字段对其反映。 

例如，《大连国际服装节》， 

33O##@a本书分“大连国际服装节游园会”、 

“‘大连杯’中国青年时装设计大赛”、“大连世界名 

师时装展演会”等七个专题，全面介绍了大连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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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节的情况。 

又如，《大连世界贸易大厦钢结构设计与施 

工》， 

330##@a本书内容包括：大厦钢结构设计和施 

工详图设计、钢结构制作、钢结构安装技术，以及有 

关高层建筑的其他经验和整个大厦智能化设计。 

7 6字段是主题分析的字段 

主题标引既具有很高的严密性，又具有很大的 

灵活性，文献标引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文献的管 

理、检索和利用的效率。我们应该正确、适度地对文 

献进行主题标引，充分揭示文献的主题。 

(1)600，个人名称主题，当地方文献以个人名 

称为研究对象时，需在此字段反映。 

例如，《郭述申画册》， 

600#0@a郭述申@X生平事迹 

(2)601，团体名称主题，当地方文献以团体为 

研究对象时，需在此字段记录。 

例如，《大连中华工学会》， 

60102@a大连中华工学会@X历史 

又如，《大连党史资料》， 

60102@a中国共产党@X党史@Y大连市 

(3)606论题主题和690((中图法》分类号，在 

此不作赘述。 

(4)607，地理名称主题，当文献论述了某一历 

史地域或自然地域综合性或某一方面状况时，或综 

述某一行政区域综合状况时，要在此字段反映。作 

为机读目录中地理名称主题检索点，可以根据地方 

文献的实际情况选用607字段。 

例如，《大连百年》， 

607##@a大连市@X地方史@z1899—1999@j 

摄影集 

又如，《大大连i新世纪头20年的战略抉择》， 

607##@a大连@X地区经济@X经济发展战略 

(5)610，非控主题词。非控主题词是选取文献 

中使用而词表中未收，可随需要增补，不作为正式标 

引检索用词，但可实际用于标引和检索，具有较大的 

识别功能的词。由于地方文献的史料特征十分明 

显，读者往往从特定的事物、人物、时间、地点的角度 

检索。用现行的《汉语主题词表》来标引地方文献， 

将有相当部分的文献不能被准确地表达其主题概 

念，因为该表没有带地方特点的反映内容主题的词 

汇。因此，进行主题标引时，除抽取表中已有的主题 

词，还应根据文献的特征，直接从中选取有检索意义 

的、符合读者检索习惯的词汇，增加非控主题词的标 

引。 

例如，《中文Access 2000))， 

6060#@a数据库管理系统@X基本知识 

61o0#@ aAccess 

《第十一届大连国际服装节》 

6060#@a文化事业@Y大连 

6100#@a大连国际服装节 

《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6060#@a报告文学@Y中国@z现代@j 

选集 

6100#@a薄熙来 

8 馆藏项 

如果本馆单独设地方文献阅览室，就需要在馆 

藏分配时，点击地方文献阅览室。 

此外，关于文献来源，需要结合各馆自己的软 

件，如果系统有统一的设置功能，可以在文献来源一 

项注明是地方文献。如果系统没有显示文献来源的 

功能，可以通过单独设一子字段来说明。 

随着图书馆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越 

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网络来了解和利用图书馆，地方 

文献数据库也实现了和图书馆主页的链接，这就要 

求我们编目人员做好文献的编目工作，因为正是书 

目数据的著录质量决定了书目数据库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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