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数字与缩微影像
D IG ITA L & M IC RO G R AP H I C I M A GI N G

数字与缩微影像 2 0 0 4 . 3

高校图书馆的缩微文献信息服务

赵玉花

（ 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  兰州   730050）

网络环境下开展缩微文献信息服务，应当继续做好缩微文献的收藏和阅读服

务，同时开发网上缩微文献信息服务。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图书馆

自动化，网络化步伐的加快，读者越

来越喜欢使用计算机检索，借阅传统

文献，电子文献和从网上获取所需要

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图书馆

如何应用网络环境和高性能计算机开展

缩微文献信息服务，便成为应解决的

实际问题之一。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

行探讨。

一  继续收藏好缩微文献

缩微文献与印刷型文献相比，信

息存储量大，便于收藏保存。一张

150mm × 100mm 规格的胶片可记录

16开杂志98页的信息量，是纸张的600

倍，所占空间也只有纸张纪录时的几千

分之一。500万册图书如改用缩微胶片，

只需一个书柜便能放下，这对缓解图书

馆书库紧张有很大作用。因此，自1985

年以来20年间，不少高校图书馆根据本

校的专业设置和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

求，收藏有相当数量的缩微文献，有古

旧文献方面的，如古籍善本书、画、

近代期刊报纸等；有科技文献和内部

资料方面的，如专业学术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和学者、科学家手稿等。以

我馆为例，收藏的中国重要会议论文

和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的缩微文献就有

6 0 0 0 多件（篇），近 1 7 0 0 0 片。

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我国国

情来看，传统的印刷型文献、缩微文献、

声像文献与电子文献、网上虚拟信息相

互补充和共存，是当前与今后图书馆馆

藏的基本格局，也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

多种信息服务的基础。因此高校图书馆

要开展缩微文献信息服务，除充分利用

现有馆藏外，还应继续补充新的缩微文

献，不断丰富馆藏。高校各馆收藏缩微

文献不必面面俱到，而应根据本校的专

业特色及学科优势与特点重点选购，以

保持现有的馆藏特色。

然而随着数字信息存储技术在文献

信息方面的应用，不少传统文献有了电

子出版物，缩微文献也不例外，如中国

重要会议文献、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

等缩微文献，目前不仅有电子光盘可

读，而且有网络电子信息可利用。面

对一种文献的不同载体，各高校馆在

选购时还应从本馆自动化、网络化建

设的实际出发。总的来说，自动化建

设尚未起步或刚起步的馆还是要以缩微

文献为主；基本实现自动化管理和开

通网络信息服务的馆，则应以缩微文

献的替代产品电子光盘和网络数字文献

为主，其他的一律不再收藏，少量有

保存价值的除外。

二 做好缩微文献的阅读服务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

中，传统文献信息仍是读者利用的主

体，从笔者对本校读者近两年获取信

息的统计来看，传统文献信息占 64 %

左右，其中包含对对缩微文献信息的

获取。其他高校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阅读缩微文献必须借助与之相匹配

的专门阅读设备才能进行，这就制约

了读者对它的利用。为了发挥馆藏缩

微文献的作用，提高其利用率，首先

是搞好读者阅览服务，而要开展此项

服务，就一定要配备缩微阅读机。其

次，开辟一个小的阅览室或设置几个

阅览座位，使读者有个阅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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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便于读者查询、检索和借阅

本馆缩微文献，各高校图书馆应当尽

快建立、健全其书名（题名）目录，

尚未开始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的图书

馆应以手工目录为主，基本实现自动

化管理和开展网上信息服务的图书馆应

以机读目录为主。此外，各高校馆还

应通过简报或在网上发布信息，定

期、不定期地对新收藏的缩微文献进

行宣传报导，帮助读者了解和进一步

利用。

三  开展缩微文献信息上网服务

在缩微文献数字化产品出现之前，

人们获取馆藏缩微文献一直是借助缩微

阅读机阅读实现的。由于这种阅读方

式是间接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

效果也不好，因此导致这类很有利用

价值的文献的利用率在馆藏各类文献中

最低。为充分发挥这类文献在高校教

学、科研中的作用，提高其利用率，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将其数字化并提供上

网服务。

缩微文献信息数字化有两种途

径：其一是出版单位把准备出版或已

出版过的胶片式的缩微文献改为数字化

的电子光盘出版发行，目前这类数字

文献已有很多种，不少高校馆也开始

收藏；或者将其制成网络电子文献通

过网络发行，如现今在我国互联网上

运行的《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

库》和《中国主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就取代了缩微胶片。其二是收藏

单位要尽快将本馆收藏的缩微文献的目

录数字化和全文数字化。前者可靠人

在计算机上完成，各馆基本都能做

到；而后者必须借助能将缩微文献信

息转换成电子图文信息的高科技专门设

备。好在目前这种技术已比较成熟，

如美国柯达公司、日本富士和佳能公

司等就已推出了依托电子扫描技术转换

缩微文献信息为电子文献信息的设备，

这就为缩微文献信息能尽快数字化和上

网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持。如果我们能

尽快购进使用这类设备，高校图书馆

缩微文献数字信息化的步伐就能大大加

快，读者也就会像喜欢利用其他网上

信息一样喜欢这类文献信息。

四  网上缩微文献信息开发服务

网上缩微文献信息是数字化后的信

息，它已经与网上其他信息融为一

体，因此对它的开发已经涉及到其他

文献信息。当前我国互联网上包括

《中国主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等网

络缩微文献信息在内的20 多个数据库

的信息有1200多万篇。这些信息数量

大、分散、无序，不利于查找。为

了使网上信息便于读者利用，高校图

书馆应根据他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差异和

需求的多样性，利用计算机将网上文

献开发成不同的信息产品。

首先，为便于读者查找文献，编

制网上文献信息书目或题录；为解释

网上文献信息内容，编制篇目索引、

文摘、书评等。

其次，按照读者的特定需要，将

有关的网络信息通过选择、分析、加

工整理、重新组合等手段，开发成某

一问题、某一主题的信息汇编等。

第三，将网上的文献信息进行分

析，归纳后编写成综述、述评等新增

值信息产品，以对事物发展动向或态

势作出预测或提出建议。

第四，为本校或外单位科研人员

开展定题服务，将网上的最新文献信

息有针对性地、及时地、主动地提供

给他们。

当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和在图书馆中的应用，要开展

缩微文献信息服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各高校图书馆应继续关注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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