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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研究目的：本文从资源类型、资源格式、作品语言、生产年份和资源主题 5 个方面描

述了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下文用 NLAI 代替）非书资源的状况。  
（2）统计样本：本研究是以伊朗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中的非书资源为统计对象。 
（3）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使用调查统计法和图书馆软件分析法。为了收集信息和确定频

率，本文列出五个图表清单用于统计分析描述资料。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利用伊朗国家图书馆

和档案馆软件（RASA）通过高级检索和布尔逻辑运算获得。 
（4）结论：我们可知，波斯对非书资源中印刷品和图形资源的更新，在科学、艺术、伊朗

历史和伊斯兰革命方面比其它领域有更好的条件。结果也表明，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未

来对其它形式、其它领域的非书资源应给予更多关注并制定相应计划。 
（5）关键词 
非书资源；采集；组织；编目；书目控制；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1 引言 

非书资源指记录各种知识的载体，它像书和期刊一样也能通过多种格式来检索和访问，

这些资源数据量大、信息丰富。非书资源有多种格式和载体，较有代表性的有视听资料、光

盘、三维资料和图形资源等。 
随着非书资源进入图书馆，它成为一种新兴的馆藏资源，并且使用也越来越广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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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本在图书馆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非书资源不断增长并

丰富着图书馆的馆藏，特别是某些领域某些类型的非书资源一些读者对它们的喜爱甚至超过

了书本，这也引起了图书馆的重视(Faal 2011)。 
非书资源在图书馆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用于娱乐、学习、了解信息及其它各种应

用。非书资源也经常作为记录信息和即时事件的工具，亦可用于分析历史档案（Fothergill 
Butchart，1990）。 

非书资源在文化、历史、社会学、通信甚至教育和信息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Malih,2002）。伊朗国家图书馆保存着 700000 多种不同格式的非书资源，并且每天都在增

长。 
 

2 获取 
伊朗国家图书馆有多种形式的信息资源，包括书籍、杂志、报纸、手稿，这些不是非书

资源。目前，非书资源的馆藏少于书籍和期刊。2011 年，伊朗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增加了大

约 20000 种非书资源，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有 8 组共 56 种非书资源，具体类型如下：a 
音频音乐与非音乐资源：录音唱片、录音磁带、激光唱片、卷盘、磁带卷轴； 

b 电子资源：软盘、CD 和 DVD 光盘； 
c 地理资源：地图集、地球仪、地图、建筑地图； 
d 图形资源：旗帜、标签、信封、海报、邮票、字画、技术图纸、地毯设计、图片、闪存

卡、卡片、漫画、图块、电话簿、教育图版、绘画、底片、图表； 
e 多媒体资源（套件）：“由若干不同载体组成的信息”； 
f 印刷资源：标准、声明、小册子、剪报、论文、日历、宣传册子、科研立项、报告； 
g 三维资源：游戏、拼图、标志、雕塑、图章、奖牌； 
h 投影及视频资源：幻灯片、投影片、电影（8 -16- 35 毫米）、电影带、影碟、视频盒式磁

带、录像带、缩微胶片、缩微胶卷。 
2-1 非书资源的获取方式 
2-1-1 呈缴法（法定送存）：该法律源于 1999 年在文化革命高级理事会（HCCR）上通过的

一个不成文规定，即 441 个所有政府和非政府出版机构都必须向国家图书馆提交两本非书资

源。 
2-1-2 赠送：一些久负盛名的科学家和文化名人将其收藏授与给图书馆，这是非常理想的情

况。 
2-1-3 采购：通过国家图书馆协会的文章了解海内外非书资源的情况并采购。 

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了更好地执行上述条款，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a 通告各大高校并与之沟通，要求提供本科生和博士生的论文； 
b 鼓励非书资源的生产商和收藏者资源共享，特别是时效性强的科普信息及资源加工过程； 
c 收藏国内外相关会议资源； 
d 收集政府与非政府间组织签署的协议和通信、当地和外国研究机构的信息，如文献、报告

和科研项目； 
e 与伊朗标准工业研究所（ISIR）交流合作，收藏国家标准； 
f 通过联合其他组织收集到大量非书资源（即伊斯兰指导的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献和组织部

等）。 
 
3 组织和编目 

馆员在遵循一定原理基础上对图书馆资源进行加工以便于用户检索。编目就是基于一定

标准和规则，对资源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分析、选择、描述，对音像资源的编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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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图书馆和博物馆成了一门专门学科（Edmondson,2004）。编目不只是简单地录入和登记非

书资源的信息，也是对该资源的分析、分类和评论。  
关于组织和编目，Ronald Hagler 有以下观点：确定所获取信息资源的类型；对现有作

品或资源进行分析；对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收藏信息资源有序化、系统化；按一定标准

和原则，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并编制目录；从姓名、题名、主题和其它方面提供资源检索；

为确定每个数据包到达的具体位置而提供工具（提供非书资源在图书馆的具体位置）。 
3-1 伊朗国家图书馆非书资源组织的历史 

伊朗国家图书馆基于一定标准对非书资源的加工、组织始于 2001 年中期。伊朗国家图

书馆加工和组织部的人员对非书资源进行组织、加工。近十年该团体中出现了 10 名编目专

家，我们对约 170000 种非书资源进行加工和组织。 
3-2 非书资源加工组织过程 

图 1 显示了伊朗国家图书馆对非书资源的组织过程。首先，采集资源然后对非书资源的

无纸化加工、数据录入及其它步骤。 
 

 
图 1  非书资源组织流程图 

 
3-3 使用的工具和标准 
a 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软件（RASA）； 
b 编目手册：英美编目条例２版（AACR2）；非书资源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 NBM）；

国际视听档案协会（IASA）编目规则；编目的本土化，即根据伊朗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政策

和用户需求而制订适应本国的编目条例。 
c 标引方面：波斯文化主题词表（ASFA）；波斯主题词表；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波斯医学

主题词表；伊朗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主题词表；科目和通用词典、百科全书和书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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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元数据标准 MARC 的使用 
    从 2006年开始MARC在非书资源中正式启用。在此期间，伊朗的MARC是对UNMARC
的本土化。表１给出了伊朗国家图书馆基于 UNIMARC 对非书资源的分类。 

表 1 基于 UNIMARC 标准非书资源的分类 
代码 记录类型 
a 印刷资源 
e 印刷地图资源 
g 视频和投影资源 
i 音频非音乐资源 
j 音频音乐资源 
k 二维图形 
l 电子资源 
m 多媒体资源（Kits） 
r 三维资源 

3-5 伊朗的首创计划 
伊朗图书馆为非书资源组织设有一个专门的展览。作者不太清楚是否其它国家也有这种

类似的展览，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士深入研究它。自 2011 年 2 月以来，伊朗国家图书馆开始

了这种永久地和专业性地展会。该展会向人们展示和描述了表 1 中 9 组不同类型的非书资源

的加工和组织过程，如图形、印刷、地图、电子、投影、音频音乐和音频非音乐、三维、视

频和多媒体资源。在本次展会中专家也提供了非书资源的技术信息和细节问题。这些用户包

括学生、图书馆员、档案所有者和有时从其它图书馆过来的国际友人。这次展会是独一无二

的，旨在达到以下目标：为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信息中心提供指导和咨询；为各大高校

完成非书资源组织和编目的培训计划；激励其它信息中心、图书馆和档案馆更好更快地组织

非书资源，使其朝标准化方向发展；为学生、图书馆员、编目人员和其它本领域的爱好者提

供一个持久实践和培训机会；汇集伊朗所有非书资源的标准。 
从 NLAI 网站可见这个展会（www.nlai.ir） 
 

4 问题描述 
图书馆对资源外部形态特征和内容特征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加工、组织成

为目录或书目，这为用户以不同方式获取所需资源提供了可能。因为组织和编目的标准化，

每种资源信息描述和呈现也可以制订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从而保证直接用户对信息的有效获

取。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描述了资源的组织和编目，即资源一般和具体种类、资源的语言、生

产年份及资源主题等。本研究描述了 NLAI 非书资源遵循规范和标准所需的条件。 
 

5 研究目标 
本文回顾了 NLAI 组织非书资源的种类，概括了 NLAI 非书资源的物理形态，研究了

NLAI 非书资源的作品语言，分析了 NLAI 非书资源的生产年份，探讨了 NLAI 组织的非书

资源的主题。 
 

6 主要问题 
a NLAI 组织的非书资源类型有哪些？b NLAI 非书资源有哪些主要格式？c NLAI 非书

资源作品有多少种语言？d NLAI非书资源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组织？e NLAI主要的主题词表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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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概念性和操作性定义 
7-1 资源总的种类：该术语指对资源属性的广泛分类（英美编目条例 2 版，2003），也是

对一般资料标识（GMD）的编目。本文据 UNIMARC 标准将非书资源分成 9 组（大类）。 
7-2 资源的物理形式，指资源具体属于哪一类（英美编目条例 2 版，2003）。该术语通常

表明了非书资源的物理形态描述，它是为编目而设计。 
7-3 语言，指非书资源写作和口述语言。 
7-4 生产年，本文指非书资源出版和生产时间。 
7-5 主题，即伊朗非书资源中出现频率 高的十个主题。 
 

8 统计样本 
本研究是以伊朗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中的非书资源为统计对象。 
 

9 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调查统计法和利用图书馆软件分析法。为了收集信息和确定频率，五个

图表清单用于统计分析描述统计资料。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利用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软件

（RASA）通过高级检索和布尔逻辑运算获得。 
 

10 研究背景 
综述以往的研究表明，伊朗对非书资源具体标准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但 NLAI 出现了

对某些编目规则和标准的描述性研究，具体如下。 
Taheri(2001)在她的研究中指出，伊朗图书馆对非书资源的采购、加工组织模式、空间

服务、设备、预算、编目专家等进行了研究。 
Aminalroaya(2006)评价了伊朗国家图书馆对非书资源的组织，如对编目的描述和英美

编目条例的使用，分析了非书资源在存储和检索、编目和标引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 
Faal(2011)比较了非书资源组织的五个标准，即英美编目条例 2 版（AACR2）、资源描

述和检索（RDA）、FIAF、国际视听档案协会编目规则（IASA）、非书资源国际书目著录标

准（ISAD）、档案描述通用国际标准（G）。Faal 也评价了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的 8
组（电子、地理、印刷、三维、音频、图形、缩微资料和视频和投影资源）53 种不同类型

的非书资源组织、编目的规则，建议制订描述性的编目手册。 
 

11 调查结果和对主要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NLAI 有多少种已组织的非书资源。图 2 可看出非书资源总的数量及百

分比。在九组非书资源中，图形资源数量 多有 66259 种，三维和多媒体资源数量 少，分

别为 132 和 37 种。从图 2 可看出，视频和投影、音频非音乐资源、音频音乐资源、地理和

电子资源的数量排名分别是第二至第七位。 
图 2 已组织的非书资源总的种类数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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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资料
2%   3533

图形资源
40%   66259

电子资源
1%   2425

多媒体资源
0%   37

音频音乐资料
5%   9087

三维资源 132
0%

音频非音乐资
料 9253  5%

印刷资源
36%   59505

视频和投影资
源 18263

11%

 

第二个问题：NLAI 有多少种格式的非书资源 
据表 2，NLAI 组织的非书资源有 18 种格式，以论文为主，有 46505 条记录，其次是

图片，42274 条记录，录音磁带、幻灯片、海报和标准，排名如表 2。从表 2 可看出，教育

图版、闪存卡、游戏、拼图、录像带和视频光盘 少。 
表 2 据格式划分的组织的非书资源数量 

序号 格式 数量（种） 百分比 % 
1 地图集 50 0 
2 卡片 5214 3 
3 CD &DVD－ROM 4060 2 
4 学位论文 46505 28 
5 教育图版 60 0 
6 闪存卡 252 0 
7 游戏 50 0 
8 地图 3483 0 
9 图形 42274 25 
10 海报 12153 7 
11 拼图 67 0 
12 幻灯片 17346 10 
13 声盘 3572 2 
14 录音磁带 19731 12 
15 图章/邮票 2047 1 
16 标准 10676 6 
17 录像带 825 0 
18 视频光盘 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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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NLAI 非书资源有多少种语言。从表 3 可知，已组织的非书资源 93%是波斯语，

英语、印度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德语排序见表 3。 
 

表 3 据语言划分的非书资源的数量 
 

序号 语言 数量 百分比% 
1 波斯语 157400 93 
2 英语 7218 4 
3 印度语 1643 1 
4 阿拉伯语 950 1 
5 法语 515 0 
6 土尔其语 427 0 
7 德语 243 0 

 
第四个问题：NLAI 组织的非书资源是什么时期出版的 

图 3 显示了伊朗非书资源发展的五个时期，与后期相比，1971 年和之前年份的非书资

源数量不是很多。到 2001 年，非书资源的数量还不是很显著，但在近 10 年（2002-2012），
非书资源飞速发展。有必要提及的是，我们不知道 17000 种非书资源具体生产年份，一般是

据出版商和资源格式来估计大致生产年份。 
 

 
图 3 据生产年份组织的非书资源的数量 
 

第 5 个问题：NLAI 非书资源的主题是什么？ 
为了探究第五个问题，本文调查了非书资源中出现频率 高的 10 个专题。这 10 个专题

论文数量很大、研究者多，此外，高校的本科、研究生、博士生中还对一些不同领域的专题

进行研究，如人文、医学、基础科学、农业、工程、艺术等。 
表 4 可看出“伊朗的历史”，在这些非书资源的专题中所占比重 大，然后是“国家标

准”、“伊朗-伊拉克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其它，详情请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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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按主题组织的非书资源的百分比 
 

序号 主题 百分比 
1 伊朗历史 35.3 
2 国家标准 14.4 
3 伊朗-伊拉克战争 10.3 
4 伊朗伊斯兰革命 9.4 
5 伊斯兰音乐 8.3 
6 民族和宗教演讲 7.7 
7 伊朗地理 5.8 
8 代表大会、节日及展览 3.2 
9 伊玛霍梅尼（前伊朗 高首

领） 
3.0 

10 伊斯兰理事会大会 2.6 
 
12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组织的非书资源中，在物理形式方面以论

文、图片、声音磁带和幻灯片所占比重 大；在资源种类分组上，印刷资源、图形、音频和

视频及投影资源也颇具影响力；在非书资源的主题方面，我们得知了“伊朗的历史”占有

大份额；在语言上，非书资源语言 多的是作品是波斯语，但也存在其它语言；就生产年份

而言，非书资源在过去 40 年中一直在增长但发展 快的是近十年。因此，我们可得出，波

斯人对非书资源的印刷和图形资料更新快，在科学、艺术、伊朗历史和伊斯兰革命领域方面

比其它专题更具优势。这个结果也表明 NLAI 今后应当在其它形式和其它专题方面给予关

注，并制定相关规划。 
 

13 建议 
a 更多关注伊朗国家图书馆非书资源的加工、组织； 
b 提供资源科学组织方面的专家和标准，并不断更新； 
c 实现非书资源的共享，特别是具有国际水准、重大意义的专题，并不断更新； 
d 基于 MARC 的组织与加工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球非书资源共享，但似乎许多

国家还停留在第一阶段即简单地组织和编目。这意味着 MARC 的终极目标帮助用户实现全

球资源的共享普遍被忽略了。 
e 实现知识交流、知识管理、节约成本、时间管理和更正信息流等方面与理想水平还有

较大差距。因此，图书馆员和全球的专家应当更多关注他们并实现以更高效、正确性、和精

确性地完成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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