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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中文規範工作重點

規範記錄

工作指引交流

共建共享

規範記錄

館際館員

討論交流



統計數據

 澳門大學圖書館

截至2021年10月，本館中文名稱規範記錄合共15,717筆。

2020-2021年新增及更新650筆。

 澳門公共圖書館

暫未提供有關記錄。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截至2021年11月，alma規範記錄共3,488筆；

新增本校機構規範3個，地名規範18個（特藏部門）；

此外，新增3大詞表：

澳科大一級機構詞表、二/三級機構詞表；

澳科大人名-機構詞表。



澳門地區相關項目的進展

 澳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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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2020年5月轉換Alma 系統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編目工作與編目員轉型

詞表製作與數據服務

利用詞表製作MARC規範數據



澳門大學圖書館

加入LC NACO

轉換Alma 系統



澳大加入NACO

1. 2019年5月，加入LC NACO 項目。

2. 開展相關館員培訓及實作。

3. 編製內部工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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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考量

3. 2020年5月轉換Alma 系統



NACO 工作手冊



澳大轉換 Alma系統



澳大轉換 Alma系統



澳大轉換 Alma系統 選取規範記錄的優先次序：
1. 本地UMNAMES, UMSH

2. LCNAMES, LCSH

3. HKCAN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 Names of Persons

https://www.ifla.org/g/cataloguing/names-of-persons/



IFLA Names of Persons: Chinese Names

這個文檔是網絡版的，
可以隨時作增修。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編目工作與編目員轉型：從學者庫開始……

詞表製作與數據服務：本校機構詞表、人名-機構詞表
利用詞表製作MARC規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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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會議提出的思考：

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

形成系列數據分析報告，

為大學各部門提供數據服務。



編目工作與編目員轉型：從學者庫開始……

學者庫項目的關鍵：
人名的收集與清洗即

①人物基本與關鍵信
息收集；
②同名人物的識別；



學者庫實踐形成的系列報告產品之一：人員學術成果分析報告



詞表製作與數據服務

40+變體（2021.11）

澳科大二/三級機構詞表（WOS）
25個機構
160+變體（2021.11）

澳科大一級機構詞表（WOS）



詞表製作
澳科大一級機構詞表（Scopus）

90+變體（2021.11）

澳科大二、三級機構詞表
（Scopus）
23個機構
370+變體（2021.11）



澳科大人名-機構詞表
4400+詞條



數據服務：機構發文情況分析



利用詞表製作MARC團體規範記錄



MARC團體規範記錄的應用



基於圖書的MARC規範數據與基於期刊論文詞表的異同

相同點：
1、對於多成果人物，其姓名變體較多。例如圖書規範數據中常見的魯迅，筆名繁多；
而發表期刊文章多的學者，其姓名變體也相對多。
2、人名識別難度都一樣大，中國人名比一般的外國人名同名現象多，這一點無論在圖書
規範數據製作中，還是在期刊論文數據人名清洗中是一樣的。
3、從團體名稱看，理清機構歷史與沿革，及機構之間的關係是製作難點。

不同點：
1、基於期刊論文的姓名變體數量多於基於圖書的變體。
2、MARC定義的規範數據字段完備，製作耗時長；詞表製作由於借助於數據清洗工具及
字段簡單，製作耗時不如MARC記錄長。
3、MARC定義的人物生卒年、性別等自然屬性有利於識別人物；期刊論文中對人物郵箱
的收集有利於識別人物。
4、學者庫中，利用機器學習原理判別成果，有利於減輕數據工作人員清洗負擔；圖書館
管理系統編目模塊無此功能。



總結與展望

 未來工作規劃：

機構記錄：將機構詞表用於alma中製作本校團體規範記錄，提升本校出版物與學位論文檢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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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NACO的數據共建及互通。

 深化規範工作的使用，並探討相關領域的全球發展方向。

 加強編目人員專業培訓:

將編目員從重複思維與勞動中解放出來，提供數據務，提升終端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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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請交流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