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9

年
第6

期

印刷型馆藏架位调整方法研究与实践:
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

∗

□胡以涛　任化梅　叶慧

　　摘要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配置比重不断加大,但印刷型文献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
印本馆藏书库的阶段性调整是传统图书馆管理中的一项常见工作.书库调整的常用方法有特定

厚度打捆法、平均长度上架法、数据统计与小类划分法.书库调整中,入库图书、目标书库、架位

分配比例三大因素较为关键,如果考虑周全、测算准确,基本可保证有效实施.本研究在此基础

上提出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印刷本书库拆分合并调整的“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南京农业大学图

书馆采用该方法,在非闭馆状态下,成功实现３个书库的拆分合并调整,移库更加精准高效,值得

各类型图书馆印刷型馆藏调整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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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各高校图书

馆纸本图书总量不断增加,有限的藏书空间和快速

增长图书库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由于很多高校

馆舍在建设初期未能准确预估图书增长情况,即使

提前做出一些考虑,但随着馆藏印刷本图书的逐年

上架,受不同类目图书增长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书库的阶段性调整不可避免.

印刷本图书涨架问题是图书馆的一大困扰.解

决这一问题,无论是进行架位局部调整还是馆舍增

加合并,都需要大量的密集搬迁劳动.传统的模糊

数架位移库倒架方法,一般基于«中国图书分类法»
(以下简称中图法)大类,凭借工作人员的经验,粗略

估算进行倒架,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影响架位

的因素很多,容易出现较大误差,导致重复劳动,既
浪费人力,也很难准确地对印刷本图书进行架位调

整.本研究通过文献调研,归纳总结出书库调整的

科学测算依据,并分析了涉及的相关因素测算方法.
具体实施过程中,探索性地提出了“图书按架分段测

量法”,并以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农馆)

为例进行实践验证,取得了较好的移库倒架效果.

２　书库调整中的架位科学测算依据

２．１　书库调整的常用方法

书库的合并调整是传统图书馆面临的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作,涉及因素较多,劳动密集,如果要科学、
有序、高效地完成馆藏文献调整,避免人力、物力的

浪费,事前应有充足的准备,其中架位测算与分配最

为关键[１].图书馆界在工作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经

验,按照上下架策略及实施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
(１)特定厚度打捆法.通过按预先设定的厚度

打捆,并依次编号,然后按厚度上架.如吉林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等采用“特定厚度打捆法”实施调整搬

迁,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调整印刷型馆藏时,即通

过３０cm 厚度“标准厚度打捆法”实施搬迁,把在架

图书按每捆３０cm 厚度打包并依次编号,然后整体

搬运到目标书库,依照顺序上架.或者按中图法大

类测量图书长度,计算打捆数量,然后根据目标书库

架位测量及预留情况,标注打包上架范围及密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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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施搬迁[２－３].这类方法考虑的因素较少,操作

简单,比较适合大量图书的异地搬迁,对于同一馆舍

内的书库合并或调整,则不够灵活.
(２)平均长度上架法.王艳领提出闭架书库倒

库测算的依据和方法,即采用图书大类“平均长度上

架法”预测占架数量,先计算平均上架尺寸 A(A＝
入库图书总长度/目标书库单个书架框总数量,即测

算出每个书框的上架比例),通过尺子测量现有某个

中图法大类图书尺寸L１和未来增长数量尺寸(利用

近５年增长量及平均厚度测算)预测L２,通过(L１＋
L２)/A计算得出某一类图书的占用书框数量,从而

指导上架工作[４].这种方法计算相对科学,但基于

中图法大类的平均测算,由于大类图书数量较多,跨
度范围很大,划分尺度过于宏观,在人工上下架具体

操作中,容易引起误差而导致局部频繁调整.
(３)数据统计与小类划分法.此方法即利用图

书管理系统进行数据统计,辅助决策调整.如天津

图书馆利用 Unicorn系统报表统计功能,统计不同

书库及不同时间段的图书入藏情况,从而制定科学

调整的决策[５].利用书目馆藏分类分布统计程序完

成对馆藏地书架的分割.为方便人员上架整理,减
少以后的倒架频率,考虑到大类目可能占用书架较

多,将架位数切割到具体小类目的２—３面[６].这类

方法考虑更为细化,无论是馆藏地原地小规模倒架,
还是馆藏地整体搬迁、合并均能适用,是一种比较理

想的架位测算方法.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样本书

库搬迁中,以各个小类(类段)为单位统计相关数据,
计算出该类的架位分配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架位

安排,从而使架位的分配、预留趋于合理[７].这种方

法利用了数字化系统的优势,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

小类的图书数量分布并不均匀,需将小类继续下分

才能让架位分配更加合理.由于图书管理系统中主

要以数量数据为主,并没有图书厚度数据,图书厚度

差异会影响测算与实施的准确度.

２．２　书库调整的科学测算依据

上述介绍的几种类型的书库调整实施方法,虽
然依据的要素不尽相同,无论是借助图书数量、图书

长度测量还是系统预测,但总体上它们实施的内部

规律是一致的:即如何通过最科学有效的方法,以最

小工作代价,把特定数量的图书放入指定的书库中.
从总体上看,书库调整中,只要把入库图书(E,转移

到目标书库的图书量)、目标书库(T,最终图书的藏

书地)、架位分配比例(S,指导上下架操作的图书占

架比例)三大因素考虑周全,测算准确,基本可保证

有效实施.
实际书库调整的流程包括测算、下架、移库、上

架等主要环节,图书上下架需要依据架位分配数据,
也就是说测算出架位的分配比例是书库调整中的关

键问题.为了使得测算便于理解,一般会把 E折合

为实际长度单位,这样方便与 T的长度容量进行比

较测算(也有折算为图书数量的方法,但精确度不

高).E的长度原则上一定小于 T,否则无法实施搬

迁调整.
(１)入库图书的长度计算.入库图书主要包括

固定图书数量(BN)、增长图书预测(BF)、辅助考虑

因素(BO).根据实际库藏调整的需求变化,相关因

素略有不同.

BN一般容易测算,如果是书库拆分,那么 BN
的主要依据是拆分后的入库图书数量,如果是书库

合并,那主要是指合并后各书库数量总和,比较常用

的方式是通过尺子实地分段测量在架图书,进行统

计汇总,此方法实施简单,较为有效;也可以通过系

统统计图书数量×平均图书厚度的方法进行预测,
此方法可在电脑上完成,但平均图书厚度数据很难

获得,如不准确,容易导致较大误差.同时还需要考

虑BF,如果是专题书库,BF有可能变化不大,如果

是不断更新的书库,需要考虑新增图书入藏比例,一
般可用“五年平均增长预测法”[８]测算.BO 需要考

虑诸如图书借还情况、不同类别图书的实际增长变

化、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等,这类因素中应该重视人

工经验的应用,在实际测算中进行人工校正.总之,
入库图书总长度(LE)的测算公式为 LE＝LBN＋LBF

＋LBO.
(２)目标书库的长度计算.目标书库(LT)的长

度是指书库的架位可容纳图书的总长度.一般目标

书库的最大总容纳量是固定的,无论采用何种材质

书架,一般都是由单双面书架及书框组成.假定单

个书框的长度 W,书库中有 N 个书架,每个书架上

有 M 个书框,那么目标书库的总长度 LT＝N×M
×W.

(３)书库调整中的科学架位分配比例.架位分

配的核心即如何测算出上架到目标书库的图书占架

比例(即单个书框的上架图书比例),总体上看是指

入库图书与目标书库的比例(S),S＝LE/LT,这个比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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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是指导图书上下架的主要依据.考虑到图书排架

及未来增长需要,S的测算值一般应低于０９,比例

越小,越有利于空间预留和排架安排,图书上架即可

据此开展.
在书库调整中,上述主要因素的测算以定量为

主,测算的依据是以整体书库为目标.但由于数据

准确度、实际因素考虑不周等原因,在实际上架过程

中,应以全局观考虑平均价位比设计,因为移库实施

一段时间后,随着图书量的增长,甚至在刚开始上架

的过程中,就会面临局部性书架涨架问题.遇到此

问题,仍需要做一定规模的前后疏架工作,有时甚至

也会导致前后挪移范围很大,工作量激增.为了减

少大面积的移动操作,在架位分配测算中,尽量进行

适度分段,分段过大效果不明显,分段过小又会导致

测算工作量加大.
根据目前的文献报道,大部分图书馆会根据图

书分 类 法 的 大 类 目 或 部 分 小 类 目 进 行 分 段 实

施[９－１１].但是由于中图法的设计,以主题为单位的

分类,无法实现图书的均匀分布,在实施中,小类目

中的图书也有可能很多,还需要继续逐级下分,下分

的依据也只能是不断尝试,实际实施中测算工作量

仍然相当大.
为了简化分段操作,我们提出按照“图书按架分

段测量法”进行架位测算.该方法主要以图书大类

为基础,采用系统统计图书数量数据进行计算或以

人工经验进行分段.按架划分书段范围(分段依据

是:开始分类号—结束分类号),具体分段范围是指

实际上架后图书占据书架范围应控制在一列整体书

架,即１—２面整体书架范围.这样在一个分段内可

根据图书增长趋势更加灵活地进行辅助因素校正,
如因测量统计和人工上架误差引起错误,段内图书

的前后移动在书架间即可完成,工作量减少很多,同
时这个分段粒度范围内的数据计算不会太大.

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把入库图书进行分类号段

划分,切分成段,分为n个合理的书段,基于分段式

的书库调整的架位分配比例即由n个合理的分类区

间组成.其可同时对每个分段进行上下架操作,更
便于实施,满足了各种特殊情况的需求.

采用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的架位分配比例,由
平均比例S,转变成n个分段比例.即由S１、S２、、

Sn 组成,每个分段比例(Sn)的计算方法,跟总体计

算过程是一致的,为Sn＝Ln/Tn.

３　南农馆的实践尝试

３．１　实施背景需求分析

南农馆卫岗校区总馆在老馆舍的基础上进行二

期扩建后,于２００４年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约２万

平方米.近年来,读者对服务空间需求增加,为了适

应服务转型,图书馆积极开辟新应用空间,同时随着

新书不断增购,相关借阅室也趋于饱和.基于现有

空间,既要满足借阅需求,又要开通新型空间服务.
南农馆研究提出新的优化方案如图１所示.南农馆

于２０１７年３—４月开展了集中调整,此次调整涉及３
个书库,总书量约１５万册.如果按照过去传统的调

整方法,一般需要在闭馆闭架下实施,并且需要耗费

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但是,由于实施时段为正常开

学期间,为了把对读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馆里

要求在正常开馆状态下开展调整.为此,我们决定

先行科学测算,周密做好前期工作,确保后期实施中

按图索骥.在调整测算过程中,充分利用“图书按架

分段测量法”进行架位比例测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图１　图书馆书库调整前后对比

３．２　基于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的架位测算过程

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的测算,需要针对每个最

终调整后的目标书库进行单独测算.本次以调整后

的社科借阅室(北三楼)为例,其中图书按架分段测

量法测算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F大类为例.
(１)社科借阅室中的入库图书长度测算.BN

测算为原社科借阅室架位６．２万册图书和图书阅览

室调入的１．７万册图书长度的总和;BF长度,由于

拟建设新馆,本次调整中暂未考虑;BO 长度,直接

在具体核算中加入人工校正因素.
本次采用人工方式测算,分别对北三和北二A－I

类在架图书进行按架分段测量,然后汇总测量数据,
即可测算出图书总入库长度和各分段入库长度.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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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 F类的人工经验分段测量结果为例说

明,如表１所示.把F类分成２４个小段(人工按照

１—２面的架位容量,标注起始和结束分类号),逐一

进行实地尺寸测量,F 类入库的总长度为 LEF ＝
４０２１３cm.据此 A－I类全部测量数据相加总长度

为LE为１２７０００cm.
表１　F类分段图书长度(单位cm)

编号
架位统计

起始段

北三楼

在库图

书长度

北二楼

入库图

书长度

合计

长度

１ F０—F０６９．９ １５７６ １１２２ ２６９８

２ F０９—F１２０．４ １０８４ ８７１ １９５５

３ F１２１—F１２４ １００２ ７５２ １７５４

４ F１２５—F１２９ ９２５ ５５８ １４８３

５ F１３—F２２４．５ ８０５ ６１１ １４１６

６ F２３—F２３９．６５ １０４９ ６７３ １７２２

７ F２４０—F２５９．２７６．１ ８９７ ６３２ １５２９

８ F２６０—F２７３．７ １４８３ ８１７ ２３００

９ F２７４—F２９４．１ １３９０ ８９２ ２２８２

１０ F２９９—F２９９．７１２ １０６８ ６８０ １７４８

１１ F３—F３１９ ４７３ ２５１ ７２４

１２ F３２—F３２３．９ ２１０２ １２５２ ３３５４

１３ F３２４—F３２６．６ １１３８ ７１５ １８５３

１４ F３２７—F３２９．９ ６２０ ６０１ １２２１

１５ F３３１—F５９０．８ １２１３ ７５２ １９６５

１６ F５９１—F７１３．３５ ８５４ ４５４ １３０８

１７ F７１３．３６—F７１３．５ ７１３ ２７９ ９９２

１８ F７１３．５０—F７１４．１ ７６４ ４０８ １１７２

１９ F７１５—F７３７．１２４．６ ７２６ ３９３ １１１９

２０ F７４—F７６８．６ ７５５ ４７１ １２２６

２１ F８—F８２１．９ ８３０ ５５１ １３８１

２２ F８２２—F８３０．８ １０１１ ６５５ １６６６

２３ F８３０．９—F８３２．３９ １２０６ ７８０ １９８６

２４ F８３２．４—F结束 ８５０ ５０９ １３５９

合计 ２４５３４ １５６７９ ４０２１３

(２)社科借阅室中的目标书库总长度测算.由

于北三楼书库,拥有双面四层书架１２个,每个书架

有８个书框;双面六层书架４４．５个(有一书架只有

一半),每个书架有 ４８ 个书框,单个书框长度为

９４cm,因此总长度LT＝[(１２×８)＋(４４．５×４８)]×
９４,也就是书库最大容量为２０９８０８cm.

(３)分段架位比测算.总分段架位比 S＝LE/

LT,即１２７０００/２０９８０８≈０．６,表示所有图书上架后

的占架比例约为６０％.
实际上架前需要先将书库内原有的图书进行架

位疏散,以便预留位置为转入的图书上架做好准备,
所以需要先计算出在架图书的实际占位比例以及书

库调整后的最终占位比例,得出数据后,再结合人工

经验进行校正,求得每个分段占用的书框数量,以便

于提前标注到实际架位上,指导具体上架工作.如

表２所示,以第一个分段F０－F０６９．９的计算为例.
表２　F类分段计算数据

概况

书框总数

(个)

书库总长

度(cm)

入库书总

长度(cm)

平均

占库比

总书册

数(册)

平均厚

度(cm)

２２３２ ２１２０６４ １２７０００ ０．６ ８２４３９ １．７

具体

数据

架位统计

起始段

合计

长度

分段图

书总占

位比例

分段平

均占用

书框数

(个)

分段人

工校正

占用书

框(个)

分段在

架图书

书架占

位比例

１ F０—F０６９．９ ２６９８ ０．６ ４７．４ ５０ ０．４

２ F０９—F１２０．４ １９５５ ０．６ ３４．３ ３５ ０．４

３ F１２１—F１２４ １７５４ ０．６ ３０．８ ３２ ０．４

４ F１２５—F１２９ １４８３ ０．６ ２６．０ ２５ ０．４

５ F１３—F２２４．５ １４１６ ０．６ ２４．８ ２４ ０．４

６ F２３—F２３９．６５ １７２２ ０．６ ３０．２ ２９ ０．４

７ F２４０—F２５９．２７６．１ １５２９ ０．６ ２６．８ ２４ ０．４

８ F２６０—F２７３．７ ２３００ ０．６ ４０．４ ４１ ０．４

９ F２７４—F２９４．１ ２２８２ ０．６ ４０．１ ４１ ０．４

１０ F２９９—F２９９．７１２ １７４８ ０．６ ３０．７ ２９ ０．４

１１ F３—F３１９ ７２４ ０．７ １２．７ １１ ０．４

１２ F３２—F３２３．９ ３３５４ ０．６ ５８．９ ５９ ０．４

１３ F３２４—F３２６．６ １８５３ ０．６ ３２．５ ３１ ０．４

１４ F３２７—F３２９．９ １２２１ ０．５ ２１．４ ２０ ０．３

１５ F３３１—F５９０．８ １９６５ ０．６ ３４．５ ３４ ０．４

１６ F５９１—F７１３．３５ １３０８ ０．７ ２２．９ ２１ ０．４

１７ F７１３．３６—F７１３．５ ９９２ ０．７ １７．４ １６ ０．５

１８ F７１３．５０—F７１４．１ １１７２ ０．７ ２０．５ １９ ０．４

１９ F７１５—F７３７．１２４．６ １１１９ ０．６ １９．６ １９ ０．４

２０ F７４—F７６８．６ １２２６ ０．６ ２１．５ ２０ ０．４

２１ F８—F８２１．９ １３８１ ０．６ ２４．２ ２３ ０．４

２２ F８２２—F８３０．８ １６６６ ０．６ ２９．２ ２８ ０．４

２３ F８３０．９—F８３２．３９ １９８６ ０．６ ３４．９ ３３ ０．４

２４ F８３２．４—F结束 １３５９ ０．６ ２３．８ ２２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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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在架图书书架占位比例＝北三楼在库图书长

度/(北三楼在库图书长度＋北二楼入库图书长度)

×分段架位比,本次计算中为了更为准确,考虑开学

初,外借图书归还较多,平均多预留０．０５的比例,S
取值由０．６适当调高为０．６５;分段平均占用书框＝
(分段合计长度/入库图书总长度)×书框总数;然后

加入人工经验,校正分段占用书框数量.分段图书

总占位比例＝(分段合计长度/书库总长度)×书框

总数/分段人工校正占用书框数.有了这些数据,实
际操作中即可按图索骥.

本次调整中,首次实际测量计算了书库图书长

度数据,结合图书数量数据,计算发现南农馆社科类

图书平均厚度约１．７cm,自科类图书约１．４cm,这个

数据也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自科图书比社科厚的错

误认识,基于图书平均厚度数据,可以更精准地预测

书库未来容纳数量,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３．３　书库调整的实施步骤

图书馆的印刷本图书调整是一项繁冗的工程,
既需要制定细致全面的实施方案,又需要有经验、有
责任心、懂业务的工作人员分工实施.

第一步:制定实施方案,周密开展前期测算.前

期方案的制定尤为重要,集中论证移库方案,充分掌

握各种数据,进行集中测量计算(分段测量时,最好

两人同时进行测量校正,一人记录,防止出错).后

期具体倒架过程中,完全基于这个数据蓝本进行操

作.反复检查验证各个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案的可行

性,不断的模拟推敲,对倒架方案进行完善修改,最
后统一部署实施方案.

第二步:在图书管理系统中进行移库图书划拨

馆藏地.本次调整中,技术人员按照实施进度,首先

对准备调整的馆藏图书进行馆藏地划拨调整.同时

安排工作人员在目标书库张贴分段标识,然后根据

分段标识和在库图书占架比例进行疏架.对拟调入

的图书进行下架,由于是馆舍内调整,直接按先后顺

序下架到书车即可.
第三步:实施转移上架工作.依据分段设计的

思想,严格按照上架比例和分段标识,把下架图书直

接用书车转移到目标书库的标识分段书架内进行顺

序上架.由于采用分段实施,过去只能按分类号顺

序开展工作,现在由于有了分段标识,工作人员可以

分成若干个小组,同步实施,互不干扰,大幅度提高

了上架效率.

第四步:进行书架整架,全面开通服务.对完成

上架的图书及个别架位进行微调整,即可全面开通

服务,本次调整中也出现了个别分段上架比例跟具

体测算出入较大,导致某一小段的图书出现满框的

问题,后经仔细检查数据,发现问题是因测量环节的

数据登记错误所致.

４　总结

在本次书库调整中,南农馆借助前期的精准测

算,对总计１５万册图书进行了书库调整,虽然在具

体实施中出现了一些微差,但基本上保证正常开馆,
极大减少馆员工作量,避免了反复倒架、重复劳动,
提高了移库效率,如期完成了南农馆的布局调整

任务.
实践证明,采用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结合科学

架位分配比例测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通用性书库

调整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通用性经验和理论总

结,适用于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印刷型书库调整工作,
但也有部分因素未能涉及,如对同类图书的种次号

连号图书的关注不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结合

各馆的实际需求,对不同的要素区分考虑,然后制定

可行的实施方案.同时,在书库的调整中,通过科学

测量和系统数据应用,还可以计算出更多有价值的

数据,如提前预测书库的增长状态,做到未雨绸缪,
为资源建设和书库规划提供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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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PracticeontheMethodofAdjustingtheBookShelfPosition
ofPrintedCollection:MeasurementofBooksbyShelvesandSections

HuYitao　RenHuamei　YeHui

Abstract:Atpresent,theproportionofdigitalresourceallocationinuniversitylibraryisincreasing,

whileprintedmaterialsstilloccupiesanimportantposition．TheperiodicaladjustmentofprintedbookcolＧ
lectionisstillacommonworkintraditionallibrarymanagement．Commonmethodsofthelibraryshelves
adjustmentincludespecificthicknessbundlingmethod,averagelengthshelvingmethod,datastatisticsand
classificationmethod．Thethreekeyfactorseffectingtheadjustmentaretargetedbookstobeshelved,tarＧ
getedbookshelves,andtheproportionofshelfallocation．Iftheconsiderationsarecomprehensiveandthe
calculationisaccurate,thebasicimplementationcanbeguaranteed．Therefore,thisstudyproposesa“book
byshelfsectionmeasurementmethod”thatissuitableforadjustmentofvarioustypesofprintedbookcolＧ
lec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Library,usingthismethod,inthenonＧclosedstate,successfully
realizedtheseparationandconsolidationadjustmentofthethreebookstorages,andtransferthebooks
moreaccuratelyandefficiently,whichisworthyofreferenceforalltypesofLibraryprintingcollectionadＧ
justment．

Keywords:Library;ShelfAllocation;BookShelfAdjustment;Segmentation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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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hineseBibliographicEducationsHistoryandStatus

WangPing　KePing

Abstract:BibliographyhasalwaysbeenanimportantpartofChineseLibraryScienceeducation．Ithas
ahistoryof１００yearsnearlyfromtheestablishmentofBooneLibrarySchoolin１９２０．TheprofessionaleduＧ
cationofbibliographyinChinahasgonethroughtheinitialperiodof１９２０－１９４９,thedevelopingperiodof
１９４９－１９９０,andthesoundperiodof１９９１sofar．AneducationsystemofBachelor,MasterandDoctorin
bibliographyhavebeenfoundedinChina．Nowadays,Chineseprofessionalbibliographyeducationarefacing
bigchallengessuchascrisisofbachelorsbibliographyeducation,weakenofmasteranddoctorsbibliograＧ
phyeducation,lackofmajorcognitionofstudents,contentandmethodsofcurriculum needtobeimＧ
proved．Itisverynecessarytodeveloptheeducationalsystemofbigbibliographyindigitalera．

Keywords:Bibliography;LibraryScienceEducation;BigBibliography;Digita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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