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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规则、系统、人员三方面介绍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建设经验，通过制定详细、严格的编目规则、控制词表、校验规则和查重规则，在本地自动化系统、NSTL联合目

录预处理工具和NSTL联合目录中心书目数据库三级系统的辅助下，本地编目员、中心质检员和系统管理员三级人

员对数据从编目源头到入库后的各环节进行监控，从而保证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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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 本研究得到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委托课题“NSTL捆绑全文数据库西文期刊集中著录建设”（编号：2020XM33）资助。

联合目录能够一站式揭示、报道多个文献收藏机

构所藏文献情况，通常由若干文献收藏机构共同遵循

统一著录原则和标准合作编制而成[1]。目前国内具有代

表性的联合目录有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Online 
Library Cataloging Center，OLCC）的全国图书馆

联合馆藏目录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的
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其合作模式为联机编

目，使用标准机读目录格式，按照相关文献著录标准和

标引词表进行，但是由于参与单位众多，参与人员水平

参差不齐，使用标准不统一、数据监控管理措施不够严

格等原因，导致存在重复数据、简单记录数据多、著录

格式不统一、缺少必备字段等问题[2-3]。

NSTL联合目录是在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下，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9家成员馆遵循一套资源描述规则、书

目交互协议，按学科分工合作，建立的具有统一标准的

科技文献资源联合目录数据库[4]。NSTL联合目录收录

各成员馆订购或采集的各类科技文献资源。具体而言，

文献类型包括期刊、会议录、科技丛书、文集汇编、科

技报告、工具书、科技专著7种类型；载体类型分为印刷

版、电子版；媒介类型包括光盘、网络及其他如Email、
USB等形式；采集类型有NSTL经费支持的印本资源、

以印本方式订购的单品种电子资源、开放获取资源、全

国开通回溯数据库资源、全国开通现刊数据库资源、成

员馆捆绑订购的数据库资源、以书评方式赠阅的文献

资源、本地自有经费采集的资源。截至2021年6月30日，

已累积392 123条书目数据及2 523 722条期刊单册数据

（签到数据）。 
NSTL联合目录系统是NSTL多个数字业务系统的

集成连接枢纽和唯一输出源头；NSTL联合目录建设

是NSTL文献信息资源揭示服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NSTL联合目录是NSTL经费支持的订购和采集资源的

实际清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游各种文献信息

服务和更细颗粒的加工揭示工作都以此为依据。因此，

NSTL联合目录数据质量控制尤为重要，有着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影响。

1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NSTL联合目录采用自主研发的系统，根据NSTL
图书文献资源管理的需求，进行定制开发，自2012年上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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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来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升级改进，完善系统功能，经

过多年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利用规则、系统和人

员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的相对完善可靠具有可行性的书

目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书目质量控制是“建立、组织、管理和维护特定书

目记录文档的所有活动”[5]。具体到NSTL联合目录，书

目数据质量控制的重点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是单条书目数据的质量，包括字段的丰富和完备

性以及著录内容的准确性，错误的（特别是题名、标准

号和责任者著录错误的）、不规范的书目数据会影响读

者查找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从而降低该资源的利

用率，同时错误或不完善数据的修改维护会牵涉到下

游多个系统的数据同步更新。

二是整个书目数据库的质量，主要指数据是否重

复，重复数据除了在服务上给读者甄别、选择带来困惑

和不便外，同时也会给下游以篇为单位的文摘引文加工

系统、全文存储系统和开放资源采集系统带来大量重

复劳动。

为了提升数据质量，NSTL联合目录运行维护项目

组反复审视书目数据的生命周期，提取各流程环节涉

及的关键因素，形成规则、系统、人员“三位一体”的质

量控制体系（见图1）。通过严格周密的规则制定，明确

需要的数据；通过系统对明显不符合规则的数据进行

拦截；通过人员对规则体系、系统功能进行维护，尽可

能利用系统和规则控制数据质量。具体而言，通过制定

和选用相关编目规则、元数据规范、控制词表、校验规

则、查重规则及其他补充规则，在成员馆本地自动化系

统、NSTL联合目录预处理工具和NSTL联合目录中心

书目数据库（下文简称“联目中心库”）三级系统的辅

助下，本地编目员、中心质检员和系统管理员三级人员

对数据从编目源头到入库后的各环节进行监控，最终

通过“规则制定→编目人员培训&实践→系统自动校验

→系统自动查重→人工质检→数据定期清洗”6个关键

环节，对书目数据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图1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控制体系

&

NSTL NSTL

2  书目数据质量控制规则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规则体系包括管

理政策和操作手册、编目元数据标准以及机器处理规

则三部分（见表1）。管理政策和操作手册包括对中心编

目工作的规范要求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目录

系统管理实施办法》《NSTL文献资源界定和分类划定

规则》，相关系统的操作手册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联合目录系统使用手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预

处理工具用户使用手册》等，保证NSTL编目工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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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和对相关概念理解的一致性。

编目元数据标准是书目数据质量控制规则体系的核

心，可分为４类，即数据结构标准、数据内容标准、数据

取值标准和数据交换标准。MARC属于结构标准，编目

规则属于内容标准，分类法、主题词表、名称规范档等属

于取值标准，2709格式或XML等属于交互标准[6]。NSTL
联合目录的9家成员单位在本地著录时使用CNMARC
或MARC21格式，按照相关编目规则、取值标准（控制

词表）建立本地书目数据，然后上传、转换和审核后，生

成XML格式的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

从本地MARC数据到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的过

程中，需要利用机器处理规则包括转换规则、校验规则

和查重规则，对书目质量进行控制。转换规则即MARC
数据与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的映射关系，本地书目通

过预处理工具上传到NSTL联合目录主系统，在上传过

程中，根据转换规则将本地MARC数据转换为NSTL联
合目录元数据，并利用校验规则对转换后的联目元数据

进行校验，对不符合校验规则的数据进行回退并返回

意见。校验规则对元素的格式、取值范围、必备性和可

重复性等进行约束。查重规则是数据进入联合目录主

程序后，与联合目录已有书目数据进行查重时遵循的规

则，将在下文系统控制部分详细阐述查重逻辑。

表1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规则体系

管理政策和操作手册

编目元数据标准

机器处理规则

管理政策

操作手册

数据结构标准

数据内容标准

数据取值标准

数据交互标准

转换规则

校验规则

查重规则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目录系统管理实施办法》

《NSTL文献资源界定和分类划定规则》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目录系统使用手册》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预处理工具用户使用手册》

《MARC21书目数据格式使用手册》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

《NSTL图书文献编目手册》（2020年版）

《NSTL连续出版物编目手册》（2020年版）

《NSTL西文会议文献编目工作规则》

《NSTL期刊编目和签到工作规则》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2659—2000）

《语种名称代码 第2部分：3字母代码》（GB/T 4880.2—2000）

文献类型代码表、媒介类型代码表、采集类型代码表、成员馆代码表等NSTL联合目录自拟词表

推荐词表：OA权益相关描述词表、出版频率词表、责任方式词表

《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规范》

MARC21和CNMARC对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映射

对字段必备性、重复性、取值合法性等进行查验

保证数据记录的唯一性

2.1  NSTL编目手册

2004年NSTL联机联合编目指导委员会成立了标

准规范研制课题组，对国际国内各类文献描述规则进

行研究、分析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本地化改造，在

参考《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7]、《新版中

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8]的基础上，制定NSTL联
机联合编目系统数据制作的标准编目手册。该编目手

册自2004年发布实施以来，根据NSTL文献采集政策

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历经2007年、2013年、2016年、

2020年4次主要修订，目前为2020年发布的第五版。

2020年版编目手册分为《NSTL连续出版物编目手册》

和《NSTL图书文献编目手册》两个分册，在充分揭示

各类资源在文献类型、媒介类型、获取方式、权益等特

征的基础上，按照统一体例说明各类型期刊和图书文

献的编目规则，包括著录用语言和文字，著录信息源、

字段和子字段的必备性和可重复性（利用字段简表对

不同类型资源的著录项目的必备性和可重复性分别规

定）、著录内容、著录格式等规则，并辅以实例说明，可

以用以描述NSTL收录的各类型中西文资源。目前各成

员单位根据2020年版NSTL编目手册，使用MARC格式

和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进行本地资源编目，并且通过定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徐晶晶，葛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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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训、线上指导等方式加强编目员对编目规则的理

解的一致性。

除了基本的编目手册之外，辅以《NST L期刊编

目和签到工作规则》对签到数据的规范性进行控制，

《NSTL西文会议文献编目工作规则》对期刊中的会议

文献进行分析描述。

2.2  控制词表

除了利用编目规则对编目工作进行规范外，采用

多个控制词表对数据质量进行控制。成员馆在著录

部分关键字段时，根据编目规则指导，利用控制词表

限定范围内的术语进行描述，系统根据控制词表对著

录的结果进行检查。控制词表有两类，一类为强制词

表，包括：《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2659—
2000）、《语种名称代码 第2部分：3字母代码》（GB/T 
4880.2—2000）、文献类型代码表、媒介类型代码表、

采集类型代码表、成员馆代码表等，对系统校验和数据

交互具有重大意义的字段使用强制词表进行著录并对

著录结果进行检验；另一类为推荐词表，包括OA权益

相关描述词表、出版频率词表、责任方式词表等，推荐

词表可以更好地保障不同编目人员著录结果的一致性。

在资源分类方面，除了统一使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五版）[9]之外，根据NSTL资源的学科特点，制定了

《NSTL统一资源分类表》[10]，该分类法能与中图法进

行自动映射，并且着重调整NSTL重点领域的类目层级

并补充部分新兴和交叉领域类目，更适应科技文献分

类标引和检索的需要。

2.3  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规范

2010年起，NSTL联合目录系统为适应多业务系

统的协同运行和交互需求，摒弃了传统MARC描述书

目数据格式，根据NSTL资源与服务特点，制定了基于

DC的《NSTL联合目录系统基本元数据规范》，用以描

述NSTL联合目录系统中的科技资源。2016年7月11日，

《NSTL统一文献元数据标准》[11]发布实施，NSTL联
合目录系统作为NSTL主要业务系统之一，对原有NSTL
联合目录元数据进行转换升级，形成新版《NSTL联合

目录元数据规范》作为NSTL联合目录系统使用的数据

格式与上下游系统进行数据交互。这套元数据方案删

繁就简，摒弃MARC格式中复杂的字段间呼应关系和

标点符号，仅保留对于资源描述和识别具有重要意义的

描述字段，减轻数据转换和校验压力。

3  书目数据质量控制系统

NSTL联合目录系统分为“成员馆本地自动化系统

→预处理工具→NSTL联合目录中心书目数据库”三级

结构，成员馆通过本地自动化系统进行本地资源的描

述，然后通过预处理工具转换上传到联目中心库。联目

中心库对上传的数据进行查重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过

预处理工具反馈给本地。书目数据质量的系统自动控制

通过本地自动化系统字段设置、预处理工具校验和联

目中心库查重三个环节实现（见图2）。

图2  NSTL联合目录书目质量系统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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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地自动化系统

成员馆编目员根据编目规则在本地自动化系统进

行编目，将NSTL编目规则涉及的字段和子字段添加到

自动化系统的MARC字段规则设置模块中，并设置相

应的必备性和可重复性，在编目完成审校保存时，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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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根据设置完成相应校验。由于不同文献类

型、载体类型、采集方式的资源对字段的必备性、可重

复性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编目员可以根据自己负责的资

源类型对字段进行个性化设置，往往一位编目员需要

同时处理多种类型的资源，那么在成员馆自动化系统中

的字段约束则是较为粗略的。

3.2  预处理工具

预处理工具作为本地自动化系统和联目中心库之

间的桥梁，主要功能有两个：①利用转换规则将本地

MARC数据转换成NSTL联合目录元数据；②利用校验

规则对转换后的元数据进行校验，并拦截不符合要求

的数据，拦截数据主要有两类。

（1）不符合字段必备性和可重复性要求的数据。

为了保证数据字段著录的完备性，NSTL联合目录对著

录信息的详细级别要求比较高。除了规定所有资源必须

具备题名、出版年、语种、出版国、分类号等基本信息

外，对于不同文献类型的资源分别规定字段的必备性

和可重复性，如期刊的出版频率、出版卷期范围，会议

的名称、时间、地点、举办机构，丛书的丛书信息等都要

求必备。尤其OA资源，NSTL联合目录要求OA资源必

须具有OA标志、OA系统号并提供资源的平台信息、权

益信息和获取链接等，涉及多个字段和子字段，且各字

段间有关联关系，则预处理工具处理数据时会对具有

OA标志的资源去查找各子字段和字段著录是否符合要

求，这类判断比较复杂，但是对于提高数据质量意义重

大。OA资源特征字段描述见图3：310字段著录资源的

权益信息；317字段著录资源来源平台信息；856字段著

录资源的获取链接、该链接所属平台、该链接提供的卷

期范围；905字段著录本馆馆藏信息，$v子字段著录实

际采集的馆藏范围，$z子字段标识该资源为OA资源；

930$b子字段著录OA系统的ID。

在校验过程中，通过905$z的OA标志，判断该数据

应该必备“310”“317”“856”“930”及相关子字段，

且310$y、317$a、856$y的内容应该一致。

（2）不符合取值格式要求的数据。取值格式的要

求包括数值类型、数值长度、取值范围等不同类型。如

对ISSN进行格式的规定，必须为XXXX-XXXX，ISBN
的长度仅能为10位或13位；对语种、国家通过语种代码

表、国家代码表等控制词表进行控制，仅能使用词表中

的词汇进行描述；对资源的出版年、书目记录的创建时

间和修改时间等进行取值类型和长度的限制等。

310 $cCC BY

$eFull-OA

$gImmediate-OA

$ySpringer Nature

317 $aSpringer Nature

$hCompleteContent

$iPublisher

$uhttps://www.springer.com/cn

$5YK  

$zOA  

856 4 $uhttps://www.springer.com/journal/10856

$ySpringer Nature

$3v.1(1990)-

$zOA  

905 $aCN111024

$cEP  

$vv.22-     2010-

$yE  

$nOnline

$zOA  

930 $bT20210310162713457

 
图3  OA资源特征字段著录示例

3.3  联目中心库

前述提到NSTL联合目录收录多种类型、来源的资

源，同一种资源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编目后进入NSTL
联合目录系统，如一种期刊，可能会有2家以上的成员

馆订购，由于订购的资源载体类型不同，可能对应不同

的ISSN；同时，此刊可能是混合OA期刊，根据NSTL资
源采集政策，可以增加OA采集，并且可能被收录在成

员馆订购的捆绑数据库中，则该刊可能从多个途径进

行编目后进入NSTL联合目录系统。NSTL联合目录系

统需要对这些书目进行归并处理，否则将会造成大量

的冗余和错乱。具体书目界定逻辑可以利用RDA的实

体-关系模型来厘清。从RDA的核心元素定义[12]来看，

作品是指独特的知识或艺术形式，内容表达是指作品

的知识或艺术创作得以实现的方式，作品和内容表达

决定了资源本身在内容上的独特性。载体表现指作品

的一个内容表达的物理体现，不同载体表达在内容上

NSTL联合目录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徐晶晶，葛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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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雷同。根据NSTL资源政策，不同文献类型、载体

类型、采集类型的资源对应不同的采集、加工、服务政

策，需要区别对待，但是又需要揭示同一种资源的不同

形式之间的关系。NSTL联合目录建立新书目的标准基

于载体表现，印本、CD、Online的资源在内容上具有较

高的相似性，但是在物理体现上截然不同，在使用和服

务中具有可替代性，因此为不同的载体表现分别建立

分散书目，并且将具有不同载体表现的资源作为同一作

品进行关联聚合，生成融合书目。单件指载体表现的一

个样例或实例，内容和形式上完全相同，在联合目录中

对应不同的馆藏。

根据上述书目界定标准设计NSTL联合目录的查重

策略，从作品级、载体表现级、单件级逐级检查，并且结

合系统管理的需求配置相应查重和处理操作，着重对

区分资源品种的关键字段进行查重，关键字段包括题

名、ISSN/ISBN、载体类型、媒介类型、采集类型、本地

书目ID；此外，对于多卷书增加分辑号/分辑名查重；对

于会议录，增加会议名称和会议时间作为查重字段，具

体查重逻辑见图4。

图4  查重逻辑图

/

/

ISSN/ ISBN

和
会议

ID

查重步骤为：首先对每日入库数据的自查重，通过

本地书目ID、题名、ISSN对数据进行查重，对于重复

数据保留最后一次修改的记录，减轻重复入库给联目

中心库查重的压力；所有当日上传的有效数据进入临

时库根据对应的文献类型查重规则与联目中心库进行

查重，可以系统自动判断处理的机器根据预先设置的

入库规则进行自动处理操作，包括生成新书目、更新书

目、添加馆藏等，如查重后对载体类型、媒介类型、采

集类型完全一致的同种资源进行馆藏合并，不完全一

致的同种资源则生成新记录同时生成融合记录，融合

记录下挂接同一种资源的不同形态的书目记录。其他疑

似重复，系统无法自动判断的数据，留待人工质检。

由于上下游系统对于NSTL联合目录数据的依赖程

度较高，系统自动查重采取比较严格的策略，对所有疑

似重复的数据进行拦截。如NSTL联合目录查重的一个

重点是ISSN与EISSN的交叉匹配，NSTL编目规则对于

ISSN和EISSN的著录要求是有则必备，要求著录所有

能够获取到的ISSN，以便提供更多的查重匹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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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查重过程中会对所有ISSN和EISSN进行跨字段

匹配（包括废止或注销的ISSN），这样任何疑似重复的

ISSN和EISSN在联目中心库中被检索到，待审记录都

会被判疑似重复，等待人工审核。

4  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人员

4.1  本地书目编目员

NSTL成员馆包括理、工、农、医、冶金、计量、机

械、化工、标准等各个科技领域，要求成员馆编目员除

了具备图书馆专业知识还需要相关领域学科背景，一

般编目员可能只侧重其中一项技能。目前NSTL联合目

录项目组通过定期培训、线上指导、线下走访等培养了

一批熟悉NSTL联合目录编目规则的编目员，数据质量

稳步提升，数据回退率明显下降。具体人员培养方案包

括：保证编目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成员馆老带新

保持各成员馆编目队伍的稳定性，通过定期培训保证

不同成员馆之间对于编目规则理解的一致性，对于新

到馆的图情背景工作人员着重培养传统图书馆技能到

NSTL特定编目规则的转换迁移，有学科背景的馆员加

强图书馆员相关资源描述和标引技能培训。

4.2  中心书目质检员

从各成员单位选用科班出身、编目经验丰富、对

NSTL资源政策了解的资深编目员组建合格的质检员队

伍。质检组负责的工作包括4个方面。①数据质检。对

每天新上传的通过系统自动查重过滤后有疑似的数据

进行人工甄别检查。②NSTL联合目录编目规范指导与

答疑。通过在线工作群对成员馆编目员遇到的各种编目

中的问题进行解答。③规则制定。追踪国内外资源描述

进展，分析NSTL联合目录资源描述需求变化，定期更

新维护编目规则。④组织培训。每年两次固定培训，一

次为编目规则系统培训，尤其针对新修订的规则进行培

训；一次年底总结，对各成员馆上传的书目质量进行总

结评估，针对易错案例重点培训。

4.3  系统管理员

在对新入库资源进行日常系统查重和人工质检外，

系统管理员需要定期对历史数据进行清洗。一是随着

对资源理解的不断加深，查重策略不断优化，校验规则

不断细化，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一致性处理；二是对人

工质检结果进行复核，进一步减少人工失误导致的错

误。除此之外，系统管理员要及时纠正中心质检员、上

下游系统反馈的问题数据。

5  结语

就体量而言，NSTL作为全国科技图书文献保障机

构，NSTL联合目录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系

统联盟目录，参与单位和人员相对较少，收录文献类型

相对集中，中心与成员馆联系紧密，有条件进行精细化

管理，对数据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利用这套质量

控制体系，经过日常维护和2015年、2020年两次大规模

数据清洗，NSTL联合目录的书目数据质量得到有效控

制，重复数据基本全部清除，新增数据错误率控制在

0.2%以内，早期信息不完善数据应补尽补，下游反馈问

题数据量显著减少。准确完善的书目数据能够为多单位

协调采集和订购资源提供有效参考，为资源统一发布

和服务提供数据支撑，为篇级文献加工和全文采集任

务管理提供有力协助，有效减少了NSTL资源重复建设

问题，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目前NSTL联合目录系统质量控制主要集中在字

段完备性和数据重复性检查方面，未来希望通过进一

步优化校验规则、查重策略数据处理逻辑，减轻人工

质检的工作量，质检人员的工作更多地集中在主动发现

问题、提前预测问题而非事后补救和数据清洗。或可尝

试利用语义分析和机器学习，对字段内容进行进一步

的控制，进一步提高书目数据的准确性，如对出版地和

出版国的对应关系、对题名语种和作品语种著录的对应

关系、对分类号和主题词的对应关系、对作者名称的著

录格式等进行自动审核和规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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