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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提出查重实践中不同的查重方式和查重范围,指出查重的误区与问题, 认为

∀复本 #范畴不限于同一种书, 应延伸查重的外延, 改进与完善查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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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重概述

查重在图书馆的采访、验收和编目工作流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节。本文侧重文献采访过程中的查重,即查检核对书商、读者推荐或采访

人员拟采购的图书是否已入藏或预订过,以决定是否订购或增补册数,避

免重订。采访查重是控制文献复本量、节约经费的重要措施,也是了解馆

藏情况、提高信息资源采选质量的方法之一。查重是否准确、科学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图书馆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并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藏书建

设和为读者服务的效果,因此做好图书采访查重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做好查重工作,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复本。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的采

编人员对复本的概念认识不一,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给查重工作造成一定

的混乱。有的认为∀若在编图书与某一馆藏记录的题名、责任者、出版项、

ISBN等著录信息完全相同,则为重书,也称复本  1!。#各个著录信息完全

相同是复本没有歧义,但稍有差异是否就不算复本有待商榷。

2 查重的外延

对复本的认识有差异,查重的外延也就引申出几个不同的范围:

2. 1 第一种是狭义的查重,专指同一种书,即书名、作者和书号等基本信

息都一样,内容完全相同的才判断为复本。同一本书以后翻印、重印,根

据 ISBN编号原则,即使内容没变化,装订与版式有显著变化时,重印书的

出版者发生变化,再版书或重印过去无国际标准书号的图书时,都另外申

请新的 ISBN编号。例如,平装、精装、线装等不同装帧形式但内容相同的

图书,通常有不同的 ISBN号,唐元基、罗庆泗合著的∃乾隆传%,平装本的

ISBN为 7- 01- 001922- 3,精装本的 ISBN为: 7- 01- 001953- 3 2!。这

类情况因图书内容没变化,查重时却没当作复本,就会导致一馆重复订购

很多内容完全相同的书。

2. 2 第二种是较为广义的查重,指内容相似或相近的图书,即在论述内

容及学术层次、读者对象方面近似的图书,也作为∀准复本 #考虑。例如,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有多家出版社出版,所选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但大同小

异,笔者认为图书馆选购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少数

两、三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即可。

2. 3 第三种是载体扩展的查重,查重范围不限于一种载体,同一种文献

或内容相似的文献,不管载体是否相同,都视为复本。例如,我馆 2008年

试行查重对照中文期刊的印刷版与电子版,考虑停订上千种收入数据库

且非核心刊的印刷刊物。

2. 4 第四种是馆外延伸的查重,即查重的范围不限于本馆,必要时要延

伸到对共建馆的查重,例如参加外刊协调共建的单位,对于一些高价刊是

否要订购,还需查检其它共建馆是否已订购该刊。

3 查重的误区与问题

在查重工作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较普遍的问题,主要

有下面几点:

3. 1 外延狭隘

很多图书馆查重时只限于第一种意义的查重。他们把内容近似的

书,甚至内容相同只是版本有别的书定义为非复本,因而这些书就不作为

复本排除。例如,某个图书馆先后 26次订了十几个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雨

果写的∃巴黎圣母院%,包括同一出版社不同时期出的版本。这里面的主

要问题是把不同书号的书都当作非复本购入,产生大量实际意义上的复

本,造成极大浪费。

3. 2 没有考虑不同载体的互补

大部分图书馆采访时不考虑不同载体的互补,查重时只查同一载体

的文献,造成经费上不必要的浪费。目前,电子文献客观上还很难大范围

替代纸本文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高价书刊的采访,还是应该考

虑电子书刊的替代功能。

3. 3 几个极端

一是认为由单一途径查重,可减少漏检率。但是因为降低查准率,检

出结果有不少垃圾,影响采访人员快速准确地判断。偏好单一检索途径

的另一种情况是采访人员图省事,检索时只选用一个检索途径查重,结果

是把许多同名异书、同号异书的文献当作复本去重,遗漏了一些本该购置

的重要文献。

二是认为同时由多个途径混合查检,可提高查准率,殊不知,由于书

目信息不一定很准确,是否有复本有时需要人工判断。如果同时采用过

多的限制条件来检索,会造成不应有的漏检,从而重复购置复本。因此,

采访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变换检索方式和检索词。

三是认为机检可完全取代人工识别,无需核对。事实上,虽然不少查

重软件功能强大,但由于检索词和检索组合的复杂性,查重结果往往离不

开人工判断。特别是碰到检索词错误或不规范的情况,或是同书异名、同

名异书的情况,都需要人脑识别。

3. 4 粗心大意

有的采访人员查重时粗心大意,造成重订、漏订。对于国外作者由于

音译意译差别或输入字母、符号时大小写切换和全角半角状态不同等原

因,著录采用的责任者也可能不相同;国内作者也会因用本名或笔名等原

因,同一责任者有不同的表示形式;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情况也不少见,

特别是翻译著作会因不同译者采用不同的题名  3!;有的采购系统没解决

新旧 ISBN号转换问题,也需要查重人员细心辨识。

多卷集查重时如不细心核对,容易看错卷期,从而漏掉所缺卷期,重

订已经入藏的卷期。同时,查重时不看复本数,不管是否需要补购复本,

一概去重,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3. 5 时间差导致重复订购问题

外出现采是图书采访的重要形式之一,由于在馆采访人员和外出采

访人员同时办订,如未合理协调,外出采访的图书和订购数据滞后一段时

间到馆后,可能会发现不少重订,这就是采访的∀时间差 #问题 4!。解决

的办法是外出采访数据在确认订购之前要连线馆藏采访库和中央书目库

进行查重。没有条件在外连线的图书馆,相应时间内的在馆采访数据,要

等外出采访数据查重确认后再发订。我馆使用汇文的无线外采软件,可

随时上网连线本馆服务器进行查重,但有的书商的采集器只采集 ISBN

号,信息不全,所以仍会存在重订现象。

4 查重的改进与完善

在查重过程中通过拓展范围,灵活检索,综合考虑,细心核对,可提高

查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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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馆员,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来稿时间: 2010年 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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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内容的拓展

查重时判断为 ∀复本#应不限于图书内容和书目信息完全相同的书,

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要分析判断是否新增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如果

没有就不必购进新版本,除非原来的复本量不足。

对于内容近似的书,既要考虑各馆对这方面文献的需求量,以及馆藏

现有多少这方面藏书,还要分析待选文献的学科性质和学术价值,与原有

馆藏中同种类文献的相关程度,待选文献是否比馆藏已有的同类文献的

学术价值更大,或者只是简单重复,确实需要时才购置。

4. 2 载体的延伸

不同载体可替代的文献,查重时应兼查不同载体的复本情况。电子

文献在一定条件下可替代纸本文献,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很多馆可

考虑下面一些文献的替代: ( 1)介于买与不买之间的文献,这类文献在采

访选择时经常碰到,主要如:文献内容属于采访范围,但水平一般;较为重

要的书刊,但价格偏贵;已有馆藏,只是复本稍嫌不足;新版本频出的图

书。 ( 2)价格昂贵,但利用率不高的外文书刊。笔者认为,上述文献的查

重范围应包括各种载体。例如,厦大图书馆对于推荐订购的外文期刊,查

重后发现馆藏没有纸版但有电子版,或属 OA期刊,依照采访原则概不新

订。

4. 3 灵活查重

查重工作中有不少技巧,灵活运用可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在具体工

作中,采访人员常常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偏好来选择不同的检索点,为了避

免漏查,查重的方式应灵活多样,选用多种方式混合查重,并根据需要选

择不同的匹配方式,如前方匹配、中间匹配或者是完全匹配,来提高查全

和查准率。有时会碰到某些前冠小字或数字是否为题名一部分的疑惑,

或者前置词不确定,这时可通过截词查重回避难题。

查重过程中碰到某些记录有疑问,采访人员根据常识判断可能是检

索词不准确、不规范,或可能是同书异名、同作者异名等情况,如∀卡内基 #

与 ∀卡耐基#等,这时要分析判断可能正确或变异的检索词,加以试查,或

改变、结合多种检索途径试查。查重时要正确处理标点符号、空格、数字、

汉语拼音及外文字母,避免漏检。

4. 4 统筹考虑

采访实践中碰到某一待选近似文献是否去重,或作为准复本购置,要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分析其价值及本馆读者对该书的潜在需求;近似书

内容的相似程度及馆藏数量;是否有不同载体的版本或共建馆已订购,等

等。

复本量也需统筹考虑。馆藏复本量少的,要根据该书的潜在利用率

和价格等因素考虑是否增订复本;属于∀重点采选#范围且价格适当的,可

考虑电子图书和纸质图书同时入藏,但应减少纸质图书入藏复本;对属于

∀一般采选#范围的,则可考虑只收藏纸质图书或电子图书。若属于本馆

∀重点采选#范围或分工协调采选范围,但其他图书馆也已订购或收藏,则

采选时可减少入藏复本 5!。

此外,参与馆际联合采购或地区协调采购的图书馆,对某些文献的采

访查重范围还需扩及其它图书馆。对于上文提到的粗心大意容易出错的

几种情况,要特别细心辨识、核对,正式发订前要进行 ∀二次查重 #,避免误

订。必要时,丛书要分别查找丛书名和单册题名,对于有分卷题名的多卷

书,既要用总题名查重,又要用分卷题名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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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Books Rechec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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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ooks recheck ing p lay s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the library acquisitio n. This paper po ints out the problem s and the

so lution o f im prov ing the quality o f book s rechec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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