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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相关需求和支持现状为出发点，旨在梳理书目关系，明确书目关系在书目

记录中的表达方法，进而提出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系的提升策略，包括提升馆员相关意识、优化MARC数
据、实施规范控制和完善发现系统功能等，以期改善底层书目数据，优化发现系统的呈现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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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目关系的重要价值及研究意义

书目关系是界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书目实体在目录

中以某种方式发生关联所产生的特定关系[1]，是书目

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组织和揭示书目关系可

以增强书目记录数据中相关资源之间的联系。通过书

目之间的关系，图书馆可以帮助读者拓展检索结果、优

化资源聚合、探索更多学术可能性，从而提升自身资源

的使用效率和读者满意度，且资源体量越大，借助书目

关系精准组织和揭示的必要性越强，越有意义。图书

馆资源发现系统以汇集馆藏所有资源来提供一站式检

索、浏览和利用为主要功能，书目关系对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发现系统中资源的呈现方式依赖于书目记录中

对其资源的组织和揭示，图书馆的资源组织馆员通过

书目和规范化数据的逻辑排列，清晰地描述和展示资

源之间的各种关系，建立资源关联，帮助读者从已知作

品导向其他关联作品，获得更多的相关资源。而在工作

实践中，对书目关系的挖掘、整理和组织还远不够，笔

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相关编目规范仅对图

书复本、不同版本、不同译本有较详细的编目规则，而

对其他书目关系则揭示不足。笔者选取采用Primo发现

系统的9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样本，以“‘相关题

名’处显示书目相关关系”进行测试性查询，只有1所高

校图书馆配置了连接字段显示，揭示的内容和关系很

不理想。本文以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相关需求和支持

现状为出发点，通过梳理书目关系，明确书目关系在书

目记录中的表达方法，提出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

系的提升策略，以期改善底层书目数据，优化发现系统

的呈现和组织。

2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系
的实践现状

2.1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中的书目关系支持
需求

业界对书目关系的关注自书目产生开始，由来已久。

书目关系的研究在联机目录产生之后逐渐成为独立的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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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2]。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对书目关系的类型也有不同

的划分，如国际图联（IFLA）在UNIMARC格式中界定

了垂直关系、水平关系和年代关系，学者Tillett[3]提出

等同关系、衍生关系、描述关系、整体/部分关系、附属

关系、继承关系和共有特性关系等7种关系，Vellucci[4]

对音乐类资源分析后提出等同关系、衍生关系、描述关

系、整体/部分关系、附属关系、继承关系等，其中Tillett
的划分因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互斥性最被业界认可[1-2]，

成为业界学者思考书目关系最为重要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数字资源的急剧增多和信息技术的

蓬勃发展，书目数据的内涵已经从早期的纸质资源发

展为涵盖多种文献类型、载体形式的资源集合，用户对

于书目数据的需求不再是浅层次地查找某本书，而是

需要对书目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得到更加丰富、更有

价值的信息。与之相对应的，书目数据的组织方式也发

生了非常大的变化，FRBR为资源的描述、定位提供了

完整的思考框架，AACR向RDA发展，新型书目框架

BIBFRAME也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被提出和推广[5-7]。

BIBFRAME融汇了关联数据的思想，从作品、实例、单

品三个层次以更小粒度的语意单元，将相同层次的书目

数据聚集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展示书目关系，加强书目

数据之间的关联[8]。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与本馆各类学术资源和学术

系统无缝集成，为学生和研究者提供快速访问学术资

料以及探索新内容的直观方式[9]（鉴于笔者最为熟悉

的资源发现系统是本馆使用的Primo系统，故本文调

查分析只基于Primo系统）。特别是与下一代图书馆系

统结合提供对外发现服务以后，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

对于本馆馆藏检索利用的作用更加突出。图书馆资源

发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精准查找、同类汇聚和探索发

现，精准查找的高效实现主要取决于书目数据的质量，

而同类汇聚和探索发现的高效实现则主要取决于对作

品书目关系的挖掘、组织和利用。虽然图书馆资源发现

系统是对包括本馆纸质馆藏、电子馆藏在内全部馆藏

资源的组织与发现，但在当前实践中，鉴于传统纸质馆

藏长期积累形成的高质量书目数据和电子馆藏书目数

据的不完整、不全面等现状，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可

以有效和高效组织与管理的资源基本上还是纸质馆藏

书目数据。以已有纸质馆藏数据为基础，高效聚合与之

相关的电子馆藏书目数据，也就成了图书馆资源发现

系统建设极为重要的内容。通过聚合，图书馆资源发现

系统将相同、相关的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读者使

用图书馆资源提供更多方便。这种方便包括但不限于：

为纸质资源聚合电子资源提供线索，方便读者选择和

获取多种类型的资源；将题名不同但内容相同的资源

聚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替代性资源检索线索；将资源

与依据该资源改编、改版、再创作、评注、索引、补编、

插图等因“衍生”“附属”“继承”等关系产生的资源

聚合在一起，方便读者从整体上了解该资源情况，为系

统地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相关线索。因此，即使FRBR、
BIBFRAME等将书目关系实践推进到作品、描述、实

例、单品这样更细层次，从读者使用角度来看，图书馆

资源发现系统对于书目关系的挖掘和关注，也还是主

要在作品层面，具体涉及的书目关系也未发生根本的变

化，依旧还是前文提及的七大关系，即等同关系、衍生

关系、描述关系、整体/部分关系、附属关系、继承关系

和共有特性关系，具体情况见表1。

2.2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系的
实践现状

虽然国内一些图书馆已经开始在编目实践中探索

应用RDA、FRBR，但总体而言，现阶段图书馆资源发

现系统使用的纸质馆藏书目数据基本上还是长期积累

的馆藏MARC数据。

在MARC编目的具体实践中，上述书目关系都有相

应的著录项目和处理方法。例如，对于等同关系的“复

本”直接在原有书目记录中挂接分馆馆藏和单册信息，

“电子版”在原有纸本馆藏书目记录中添加数字化表

现，这样处理后，检索结果就显示为一条记录，简洁明

了；而对于诸如《红楼梦》《石头记》之类的拥有不同书

名但属同一作品的图书则著录统一题名，检索任一题

名时，作品的不同形式题名将会出现在检索结果中；衍

生关系、描述关系则主要通过设置主题字段实现主题

聚类，点击书目记录中的主题可以将相关主题内容全

部检索出来。而对于整体/部分关系、附属关系、继承

关系，则主要体现在款目连接块。CNMARC中的“4字
段”款目连接块著录书目间的相关关系，连接书目记录

至其他相关书目记录。记录中每个连接款目字段所包

含的数据字段都要嵌入被连接实体的字段符、指示符

和子字段符，以标识被连接的书目记录实体。款目连接

块主要有3种类型：连接层次关系（丛编、补编，总集、

分集）、连接时间关系（先前款目、后续款目）以及连接

平行关系（其他版本、其他关系）。在显示记录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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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字段标识号可转换成固定的导语，用导语描述被

连文献和所编文献的确切关系。不产生导语时，可使用

连接字段附注，描述连接的关系类型。

同一分类法也是支持衍生关系、继承关系的重

要途径。通过索书号将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或不同译

本汇集。索书号通常由分类号、书次号（种次号或著者

号）、辅助区分号组成。分类号将主题相同的图书集

中，然后通过赋予书次号，使得每一种图书的号码实现

唯一化并对同类书进行区分。在同一类图书下使用种次

号或著者号作为书次号配置号码后，不少著者下还存在

不同著作，同一著作下还存在不同的版本、译本以及卷

次等，这些关系可以通过配置辅助区分号的方式进一

步区分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译

本、卷次、册次以及复本。Primo资源发现系统利用“虚

拟书架”功能，允许用户根据搜索结果中图书的位置浏

览该索书号相邻的图书，从而支持借助同一分类法实现

具有衍生关系和继承关系的图书推荐。协助实现“虚拟

书架”功能的还有书目记录的FRBR化显示，实现译著

和不同版本的聚合。FRBR化显示会为读者呈现聚合式

的检索结果，将相似的书目去重后，整合为一个包含多

条书目结果的小组并提供两种显示选项：一种选择结

果集中排名最高的记录作为首选记录，系统显示指向组

中其他记录的链接；另一种显示通用书目，链接显示组

中包含的所有书目。

在具体实践中，基于采用Primo发现系统的9所“双

一流”高校图书馆调查数据，发现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

对于书目关系的支持还存在较多的问题。①纸质馆藏

与相应的电子馆藏书目并未实现很好的聚合。资源发现

系统的重要优势就是实现纸本馆藏和电子馆藏的统一

聚合管理，而不是只将相关书目记录放在一个系统里。

调查发现，只有2所高校的资源发现系统实现将纸本资

源和电子资源聚合到同一条书目显示，其他高校则未

实现聚合，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分别显示。②连接字段

著录不规范。对于前面所提及的款目连接块，很多图书

馆MARC记录连接字段不完备，缺少对连接字段的著

录，缺少连接字段附注，将本应著录在连接字段附注

表1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需揭示的书目关系

等同关系

衍生关系

描述关系

整体/部分关系

附属关系

继承关系

共有特性关系

原书目馆藏下显示不同单件

同一书目下，显示不同资源类型和

链接手段

原书目馆藏下显示不同单件

不同书目，检索分面显示

FRBR化聚合书目

不同书目

不同书目，通过作品名与主题项提

供线索

不同书目，通过作品名与主题项提

供线索

不同书目，通过相同丛书项显示

同一书目下挂接附件单册，通过相

同的题名著者，或连接信息显示

通过相同的题名或主题检索

通过检索分面

原件与复本

电子版

重印本

影印本

原版与再版、修订本、译本、摘要、汇编等

改变体裁的新作品，如改编的戏剧、小说等

基于原作品的风格或主题创作的新作品，

如注释本、意译本、模仿本等

原作品与对原作品的评论、评注、书评、案

例集、作品分析等

选集与其中的单个作品、丛编与其中的每

部作品、连续出版物与其单期或某篇文章等

一部作品用于辅助或扩充另一部与其相关

的作品，如教师参考用书、戏剧的配乐等；

或作为另一部作品的补充或手册，如大套

的索引、目录、补编，配套光盘，附带的折

图、附册等

续篇、前传等

作品与作品的题名、主题、出版信息、语种

等相同

包含相同知识或艺术内容，但以不同形式

呈现的载体表现或单件之间的关系

原作品与其修改作品之间的关系；原作品

与依据其改编或改版的全新作品之间的

关系

原作品与以该原作品为主题的新作品之间

的关系

整体作品与构成其中一个或几个作品之间

的关系

作品与其附件之间的关系

一部作品是另一部作品的续集或前传

资源虽不相关，但拥有共同的特征，如

著者相同，题名、主题或可提供检索的

其他特性相同

书目关系 如何揭示具体表现描  述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书目关系揭示现状与提升策略探究韩晓荣，郭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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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字段描述作品关系的文字，著录在无法产生检索的

一般性附注300字段中。也有些高校图书馆虽然著录了

MARC记录中的连接字段，但未在发现系统中配置显

示信息，用户依然无法通过馆员著录的连接信息获取

相关资源。③“虚拟书架”功能不完善。由于“虚拟书

架”仅依靠索书号的逻辑排列展示检索结果相邻的图

书，而图书索书号中包含的不同版本及译本的含义，无

处为读者显示。同时，由于去重的条件设置不佳，尽管

8所高校图书馆采用了FRBR化聚合书目显示，但聚合

书目的结果优化尚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经常显示多个

组。④规范控制不足。不管是题名、作者，还是主题词，

借助规范控制可以实现更多更高效的书目关系支持。

调查发现，囿于前期题名、作者、主题词标注存在不规

范，甚至错误的问题，造成本应该聚合在一起的内容没

有实现聚合，可惜的是目前大多数馆尚未启动名称规范

控制。

3  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系的提升
策略

3.1  提升馆员相关意识

馆员是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灵魂，馆员具有相关

的意识和能力是完成工作的关键，建设满足用户需求

功能更为强大的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也不例外。如前

所述，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

将图书馆各类资源收集在一起提供统一检索，而是借

助各类书目关系挖掘和组织之后提供资源汇聚，以支

持更深层次的探索发现。Primo资源发现系统“连接显

示”可以实现资源深度关联[10]，但大部分图书馆未启动

此功能，这虽然与馆员对资源发现系统功能的熟悉程

度有关，但更关键的是部分馆员对于书目关系应用的

意识不足，不了解书目关系的充分利用对于资源发现系

统的重要作用，不清楚书目关系对于用户使用图书馆资

源的帮助。提升馆员的相关工作意识，首先需要提升的

是资源组织馆员的意识，需要更多地从用户利用角度去

思考资源组织的方式和方法，并通过沟通交流等方式，

提升信息服务馆员、系统技术馆员的相关工作意识：信

息服务馆员不但需要将了解到的相关需求反馈给资源

组织馆员，也需要在信息素养的相关培训中进一步普及

检索技巧以及检索结果中各种号码的含义，培养用户利

用书目关系拓展更多资源的可能性；系统技术馆员则应

积极研究和探索相关应用的功能。通过各类馆员相关

意识的提升，并通过各类馆员的共同努力，提升资源发

现系统的使用效果。

3.2  优化MARC数据

尽管M A RC在当前信息网络环境下多有诟病，

BIBFRAME也被提出来用于替代和改善MARC，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馆藏MARC数据依然是图书馆资

源管理系统的核心数据，M A RC数据质量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资源发现系统建设质量和服务效益，优化

MARC数据也就成了提升资源发现系统支持书目关系

的关键内容。这不仅要求各个图书馆根据书目关系应

用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馆的编目规则，健全相关

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不重复为同一种图书建立多

条书目，重视连接字段与连接附注的著录，重视关系相

关内容的挖掘，进一步优化MARC数据，也需要各个图

书馆对已编目的历史MARC数据进一步优化，借助技

术手段和工具集中修改历史错误数据、补充完善关键

数据。在具体资源组织过程中，如再版、修订等的版本

信息有时会隐藏在前言、后记或书中的某一部分，资源

组织馆员需要细心寻找线索，有时需要翻阅参考已上

架图书的信息，必要的时候还需借助例如孔夫子旧书

网、当当网、京东等购书网站，查询不同图书的内容或

目录信息，辅助判断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很多图书

馆编目外包的现实情况下，馆藏MARC数据的质量更需

要特别关注，需要借助规章制度、审核审校流程等方式

进一步规范和监督。

3.3  实施规范控制

规范控制法是通过统一名称规范和主题标目将以

不同题名形式出版的同一内容作品汇集、将不同署名

形式或不同译名形式的责任者汇集、将同一主题的作

品汇集[11]。书目规范控制是资源组织的重要环节，也是

资源发现系统实现精准检索、精准聚合和精准发现的

重要基础，因为目前规范控制的不到位，图书馆资源发

现系统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责任者人名的姓和名前

后顺序的随意标注，责任方式标注在责任者人名后“产

生”新责任者，多个责任者人名合在一起标注“产生”

新责任者，人名或笔名未做参照，责任者（含机构责任

者）全称和简称多种形式标注等，有些是制度、规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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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或者执行不到位，有些是人工输入错误或系统转

换错误，这就使得同一责任者的资源不能聚合在一起。

同样的还有主题词标注的不规范、题名中的名称标注

不规范等。这些不规范的数据积累得越多，处理起来

越困难，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启动规范控制工作。启动规

范控制工作就需要开展系列工作，如详细了解RDA等

对于规范控制的最新要求[12]、掌握相关规范词表或者

名称规范档、制定资源组织中规范控制制度和详细要

求、面向相关馆员开展系统的培训、引进和开发相关的

工具等。

3.4  完善发现系统功能

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是多种书目关系应用组织的

最终呈现者，若想更好地支持书目关系，还需要不断完

善，包括但不限于为更好呈现这些书目关系所进行的界

面调整、虚拟导航呈现效果的调整、分面过滤项目的优

化、推进FRBR深度融合、启用规范控制聚合名称、支

持BIBFRAME等。Primo资源发现系统，作为全球比较

领先的资源发现系统，其对于国外新标准、新技术的关

注和支持非常积极，并通过平台升级相应功能，因此，

很多系统已经具有的功能，如对于FRBR的支持[13]、对

规范控制的更详细配置[14]等，这些都需要图书馆资源

组织馆员、系统技术馆员深入研究Primo系统，并根据

实际需要配置和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资源发现系统功

能的完善并不能只依靠馆员需求，更重要的是应该借助

问卷、访谈和现场测试等方式对用户相关需求进行细

致调研、详细分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结合系统的本

身功能和可拓展功能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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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related needs and support status of the library discovery syste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bibliographic 
relationship, clarify the expression method of the bibliographic relationship in the bibliographic records, propos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bibliographic 
relationship in library discovery system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clude: enhancing librarians’ awareness, optimizing MARC data, implementing authority 
control, and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discovery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underlying bibliography data, optimized discovery 
system pres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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