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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elligen t ca ta logu ing expert system is to in tegra te

know ledge and experience of cata logu ing experts in to compu ter, p rocess

them and p roduce cata logu ing resu lts. It con sists of the fo llow ing five

parts: know ledge database, in tegra ted database, inference m echan ism , hu2
m an in terface and know ledge acqu isit ion. 2 figs. 15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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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人们探求机器

来模拟人类的智力活动成为可能, 此种技术

的实现即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A rt if ica l In2
telligence)探求人类的思维过程, 研究将人类

的脑力劳动外延到某种物理装置, 它是计算

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 是人工智能走向实用化的一个最新

研究领域。所谓专家系统, 是利用存贮在计算

机内的某一特定领域内人类专家的知识, 来

解决过去需要人类专家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

的计算机系统。它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智能

化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1　智能编目专家系统的构成

智能编目专家系统 ( In telligen t Cata2
log ing Expert System ) 是将编目专家的知

识、经验加以总结, 形成规则, 存入计算机建

立知识库, 并采用一定的控制手段, 对用户输

入的信息进行处理, 得出相应的编目结果, 以

供用户使用。一般说来, 智能编目专家系统由

五部分构成: 知识库、综合数据库、推理机、

人机接口和知识获取。

1. 1　知识库

在对文献进行编目的过程中, 由于需要

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知识, 所以需将知识分

别存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库中, 智能编目专家

系统的知识主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综合型文献知识库: 它包括有关文

献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在信息时代, 文献的内

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不仅包括一次

文献 (如图书、期刊等)、二次文献 (如书目、索

引、文摘等)、三次文献 (如综述)和参考类文献

(如百科全书、年鉴、手册等)等印刷型文献, 而

且包括电子函件、机读数据库等非印刷型文

献, 并且后者的数量在不断增长。综合型文献

知识库还应包括文献之间的关系、文献元素

(属性、句子、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描述。

(2) 专业知识库: 它包括专业领域的概

念及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专业知识一般包

含在各种专业词表 (或词典) 中, 主要是主题

词表。

(3) 规则库: 它包括系统控制策略知识

和编目专家的知识, 可采用产生式规则表示

法和框架表示法。规则库是系统执行推理解

决问题的主要部分。

编目专家的知识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

编目常识, 也就是编目专家的常识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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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源于人类编目专家, 通过对编目专家编

目实践的研究和分析, 从中发现规律, 对他们

使用的常识性知识进行归纳, 输入计算机中。

第二类是编目条例, 这是编目的依据。外文编

目以AA CR 2 (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 作为著

录规则, 中文编目以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制定、国家标准局批准的有关各类

型文献的著录规则为准; 第三类是编目特征

识别知识, 通过这类知识, 可以判断各项编目

特征 (如书名、著者、出版社等) , 并由此决定

编目规则的选择与利用。第三类知识是通过

对文献编目特征本身的研究获得的。在三级

著录格式中, 目前一般都选用第一级著录格

式, 其著录事项包括: 书名、责任者、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本说明。

(4) 语言知识库: 用来存放编目过程中

所需要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 主要是字典、词

典以及语法知识。语言知识库提供适合于任

何专业领域的一切知识, 字词典知识一般可

采用层次方法表示, 字词典库的每一个词条

信息表示为一个层次结构, 一般有 3～ 4 层。

词条信息分为若干款目, 表示意义的不同深

度。最高层是词目层, 第二层是功能层, 第三

层是意义层, 第四层是子意义层。只有具备好

的字词典知识库, 才能支持提问和文献的自

然语言处理和自然语言会话能力。

(5) 用户知识库: 它包括用户模型知

识。用户知识库包括用户的专业知识、系统经

验、常用的交互方式等, 其中专业知识是用户

知识库和专业知识库的公共部分, 应使用相

同的表示方法。用户知识库是辅助用户和提

高系统效率的重要因素。

1. 2　综合数据库

综合数据库用来存放编目过程中的大量

事实数据以及关于问题求解的初始数据、求解

状态、中间结果、假设、目标和最终求解结果。

1. 3　推理机

应用各种编目策略和推理技术, 针对综

合数据库中的当前信息, 识别和选取知识库

中对当前问题求解有用的知识进行推理, 以

达到解决编目问题的目的。编目推理机可采

取正向推理 (Fo rw ard R eason ing)、逆向推理

(Backw ard R eason ing) 或双向推理 (B id irec2
t ional R eason ing) 方式。以上三种推理方式

又分为精确推理 (Exact R eason ing) 和不精

确推理 ( Inexact R eason ing)。在编目专家系

统中, 由于知识库中的知识往往是不完全的

和不精确的, 因而其推理过程一般采用不精

确推理。

(1) 正向推理: 是指从可用的事实出

发, 向前推理, 用当前的事实匹配规则的前

提, 产生新的结论, 直到达到目标状态为止。

这种推理方式是由数据到结论, 所以也称作

数据驱动策略, 推理方式如下:

初始状态
(事实　　条件)

　 目标状态
(结论　　假设)

(2) 逆向推理: 是指从目标出发向后推

理, 用目标匹配规则的结论部分, 产生新的子

目标, 然后试图证明一系列子目标, 直到找到

支持结论的证据, 则停止推理。这种由结论到

数据的策略也称作目标驱动策略。推理方式

如下:

初始状态
(事实　　条件)

　 目标状态
(结论　　假设)

( 3) 双向推理: 指先根据原始数据, 通

过正向推理帮助系统提出假设, 再运用逆向

推理, 进一步寻找支持假设的证据, 如此反复

这个过程, 直至达到目标。推理方式如下:

初始状态
(事实　　条件)

　
→←

目标状态
(结论　　假设)

( 4) 精确推理: 在这种推理中, 领域知

识具有确定性, 可表示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和

逻辑关系, 推理的结论或是肯定的或是否定

的, 也可以把可能性大于某个固定值的假设

认为是肯定的。

( 5) 不精确推理: 在这种推理中, 使用

确定和不确定的知识, 证据不一定是肯定的,

而是给予某种“权”(可信度)。推理的规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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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肯定的, 也是给予某种“权”。对于多个证

据或多条规则的推理要进行“权”的组合。由

于不确定知识的表示方法及组合方法的不

同,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不精确推理方法。

1. 4　人机接口

智能人机接口是最终用户、编目专家和知

识工程师与信息知识源之间的中介, 具有智能

特性, 能实现中间人专家所能完成的功能。

(1) 智能人机接口的特征:

第一, 有智能性: 接口能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 (如知识表示, 语言理解, 推理和学习等)

模拟专家处理编目问题的认知功能, 有效地

执行各种认知活动, 能从用户模型和编目模

型推导信息, 解释提问和补充问答, 提供启发

式策略, 指导用户。

第二, 有丰富的知识, 如编目专家的知识

和用户知识等。

第三, 有较强的自然语言通讯和图形显

示功能。

第四, 对用户友好: 允许用户以自然的方

式表达需求, 不受任何人工命令语言或语法

的限制, 并能处理不完整的、不精确的信息。

第五, 适应性强: 能适应不同任务的不

同应用方面, 也能适应于多种系统。它还适应

于具有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的各类用户, 尤

其是没有经验的新用户。

第六, 能执行快速的对话, 系统响应速度

快。

(2) 智能接口的主要工作:

第一, 问题描述: 接受用户的问题及其

他信息, 进行一定的处理, 产生需求模型或其

他内部形式。操作处理应包括分析、理解问

题, 明白用户的需求, 识别用户提供的各类概

念, 并进一步解释和表达问题。

第二, 系统回答的表达和解释: 将系统提

出的问题, 对用户问题的回答、推理结果及对

结果的解释等进行逆转换, 以用户可以理解

的形式输出给用户。

第三, 会话管理: 会话管理问题可分为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会话总体结构的控制, 该

部分描述会话的控制方式或执行计划, 决定

问什么问题, 由谁 (用户或系统) 在何时提问

或回答, 第二部分是确定会话语言。

第四, 知识获取: 通过用户的交互对话,

获取系统所需要的知识, 其中用户知识即用

户模型是最主要的。

1. 5　知识获取

是指在智能编目专家系统的知识库建库

中用以部分代替知识工程师进行专门知识的

自动获取, 实现专家系统的自我学习, 不断完

善知识库。获得知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

是采访式。此法是由知识工程师通过一系列

的采访和编码从人类编目专家那里获得知

识, 知识工程师是专家和计算机系统之间的

中间人, 他在知识获取处理中起核心作用, 知

识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工程师的技

能。在获取知识和建立知识库的过程中, 知识

工程师经常要面对面地与专家会话, 会话允

许专家综合性地讲述任务和他们的专知, 这

些综合性的讨论应事先计划好, 以便有详细

的目标和问题。由于专知的特殊性, 还没有确

定的方法引导会话, 个人之间的通讯和分析

技巧常被用来引导专家完满地回答询问, 并

合理地解释这些回答。二是机器学习。机器

学习是知识系统利用各种学习方法来获取知

识, 并进行知识的积累, 建立、修改和补充知

识库。它是一种高级的全自动化的知识获取

方式, 减少了对专家的和知识工程师的依赖

性。在机器学习中, 机器归纳学习很受重视,

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2　主题词表和分类表的建立

2. 1　主题词表的建立

(1) 主题词是能用于描述、存储、查找文

献而作为建立检索工具依据的规范化的词

汇, 是主题词表中表达一定意义的、最小的词

汇单元。主题词一般分为标题词、元词、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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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词。

主题词表是把主题词按照一定的方式排

列而成的词汇表。主题词表 (词汇)一般由详

表 (包括主表和副表)、简表、索引和词图等部

分组成。

由于主题词表是按情报检索查全和查准

的要求, 通过明确概念 (即主题) 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方式组织主题词的, 所以它可以作为

标引、检索和查询文献的依据, 主题词表是不

同的文献标引人员和读者之间思维的桥梁,

是图书情报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工具。

(2) 主题词表的知识表示主要是由智能

编目专家系统的结构而定的。既可以把主题

词表作为整个知识库的一部分, 主题词表和

知识库采用一致的知识表示方式, 也可以把

主题词表作为独立的知识库, 可采用框架结

构表示方法建库, 这是因为主题词表中的主

题词之间存在纵向和横向组合的关系。

框架是一种知识结构化的表示方法, 也

是一种定型状态的数据结构, 它的顶层是固

定的, 表示某个固定的概念、对象或事件, 其

下层由一些称为槽的结构组成。每一个槽可

以有任意有限数目的侧面, 每个侧面又可以

有任意数目的值, 而且侧面还可以是其它框

架 (即子框架)。框架的一般形式如下:

《框架名》

　　《槽名 1》《侧面名 11》(值 111, 值 112⋯)

《侧面名 12》(值 121, 值 122⋯)

⋯

　　《槽名 2》《侧面名 21》(值 211, 值 212⋯)

《侧面名 22》(值 221, 值 222⋯)

　　⋯ ⋯

　　《槽名 n》《侧面名 n1》(值 n11, 值 n12⋯)

《侧面名 n2》(值 n21, 值 n22⋯)

⋯

相互关联框架连接起来组成框架系统,

或称框架网络。不同的框架网络又可通过信

息检索网络组成更大的系统, 代表一块完整

的知识。主题词表的知识表示应做到尽可能

使用户便于描述、推理和进行其它的智能操

作, 便于对知识库进行管理, 可以处理各种模

糊信息。

由于主题词表的知识表示可采用语义网

络或框架结构表示方法 (实际上框架结构也

是一种语义网络) , 所以它可采用C 语言或

关系型数据库来进行建库。下面以《汉语主题

词表》为例, 将主题词分成两部分, 用两个库

分别存放。
主题词表的第 1 部分

项　目　名 类　型

序　　　号

主　题　词

汉 语 拼 音

拼音编写码

词　标　识

英　文　名

范　畴　号

词　　　频

N

C

C

C

N

C

C

N

关键词库存放主题词的第 2 部分

项　目　名 类　型
序　　　号

关系符代码

关　系　词

N

N

C

　　主题词库以汉语拼音排序, 其中词标志

的值为: 族首词——1, 关键词——2, 非正式

主题词——3, 自由词 (用于机器索引) ——4。

关系词库中的关系符代码分别是: Y (用)、D

(代)、F (分)、S (属)、C (参)、Z (族)。两库以序

号项相关联。

(3) 主题词表的管理。为了适应事物自

身发展变化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需要,

为了保持生命力, 任何一种词表或类表都需

要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 使之不断得到完

善。主题词表也不例外, 也将会随着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的发展和专家知识的进一步获取而

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词表的变化主要包括

主题词的增、删、调整语义关系等。

第一, 对主题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增加、

删除和修改。在主题词表的使用过程中, 凡具

有较多文献数量而又不能通过现有主题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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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作为标识时, 应补充新的主题词。凡与主

题词表中的其它主题词概念重复或者长期使

用频率过低或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主题词, 应

该删除。凡取名、分类、词间关系等存在矛盾

或错误时, 应该修改。

第二, 建立主题词使用情况档案。主要包

括三种: 第一标引频率 (即使用频率) 统计档

案; 第二上位词标引和近义词标引档案; 第三

标引频率分析档案, 不断提高主题词表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第三, 具有学习功能。能利用机器学习技

术, 不断从标引和检索过程的反馈信息中获

取新主题词以及主题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用

专家的启发式知识从词表本身推导出新知

识, 不断精炼和扩充词表知识库。

第四, 主题词表的完全重新构造。当主题

词表不能满足很多新用户的需要时, 或者在

修改词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词分类的方法

时, 可能需要完全重新构造主题词表。

2. 2　分类表的建立

(1) 分类表是一种用于对文献进行分类

标引的词典, 它把类目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起

来, 并用标记符号代表各级类目和固定类目

的先后次序。分类表习惯上又称为文献分类

法或图书分类法。分类表由三个要素构成: 类

目、类号和注释, 三要素按一定的体系结构和

技术方法组织起来构成了分类表。分类表主

要有以下功能:

第一, 分类表, 尤其是目前我国通用的分

类表都是按等级体系进行排列的, 以类号作

为文献主题概念的标识, 按学科门类集中文

献, 为从学科专业查找文献提供了有效途径。

第二, 分类表用等级结构显示主题概念

间的关系, 按学科体系排列类目, 直接体现了

知识分类的要求, 把文献强制性地按特定分

类体系予以组织,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便于检

全某一学科、某专业领域内的文献资料, 可以

鸟瞰学科或专业的全貌, 达到查找文献, 由此

及彼, 触类旁通的目的。

(2) 如同主题词表, 分类表的知识表示

也是由智能编目专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可

以把分类表作为整个知识库的一部分, 采用

和知识库一致的知识表示方法, 也可以把分

类表作为独立的知识库, 采用框架结构表示

法。因为分类表是以知识分类基础按学科专

业排列类目的, 整个分类表中的类目构成了

一个关联网络。分类表的知识表示也必须做

到尽量方便用户的智能操作, 便于对知识库

进行管理。分类表也可以用C 语言或关系型

数据库进行建库, 库结构如下:

项目名 类　型
序　　号

类　　目

类　　号

注　　释

N

C

C

C

　　 (3) 分类表的管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文献资料数量的增长, 分类法要不断地进行

修订和更新, 分类表的有效管理是一部分类

法永葆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第一, 加强对分类表构建管理工作, 及时

修改类号、类目中的错误, 对于只有A 类目

参见B 类目, 而没有B 类目参见A 类目的反

参照, 及时予以补充, 健全分类表中的参照系

统, 加强对分类表用语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提高编表的质量。

第二, 通过统计标引与检索的频率, 可以

发现那些使用频率很低或者根本没有人使用

过的类目, 对这样的类目应予以合并或删除,

对于经常出现而分类表中根本没有的主题概

念, 应增加为新的类目, 从而使分类表能很好

地适应用户的需求。

第三, 等级体系分类表利于从学科专业查

找文献, 却不能很好地按主题集中文献, 所以

字顺主题索引应成为分类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计算机可以自动生成字顺主题索引

以及族系表和轮排表, 还可以随时输出各种不

同的分类表及其修订情况, 从而使得分类表及

其索引的编制速度和修订质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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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具有学习功能。应能通过机器学习

技术, 不断地从分类标引和检索中获取新的

类目, 用专家的启发式知识从分类表中推导

出新的知识, 使得分类表知识库不断地得到

完善。

2. 3　分类主题一体化

(1) 所谓分类主题一体化是指分类法和

主题法相互利用、相互结合、相互渗透, 形成

一个分类主题词表。即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

在概念系统、参照系统、标引系统、索引系统

等方面合二为一。

分类法和主题法是从两条不同的途径对

文献资料进行检索的两种不同方法, 两者各

有所长, 又各有所短, 不能相互取代。为了扬

长避短,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如何使两

者结合起来, 相互取长补短, 从而满足用户多

途径检索的需要。检索语言的发展史已显示

出了分类法与主题法日趋结合的发展趋势。

60 年代叙词表的迅速发展, 更使主题法和分

类法向着相互结合的方向迈了一大步。叙词

表不仅完善了参照体系, 而且增加了范畴表、

族系表等部分, 在叙词表中运用了很多分类

的方法。60 年代杜定友先生提出编制分类主

题目录的建议, 但没有得到国内同仁的重视。

英国的艾奇逊 (A itch son, J ) 主编的《分面叙

词表》(T hesau rofacet) 第一次实现了分类主

题的一体化。他的词表包括分类表和叙词表

两部分, 每个叙词同时出现在分类表和叙词

表中, 两部分之间用分类号相联系。此外美

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

研究, 使得分类主题一体化成了当代图书情

报界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2) 虽然分类法和主题法在外部特征、

组织方式、标引方法等方面均有不同, 但它们

在原理上有诸多相同之处, 从而成为分类主

题一体化的基础。

第一, 两者皆使用了分类的方法。分类表

和主题词表的编制, 以及主题分析和文献标

引, 都需要运用分类的方法, 只是主题法是通

过参照系统、范畴索引、词族索引等方式来运

用分类方法的, 而不像分类法那么直接公开

地采用分类的方法。

第二, 从发展历史看, 两者已从早期的互

不相同发展到现在的相互渗透, 合二为一。

第三, 两者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分类号

(或类目) 和主题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都是

代表一组相同主题文献的类集, 是文献主题

概念的字面表示形式。

(3)分类主题一体化的优点:

第一, 用户可以在一个检索系统中进行

分类和主题两种方式的查询, 从而提高了检

索效率, 节省了时间。

第二, 标引人员可以同时完成对文献的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 两种标引结果可以相

互转换, 节省了人力和物力。

第三, 检索语言的编制可由人工智能和

计算机自动进行, 以提高编表的速度和质量。

第四, 检索语言的管理工作可由一个机

构集中统一进行, 有利于词表的统一编制与

修订, 便于管理和提高词表的质量。

(4) 分类主题词表的编制。分类主题词

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分类号—主题词对应

表和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若使用《中图

法》, 可把《中图法》分类表改成分面分类表,

把主题词对应到相应的分面中, 形成分类号

—主题词对应表, 这个表按分类顺序排列, 主

要供检索使用。

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是主题词与分类

号的对照, 可由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逆转

过来编成, 按词的字顺排列, 用于对文献进行

自动分类标引。

3　联机编目与查询

3. 1　文献编目

所谓文献编目, 是指款目编制和目录组

织管理的全过程, 款目编制即文献著录, 是对

文献的物质形态进行分析、选择和描述, 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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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内容特征进行文献分类和主题标引的全

过程, 它分为描述性著录和检索点的选择两

部分内容。著录的依据是编目条例及编目规

则, 通过著录形成款目, 把款目按照一定的排

检方式和组织原则结合起来, 形成目录体系。

按组织方式的不同, 目录可分为两大类: 分类

目录和字顺目录 (包括书名目录、著者目录、

主题目录等)。

编目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

编目的成果——目录是图书馆业务工作和读

者服务工作的重要工具。图书文献的采购、编

目、典藏、宣传报导等工作都离不开图书馆目

录。目录更是读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查找

自己所需知识的主要手段。图书馆目录又是

进行文献信息交流, 实现资源共享的基础, 尤

其是在实现了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前提

下, 更是如此。

3. 2　联机编目与查询

(1) 联机编目是指借助计算机和现代化

通讯技术所形成的联机书目设施, 对图书文献

进行款目编制和目录组织, 各图书馆分担编目

任务, 共建中央数据库, 达到任何一个图书馆

编目, 其他各图书馆共享编目成果的目的。

联机编目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图书馆业

务工作相结合的产物。它有以下作用:

第一, 联机编目汇集各个图书馆的藏书

记录, 形成中央数据库, 提供联机查询和藏书

地址等, 可以起到资源共享的作用。

第二, 联机编目可以使任何一个图书馆

的编目记录被其他图书馆所利用, 避免了各

个图书馆分别编目的重复劳动, 节省了人力、

物力和财力。

第三, 联机编目对任何一种图书文献编

目一次, 避免了以往对同种文献各个图书馆

采取不同的著录级次, 著录不同的项目的著

录方式, 有利于实现书目著录标准化, 提高书

目数据库的质量。

第四, 联机编目推动了图书馆自动化的

进程。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前期工作是建立

书目数据库,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 尤其对资金相对短缺的中小图书馆而

言, 更是难以承受。而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图书

馆首先建库, 小图书馆可以直接上网利用中

央数据库中的书目记录。

(2) 机读目录的形成。通过光符阅读器

自动快速地阅读书名页、目次页甚至图书的

全文, 计算机自动地记录下此种图书的书名、

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开本、

页码、关键词等书目的特征, 利用联机查询系

统, 查询中央数据库中是否有与此种图书的

书目信息相匹配的记录, 如果有, 则此种图书

为复本图书, 不予重新编目, 自动地给予此书

的馆藏地址即可。如果与中央数据库的记录

不匹配, 则此种书为新书, 需要对此种图书进

行编目。利用智能编目专家系统的知识库中

的知识和规则自动地规范化地著录书名、著

者、版本等描述性编目信息, 根据所获得的关

键词, 通过分类表和主题词表数据库等进行

自动分类和主题的自动标引。然后自动地在

各个字前填写指示符、分隔符、记录终止符

等, 形成一条书目记录, 自动存入中央书目数

据库中, 并能根据需要自动地进行屏幕输出、

打印输出、磁盘磁带输出、光盘输出等形式的

机读目录。

(3) 自动分类。分类是对文献进行标引的

一种重要方式。传统的手工分类方式由于分类

标准难以掌握, 工作量很大、工作效率也非常

低, 并且所分类目不够细致全面, 大多数文献

只归入一类, 难以全面揭示文献的多个主题。

而自动分类却能解决这些问题, 完善了文献的

分类标引方式。国外自动分类的研究始于 50

年代末期, 70 年代中期进入实用阶段。近年来

我国也开始重视对中文文献进行自动分类的

研究,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

研制的自动分类系统, 广东中山图书馆研制的

我国第一个地区性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ZSLA IS 中的自动分类系统已投入使用。

上海交大的自动分类系统主要有三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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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部分: 抽取题中关键词、构造分类用主题

词表、自动给定类号。对国内中文自然科学期

刊的篇名和论文主题的匹配情况进行统计,

完 全 匹 配 的 占 8912% , 部 分 匹 配 的 占

1018% , 完全不匹配的仅占 0123%。而中山

图书馆的自动分类系统是在《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机读版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研制而

成的。先选出文献的关键词, 输入关键词后,

系统即以前方一致方式, 自动给出正式主题

词和分类号, 从而实现了分类标引和主题标

引同步完成, 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标准

化程度, 保证了分类质量。

在智能编目专家系统中, 由于分别建立了

分类表和主题词表作为知识库的组成部分, 所

以可以从最能概括图书文献主题内容的题名

中自动抽取关键词 (中文抽词可以借助于用词

词典和非用词词典。通过用词词典抽出题名中

有用的词, 通过非用词词典删除题名中无用的

词) , 与分类表的字顺主题索引进行匹配, 获得

分类号, 完成自动分类的任务。

(4) 自动标引。自动标引是指计算机根

据文献标题或文摘中的自然语言, 自动地选

取表示文献内容特征的主题标识的一种文献

揭示方式。与手工标引相比, 自动标引有以下

优点: 第一, 标引速度快。日本的 JA KA S 系

统早在 1982 年自动标引 200 万件题录, 共抽

取 1000 万个关键词, 标引 1 万条题录只需要

0135 小时 , 而人工标引一篇文章大约需要

0150 小时, 标引速度与计算机相差甚远。第

二, 标引的一致性水平高。人工标引的一致性

差, 标引结果常因人而异, 自动标引解决了这

个难题。第三, 自动标引系统的检索效率已被

证明优于或等于人工标引。由于自动标引有

诸多好处, 国内外对自动标引的研究都比较

重视。早在 1957 年美国 IBM 公司的卢恩等

人已率先撰文提出自动抽词标引的基本思

想。目前西文文献的自动标引已经在实践中

得到了普及应用。我国早在 1963 年就开始介

绍国外自动标引的研究情况, 但直到 80 年

代, 汉语自动标引的研究才开始得到重视, 并

成为我国情报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动标引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 抽词

标引和赋词标引。所谓抽词标引, 是指用计算

机从文献中自动地抽出能表达文献内容的主

题标识的一种自动标引。所谓赋词标引, 是指

依据文献中的词汇特征, 从规范化的主题词

表中选出相应的主题词赋于该文献的一种自

动标引。而目前研究较多, 比较成熟的是抽词

标引。抽词标引法又分为主关键词抽词标引

和全关键词抽词标引。主关键词抽词标引是

指计算机从题名、文摘甚至正文中抽取能表

达文献内容的主要关键词, 作为文献的主题

标识的一种抽词标引。全关键词抽词标引是

指计算机是从文献中通过非用词表剔除非关

键词, 余下的全部关键词都作为文献主题标

识的抽词标引。

由于中文不同于西文, 词与词之间没有

分隔符, 就使得中文文献自动标引比西文更

加困难。自动分词是中文文献自动标引最困

难的问题。关于中文自动分词问题, 近年来提

出了不少方案, 主要分为两类: 基于算法的分

词法和基于知识的分词法, 研究工作取得了

很大进展。

总之, 在智能编目专家系统中, 由于已建

立了作为知识库的一部分的主题词表数据

库, 可以把读入计算机中的能表达图书文献

的主题内容的关键词和主题词表按前方一致

的方法进行匹配, 从而自动地把匹配的主题

词抽出来, 完成自动标引任务。但如果建立了

分类主题词表, 可以采取以上方式一次抽取

主题词和分类号, 同时完成自动分类和主题

标引两项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1　Roy M eado r III, Glenn R. W itt ing. AA CR 2

R ules U sed in A ssign ing A ccess Po in ts fo r

Book s in Tw o Subjects: Imp licat ions fo r A uto2

catic Cataloging Expert　 (下转第 66 页)

—35—

李晓红　索传军: 论电子图书馆的智能编目专家系统
L i X iaohong, Suo Chuan jun: In telligen t Catalogu ing Expert System⋯



4　结论

将本文确定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

核心期刊与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相

比, 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本文确定的核心期刊在数量上是 8

种, 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8∶213≈ 1∶

30) ; 而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确定的有关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刊物是 14 种,

在数量上过多 (14÷213≈ 1∶15> 1∶30)。

(2)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南京大

学《核心期刊目录》确定的有关图书馆学、情

报学领域的 14 种核心期刊, 其中有的无论在

转载量或被引次数上都未达到核心期刊应有

的标准。

( 3) 从表 1 中的数据来看《中国图书馆

学报》, 无论其被转载量或被引次数都位居第

一, 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刊物。

(4)《图书情报工作》的被转载量和被引次

数在表 1 中都位居第二, 也应列为一流刊物。

夏明顺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通讯地

址: 江苏南京, 邮编: 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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