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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
澳門大學圖書館

截至2019年9月，本館中文名稱規範記錄合共15,067筆。

2019年新增759筆，更新577筆。

澳門公共圖書館

處於研究階段，暫未能提供有關記錄。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截至2019年10月，本館人名規範記錄共3,470筆。

因系統轉換，2019年新增33筆。



澳門地區相關項目的進展
澳門大學圖書館

館藏加入OCLC 聯合目錄

加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名稱規範合作項目(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Alma系統轉換

學者庫項目

澳門公共圖書館
探討本館現行系統建立權威記錄的可行性。

參考「中文名稱規範聯合數據庫檢索系統」的資料，進行編目工作。



澳門大學圖書館

加入OCLC 編目聯盟
加入LC NACO



澳大加入OCLC 聯合目錄
1. 2018年10月，加入OCLC聯合目錄。

2. 開展利用Connexion / CM 編目的培訓及實作。

3. 目前約20,000館藏加入目錄。

4. 編製內部編目指引：訂明本館政策及OCLC要求，建議最優工作流程(Best Practice)。

挑戰與適應

1. 編目政策：本館 Vs OCLC

2. 編目規則：AACR2  RDA 共存與升級

3. 編目語言：
AACR2－中日韓文書以中文作編目語言；葡文書以葡語為編目語言。
RDA－所有語種圖書主要以英文為編目語言，其他歐洲語種亦可以圖書資料的語種作編目語言。

4. 提升整體編目績效?



AACR2: 繁體中文編目 RDA :英文編目



RDA: 英文編目



RDA: 葡文編目



澳大加入NACO
1. 2019年5月，加入LC NACO項目。

2. 開展相關培訓及實作，至今仍在試行階段。

3. 編製內部工作指引：訂明本館政策及LC NACO 要求，建議最優工作流程(Best Practice)。

挑戰與適應

1. 編目政策及考量：本館 Vs LC相關準則

2. 首選名稱 (Preferred Names) 的選用。如：澳門政府機關中葡文的選用

3. 效率考量：功能導向 Vs 標準/完整記錄

4. 目前使用的ILS不能很有效的配合規範記錄修改首選名稱後，對書目記錄的影響。



NACO記錄:

澳門大學

110 選用 Aomen da xue



澳大規範記錄: 

澳門大學

110  選用 University of Macau



哪個語種的名稱為首選?

來源: http://access.rdatoolkit.org/document.php?id=lcpschp11

澳門的官方語言：中文與葡文

http://access.rdatoolkit.org/document.php?id=lcpschp11


NACO記錄中，早期的澳門政府機關，其 110  首選葡文名稱



澳大記錄中，早期澳門政府機關的 110  首選葡文名稱



澳大記錄中，
澳門政府機關的
110 首選中文名稱



本館 Vs NACO
編目語言：中文？英文？羅馬化拼音？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Alma系統轉換
學者庫項目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之Alma系統轉換

1、數據遷移工作總體順利。

2、我們感受到的特點：

1）雲端系統：在數據的組織結構上更合理，使得圖書館各業務組的業務聯繫更緊密，工
作流程化，更便於管理。這些都是舊系統例如millennium所不具備的。雲端系統也可以基
於瀏覽器做一些優化。相比服務器在本地的系統，最主要的劣勢是操作上需要的響應時間
更長。

2）元數據編輯器：友好性很差，直接拖慢編目效率。

3）對Alma的應用：

A 090自動生成功能；

B Rules功能的利用：對數據著錄方面進行預處理；對文學作品進行自動分類標引。



對於翻譯書，將100字段的中文翻譯名進行預處理成符合
MARC21格式需求的100，避免編目員手動修改，節約編目
員時間。



對650第二指示符進行預處理，使之能夠建立索引，利用中
文主題詞串反查LCC：



對文學作品進行數據預處理，一定意義上實現系統自動分
類與標引，在alma的F3功能不給力的情況下，此功能的挖
掘利用很好的節約了編目員查找同類圖書的時間。以沈從
文為例：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之Alma系統轉換

3、規範製作方面我們碰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案：

1）LCSH中文名稱檢索效果極其差。

2）本地規範庫導入后，與書目數據連接的問題尚未解決。

3）解決方案：連接HKCAN規範庫，進行中文名稱規範的檢索（與舊書目記錄連接問題仍
未得到解決）。據稱今年年底會解決LCSH中文名稱檢索問題。

4、規範數據方面的計劃：

1）延續去年的政策，在澳門館藏範圍內開展規範數據的製作工作。

2）2020會嘗試在地圖館藏內展開規範數據製作工作，包含人名規範和地名規範。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之學者庫項目 scholar.must.edu.mo

1、進展：

1）授權學者50人增加到80余人。

2）被放在大學首頁顯著位置。

2、計劃：

2019年底完成學校助理教授級別以上共計

260余位在本校產出的成果數據。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之學者庫項目 scholar.must.edu.mo

3、感受：

①學者檔案的建立和維護與人名規範的製
作和維護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②學者成果數據的維護與人名規範記錄與
書目記錄的掛接和維護也類似。
③編目員可考慮利用積累的MARC規範數
據，結合清洗工具（例如：DDA，可清洗
MARC數據），做出一些具備特色的數據
產品。



學者發文不同形式的名稱與規範數據格式中1字段、4字段（MARC21）類似



學者機構描述與規範數據對人的單位附註300（CNMARC）類似。



學者成果數據的認領、掛接與維護與規範數據與書目數據的掛接、維護類似。





成果：1）具有共同特點的人物的集合（都屬於澳科大學者）；2）人物的個人頁面；3）人物的成果展示與分析。



思考：編目員應該考慮把多年積累的MARC數據產品化，
提高對數據的挖掘和利用；或者提供接口供專業數據
庫或搜索引擎調用。

例如：可否基於海峽兩岸共享的個人名稱規範數據，
做出類似產品。海峽兩岸**人物庫等…



總結與展望

未來工作規劃：
機構記錄：完成本澳政府各部門的相關記錄。

人名記錄：開展澳門學者，作家及名人的規範記錄完善工作。

加強規範控制在區域內的實務合作，如：與CNASS, NACO及VIAF的數據共建及互通。

深化RDA在規範工作的使用，並探討相關領域的全球發展方向。

加強編目人員專業培訓。

繼續保持與本地及鄰近地區在專業化、規範化方面的交流合作。



謝謝! 

供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