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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结合 《 中国地衰科技丈 狱数据库 ( C刃 P ) ( 英文版 ) 》 多年的 建库实践
,

论迷 了在分散

标引加 工 条件下
,

文献库建设数据质全拉制的重要性和 复杂性
。

提 出了该 文鼓库建库模式
,

以

及 文献数据分散标 引加工过程 中的 质全控制方 式
、

搜制 目 的和撞制措施
。

并强调指 出
:

为 保

证 C引 P ( 英文版 ) 文献库的质全
,

建立 高度权成和 高效 管理功能 的技制户 心是必要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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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近十年来文献库的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
,

但仍处在初级阶段
,

截止 1 9 8 9 年 3 月的统

计
,

全国 7 7 种自建文献库中达到 5 万条记录的仅一个
。

总记录 量仅 1 1 0 万条
。

文献库用户不

多
,

大多 自建自用
。

能联机公共服务的不多
; 文献库进入国际市场或进行交换的也不多

.

尽

管如此
,

库的质量间题 已引起各建库单位的普遍重视
。

国家地震局着手建设了 《 中国地展科技文献数据库 》
,

该库的英文版经过七年的研制与建

设已初步建成
。

本文根据多年的建库实践
,

论述了该库的数据质量控制向题
.

C弥 P (英文版 ) 文献库建库模式

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是 以文献数据库为中心的系统
。

文献数据库做为存储和检索科技情

报的源泉
,

一是要收集快
, 二是要数据准

。

前者反映了建库效率
,

后者反映了建库质量
。

一

般一个文献库的数据质量包括
:

数据的准确性
,

’

数据的一致性
, 数据的完整性

:
数据的稳定

性等多方面要求
。

C引 P (英文版 ) 文献库是一个文件型数据库
。

它收集我国出版的六十余种科技期刊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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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地震预报研究的学术论文 ` 年文献报导量一千余条
或
其中二十余种为国家地展局系统正式

出版的刊物 (以下简称核心期刊 )
_

一

:

一般概念认为
.

,

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的专业文献库
,

生产加工采用集中的方式
,

质量控制采

用人工方式
,

就可以达到满意的质量要求
。

但是
,

由于地震预报是一种多门类多学科的研究

领域
,

完全 由一 个单位集
.

中完成从一次文献收集到二次文献生成的全过程
,

不仅在人力
、

物

力上有困难
,

而且智力也有困难
.

因此 C引 p (英文版 ) 文献库以
“

统一规范— 分工标引—
集中处理

’ `

为建库的基本技术路线
。 1 9 8 7 年 7 月开始正式建库

。

1 9 9 0 年建立了全
.

地震局系

统的标引网
.

核心期刊基本 由各编辑部负责标引
,

非核心期刊由 C 引P ( 英文版 ) 课题组聘请

的人员标引
.

所生成的工作单寄 C 引P (英文版 ) 课题组集中处理
,

,

形成 C 引p ( 英文版 ) 文献

库 ( 图 1 )
。 , 一 , 「

.

期刊1期刊2

一次文

期刊n

前期分散处理 后期集中处理

C 刃P ( 英文版 ) 文献库加工系统模式

F地
.

1 店
~

五明 s娜 te m n幻de of C 弘P (助创殆h 目 t ion ) d以川neI
n以 da at t妇 s e

上述文献
衅

方式
,

几乎不可避免地旬起数据质量碱
。

如何进行质量控制
,

是保证文献库

钾 , 心

能否顺利建成的重要间题
,

经过 4 年多的建库实践
,

初步总结出以下一些控制文献库 数据质

量的体会和措施
.

e 弥 P (英文版 ) 文献库质量控制

1
、 一

e 引 P
.

( 英文版 ) 文献库加工过程控制
、 _

集 中的加工 系统可以及时地对标引人员的工作进行检查
,

反馈 信息和开展标引培训
.

而

分散的加工系统
,

使得质量控制的及时性
、

经常性和严格性受到了很大限制
。

如图一所示
,

前期分散处理是分布在不同单位的标引人员
,

严格按照 《 C刃 P 文献库工作单

数据规范 》 ( 以下 简称
“

规范
’

恤 的要
一

求
,

标引自己 负责的期刊文献
,

该
“
规范

”
是参加建库

的文献标引人员
,

所必须共 同遵守的技术文件
。 ·

将主题词
、

分类号的标引放在后期处理之中
,

由专职人员 负责
, 一校是按

“

规范
”
的要求

,

工作单对照原始文献的审校
, 二校是将录人的数据打印出来

,

对照工作单的校对
。

这些工序

与格式变换和数据转换
,

构成 了后期处理的质量控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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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刃 P (英文版 )
`

文献库 的数据类型与相关参照 标准

文献库的每条记录 由固定的数据字段组成
。

每个字段有不同的数据类型 石
、

明确记录的数

据类型是数据质量控制的第一步
。

本库的数据大致可分以下四 种类型
。

( )l 著录数 据— 包括篇名
、

著者
、

第一著者工 作单 位
、

外文刊名
、

卷期号等字段
。

著录

数据标引的参照标准 是一次文献和
“
规范

” 。

这些数据不需标引人员另行加工
,

而是要准确无

误地反映一次文献的数据信息
。

( 2) 标引数据— 包括主题词 、 自由词
、

处理码
,

分类号四个字段
。

主题词标引
、

参照标

准是 《汉语主题词表 》
,

按主题词标引规则
,

组配规则正确选取主题词
。

分类号标引
,

参照标

准 是 《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 ( 现用 1 9 8 5 年第二版 )
。

自由词
、

处理码 标引
,

参照 标准是

“

规范
” 。

这 四个字段的标引是加工的重点和难点
,

也是一校工作的重点
。

( 3) 文摘数据— 文摘标引参照标准是
“

规范
”

中的有关规定
。 “

规范
”

的制定参照了

150
2 14 一 1 9 7 6 ( E ) 《文献工作— 出版物的文摘和文摘工作 》

。

标引的文摘力求用词确切
,

文

句简明扼要
。

J
·

、 了

( 4) 控制数据— 包括控制号和单位代码二个字段
。

它由编辑人员标引
,

控制号参照标准

是 G B 3 7 9 3一 8 3 《 检索期刊条 目著录规 则机 单位代码是为数据的一致性设置的
。

它是数据代

换码
,

不 出现在检索命中文献之 中
。

3
、

数据质量控制的 目标

( 1 ) 数据的准确性

就 以上四种数据类型而言
,

数据的准确性是最基本的要求
。

对于多次重复使用的数据
,

更

应保证绝对准确
.

否则数据错误将成倍出现
。

同一卷期中的文献
,

将相 同的字段数据用程序

一次性录入时更应注意其准确性
。

( 2 ) 数据的一致性

数据的一致性应包括横向一致与纵向一致
。

同一数据无论出现在那篇文献之中
,

也不论

那一时期标引的
,

都应只有一种数据格式
。

例如工作单位的英文名称
。

同一单 位
,

在不同的
公

刊物中应一致
,

在
`

同一刊物中现在与过去应一致
。

该系统设计了一个辅助库
,

单位名称采用

了权威性的英文拼写
,

文献录入时第一著者工作单位仅键入代码
,

由程序代换给第一著者工

作单位字段赋值
。

( 3 ) 数据的完整性

尽管核心期刊的文献约占年报导量的百分之八十
。

但从非核心期刊中鉴别
、

选择适合收

录的文献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 作
。

从 目前年收录一千余条文献看
,

该库基本可以反映我国

地震科学研究的面貌和学术水平
。

( 4 ) 数据的稳定性

若词表
、

分类法
、 “

规范
”
等发生变动

,

将导致上述 4 种数据类型的不稳定
,

也将影响数

据的质量
。

《 汉语主题词表 》 、 《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 是国家级文献工作标准
。

它们的修订再

版 只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作进一步的调整
、

修改和补充
。

及时改用最新版本
,

也不会影响数

据的稳定性
。

、

《 汉语主题词表 》 收录专业词汇较粗、 专业词表的编制是十分必要的
。

但必须考虑专业词

表和 《 汉语主题词表 》 的兼容
.

所谓兼容
,

主要指主题词表的结构体系
, 、

编辑原则
、

词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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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语义关 系等方面力求一致
,

避免重大 矛盾 ; 这样
,

当改用专业词表时
,

仍可保证数据的稳

定性
。 :

` ·

-
.

此 外
,

文献数据的可靠性
、

先进性是 由一次文献编辑 出版部门控制
。

文献库的建设不对一

次文献做学术评价
。

从专业 角度讲
,

对确实异常的数据 ( 可能是印刷有误 )
,

应予以剔除处理
,

尽量向用户提供可靠信息
。

,
-

二

4
、

C S lp ( 英文版 ) 文献库数据
.

质量控制措施
1

二次文献的加工有多道工序
,

因此应在各工序加强对数据加工质量的控制
。

( 1 ) 早期控制

一次文献编辑出版规则和二次文献
“

规范
”

.

,
,

都参照 相同的国际
、

国家文献工作标准
。

这

使二 次文献质量控制渗透到一次文献出版成为可能
。

例如在一次文献中
,

著者的姓名是否统

一用 G uo 痴劝an 这种拼音形成 ,
.

再如
,

某些核心期刊
,

文章没有英文的题录与文摘
,

至 使

本库无法收录该 刊文献
, 影响了文献数据的完整性

。

再如个别核心期刊
·

英文的题录和文摘

印刷错误和语法错误较多
,

这不仅 影响刊物 自身声誉
,

也给标引人 员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

努

力提高期刊一次文献编辑出版的质量
、

和规范 化标准水平
,

是保证二次文献数据质量的基础
.

(2 ) 比较控制

( s 甲 ( 英文版 ) 文献库 自 1 9 8 5 年开始研制
,

积极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文献库
。

国内主要 参

考清华大学研制的 C U J A (英文版 ) 库
,

国外丰要参考英国
“

科学文摘
’ ,

IN S p氏 库
。

1 9 8 6 年

国际联机检索 了 功` P E C 库收录的 《地震学报 》 1 9 8 4年 全年 利 篇文献
。

将 水 s p E C 和 C 刃 P ( 英

文版 ) 对同一篇原始文献的标引结果进 行对 比
。

学 习 IN Sp CE 的标引技巧
,

对文摘中一些英语

语法错误 的改正及对长文摘的缩短 摘编等
d

并将一些典型 的范例
,

印发给标引人员 参考
。

( 3) 标引控制

文献库质量主要依赖于 标引质量
`

标引
`

就是运用专业知识
、

文献知识 创造二
,

次文献的过

程丁要求标引人员要熟悉专业
、

词表
、

分类法和
“

规范
” 一 熟悉检索系统和用户的需求

.

熟练

地处理各工序具体的标引任务
。

所以
,

标引人员的培训是实施标引控制的主要方法
。

将分散

的
、

参差不齐的标引状况统一到
“

规范
”

上来
,

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

此外
,

与标引人

员保持经常性的书信联 系
,

反馈工作单中的标引误差
,

共同探讨标引工 作
,

也是标引控制的

有力措施之一
。

( 4 ) 程序控制

该库工 作单的计算机录入
,

是在编辑下键入的
。

这有利于提高输入速 度和编辑改错
,

按一

定格式录入的数据
,

用批处理程序变换成 D T R 文件型记录格式
。

该程序对错误数据类型
、

数

据顺序
、

文摘过长等有鉴别能力
。

错误 信息存入一误 差文件
,

便于 发现 问题改正错误
。

此外
,

相同数据输入程序
、

单位名 称代换程序等
,

都着眼于减少数据错误
。

( 5 ) 人员控制

P
.

uz
n ds 曾对标引的一致性做过试验

。

一篇文献由六 人 标引
,

其一致性为 0
.

1 5 8
,

两人

标引为 0
.

5 4 3 ; 一篇文献由同一 人在不同时期标引一致性是 0
.

6 6 1 ( 完全一致为 1
.

0 )
。

所

以
,

标引人员应相对稳定
,

不应频繁更换
。

同时
,

应尽量减少某个标引工序的多位操作
。

( 6 ) 总体控制

总体控制是 C 刃 P (英文版 ) 文献库课题组
,

对整 个文献库标 引加工 系统进行宏观控制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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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散的条件下做到总体控制
,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和 高效管理的控制中心
。

其任务是
:

( l ) 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
, :

发挥上级机关的职能作用
.

统筹全局系统的

建库工作
.

( 2 ) 严格执行和维护统 “ 的标引
“

规范
” 。

包括
一

对
“

规范
”

的修订
、

解释和监督执

行
。

( 3 ) 建立标引工作网
。

根据情况变化
.

稳妥调整网中的分工
`

。

( 4) 有组织
、

有计划
、

有

教材的进行标引人员培训
。

日常与标引人员保持工 作联 系
。

( 5) 掌握建库速度
,

实施均衡建

库
.

( 6 ) 跟踪国内外情报工作现 代化发展动向
。

研制开发提高数据质量的新技术
、

新程序
,

并

具体实施使用
。

结束语
·

文献库的建设是一项大规模连续性的信息组织与开发利用工程
,

同时又 是需要 人力
、

物

力
、

财力投入
.

而见效较慢的工程
。

它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

也需要参与这项工作的

全体同志长时期的耐心细致工作
.

在目前课题经费短缺的情况下
,

更应珍惜每一条记录的投

资
,

做到建一条成一条
。

不仅在数量上
,

而且在质量上 将 “ J P (英文版 ) 库建得更好
,

为我

国四 化建设和国际情报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舀

( 本文 1 9 9 1 年 4 月 1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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