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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连续性资源组织的图书，内容涉及到连续性
资源组织的方方面面，包括连续性资源的概述，如连续性资源的含
义、内容、划分标准和特点；连续性资源组织的概述，如连续性资源
组织的含义、内容、目的和原则；连续性资源组织的标准，如形式标
准、内容标准、各类组织的国内外标准（ＦＲＢＲ、ＦＲＡＤ、ＦＲＳＡＤ、

ＲＤＡ等）。全书的重点部分是介绍连续性资源组织的四个阶段：
传统连续性资源组织模式和方法、网络环境下连续性资源组织模
式和方法、语义环境下连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和方法以及未来连
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和方法，即语格环境下连续性资源的组织模
式和方法。本书适合广大信息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
专业人士和学生使用。



前　言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ＩＳＢＤ）２００２年修订版中用ＩＳＢＤ（ＣＲ）
连续性资源（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取代了ＩＳＢＤ（Ｓ）连续出版物
（Ｓｅｒｉａｌｓ），最先提出了“连续性资源”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除了连
续出版物外，还将不断更新的集成性资源纳入其中。《英美编目条
例（第二版）》（ＡＡＣＲ２）２００２年修订版中保持了与ＩＳＢＤ 的一致
性，将书目资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分为有限性资源（Ｆｉｎｉ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和连续性资源（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两类。扩大了原
第十二章“连续出版物”的内容范围，改章名为“连续性资源”，包括
连续出版物（Ｓｅｒｉａｌｓ）和连续集成性资源（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两个相继修订的规则都顺应了网络型资源的快速增
长，扩展了连续性资源的外延，定义了新的资源类型———连续集成
性资源。

连续性资源组织是众多资源组织中的一种。对于资源组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这一概念，学者给出诸多理解，有称为
信息组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也有称为知识组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还有理解为二者之和，如基于叶鹰
“由于元数据主要关注文献资源的形式特征而较适宜信息组织，以
及由于本体论主要关注文献资源的内容特征而更适合实施组织”
之观点，王松林认为，资源组织可分成信息组织和知识组织。

其实，不管是信息组织还是知识组织，最主要的区别点就是研
究对象是基于元数据的形式特征还是基于本体的内容特征。纵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国外比较重视资源信息组织的外延拓展（形
式特征），而国内比较重视资源信息组织的内涵深化（内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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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国内学者更多定义为信息组织，代表性的著作有司莉的《信
息组织原理与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戴维民的《信息组
织》（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马张华的《信息组织》（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等等。

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资源组织，即王松林在《资源组织》
一书中提到的“资源组织”：基于元数据的形式特征组织和基于本
体的内容特征组织。

连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有很多种，传统的印刷型连续性资源
的组织方式主要为分类和主题标引等这种线性和盒式的组织模
式。在网络环境下，连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经历了从解构到重组
这种树形＋链式的组织模式。语义网和关联技术的发展，使得连
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逐渐演化成网状＋多维结构的组织模式。在
未来，随着语义和网格技术的组合运用，连续性资源的组织模式将
会演变成为立体＋晶格的组织模式。

之所以撰写本书，和笔者的工作经历有关，笔者曾在武汉大学
图书馆的期刊部（现已撤销）工作过十几年，负责过中文现刊目次
库项目，对期刊、报纸等连续性资源，尤其是连续出版物这种文献
资源载体及工作流程和模式颇为熟悉。期间，曾多次被临时借调
编目部，参加中西文图书的回溯建库。正式被调往资源组织部（原
名采编部）是２００９年，先是在中文编目岗工作近４年，然后在西文
编目岗工作２年多，期间还参加ＣＡＬＩＳ和ＣＡＤＡＬ的部分专项工
作，如元数据的审校等。中西文图书的分编工作不仅让笔者了掌
握了各类中西文分编知识和技能，还对资源组织以及最新的国内
外编目规则如《中图法》、ＤＤＣ、ＬＣ、ＲＤＡ等以及资源组织不同阶
段的标准、模式和方法等有了一些自己认识和体会，并成功发文数
篇，其中核心若干篇。

由此，笔者萌动了编写该书的想法，就是将连续性资源和资源
组织结合起来写一本书：《连续性资源组织》。当然，真正动起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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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却发现并不容易，甚至很艰难，尤其在写到最新的语义和语格
环境下的组织模式时，进度很慢，所幸的是，磕磕绊绊终于完工。

本书的撰写，还邀请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资源组织部资深的编
目员陈利霞，她不仅有着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科背景，还有近２０年
的分编工作经验，熟悉中文、日文图书的著录规范、编目规则，对分
类、编目和典藏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及多年的心得体会，故特邀她
参与本书连续性资源形式组织部分的撰写，以及全书最后的校对
和修订工作。在此，衷心感谢这位合作者的辛苦付出。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信息管理学院的张燕飞老师，因为正是参
编了张老师负责的和连续性资源有关的一本书，才有了这些思路
和素材。感谢所有给予各种帮助的同仁和朋友。

由于收集资料、时间和研究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我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升。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无奈，颈椎！肩周！腰椎！痛！痛！痛！你懂的。

汤彩霞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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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连续性资源组织概述

第一节　连续性资源含义和内容

一、连续性资源的含义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ＩＳＢＤ）２００２年修订版中用ＩＳＢＤ（ＣＲ）
连续性资源（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取代了ＩＳＢＤ（Ｓ）连续出版物
（Ｓｅｒｉａｌｓ），最先提出了“连续性资源”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除了连
续出版物外，还将不断更新的集成性资源纳入其中。《英美编目条
例（第二版）》（ＡＡＣＲ２）２００２年修订版中保持了与ＩＳＢＤ的一致
性，将书目资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分为有限性资源（Ｆｉｎｉ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和连续性资源（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两类。扩大了原
第十二章“连续出版物”的内容范围，改章名为“连续性资源”，包括
连续出版物（Ｓｅｒｉａｌｓ）和连续集成性资源（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两个相继修订的规则都顺应了网络型资源的快速增
长，扩展了连续性资源的外延，定义了新的资源类型———连续集成
性资源。

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满足对新型文献描述的需求，我国于

２００９年颁布了关于文献著录的最新国家标准（ＧＢ／Ｔ　３７９２．３－
２００９），代替了１９８５年颁布的国家标准ＧＢ／Ｔ　３７９２．３－１９８５。最
新颁布的国家标准已于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其中《文献著录第３部
分：连续性资源》的修订以ＩＳＢＤ（ＣＲ）：２００２《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连续性资源）》为主要依据，《文献著录第９部分：电子资源》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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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以ＩＳＢＤ（ＥＲ）：２００４《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电子资源）》为主要依
据，这两个部分的修订同时参考了ＩＳＢＤ：２００７《国际标准书著录》
统一版。最新实施的国家标准中对连续性资源和电子资源的概念
及适用范围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成为电子连续性资源概念及范
围界定相对权威的依据。

在２０１０年实施的我国国家标准（ＧＢ／Ｔ　３７９２．３－２００９）《文献
著录第３部分：连续性资源》以及《文献著录第９部分：电子资源》
中分别针对连续性资源、集成性资源、电子资源作了如下定义：①
连续性资源：一种在发行时间上没有明确终止日期的资源。连续
性资源包括连续出版物和不断更新的集成性资源。②集成性资
源：通过更新进行增补或修改的一种书目资源，其更新部分并不离
散于原资源，而是与原资源整合为一体。集成性资源既可以是有
限性资源，也可以是连续性资源。③电子资源：由计算机控制（包
括需要使用计算机外部设备，如ＣＤ－ＲＯＭ播放器）的资料。

综上所述，连续性资源由连续出版物和集成性资源组成，连续
出版物包括期刊、报纸、年刊（年鉴、指南等）、系列报告、系列会议
录、科学进展、团体会刊及有编号的专著丛编，；集成性资源的内容
一直在更新或变化（增加、减少或修改），如活页出版物，内容经常
更新的网站及更新型数据库等。连续性资源和其他资源相比，最
大的特点就是内容一直在更新和变化且无限期出版，要想让用户
检索和获取这些不断更新的内容丰富的连续性资源，对之进行有
效的组织是前提和基础。

二、连续性资源的内容及适用范围

（一）连续出版物

连续出版物是指“一种具有持续关系的、以独立的卷期或部分
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发行的连续性资源，通常带有编号，但无明
确的终止日期”的一种出版物，是连续性资源中最常见的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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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是连续性资源编目工作的主题部分。根据“定期或不定期发
行”、“有编号”、“无明确的终止日期”等关键词，属于连续性出版物
范畴的除了有期刊、杂志、报纸等文献类型，还有年鉴、连续性名
录、集中著录的专著丛编、系列会议录等。

（二）集成性资源

集成性资源定义为“通过更新进行增补或修改的一种文献资
源，其更新部分并不离散于原资源，而是与原资源整合为一体。集
成性资源既可以是有限性资源，也可以是连续性资源。集成性资
源的例子包括更新的活页、散页，更新的网页和更新的数据库等”。

印刷集成性资源，通常为活页装订形式，出版更新时，只是将
需要修订内容的页面印刷后发行，使用者将原出版物中需要更新
的部分剔除，然后插入新出版的更新页面。这种形式的出版物国
外比较常见，一般更新比较频繁，也有一定的读者群，例如教科书、

手册、指南、格式等。网站资源是典型的集成性资源，例如某机构
的网页，常不断更新其形式和内容。若网页无限期的更新，为连续
性资源，若以任务为主要目标的网页，往往具有某个时间段（如北
京奥运会的网页），过了一个时间段后不再更新内容，为有限性集
成资源。

集成性资源不存在像连续出版物一样的编号，但是会有更新
的日期或者更新的版本标识。

（三）有限性资源

按期或带有各部分编号连续发行、具有连续出版物的其他特
性（例如题名中有出版频率）但是持续出版时间确实有限的资源，

称为有限性资源。有限性资源的著录方式与连续性资源相同。北
京奥运会的例子，就带有有限性资源的特性，但又属于集成性资
源，其著录方式，应与集成性资源相同；报道某事件的通讯也是有
限性资源的一个例子，该通讯报道和连续出版物类似，也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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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的编号，所不同的是当该事件结束后，也就完成了通讯报导
的历史使命，其著录方式，应与连续出版物相同。

（四）连续性资源的复制品

复制品常见的有印刷型出版物的摹真复制品、照相复制品、缩
微复制品和数字复制品。其主要部分是通过原始版本的书页精确
复制而成，有时复制品也有与原始版本不同的题名页或具有复制
品本身的引导内容，但是出版制作机构往往不同于原版，属于资源
的一次新的发行，在著录上是应有别于原版，作为一种新的品种。

连续性资源的复制品与其原版关系密切，在著录时有些著录项目
应根据复制品的特征进行著录，有一些项目应考虑原版的特征，例
如编号标识等。

（五）非连续出版物范畴

有些出版物，虽然也具有按卷册出版的特点，但不属于连续出
版物范畴。例如多卷书和分散著录的专著丛编。

多卷书是由物理上相对独立的、有限的若干部分组成，各个部
分既有共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各自的题名信息，也有共同的和各自
的责任说明，在出版发行的卷册及内容上事前有一定的计划，其出
版时间有一次出齐的，也有分若干次出齐的。多卷书没有ＩＳＳＮ
号，可分配到一个或多个ＩＳＢＮ号。无论是多卷书集中著录还是
按分卷、册分散著录，都不属于连续出版物或有限性资源的范畴。

丛编是一组相互关联有各自独立的资源，每种资源除了有自
身的正题名外，还有一个适用于整组的总题名，即丛编正题名。专
著丛编是指收入丛编内的独立资源都是专著。出版规范的专著丛
编应该有ＩＳＳＮ号，丛编内的每种专著既有所属丛编的ＩＳＳＮ号，
也有各自的ＩＳＢＮ号。当整套专著丛编集中著录时，其依据的著
录信息源应首选专著所属的丛编题名页，标准号首选ＩＳＳＮ，其性
质属于连续性资源范畴；如果按各自独立的专著分散著录，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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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著录信息源应该是各专著的题名页，其性质属于图书范畴。

第二节　连续性资源划分标准和特点

一、连续性资源划分标准

（一）传统型连续性资源的划分标准

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讨论，国内图书馆、情报界比较一致地认
为期刊、报纸、年度出版物、成系列的报告、学会会刊、会议录、专著
丛书、丛刊等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文献类型群，图书情报界也密切关
注着这一文献群的区分，作了可贵的努力并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
的经验。

（１）从订购方式上看，报纸、期刊是按年订购的，而其他连续出
版物是按期订购的。

（２）从篇幅上看，期刊，同一年度的各期篇幅大致固定，而其他
连续出版物则可能各期不同，差异较大。

（３）从价格上看，期刊同一年度的各期价格是基本相同的，而
其他连续出版物各期的定价不一定完全一致。

（４）从连续编号上看，“每期通常有连续编号”是各类连续出版
物的共同特征，但编号方式各不相同。

报纸，主要以年、月、日、或期号为编码标识。期刊，主要以卷、
期号或月、季、周号等为编码标识。年度出版物，主要以年份为编
码标识。成系列的报告，主要是每篇一个号码，通常号码内还含有
机构名称。丛刊，主要是以“辑”或“集”为编码标识。会议录，主要
是以会议届次为编码标识。以上几条经验还不是十分成熟，只能
作区分连续出版物类型时的参考。例如有些期刊就是通过新华书
店按期订购的，有些虽冠以“丛刊”名称的连续出版物，并非是真正
意义上的丛刊，而是期刊。因此，在具体划分某一种连续出版物类

·５·

第一章　连续性资源组织概述



型时，还应参照其他划分标准。

（二）电子型连续性资源的划分标准

１．直接存取型
直接存取连续性出版物，如：磁盘、磁带、光盘型连续出版物，

包括期刊、报纸、光盘数据库等。

２．远程存取型
远程存取的连续性资源，包括电子连续出版物和电子累积资

源。前者一般包括网上电子期刊、电子报纸等。后者一般包括更
新的网上电子数据库和中文网站。

二、连续性资源划分的特点

１．多种出版形式共存
有印刷型、有形电子载体（光盘、磁盘、磁带等）、无形电子载体

（网络期刊等）。

２．多种电子版本共存
多种电子版本共存，有：ａ．纯粹电子期刊（本身原始岀版形式

就是电子形式，包括直接存取型和远程存取型，按岀版频率定期岀
版，保留卷期的独立完整性，有的还有单独的ＩＳＳＮ号、国家统一
刊号等）。ｂ．保留卷期独立性的印刷型数字化期刊（如“万万方数
据库”的数字化期刊群、“龙源期刊网”所收录的电子期刊，均为纸
版的数字化版本，保留卷期的完整独立性，可按卷期检索全文）。

ｃ．无卷期完整独立性的数字化期刊（如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电子期
刊，虽然也保留卷期索引及期刊的编辑主页，但实际上是以文章为
收录单位，不能按卷期检索期刊全文）。ｄ．回溯性累积型电子期
刊，如一些光盘型数据库，往往是将印刷型或纯电子型期刊按一定
的年限回溯岀版。

３．有限更新与无限更新并存
目前的网站由于服务宗旨和目的不同，服务的对象往往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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