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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年代以来是第三种情报检索语言[1 ] ,

即分类主题一体化语言产生、发展和推广应

用的时期。这一时期, 国际上相继问世了三部

具有代表性的一体化词表:《分面叙词表》、

《基础叙词表》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1969 年, 分类法回归的思想使英国学者

艾奇逊创制了世界上第一部分类法和主题法

有机结合的新型词表——《分面叙词表》。它

通过对词表的规范化和分面分类技术的改

进, 实现了分类体系和叙词体系的一体化, 成

为一种能够满足多功能的检索工具, 受到图

书情报界的重视和好评, 被誉为“首次建立了

一个真正实现了分类法和主题法两者合一的

系统”,“是对标引理论和实践的一大贡献”。

经过 10 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 艾奇逊于

1981 年又编制了一部颇具特色的一体化词

表《基础叙词表》。与《分面叙词表》相比,《基

础叙词表》非常熟练地运用了分面分类和词

汇控制技术, 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结构的简

化 (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叙词表更简化)与微

观结构的精化, 增强了词表的功能, 便利了用

户。1982 年第 4 次国际分类法会议对《基础

叙词表》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它是分类法研

究的重大成果。

我国图书情报工作者采纳了国际上检索

语言研究理论, 集我国 40 多年来分类法、主

题法研究成果为一体, 于 1994 年正式出版了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把具有广泛用户基础

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

和《汉语主题词表》(简称《汉表》)有机地结合

起来, 成为既适用于主题标引, 又适用于分类

标引的用途多样的我国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

的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标引检索工具。该词表

的问世, 把一体化词表的研制从理论研究阶

段推向了推广应用的阶段。

笔者认为, 这三部词表的编制出版, 可以

把一体化词表的进展分为 3 个发展阶段:“拟

定方法, 建造模型”阶段; 总结经验,“完善模

型和方法”[2 ]阶段, 以及推广应用阶段。本文

着重从 3 种一体化词表的先组词和分面结构

变化进行比较, 说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推

广应用型模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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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种词表的相同性

1. 1　宏观结构简明化

检索词表的功能决定其结构。一体化词

表的整体功能既决定于它的宏观结构, 又依

赖于它的微观结构。与一般叙词表相比, 一体

化词表有宏观简化、微观精化的特点。3 种词

表宏观结构简明, 只有分类表和字顺叙词表

两部分。一体化语言的发展, 也曾经有过增加

基本组成的模式。[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叙词

表》就编制了词族表等部分。但词族是计算机

从字顺叙词表中抽取, 而字顺叙词表又是用

计算机软件从分类叙词表转换过来的, 因此

词族的直接来源是分类表。由于一体化词表

已经有了详细的分类表部分, 可以不用另外

编制词族表。为了不重复,《基础叙词表》与

《分面叙词表》一样, 为二分结构。《中国分类

主题词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体化词表,

宏观结构也只有两部分, 比《中图法》、《资料

法》、《汉表》的篇幅减少了 54172% , 但整体

功能却大于三者之和。这种简明的结构起到

了以简驭繁、以少胜多的作用。因此,《中国分

类主题词表》无论在特定学科领域, 还是在一

般学科领域, 特别是在综合性的各学科领域

都具有很大使用价值。

1. 2　类目分面结构化

客观事物具有多重属性和多方面的联

系, 因此词表类目的设计可以多向成族, 分面

展示事物的特性, 提供多途径检索。无论是完

全融合型[4 ]的《分类叙词表》、《基础叙词表》,

还是对照索引型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类

目的划分都运用了分面分析技术。《分面叙词

表》从二级类目开始按照分面理论予以显示,

《基础叙词表》从第 4 级类目开始了这种显

示。两种词表的分类显示部分是直接引入一

个由“学科—科目—组面—亚面—类目体系”

所组成的体系—组配分类法 (见表 1)。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类目体系虽属列举

表 1　用分面分析编制的体系—组配分类表

玻璃工艺 学科或科目　　⋯⋯⋯⋯⋯⋯⋯⋯

　 (按原料工艺) 组面　　　　　⋯⋯⋯⋯⋯

玻璃原料

　 (按产品分) 组面　　　　　⋯⋯⋯⋯⋯⋯

玻璃

　　　 (按成分划分) 亚面　　　　　⋯⋯⋯

　　　　

硅玻璃

铝玻璃

磷酸盐玻璃

类目体系　　　⋯⋯

式, 然而类目属分面结构的数量和范围远胜

于前两种一体化词表。因为该词表规模是前

两种规模之和的 4 倍有余, 系规模巨大所致。

根据文献的特点和实际需要, 该词表分类部

分在基本遵循逻辑划分的原则下, 有选择地

采用了多重列举法[5 ] , 即分面分类法, 对类目

上位类进行分面分析, 形成几组不同性质的

下位类, 类似于体系——组配法的编制原理。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分面类目形式主要有 5

种。 (实例见表 2)。

表 2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分面类目实例

例

1

J 95　各种电视、电影: 按内容分
96　各种电视、电影: 按表现形式分
97　各种电视、电影: 按题材分

第一层次

971　　依不同行业分
972　　依时代分
973　　依年龄性别分
974　　依思想类型分
975　　依情节结构分　　　　　

第二层次

例

2

U 459　各种隧道

　　
·1　　铁路隧道
·2　　公路隧道

按用途分

　　
·3　　地下隧道
·4　　穿山隧道
·5　　水底隧道

按位置分

例

3

I2　中国文学
22　　诗歌、散文　　
23　　戏剧
24　　小说

按体裁分

⋯⋯
27　　民间文学
28　　儿童文学　　　　按对象分

29　　少数民族文学　　按作者民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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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TN 95　雷达

　
951　　雷达原理
952　　雷达电子电话
953　　雷达跟踪系统

按事物的方面分

　
958　　各种体制的雷达
959　　各种用途的雷达

按事物的类型分

例

5

TN 31　半导体二极管
　 311　　按工艺分的二极管
　 312　　按结构和性能分的二极管
　 313　　按作用分的二极管
　 314　　按形式分的二极管
　 315　　按材料分的二极管

注: 底下划线的分类标准在词表中没有

——类目分面结构分为两个层次, 相当

于完全融合型词表的基本组面和亚面, 如例

1。

——分面类目的划分标准虽然没有注

明, 但其隐含的划分原则是明显的, 相当于分

面叙词表隐含的“分面标头”, 如例 2。

——在对特定学科进行分面时, 同一类

列中多数类目采用同一划分标准, 如“按体裁

分”, 少数类目采用另外的划分标准, 如“按对

象分”、“按作者民族分”等, 如例 3。

——分类分析从第 5 级类目开始, 同位

类使用“事物的方面”和“事物的类型”两个划

分标准, 形成一组总论性类目和一组专论性

类目, 如例 4。

——同一类列使用多个划分标准, 这种

划分形式在“工业技术”大类很普遍, 也是《基

础叙词表》常用的方法, 如例 5。

2　微观结构的阶段性特点和趋势

传统而功能单一的检索语言给标引和检

索都带来一定困难。而一体化语言分面程度

高, 先组度低, 又使推广和使用受到诸多限

制。3 种一体化词表模式代表的 3 个发展阶

段在这两方面显示了各自的特点和适应能

力, 展示了一体化词表的发展方向和普遍推

广的前景。

2. 1　类目分面结构函级降低

尽管 3 种一体化词表都灵活运用了分面

理论精化微观结构, 强化自身的整体功能, 但

各自分面的深度和形式都很不一样, 因此适

应能力也就不同。《分面叙词表》率先在工程

领域进行试验, 创造了一体化词表的模式和

方法, 被誉为标引和检索所用规范化词表的

楷模。它把全分面分类法彻底改编成半分面

分类法, 一级大类回归到传统的学科, 以鸟瞰

学科领域的范围和位置, 在每一个大的学科

领域里, 词语按分面的原则予以显示, 缩小了

人为因素, 减少了使用难度。《基础叙词表》在

此基础上有了大的改进, 分面类目级数降低,

一二三级类目都按传统学科划分, 知识系统

性较好, 符合用户思维习惯, 使用范围逐步扩

大, 由专业性的领域扩展到综合性的学科。

《基础叙词表》是以技术科学为主, 兼以各个

知识门类的一部收词为 17300 条的综合性一

体化词表。编制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大学科

领域的词表,《基础叙词表》可视为完善的模

型。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基本遵循逻辑划分

原则对类目进行层层逐级划分, 是《中图法》

体系分类法模式。分面化结构从哪一级开始

并没有严格界定, 完全是在体系结构原则下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灵活运用分面分

类技术。从表 2 所列实例看, 例 1 和例 3 从第

3 级类目开始出现分面结构; 例 2、4、5 则从

第 5 级类目开始; 而另一些类目如“TL 4 各种

核反应堆”是从第 4 级开始出现分面结构; 还

有从第 6 级进行分面分析的, 如“TL 722放大

器”。据笔者统计, 3、4 级以后各级运用分面

理论展开的类目较为普遍。5、6 级以后设置

亚面的也相当多。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是两种检索语言即

《中图法》(包括《资料法》)和《汉表》两者兼容

的新型语言。广大用户群对《中图法》体系中

的分面类目的利用已相当熟悉, 因此该词表

的推广实施, 就等于用户换用《中图法》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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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容易进行。因而该词表的问世, 至少在我

国, 比《分面叙词表》、《基础叙词表》在英国更

有学术价值和适用性。

虽然完全融合型和对照索引型的词表都

具有类目分面化的性质, 但标记形式是不相

同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把分面范畴固定

成类表类目, 并配有相应的分类号 (见表 3)。

如“按作用分的变电所”是一个类表类目, 类

号为“TM 631”,“按地点分的变电所”类号为

“TM 632”等等。下级同位类作为一个亚面,

也标记有专指类号, 如:

TM 631+ 1　　升压变电所

TM 631+ 2　　降压变电所

TM 631+ 3　　整流变电所

表 3　完全融合型和对照索引型一体化词

表分面形式比较

《基础叙词表》分面

范畴形式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分面

范畴形式

KSM 　放大器 TM 63　变电所

　　 (按有源件分) TM 631　按作用分的变电所

KSM ·J　电子管放大器 TM 631+ 1　　升压变电所

KSM ·K　半导体放大器 TM 631+ 2　　降压变电所

KSM ·L 　介电放大器 TM 631+ 3　　整流变电所

　　 (按操作方式分) TM 632　按地点分的变电所

KSM ·N 　带通放大器 TM 632+ 1　　户内变电所

KSM ·O　参数放大器 TM 632+ 2　　户外变电所

　　 (按用途分) TM 633　按结构分的变电所

KSM ·R　功率放大器 TM 633+ 1　　固定变电所

KSM ·T　差动放大器 TM 633+ 2　　移动变电所

KSM ·U 　前置放大器 TM 633+ 3　　成套变电所

而《分面叙词表》和《基础叙词表》则把分面范

畴以醒目的字体排印在分类表中, 用分面标

头标记, 不把划分标准的词语作为独立类目。

例如表 3 中“放大器”的分面范畴是“按有源

件分”、“按操作方式分”等。这种分面形式具

有很大的自由度, 普遍推广使用具有很大的

难度。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固定的类目分

面结构, 既保持了《中图法》列举式体系的连

续性、稳定性, 又具有分面结构的灵活性; 既

稳定了广大用户群, 又使兼容的语言拥有使

用环境。因此, 该词表具有适应性广、通用性

强的特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用, 如果词表规

模大、影响面广, 而使用单位亦多, 可作为衡

量词表质量高低的首要指标, 那么词表结构

的兼容程度, 则应作为第二衡量指标。象阮冈

纳赞创制的冒号分类法, 虽是检索语言的一

场革命, 但真正照搬使用的不多, 人们只运用

了他的分面理论, 推动着检索语言向前发展。

2. 2　先组词逐渐增多

冒号分类法彻底抛弃了对知识整体系统

的客观追求, 把传统学科的内容分析成一个

又一个基本概念, 类目属语义单元, 完全后组

式。诚然, 此法优点甚多, 但它违背了传统学

科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的思维习惯。虽问世多

年, 国内外使用者很少。但人们重视它的理论

价值。艾奇逊第一个意识到, 必须突破冒号分

类法不宜采用先组词的框框, 在《分面叙词

表》中首次设立先组词。这些先组词由 2、3 个

或几个单词组成, 能确切地表达某一主题的

含义, 并且是人们经常查找的。在方法上将类

目自由组配改为限定组配。可以采用组配的

先组词类目用注释加以规定, 并在叙词表部

用参照说明构成方式, 同时在非叙词后标注

了分类号, 如“微波振荡器”(见表 4)。

表 4　《分面叙词表》先组词的组配形式

分类表部先组词

类目的组配形式

叙词表中先

组词的参照

LL 振荡器 微波振荡器　LL öD YF

　　　 (按频率分) syn th3

用频率的分类号组配, 例

如:
S　R T　微波

LL öCFQ 　音频振荡器 S　BT　振荡器

LL öD YF　微波振荡器

　　《基础叙词表》的先组词较《分面叙词表》

多, 兼容方式也作了改进。为防止标引员和用

户用先组词进行标引和检索, 减少来回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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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便, 在主题显示表和字顺叙词表中同时

为先组词设置了参照, 并以组代形式列出。另

外, 还有与此相反的互逆参照。两种参照的基

本格式和实例见表 5。参照中先组词前用两

个星号注明, 以区别于其他叙词; 与《分面叙

词表》一样, 先组词后标注分类号, 便于查检

较难确定学科性质的类目。字顺表中一律不

把这些组配词收入各种参照, 指明不能用这

些词语进行标引和检索。这种参照直观明确,

便于熟悉使用。

表 5　《基础叙词表》的两种组代参照格式和实例

组代参照基本通式 互逆组代参照基本通式

3 3 先组词, 分类号

叙词A

+ 叙词B

叙词A

　+ 叙词B

　= 3 3 先组词, 分类号

实　　　　　　　　例

3 3 电子管放大器　KSM ·J

　　——放大器

　　　　+ 电子管

放大器

　+ 电子管

= 3 3 电子管放大器　KSM ·J

　　《分面叙词表》和《基础叙词表》都是新编

的一体化词表, 且收词规模小, 用户面窄, 先

组词数量容易依需要确定。而《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则不然, 其规模宏大, 收词量大, 使用单

位多, 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领域。更重要

的是,《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宏观两部分, 即

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和主题词——分类

号对应表, 是我国图书情报单位作为分类标

引和主题标引国家试用标准已历时 15 年的

《中图法》(包括《资料法》) 和《汉表》的新版,

《中图法》是高先组式的体系分类法,《汉表》

是高后组式的叙词表, 为稳定我国 90% 以上

的图书情报用户单位, 推进我国检索语言的

标准化进程, 在兼容过程中不容许对《中图

法》体系结构和标记制度作大的变动, 因此,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先组类目与《汉表》叙词

的兼容技巧完全不同于《分面叙词表》和《基

础叙词表》。该表对先组词与后组词的兼容采

取了两条措施。第一, 由于体系分类法类目大

多是复合概念, 解析性很高, 因此《中图法》许

多类目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先组标题与

之对应, 由此产生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分类显示部分 (见表 6) : 分类号—主题词对
表 6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先组式类目形式

先组类目 先组标题

TQ 28　分离过程 分离—化工过程

TQ 028. 1　单相系气体混合

物的分离过程

混合气体—单组分体系—

气体分离—化工过程

TQ 467. 22　中叶激素
垂体中叶—药物: 激素—

制造

应表, 加上注释和参照系统, 在计算机的辅助

下, 进行反向对应, 编制出了其字顺显示部

分: 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这种独特的分

类号—主题词对应表形式, 其左栏是《中图

法》分类号, 复合类目概念; 右栏是对应的组

配标题。由此, 分类表部分 5 万多个类目系统

组织了《汉表》(包括新增的 14000 个主题词)

21 万余主题词和主题词串。由于《中图法》和

《汉表》是国内通用检索语言, 因此, 分类号—

主题词对应表这种特殊兼容形式虽为国际创

新, 但却为我国广大用户熟知, 普遍推广使用

很容易。第二, 对分类号—主题词中较难查检

的先组词复合类目, 以非叙词收入主题词—

分类号对应表, 款目以组代参照形式表示 (见

表 7)。若有一关于“三槽出钢”内容的文献,

表 7　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中的组代参照

非　叙　词 正　式　叙　词

植物能源

　　y 植物—生物能

植物—生物能—应用—
农业
　S216. 2

无人维护牵引变电所

　　y 自动控制—牵引变电所

自动控制—牵引变电所

　TM 922. 43

三槽出钢

　　y 平炉炼钢—出钢, 三槽△

平炉炼钢—出钢, 三槽△

　T F734. 53

要判断其学科内容, 查“平炉炼钢—出钢, 三

槽”正式叙词即可。对这两条措施的具体步

骤, 还制订了一套严密的对应规则, 包括一般

对应规则和特殊对应规则, 总的对应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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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具体的对应规则等。其设计科学严密, 编

制技术精细, 保证了对照索引型词表的广泛

适应性。

3　结语

(1)《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问世以及它

拥有的众多用户, 表明一体化语言的研究也

走向定型成熟的阶段, 即推广使用的阶段。现

有分类表和叙词表数量颇多, 若采用该词表

的模式, 不仅能节约编制时间和经费, 降低标

引难度, 而且能充分利用现有分类法和主题

词表的成果。

(2) 一体化词表兼容的水平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正如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哥

德尔 (ku rt Godel) 的不完备性定理断言: 任

何足够丰富的数学系统, 如果是相容的, 就一

定是不完备的。反之, 如果是完备的, 就一定

是不相容的。因此应该说, 用户最多的词表,

水平也最高, 尽管不完备, 但能得到认同和共

识。

(3)《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分类号——

主题词对应表用主题词或先组标题作类目的

注释是该表的独创。这种特殊的注释克服了

体系分类法线性排列的缺点。体系分类法是

从某一主要方面反映学科性质, 而用作注释

的主题词或组配标题却是多维地反映学科的

性质, 隐含着多个微型分面分类表, 因而为体

系分类法的分面改造创造了按事物集中的条

件。从类目对应的主题词和主题词串的多少

可以窥见哪些类目学科性质较强, 哪些较弱,

哪些类目需要彻底改编, 进而决定体系分类

法分面改造的深度和方式。

(4) 若在以类目主题概念为形式的非叙

词后标注分类号,《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使

用将更加简便。

(5) 由比较看出, 代表一体化词表三个

发展阶段的《分面叙词表》、《基础叙词表》和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模式越向前发展, 分面

程度越低, 先组度越高, 适用价值亦越大。分

面程度高了, 一些常用的概念在一体化词表

中没有固定位置, 用户很难接受, 也容易产生

错误组配。为便于标引和检索, 适当增加先组

词, 减少人为因素是必要的; 要使一体化词表

容纳更多的新学科概念,《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必然要在用户接受的原则下逐版增加分

面成份, 缩小先组词数量。这样, 完全融合型

和对照索引型一体化词表在向前发展中会逐

渐接近一个交汇点。

(6) 一体化词表由新编的完全融合型发

展到现在用两种检索语言的对照索引型, 增

强了新型检索语言的适应能力, 并且开辟了

广泛研究的前景。我国现有分类法 120 余种,

主题词表 75 种[8 ]。充分利用《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的研究成果, 以此作为基本模式和蓝本

编制专业一体化词表, 可谓是“水到渠成”。这

也将是我国一体化词表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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