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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您好！欢迎您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2年工作会议。为

了方便您了解在会议期间的日程安排及相关事宜，请仔细阅读《会议

手册》。 

在云南中部，有一片波光浩渺的湖水，俨如高原上镶嵌的一颗璀

璨晶莹的明珠，这就是古老的“滇南泽”，即人们熟悉的“五百里滇池”。 

坐落在这美丽高原湖畔的城市，就是昆明。这里四季如春，鲜花常年

不断，素有“春城”之美誉。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优秀的旅游城市之一。我们

期待您能在昆明度过愉快的会议时光。 

 

下面将会议期间的有关事项敬告如下： 

1. 请妥善保管自己的现金和个人物品。 

2. 如您对住宿、伙食有特殊要求，请您报到时提前告知会务组，以便我们为

您做好安排。 

3. 会场为无烟场所，代表入场后请勿吸烟。 

4. 会议进行时请将手机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如无特殊情况，请勿在场内随

意走动或擅自离开。 

5. 会议用餐地点统一在酒店 2 楼西餐厅，请佩戴代表证用餐。 

6. 外出请注意人身安全，会议结束后如有旅游需求，可咨询酒店旅行社，会

务组不统一组织文化参观。 

7. 会议时间为 5 月 8 日~5 月 10 日，5 月 11 日离会，请直接与酒店前台办理

相关住宿手续，5 月 11 日中午 12 点以后住宿按酒店价格结算，敬请谅解。 

8. 请关注会务组有关会议的临时通知。 

9. 会议期间如有任何疑问或其它未尽事项，请直接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方式：叶忆文 13641282538、索晶 1381070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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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负责人 

5 月 8 日 

（星期二） 

全  天 报到注册 昆明翠怡酒店 叶忆文 

18：00 晚   餐 2 楼西餐厅 叶忆文 

5 月 9 日 

（星期三） 

7：00～8：00 早   餐 2 楼西餐厅  

8：30～11：30 

1、介绍来宾 

2、云南省图书馆领导致辞 

3、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讲话 

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主任毛雅君作

2011~2012 年度工作报告 

5、宣布并颁发 2011~2012 年度各项奖励： 

分中心组织管理奖、数据质量优秀奖、数据质量

监督奖、优秀质量监控员 

昆明翠怡酒店 

（22 楼银海厅） 
王  洋 

合   影 云南省图书馆 张奇婧 

从中国书业图书数据看 ONIX 标准 

——CNONIX 项目编制工作组常务组长 白晓伟 

昆明翠怡酒店 

（22 楼银海厅） 
王  洋 

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南和新方向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廖永霞 

11：45～12：45 午   餐 2 楼西餐厅 叶忆文 

14：00～17：00 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建设交流专题 

昆明翠怡酒店 

（22 楼银海厅） 
王  洋 

 

厦门市图书馆——副馆长付虹 

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李诚 

山东省图书馆——采编部副主任王文刚 

辽宁省图书馆——采编部刘雨涵 

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热娜·乌斯曼 

17：30 晚   餐 2 楼西餐厅 叶忆文 

5 月 10 日 

（星期四） 

7：00～8：00 早   餐 2 楼西餐厅  

8：30～11：30 

分

组

讨

论 

1、 分中心角色转型和服务拓展 

（召集人：廖永霞） 

2、 质量监控员工作机制和数据质量控制

相关问题 

（召集人：万爱雯） 

3、 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建设和服务 

（召集人：蒋敏） 

昆明翠怡酒店 

（8、9、10楼小

会议室） 

廖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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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负责人 

11：45～12：45 午   餐 2 楼西餐厅 叶忆文 

14：00～17：00 

1、 分组讨论各小组代表发言 

2、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1 年度数据质

量分析报告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数据总审校万爱雯 

3、 《中图法》五版的若干修改 

——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书目数据总审校

曹玉强 

4、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主任毛雅君作大

会总结 

 

 

昆明翠怡酒店 

（22 楼银海厅） 

王  洋 

17：30 晚   餐 2 楼西餐厅 叶忆文 

5 月 11 日 

（星期五） 

7：00～8：00 早   餐 2 楼西餐厅  

 离会（代表自愿参观云南省图书馆）   

昆明翠怡酒店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 222号，云南省图书馆对面 

电话：0871-6116622，6116655，6116633（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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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1~2012 年度 

工作报告 

 

毛雅君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2 年工作

会议，很高兴能在此与业界同行进行一年一度的沟通交流。 

2011~2012 年度，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切实履行公益性服务的

宗旨，不断深化业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实现

了对成员馆的免费数据服务，有效扩大了服务规模；实现了由单一的

书目共享向共建文献资源联合馆藏体系的巨大转变，并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探索了与版本图书馆的资源共享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质

量监控员工作模式稳步推进，培养了队伍，积蓄了力量。总体来说，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工作在分中心、成员馆和数据用户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为构建全国范围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对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

我将对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1~2012 年度的工作进行总结，并

提出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一、工作回眸 

1、多渠道拓展免费服务宣传途径，成员馆数量和数据使用量持续增长。 

随着书目资源共建共享理念的日益成熟，技术条件的日臻完善，

为进一步深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联编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面

向图书馆用户的减免数据服务，曾于 2007 年 4 月 1 日起面对图书馆用

户降低了数据费用，由原来的 0.3 元/条降至 0.15 元/条。此次面向成

员馆全面免费开放书目信息资源，也是基于深化公益性服务的理念，

切实履行国家图书馆为全行业、全社会服务的宗旨。 

通过主办 2011 年中心工作会议、《图书馆报》专题报道、参加 2011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2011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以及用户培训和用户走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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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考察了甘肃、新疆、贵州、云南等地）等形式，发放宣传材料

和成员馆协议书。自 2011 年 1 月 1 日推出免费数据服务，全年新增成

员馆 189 家，是往年的 5 倍多，截止 2012 年 3 月成员馆总数达到了 996

家；成员馆全年下载数据量 386 万余条，比 2010 年增长了 89%，免费

服务效应明显，大大节省了各馆书目数据的制作成本。 

全年接收成员馆上传新数据 12 万余条，其中包括部分学位论文数

据、海外中文图书数据和盲文数据，中心书目数据总量突破 822 万条

（包括中外文数据），成员馆上传数据积极性较高，全年共有 7家图书

馆和 2 家书商提出上传数据需求，最终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大连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通过了数据测评正

式加入上传馆队伍。 

2、全方位收割成员馆馆藏书目，构建全国图书馆联合馆藏目录体系。 

为构建全国范围的联合目录馆藏体系，中心先后两次面向分中心

和骨干成员馆下发馆藏收割函，通过电话征询和到馆交流的形式收割

了 43 家成员馆的馆藏书目，共计 2,600 余万条，在这里对提交馆藏书

目的各馆表示衷心的感谢，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大家的积极参与，

2011 年中心处理完成了省级成员馆 27 家、骨干市级馆 13 家的馆藏添

加工作，馆藏库总量突破 2,200 万条，全国公共图书馆联合馆藏目录初

见规模，为下一步构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建立国家书目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同时借助收割的馆藏书目，中心在 2011 年辅助完成了革命历史文

献联合目录的初期建设，以及少年儿童图书馆馆藏推荐书目的制作，

对联合目录的专题挖掘是联编工作拓展的一个方向。 

3、广纳贤才，推行质量监控员工作模式。 

为更好地将成员馆的人力资源整合起来，2011 年中心组建了一支

由来自 28 家图书馆的骨干编目力量组成的质量监控员队伍，由中心统

一管理，自 2011 年 6 月启动以来，通过定期发送待审清单的模式，质

量监控员在新系统内共完成了 20,000 余条书目数据的审校工作，中心

总审校和质量监控员之间实时的远程指导和双向反馈，既培养了编目

队伍，又提升了数据质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成员馆的积极反馈也为中心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提供了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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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先后有 20 余家成员馆及时反馈数据使用中发现的错误。联合编目

工作的共建共享效应在数据质量监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4、联合成员馆力量，加大培训力度，积极推进中图法五版和联合编目

新系统的实施工作。 

为加强具备上传资格编目员后备力量的培养，扩大中心新系统宣

传力度，同时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的业界推广提供保障，

2011 年先后主办、合办和协办（分别与陕西省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合作）了五期面向成员馆和数据用户的

培训，培训内容涉及上传数据制作标准、新系统介绍及操作指南、中

图法五版介绍及使用说明等，培训人次突破了 350 人，较往年翻番。 

同时 QQ 群在新系统推广实施和日常咨询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也是中心用户培育的重要基地，截止目前三个 QQ 群的成员已达 720

个，基本覆盖了中心主要的成员馆用户。 

5、积极开拓思路，多源头补充书目数据。 

为了丰富中心数据库，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成员馆和社会，中心 2011

年与版本图书馆多次洽谈，寻求利用 CIP 数据和馆藏出版物信息数据

弥补缺藏出版物信息的办法，并最终达成合作意向，获取了版本图书

馆建库以来的约 400 万条馆藏数据信息，经初步查重约有 69 万余条数

据原缺，可作为补充参考；同时积极地与部分出版社和书商建立联系，

第一时间获取其数据信息，并在数据库中查重比对，及时更新缺漏信

息反馈国图相关科组催缴或补藏，以便及时地补充完整数据信息，为

构建名符其实的中文文献信息集散地积蓄力量。 

在此基础上，中心还完成了国家书目调研报告和项目计划书的撰

写，2012 年正式启动中国国家书目的相关工作。希望以 2011 年中国国

家书目为起点，打造最权威的中国国家书目门户网站。 

6、分中心组织工作有序进行，地区性联合目录蓬勃兴起。 

中心自 1997 年成立以来积极地发展那些在各省、市、自治区各类

型图书馆中起核心作用、具有开展联合编目工作相应的软硬件条件并

有较高计算机编目水平和协调组织管理能力等工作基础和积极性的图

书馆作为分中心，以此为骨干馆，以点带面，推动各省市数据资源共

建共享的进程。2011 年相继增加了新疆自治区分中心和陕西省分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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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疆分中心通过引入 Interlib 图创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计划在辖区

内形成地区性图书馆联盟，实现多语言的民语文献联合编目；陕西分

中心则通过引入 Symphony 系统实现了 30 余家成员馆的联合编目，地

区性的服务联盟正在逐步完善中。除了新成立的分中心，广东省分中

心、山东省分中心、辽宁省分中心、福建省分中心、广西分中心等都

建立了地区性的联合目录服务网络，通过定期开展培训等形式服务于

地方成员馆，应该说分中心在地区性联合目录建设和资源共建共享方

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同时中心在收割成员馆馆藏的过程中也陆续整理了一些地区性联

合目录的数据（如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服务网络、山西省图

书馆集群管理系统、青岛市地区 5 馆联合目录、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

联合目录、杭州地区图书馆联合目录、嘉兴市地区 6 馆联合目录、宁

波市公共图书馆联合目录等），在全国联合目录的大体系下整合区域性

联合目录是中心未来考虑的发展方向。 

二、工作展望 

在电子商务、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国际出版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的

大趋势下，在数字图书馆的理念和实施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图书馆的发

展模式的环境下，在国际图联主持制订的 ISBD（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统一版（正式版）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将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

全部采用 RDA（资源描述与检索）进行编目的背景下，作为国内最早

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机构——全国图书馆联编中心迫切地需要思

考其发展的方向和策略，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转型，如何突出重围，

深入挖掘已有的联合目录信息；如何借助外力，大力推广联合目录的

使用和发布；如何拓宽眼界，积极寻求与上游出版机构的沟通与协

作……从传统资源的书目信息中发现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联合目录

的意义和价值。 

下一阶段中心计划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1、以重启中国国家书目为契机，搭建数字环境下的中国国家书目

门户网站，实现全面的、多角度的、多元化的国家书目的集成发布、

展示、检索和推送服务。拟选取 2011 年出版文献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工作，2012 年年底开通中国国家书目门户网站，推出网络平台发行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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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书目（2011）简要格式书目数据（包括中文普通图书、少数民

族语文图书、连续出版物、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本国出版的各种

外国语言文献、台港澳及海外中文图书、学位论文），适时启动盲文读

物、中文资料、海外中国学文献和数字出版物的数据信息收集与发布。

并开展 2011 年全格式书目数据和馆藏数据的整理工作，力争 2012 年

年底或 2013 年发行《中国国家书目（2011）》光盘版本。 

2、从系统功能和工作流程上完善馆藏书目收割和更新机制，提高

联合目录信息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为其推广和服务提供基本保证。从

2010 年启动的馆藏收割以批提交数据的方式进行后台批查重、批灌装，

虽然已经完成的馆藏添加工作初见成效，但相应地问题也不少：成员

馆更换自动化系统造成的馆藏书目更新，遗留待处理馆藏书目一对多

重数据 720,517条（40家成员馆），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馆藏链接的

准确性难以保证。目前中心正与艾利贝斯公司方沟通异构系统上传和

更新书目及馆藏的接口设计，待接口开发完成可与各自动化系统软件

商进行协商，以尽快完善书目和馆藏更新机制。同时也准备着手通过

OPAC 实时馆藏查询软件的开发实现馆藏信息的及时收割和更新，为联

合目录与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服务的整合提供基础条件。 

3、号召并指导各地区拓展联合编目业务范围，加强地方文献联合

目录的建设与服务。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军事、自然资源及地域情况的珍贵文献资源，公共图书馆完整系

统地收集整理、保存和开发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有利于各级公共图书

馆的藏书建设向地方化、特色化方向发展，而且有助于公共图书馆教

育职能和情报信息职能的发挥。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成立地方文献联

合目录工作咨询委员会，为各地区的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提

供诸如收录范围、遵循标准、制作要求和服务方式等的意见及建议，

联合地方档案馆、博物馆等部门尝试跨行业的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建设

工作，实现跨业资源共享。 

本次年会，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对构

建中国国家书目和开展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建设工作献计献策，力争

在下一年度使联合编目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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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1 年度上传数据质量分析报告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总审校    万爱雯 

 

联合编目中心数据库的质量建设是一个长期持久性的工作，随着

数据库共建共享理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数据用户开始关注联合

编目中心的数据，都积极加入到共同维护数据库质量的队伍中来，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进行反馈，在这里向这些关注中心数据库质量、

积极反馈的用户表示深深的感谢。 

从 2011 年 6 月 1 日起，中心开始实行了质量监控员制度。这些质

量监控员大多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审校工作，中心根据各个质量监控

员的情况发送一定量的数据给予审校，经过一年来的跟踪反馈，第一

批质量监控员都已经能够很好地承担起中心数据的审校工作。根据审

校数据的数量、质量以及平时的反馈情况，中心评选出了 6 位优秀质

量监控员在本次年会上予以表彰，他们是：辽宁省图书馆姚红、天津

图书馆张元芸、大连图书馆朴景岩、吉林省图书馆武英杰、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肖燕、浙江图书馆毛慧。其他的质量监控员也都在积极地

配合中心的工作，如首都图书馆张雨芹、福建省图书馆陈跃、甘肃省

图书馆融萍等。 

在 2011 年年会中的“上传数据质量分析报告”中也曾经提到：“希

望这一举措能够长期持久地坚持下去，也希望这些质量监控员能够真

正担负起数据质量监控员的职责，成为数据库共建共享的中坚力量”。

从近一年来的实践来看，这些质量监控员确实已经成为联合编目中心

数据共建共享的中坚力量。中心会一如既往地使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在今后的日子里会不定期地吸收成熟的编目员加入质量监控员队伍，

成为中心的审校人员。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联合编目中心数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联合编目中心数据的特点： 

1.各个成员馆上传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2.带有各馆的某些自定义的字段； 

3.成员馆的惯用做法：出版社名称简写、540 字段、并列题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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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以及标点符号等。 

4.关于书目数据和规范记录的挂接，因成员馆上传的数据不做规范

记录，所以 7 字段可能不是规范的形式，如果查到规范库里已有个人、

团体的规范记录，建议书目记录进行连接；如果规范库中没有规范记

录，建议参照规范形式进行著录。 

 

二、针对数据库中出现的重复数据，分析数据中的问题： 

 

1.关于题名的问题： 

例 1：  

010   $a978-7-80257-377-2$dCNY20.00  

2001  $a 新短信 2012$9xin duan xin 2012$b 专著$f 短信王子主编  

2001  $a2012 新短信$92012 xin duan xin$b 专著$f 短信王子主编  

 

例 2：  

2001  $a2010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9xin gai nian cai qi zuo wen xuan$i 青春卷$i 年华是

漫长的期许  

2001  $a 年华是漫长的期许$9nian hua shi man chang de qi xu$b 专著  

 

例 3：             

010   $a978-7-5640-3887-8$b 精装$dCNY60.00  

2001  $a 英汉西医——汉英中医常用词典$9ying han xi yi—— han ying zhong yi 

chang yong ci dian$b 专著$f 李永安主编      

2001  $a 英汉西医－汉英中医常用词典$9ying han xi yi — han ying zhong yi chang 

yong ci dian$b 专著$f 李永安主编  

 

例 4：  

010   $a978-7-5441-4403-2$dCNY29.80  

2001  $a 礼多人不怪$9li duo ren bu guai$b 专著$e 实用礼仪大全$f 秋实编著  

2001  $a 礼多人不怪——实用礼仪大全$9li duo ren bu guai—— shi yong li yi da 

quan$b 专著$f 秋实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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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010   $a978-7-5100-3426-8$dCNY49.80  

2001  $a 轻柔瑜伽$9qing rou yu jia$b 专著$e 简易瑜伽入门$f(英)路易丝·格赖姆著

$g 何筠译     （错别字）  

2001  $a 轻柔瑜珈$9qing rou yu jia$b 专著$e 简易瑜珈入门$f(英)路易丝·格赖姆

(Louise Grime)著$g 何筠译    （正确）  

 

例 6： 

010   $a978-7-208-09982-1$b 精装$dCNY160.00    （一套） 

2001  $a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媒体报道选编$9zhong guo 2010 nian shang hai shi 

bo hui mei ti bao dao xuan bian$i 筹备阶段$b 专著$f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编 

（正确） 

2001  $a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媒体报道选编$9zhong guo 2010 nian shang hai shi 

bo hui mei ti bao dao xuan bian $b 专著$e 筹备阶段$f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编 

（对应有：开幕阶段、运行阶段、闭幕阶段） 

 

例 7： 

010   $a978-7-80761-557-6$b 精装$dCNY56.00 

2001  $a 海东札记$9hai dong zha ji$b 专著$f(清)朱景英撰$c 台湾杂记$f(清)黄逢昶撰

$c 巡台退思录$f(清)刘璈撰$g 钟启河，喻几凡，廖芳芳校点 

304   $a 合订书还有：台海思痛录/(清)黎景嵩撰 

 

2001  $a 海东札记 台湾杂记 巡台退思录 台海思痛录$9hai dong zha ji tai wan za ji 

xun tai tui si lu tai hai si tong lu$b 专著$f(清)朱景英[等]撰$g 钟启河，喻几凡，廖芳芳

校点 

（著录方式的不同，正确的形式应该是按合订书著录） 

 

2. 关于版本的问题： 

按照规则规定《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版

本项著录的规定信息源：版权页、题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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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2001  $a 文学理论$9wen xue li lun$b 专著$f 王一川著 

205   $a 修订版        （正确） 

2001  $a 文学理论(修订版)$9wen xue li lun (xiu ding ban)$b 专著$f 王一川著 

 

例 2： 

010   $a978-7-302-24453-0$dCNY35.00 

2001  $a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应用与开发教程(第二版)$9SQL Server 2008 shu ju 

ku ying yong yu kai fa jiao cheng ( di er ban )$b 专著$f 卫琳主编 

2001  $a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应用与开发教程$9SQL Server 2008 shu ju ku ying 

yong yu kai fa jiao cheng$b 专著$f 卫琳主编 

205   $a2 版        （正确） 

 

3.关于出版社的问题：客观著录，不用简称，遇到出版社更名需确认信

息后及时修改系统后台参数表，以便依据 ISBN 生成出版社时能与书上

信息一致。 

规定信息源：版权页、题名页 

例： 

010   $a978-7-01-009828-9$dCNY25.00  

2001  $a 中华人文精神$9zhong hua ren wen jing shen$b 专著$f 张岂之著  

210   $a 北京$c 人民出版社$d2011  

306   $a 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   （正确，版权页信息：人民出版社

出版，题名页同时出现陕西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 

 

2001  $a 中华人文精神$9zhong hua ren wen jing shen$b 专著$f 张岂之著 

210   $a 西安$c 陕西人民出版社$a 北京$c 人民出版社$d2011（错误）  

 

4.225 字段指示符的问题：  

当 225 丛编指示符 1 臵 0 时，表示编目机构认为 225 字段著录的丛编

说明数据与 46*字段中的检索点形式不同。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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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a 中国新时代作家文丛$h 第四辑 

461#0$12001^$a 中国新时代作家文丛  

例 2： 

2250#$a 新编军队干部写作实用丛书 

461#0$12001#$a 新编军队机关干部写作实用丛书 

  

5.关于著作的改编与编译的问题：  

5.1 著作的改编： 

著作的修改付出了重大的独立知识或艺术努力，其结果应看作是

一种新的著作。因此，改写、儿童改编本等，则认为是新的著作。同

样从著作的一种文学或艺术形式改编成另一种形式（如改编成剧本、

形象艺术从一种介质改编成另一种介质等）也认为是一种新著作。文

摘、摘录和提要也认为是新的著作。 

5.2 翻译与编译：  

编译的原文只是素材，按照编译者的构思进行编排翻译，产生的

作品可以认为是新的著作。而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即使有所删节，

其量也是有限的，但一定要予以说明。可以说，翻译作品只是原著作

品的另一种外文版本。 

关于改编和编译的著作，注意 101 字段指示符 1 臵 0。 

                                                                  

20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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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第五版的若干修改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曹玉强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 曹玉强

2012.5.10

增加复分标记

� ①总论复分表

� ②世界地区表

� ③中国地区表

④� ④国际时代表

� ⑤中国时代表

� ⑥世界种族与民族表

� ⑦中国民族表

� ⑧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表

� ⑨专类复分表复分或类目仿分

增加复分标记

� ②表示可依世界地区表分

� J23      各国绘画作品

J231/239  各种绘画作品

以下如需按作者的国家区分时，可依世界地

区表分，并用()加以标识。

J231       作品综合集②

J233       油画②

J239       其他绘画②

� 英国油画集分类号为J233(561)

增加复分标记

� ③表示可依中国地区表分

� N2      自然科学机构、团体、会议

N23/29  各种自然科学机构、团体、会议/   各 、 、

依世界地区表分，中国再依中国地区表分。

N23       社会团体②③

N24       研究机构②③

N29       企业、生产单位②③

� 南京市社会团体分类号为N232.531

增加复分标记

� ⑤表示可依中国时代表分

� K82     中国人物传记

K825      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K825.1/828  (特殊分类规定)( )

如有必要，可依中国时代表分，并用“=”加以标识。

K825.1       哲学、社会科学⑤

K826.2       医学、卫生⑤

K827         社会政治人物⑤

K828         社会各界人物⑤

K828.7         民族人物⑤

依中国民族表分。

增加复分标记

� K811    世界人物传记

K815      人物总传：按学科分

仿K825.1/828分。。

� 世界现代医学家传记分类号为K816.2=5

� K833/837各国人物传记

依世界地区表分，再仿K82分。

� 英国近代医学家传记分类号为K835.616.2=4

� 美国犹太人传记分类号为K837.128.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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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复分标记

� ⑨表示可依专类复分表复分或类目仿分

� J83      各国戏剧、杂技艺术

J832/838  各种戏剧艺术

均可依下表分，如有必要依创作者国家区

分时，可再依世界地区表分，并用()加以标识。

1    导演艺术

2    表演艺术

J832       歌剧艺术、音乐剧艺术⑨②

J838       杂技艺术⑨②

� 意大利歌剧导演艺术分类号为J832.1(546)

增加复分标记

� 临近类目仿分

� H3      常用外国语

H31       英语

H314        语法

H32/37  各种常用外国语

均可仿H31分。

H32       法语⑨

H37       阿拉伯语⑨

� 法语语法分类号为H324

增加复分标记

� 专论仿总论(通论)分

� F40       工业经济理论

F401        工业经济结构与体制

F406        工业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

F407        工业部门经济

F407.1/.9  各工业部门经济

如有必要，可仿F401/406分。

F407.1        地质、矿业⑨

F407.9        建筑、水利工程⑨

F407.91         建材工业⑨

� 建筑企业管理分类号为F407.906

增加复分标记

� 具体问题仿“一般性问题”分

� F76      商品学

F760       一般性问题ⓧ

F760.1       商品目录

F760.6       商品检验

F762/769  各种商品

可仿F760分。

F762       农产品⑨

F762.1       粮食⑨

F769       其他产品⑨

� 农产品商品目录分类号为F762.01

� 粮食商品检验分类号为F762.106

增加复分标记

� 资料分类时的类目仿分

� S858      各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的疾病

S858.2/.9  各种家畜、家禽的疾病

/ ( )资料分类时，可仿S851/857.7(S851.34除外)分。

S858.2      家畜+⑨

S858.21       马+⑨

S858.9      野生动物疾病+⑨

� 马的皮肤病分类号为S858.217.5

� 图书分类时不用仿分

“一般性问题”禁用标记

� TH7      仪器、仪表

TH70       一般性问题ⓧ

TH701 理论TH701        理论

TH702        设计、计算与制图

TH708        仪表厂

�有关总论仪器、仪表制造与使用的文献

入TH7，不入TH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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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 《中图法》的通用复分表(世界地区表、中国

地区表、国际时代表、中国时代表、世界种族

与民族表、中国民族表)的使用要点都有这样

一个规定：主表、专类复分表、总论复分表中

的类目，凡注明“依通用复分表分”者，均可

使用本表复分，将有关复分号码加在主类号之

后即可；主表中的某些类目，如果未注明“依

通用复分表分”，而需要据本表复分时，必须

使用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 世界地区表、中国地区表的区分符号是单字节

的圆括号“()”，但是中国地区表子目号前必

须先加上中国代号“2”，比如：上海是(251)

( )，江苏是(253)。

� 世界种族与民族表、中国民族表的区分符号是

单字节的双引号“”，但是中国民族表子目号

前必须加上中国民族代号“2”(不管主表类目

是否具有中国属性)，比如：苗族工艺美术图

案集分类号为J522.8“216”。

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 国际时代表、中国时代表的区分符号是单字节

的等号“=”，其中凡具有中国属性的类目(不

是指文献主题是否具有中国属性)直接使用中

国时代表复分，比如：中国明代政治家传记分

类号为K827=48；凡不具有中国属性的类目需

以中国时代表复分时，须先加中国地区区分符

号“(2)”,再用“=”连接中国时代号，比如

：我国建国后的图书分类法分类号为

G254.12(2)=7；其他类目均使用国际时代表复

分。

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B825.1个人修养格言”有类目注释：

依世界地区表分，如有必要，中国可依

中国时代表分，并用时代区分符号“=”中 表 ， 用 区

加以标识。

�世界地区表的复分号“2中国”有类目注

释：如有必要，可再依中国地区表分。

�中国宋代个人修养格言汇编分类号为

B825.12=44

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F129中国经济史”有类目注释：依中

国时代表分，如有必要，可再依中国地

区表分，并用地区区分符号()加以标识区表 ， 用地区区 () 以 识

。

�湖南民国经济史分类号为F129.6(264)

�温州经济史分类号为F129(255.3)

�“F729贸易史”的复分情况与此相同

通用复分表区分符号

�“TS971.2饮食文化”有类目注释：依世

界地区表分，中国再依中国民族表分，
均以地区区分符号()、民族区分符号“”()、

加以标识。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分类号为TS971.2(2)

�宁夏回族饮食文化分类号为
TS971.2(24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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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专题交流 廖永霞

提纲

国家书目的定义

国家书目的价值

国家书目的功能和界面国家书目的功能和界面

国家书目的组织和管理

与出版商合作：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家书目的定义

� 国家书目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通过国家书目能够了
解一个国家的独特性。一国的农业和技术，各语种出版物中所体现的
社会现象，尤其是该民族的生活习俗和重要节日，教育、文化与科学
的重要性，当代著名作家，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发展趋势在国家书
目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同镜子能够反映每个人的独特之处，国家书
目应反映一个国家的特质和独特性。

Bell, B. L. (1998). An annotated guide to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2nd 

completely rev. ed.). München: K.G. Saur.

�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书目是指一国全国定期出版（极小可能延误）的全国
产品（即国内出版业的产品）权威的综合性记录的总和。它由国家书目
机构依照国际标准制作，出版细节和作者身份均经调查与验证。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际建议

-国家书目不仅是一份列表，更是一个为全国出版文献登记备案的

书目系统，并引入了“国家书目服务”的理念。

1950年——改进书目服务会议（UNESCO国际会议）

�1977年 国家书目国际会议（UNESCO与IFLA联合会议）

-出版了《国家书目机构及国家书目指南》（1979），给出了国家书目应当登记

文献类型的最小范围；着重强调了国家书目须确保一国出版物的基本权威登记，
包括个人和团体名称的规范控制；指出书目数据能够共享与再利用非常重要。

-重点放在国家书目中心的角色和职责以及法定呈缴的重要性，关于国家书目的

覆盖面只提到“当前国内出版物”，即包括一国出版的任何形式、不同语言文字
的资源，印刷品、视听资料、电子资源以及互联网文献都应一视同仁。

�1977年——国家书目国际会议（UNESCO与IFLA联合会议）

�1998年——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ICNBS，IFLA大会）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工作组建议
� 开发、维护以及推广规则、标准、选择原则的职责应当由国家
书目中心承担。

� 国家书目应当包括所有类型的出版物，但不必包括所有出版物。
穷尽所有不是最终目标。

� 实用的选择原则应当正式予以规定和出版。

� 国家书目机构应当根据资源的重要程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出版
物制定不同的编目级别。物制定不同的编目级别。

� 应当鼓励国家书目机构开发所有可用技术支持国家书目的创建
和维护。

� 国家书目机构应当寻求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机会，共同支
持和改进国家书目。

� 国家书目机构应当分析并定期回顾国家书目的使用情况（包括
潜在的使用）。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家书目的价值

促进图书馆高效低成本的编目
• 记录的完整性与高品质

• 覆盖全面

• 及时获取新记录

• 符合国内外标准

• 回溯书目与当前书目的一致性

• 可以简便地将记录复制到本地目录下

为图书馆采选提供便利条件
•数据在出版物出版之后及时就绪 甚至在出版之前就绪

编目员

• • 数据在出版物出版之后及时就绪，甚至在出版之前就绪

• 对于遴选环节，主题、读者对象以及价格数据是必不可少的，而

对于采购环节，出版者、发行者、销售条件、标准标识符（如ISSN、

ISBN等）是必不可少的

• 书目记录的格式必须能够将数据简便地输入本地信息系统或目录

推进文献提供的信息查找和检索
• 精确检索和多个检索点

• 连接本地目录或全文从而使得检索出的出版物可以得到存取

传统目标 采选员

参考咨询

•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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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书目的价值

终端用户群 图书馆-图书馆读者

-远程在线检索用户

印刷厂、新闻工作者、

书展组织者、翻译、
插图人员等

编目员、采选馆员、

馆藏建设馆员、参

考咨询馆员、法定

呈缴管理、保存保

护馆员、数字化管
理

服务用户

出版社、书商 政府、版权管理机构

提供出版社产品推广，

便于出版者对市场和

竞争做出分析；书商

可用于订单，并指引

消费者到图书馆查找
绝版出版物

一国出版业官方统计的

数据源；资助机构、政

府机构可以评估相关机

构工作情况；借助平台
进行知识产权管理

服务用户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

议

国家书目的价值

用途/用户 著者 题名 出版者 出版年 语种/

国别

类型/

体裁

主题词 标准

标识符
读者
对象

终端用户 × × × × × × ×

编目 × × × ×

记录的重复
利用

× × × × × × ×

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表（核心检索点）

馆藏发展 × × × ×

采访馆员 × × × ×

出版者分析 × × × × ×

官方统计 × × × × ×

版权管理 × × ×

计算机软件 × × × × ×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家书目的功能和界面

通用建议

• 输入一个或多个查
询条件（关键词）

OPAC和书目数据库的特点

打印 存储

查询格式 结果检验 结果保存与提取 帮助
•数据显示一致性
•用户能有效的理解信息 在线指导、询条件（关键词）

• 填写模板
• 从查询条件的列表
（或菜单）中选择
• 组织逻辑语句
• 使用自然语言

打印、存储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Endeca软件
(http://www.lib.ncsu.edu/catalog/)

普利茅斯州立大学的WOPAC（检索示例：
http://www.plymouth.edu/library/opac/search/joe+monninger?s=joe+monninger）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用户能有效的理解信息
•用户记忆负荷最小化
•数据输入与显示的兼容性
•用户控制数据显示的灵活
性

在线指导
在线手册、
相关帮助和
在线导航

国家书目的功能和界面

普遍需求

核心检索点

OPAC和书目数据库的特点

FRBR化 规范控制

检索点 主题检索 结果显示 功能

受控词标引核心检索点
（信息需求表）

FRBR化
超链接

规范控制
导出记录和排序
分面式浏览

一旦新的编目规则出台，国家书目似乎是FRBR化(因其

覆盖范围)和根据FRBR编目的起点对象。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受控词标引
非控词标引

5.5.7.1 机读目录格式

5.5.7.1.1 UNIMARC

5.5.7.1.2 MARC21

5.5.7.2 XML格式

a) 在图书馆界

5.5.7.2.1 MARCXML 

5.5.7.2.2 MarcXchange

b) 在出版和图书销售领域

互操作性

5.5.1 编目规则兼容性

5.5.2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 

5.5.3 国际编目原则(ICP) 

5.5.4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

5.5.10.1 统一资源名称(URN) 
5.5.10.2 通用名称服务系统(Handle 
system) 
5.5.10.3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 
5.5.10.4 永久统一资源定位器(PURL) 
5.5.10.5 档案资源钥匙(ARK) 

在 售

5.5.7.2.3 ONIX (在线信息交换标准) 

5.5.7.3 都柏林核心(DC) 

5.5.7.3.1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DCMI) 

5.5.7.3.2 DCMI图书馆应用纲要

5.5.5 规范数据功能需求(FRAD) 

5.5.6 资源描述和检索(RDA)

5.5.7 书目格式兼容

5.5.8 字符编码兼容性

5.5.9 协议兼容性(Z39.50、SRU/SRW、OAI-PMH)

5.5.10 永久标识符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家书目的组织和管理

�目标和范围

�国家书目控制职能

�国家书目控制管理结构

�法定呈缴/自愿呈缴

�商业模式（加拿大、法国、立陶宛、瑞典、瑞士、英国）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国家书目数据的组织——与联合目录、国家图书馆目录的关系

�国家书目的及时性——在版编目（加拿大、英国、美国实例）

�发布国家书目的媒介选择——印刷型、只读光盘、联机访问

�评估国家书目的有效性——第三方评估（覆盖面、及时性、使
用情况）

�借鉴别国经验，加强合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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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建立一份国家的出版物清单，以反映该国政治文化
的目标或者国家特性

建立一份在一个国家出版的所有书籍的全面清单，
以提供其存在的记录并且清楚地加以识别

�国家书目的宗旨（目的）

建立一份用于统计的所有出版物的清单，
用于监管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行业

针对专门用途或客户，建立一份在一个
国家出版的部分重要出版物清单

当读者感兴趣的出版物出版时，提供
最新的资料通告提醒服务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建立一份在该国历史进程中出版
历史的回溯记录

商业模式

专业用户

图书馆、书商

• 图书馆员以书目核查、采访和
套录编目为目的

• 书商以书目核查和订货为目的

出版商、书目供应中心

• 出版商以营销或促销为目的

• 书目供应中心以赢利为目的，
转售书目记录给图书馆和书商

用户需求

研究人员 大众

•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
其它研究人员将其作为
协助研究的工具

•国外研究学者、图书馆、
出版商和书商依靠其获
取热点国家出版物信息

•普通公众把其作为一种
新出版信息的提醒工具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商业模式

向书目供应中心、图书馆
和书商销售机读目录记录

1 2

销售印刷版的国家书目或者CD-
ROM、缩微制品等任何物理形式
的国家书目

43

付费服务建议

开展以赢利为目的的书目
记录再营销

提供增值服务，比如新书通报，
建立有针对性的用户档案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Learning from others

没有编制过国家书目的国家应该从其他实施过这项
工作的国家寻求建议帮助

向当地组织、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寻求技术帮助会
是一个很好的由计划阶段过渡到运作阶段的方法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建议发展国内合作伙伴关系

同出版商和其他出版物提供商的合作对于国家书目
的成功与持久发展是很重要的

与出版商合作：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Publication
idea

Pre-
publication
metadata

Descriptive

metadata

PublicationDecision to publish

Copyright 
organizations,
ISTC/ISWC

Publishing field, libraries, academic
community

Availa-
bility of 
biblio-
graphic
data

Digitizing, 
system

Information chain of

the digital library

数字图书馆

的信息链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Holdings

etc. 
metadata

Publication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Retrieval

access

Proces-

sing of 
infor-
mation

Availa
bility

of 

publicatio
n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Academic

community

Cultural
and 
image

services

Joint
catalogs
and 
portals

identifiers
g y

与出版商合作：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简化图书元数据工作流程

Streamlining Book Metadata Workflow / Judy Luther. Baltimore, MD : NISO, 2009. ISBN: 978-1-88012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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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芬兰模式

与出版商合作：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芬兰图书出
版商协会

芬兰书店协会
组织

一位书业专家

芬兰的国家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芬兰最大的
两家出版商

芬兰最大的
两家书店

一家芬兰的图书
馆产品和服务提

供商

Kirjavälitys公司(芬兰
图书信息零售商和物
流服务公司)

芬兰国家图书馆
芬兰的国家
ONIX中心

与出版商合作：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

�瑞典模式

Autho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databases

Bookshop

databases
Bookshop

databases
Bookshop

databases

Library

databases
Library

databases
Library

database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database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databases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2年工作会议

Publisher

Distributor

Metadata in 
standardised 
format e.g. 

ONIX

Authority

metadata in 
standardised 

format

Automatic 

message that a 

book/ file has been 

delivered

Automatic 

message that a 

bib record has 

been created

Bib. record, 
e.g. MARC

NBA

Cataloguer

(Upgrade)

Book, 
eBook, 
internet 
resource 

etc.

Automatic mapping

tables

Automatic mapping

tables

Collection 

or

Digital archive

(repository)

LOGO

http://www.ifla.org/en/node/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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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闽南文献资源  建设特色地方文献 

——厦门市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厦门位于福建东南部，与台湾隔海对望，南北分别与漳州、泉州接壤。厦漳

三地既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也是著名的侨乡，有海外华侨 500 多万人。同时，

还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2007 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首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作为海峡西岸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厦门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 2009年厦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联合体成立，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共同协作，

实现了联合体成员馆间的协调采购、集中编目、文献物流传递、资源共享等一系

列的功能。 

作为厦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联合体中心馆的厦门市图书馆，同时还承担着传

承闽南地方文化、提供对台及海外华人华侨文献信息服务等职责。因此加强地方

文献的收集、保存与利用，建设富有地方特点的特色馆藏历来是我馆工作的重点

之一。厦门市图书馆自建馆以来，就十分重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近些年来更是

在闽台关系、华人华侨文献资源建设上投入了力量，力图建立有闽南文化特色的

地方资源。 

一、确定地方文献收录范围 

根据厦门市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原则，我馆的地方文献定义为闽南地区（厦

门、漳州、泉州）出版的、闽南籍人士著述的和内容涉及闽南地区的各类型出版

物。根据此定义范畴，我馆展开一系列的地方文献征集、宣传和文献开发、数据

库建设等工作。 

二、强化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为了更好地做好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我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设立地方文献征集专岗， 规范本馆地方文献管理制度。2007 年我馆在信

息资源部设立文献采访专岗，聘专业人员负责地方文献征集，集征集、采选、交

换工作于一体，将地方文献征集任务落实到人，明确具体的工作任务和目标。要

求工作人员主动与出版界和收藏界人士联系，多渠道、多途径获取信息，保证各

类型地方文献能及时得到补充。同时，制定了《厦门市图书馆接受捐赠文献管理

条例》，从捐赠范围、捐赠办法、入藏标准、鸣谢方式、捐赠者权益等各方面做出

的详细的规定，规范地方文献的接受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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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争取政府大力支持， 颁布实施《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理办法》。在经过多

年的社会调查和多方协调后，2008年 4月，《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理办法》正式颁

布实施。作为厦门市地方文献征集管理的制度，它的颁布为我馆地方文献征集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在随后的几年间，我馆不断对《办法》进行多渠道的宣传和推

广，并将其纳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的主打活动中，每年围绕《办法》开展不同形

式的宣传和推广活动，让它渐为人知，逐步提高了全社会的图书呈缴意识和我馆

文献征集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3．寻求社会各界支持， 拓宽地方文献征集途径。为了更广泛地收集地方文

献信息，我馆积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沟通，寻求社会支持与帮助。目前，

厦门市政协、市科协、市社科联、市外事办、各民主党派以及众多的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都跟我馆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文献呈缴联系。2011年，我馆建立“荣誉馆员”

制度，聘请了首批“荣誉馆员”，他们来自社会各界，承担着为我馆收集地方文献

信息，提供地方文献呈送的职责，他们的努力同时也带动了其周边的人对图书馆

文献资源建设的关注。 

4.开展文献互换活动，加强图书馆文献资源交流。 我馆在加强对本地文献出

版发行单位的资料征集外，还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图书馆间的资料交换活动。2002

年我馆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签订了馆际交流协议书，建立了包含文献资料

交换在内的多项合作关系，至今双方已交换了多批次的资料。2011 年 12月，我馆

以福建省推进厦漳泉同城化发展战略为契机，牵头组织厦、漳、泉三地 30家公共

图书馆共同参与的《闽南地区图书馆文献交换协议》正式签订，带动了闽南地区

图书馆之间地方文献的交流与共建，在提高我馆闽南地方文献保障率的同时，也

丰富了闽南地区各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并为各地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 

三、拓展地方文献宣传力度 

地方文献征集工作需要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推广。在多年

的实践中，我馆的地方文献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组织策划专题展览。从上世纪 90 年代始，我馆即尝试利用图书馆文献展

览形式，加强对地方文献征集的宣传工作。先后举办“厦门市图书馆馆藏地方资

料展”、“厦门百名本土作家著作展”、“厦门地方文献征集宣传展”、“黄萱先生赠

书展”、“厦门市图书馆社会捐赠文献宣传展”等地方文献专题展。展览通过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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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茂、实物呈现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让更多的市民关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

建设，同时也让地方文献征集为更多人所知。 

2.举办专题讲座。图书馆讲座承担着传播、推广区域文化的作用，厦门市图

书馆作为闽南地区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注重本土文化的建设推动。自 2000年

至今，我馆举办的闽南文化专题讲座已近 50 余场，并已成为我馆讲座活动的品牌

栏目之一。这些极具本土特色的讲座，不仅宣传了地方文化，同时聚集了相当的

师资资源和文献信息资源，为我馆的地方文献征集拓宽了渠道，许多主讲老师还

将他们的个人专著和收集的相关资料赠送给我馆收藏。 

3.利用现代媒体宣传。对于积极支持我馆地方文献捐赠的单位和个人，我馆

除了按传统方式发给“厦门市图书馆收藏证”外，还在馆刊《厦门图书馆声》上

鸣谢。同时厦门市图书馆网站也设立专门的“文献捐赠”栏目，定期公布捐赠名

录。每一次相关的地方文献专题展览、赠书活动等，我们都邀请本地媒体进行同

期报道，让地方文献的征集宣传广泛地进行传播。 

四、加强地方文献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近几年来，我馆适应新形势需求，在收集、保护地方文献的基础上，组织力量，

对一些内容丰富、门类相对齐全的资料通过多种手段进行整理开发。 

1．设立地方文献专藏区。在我馆的馆藏布局中，地方文献专藏是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对于现当代的图书、报刊、音像等地方文献资料，我馆设立专架阅览

区。每册入藏地方文献库的文献，我们都做永久保存，并根据地方文献的出版年

代、复本数等情况，实行开架、半开架或闭架管理，既方便读者阅览，又便于文

献的保护。 

2．强化地方文献保护措施。对于年代久远的拓片、名人字画、古籍图书等珍

贵的历史文献，我馆设立专门书库、订制樟木书柜存放。库房内装有温湿度自动

控制系统对库房内的温湿度进行调节；安装摄像头、防火报警器进行防盗防火；

用专门的设备进行真空杀虫、并在书柜内放臵芸香草起到防虫目的。 

3．编制、点校出版地方文献。2003年以来我馆利用本馆地方文献资源，组织

力量相继出版了《厦门图书馆馆藏福建地方文献目录汇编》、《厦门人物辞典》、《嘉

禾名胜记鹭江名胜诗钞校注》、《厦门轶事》、《晃岩集》、《厦门古籍序跋汇编》、《爱

吾庐汇刻》、《夕阳竂诗稿》等图书，2011年重新点校的《清白堂稿》也即将出版。 

4. 成立地方文献专家工作室。为更好地利用地方文献，从 2004 年至今，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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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邀请厦门地方史专家和华侨研究专家，成立“工作室”。“工作室”的主要职

能是：定期开放，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承接课题，为委托单位和企业编撰图书、

策划展览；培养队伍，以老专家带咨询馆员的方式，培养我馆地方文献研究的后

备人才；学术交流，利用专家的学术威望及其影响力，通过举办学术沙龙、专题

报告及出版专题研究资料等，提升图书馆地方文献研究水平。 

五、注重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 

地方文献资源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再生的，为更好地传承这些地方文化遗产，

满足并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利用地方文献，我馆加大投入，加强地方文献数据库建

设。 

1．实施地方文献数字化。我馆自迁入新馆以来，逐年加大力度对本馆地方文

献实行抢救性的数字化工程。2010年投入 50 万元将地方古籍、民国时期地方书刊

及部分 1949年后出版的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数字化文献纳入厦门地方

数据库中，免费提供读者利用。 

2. 开发“厦门记忆”特色数据库。2009 年我馆“厦门记忆”特色资源数据库

全面上线，作为“厦门市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开发计划”的重点项目，在这个极

具地方特色的数据库当中，集中了各类厦门地方文献资源，汇集了“小城春秋”、

“图说厦门”、“厦门人物”、“厦门文献”、“厦门地方文献索引”、“闽南戏曲”及

“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等一系列专题，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将地方资源数字化，既对地方文献进行了充分的保护，又为广大读

者提供更为方便的检索利用。“厦门记忆”资源数据库有以下特点： 

（1）参照标准：为保证所建资源库的一致性与规范化，“厦门记忆”数据库建

设主要参照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推荐使用标准规范》 

（2）资源内容：“厦门记忆”资源数据库，内容主要以厦门地方文献全文数

据为主体，辅以书目数据、篇名索引数据、图片数据和人名数据等资料。同时与

我馆已建视频点播库中的闽南戏曲音视频进行链接。 

3. 创建闽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我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涉及闽南地区厦、

漳、泉三地，加强与这些地区图书馆馆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做好我馆地方文献建设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建设厦门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同时，我馆积极与各地

图书馆，尤其是闽南地区图书馆间不间断地开展地方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

合作与交流，《闽籍海外华人华侨文献书目索引》、《闽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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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泉州、漳州地区图书馆间共同合作的成果。 

六、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 

1.地方文献的征集范转辐射面不够广。我馆确定地方文献的地域范围为厦门、

漳州、泉州三个地区，但是目前我们在征集时，大部分精力还放在厦门地区的各

类文献上，对漳州、泉州地区的各类文献，主要通过图书馆间的交换及向当地旧

书店采购来获得，基本还没有向这两个地方进行大范围宣传征集，所以对于漳州、

泉州地区出版的文献特别是内部出版物我们馆的收藏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地方出版社对呈缴工作不够积极。虽然在 2008年 4月《厦门地方文献征集

管理办法》就已经正式颁布实施，但是这几年文献征集工作统计发现，在厦门地

域范围内的三家出版社每年主动向我馆呈缴的文献非常有限，基本都需向他们主

动购买才能得到所需资料。 

3.在编目上不够突出“地方文献”这一主题。我馆在对地方文献进行编目时，

除了 001（书目控制号）字段跟普通文献进行区别外，其余字段均无特别说明，在

与地方文献全文数据库之间也还没有实现字段链接。 

4.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还不够完善。地方数据库从 2009年第一期建设开始启

动以来，由于建设时间不是很长，人员投入有限，所以数据内容至今还不是特别

完善，还有很多专题资源如民国初年至上世纪 80年代的地方剪报资料、我馆闽南

文化系列讲座视频等都有待加工入库。 

总之，地方文献的建设是一项长期、持续性工作，征集、开发利用等工作只

有在长时间地进行后，地方文献才能成为图书馆的特色文献，才会拥有长久的生

命力。 

 

厦门市图书馆 

2012年5月 

22



北京地方文献工作述略

兼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认识与思考

首都图书馆 李诚

1.北京地区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况

� 1.1公共图书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体

《省（自治区 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 “搜集、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

� “本省（自治区、市）的正式出版物和有关

本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料应尽全收集”的规定，

� 1.2社会各业的地方文献工作

� 地方文献工作涉及社会众多方面，尤其地方文献 作涉及社会众多方面，尤其

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

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

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

2.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概况

� 2.1缘起

� 1957年，建立北京地方文献专藏库

� 1985年，设置北京地方文献部

� 2002年，改革为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全

面开展北京地方文献工作。

� 2.2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概念

� 凡是内容上具有北京地域性，且具有保

存价值和史料价值，无论其文献类型、

文献载体、文种和出版地如何都属于北

京地方文献范畴。

� 2.3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2.3.1工作系统

� 传统业务有文献采访、分编、典藏、流通、信息咨询工作。� 传统业务有文献采访、分编、典藏、流通、信息咨询工作。

� 拓展业务有展览策划制作、讲座策划组织等读者活动工作。

� 数字化业务有“北京记忆”多媒体资源建设。

� 其它业务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服务和图书馆志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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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2.3.2检索系统

北京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 北京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

� 北京地方文献连续出版物书目数据库

� 北京地方文献报刊索引数据库

� 《北京记忆》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数据库

（www.bjmem.com）

� 2.3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2.3.3管理系统

� 《北京地方文献采访工作条例》

� 《北京地方文献非公开出版物的定价标准》

首都 书馆特藏文 竞拍 作规章� 《首都图书馆特藏文献竞拍工作规章》

� 《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善本标准》

� 《北京地方文献分类法》

� 《北京地方文献分编操作规程》

� 《北京地方文献普通图书标引规则》

� 《北京地方文献中文普通图书编目规则》

� 《北京地方文献参考咨询工作规章》

� 《北京记忆工作手册》

� 2.3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2.3.4资源概述

核心文献 专门记述北京地方事物的文献� 核心文献：专门记述北京地方事物的文献。

� 基础文献：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地方事物。

� 辅助文献：地方信息密度小有一定参考价值。

� 2.3北京地方文献工作模式

� 2.3.4资源概述

� 文献载体类型：纸本、光化学制品、磁记录品和

数字化电子文件。

� 出版方式和发行途径：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

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

3.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认识

� 地方文献数据库的特征

地方文献数据库必须具备地方特征。

� 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分类

地方文献数据库可以分为地方文献书目

数据库和对象数据库。

� 3.1地方文献数据库收录的范围

� 地方文献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应以选择地

方文献的核心文献为主要标准。建立具

有本地域特色的数据库是地方文献建库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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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地方文献数据库的特色

� 3.2.1地域性

� 文献所记载的现象、事实和人物都发生

于某一特指的地域范围之内，或与这一

地域有关。

� 3.2.2综合性

� 地方文献是对特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

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综合

性记录，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 3.3地方文献数据库建立遵循或参照的相关标准及质量

控制要求

� 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应参照国家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研

究项目制定的有关标准，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整理和编

制适应地方文献特色需求的相关标准。

� 3.4地方文献数据库所发挥的作用

� 3.4.1突破时空限制

� 实现了跨地域 无时限的信息获取方式� 实现了跨地域、无时限的信息获取方式。

� 3.4.2解决藏于用矛盾

� 便捷获取信息，有效保护文献。

� 3.4.3投入产出高性价比

� 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

� 3.5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需要注意的问题

� 3.5.1人员素质

� 人员素质是影响数据库建设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 3.5.2文献资源

� 文献资源是数据库建设的首要条件因素之一。

4、关于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认识和建议

� 4.1统一认识，确定地方文献范围

� 建议：求同存异，把工作做起来。

� 4.2提高认识，了解地方文献的多样化提高认识，了解地方文献的多样化

� 建议：开展地方文献知识培训，提高认识。

� 4.3明确分工，全面反映地方文献

� 建立合作关系，责任分担，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 4.4履行社会职责，加强地方文献建设

� 建议：建立专职机构，获取相关支持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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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 

中文图书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情况介绍 

辽宁省图书馆在 2009年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联合采编工作年会上提出建立辽

宁地区公共图书馆中文图书联合目录数据库的构想，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

在各参与馆的共同努力下用时近一年时间收集数据，我馆对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

了整合，此项工作于 2010 年完成。在 2011 年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联合采编工作

年会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数据收集工作，这次数据收集不仅涵盖市级公共图书馆，

更在各市级馆的积极工作下，使收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县区馆。现将数据库建设

情况向大家做一简单介绍： 

1、联合目录数据库的收录范围 

辽宁地区联合目录数据库收录范围为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普通中文图书书目

数据和馆藏数据。目前联合目录数据库包括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辽宁省图书馆

全部馆藏书目数据，以及辽宁省内 11家市级馆、15家县区馆的馆藏书目数据，共

计 200余万条，全部挂有馆藏信息，馆藏信息以代码形式出现在数据的馆藏项。 

2、联合目录数据库的建立 

2.1 系统准备：这次建库使用的是由深圳图书馆开发的 UACN_UC联合编目系统，此

系统由中心管理部分（Central）与成员馆部分 (User)组成。中心管理部分能够

实现对成员馆的管理、数据质量控制、中心数据库维护等功能。 

2.2 馆代码设臵：系统设臵成员馆代码为 6位数字。第 1-3位为地区码，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区代码表》，辽宁地区设臵为 021，第 4 位

馆类别代码，0 代表市级公共馆、1 代表县区级公共馆、2 代表高校馆，第 5-6 位

是流水号。国家图书馆的馆代码为 011001，以下为辽宁地区市级公共馆联合目录

数据库馆代码表： 

021001 辽宁省图书馆 

021002 沈阳市图书馆 

021003 大连市图书馆 

021004 丹东市图书馆 

021005 锦州市图书馆 

021006 本溪市图书馆 

021007 铁岭市图书馆 

021008 抚顺市图书馆 

021009 营口市图书馆 

021010 朝阳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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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11 辽阳市图书馆 

021012 葫芦岛市图书馆 

021013 阜新市图书馆 

021014 盘锦市图书馆 

021015 鞍山市图书馆 

2.3 数据收集：第一次数据收集阶段，我们收集到省内 9家市级公共馆的书目数据

共 684,907 条；第二次数据收集时，收集到 11 家市级公共馆 2009 年以后的书目

数据共 764,797条及 15家县区馆的书目数据 725,903条。以下是数据收集情况统

计表： 

市级公共馆数据统计     （单位：条） 

单位 2009-2010年 2011-2012年 合计 

鞍山馆 10,890 108,807 119,697 

本溪馆 96,701 1,216 97,917 

抚顺馆 76,448 133,582 210,030 

阜新馆 93,386 97,107 190,493 

葫芦岛馆 26,644 57,079 83,723 

锦州馆 196,072 7,780 203,852 

辽阳馆 72,395 151,518 223,913 

盘锦馆 47,098 9,043 56,141 

营口馆 65,273 12,907 78,180 

铁岭馆 新馆搬迁未传送 37,701 37,701 

朝阳馆 更换系统未传送 148,057 148,045 

合计 684,907 764,797 1,449,704 

县区公共馆数据统计  （单位：条） 

单位 交送数据 

沈阳市大东区馆 60,003 

沈阳市法库县馆 17,238 

沈阳市和平区馆 11,638 

沈阳市康平区馆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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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辽中县馆 157,441 

沈阳市沈河区馆 78,985 

沈阳市苏家屯区馆 130,515 

沈阳市铁西区馆 128,306 

沈阳市于洪区馆 29,155 

锦州北镇馆 15,624 

鞍山铁东区馆 28,242 

鞍山铁西区馆 20,975 

鞍山千山区馆 17,555 

鞍山立山区馆 13,488 

海城馆 12,267 

合计 725,903 

    

2.4 数据整合处理：本次建库全部数据采用中国机读目录格式著录，著录内容有详

有简，均使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 

2.4.1 数据整合前，我们对数据进行抽查，一方面检查各馆数据质量，依据质量情

况确认接收顺序。另一方面，检查相同数据之间的差异，希望通过前期工作为数

据整合提供依据。通过抽查，我们发现数据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ISBN录入不全 

(2)正题名的选取不一致 

(3)同一责任者检索点形式不规范 

(4)出版发行年著录不一致 

这是导致数据重复的主要原因。第(1)、(2)和第(3)种问题产生的偶然性大，

所以我们在数据接收时没有对这部分数据进行处理。 

2.4.2 数据整合时，首先通过系统设臵的基本字段进行比对，导入数据的同时核查

登记库，在相同的书目数据下添加馆藏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相同的数据只被

接收一次，同时添加相应馆藏。 

UACN系统设臵的基本查重字段为 ISBN、题名项、出版项，系统把三个基本字

段作为整体进行比对，通过基本字段确认书目的唯一性，任何一个子字段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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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认为是不同数据。我们抽查发现基本字段 ISBN、题名项相同，而出版项中的

出版时间著录不一致的数据量很大，例如： 

做法一：210##@a 北京@c京华出版社@d1996.5 

做法二：210##@a 北京@c京华出版社@d1996.05 

做法三：210##@a 北京@c京华出版社@d199605 

做法四：210##@a 北京@c京华出版社@d1996 

系统自动判重对整个出版发行项进行比对，虽然是同一种书但出版时间著录

不同就被认为是不同图书，不能被去重。产生重复的原因主要集中存在于出版发

行项 210 字段的出版时间子字段上。这部分重复数据数量较大，辽宁省图书馆决

定对这部分数据进行重点整合处理。我们采用的系统判重设臵的基本字段是固定

的，不能对字段的某一个子字段有针对性的处理，如果在基本字段去重条件都满

足的条件下对 210 字段的出版时间子字段进行二次筛选，就能够去掉重复数据。

遇到问题时，我馆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技术部门与深圳图书馆系统开发人

员多次联系、积极沟通，由深图技术人员针对我馆提出的问题编制了针对性软件，

经过多次反复调试，最后成功应用此软件对重复数据问题进行了处理。 

2.5 联合目录质量控制：联合目录需要以高质量的书目数据作为依托，在实际操

作中，我们依据抽查时确认的各馆质量情况先后接收数据。我们首先接收了国家

图书馆书目数据、辽宁省图书馆书目数据，然后依次装入地市级馆数据和县区馆

数据。三年来经过两次收集、整合处理后，接收成员馆上传数据 26 万余条。 

2.6 存在问题：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联合目录数据库已建成多年，在各成

员馆的支持下，数据库两度更新，目前已在我馆的联合目录系统中发布。自数据

库建成以来，在全省图书馆编目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参加馆不全，目前有 11家市级馆，区县级图书馆只有 15家，还有大部分

图书馆没有参加。 

(2)发布地点、途径单一，仅在辽宁省图书馆联合目录系统中发布。由于系统

原因我馆的联合目录发布系统还不能向广大读者揭示文献的馆藏，还没有在有条

件的其他图书馆发布。由于存在上述问题，目前的辽宁地区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

联合目录数据库还没有有效地发挥联合目录数据库应发挥的作用。 

(3)在建立辽宁省联合目录数据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重复数据是影响联合目

录数据库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系统判重的条件不能对某个字段的特定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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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设臵，所以在批上载的时候仍会出现数据重复问题。 

2.7 今后的工作打算:  

为进一步提高数据库质量、完善数据库的内容、增加发布数据的途径、扩大

数据库的使用范围，我馆制定了如下工作计划： 

    (1)在系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数据做进一步处理：针对联合目录中重复数

据问题，我们准备做进一步处理。利用 UACN 联合编目系统数据批套录功能在分编

库和中央库查重，命中的数据上载馆藏信息，未命中的数据再通过数据接收模块

上传。通过数据批套录功能可以设臵数据判重条件，因此去重数据效果好。目前

我馆使用的 UACN系统批套录功能暂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处理。 

(2)数据库收录的文献类型能够进一步扩展到外文纸质和电子图书、期刊； 

(3)数据收纳范围从市级馆扩展至更多有条件的区县馆； 

(4)联合编目数据库数据可在有条件的市级馆发布； 

(5)地区编目中心应做好数据质量监控，一方面建立健全编目数据质量审校制

度，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加强成员馆业务培训。 

联合目录检索系统为我省公共图书馆揭示馆藏提供了平台，为读者检索图书、

利用图书提供了便利，也为今后的馆际互借奠定基础。通过编制我省的联合目录

数据库，使各馆的馆藏特色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其中一部分是各馆珍贵的地方文

献数据。联合目录数据库在文献类型和数据数量等方面都在不断增加，我们很感

激成员馆给予的支持，期待着联合目录数据库能够得到更多更好更充分的利用。 

 

                                辽宁省图书馆  

                                 2012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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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未来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热娜.乌斯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始建于 1930年 8月，原名新疆省立图书馆。1949年

12 月新疆和平解放，图书馆更名为新疆省人民图书馆。1955 年 10 月，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图书馆定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至今已有 82年的光辉历

史。在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文化厅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我馆购书经费逐年增加，藏书量迅速增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有藏书总量达

到 176万册。 

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中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地方

文献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馆藏文献资料语种丰富、除汉语文献以外，还有新疆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

族文字记载的文献，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蒙古文，斯

拉夫文（俄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珍贵文献资料。 

2、建立了以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及新疆地方文献为特色的藏书体系，充分反映

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珍贵馆藏。 

3、注重对少数民族地方文献的征集、整理和数字化加工。其中特别关注少数

民族古籍的征集工作，这对于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及促进当地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我馆收藏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有 15部被列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民文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现状： 

为确保我馆少数民族文献数据库的数据质量，2011年 7月份开始，我们对 1949

年到 2012年出版的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馆藏进行书目数据与实物的核查，

逐条审校，按照相关的编目条例和格式要求进行修正。 

新建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收藏有 1949年至今少数民族文献约 13 万余册，有

维吾尔文图书 15212 种，哈萨克文图书 4920 种，柯尔克孜文图书 219 种，共计为

20351种。在系统切换的过程中有部分数据无法转换到新系统中，需要重新录入斯

拉夫文（俄文）图书有 8353册，同时还有蒙文图书有 14419册，维吾尔新文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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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 13493册。目前正在对维吾尔文书目数据进行逐条修改和审核。因现有的书

目数据是两个系统切换后的结果，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少数民族文字方向从右

往左的方向书写和汉文书写方向有着很大的差异。编目工作中文字内容和出版年，

多卷书的阿拉伯数字等数字内容都需要更换输入法才能正确录入，审核操作较复

杂。但我们始终严格按照联合编目工作的要求，每本图书都进行统一字段，改正

原有的数据错误，修改当时计算机著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删除多余字段，增加

必备字段，补录系统更换过程中丢失的书目数据等操作，保证了少数民族特色馆

藏资源的规范化和标准性。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民文地方文献数据库建立的意义： 

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新疆总人口的 60%，因此建立建好我馆少数民族语言

文献和地方文献数据库，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馆已形成了以新疆少

数民族语言和新疆地方文献为特色，纸本文献与数字资源并存的藏书体系，为保

障我区政治、经济发展对文献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馆目前正在筹建区内

联合编目中心，通过资源共建共享，使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数据库和地方特色文献

库的资源发挥重要的作用： 

1、解决我区各馆编目工作的语言障碍。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不同语种出版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我区很多图书馆少

数民族馆员有限，由于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因此给少数民族语言图书的编目带来

一定的困难。通过此项工作，各个图书馆可以解决语言障碍带来的工作不便。 

2、促进我区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书目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 

它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新书编目、回溯建库的需要；加上中文文献编目

数据能满足我区各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编目的需要，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建共享。 

3、有力的推动我区少数民族文献编目软件和技术的发展。 

新疆地区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多民族语言文字特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库

的建设是新疆文化共享工程的重点之一。我们在解决民族语言技术难题的同时，

将软件平台推广安装到的区内县级图书馆，为县（市）馆的技术骨干做业务管理

平台的培训，使他们了解 Interlib 系统的各模块功能，掌握汉文及民文文献编目

的技能，并具备了一定的系统维护能力，以推进新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更好地

发挥和利用县（市）级的作用，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提供多元化的信

息服务，使民文文献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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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自动化建设过程：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新疆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

需求, 这些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各种文献、古籍

著述和译作浩如烟海。无论过去作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文化传承

的主要载体，还是现在作为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的主要工具，以及作为信息化社会

中这些民族的主要标识符，其独特的人类文化价值在新疆及周边地区所发挥的巨

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图书馆不仅有责任要将这些文献收集妥善保存，更有责任

将这些文献有效的组织、管理，实现文献资源的共享。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

如何处理多种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实现民文文献资源计算机管理和数字化管理，

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软件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本地化支持是我们一直以来面临的

难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图书编目工作于 1999年开始由手工编目转变到计算

机编目，开始采用的是 ILAS系统，主要用于汉语图书的编目，因为系统当时不支

持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编目。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文字字母、文字显示、书写

方向都各有不同，文字类型复杂，书写形式各有不同等原因，为计算机的文字处

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而客观上限制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编目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于我们来说，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编目工作，建立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少数

民族语言文献的数据库，除了全面收集本地民文文献，遵循相关的编目规则和标

准编制书目数据外，制约我们的工作的关键就是图书馆计算机系统能不能解决好

维、哈、柯等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问题。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现代通

信技术的发展，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提高，图书馆软件逐步解决了维、哈、柯等

少数民族文字的显示与输入的问题。鉴于此原因，2003年我馆开始改用“金盘图

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开始有了专业著录平台。随着该系统的应

用，我馆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金盘集成管理系统当时在新疆图书馆界是唯一能实现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编目

工作的计算机图书馆应用软件，但仅可以满足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

文、维吾尔新文字、斯拉夫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献的编目，但仍存在不能完

整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录入、存储、查询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提供更全面、更优质、更适合各民族文化习惯的文献资源的服务，解决

图书馆软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馆 2009年正式招标了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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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开发的“Interlib 图创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Interlib图创图书馆集群

管理系统”是全新的第三代图书馆系统，它作为资源共建共享的新的实现形式，

打破了各图书馆单位所有，条块分割的局面，将城市图书馆群或高校多个校区的

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从而能达到资源共建共享、合理配臵和图书馆之

间互相合作的目的。系统采用 B/S架构不但能够很好的满足图书馆的业务管理需

要，还符合网络和云计算环境下的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等新的服务需求。该系

统的最大特点使用方便，同时支持 Unicode，解决了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适合拥

有多语种文献资源的图书馆使用。 

2009年 2月新疆图书馆将原系统和新系统之间进行了切换，汉语文献数据导

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成功转换并正式开始应用。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数据在

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互不兼容等问题，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斯拉

夫文等四种语言书目数据中，用斯拉夫文字编目的 1000多种图书无法识别，没转

换成功。同时还出现了丢失馆藏数据、文字显示错误、统计数据错误等一些问题，

经过技术人员几个月的努力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馆藏数据 2009年 5月份转换成

功，进入了正式运转。 “图创集群管理系统”2009年 5月正式运用到现在，虽然

基本满足工作需求但个别功能模块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升级。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民文地方文献建设工作的未来计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正在筹建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文

献数据库在联合编目工作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积极学习内地优秀馆的工作

经验，开拓思路，为新疆自治区内各级各类图书馆提供更为丰富优质的服务。计

划近期做好以下几项基础性工作： 

1、今年年底完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三种语言共 20351种（随

着新书购买此数目会有变化）图书的数据审核工作。 

2、建立蒙文书目数据库。由于蒙文书写方式跟汉文和其他语种有所不同，“图

创集成管理系统”无法使用蒙文语种著录图书，所以对 14419册蒙文图书采用汉

语著录。 

3、建立维吾尔新文字书目数据库。维吾尔文新文字图书是珍贵的馆藏资源，

虽然现在不使用新文字，但过去出版的图书资料在当今还是很珍贵，而且在我馆

保存的很完整。所以我们计划将这部分维吾尔新文字图书进行计算机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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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具有多民族丰富的文献馆藏资源，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文献资源是我馆特色馆藏，我们将进一步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编目队伍，实现

全疆共享民文书目数据库。学习建立地方特色文献库方面的经验，开拓思路，为

我馆做好民文地方文献数据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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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第 5 版中涉及改编第 4 版图书类号的类目表 

备注：以下类目表为《中图法》第 5 版中同一主题所对应的《中图法》第 4 版类目修订注释的主

要类目表，因此，该表仅供各图书馆改编第 4 版图书类号参考。 

序号 类号 类名 沿革注释 

1 B841.4 
实验心理学、

实验法 
4版类名：实验法；实验心理学，4版入 B84 

2 C958 文化人类学 4版入 C912.4 

3 D035-01 公共政策学 政策学，4版入 D0 

4 D904.4 
社会主义国

家的法 
4版入 D905 

5 D912.7 人权法 
4版类名：青少年法;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4版入

D913 

6 D922.15 

华侨、民族、

宗教事务管

理法 

4版类名：华侨、民族事务管理法令；宗教事务管理法，4版入 D922.19 

7 
D922.29

4 
市场管理法 

4版类名：商业经济管理法令；海商法，5版改入 D923.993; 产品责

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版入 D923.8 

8 D922.36 
各种用途土

地法 

4版类名：特殊用途土地法令；建筑用地法，4版入 D922.35；森林

用地法，4版入 D922.37；水利用地法，4版入 D922.38；国家建设

征用土地法，4版入 D922.39 

9 D922.38 房地产法 
4版类名：水利用地法令；5版改入 D922.36; 房地产法，4版入

D922.181；房屋管理权，4版入 D923.2 

10 D922.7 人权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法，4版入 D922.183；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护法，4版入 D923.8；残疾人保护法，4版入 D922.182.3 

11 D922.8 
传媒法、信息

法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法，4版入 D922.16 

12 D926.4 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4版入 D926.34 

13 D994 平时国际法 国际法院、国际常设法院，4版入 D813.4 

14 DF044 
社会主义国

家的法 
4版入 DF05 

15 DF35 

侨务、民族、

宗教事务管

理法 

4版类名：侨务、民族事务管理法令; 宗教事务管理法，4版入 DF399 

16 DF414 市场管理法 
4版类名：商业经济管理法；海商法，5版改入 DF593; 产品责任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版入 DF529 

17 DF456 
各种用途土

地法 

4版类名：特殊用途土地法; 建筑用地法，4版入 DF455；森林用地

法，4版入 DF457；水利用地法，4版入 DF458；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4版入 D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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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F458 房地产法 
4版类名：水利用地法令；5版改入 DF456; 房地产法，4版入 DF38；

房屋管理权，4版入 DF521 

19 DF48 人权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法，4版入 DF393；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

女权益保护法，4版入 DF529；残疾人保护法，4版入 DF391.3 

20 DF49 
传媒法、信息

法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法，4版入 DF36 

21 DF94 平时国际法 国际法院、国际常设法院，4版入 D813.4 

22 E145 
军事装备工

作 
总论世界军事装备和实力的著作，4版入 E15 

23 E145.3 
军事装备输

入与输出 
4版入 E117 

24 E24 
军事装备工

作 
4版类名：生产建设工作；5版改入 E249; 4版入 E27 

25 E243 
军事装备输

入与输出 
4版入 E257 

26 E249 
生产建设工

作 
4版入 E24 

27 F126 
人民经济生

活状况 
4版类名：人民生活状况；扶贫问题，4版入 F124.7 

28 F243.1 
劳动组织与

管理 

4版类名：劳动组织；劳动分工与协作，4版入 F243.2；劳动定额，

4版入 F243.3；劳动纪律、生产责任制，4版入 F243.5 

29 F243.5 激励制度 
4版类名：劳动纪律、生产责任制；5版改入 F243.1; 劳动竞赛，4

版入 F243.4 

30 F260 
产业经济理

论 
产业经济学，4版入 F062.9 

31 F272.5 评价与控制 4版类名：经济评价；企业经济效益，4版入 F270.3 

32 F272.7 
企业现代化

管理 
4版入 F270.7 

33 F272-0 
企业管理理

论 
总论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企业行为学，4版入 F270 

34 F272-05 
企业文化、企

业形象 
企业文化、企业形象，4版入 F270 

35 F292 
城市经济管

理 
4版类名：城镇规划与建设；为交替类，5版改为 F291.4; 4版入 F293 

36 F299.22 
城市经济管

理 

4版类名：城镇规划与建设；为交替类，5版改为正式类; 4版入

F299.23 

37 F301.22 
土地行政管

理 
土地统计，4版入 F301.5 

38 F406.15 
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 
4版类名：人事管理、劳动管理；定额管理，4版入 F406.3 

39 F49 
信息产业经

济 
4版类名：信息产业经济(总论)；网络经济，4版入 F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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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490.6 
企业组织与

管理 

软件业，4版入 F407.67；网络服务商(ISP)、网络经营管理、网址

管理，4版入 F626.5 

41 F830.22 银行体制 银行制度，4版入 F830.1 

42 F840.612 养老保险 4版入 F840.67 

43 F840.613 
社会医疗保

险 
4版入 F840.684 

44 F840.617 生育保险 4版入 F840.69 

45 F840.625 
健康医疗保

险 
4版入 F840.684 

46 F840.686 责任保险 4版入 F840.69 

47 G25 
图书馆事业、

信息事业 
4版类名：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情报学及情报工作，4版入 G35 

48 G250.2 情报学 4版入 G350 

49 
G250.25

2 
信息计量学 目录计量学，4版入 G257；文献计量学，4版入 G350 

50 G250.7 

图书馆工作、

信息工作自

动化和网络

化 

4版类名：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情报工作自动化、网络化，4版

入 G350.7 

51 G250.74 数据库建设 文献库的方法，4版入 G356.1 

52 G250.9 
图书馆学史、

情报学史 
4版类名：图书馆学史；情报学史，4版入 G350 

53 G251 

图书馆管理、

信息工作管

理 

4版类名：图书馆管理；情报工作体制、组织，4版入 G351 

54 G251.2 组织机构 情报工作组织和管理，4版入 G351.1 

55 G251.3 规章制度 情报工作规章制度，4版入 G351.3 

56 G251.6 

图书馆工作

者、信息工作

者 

4版类名：图书馆工作者；情报工作者，4版入 G351.6 

57 G252 
信息资源服

务 
4版类名：读者工作；情报资料的利用，4版入 G358 

58 G252.8 
信息研究与

服务 
情报资料的分析和研究，4版入 G353.1 

59 G253 
信息资源建

设 
4版类名：藏书建设和藏书组织；情报资料的搜集、保管，4版入 G352 

60 G253.1 
文献信息资

源获取 

4版类名：图书补充；情报源的调查研究和选择，4版入 G352.1；情

报资料的搜集、采购，4版入 G352.2；情报资料的质量鉴定，4版入

G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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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G253.4 登记整理 4版类名：图书登记；情报资料的登记整理，4版入 G352.3 

62 G253.5 

文献信息资

源保管和典

藏 

4版类名：藏书组织；情报资料的保管、典藏，4版入 G352.5 

63 G254.37 信息加工 
情报编译报道，4版入 G353.2；文摘编写，4版入 G353.23；文摘编

制自动化，4版入 G356.7 

64 G254.9 信息检索 文献检索，4版入 G252.7；情报检索，4版入 G354 

65 G254.92 
信息检索工

具、检索系统 

索引编制，4版入 G353.21；机械化、自动化编索引，4版入 G356.6；

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4版入 G354.4；书目情报检索系统，4版入

G354.43；文献检索方法，4版入 G252.7；情报检索方法，4版入

G354.2；目录体系及目录组织法，4版入 G254.32、G254.33有关各

类 

66 
G254.92

1 

分类检索、主

题检索 
分类目录，4版入 G254.335；主题目录，4版入 G254.334 

67 
G254.92

2 

题名检索、著

者检索 
书名目录，4版入 G254.332；著者目录，4版入 G254.333 

68 
G254.92

3 
全文检索 4版入 G354.45 

69 
G254.92

4 

专业检索工

具、检索系统 
专题目录，4版入 G254.336 

70 
G254.92

5 
工具书检索 工具书使用法，4版入 G252.7 

71 
G254.92

6 

事实检索、数

值检索 
4版入 G354.42 

72 
G254.92

7 
多媒体检索 4版入 G354.47 

73 
G254.92

9.9 
其他 半机械化、机械化检索系统，4版入 G354.3 

74 G254.97 
信息检索服

务 
情报检索中心，4版入 G354.1 

75 G255.76 
网络信息资

源 
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4版入 G250.73 

76 G255.9 其他 盲文图书，4版入 G255.8 

77 G258.9 

图书馆、信息

机构建筑和

设备 

4版类名：图书馆建设、设备；情报机构的建筑、设备，4版入 G351.9 

78 G258.94 

图书馆、信息

机构的机械

化和自动化

设备 

4版类名：图书馆工作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文献库的设备，4版

入 G356.1；情报的存贮和检索设备，4版入 G356.3；文献复制方法

和设备，4版入 G357 

79 G259 
世界各国图

书馆事业、信
4版类名：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世界各国情报事业，4版入 G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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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息事业 

80 G259.1 世界 世界情报事业，4版入 G359.1 

81 G259.13 
国际组织和

活动 
国际情报组织与活动，4版入 G359.13 

82 G259.1-6 参考工具书 世界情报事业，4版入 G359.1-6 

83 
G259.1-6

6 
统计资料 世界情报统计资料，4版入 G359.1-66 

84 G259.19 

世界图书馆

事业史、信息

事业史 

4版类名：世界图书馆事业史；世界情报事业史，4版入 G359.19 

85 G259.2 中国 中国情报事业，4版入 G359.2 

86 G259.20 
方针政策及

其阐述 
中国情报事业方针政策及其阐述，4版入 G359.20 

87 G259.21 
事业建设与

发展 
中国情报事业的建设和发展，4版入 G359.21 

88 G259.22 组织与活动 
4版类名：图书馆的组织与活动；情报工作组织和活动，4版入

G359.22；情报学会，4版入 G359.229；情报工作会议，4版入 G359.226 

89 G259.23 
事业协调和

合作 

4版类名：图书馆网、图书馆工作的协调和合作；情报工作的协调和

合作、情报网，4版入 G359.25 

90 G259.25 
各类型图书

馆、信息中心 
4版类名：各类型图书馆；各类型情报机构，4版入G359.221/G359.224 

91 G259.26 对外交流 4版类名：对外图书馆工作交流；对外情报工作交流，4版入 G359.26 

92 G259.27 

地方图书馆

事业、信息事

业 

4版类名：地方图书馆事业；地方情报事业，4版入 G359.27 

93 G259.29 

图书馆事业

史、信息事业

史 

4版类名：图书馆事业史；情报事业史，4版入 G359.29 

94 G259.3 各国 各国情报事业，4版入 G359.3/G359.7 

95 G262 
藏品的采集、

征集、鉴定 
私人藏品的采集、鉴定，4版入 G894 

96 G262.2 
钱币、邮票、

票证 
私人集邮，4版入 G894.1 

97 G275.6 特种档案 特种档案工作，4版入 G276 

98 G278.9 
档案馆建筑

和设备 
档案馆建筑和设备，4版入 G278 

99 G434 
计算机化教

学 
教学机，4版入 TP391.6 

100 G897 钓鱼、狩猎运 4版类名：钓鱼；狩猎运动，4版入 G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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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 

101 G898.3 电子游戏 4版入 G899 

102 H319.3 

教学法、教

材、教学参考

书 

4版类名：教学法；教材、教学参考书，4版入 H31 

103 I207.329 昆曲 4版入 I207.365.3 

104 I232.9 昆曲 昆剧，4版入 I236.53；北方昆剧，4版入 I236.1 

105 J617.19 昆曲音乐 4版入 J617.5 

106 J821.9 昆曲艺术 4版入 J825有关各类 

107 K772 苏里南 4版入 K771.33 

108 P901 
景观学、区域

论 
景观生态学，4版入 Q149 

109 Q91-65 
古生物命名

法 
4版入 Q91-03 

110 R625 美容术 美容术，4版入 R622 

111 R730.43 实验室诊断 免疫诊断，4版入 R730.45 

112 R918 药物设计 4版入 R914.2 

113 S-0 一般性理论 有机农业，4版入 S345 

114 S-03 
农业科学技

术研究方法 
农业系统工程，4版入 F302.3 

115 S818 
畜牧业电气

化和自动化 
畜牧业现代化，4版入 S8-01 

116 S837 鹌鹑 4版入 S839 

117 TE312 
油气水渗流

力学 
微观渗流机理，4版入 TE311 

118 TE349 
其他类型油

田开发 
弹性驱动与重力驱动油田开发，4版入 TE342 

119 TN926 

无线接入技

术与无线通

信网 

4版类名：散射通信；5版改入 TN929.2; 无线接入网，4版入

TN925+.93 

120 TP306 

调整、测试、

校验、检修、

维护 

检修、维护，4版入 TP307 

121 
TP393.0

71 

网络管理理

论与技术 
网址资源管理，4版入 TP393.092 

122 TQ39 精细与专用 精细化工，4版入 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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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学品工业 

123 TQ638 其他涂料 腻子，4版入 TQ635 

124 TS275.5 
果汁、蔬菜汁

及其饮料 
果汁，4版入 TS255.44 

125 
TS972.1

25.9 
其他 野味菜，4版入 TS972.127 

126 X171.4 

生态环境建

设与生态恢

复 

4版类名：生态建设与生态恢复; 生态库，4版入 Q148 

127 X2-1 
现状与综合

调查 
世界各国环境综合调查研究，4版入 X508 

128 X941 
金属工艺、机

械工业安全 
4版类名：机械、金属工艺安全; 焊接工艺安全，4版入[X942] 

129 X942 
武器工业安

全 

4版类名：焊接工艺安全，5版改入[X941]; 武器工业安全，4版入

[X944] 

130 X943 
动力工业安

全 

4版类名：起重及搬运安全，5版改入 X952; 动力工业安全，4版入

[X945]; 4版为正式类；5版改为交替类 

131 X944 
锅炉、压力容

器安全 

4版类名：武器工业安全，5版改入[X942];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

4版入 X933 

132 X944.2 锅炉安全 4版入[X933.2] 

133 X944.4 
压力容器安

全 
4版入[X933.4] 

134 X944.7 
锅炉烟尘危

害 
4版入 X933.7 

135 X945 核工业安全 4版类名：动力工业安全，5版改入[X943]; 核工业安全，4版入[X946] 

136 X946 电气安全 4版类名：核工业安全，5版改入[X945]; 电气安全，4版入[X934] 

137 X947 
轻工业、手工

业安全 

4版类名：建筑施工安全，5版改入[X948]; 轻工业、手工业安全，

4版入[X948] 

138 X948 
建筑施工安

全 

4版类名：轻工业、手工业安全，5版改入[X947]; 建筑施工安全，

4版入[X947] 

139 X952 
起重及搬运

安全 
4版入 X943 

140 Z891 群书索引 4版入 Z834 

141 26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4版入中国时代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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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第五版修订勘误信息（第 1期） 

《中图法》编委会 2011 年 5 月正式发布 

类号 类名 修改类型 修改内容 备注 

E296.51/.59  各军兵种 改注释 依 E270 E271/277 各军兵

种类下的专类复分表分。 

 

F293.33 房地产管理 改沿革注释 〈房地产财务、人员、物

业管理，5 版改入 F279.34 

F293.34 有关各类〉 

 

{F323.24} 国土整治 改沿革注释 〈停用；5 版改入 F205 

F124.5〉 

 

G634 教材、课本、辅助

教材 

改类名 教材、课本、辅助教材、

学生参考书 

 

[G714] 教材、课本、辅助

教材 

改类名 教材、课本、辅助教材、

学生参考书 

 

K93/97专类

复分表 9 

旅游地理、游记 改注释 各国旅游经济地理入

F593/597；游记的文学作

品入 I16、I266.4、I3/7

有关各类。 

 

O62 有机化学 增注释 总论有机化合物的著作入

此。 

专论个别有机化合物的著

作入 O622/629。 

 

O621 一般性问题○×  删注释 总论有机化合物的著作入

此。 

专论个别有机化合物的著

作入 O622/629。 

 

Q949.1/.7 各类植物 改注释 均可仿 Q939 

Q939.1/.5 类下的专类复

分表分。 

 

TN 无线电电子学、电

信技术 

改类名及相

关页眉 

无线电电子学电子技

术、电信技术通信技术 

修改的类名为类

目简表上的标题

名 

TS86 数字印刷 删类目 TS86 数字印刷 

静电印刷入

TS853+.1；喷墨印刷入

TS853+.5。 

 

TS861 原理 删类目 TS861 原理  

TS862 材料、辅料 删类目 TS862 材料、辅料  

TS863 设备 删类目 TS863 设备  

TS864 数字制版、数字打 删类目 TS864 数字制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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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字打样 

TS865 数字印刷技术 删类目 TS865 数字印刷技术 

图文信息处理、色彩管

理等入此。 

 

TS867 质量检验与控制 删类目 TS867 质量检验与控

制 

 

U26 机车工程 增、改注释 总论机车车辆工程、机车

制造入此；机车工程学入

此。 

专论某种机车制造的著作

入有关各类。 

 

U260 一般性问题○×  删注释 总论机车制造的著作入

此。 

专论某种机车制造的著作

入有关各类。 

 

K221.04 古代史籍
⑨

 删圈码 古代史籍
⑨
 该类号为复分后

的号码，因此不需

加圈码。 

K224.06 史料
⑨
 删圈码 史料

⑨
 以下同上 

K225.04 古代史籍
⑨
 删圈码 古代史籍

⑨
  

K231.04 古代史籍
⑨
 删圈码 古代史籍

⑨
  

K233.01 农民起义
⑨
 删圈码 农民起义

⑨
  

K241.01 农民起义
⑨
 删圈码 农民起义

⑨
  

K242.1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2.2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4.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5.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8.1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8.2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8.301 农民起义
⑨
 删圈码 农民起义

⑨  

K248.3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8.4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9.1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9.201 农民起义
⑨
 删圈码 农民起义

⑨  

K249.2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49.305 历史事件
⑨
 删圈码 历史事件

⑨
  

K250.6 史料
⑨
 删圈码 史料

⑨
  

K3 亚洲史 加圈码 亚洲史
②

 未详列国家，可依

世界地区表分 

K31 东亚 加圈码 东亚
⑨
 未详列子目，可依

专类复分表复分 K33 东南亚 加圈码 东南亚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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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5 南亚 加圈码 南亚
⑨
 

K36 中亚 加圈码 中亚
⑨
 

K37 西亚（西南亚）
②

 加圈码 西亚（西南亚）
②⑨

 

K4 非洲 加圈码 非洲
②

 未详列国家，可依

世界地区表分 

K400 通史
⑨

 删圈码 通史
⑨

 不需复分表复分 

K41 北非
②

 加圈码 北非
②⑨

 

未详列子目，可依

专类复分表复分 

K42 东非
②

 加圈码 东非
②⑨

 

K421.99 厄立特里亚 加圈码 厄立特里亚
⑨
 

K43 西非
②
 加圈码 西非

②⑨
 

K46 中非
②

 加圈码 中非
②⑨

 

K47 南非
②

 加圈码 南非
②⑨

 

K5 欧洲 加圈码 欧洲
②

 未详列国家，可依

世界地区表分 

K500 通史
⑨

 删圈码 通史
⑨

 不需复分表复分 

K51 东欧、中欧 加圈码 东欧、中欧
⑨
 

未详列子目，可依

专类复分表复分 

K53 北欧
②

 加圈码 北欧
②⑨

 

K54 南欧（东南欧、西

南欧）
②

 

加圈码 南欧（东南欧、西南欧）
②⑨

 

K6 大洋洲史
②

 加圈码 大洋洲史
②⑨

 

K7 美洲 加圈码 美洲
②

 未详列国家，可依

世界地区表分 

k700 通史
⑨

 删圈码 通史
⑨

 不需复分表复分 

K71 北美洲
②

 加圈码 北美洲
②⑨

 

未详列子目，可依

专类复分表复分 

K73 中美洲 加圈码 中美洲
⑨

 

K75 西印度群岛
②

 加圈码 西印度群岛
②⑨

 

K77 南美洲
②

 加圈码 南美洲
②⑨

 

R540.4 诊断学
⑨

 删圈码 诊断学
⑨

 该类号为复分后

的号码，因此不需

加圈码。 

R540.4+1 心电图
⑨

 删圈码 心电图
⑨

 以下同上 

R540.4+2 心电向量图
⑨

 删圈码 心电向量图
⑨

  

R540.4+3 心尖搏动图
⑨

 删圈码 心尖搏动图
⑨

  

R540.4+4 心音图
⑨
 删圈码 心音图

⑨
  

R540.4+5 超声心动图
⑨
 删圈码 超声心动图

⑨
  

R540.4+6 心导管插入术
⑨
 删圈码 心导管插入术

⑨
  

R540.4+7  心血管机能试验
⑨
 删圈码 心血管机能试验

⑨
  

R540.4+8  颈动脉搏动图
⑨
 删圈码 颈动脉搏动图

⑨
  

R540.4+9  其他
⑨
 删圈码 其他

⑨
  

R602 外科病理学、解剖

学
⑨
 

删圈码 外科病理学、解剖学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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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04 外科诊断学
⑨
 删圈码 外科诊断学

⑨
  

R605 外科治疗学
⑨
 删圈码 外科治疗学

⑨
  

R605.97 急救外科学
⑨
 删圈码 急救外科学

⑨
  

R605.971 外科休克
⑨

 删圈码 外科休克
⑨

  

R605.972 出血、止血
⑨

 删圈码 出血、止血
⑨

  

R605.973 人工呼吸
⑨
 删圈码 人工呼吸

⑨
  

R605.974 心脏按摩、心脏复

苏
⑨

 

删圈码 心脏按摩、心脏复苏
⑨

  

R605.975 急救药物应用
⑨

 删圈码 急救药物应用
⑨

  

[R605.979] 静脉营养
⑨
 删圈码 静脉营养

⑨
  

R608 外科诊疗器械与用

具
⑨

 

删圈码 外科诊疗器械与用具
⑨

  

R720.5 儿科治疗学
⑨
 删圈码 儿科治疗学

⑨
  

R720.597 儿科急症及处理
⑨
 删圈码 儿科急症及处理

⑨
  

R741.02 神经病理学、病因

学
⑨

 

删圈码 神经病理学、病因学
⑨

  

R741.04  神经病诊断学
⑨
 删圈码 神经病诊断学

⑨
  

R741.041 常见症状及其鉴别

诊断
⑨

 

删圈码 常见症状及其鉴别诊

断
⑨

 

 

R741.044 电生理检查
⑨

 删圈码 电生理检查
⑨

  

R741.049 神经病定位诊断
⑨

 删圈码 神经病定位诊断
⑨

  

R741.05 神经病治疗学
⑨

 删圈码 神经病治疗学
⑨

  

R749.05 精神病治疗学
⑨
 删圈码 精神病治疗学

⑨
  

R749.053 药物疗法
⑨
 删圈码 药物疗法

⑨
  

R749.054 休克疗法
⑨
 删圈码 休克疗法

⑨
  

R749.055 心理疗法
⑨
 删圈码 心理疗法

⑨
  

R749.056 工娱疗法
⑨
 删圈码 工娱疗法

⑨
  

R749.057 催眠疗法
⑨

 删圈码 催眠疗法
⑨

  

R749.059 其他疗法
⑨

 删圈码 其他疗法
⑨

  

R751.05 皮肤病治疗学
⑨
 删圈码 皮肤病治疗学

⑨
  

R755.01 麻风病的预防
⑨

 删圈码 麻风病的预防
⑨

  

R764.04 诊断学
⑨

 删圈码 诊断学
⑨

  

R765.04 诊断学
⑨

 删圈码 诊断学
⑨

  

R765.04+1 鼻镜检查法
⑨

 删圈码 鼻镜检查法
⑨

  

R765.04+2 鼻窦透照法
⑨

 删圈码 鼻窦透照法
⑨

  

R766.04 诊断学
⑨

 删圈码 诊断学
⑨

  

R767.04 诊断学
⑨

 删圈码 诊断学
⑨

  

R770.4 眼科诊断学
⑨

 删圈码 眼科诊断学
⑨

  

R770.41  一般检查及眼内部

检查法
⑨
 

删圈码 一般检查及眼内部检

查法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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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70.42  眼机能检查法
⑨
 删圈码 眼机能检查法

⑨
  

R770.42+1 视力检查
⑨

 删圈码 视力检查
⑨

  

R770.42+2  视野检查
⑨

 删圈码 视野检查
⑨

  

R770.42+3 色觉检查
⑨

 删圈码 色觉检查
⑨

  

R770.42+4 光觉检查
⑨

 删圈码 光觉检查
⑨

  

R770.42+5 双眼视机能及弱视

检查法
⑨

 

删圈码 双眼视机能及弱视检

查法
⑨

 

 

R770.42+6 眼压检查法
⑨

 删圈码 眼压检查法
⑨

  

R770.42+6.1 指测法
⑨

 删圈码 指测法
⑨

  

R770.42+6.2 眼压计测量法
⑨
 删圈码 眼压计测量法

⑨
  

R770.42+6.3 眼压描计检查法
⑨
 删圈码 眼压描计检查法

⑨
  

R770.43 特殊检查法（电气

诊断）
⑨
 

删圈码 特殊检查法（电气诊

断）
⑨
 

 

R780.1 口腔疾病的预防与

口腔卫生
⑨
 

删圈码 口腔疾病的预防与口

腔卫生
⑨
 

 

R780.2 口腔病理学
⑨
 删圈码 口腔病理学

⑨
  

R781.05 治疗学
⑨
 删圈码 治疗学

⑨
  

R782.05 口腔颌面部外科手

术学
⑨
 

删圈码 口腔颌面部外科手术

学
⑨
 

 

R782.05+1 检查法
⑨
 删圈码 检查法

⑨
  

R782.05+2 消毒法与无菌术
⑨
 删圈码 消毒法与无菌术

⑨
  

R782.05+3 手术前后处理
⑨
 删圈码 手术前后处理

⑨
  

R782.05+4 麻醉学
⑨
 删圈码 麻醉学

⑨
  

R817-3 研究方法
⑨
 删圈码 研究方法

⑨
  

R817-33 实验室
⑨
 删圈码 实验室

⑨
  

R818.02 病理学
⑨

 删圈码 病理学
⑨

  

R818.021 病理解剖学
⑨

 删圈码 病理解剖学
⑨

  

R818.023 病理生理学
⑨

 删圈码 病理生理学
⑨

  

R818.03 放射毒理学
⑨

 删圈码 放射毒理学
⑨

  

R818.04 放射病诊断学
⑨

 删圈码 放射病诊断学
⑨

  

R818.041 症状
⑨

 删圈码 症状
⑨

  

R818.05 放射病治疗学
⑨

 删圈码 放射病治疗学
⑨

  

R818.051 化学疗法与抗生素

疗法
⑨

 

删圈码 化学疗法与抗生素疗

法
⑨

 

 

R818.052 各种制剂疗法
⑨

 删圈码 各种制剂疗法
⑨

  

R818.052+.1 血液、血液代用品
⑨

 删圈码 血液、血液代用品
⑨

  

R818.052+.2 造血兴奋剂
⑨
 删圈码 造血兴奋剂

⑨
  

R818.052+.3 骨髓及脾制剂
⑨
 删圈码 骨髓及脾制剂

⑨
  

R818.052+.4 止血剂
⑨
 删圈码 止血剂

⑨
  

R818.052+.5 内分泌制剂
⑨
 删圈码 内分泌制剂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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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18.053 酶疗法
⑨
 删圈码 酶疗法

⑨
  

R818.059 其他疗法
⑨
 删圈码 其他疗法

⑨
  

R818.07 预后
⑨
 删圈码 预后

⑨
  

R840.5 治疗学
⑨
 删圈码 治疗学

⑨
  

R851-6 卫生学参考工具书
⑨
 

删圈码 卫生学参考工具书
⑨

  

R851-65 卫生条例
⑨
 删圈码 卫生条例

⑨
  

S63-3 蔬菜园艺理论与方

法论
⑨
 

删圈码 蔬菜园艺理论与方法

论
⑨

 

 

S63-33 优质、丰产试验（经

验）
⑨
 

删圈码 优质、丰产试验（经验）
⑨

 

 

S66-3 果树园艺的理论与

方法论
⑨
 

删圈码 果树园艺的理论与方

法论
⑨

 

 

S66-33 优质、丰产试验（经

验）
⑨
 

删圈码 优质、丰产试验（经验）
⑨

 

 

S68-49 普及读物
⑨
 删圈码 普及读物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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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第五版修订勘误信息（第 2 期） 

《中图法》编委会 2011 年 8 月正式发布 

备注：以下用枚红色标识的地方为修改处。 

一、修改、新增类目注释 

E297.461 第一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入此。西北野战军入此。 

E297.463 第三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入此。华东野战军入此。 

F127.9  特区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总论入此。 

专论某一特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入 F127.1/.7。例：深圳经济建设入 F127.652 F127.653。 

K87 中国文物考古⑨ 

金石学等入此。 

K928.9 旅游地理、游记 

地理入 F592.99；游记的文学作品入 I16I26、I266.4 等有关各类。 

TN21/27 各种光电子技术及仪器 

除 TN21、TN24 详列子目外，可仿 TN20 分。例：氩离子激光器的激励机理为 TN248.2+50.1。 

二、删除类目 

K870.5 金石学（类号配重） 

TP368.1/.6 (类目复分仿分规定) 

          

 

以下各类可仿 TP331/337 分，必要时再仿 TP30分。例：个人计算机逻辑设计为 TP368.302.2；

个人计算机存贮器的性能分析为 TP368.303.027。 

三、删除标记符 

TN21 红外技术及仪器⑨ 

TN211 理论⑨ 

TN212 光源⑨ 

TN213 红外光学材料⑨ 

TN214 红外光学器件⑨ 

TN215 红外探测、红外探测器⑨ 

TN216 红外系统装置⑨ 

TN219 红外技术的应用⑨ 

TP368.1 微处理机⑨⑨⑨ 

TP368.2 单板微型计算机⑨⑨⑨ 

TP368.3 个人计算机⑨⑨⑨ 

TP368.32 笔记本计算机⑨⑨⑨ 

TP368.33 超微型计算机⑨⑨⑨ 
TP368.39 其他⑨⑨⑨ 

TP368.4 工业控制计算机⑨⑨⑨ 

TP368.5 服务器、工作站⑨⑨⑨ 

TP368.6 网络计算机(NC)⑨⑨⑨ 

 
49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2 年工作会议（云南·昆明） 



《中图法》第五版修订勘误信息（第 3 期） 

《中图法》编委会 2012 年 2 月正式发布 

 

 

新       增     类       目 

G780  家庭教育理论与方法 

家庭教育心理学、各类型家庭的教育方法、家长施教、教子方法等入此。 

参见 B848。 

G781  学前儿童、婴幼儿 

亲子教育、幼儿的家庭启蒙教育等入此。 

G782  学龄儿童、青少年 

中、小学生，青春期孩子的家庭教育等入此。 

G783  特殊教育对象 

          家庭特殊教育入此。  

             参见 G76。 

G789  世界各国家庭教育概况      

G789.1     世界 

G789.2     中国          

G789.3/.7   各国 

依世界地区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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