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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S Ⅱ系统数据处理功能应用于采访初探
韩冬丽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摘 　要〕　探讨 ILAS Ⅱ系统数据处理功能在采访中的应用问题。提出了征订

目录数据库、MARC 数据库、定长数据库和 MARC 数据输出等应用程序和方法 ,提出

应当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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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AS Ⅱ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接口 ,具有灵活的

数据处理能力。怎样把 ILAS Ⅱ系统数据处理功能应

用于采访工作 ,做到书目数据处理准确无误 ,高效率 ,

是每一位采访人员必须面对的课题。

1 　征订目录数据库的数据接收处理

1. 1 　接收外部电子版目录的操作流程

征订目录库接收外部电子版目录的操作流程的 9

个环节如下 : ①采访管理———②征订目录管理———③

在总征订目录下添加分目录———④在分目录下接受书

目数据———⑤选择接收源数据文件及接收格式文件

———⑥进行数据格式设置———⑦书目控制号自动给号

或按原控制号———⑧填写征订目录名和征订期———⑨

试接收书目数据———�λυ正式接收书目数据。

1. 2 　接收外部书目数据应当注意的问题

(1)分目录的名称不能过长。在“总征订目录”下

添加分目录时 ,分目录的名称不能过长 ,尽量控制在

8 个字节以内 ,否则在接收数据后 ,数据的排列会杂

乱无序 ,不方便处理书目数据。

(2)区别选择接收数据格式。如果是 MARC 格

式 ,须对记录结束符、字段结束符和子字段结束符进

行取值 ,分别是 29、30 和 31。如果是定长数据或带

分隔符定长数据 ,须选择定长格式文件 ,并对其进行

字段设置。

(3)根据格式正确设置分隔符号。如果遇到的是

EXCL 格式或其他定长格式 ,要明确数据有没有带分

隔符号 ,是什么分隔符号。要正确设置分隔符号 ,否

则系统将无法对定长格式参数取值或将导入错误的

字段信息。

(4)正确确定字段长度和字段偏移位置。为使数

据完全对应 ,就必须进行数据格式设置。在格式设置

中 ,要正确确定字段长度和字段偏移位置 ,其中要特

别注意计算字段转换时的偏移位置 ,否则在接收数据

后会产生混乱及字段差错。对带分隔符的数据接收

格式设置时 ,需要正确填写数据的分隔符号。在正式

接收书目数据前 ,可选择几条书目数据试接收查看 ,

确认无误后再正式接收书目数据。

(5)接收书目数据时需要设置控制号。一般情况

下 ,在接收书目数据时 ,可以按原控制号 ,由系统自动

随意追加。如果要对接收的书目数据进行某些字段

处理 ,如添加、删除和修改字段时 ,在接收时就需要进

行控制号的设置。例如 :接收科技新书目第 652 期 ,

共 613 条书目数据 , 起始控制号可以设置为

9200000001 ,接收完毕后 ,第 613 条书目数据的控制

号就是 9200000613。同时应当注意记下每批书目数

据控制号的取值范围 ,避免之后重复取值。

2 　MARC数据库的数据批处理

2. 1 　MARC书目数据批处理流程

这里以批追加 690 字段分类号为例 ,具体叙述批

处理流程。

①系统管理员———②系统工具———③MARC 数

据库数据批处理———④选择书目库为征订书目库

———⑤选择索引为书目控制号———⑥在“检索键值”

输入相应书目控制号范围———⑦选择字段修改功能

———⑧设置需要修改字段的名称标识、原值以及新

值———⑨查看修改后的首记录———⑩开始批修改。

2. 2 　MARC数据库数据批处理应注意事项

首先 ,在进行字段增加批处理时 ,要正确填写增

加字段的指示符和标识 ,在是否新增栏目选择新增字

段 ,否则无法追加字段。

其次 ,如果对某一字段的分字段进行批处理时 ,

要正确填写字段名和分字段的标识符号 ,比如 ,210

字段包括 210 @a、210 @c、210 @d 三个分字段 ,现要对

210 @d 字段进行批修改 ,必须正确在字段标识栏填

写 210d ,如果错误填写为 210 ,系统将对 210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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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进行批处理。

3 　定长数据库维护

3. 1 　定长数据库维护操作流程

以经过处理的科技新书目 652 期共有的 68 条订

购数据输出订单为例 ,具体批处理的流程如下 ,定长

数据库维护操作流程包括 9 个环节 : ①系统管理员—

系统工具———②定长库数据批处理———③选择数据

库为采访业务库———④选择索引为批号———⑤设置

定长检索限定———⑥在字段修改栏选择发行者字段

标识———⑦在新值一栏填写发行者———⑧查看首记

录 ,预览原数据和处理后的数据———⑨确认无误后

开始批处理。

3. 2 　维护定长数据库应注意的问题

(1)确认选择数据库正确后才进行批处理。在选

择数据库时 ,要确保选择正确 ,否则一旦出错 ,对其他

馆藏库也进行了批处理 ,就很难检索和改正。所以在

批处理前 ,一定要仔细检查每项设置 ,确保无误后才

能进行。

(2)区分“源字段”和“目标字段”的作用和关系。

进行字段替换时 ,要区分清楚“源字段”和“目标字段”

各自的作用 ,源字段的内容是替换后目标字段内容的

模版 ,字段替换后 ,目标字段的内容被替换成源字段

的内容 ,不要混淆了这两个字段的作用和关系。

(3)必须检查是否选择了“清空源字段”内容栏。

在对“源字段”进行设置时 ,如果要在替换“目标字段”

的同时 ,清空“源字段”的内容 ,可以选择“源字段标

识”右侧的“清空源字段”内容。一般情况下 ,都需要

保留源字段内容 ,所以在替换前 ,要注意检查是否选

择“清空源字段”内容栏。

4 　MARC数据输出

4. 1 　MARC数据输出操作流程

MARC数据输出操作流程是 : ①编目管理———

②数据接口———③输出 MARC 数据———④浏览设置

输出数据文件名及地址———⑤需要输出采访或馆藏

时 ,设置相应输出字段———⑥选择输出检索途径 (如

分类号、采访记录号等) ———⑦查看首记录的处理结

果———⑧开始输出 MARC数据。

4. 2 　MARC数据输出注意事项

首先 ,要注意采访字段和馆藏字段是不能同时

输出的。如果同时选择输出采访和馆藏字段 ,系统将

给出不能同时输出的信息框。其次 ,在设置输出采访

字段时 ,如果不确定字段长度 ,可以设置为 - 1 ,即不

限定字段长度。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不确定字段长度

而出现的乱码现象。

其次 ,在输出采编及馆藏库所有书目 MARC 数

据时 ,需注意以下问题。

外出采访时 ,需输出采编及馆藏库所有的书目

MARC数据 ,只有找出首尾书目记录号 ,才可以输出

采编及馆藏库所有书目 MARC 数据。首条书目

MARC 数据一定在馆藏库 ,其 MARC 数据记录号是

0000000002。尾条书目 MARC 数据在采编库 ,采编

库里最新做的一条书目 MARC 数据即是尾记录 ,查

找尾记录的方法如下 :采访管理———系统维护———

采访书目记录维护功能模块 ,检索采编库书目尾记

录 ,系统显示最新做的一条 MARC 数据的记录号为

0000507167。设置好首尾书目记录号后 ,就可以输出

采访及馆藏所有书目 MARC数据。

输出时不要钩选“有采访才输出”及“有馆藏才输

出”两栏的限定条件。根据我馆的实际情况 ,早期的

馆藏书的 MARC 数据是回溯入库的 ,很多没有采访

信息 ,还有少量书目在 ILASⅡ系统升级数据转换时 ,

丢失了馆藏信息。这些书目虽然没有采访信息或馆

藏信息 ,但是仍然是已经采购或入藏的图书 ,所以 ,如

果限定有采访或有馆藏的输出条件 ,就会遗漏这些特

殊的书目数据。

为方便输出 MARC 数据的后期处理 ,要注意不

要选择“MARC加回车”栏 ,因输出的 MARC 数据文

件已经很庞大 ,如果再给输出的 MARC 数据条目之

间追加回车 ,形成的 MARC数据文件就更庞大了 ,不

利于后期数据处理。比如 :就拿我馆来讲 ,经检索共

输出 30 几万条书目 MARC数据 ,以便外出采购时做

查重处理 ,避免重复采购。虽然在每条 MARC 数据

之间加回车可以使 MARC书目条目清晰 ,容易查看 ,

但是 ,30 万条书目数据的文件已经很庞大了 ,如果再

加回车 ,形成的 MARC文件更庞大了 ,对后期的数据

处理是很不利的。

此外 ,避免同一本书出现两条书目数据和两个

记录号的现象。在外出采访时 ,有时候可能采购复

本。在 ILASⅡ系统里一种书的书目记录号只能有一

个。这些复本书目数据在重新导入 ILASⅡ系统数据

库时 ,须对应源书目数据 ,将复本采访信息添加到源

书目数据的采访信息栏。其对应的唯一标识就是书

目记录号。所以在输出 MARC 数据时 ,要选择“输出

书目记录号”栏 ,才可以避免同一本书出现两条书目

数据和两个记录号的现象。根据待处理数据自身的

特点和处理要求等具体情况 ,采用恰当的书目数据程

序和方法 ,并认真对待各个数据处理环节应当注意的

问题 ,基本上可以达到数据处理准确、高效率的目标。

(来稿时间 :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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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借阅服务的开发效能 ,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建设发挥图书馆特有的作用。三是要满足

读者消费借阅的需求。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 ,要满

足各类读者的需求 ,还必须根据当前信息消费的特

点 ,坚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而设 ,创新外借服务的

新思路。如山区、矿山、少数民族等地区 ,由于基层

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远远比不上公共图书馆 ,这就要

求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走下去 ,开展多种形式的

服务。如送书上门 ,建立示范点 ,与乡村图书室联

网 ,组织读书俱乐部 ,开展读书竞赛活动 ,把读者吸

引到消费借阅活动中来。至于经费可以将有偿服务

与无偿服务结合起来。著名作家谭谈在涟源市乡村

开创的“爱心书屋”就是最好的典范。

3 　必须健全图书馆借阅服务网络

在当今网络时代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

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社会生

活的各个层面通过信息网络相互影响。图书馆作为

社会重要信息传播交流的中心 ,借阅服务工作面临

着新的挑战 ,必须加快建立健全运用各种先进科学

技术和知识传播方式的网络机制。首先 ,要加快建

立健全图书馆借阅服务大众化的网络机制。图书馆

要从根本上改变馆员与读者的关系 ,必须坚持与时

俱进 ,加快构建一个提供服务网络的好环境 ,能够为

用户快捷、准确、全面地提供所需信息 ,最大限度地

服务和满足社会大众。在建立大众化网络信息机制

中 ,既要考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工

作需要 ,又要关注普通公民的个人需要 ,更要照顾老

年人、残疾人、少年儿童、家庭妇女等各类人群的特

殊需要。既要提供政治、历史、法律、文化、医疗、保

险、交通、旅游、财产、婚姻等方面的知识 ,又要提供

诸如查找市场业务、电话号码、邮政编码等方面的

“小信息”。通过热情、可靠、快捷的服务 ,为读者排

忧解难。其次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 ,磁盘、光盘、缩

微品、远程网络提供等多种信息传播形式将大量运

用。这样 ,使读者既可同时获得文字、图形、图像及

数字视频等各种多媒体信息 ,又更加方便和快捷 ,只

需对图书信息进行简单处理就可直接使用 ,大大加

快了图书信息的传播速度。再次 ,要加快建立健全

图书馆借阅服务智能化的网络机制。通常可以借助

计算机对信息资源进行智能检索、分析、处理 ,根据

图书的内容特征在图书之间建立起多种链接 ,各信

息节点间形成多维网状结构。这样就可从任何一个

角度来显示图书信息的有序化 ,读者查阅图书时 ,一

个检索要求就可以将所有相关图书一次性检索出

来 ,大大提高查全率。

(来稿时间 :200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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