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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实践∗

□程颖　张耀蕾　刘孝平　凃艳玲

　　摘要　馆藏资源书目记录上传至 WorldCat可大力提升图书馆馆藏在全球的显示度.武汉大

学图书馆已成功将９９７８９２条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上传至 WorldCat.基于该项目的实践,文章研究了

书目记录上传时面临的困难、挑战及解决对策,并分三个阶段详细介绍了项目实施过程与实践经

验,重点介绍了记录格式批转换的方法,以期为其他图书馆上传书目记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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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at是 联 机 计 算 机 图 书 馆 中 心(Online
ComputerLibraryCenter,OCLC)管理的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书目和馆藏信息数据库[１],有４．１５亿书目数据

和２６亿多条馆藏记录[２].OCLC已与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图书馆签署了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项目协

议,促使图书馆将馆藏资源的书目记录上传至 WorldＧ
Cat.匹配成功的记录在 WorldCat中显示所属馆馆

藏,以提升馆藏在全球的显示度.但上传项目是一项

复杂工程,涉及大量书目记录格式批转换,其技术难

度之高,任务之繁重,对图书馆挑战颇大.

１　实践及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有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

国家图书馆,以及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悉尼大学

等多 家 著 名 大 学 的 图 书 馆 都 将 书 目 记 录 上 传

WorldCat.OCLC也重视与中国图书馆界的合作,
已与国内１０余家图书馆和机构签署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项目合作协议,旨在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

文化资源.国家图书馆于２００９年率先将３５０多万

条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当年国家图书馆的国际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量比上一年翻了近一倍.随

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Academic
Library&InformationSystem,CALIS)将１９８７－
２００１年中国出版的书刊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
我们在 WorldCat中检索得到国内１０家图书馆和

CALIS的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的情况(见表１).
从上传机构看,主要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其

他机构较少;从记录数量看,大多数机构上传量均较

大,其中国家图书馆上传中文记录量和总量均最多;
从记录语种看,国内图书馆上传书目记录主体是中文

资源,超过一半的图书馆上传中文记录量均超过上传

总量的９０％,其中南京图书馆甚至达到９９．８９％.
表１　国内图书馆或机构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的情况

编号 机构 上传记录总量 中文记录量 中文记录占比

１ 国家图书馆 ４２３１０６５ ２９３５０６８ ６９．３７％

２ 上海图书馆 ２３３３７３７ １５１５１８２ ６４．９３％

３ 广州图书馆 １７３２１６８ １５７２６７４ ９０．７９％

４ 杭州图书馆 １１６７２１２ １１４０９１０ ９７．７５％

５ 武汉大学图书馆 １０８３６２１ ９９７８９２ ９２．０９％

６ 南京图书馆 ６３９８７７ ６３９１７０ ９９．８９％

７ CALIS ４６３９１７ ４５８５６０ ９８．８５％

８ 首都图书馆 ３５６０７４ ２９８１６２ ８３．７４％

９ 晋江图书馆 ２５４２０９ ２５０４１４ ９８．５１％

１０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２１９９９５ ６１７８２ ２８．０８％

１１ 浦东图书馆 １０８９６ １０７８９ ９９．０２％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检索 WorldCat数据库获得.

文献调研发现,目前探讨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
的文献鲜少,只有 OCLC２０１８年中国区年会综述中

简要介绍了４家公共图书馆的上传情况[２],但暂无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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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具体实践方面的文章.关于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 项 目 的 技 术 难 关———CNMARC 到

MARC２１格式批转换,则有一些相关研究,如艾金

勇实现了 CNMARC到 USMARC格式的自动转

换,但 未 实 现 批 量 自 动 转 换[３];孙 华 等 开 发 出

CNMARC与USMARC格式自动互换系统,但必须

满足条件的记录才生成 USMARC文件[４].国内书

目记录上传项目需实现绝大多数记录CNMARC到

MARC２１格式的批转换,且批转换仅为上传项目中

众多环节之一,故需对上传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进

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中文

图书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的实践,详细介绍了项

目实施过程,总结的实践经验可为其他图书馆提供

参考和借鉴.

２　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２０１７年OCLC与武汉大学图书馆签署书目记

录上传 WorldCat项目协议,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将所

有馆藏资源的书目记录上传至 WorldCat,以提高武

汉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显示度.武汉大学图书馆首先

确定了项目的两个目标:一是实现书目记录批量转

换为OCLCMARC２１格式,以提高格式转换的效

率;二是借上传项目的契机,维护本馆书目库中记

录,以进一步提升图书馆书目记录质量.

２．１　项目组织

目前国内图书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实施上传项

目:一种是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格式批转换软件.
此方式花费不少经费,且仍需一些人工维护.另一

种是由图书馆独立承担该项目.由馆员编写格式批

转换程序,使转换规则与转换程序契合更加紧密,但
图书馆需有较强的技术力量.武汉大学图书馆采取

了第二种方式,并组建项目团队,主要包括三类人

员:一为中文编目员,负责格式转换规则CNMARC
部分内容并维护CNMARC记录;二为西文编目员,
负责 格 式 转 换 规 则 MARC２１ 部 分 内 容 并 维 护

MARC２１记录;三为编程人员,负责编写格式批转

换程序和记录批维护程序,及批量生成拼音等技术

性工作,该类人员从编目员中挑选有计算机专业背

景且熟悉中西文编目的人承担.三类人员发挥各自

专长,紧密配合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２．２　格式批转换

将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从CNMARC格式批转换

为 MARC２１格式为上传的重点及难点,挑战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格式转换规则,该规则旨在保

证绝大多数书目记录都能被批转换.由于 OCLC
的 MARC２１记录增加了８８０字段以进行字段对应,
因此,转换规则不仅需考虑CNMARC到 MARC２１
字段的映射关系,还需生成８８０字段.二是依据转

换规则实现批转换.格式转换非常复杂,OCLC未

提供图书馆批转换的软件,故图书馆需寻找适合的

编程语言去实现批转换.
制定转换规则主要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从图

书馆专业角度,需满足CNMARC到 MARC２１格式

的充分融合,即CNMARC中的字段能正确地映射

到 MARC２１字段,而不漏掉有用的字段信息;且无

论CNMARC字段拆分或合并,均能合理组织字段

内容以生成新的 MARC２１字段.二是从计算机编

程角度,转换规则应具有三种特性.其一,可实现

性,即不会因规则的漏洞或歧义而导致无法编程实

现.其二,包容性,即非常规著录记录也可通过“包
容”规则进行批转换,以尽可能转换更多记录.其

三,互斥性,即各规则条件之间互斥,不存在重叠描

述的情况,以避免记录同时满足多个条件而产生重

复字段.
为实现批转换我们选择可扩展标记语言(ExＧ

tensibleMarkupLanguage,XML)作为格式转换的

过渡语言,并用可扩展样式表转换语言(Extensible
StylesheetLanguageTransformations,XSLT)编

程.XML为一种结构化标记语言,可用“＜field＞
＜/field＞”和“＜subfield＞＜/subfield＞”结构

将CNMARC记录表示为 CNMARCXML格式.

XSLT为一种样式转换标记语言,可将一种格式

XML文档转换成另一种格式XML文档.因此,可
用XSLT语言编程将CNMARCXML格式批转换

为 MARC２１XML 格 式,从 而 实 现 CNMARC 到

MARC２１格式的批转换.

２．３　数据维护

数据维护需平衡好批量维护和人工维护的关系.
武汉大学图书馆编程人员全程跟随数据维护,首先从

技术上考量批维护的可行性,考量依据包括问题记录

的量是否达到一定规模及能否提取出问题的共性特

征,满足批维护条件则制定维护规则.再通过工具、
平台及编程等方法“混搭”运用来实现维护规则.当

问题记录属于个性问题,或记录量较少时,则人工维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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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记录.通过批量维护和人工维护的双重措施,在提

升数据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数据维护效率.
数据维护贯穿上传项目的整个过程.在格式批

转换前,我们对武汉大学图书馆书目数据库中的数

据问题进行了清理;在格式批转换中,对造成转换程

序中断和报错的有问题记录进行维护;在格式批转

换后,对需正式上传的记录进行最后的数据完善.

２．４　数据存储

上传项目中存储每个处理操作得到的数据尤为必

要,有利于以后发现问题时可根据存储的数据追溯问

题的原因.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存储数据:一种在

ALEPH测 试 服 务 器 中,用 中 文 临 时 库 存 储 原 始

CNMARC记录及批量生成拼音后的CNMARC记录;
用西文临时库存储正式上传 WorldCat的 MARC２１记

录.另一种在资源管理器中,将ALEPH之外各处理操

作得到的记录文件依次编号存储.

３　实施过程

武汉大学图书馆从整体上把握项目全局,构建

了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的实施过程(见
图１).并将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格

式批转换做好各项数据预处理工作;第二阶段全力

进行CNMARC到 MARC２１格式批转换;第三阶段

将记录完善后正式上传 WorldCat.以下分阶段介

绍项目的实施过程.

３．１　第一阶段:格式批转换前对数据的预处理

３．１．１　制定格式转换规则

首先由资深中文编目员和西文编目员共同商讨

拟出格式转换规则初稿.再由编程人员从规则的逻

辑性、严谨性及程序可实现性等方面审核,并与中文

编目员和西文编目员商讨,依照初稿,程序的运行结

果及带来的问题,三方共同修改规则.然后,编程人

员依据规则编程测试,并分析程序运行结果能否实

现规则.最终经反复修改后确定了转换规则.
项目制定了一个全字段转换规则主表和若干辅

助说明附表来共同描述格式转换规则.(１)全字段转

换规则主表.确定CNMARC到 MARC２１字段的映

射关系、MARC２１字段内容的组成、字段重复性及指

示符取值等,示例见表２;(２)复杂字段转换规则附表.
对于主表无法详尽描述转换规则的复杂字段,则专门

增加其转换规则附表,如CNMARC的２００字段到

MARC２１的２４５字段映射有多种情况,我们增加了

图１　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实施过程

２００到２４５字段转换规则附表;(３)控制字段规则附

表.该表指定MARC２１LDR字段各字符位的取值;
(４)定长字段规则附表.该表确定 MARC２１定长字

段各字符位的取值方法;(５)重复字段规则附表.

CNMARC很多字段可重复,而 MARC２１很多字段不

可重复,该表规定了CNMARC重复字段的内容以符

号间隔方式合并入 MARC２１字段中的方法;(６)首字

母大写的子字段附表.该表汇总了所有首字母需大

写的MARC２１子字段.制定以上规则为编写格式批

转换程序提供了依据.
制定 格 式 转 换 规 则 需 理 清 CNMARC 到

MARC２１字段的映射关系.(１)一对一关系,即一

个CNMARC字段只能映射到一个 MARC２１字段,
如CNMARC的６９０字段只映射到MARC２１的０８４
字段;(２)一对多关系,即将一个CNMARC字段拆

分为若干部分后分别映射到多个 MARC２１字段,如
将CNMARC的２０５字段拆分后映射到 MARC２１
的２５０和８８０字段(见表２);(３)多对一关系,即将多

个CNMARC字段合并以生成一个 MARC２１字段,
如根据CNMARC的１００、１０２和１０５三个字段取值

生成一个 MARC２１的００８字段;(４)多对多关系,即
由多个CNMARC字段生成若干 MARC２１字段,如
根据CNMARC的７１１和７１２字段次序和指示符值

生成 MARC２１的１１０、１１１、７１０、７１１及８８０字段.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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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字段转换规则主表示例 (以２０５字段为例)

CNMARC MARC２１

字段名 重复性 指示符１指示符２子字段名 自动生成拼音 字段名 指示符１指示符２子字段名 重复性 子字段内容 备注

２０５ 否 ＃ ＃

A 否

B 否

２５０ ＃ ＃

６ 否 ８８０－排序号

a 否 ＄aA,＃B．
字段最后

以点结束

a 是

b 是

８８０ ＃ ＃

６ 否 ２５０－排序号

a 否 ＄aa,＃b．
字段最后

以点结束

３．１．２　提取有效记录

为从武汉大学图书馆书目数据库中提取有效馆

藏的中文图书书目记录,项目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１)分割记录文件.我们需找到合适的记录数

分割量,将１００多万条书目记录分割为若干个记录

文件,以便后续分批次处理记录.确定记录数分割

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分割后的记录文件

在ALEPH里能正常进行批量上传、批量生成拼音

等批量操作,不会因为记录数过多而造成 ALEPH
系统空间爆满或停止响应.二是保证分割后的记录

文件不会耗费过长时间进行记录格式的批转换.我

们将书目记录按１万、２万２０万等记录量进行

各种批处理操作测试,并根据以上两个条件及批操

作时间,最终确定以每５万条记录数将武汉大学图

书馆中文书目库中的记录进行分割,从而一共分割

为２４个记录文件.
(２)过滤语种.武汉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数据

库中除中文记录以外,还有日文、藏文、韩文等其他

语种记录,而且有些语种 OCLC还不兼容,故需将

这些语种记录过滤.我们定义语种过滤关系式为

“中文 —(日文 OR俄文 OR维吾尔语 OR哈萨克

语 OR 柯尔克孜语 OR 藏语 OR 韩文)”,并在 AＧ
LEPH后台用SQL语句实现关系式以提取出中文

书目记录.
(３)提取有效馆藏.首 先 清 理 采 访 记 录,将

CNMARC记录中有馆藏字段和采访字段的记录批

量下载,由中文编目员审核后删除采访字段.然后,
通过临时记录、屏蔽记录和删除记录的特征字段将

它们排除.最后,通过过滤单册处理状态将单册状

态无效的记录排除.
通过以上处理,我们提取的有效馆藏的中文图书

书目记录占武汉大学图书馆中文库记录的８６．６５％.

３．１．３　批转换前的数据清理

在书目记录格式批转换前进行数据清理,可为批

转换扫清障碍.数据清理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１)清理记录著录问题.首先在 ALEPH 中用

CCL语言描述问题而得到问题记录.再制定问题

记录处理规则,并依据规则用ALEPH的FIX脚本

编程批处理记录,不能批处理的记录则手工维护.
(２)将CNMARC中全角符号和阿拉伯数字改

为半角.首先汇总CNMARC中的全角符号和阿拉

伯数字,并制定符号和数字的全半角映射规则.若

全角中文符号有对应的半角符号,则直接转换,如
“＜＞”改为“‹›”.若全角符号无对应的半角符号,
则依据 MARC２１著录规则修改,或用形近符号代

替,如依据 MARC２１规则而删除中文书名号.对于

全角阿拉伯数字,则直接替换为半角.
(３)修改OCLC不兼容字符.由于OCLC不兼

容罗马字符和拉丁字符,改用形近或意近的兼容字

符代替,如将罗马字符“Ⅰ”至“Ⅻ”分别用形近的英

文字符“I”至“XII”代替.
(４)可提前处理的转换规则先执行.中英文字

符的转换规则可先行处理,如CNMARC２１５字段

中的“页”字提前批修改为英文“pages”,这比拼音更

能揭示记录原貌.

３．１．４　批量生成拼音

武汉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CNMARC记录的非

主要字段没有生成拼音,而 MARC２１记录除８８０字

段其他字段均采用汉语拼音,故需对武汉大学图书

馆百万条中文图书CNMARC记录自动批量生成拼

音.ALEPH系统有生成汉语拼音功能,项目选用

ALEPH自动批量生成拼音.可在ALEPH测试服

务器的拼音参数文件中事先设置好所有需产生拼音

的字段和子字段,将中文图书CNMARC记录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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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PH测试服务器的过程中调用拼音例程,则可

批量生成拼音.另外,还需处理汉语拼音的多音字.
规定取多音字第一个拼音.在 UltraEdit中按照多

音字结构编写正则表达式,再提取表达式第一个参

数,从而批量提取出所有多音字的第一个拼音.

３．２　第二阶段:格式批转换

３．２．１　格式批转换

我们在ALEPH中将生成拼音后的CNMARC记

录转换为CNMARCXML格式,并依据转换规则编写

XSLT程序将CNMARCXML格式批转换为MARC２１
XML格式.在编程中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１)多 对 多 字 段 的 映 射.该 映 射 需 依 据

CNMARC多个字段的存在情况、字段内容及指示

符值等多个条件组合来生成多个 MARC２１字段,据
此,在实践中采用多条件语句实现.编程时,一方面

按照转换规则从严到宽次序编写各条件语句,避免

先运行宽松条件,而不运行严格条件的情况.另一

方面,在多条件语句的最后,我们增加“其他情况”语
句,以批转换非条件组合之外其他著录情况的记录.

(２)中西文内容的分割.有的CNMARC字段

需拆分为两个部分,中文部分放在 MARC２１的８８０
字段中,西文和汉语拼音部分则放在 MARC２１的西

文字段中,因此,需编程分割CNMARC字段中、西
文部分的内容.在实践中依据相应子字段能否产生

拼音来判定其为中文,抑或为西文.若产生拼音,则
为中文,放８８０字段中;若未产生拼音,则为西文.

(３)子字段间标识符的生成.很多 MARC２１子

字段间都有标识符,如２４５的＄a、＄b、＄d等子字段

间均有标识符.在实践中依据CNMARC子字段存在

情况确定对应 MARC２１子字段间标识符,然后编程

用文本写入方式直接将标识符写入各子字段间.
项目编写了６个XSLT程序来逐步实现格式批

转换(见图２),其中程序二和程序五为主要程序.

图２　格式批转换程序执行流程图

程序一,数据准备程序.在格式批转换前对数

据进行处理,使其更符合批转换的要求,如处理

OCLC不兼容的非拉丁字符.
程序二,字段名称变更程序.将CNMARC字

段名称变更为对应的 MARC２１字段名称.进行重

复子字段合并、中西文内容分割、拼音首字母大写等

CNMARC字段内容的处理,以及生成控制字段、定
长字段及固定内容的字段.

程序三,字段排序程序.对 MARC２１数字字段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我们两次调用该程序:一次为

生成连接字段排序号而排序;另一次在批转换过程

末尾再次排序,使字段排列更整齐.
程序四,生成连接字段排序号程序.８８０字段与

对应字段通过＄６子字段连接,＄６子字段包含“连接

字段排序号”.我们在程序三字段排序的基础上,对
排序位置进行自动编号,从而生成连接字段排序号.

程序五,生成 MARC２１字段内容程序.将字段

拆分为８８０字段及其对应字段,生成各字段的内容,
并实现多对多字段映射,及添加子字段间标识符.

程序六,数据完善程序.对前面仍未解决的问

题进行最后的完善,如根据生成的 MARC２１字段修

正指示符值.

３．２．２　批转换中的数据维护

当XSLT批转换程序中断运行时,可根据报错

信息定位记录的断点,并维护有问题的记录.从报

错情况看,记录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出自指示符.
当指示符值有误时,批转换程序找不到匹配的指示

符,因而中断运行.可用UltraEdit的批量替换功能

将错误的指示符批量替换为正确值.另一种问题出

自重复子字段.当不能重复子字段著录为重复子字

段时,批转换程序也会中断运行.在UltraEdit中编

写正则表达式脚本批量提取出此类问题记录,再由

中文编目员手工维护.批转换程序可帮助发现记录

问题,有助于改善记录质量.

３．３　第三阶段:记录上传

３．３．１　批转换后的数据完善

批转换后西文编目员对 MARC２１记录进行最

后的数据完善.该完善主要审核格式转换问题,并
对未被正确转换的记录进行手工修改.在实践中也

会根据前面批次上传的经验提前修改上传后会报错

的数据,包括删除大套书、替换 OCLC不兼容字符

等.另外,也会修改自动生成拼音时产生的乱码,及
未成功提取多音字第一个拼音的问题.

３．３．２　正式上传记录

书目记录文件正式上传 WorldCat前需对其重

新命名.其命名一方面要遵守 OCLC对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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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名要求,如文件名必须包含馆藏ID号、OCLC
图书馆机构代码、上传日期等项,且不使用空格、
“~”“!”等特殊字符;另一方面需增加本地的说明

项,以便后续从OCLC反馈报告中快速定位有问题

的记录.据此,在实践中规定上传文件名的结构为

“馆藏ID．OCLC图书馆机构代码．来源数据库．资源

类型．语种．批次．记录数量．上传日期．mrc”.项目用

OCLC推荐的开源软件FileZilla上传书目记录,并
可从FileZilla中获取上传反馈报告.根据报告修改

问题记录,完善实施流程,然后再重新上传记录.

３．４　实施效果

经统计,格式批转换后手工修改格式的记录仅

占总 记 录 量 的１．７２％,表 明 绝 大 多 数 记 录 能 用

XSLT程序正确地进行格式批转换,大大提高了格

式转换的效率.２０１９年４－７月项目集中将武汉大

学图书馆全部馆藏的中文图书书目记录进行了格式

批转 换,并 将 １０１６０４２ 条 记 录 上 传 WorldCat.

OCLC将武汉大学图书馆上传的记录与 WorldCat
中的记录进行自动匹配,最终９９７８９２条记录匹配成

功,占武汉大学图书馆上传记录总量的９８．２１％.匹

配成功的记录在 WorldCat中添加武汉大学图书馆

的馆藏代码,用户在 WorldCat中检索时可看到武汉

大学图书馆有该资源(见图３).

图３　WorldCat中显示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

４　结语

文章总结了武汉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书目记录

上传 WorldCat的实践经验,其主要贡献为:(１)构建

了中文图书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的实施过程;
(２)提供了CNMARC格式批转换为 MARC２１格式

的方法;(３)提供了书目记录维护的方法.实践中也

发现一些问题,如 OCLC不兼容一些语种和字符,
致使耗费不少人力修改OCLC不兼容的记录,且无

法准确揭示记录原貌.OCLC作为世界性组织,宜
对各语种和字符兼容并包,应为中国的图书馆提供

格式批转换软件,帮助解决上传时的技术问题.目

前项目已攻克上传时的一些核心技术难关,并积累

了一些重要的实践经验,下一步计划将２０余万册馆

藏古籍书目记录上传 WorldCat,以向全世界展示武

汉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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