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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规范常规工作

 相关数据统计

 CNASS共享库的工作

 其他工作



普通中文图书实现全面的名称规范控制，台港

澳图书、中文资料、学位论文等文献类型逐步实现

与名称规范数据的关联。

工作内容

新建、维护及整合名称规范数据

规范数据与书目数据的关联

信息源

在编文献、网络资源、报刊、工具书、电话、E-mail、其他。



普通中文图书在编目流程内实现名称规范控制。

 每年图书种数约20万种。

 优点：充分利用文献本身的信息源，同步实现书目数据

与规范数据的关联。

缺点：物流的压力，编目人员负荷较大。



编目人员不足

未实现规范数据编制的合作编目

尝试部分名称规范工作外包

外包公司依据在编文献编制规范数据，关联书目数据。

•提高工作效率。

•花费一定的精力培训。

•需要外包人员相对稳定。

图书馆员验收数据，并继续通过网络等其他方式完善规范

数据。



规范数据数量的增长放缓，数据维护和整合需

要花费更多精力。

在编文献相关责任者

各渠道问题反馈

新闻相关个人

丏项维护



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中文名称规范库数据总量

1 902 451条。

其中：

个人名称规范：1 702 624条

团体名称规范：137 872条

题名规范：61 954条



2021年10月，上传完整形式的个人名称规范数据2万条，
数量累计73万余条。

问题：

能否实现规范数据的单条维护？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名称规范数据的共建共享

使成员馆的书目数据快速建立与名称规范的关联关系。

提供异构查询接口，帮助成员馆在自己的系统中逐步完成

名称规范建设。

适时启动规范数据的共建。



《信息与文献 资源描述》国家标准（GB/T 3792-

2021）发布

将GB/T 3792 系列标准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修改原来标准的基础上，遵循ISBD 统一版，同时参考

RDA 进行研制。

适用于书目机构对各种类型资源的描述，包括图书、连续

出版物、集成性资源、电子资源、图像、地图资源、乐谱、

录音录像资源、古籍、拓片、手稿、学位论文等。

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都

图书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推进编目规则网络版的研发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2005年出版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使用手册《中文书目数据制作》

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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