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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规范文档与虚拟国际规范文档的共享
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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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规范控制工作的国际化，国际名称规范文档共建共享成为必然趋势。 本文对影响名称规范文档共

享的要素———名称规范文档遵循的编目规则、采用的描述格式和数据元素构成的差异进行分析，基于虚拟国际规

范文档（ＶＩＡＦ）匹配思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ＣＡＬＩＳ）、香港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库（ＨＫＣＡＮ）

和 ＶＩＡＦ 的数据匹配实验，分析当前国内规范文档存在的问题：名称规范文档记录不全，检索结果输出不按相关度

排列，国内各机构对中国人名的拼音标目不规范。 本文在控制规则、附加信息、数据模型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以

提高文档的共享效率，希望能为推动我国规范控制工作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参考。 图 ２。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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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名称规范文档是名称规范记录集合，它根

据一定的规范控制规则将名称相关信息按照统

一的标目形式展现，达到规范控制的目的。 名

称规范文档的建立不仅能提高书目数据的质

量，还能为使用者查询名称实体提供便捷有效

的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的信息使

各国编目机构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名称规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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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作越来越繁重，用户需求的日益深化也凸

显出资源建设的不足，名称规范建设走向共建

共享成为必然趋势。
国外在名称规范文档的共享方面已经有多

年经验。 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１９７７ 年推出的“名

称规范合作计划” （ Ｎ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ＣＯ），采用的是联合规范档模式［１］ ，
到 ２００９ 年已有 ５００ 多家机构参与，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 欧洲多国于 ２００１ 年进行的“国际规范

资料库合作建制计划” （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ｓ，ＬＥＡＦ），同样采用联合规范文档

模式，有十余家机构参与。 ２００３ 年由德国国家

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 ＯＣＬＣ 开发的“虚拟

国际规范文档”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ＶＩＡＦ）采用虚拟联合规范文档模式，运用文

档虚拟集中、实际连接的方式，目前有 ３５ 家机构

为其贡献数据，其中 ９ 家仍在测试阶段［２］ 。
国内对于中文名称规范文档的共享仍处于

探索阶段。 ２００３ 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 ＮＬＣ）、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 ＣＡＬＩＳ）、
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协作咨询委员会（ ＪＵＬＡＣ）
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联合成立图书馆合作组织

中文名称规范联合协调委员会（ ＣＣＣＮＡ），建立

了“中文名称规范一站式查询系统”，除了能查

询以上数据库的数据外，还能查询美国国会图

书馆的数据。 ２００８ 年委员会在第六次会议上决

定建立“中文名称共享数据库”，系统能实现多

种检索功能、多种数据格式实时转换，促进了国

内名称规范数据的共享［３］ 。
我国中文名称规范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在

共享实践中面临许多挑战，目前国际上对书目

数据和名称数据的规范控制没有制定统一的标

准，在国际文档中如何处理中文字符还没有一

个成熟的方案，再加上国内名称规范工作建设

不足，影响了数据共享的质量。 针对此种情况，
本文通过讨论国内外名称规范控制规则以及名

称规范文档描述格式的异同，分析目前国内外

在名称规范控制及共享方面的情况，并通过

ＶＩＡＦ 与国内名称规范库的匹配实验，探讨影响

共享的问题所在。 研究这些问题不仅能推动我

国名称规范文档的建设工作，对于促进名称规

范文档的资源共享以及名称规范文档与其他领

域的互联也具有重要意义。

１　 影响名称规范文档共享的要素分析

不同机构的名称规范文档共享，实际上是

在数据匹配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数据整合。 由

于各机构名称规范文档遵循的编目规则、采用

的描述格式以及数据元素构成存在差异，导致

共享效率低下，以下对这三方面的要素进行详

细分析。

１ １　 编目规则

编目规则规定了名称标目选取原则，以确

保标目在检索款目及名称系统中的一致性和稳

定性。 在国际合作编目的环境下，许多机构开

始在规范文档中加入中文字段，这对于中文规

范文档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目

前，各个国家的编目机构依据各自不同的规则

对数据进行规范处理，中文字段在文档中的位

置和作用也不同，使得数据共享存在一定困难，
表 １ 列出了国内几家主要机构和美国国会图书

馆使用的编目规则。

表 １　 不同机构使用的编目规则

机构名称 编目规则

中国国家图书馆（ＮＬＣ） 中文文献编目规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ＣＡＬＩＳ） 中文文献编目规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英美编目条例

香港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库（ＨＫＣＡＮ） 英美编目条例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中国编目规则（台湾）

美国国会图书馆（ＬＣ） 英美编目条例、东亚资料的描述著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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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和 ＣＡＬＩＳ 的中文名称标目采用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国家

图书馆的西文名称标目依据我国编制的《西文

文献著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ＣＡＬＩＳ 西文

编目同时参照《条例》和 ＡＡＣＲ２。 ＨＫＣＡＮ 使用

ＡＡＣＲ２，其创建的规范记录更多地参考了美国

国会图书馆规范数据库（ ＬＣＮＡＦ）中的记录。 台

湾汉学研究中心的编目规则采用台湾出版的

《中文编目规则》，该规则参考 ＡＡＣＲ２，向国际标

准靠拢［４］ 。 ＬＣ 编目主要依据 ＡＡＣＲ２，《东亚资

料的描述著录规则》对如何处理东亚语言资料

的问题进行了补充。
尽管以上编目规则的内容大体一致，但在

应用细节上仍有一定差异，表 ２ 对有关责任者

项和个人名称标目的一些规则进行比较。

表 ２　 三种主要编目规则在责任者项方面的比较

中文文献编目规则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英美编目条例（ＡＡＣＲ２）

著录款目
取消了主要款目，增加了通用

款目
保留了主要款目 保留了主要款目

题名与责任者项信息源 书名页或版权页、封面 题名页 （代）书名页

题名与责任者项次序

正题名

并列题名

副题名及题名说明文字责任

说明

正题名

一般文献类型标识

并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责任说明

无总题名文献

正题名

一般文献类型标识

并列题名

副题名

责任说明

无总题名文献

名称标目形式

主体部分（姓氏、本名、表字、别
名、笔名、法名、封号等） ＋附加

部分（生卒年、朝代、性别、学科、
职业、籍贯等）

主体部分（姓名、笔名、
称呼、 教名、 中文译名

等）＋附加部分（生卒年、
贵族头衔、荣誉称号等）

主体部分（姓氏、本名、前

缀、教名、头衔等） ＋ 附加

部分（生卒年、贵族头衔、
荣誉称号等）

名称的选择 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著录款目上，《规则》取消了主要款目，考虑

到主要款目产生于西欧国家多款目的字典式目

录，而我国目录体系中书名、著者、主题各自分

离，款 目 之 间 无 主 次 之 分［５］ ， 而 《 条 例 》 和

ＡＡＣＲ２ 照顾到西方编目的传统习惯，仍保留主

要款目。 对于著录项目或书目信息的信息源选

择上，ＡＡＣＲ２ 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严格，对优先

选择和替代顺序有明确的规定，保证了著录顺

序的唯一性和确定性。 《规则》考虑到我国的编

目传统及中文图书版权页含有丰富的信息，将
版权页与书名页并列为主要信息，并未明确其

优先顺序。 名称标目形式方面，都包含主体部

分和附加部分，由于不同国家人名名称表示方

法的差异，其中附加信息部分差异较大，《规则》
中定义了名称的社会属性，如职业、学科等。

１ ２　 描述格式

描述格式是基于编目规则定义数据记录的

计算机可读形式，以方便规范记录的交流与共

享。 采用描述格式描述实体，就是根据编目规

则建立名称规范文档的过程。 目前国内外图书

馆采用的描述格式都是 ＭＡＲＣ，但是有不同版

本，中国大陆通用 ＣＮＭＡＲＣ，中国台湾地区使用

ＣＭＡＲＣ，国外机构多使用 ＭＡＲＣ２１。
国际合作的环境下，一个中文名称规范记

录应同时包含中西文标目，为了与国际文档建

立连接，中文名称规范文档不仅要符合中文文

档的特点，也要考虑国际标准。 不同机构使用

不同的描述格式，对不同语种文字使用的标目

方式也不同。 例如，ＣＡＬＩＳ 主要使用 ＣＮＭＡＲＣ
格式，将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西文、日文等作为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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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规范标目（２００ 字段）；ＨＫＣＡＮ 和 ＬＣ 使用

ＭＡＲＣ２１ 格式，以英文名称作为规范标目（ １００
字段），将对应的中文名称作为连接标目（７００ 字

段）；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使用 ＣＭＡＲＣ ／ ＭＡＲＣ２１
格式，以英文名称作为规范标目 （ ２００ ／ １００ 字

段），对应的中文名称作为参照标目 （ ４００ 字

段）。 了解不同机构的描述方式有助于我们研

究数据的匹配问题。
ＣＭＡＲＣ 与 ＣＮＭＡＲＣ 格式所采用的标准都

是以 ＵＮＩＭＡＲＣ 为依据编制，记录结构基本一

致，主要字段所揭示的文献内容信息也无太大

差别，这为 ＣＮＭＡＲＣ 和 ＣＭＡＲＣ 的整合奠定了基

础。 ＣＮＡＭＲＣ 与 ＭＡＲＣ２１ 的记录结构相似［６］ ，但
在字段描述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针对名称规范

文档，ＭＡＲＣ２１ 除了有书目格式（ＭＡＲＣ２１ ／ Ｂ）外，
还有专门的规范格式（ＭＡＲＣ２１ ／ Ａ），详尽介绍了

建立名称规范记录所用的字段。 而 ＣＮＭＡＲＣ 只

有书目格式，对名称记录用到的相关字段没有

进行细分。 两种格式的有些字段难以找到合适

的对应，实现转化存在一定困难，需要认真分析

两者之间的异同，以避免转换时出现数据丢失

的情况。 表 ３ 以个人名称标目为例，列出了

ＭＡＲＣ２１ 和 ＣＮＭＡＲＣ 中描述人名规范记录的常

用字段，并对两种格式进行简单对应。

表 ３　 ＭＡＲＣ２１ 与 ＣＮＭＡＲＣ 部分字段的对应

ＭＡＲＣ２１ ＣＮＭＡＲＣ

１００
主

要

款

目

｜
个

人

名

称

＄ ａ 个人名称

＄ ｂ 世次（与皇室成员、教皇或其他宗教首领的

名称连用的罗马数字）

＄ ｃ 与名称相关的其他文字

＄ ｄ 生卒日期

＄ ｆ 创作时间

＄ ｌ 作品语种

＄ ｑ 名字全称

＄ ｔ 作品名称

＄ ｘ 通用细分

＄ ｙ 年代细分

＄ ｚ 地理细分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ａ 主标目

２００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 ＄ ａ 正题名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ｄ 世次（罗马数字）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ｃ 名称的附加成分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ｆ 年代（包括朝代）
２００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 ＄ ｆ 第一责任者说明

１０１ 作品语种

２００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 ＄ ａ 正题名

６００ 个人名称主题 ＄ ｘ 主题复分

６００ 个人名称主题 ＄ ｚ 年代复分

６００ 个人名称主题 ＄ ｙ 地区复分

３７０－相关地点

３７１－地址

３７３－相关团体

３７５－性别

３６８－个人或团体的其他属性

３７４－职业

３７２－活动领域

３７６－家庭信息

３７７－相关语种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ｐ 任职机构 ／ 地址

７０１ 人名－等同责任者 ＄ ｃ 名称的附加成分

３００ 一般信息附注 ＄ ａ 附注内容

１ ３　 数据元素构成

数据元素是指与名称实体相关的除了名称

以外的其他信息，在 ＦＲＡＤ（规范数据的功能需

求概念模型）中被定义为实体的属性。 当规范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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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达到一定规模时，同名记录会大量出现，造
成混乱，数据元素就被作为名称标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数据匹配时常作为名称的附加成分，
是区别不同人物的重要匹配点。

数据元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卒日期、
性别、民族、籍贯等自然属性，另一类是学科、地
址、专长、职业等社会属性。 对于同名的实体，
选择附加信息对于匹配的准确度有很大影响。
目前对于如何选择附加信息尚没有统一标准。
一般而言选取自然属性作为除名称之外的匹配

点较好，因为相对于社会属性而言，自然属性更

稳定、更准确。 目前国际上基本达成共识，认为

生卒日期应作为首要的匹配点，无法获知或者

生卒日期难以确认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信

息。 如对于“孔子”，史学界对其生卒日期意见

不一，导致不同机构的规范文档中记录不同，可
能造成错误匹配。 为了进一步提高匹配准确

率，也需要选取其他重要的附加信息与生卒日

期搭配使用。
实际工作中，国家图书馆和 ＣＡＬＩＳ 常会添

加题名关键词或学科名称以达到区分同名人物

的目的，例如李莉（电路）、李莉（电子技术）、李
莉（法律）、李莉（翻译）、李莉（俄语翻译），但在

区分人名的同时带来了其他问题。 首先，对于

关键词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很多由编

目员推断而来，对每个学科的名称表示不够准

确，同一领域的相似学科可能会混淆；其次，添
加了关键词的人名有时也不能确定其具体身

份，不仅可能造成书目数据的连接错误，也给用

户的查找浏览增加工作量。 数据元素的选取是

区分同名人物的关键，直接影响名称规范文档

的质量，但目前针对附加信息元素的规范仍不

够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　 中文名称规范文档与 ＶＩＡＦ 数据匹配

实验分析

２ １　 ＶＩＡＦ 的匹配思路

虚拟国际规范文档（ ＶＩＡＦ） 项目由 ＯＣＬＣ、

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于 ２００３ 年提

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移交给 ＯＣＬＣ，其目标是链

接各国的名称规范文档，并允许国家和区域规

范形式的变体同时存在，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文

档共享［７］ 。 目前，ＶＩＡＦ 的数据量已颇具规模，并
实现关联化，与维基百科、ＩＳＮＩ、ＳＮＡＣ 等项目建

立了合作，在关联数据环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２ １ １　 ＶＩＡＦ 的数据处理流程

ＶＩＡＦ 根据各机构提供的数据为名称数据创

建增强型规范记录，作为 ＶＩＡＦ 的数据库。 增强

型规范记录是在 ＶＩＡＦ 中最终用来进行名称匹

配的规范记录，是由原始名称规范记录和书目

记录转换而成的衍生规范记录组成的 （ 见图

１） ［８］ 。 由于增强型规范记录包含与来自书目记

录名称相关联的附加信息，它可以支持比规范

记录本身更严格的匹配过程［９］ 。

图 １　 创建增强型规范记录

ＶＩＡＦ 处理数据的流程分两个步骤。 先根据

各成员机构提供的书目记录，为 １００ 和 ７００ 字段

中涉及的每一个人物名称手工创建衍生规范记

录。 衍生规范记录是从书目记录中的信息抽取

而来，除了名称，衍生规范记录中还包括从有关

书目记录中获取出版资料的概要说明［１０］ 。 一般

会抽取两类书目信息［１１］ ：一类是能够用来唯一

确定一部作品的信息，如控制号；另一类是可以

应用到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中的信息，如两个作

者合作过不止一次，合著者就可以作为要抽取的

信息。 从书目记录中衍生出的信息都用 ９ＸＸ 字

段来描述，并根据 ＮＡＣＯ 规则进行规范化处理，
如大写字母一律变为小写字母，大部分变音符号

和标点符号被删除，时间的表示精确到十年（如

１９８６ 表示为 １９８Ｘ），学科被重新分类，每个学科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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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范围更广，并用学科编号表示。
衍生规范记录与相应的名称规范记录合并

就形成了增强规范记录，将增强型规范文档作

为 ＶＩＡＦ 的匹配文档。 ＯＣＬＣ 开发匹配算法对这

些文档进行匹配，匹配成功的文档会作为 ＶＩＡＦ
的最初版本。 匹配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中

间结果，表明另外一些信息可以作为规范文档

中的信息［１２］ ，因此，匹配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正

规范文档的动态过程。
２ １ ２　 ＶＩＡＦ 的匹配过程

ＶＩＡＦ 采用开源软件 Ｈａｄｏｏｐ 和分布式编程

工具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批量处理数据。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是

云计算中常用的一种技术，通过 Ｍａｐ 过程和 Ｒｅ⁃
ｄｕｃｅ 过程完成数据的处理。 应用 Ｍａｐ 过程把大

量数据切分成小的数据块，在 Ｒｅｄｕｃｅ 过程中完

成数据的分布式处理，大大简化了对大数据的

处理过程。 使用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进行数据匹配时，
首先在 Ｍａｐ 过程中将各机构提供的数据切片处

理，根据（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方式将 ｋｅｙ 值相同的待匹配

字段的数据归并，发送给 Ｒｅｄｕｃｅ 过程。 Ｒｅｄｕｃｅ
接收到数据后，采用 ＯＣＬＣ 开发的算法进行数据

匹配，其原理如图 ２［１３］ 所示。

图 ２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工作原理

由于增强型规范记录包含书目记录的附加

信息，可以进行比原始规范记录更加准确的匹配。
除了名称，文档中的其他信息（如生卒日期和书目

信息）也常作为附加信息区别名称相似的人。
每一个用来匹配的标目都作为一个匹配

点，ＶＩＡＦ 将这些信息分为强匹配点和弱匹配点。
强匹配点有：书的题名、控制号 （ ＩＳＢＮ、 ＩＳＳＮ、
ＬＣＣＮ），人物的生卒日期，合著者和作为主题词

的人名。 如果一个强匹配点匹配上了，就可以

基本确定这两个名称是同一个人。 弱匹配点

有：生卒日期其中之一，作品的主题领域，作品

的出版形式（书、电影、乐谱等），出版日期、国

家、语种、出版社，部分题名匹配等。 多个匹配

点的组合可以确定一个匹配。

２ ２　 匹配实验

本文以国内较具代表性的编目机构 ＣＡＬＩＳ
和 ＨＫＣＡＮ 为对象，研究这两家机构对于同一实

体的不同规范表示形式与 ＶＩＡＦ 中数据的匹配

情况。 选取 ５００ 个人名作为实验数据，包含从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 ［１４］ 和《中国人

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 ［１５］ 中选取的 ２００ 个中

国历史名人和 ２００ 个中国现当代名人，以及从

《世界人物大辞典》 ［１６］ 中选取的 １００ 个外国名

人。 希望通过研究与 ＶＩＡＦ 的匹配情况，发现中

文名称规范文档中对人名数据描述存在的

问题。
１９７９ 年起联合国决定采用《中国拼音方案》

作为拉丁字母文字中中国名称的标准，１９９７ 年

ＬＣ 也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文名称的规范标目，

０８８



贾君枝　 石燕青： 中文名称规范文档与虚拟国际规范文档的共享问题研究
Ｊｉａ Ｊｕｎｚｈｉ ＆ Ｓｈｉ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因此本文中文名称的罗马化形式也采用汉语拼

音。 ＨＫＣＡＮ 中名称的中文标目有简、繁体两种

形式，可通过简繁体对应表进行自动转换，检索

时只采用中文简体。
匹配实验大致分为三个步骤：根据本地数

据库中人名的规范标目形式在本地库中进行检

索；以相同的标目形式作为检索点在 ＶＩＡＦ 中进

行检索；手工检查 ＶＩＡＦ 中该目标实体的所有记

录是否都被检索到，以及是否被正确匹配。

２ ３　 实验结果分析

ＶＩＡＦ 是一个连接现有文档的系统，它将各

个机构提交的表示同一个人实体的记录聚合起

来，分配唯一的 ＩＤ 号，作为一个 ＶＩＡＦ 记录。 实

验发现，５００ 条人名数据中，有 ２７２ 条（占 ５４％）
在 ＶＩＡＦ 中无记录，其中 ２４４ 条为中文名称，包
括古代人名 １２８ 条，现代人名 １１６ 条。 剩余的

２２８ 条数据中，１０２ 条匹配成功，即采用中文简

体、罗马形式（中文名称用拼音，外国名称用英

文）作检索式，在 ＶＩＡＦ 中都显示一条正确数据。

有 ４４ 条数据在 ＶＩＡＦ 中有同一人名的不同记录

集合，需要合并；有 ４１ 条数据在 ＶＩＡＦ 中用中文

简体检索不到，只能用西文形式检索到，即记录

中没有中文简体的标目形式；错误匹配的数据

（包括中文简体和西文）共 ４１ 条。
表 ４ 列出了在 ＶＩＡＦ 有记录的 ２２８ 条数据

在匹配过程中出现的三种情况，并统计这 ２２８ 条

数据出现问题的次数。 “ ＶＩＡＦ 中未归并的记

录”是指用中文简体或英文形式分别在 ＶＩＡＦ 中

检索时，出现不同记录代表同一实体的情况；
“规范标目形式检索不到”是指使用中文简体或

英文形式在 ＶＩＡＦ 中检索时无记录显示；“检索结

果不准确”是指检索到的记录与用户的检索需求

不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 ＶＩＡＦ 中用某种形式检

索时，如果检索结果中有正确的记录，但不是出

现在第一条记录中，也将其归为“检索结果不准

确”。 例如用“Ｙａｏ Ｍｉｎｇ”作为检索式时，出现的

第一条记录是 “周，作人， １８８５ － １９６７ （ ＶＩＡＦＩＤ
７６４６３７８７）”，而正确结果“Ｙａｏ，Ｍｉｎｇ，１９８０－ （ ＶＩ⁃
ＡＦＩＤ １１９３１６７３６）”出现在第 １８ 条记录中。

表 ４　 ＣＡＬＩＳ、ＨＫＣＡＮ 规范文档与 ＶＩＡＦ 的匹配情况

存在的问题
频次

中文简体 西文
举例

ＶＩＡＦ 中未归并的记录 １３ ５２
检索 “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 时， 出 现 “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１８９３ － １９７６
（ＶＩＡＦＩＤ ５１６９９９６２）”和“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ＶＩＡＦＩＤ １９１３７８４９７）”

规范标目形式检索不到 ４１ ０
检索“比尔·盖茨”时，无记录。 检索“ Ｇａｔｅｓ， Ｂｉｌｌ”时，显示

“Ｇａｔｅｓ，Ｂｉｌｌ，１９５５－ （ＶＩＡＦＩＤ １０２３７０５７４）”

检索结果不准确 ７ ３９
检索 “ 巴金” 时，第一个记录是 “ Ｈｅｒｚｅｎ，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 １８１２ －
１８７０（ＶＩＡＦＩＤ ２９５１４１９９４）”

实验匹配中，发现我国中文名称规范文档

存在一些问题：名称规范文档记录不全，在 ＶＩＡＦ
有记录的 ２２８ 条数据中，有 ６７ 条在 ＣＡＬＩＳ 中无

记录；检索结果输出不按相关度排列，例如检索

“马克思”时，输出“蔡文杰（马克思主义）” “陈

大安（马克思研究）”等，明显将检索式与附加字

段匹配的记录排在前面；中国人名的拼音标目

不规范，例如“冰心”，ＣＡＬＩＳ 中的拼音规范标目

是“Ｂｉｎｇ Ｘｉｎ”，ＨＫＣＡＮ 是“Ｂｉｎｇｘｉｎ”，各机构对于

笔名的拼音形式没有遵循一致的规定，有可能

在连接各国规范文档时造成匹配错误。

３　 提高国内外名称规范文档共享效率的

对策分析

从以上分析来看，国内名称规范控制工作

尚存在许多不足，世界范围内的名称规范文档

共享也处在建设阶段，大量中文名称还没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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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到国际文档中。 如何促进中文名称规范文

档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对于中文名称规范文档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 １　 提高中文名称规范文档中西文标目的规

范度

规范名称标目中的各种描述形式，以免造

成标目的混乱。 国内对西文标目普遍采用拼音

形式（有英文名的除外），但目前对于拼音标目

的表示仍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遵循规则中

的具体规定，导致描述形式的多样性。 例如对

于“鲁迅”，ＣＡＬＩＳ 记录中拼音规范标目的名称

为“Ｌｕ Ｘｕｎ”，变异标目的名称为“ Ｌｕｘｕｎ”。 而对

于“冰心”，ＣＡＬＩＳ 的记录中拼音标目只有“ Ｂｉｎｇ
Ｘｉｎ”，ＶＩＡＦ 的记录中不同机构对“冰心”的拼音

标目分别为“ Ｂｉｎｇ，Ｘｉｎ”和“ Ｂｉｎｇｘｉｎ”等形式。 对

于中文人名的拼音形式，《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

母拼写法》规定姓在前名在后，分开且姓和名的

首字母大写，国际上 １９７９ 年《联合国秘书处关

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亦采用我国汉语拼

音拼写法，例如曹雪芹（Ｃａｏ，Ｘｕｅｑｉｎ），对于笔名、
艺名、谥号、庙号等拼写方式在《规则》中都有明

确规定，因此我国需积极参与国际编目机构的标

准制订，倡导中文名称标目的规范与统一。
各机构中对外国人的中文译名也存在差

异，例如对于 “ Ｓｃｈｗａｂ”， ＣＡＬＩＳ 的中文译名为

“施瓦布”，国家图书馆为“斯威布”，针对这种情

况，各机构应参照权威资料，例如《世界人名翻

译大辞典》、《不列颠百科全书》，以确保中文译

名的准确和统一。

３ ２　 附加信息作为匹配点的处理

对人名附加信息的处理应该制定更加详细

的规范。 由于名称部分和附加信息都作为匹配

点，可能出现附加信息与名称相匹配的情况。
例如检索“马克思”时，出现“郝静之（马克思理

论）”，针对此情况，可以为不同的匹配点设置匹

配优先顺序，名称部分优先度要高于附加信息。
根据 ＶＩＡＦ 的匹配算法，附加信息有强匹配点和

弱匹配点之分，但除了公认的生卒日期作为首

要附加信息外，对其他附加信息没有制定优先

度的规定，可以根据附加信息的重要程度为其

设置权重，以合理利用附加信息，提高匹配的准

确率。 如何设置权重值仍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对于以学科名称作为区分同名人物的记录，

例如王军（化学工程学）、王军（艺术设计），需进

一步规范学科名称表，以保证描述的一致性。 比

如学科限定词选用《中图法》所列类目［１７］ ，保证

数据统一的同时，也具有可识别性。 对于一些添

加了附加成分也难以确认身份的记录，将其归为

“不可区分的规范记录”，将不能确定的名称不加

区分地放在一条记录里，并在注释中说明该规范

记录可能对应很多不能确定的个人［１８］ ，以确保不

产生无意义的冗余数据，该类型在 ＭＡＲＣ２１ 和

ＣＮＭＡＲＣ 中都有定义，在 ＶＩＡＦ 中也有使用。

３ ３　 寻求更利于共享的数据模型

不同机构使用的描述格式差异，造成数据

之间的共享困难。 以 ＭＡＲＣ２１ 和 ＣＮＭＡＲＣ 为

例，二者结构的相似性和字段的对应关系使其

转换成为可能，但实际操作中情况复杂，在可变

数据区，ＭＡＲＣ２１ 共定义 ９７ 个字段，而 ＣＮＭＡＲＣ
只定义了 ６０ 个字段，有许多字段无法对应。 例

如 ＭＡＲＣ２１ 的 １００ 字段设置的“名字全称” 和

００８ 字段的“语种代码”，在 ＣＮＭＡＲＣ 中找不到

对应字段，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数据转换之后

信息缺失，影响文档中信息的共享效率。
国际图联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与编号

（ＦＲＡＮＡＲ） 工作组于 ２００８ 年提出了规范数据

的 ＦＲＡＤ 概念模型，将书目记录里的实体通过

名称或标识符识别，将规范记录数据与用户相

关联［１９］ 。 ＦＲＡＤ 认为规范记录就是关于实体信

息的集合，它将实体关系以树状形式展现出来。
相比 ＭＡＲＣ 使用字段、子字段描述记录的方式，
ＦＲＡＤ 将实体的“名称”、“标识符”、规范记录中

的“检索点”、描述规范记录的“规则”和“机构”
定义在不同的逻辑层上，一改以往 ＭＡＲＣ 格式

对书目关系的扁平化描述，实现了逻辑分组。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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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录的描述是通过实体属性来实现的，不同

的属性被定义在不同的逻辑层次上，不必考虑

不同格式间字段的对应，更有利于实现规范数

据的共享。
除了详细定义各种实体，ＦＲＡＤ 还定义了实

体间、实体与属性间的各种规范关系［１９］ 。 如将

名称附加信息中的出生地作为地名实体与人名

实体建立“出生于”关系，将参照标目中名称与

规范标目中的名称建立“别名”关系，与出版社、
国家、合著者都能建立相应关系。 这种数据模

型应用到名称规范文档的构建中，不仅方便各

机构间的数据共享，也能进一步明确用户需求，
方便用户在整个书目世界中进行查找。 国内机

构已着手研究 ＦＲＡＤ 模型，将现有的规范文档

进行有效转换，为规范文档的进一步国际共享

奠定基础。

３ ４　 ＶＩＡＦ 项目匹配算法的改进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中文标目已经

加入到国际规范文档中，但在实际匹配时仍存

在很多问题，除了各机构本身的规范控制工作

存在差异外，ＶＩＡＦ 记录合并和维护工作也需要

改进。 首先，ＶＩＡＦ 中对于记录的聚类存在一定

的问题，有很多需要合并的重复记录；其次，在
ＶＩＡＦ 中检索时出现一些错误匹配的情况，例如

用“ Ｍａｏ Ｄｕｎ” 检索时， 出现的第一条记录是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１８９３－１９６７（ ＶＩＡＦＩＤ ５１６９９９６２）”，
第二条记录才是 “ 茅盾， １８９６ － １９８１ （ ＶＩＡＦＩＤ
９７１２１８５４）”，这说明 ＶＩＡＦ 的匹配算法不够精

确，需针对中文规范文档的特点，改进匹配算

法。 此外，建议为不同匹配点设置不同的优先

级别，对于匹配结果应该按照相关度排序。 这

些工作不仅需要参与机构提供更完整的记录信

息来帮助确认和匹配，也需要 ＯＣＬＣ 开发更优质

的匹配和聚类算法。

４　 结语

中文名称规范文档加入国际行列已经成为

必然趋势，目前我国的规范控制工作仍存在许

多不足，国际虚拟规范文档（ ＶＩＡＦ）已经取得了

明显成就，我们应深入地研究国际标准和国际

规范控制工作，以指导我国名称规范工作的开

展。 本文对影响名称规范文档共享的要素进行

分析，并通过对 ＣＡＬＩＳ、ＨＫＣＡＮ 与 ＶＩＡＦ 中的数

据进行匹配试验，分析中文名称规范文档存在

的问题以及影响共享的原因，针对规范文档共

享提出一些对策，以期为中文规范文档的开放

共享提供参考。 未来需进一步拓展研究名称实

体资源的应用范围，研究名称规范文档与其他

领域的互操作，使名称规范文档在语义网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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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ｏｌｄ２００８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ｆｕｗｕｄａｏｈａｎｇ ／ ｃｏｎｆ２００６ ／ ｃｏｎｆ２００６＿ｌｉｙａｎ ｈｔｍ ）

［ ７ ］ 　 ＶＩＡ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７－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ｏｊｒｃｔｓ ／
ｖｉａｆ

［ ８ ］ 　 Ｈｉｃｋｅｙ Ｔ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ｃｋｅｙ ／ ａｌａ⁃２００９⁃ｃｄｇ⁃ｗｅｓｓ ｐｐｔ．

［ ９ ］ 　 Ｔｉｌｌｅｔｔ Ｂ Ｂ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 ｇｏ ｋｒ ／ ｉｃｃ ／ ｄｏｗｎ ／
０６０８１３＿３ ｐｄｆ．

［１０］ 　 Ｈｉｃｋｅｙ Ｔ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ｃｋｅｙ ／ ａｌａ－２００９－ａｃｉｇ ｐｐｔ

［１１］ 　 顾犇．虚拟国际规范文档———连接德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规范文档［ 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０６（４）：８７－ ９０． （ Ｇｕ Ｂｅ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４）： ８７－９０ ）

［１２］ 　 Ｂｏｕｒｄｏｎ Ｆ，Ｂｏｕｌｅｔ Ｖ ＶＩＡＦ ： ｕｎ ｐｉｖｏｔ ｐｏｕｒ ｌａｃｃèｓ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ｅà 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２１］．ｈｔ⁃
ｔｐ：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ｐａｓｔ⁃ｗｌｉｃ ／ ２０１１ ／ ７９⁃ｂｏｕｒｄｏｎ⁃ｆｒ ｐｄｆ

［１３］ 　 Ｈｉｃｋｅｙ 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２－ 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ｃｋｅｙ ／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ｔ

［１４］ 　 廖盖隆，罗竹风，范源，等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１０ （ Ｌｉａｏ
Ｇａｉｌｏｎｇ， Ｌｕｏ Ｚｈｕｆｅｎｇ， Ｆａｎ 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ｉｃ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１－１０ ）

［１５］ 　 廖盖隆，罗竹风，范源，等 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 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１－ ２３ Ｌｉａｏ
Ｇａｉｌｏｎｇ， Ｌｕｏ Ｚｈｕｆｅｎｇ， Ｆａｎ 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
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１－１０ ）

［１６］ 　 潘裕然，胡冰如，等 世界人物大辞典［ 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０：１－１１ （ Ｐａｎ Ｙｕｒａｎ， Ｈｕ Ｂｉｎｇｒｕ，
ｅｔ ａｌ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０：１－１１ ）

［１７］ 　 秦静 同名标目附加成分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１０）：５９－６１，６４ （ Ｑｉｎ Ｊ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ｎｏｎｙｍｙ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０）：５９－
６１，６４ ）

［１８］ 　 顾犇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工作的思考［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７（３）：３９－４４ （ Ｇｕ Ｂ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
（３）：３９－４４ ）

［１９］ 　 ＩＦＬＡ 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ｆｒａｄ ／ ｆｒａｄ ＿
２００９ － ｚｈ ｐｄｆ （ ＩＦＬ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ａｔａ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 ｆｒａｄ ／ ｆｒａｄ＿２００９－ｚｈ ｐｄｆ ）

贾君枝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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