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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伎图书馆流通环节大多实行计算机借进书的管理力式．文章分析 r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井对原因进行 

了分析，探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卡日应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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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 2l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许多高校图 

书馆加快了自动化建设的步伐，提高了各业务部门 

的工作效率。然而在计算机借还书的实践中。各图 

书馆也先后发现了一些主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在 

此笔者探讨了各种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提出了解决 

问题的相应对策。 
一

、拒借问题 
一 些高校图书馆在引进自动化系统的同时还采 

用了条形码 自动识别技术。条形码被贴在图书的扉 

页和塑封于读者的借书卡上，工作人员用条码阅读 

器将读者借还图书的信息扫描读人计算机系统．这 

样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工键盘操作．提高数据输入的 

速度和精度。但是在读者借还图书的过程中，我们 

也偶尔发现一些图书上明明贴着条形码，但条码阅 

读器却无法识别，致使一些图书借不出去。我们认 

真分析了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第一，在条形码加工 

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其本身的清晰度不够所致。第 

二，图书上的条形码粘贴位置不妥影响了条码阅读 

器的扫描效果 第三．条形码阅读器灵敏度过高所 

致。第四，条形码在使用中保护不利，出现磨损污染 

等现象导致扫描失败。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加 

以解决 ：第一，严把条形码加工质量关，从源头上确 

保条形码的清晰耐用。第二．扉页上的条形码不仅 

要粘贴平整，防止褶皱，而且粘贴位置要得当。第 

三，要购买兼容性较强的条码阅读器，可望达到足以 

正确识别各种加工不十分规范的或稍有磨损的条形 

码。第四，对使用时间过长，表面脱落、槽损的条形 

码要及时更换。另外，为了延长条形码的使用寿命， 

建议在每册书的条形码上加贴一层透明胶带。 

二、错借错还问题 

在计算机借还书的过程中．有时工作人员会意外 

发现计算机显示器上有逾期罚救的记录，但读者确情 

这本书根本没有借过或这本书已经办过还书手续了。 

另外，有时在为读者还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惊奇 

地发现计算机中没有该读者借过此书的记录。 

分析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第一，由于条形码不 

清晰或是条码阅读器误读等客观原因导致出现“张 

冠李戴”的现象，本是张三来借书却扫进了李四的帐 

户。第二，工作人员工作不细心是造成错借的人为 

因素。通常是在前一位读者办完了外借手续后工作 

人员在忘记清屏的情况下叉为下一位读者办理 借 

[收稿日期]2U02—01—28 

[作者简介]邹京华(1954一J．女，北京  ̂北蔚建筑 I理学院馆员，硕士．从事图书馆骨理研究 

· 72 · 

http://www.cqvip.com


书手续，误把第二位读者的图书条码输入前一位读 

者的借书记录中。第三，工作人员办事不利落．把已 

还回的图书没有及时放回书斗而是夹带在以后读者 

所借的书中一齐借了出去。第四，读者自身的原因 

所致。例如课问操期间借还书达到高峰，峰拥而至 

的读者急于进库找书．有的人就把书放在出纳台上 

未等工作人员办理还书手续就转身离去，这种无序 

状况无疑是造成漏还的又一原因。 

寻找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一，确属条形码或 

条码阅读器出了问题的一经发现要及时更换或修 

理，以免造成更多的错误和酿成读者更大的损失。 

第二，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其工 

作时要集中精力，操作中要认真查对显示器上的读 

者姓名与现场读者的姓名是否相符，确认准确无误 

后再让读者离开。此外，在出现错借错还情况后要 

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一方面安慰读者不要着急． 

另一方面要协助读者根据原书的索书号和条码号到 

书库中去查找，如果找到了该书，工作人员要勇于承 

担责任．诚心实意地向读者道歉，以求得读者的谅 

解。第三，工作人员要不忘服务育人的责任．在借还 

书高峰时要耐心教育读者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办过借 

还书手续后再离开出纳台，以避免或减少错借错还 

的情况发生。 

三、查询记录与实情不符的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一些高校图书馆在不同的位置安 

装了公共查询终端供读者查阅馆藏文献信息，旨在帮 

助读者迅速找到所需图书的人藏地点，引导其顺利借 

到所需文献。然而少数读者按照书目数据库指令来 

到人藏地点的架位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所需的图 

书，出现了查询记录与实 J青况不一致的矛盾。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第一，有的书可能已经丢 

失或者已经剔旧，而工作人员没有在计算机中加以注 

明。第二，由于高校图书馆的大部分库室都已实行开 

架借阅，而一些读者特别是新生读者对馆藏分类排架 

情况缺乏系统的了解，故借书时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人为造成图书乱架现象严重。第三，有些畅销书还未 

等上架就被工作人员借走，有的甚至没有办理借书手 

续．这种做法必然造成库中无书的拒借后果。 

解决以上同题的办法：第一，对于丢失或者因破 

损而下架的图书．应由工作人员填好登记表后及时 

更改数据库中的记录，以提高书目数据的准确性，避 

免浪费读者宝贵的叫问。第二，采取必要措施，减少 

乱架现象。建议图书馆在制定流通部工作人员岗位 

职责时应该明确规定，每天除办理借还书手续外还 

要承担整架任务。藏书量大的开架库由部主任负 

责，采取工作人员分片包干、承包架位的管理办法， 

以保证图书的排架有序。此外，还可发动勤工俭学 

的学生来协助完成整架任务。第三．严格内部借阅 

制度，教育工作人员要顾全大局，照章办事，一律凭 

借书证借阅图书，并要按期归还，不得搞特殊化。 

四、过期罚款问题 

计算机管理中经常出现读者逾期罚款问题。根 

据各高校图书馆规定，图书超期是要罚款或停借的。 

通常根据设置，读者过期后可以及时缴纳罚款，工作 

人员在收款后点击“OK”即可．也可以在读者未带罚 

金的情况下点击“退出”，为读者“挂帐”，待下一次借 

书之前缴纳罚款。然而，遇到过期时间较长、罚款金 

额较大时，少数读者往往提出异议，拒绝缴纳罚金。 

读者拒缴罚金的原因较多：第一．读者的借书日 

期在其借书证上或所借图书上均无记载，如果读者 

不刻意去记住自己的借书日期又未能及时从网上查 

询自己的还书日期，那么过期现象便在所难免了。 

第二，随着我国法定节假日的延长，当过期记录中含 

有节假 日时．有些读者就会提出异议，要求少缴或不 

缴罚款。第三，受购书经费所限，每次所购图书的复 

本有限，而有些读者因准备考试或因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等原因所借参考书怕还后难以借到，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宁愿选择丢书罚款的处理。第四，读者因 

出国出差、校外实习、植树 、军训等原因不能按期还 

书，这些原因往往成为读者拒缴罚金的理由。 

我们认为解决以上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 

在每册图书最后的空白页上粘贴还书 日期提示表， 

请读者当即在表中盖上借还书的日期。此外，还可 

在出纳台上设置醒目的提示牌，提示读者当日借书 

的归还日期。第二，除将寒暑假从借书期限中扣除 

外，还应考虑把法定节假 日从借书期限中扣除。第 

三，建议有实力的软件公司在研究制作图书馆集成 

管理系统软件的时候．可否参考“超市购物凭证”的 

形式，考虑在读者借书时能够同时打出借还书记录 

单．把读者姓名或借书证号、借书日期，特别是还书 

日期以及罚款金额等项 目一并设计进去，减少许多 

人为的不愉快。第四，既要严格管理，照章办事，逾 

期不还该罚则罚，又要适当考虑读者的心理承受力 

和经济承受力，建议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图 

书过期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收缴罚金时工作人员的 

态度要和蔼．切忌简单粗暴 罚款不是目的，而是一 

种手段，故罚款金额不宜定高。 

五、系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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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3通过对 工资总额承包实施方寨 中工程测量教研室教师(讲师)与实验师(工程师)工作绩效进行分析，指出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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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体制改革的4 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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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高校扩大招生后的新形式，我院进行 了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优绩优 

高校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它关系 

到整个网络系统的安全，支持着借还书的正常运行。 

据了解某高校图书锫曾困系统操作失误出现了大面 

积网络数据混乱现象，当时几乎所有书库及阅览室 

的计算机全部瘫痪，造成读者无法借书达数日之久。 

总结这一教训的原因，主要是对所有软件系统 

的帐户管理功能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未能合理 

界定系统操作人员和系统管理人员的不同权限，因 

而导致操作人员涉足数据库的管理程序，这是造成 

系统信息混乱的最大隐患。此外，一些中小图书馆 

对网络系统安全重视不够，各种管理制度不健全，也 

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有：第一，充分了解和利用 

所用软件系统的帐户管理功能，根据系统领导人员 、 

系统管理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的不同职责来设置不 

垫权操作带来的 

种种隐患。第二，要挑选责任心强又熟悉图书馆自 

动化布局的工作人员担当专职系统管理员 ，负责从 

事数据交换、维护、备份等专项技术工作。第三，要 

建立健全各种安全制度。如数据审查制、数据维护 

制、设备维护制、值班日志等，以保证专人维护、集中 

维护，确保图书馆系统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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