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VBA 的数据清洗程序的开发 

——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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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已建立很多计算机信息系统，积

累了大量的数据。为了使数据能够有效地支持日常运作和决策，要求数据可靠

无误，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数据是信息的基础，在信息表达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人们常常抱怨“数据丰富，信息贫乏”，究其原因，

一是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技术，二是数据质量不高，如数据输入错误、不同来

源数据引起的不同表示方法、数据间的不一致等，导致现有的数据中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脏数据。随着各行各业对数据精准表达信息需求的日益提高，对数据

的清洗需求也日渐旺盛，各种数据清洗工具也应运而生，如特殊领域的清洗工

具有 IDCENTRIC、PUREINTEGRATE、 QUICKADDRESS、 REUNION 、

TRILLIUM 等；用于消除重复记录的清洗工具有 DATACLEANSER、 MERGE 

/PURGE LIBRARY、MATCHIT、ASTERMERGE 等；支持数据仓库的 ETL 处

理，如 COPYMANAGER、DATASTAGE、EXTRACT、WERMART 等。高校

图书馆也不例外，图书馆在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今，学科

服务是现代化图书馆一项不可或缺的创新服务，随着高校科研人员对科学数据

管理服务需求越来越大，数据清洗必不可少。高校图书馆数据清洗研究主要集

中在文献数据的清洗，已有的数据清洗研究更多的是进行数据清洗策略、方法、

流程、框架模型、实施方案 等理论探索，较少涉及具体技术实现。 

1.2 研究目的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管理与服务中，数据清洗环节过度依赖现有系

统平台中的数据清洗功能，图书馆或图书馆员参与度较低；而现有的图书馆集

成管理系统、发现系统、机构知识库等系统平台中的数据清洗功能不够完善，

不能满足深度数据挖掘分析及精准服务推送的应用需求。现有第三方数据清洗

平台工具较少，且大多数文献数据分析工具也不具有数据清洗功能。一旦现有

系统平台不能满足需求，数据清洗工作多以手工或半自动化方式实现，费时费

力。目前我馆学科服务中计算我校研究人员个人贡献度和我校二级单位贡献度

所需数据全靠人工逐条筛选，给学科服务工作带来很大困扰。本研究从我馆学

科服务工作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发一个针对性强、简单实用的小程序，为了利

用现有的计算机技能和熟悉的软件环境来提高工作效率，本课题拟在 EXCEL软

件环境中编写 VBA小程序。 

1.3 研究意义 

作为一款桌面型数据处理软件，Excel主要面向日常办公和中小型数据

集的处理，但在面对海量数据的清洗任务时却是难以胜任的，即使是小型数

据集在使用前也存在需要规范化的问题。通过在 Excel中进行数据清洗的实

践操作，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数据清洗的概念和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操作技

巧，为后面进行大数据集的清洗打好基础。 

本研究开发的小程序运行于 EXCEL 软件环境中，将数据呈现和后台程序融

于一体，使得学科馆员能更直观，更简便的操作数据，无需在不同的软件环境

中切换数据文件。此研究在节省学科馆员人工清洗数据时间，减少人工成本，

缩短报告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作为

一个专门针对图书馆服务中需要解决的科研人员贡献度和二级单位贡献问题

而开发的数据清洗程序，希望这种开发途径和程序本身能为其他高校图书馆服

务提供一点参考。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程序开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做好需求调研是获取正

确的程序需求的前提。在馆领导和学科馆员处获取程序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

在数据处理专员处调研其在日常人工操作、统计过程中需要处理的数据情况（包

括数据的来源，数据的获取、数据的特点等）、遇到的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的、

还有什么待解决的问题等等。做好需求调研，尤其是数据专员处的调研，可以

帮助后面的程序实现过程提高效率，更精准的完成开发任务。 

本程序主要针对我馆学科服务工作中，计算我校研究人员贡献度和二级单

位贡献度的统计需求来进行程序设计和开发。经调研，目前我校对研究人员和

二级单位贡献度的归属规则如下：论文权属遵循唯一性原则，即一篇论文只归

属一个作者，作者归属定位顺序为：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其他作者，通讯作者

的优先顺序是：末位通讯>其他通讯作者；二级单位的定位顺序依据作者归属而

定，即通讯作者所属单位＞第一作者单位＞参与作者单位，共同通讯的以最后

一个通讯作者的机构定位。因此，针对每篇文献，本程序需要提取：我校所有

通讯作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为方便后续其他需求，需要提取我校所有第一作

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在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都不为我校研究人员的情况下，

需要提取排名最靠前的我校研究人员及其排位和所属二级单位。 

2.2 程序设计 

设计是根据需求调研的结果，对程序的技术实现由粗到细进行设计。根据

需求分析阶段的调研结果，本程序分成两个模块，一个是通讯作者及其所属二

级单位信息的提取，一个是非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和其他作者）及其所属二级

单位信息的提取，得到如下数据流程图。 

（1） 通讯作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信息提取 

 



 

 

 

 

 

 

 

 

 

 

 

（2） 非通讯作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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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程序开发、运行和维护 

利用 Excel 软件环境，编写 VBA 脚本程序，将设计阶段的逻辑用程序代码

实现。并用下载的 WOS 数据检测程序是否实现需要的功能，根据测试情况，对

程序进行反复修改、调试，直到满足需求为止。 

3 结论与建议 

否 

有 

是 

第一通讯作者

字段是否为空 

不填写其他作者信息 把最靠前作者姓名及

二级单位信息填写到

“其他作者”相应表格 

否 

作者地址字段 Address 

字段中有无”Sichuan Agr 

Univ” 

提取最靠前作者及其二级单位信息 

是否为第一作者 

把作者名和二级单位

写到“第一作者”相

应的表格 

是 



程序包含两大模块，一个是我校通讯作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信息的提取，一个

是我校非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和其他作者）及其所属二级单位信息的提取。按照论

文权属唯一性原则，为我校文献的人员贡献度和二级单位贡献度计算很好的解决了

归属问题，为我部门后期的学科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大大

节省了以往人工统计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程序已经投入我校图书馆学科

服务的日常使用中。但程序仍然有待改进的地方，一是可移植性不高，二是可操作

性不强。在运行程序前需要一些准备工作，必须要按照设定的格式去准备好基础数

据以及工作表名，在程序运行前需要修改程序中当前数据表的最大行的行号，否则

程序无法运行或运行不正确。但这些操作都很简单，有详细说明文件，操作者只需

在运行前按照步骤准备好基础数据即可。以期这种程序设计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能为同行们提供一点参考。 

4 项目成果 

《程序运行说明》文件，见附件 

《样本文件及源代码.xls》文件，见附件 

拟发表论文《图书馆服务中的数据清洗策略研究》 

在《样本文件及源代码.xls》文件中，编辑和查看源代码的方式如下： 

（1） 用 EXCEL打开《样本文件及源代码.xls》，切换到“开发工具”选项卡

 

（2） 点击“宏”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编辑” 

 



 

（3） 进入到源代码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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