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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检索语言是组织、交流和利用情报

的工具, 是分类检索语言、主题检索语言、分

类主题一体化检索语言和代码检索语言等的

统称。检索效率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所采用的情报检索语言的质量以及对它的使

用是否正确[1 ] , 因此人们习惯地把情报检索

语言看作是图书情报部门的基本业务大

法[2 ]。作为情报检索语言实践理论化、系统化

产物的情报检索语言著作, 则成了衡量一个

国家情报检索语言水平的重要标志。

1　概况评介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在 1949～ 1995 年的

47 年中共生产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 (见

表 1)。其中, 编著 104 种 (占 7217% ) , 译著

39 种 (占 2713% )。

表 1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的递增状况

年份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当年种数 0 1 0 1 1 0 3 0 5 3 3 2 1 1 2 1 0 0 1 0 1 0 0 0

累计种类 0 1 1 2 3 3 6 6 11 14 17 19 20 21 23 24 24 24 25 25 26 26 26 26

年份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当年种数 0 0 1 0 3 1 2 5 15 8 8 8 17 7 5 3 7 6 6 6 5 3 1

累计种数 26 26 27 27 30 31 33 38 53 61 69 77 94 101 106 109 116 122 128 134 139 142 143

1. 1　内容分布

从内容上分, 可把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

著作区分为 4 个类别 (见表 2)。其中, 以分类

检索语言著作的比例 (占 6614% ) 最大。这与

我国长期以分类检索语言作为基本业务大法

密切相关。但是, 随着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迅

速发展, 情报检索手段的逐步现代化, 主题检

索语言及其相应著作在我国也逐步发展了起

来。尤其在第 4 阶段, 分类检索语言著作所占

的比率下降, 而主题检索语言著作的比率大大

上升了。更为可喜的是, 在这一阶段已开始出

现一批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检索

语言著作, 从而印验了文献[ 3 ]的预测——中

国情报检索语言的学科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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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其研究在向国际水平靠拢。
表 2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的内容分布

类　　　别
第 1 阶段

(49～ 54)

第 2 阶段

(55～ 65)

第 3 阶段

(66～ 76)

第 4 阶段

(77～ 95)

合　　计

种数 比例 (% )

1 分类检索语言著作 2 20 3 70 95 6014

2 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1 1 34 36 2512

3
分类主题一体化检索语

言著作
2 2 114

4 综合性检索语言著作 10 10 710

合　　计
种数 3 21 3 116 143 10010

比例 (% ) 211 1417 211 8111 10010

年 均 种 数 015 119 013 611 310

1. 2　时间分布

从时间上考察, 第 4 阶段 (1977～ 1995

年) , 尤其是其中 1981～ 1985 的 5 年, 是我国

情报检索语言著作面世的黄金时期 (见表 1、

表 2)。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著作数量

可观, 80% 以上的著作产生在这一阶段。这一

阶段年均著作种数是第 1 阶段 (1949～ 1954

年)的 1212 倍、第 2 阶段 (1955～ 1965 年) 的

312 倍、第 3 阶段 (1966～ 1995 年) 的 2013

倍。二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广泛问世。不仅

表现在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检索语言领域,

而且表现在分类主题一体化检索语言以及情

报检索语言整体化建设的全新领域。

1. 3　地域分布

在我国的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中,

70% (99 种)产生在中国大陆, 30% (44 种)来

自海外。47 年来, 大陆图书情报工作者一直

关心并大力引进海外学者的著作, 并使其与

大陆情报检索语言的编制、使用和理论建设

相结合。其中, 引进最早的是《论苏联图书分

类法草案》[4 ] , 而影响较大的则是兰开斯特[5 ]

的《情报检索词汇规范化》等译著。

1. 4　合著率与合作度

我国的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由 362

位作者著述, 人均著述 014 种。在 362 位作者

中, 包括 349 位个人作者和 13 位团体作者

(见表 3)。与其它学科论著相比, 我国情报检

索语言著作有两个特点, 即: (1) 合著率高;

(2) 合作度大。在个人作者中, 如果把参与 3

或 3 种以上著述的人称作多产作者, 那末, 共

有 17 位多产作者 (占 210%。见表 4)。其中,

侯汉清研究馆员的著述最多, 张琪玉教授的

影响最大。

表 3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的合著率与合作度

项　　　目

作　　者　　类　　型

个　　人　　作　　者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6 人以上 小计

团体

作者

合
著
率

(% )

合
作
度

1 著作种数 53 14 18 10 9 26 130 13

2 所占比例 (% ) 3711 918 1216 710 613 1812 9019 911
6219 2153

表 4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领域的多产作者

姓名 著作种数 代表性著作

1 侯汉清 10 主题法导论

2 张琪玉 6 情报检索语言

3 白国应 5 图书分类学

4 戴维民 4 情报检索语言综论

姓名 著作种数 代表性著作

5 陈树年 3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的理论与使用

6 刘湘生 3 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

7 丘　峰 3 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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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多产出版社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由 78 个出版

社 (或图书情报部门) 出版, 平均每个出版社

(或图书情报部门)出版 118 种著作。若把出

版 5 或 5 种以上著作者称为多产出版社的

话, 共有 3 家 (占 318% )。依次是书目文献出

版社 (出版 21 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

版 9 种)、武大出版社 (出版 5 种)。显然, 书目

文献出版社在出版我国情报检索语言著作方

面独占鳌头。

1. 6　代表性著作

在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中, 质量较

高、影响较大的有 11 种 (占 717% )。其中, 分

类检索语言著作 4 种, 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4

种, 综合性检索语言著作 3 种。按面世先后,

依次为:

(1)《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刘

国钧著, 1980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 10

章, 约 17 万字。对国外《杜威十进分类法》和

《国际十进分类法》等逐一做了介绍和评述。

(2)《图书分类学》。白国应编著, 1981 年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 17 章, 约 81 万字,

书后附有分类习题及其答案。是我国较为全

面而系统的分类检索语言著作。

(3)《情报检索词汇规范化》。美国兰开斯

特著, 杨劲夫等译, 孙荣科等校, 1982 年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共 25 章, 约 42 万字,

书后附有作者和 50 多种情报检索语言简介。

是系统性、理论性和实用性较强的综合性检

索语言著作。

(4)《图书分类》。北大图书馆学系《图书

分类》编写组编著, 1983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共 8 章, 约 27 万字, 每章附有思考题和

实习题。

(5)《情报检索语言》。张琪玉编著, 1983

年武大出版社出版。共 8 章, 约 20 万字。是

我国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综合性检索语言

著作。

(6)《汉语主题词表标引手册》。钱起霖主

编, 1985 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共 10

章, 约 20 万字, 书后附有标引实例和常用术

语解释。是使用《汉语主题词表》的实用性手

册。

( 7)《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刘湘生编

著, 1985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 16 章,

约 31 万字, 书后附有标引实例及主题索引。

是我国系统性较强的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8)《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丘峰著,

1988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 8 章, 约 30

万字, 每章附有复习思考题, 书后附有主题词

表索引、情报检索语言大事年表以及汉英、英

汉对照常用词汇表。是我国系统性较强的主

题检索语言著作。

(9)《主题法导论》。侯汉清等主编, 1991

年北大出版社出版。共 9 章, 约 28 万字。是

北大信息管理系《图书分类》的姐妹篇。

( 10)《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

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使用手册》。《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编委会编, 1991 年书目文献出

版社出版。共 9 章, 约 26 万字, 有 5 种附录。

是了解、熟悉和使用《中图法》的标准化专著。

(11)《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教程》。张琪玉

等主编, 1994 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共 8 章, 约

30 万字, 书后附有化学元素、化合物、合金的

组配标引细则。是了解、熟悉和使用《中国分

类主题词表》的标准化专著。

2　代表性著作的引文分析

在 11 种代表性著作中, 共有 891 条引

文, 种均引文 81 条。其中,《情报检索词汇规

范化》的引文最多 (342 条) ,《西方现代主要

图书分类法评述》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教

程》没有引文。

2. 1　引文学科

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学科之间的亲缘关系, 引文分析正是透视

和分析这种关系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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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中, 4 种主题检索

语言著作的 60% 以上的引文引自主题论著;

尤其是 4 种分类检索语言著作的 80% 以上

的引文都引自分类论著就具体地验证了这一

结论 (见表 5)。从表 5 还可看出: (1) 我国情

报检索语言著作, 特别是分类和主题检索语

言著作, 97% 以上的引文都引自社会科学。这

说明情报检索语言与社会科学具有极为密切

的亲缘关系; 情报检索语言属于社会科学范

畴。 (2)综合性检索语言著作和分类、主题检

索语言著作相比, 与自然科学、综合科学具有

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

2. 2　引文文献类型

从总体看, 在 11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

中, 图书占有较大比例 (见表 6) , 这是因为图

书具有内容专深、论述系统、观点成熟和可信

度较高等特点。然而, 期刊与图书相比, 因其

具有出版周期短、内容新、容量大和检索方便

等优点, 因而成为 11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引

文的主要来源。
表 5　不同类型著作的引文学科

引　文　学　科

分类检索

语言著作

主题检索

语言著作

综合性检索

语言著作
合　　计

引文

条数

比例

(% )

引文

条数

比例

(% )

引文

条数

比例

(% )

引文

条数

比例

(% )

社
　
会
　
科
　
学

逻辑学 1 1 013 2 114 3 013

语
　
言
　
学

普通语言学 2 1 017 1 011
情
报
检
索
语
言

分类检索语言 3 291 8316 2 114 40 919 333 3714

主题检索语言 4 8 213 90 6413 132 3218 230 2518

综合性检索语

言、其它
5 4 111 10 711 112 2718 126 1411

其它学科 6 40 1115 31 2211 19 417 90 1011

小　　计 344 9819 136 9711 303 7512 783 8719

自然科学 7 4 111 2 114 66 1614 72 811

综合科学 8 2 114 34 814 36 410

合　　计 348 3911 140 1517 403 4512 891 100

表 6　不同类型著作的引文文献类型

文献类型
分类检索语言著作 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综合性检索语言著作 合　　　计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1 图书 90 2519 65 4614 191 4714 346 3818

2 期刊 225 6417 47 3316 152 3717 424 4716

3 其它 33 915 28 2010 60 1419 121 1316

2. 3　引文语种

语言是记述、传递和利用科研成果的工

具。某一语种文献被引用比较多, 就说明该语

种较为重要和常用。从 11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

作的整体来看, 汉语引文比例最大 (见表 7)

是自然的事。同时, 因有 1 种译著, 而其英语

引文比例又较大 (占 9618% ) 也是自然的事。

但从 11 种著作的不同类型来看, 存在这样一

种趋势, 即汉语引文比例依次递减, 英语引文

比例则依次递增。这显然与两个方面, 即分类

检索语言是我国主要的传统的情报检索语言

及主题检索语言和综合性检索语言是新型

的、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报检索语

言相关。

2. 4　引文年代

从时间角度对引文年代进行研究是引文

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可反映被引文献的

出版、传播和利用情况。特别是在文献老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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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类型著作的引文语种

引文语种
分类检索语言著作 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综合性检索语言著作 合　　　计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引文条数 比例 (% )

1 汉语 340 9717 132 9413 61 1511 533 5918

2 英语 8 213 8 517 331 8211 347 3819

3 其它 11 217 11 112

科学史的研究中, 引文年代分布更是一种被

广泛应用的有效方法[7 ]。从 11 种情报检索语

言著作来看, (1)分类检索语言著作与其它检

索语言著作相比, 虽然最大引文年限为 2 年,

但它的引文半衰期却较长 (见表 8) , 从而使

其近 5 年的引文只占 3313% , 而 60% 以上的

引文都是 16 或 16 年以前面世的论著; (2)英

语检索语言原著与汉语检索语言原著相比,

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较具规律性, 引用 16 或

16 年以上的文献相对较少。
表 8　不同类型著作的引文年限

区　分　角　度
最大引文

年限 (年)

引文半衰

期 (年)

引　　文　　年　　限

1～ 5 年 6～ 10 年 11～ 15 年 16、16 年以上

度
区
分
　

从
内
容
角

分类检索语言著作 1 2 1615 3313 414 112 6112

主题检索语言著作 2 4 615 3713 4412 614 1211

综合性检索语言著
作

3 3 515 4519 3118 1319 814

度
区
分
　

从
语
种
角

汉语检索语言著作 4 2 910 3517 1518 219 4515

英语检索语言著作 5 3 515 4519 3414 1514 413

3　代表性著作的被引分析

任何一种论著在引用其它文献的同时,

都无法拒绝其它文献对自己的引用。其中, 前

者 (引用行为) 表明的是论著的情报吸引能

力, 而后者 (被引状况) 表明的则是论著的社

会影响。在我国 143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中,

学术水平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有 11 种; 在

这 11 种著作中, 公认学术水平最高、社会影

响最大的是张琪玉的《情报检索语言》。从表

9 可以看出, 无论是被引总数还是面世后的

年均被引次数, 它都居于首位。

表 9　11 种情报检索语言著作的被引状况

著作名称 面世年数 被引总数 年均被引次数
1 情报检索语言 13 88 618

2 图书分类 13 57 414

3 情报检索词汇规范化 14 59 412

4 主题法导论 5 21 412

5 汉语主题词表标引手册 11 46 412

6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第三版使用手册
5 20 410

7 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 11 40 316

8 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 8 28 315

9 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 16 54 314

10 图书分类学 15 45 310

11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教程 2 5 215

合计·平均 113 463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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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发的思考

述评是研究论文的一种重要形式[8 ]。编

写述评无疑需要查阅和分析大量文献。在编

写本文过程中, 我们深深感到查找和获得所

需文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由此出发, 使

我们想到了两点: (1)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图书

馆学情报学文献收藏中心; (2)需要建立统一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检索体系 (包括引文

索引) , 形成全行业的检索中心。考虑各种因

素和条件, 这两个中心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内较为合适。为此, 需要采取

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送缴本制度。这种制

度由有关部门制订, 或者由本行业协商规定。

在这里, 关键是要想着“事业”, 关键是要做到

“互利”。我想, 大多数同行会有此同感。我们

期望我们能心想事成, 事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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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机构, 发展了成员馆, 制订了成员馆拨出

协调专款、签订保种协议书等一系列新举措。

2 年来协调网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 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通报嘉奖。协调网

每年一次的订购协调会议, 除了北大、清华等

50 所重点高校参加外, 北图、上图、中科院

馆、中情所系统均派代表参加, 并给予了大力

支持, 这说明我国 3 大系统期刊同行已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可以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 全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一定能开展起来,

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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