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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读数据中主题标引若干歧义问题探讨
Ξ

摘　要　在套入CNM A RC 格式提供的主题分析字段时, 中国国家机读目录数据对下列问题的处

理值得商榷: 主题分析块主题标引模式, 专有名称作主标题的标引方式, 对年鉴的“时间因素 (D )”

的理解, 个人文集、选集、全集的主题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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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底《汉语主题词表》(下称“汉表”) 被推

荐作为国家标准使用;《文献主题标引规则》于 1983

年 9 月 13 日颁布, 从 1984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1994 年,《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下称“一体化表”) 正

式出版。这一系列标准的制定、颁布与实施, 对我国

中文文献主题标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编制中文书

目数据, 建立书目检索系统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计算机编目的发展与其检索系统的不断完

善, 现有主题标引的有些规则与方法已不相适应。在

制作机读书目数据中, 由于编目人员理解水平上的

差异, 产生许多随意性做法, 使得文献查全率和查准

率受到影响。要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书目信息共享, 主

题标引规范问题日益引起同行们的重视。本文就目

前中国机读书目数据中主题标引分歧较突出的有关

问题作些探讨, 以抛砖引玉。

文献主题规范, 应该包括文献主题标识的规范

化和文献主题标识组织的规范化。目前国内大多数

图书馆选择使用的“汉表”和“一体化表”分属于后组

式叙词表和先组散组式标题表形式, 以期依据词表

进行标引控制。以主题分面组配公式:“主体因素

(A ) ——通用因素 (B ) ——空间因素 (C) ——时间因

素 (D ) ——文献类型因素 (E)”确定主题词的组配词

序拟定标题款目, 形成固定的标题模式。在套入CN 2
M A RC 格式提供的主题分析字段, 中国国家机读目

录数据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令人费解, 有待商榷。

1　CNM A RC 格式中的主题分析块主

题标引模式问题

众所周知, CNM A RC 设计是依据UN IM A RC

规定, 结合中国出版物特征编制而成。CNM A RC 格

式提供的主题分析字段是采用的国外标题法的先组

式标题模式, 它的每级标目 (题) 只允许使用一个词,

主标目 (题)也只允许使用一个词或词组。这与国内采

用后组式叙词法标引, 主标题可用多个主题词概念组

配是不相同的。依据“汉表”作为标题表的代用品, 不

同图书馆不同标引人员可能对同一文献同一主题选

择不同标引形式, 形成的标目不可能是统一的、规范

的。而北图所作主题规范数据库与其发行的中国机读

目录数据又没有连接, 主题标引规范控制工作很难进

行。同样,“一体化表”尽管起到了标题表的作用, 但它

不是一部完整的标题表, 因标引人员对词表和规则掌

握程度的不同, 所形成的主题检索文档也不尽相同,

影响了计算机网络环境下文献的共知共享。作为中国

国家书目数据库, 已成为我国书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应该成为中国书目数据库的典范和

标准, 而选择这种不适合于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固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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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标引模式, 是不可取的。通过大量理论与实践论证、

检验说明, 适合于计算机检索系统的主题规范语言是

叙词语言, 它不仅标引精度高、深度大, 而且能通过布

尔逻辑运算, 充分发挥叙词灵活组配的性能, 实现多

途径、多因素检索要求, 提高检索效率。CNM A RC 格

式中主题标引模式亟待改进。

2　专有名称作主标题的标引方式问题

62 2主题分析块是机读数据中的重要部分, 它主

要提供主题词和分类号规范检索点形式。其中主题

字段除 606 普通主题 (后更名“学科名称主题”)、610

非控制主题词外, 600 个人名称主题、601 团体名称

主题、602 家族名称主题、605 题名主题、607 地名主

题字段中的＄a 应是主体因素 (A ) , 即专有名称 (或

特称)概念, 它或是具体人名, 或是团体名称, 或是家

族名称, 或是作品题名, 或是区域地理名称。现以

600 个人名称主题为例说明。根据《中国机读目录格

式使用手册》, 600 字段中＄a 子字段内容为款目要

素, 子字段说明是:“标目中用作款目要素的名称部

分⋯⋯中国人的姓和名均著录于此”另外＄x 学科

主题复分, 它是主题标目的附加术语, 进一步说明该

主题标目所描述的课题。可重复。

例:《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

标题: 邓小平——经济思想——思想评论

据格式应著录为: 600 bö0 ＄a 邓小平＄x 经济

思想＄x 思想评论

另一条普通主题为:

606 0bö＄a 经济思想——邓小平＄x 思想评论

而国家图书馆数据著录为

600 bö0＄a 邓小平——经济思想＄x 思想评论

“邓小平”与“经济思想”不应以概念组配形式出

现在 600 个人名称主题字段中的＄a 中, 否则有悖

于机读格式本身。同样, 以任何组配形式的概念出现

在 601, 602, 605, 607 字段中的＄a 的著录方法均是

不科学的。

3　对年鉴的“时间因素 (D )”的理解

年鉴属连续出版物, 在我国出版界, 有的年鉴赋

予 ISSN 号, 有的则给 ISBN 号, 不统一。有关此问题

涉及的著录问题在此暂不论及。年鉴一般按年出版,

年鉴题名页、封面、书脊上的公元纪年号应视为“年

次”标识, 著录在CNM A RC 格式 200 题名责任说明

字段中的＄h (分册 (辑)号) , 而不是＄e (副题名及其

他说明文字)。在标引主题时, 北图数据将其著录在

606 字段的＄z, 对此本人有不同理解。606 是学科名

称主题, 其＄z 子字段“是学科主题标目的附加术

语, 说明该段时间与该主题标目所描述的课题有

关”。国内出版年鉴所收录资料时间范围往往截止在

所标识的年号的前一年底。标引主题时应据文献本

身的“前言”、“出版说明”等著录信息源处给出的所

收资料的具体时间范围来著录, 这才是科学的。

例:《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95)》

本书所收资料内容时间为 1994 年, 截止时间为

该年年底。

标题: 工业经济——经济统计——中国——

1994

据格式著录: 606 bö0＄a 工业经济——经济统

计＄y 中国＄z1994＄x 年鉴

其中＄z 子字段不应著录“1995”

4　个人文集、选集、全集的主题标引

《〈中图法〉与文献标引信息简报资料》1997 年

第 2 期刊载华东师大图书馆张期民的《有关个人文

集的主题标引》一文之后, 第 4 期又刊载吉林工大李

松明的文章, 争论焦点为: 标引个人的文集、选集、全

集、个人名称是否作主标题?

“中文图书个人文集、选集、全集的主题标引总

原则是: 无论题名中是否出现人名, 一般以论文集、

选集、全集所论述的学科内容为标引对象”, 对这一

点不容置疑, 但对于“内容涉及多学科, 重点不够突

出, 则以个人名称为主标题, 选择相应的‘文集’、‘选

集’或‘全集’为副标题, 限定组配标引”的说法, 本人

不敢苟同。

所谓主题, 是一组具有共性事物的总称, 用以表

达文献所论述和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问题, 即文献的

中心内容。”个人文集、选集、全集, 若个人名称不是

文献论述和研究的对象, 无论专科性或综合性文集、

选集、全集均不对其作者名称进行标引”(《主题标引

工作条例》)。

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应著录 : 606 bö0 ＄a 马克思主义哲学＄x 选集,

而不应该著录为: 600 bö1＄a 普列汉诺夫＄x 选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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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数据库和电子文献传递系统研究

摘　要　全文数据库本身的存贮制式问题及标引和著录问题急需解决。建立电子文献传递系统可降

低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收集和引进成本, 逐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电子文献传递系统的方式有: 自

动方式、人工辅助方式、网络访问方式和网络订购方式。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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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t databases. If w e estab lish electron ic docum ent delivery system , w e can low er the co sts of devel2

opm ent, co llecting and purchasing of fu ll2tex t databases and gradually realise resources sharing.

T here are four models of electron ic docum ent delivery system s: au tom atic model, hum an2assisted

model, netwo rk access model and netwo rk subscrip tion model. 8 refs.

KEY WORD S　Full2tex t database. E lectron ic docum ent delivery system. Resources sharing. N et2

wo rk ing developm ent.

CLASS NUM BER　G258. 94

　　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世界范

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国家

知识基础设施 (N ational Know ledge Infrastruc2
tu re, 简称N K I) 受到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的高度

重视, 这是一项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信息工程。

N K I 的核心是建立知识库系统层, 在此基础上通过

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服务体系为各种知识应用提供

支持, 信息资源的建设、利用和研究则是知识基础设

施的基础。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文

数据库和电子文献传递系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

用和重视。研究和建立全文数据库及电子文献传递

系统对我国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

义。

1　全文数据库的类型及制式标准

全文数据库 (Fu ll T ex t D atabase) 又称源数据

库 (Source D atabase) , 是指由原始情报源构成的数

据库, 包含原始文献全文及专为用电子方法传递而

编制的情报资料。从内容上分为数值型数据库、文字

为“普列汉诺夫”不是文献论述的和研究的对象和问

题, 故不是文献主题, 不能出现在个人名称主题字段。

文献主题标引工作在我国开始于 80 年代, 机读

目录的编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而对 CNM A RC

格式的正确理解和确定规则, 掌握主题标引的技术

与方法, 是保证计算机编目工作标准化的重要前提。

为了实现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的共知共享, 有关细

则、标准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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