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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自动配号系统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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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本系统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图书馆中, 多以分类方式组

织藏书, 而对中文同类书的排列又多以种次

号法、著者号法、出版年代法较为常见。经十

几年对中文图书二排号的研究, 多数人认为

以著者号作为同类书区分号比较合理和科

学。在诸多著者号码表中, 又多倾向于查号法

“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于是 1992 年全国情

报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5 分会、《中国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学

术委员会分类主题研究分会等推出了我国第

1 部带有权威性的由刘湘生主编的《通用汉

语著者号码表》(以下简称《通用表》) , 并在

《中图法、资料法第三版使用手册》予以推荐。

北京图书馆发行的机读目录数据曾显示该表

的著者号, 因难度较大现已停用。近 4 年来,

自动配号系统已在全国部分图书馆推广和应

用, 经河南省使用该表的 4 家高校图书馆实

践证明: 它具有区分性强、重号少; 规律性强、

一致性好; 便于检索、方便取号; 容量大、便于

增补; 篇幅、号码长度适中等优点。但在手工

配号过程中仍存在如下问题: ①篇幅较大, 翻

检费力费时; ②确认号码困难: 确认一个号

码, 首先要处理多音字现象, 次之要看是不是

团体著者, 第 3 要判断第 2 字和第 3 字的汉

语拼音是什么以及落在哪个字母段, 这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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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操作来说, 显然是费时间的且极易出错;

③复分表的使用虽可压缩号码表的篇幅, 减

少翻检次数, 但相对而言却降低了号码表的

直观性以及使用方便性, 需要多次判断, 并进

行一定的换算才能完成, 增加了配号的难度

和出错机会。因此, 影响了《通用表》在各图书

馆的推广使用。为了克服该表目前手工配号

存在的这些缺憾和不足, 我们研制开发了“通

用汉语著者号码表自动配号系统”, 使该表的

优越性得到了更大发挥, 从而促进了它的推

广使用。

2　开发本系统的技术原理

本软件主要供各类图书馆、情报所、档

案馆、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以及其它信息管理

机构为不同类型文献的著者分配著者号码。

本系统可在 286 以上微机上运行, DO S3. 2

以上, 汉字操作系统可采用天汇、中国龙、

U CDO S、GW DO S, 并且也可在网络上运行。

系统的配号主程序采用汇编语言编程。因汇

编语言最接近机器语言, 因而代码短, 占用

内存少 (仅为 25K 字节) , 运行速度快。该程

序驻留内存可随时调用, 不用时可随时卸出,

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将所占用内存返还

操作系统, 因此可以和任何编目系统直接挂

接。另外该程序可根据扩展内存的大小, 自

动将所用数据库装入扩展内存, 进一步提高

了配号速度, 同时更有利于多用户操作。本

系统严格按照《通用表》有关规定并结合使

用《汉字属性字典》等建立数据库文件、分

配著者号和增补汉字。对国标字库内的所有

汉字都按有关规则预置了著者号码, 对国标

字库以外的汉字可用本系统提供的造字程度

造字, 然后按照有关规则补充到号码表文件

中。系统除配号主程序外, 还提供了若干个

辅助程序: ①安装程序; ②数据文件和索引

文件; ③数据库管理文件。其中安装程序能

将安装盘上有用的文件复制到硬盘时指定的

子目录里。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是自动配号

的主要依据, 数据管理文件可对所建的数据

文件及索引文件进行管理, 包括: 增加、删

除、查找、修改、重新索引等。该程序用C 语

言编程, 采用仿W indow s 窗口技术, 可用菜

单、功能键、鼠标器驱动。

3　本系统的主要性能特点

本系统第 1 版从 1993 年开始研制, 次年

投入使用, 该版用 Foxbase 语言编程, 具有

数据库管理、单个配号、成批配号、著者号

管理、系统管理、使用说明和退出系统等 7 个

子系统。曾在河南省 4 家高校图书馆使用, 用

户反映良好。新版是在第 1 版的基础上重新

用汇编语言和C 语言编制而成的。该软件从

研制到试用, 历经 1 年多的时间。经过反复

分析、测试和长时间的运行证明与本系统第

1 版和其它用 Foxbase 语言编制的著者号计

算机配号软件相比, 该系统具有下列特点:

3. 1　设计科学合理

①本系统以《通用表》为蓝本, 从建立

数据文件、确定配号规则和汉字增补原则、方

法到首字多音字的选取都严格遵照《通用

表》、《汉字属性字典》的有关规定, 保证与

手工配号结果相一致。②主程序采用汇编语

言编程, 驻留内存, 占用内存少, 运行速度

快, 可以和各种编目软件直接挂接, 大大提

高了著者配号软件和各种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的兼容性, 使著者配号能够和编目同时进行,

避免了著者和著者号码的重复输入。③数据

管理程序采用C 语言编程, 移植性好, 采用

仿W indow s 窗口技术, 可用菜单、功能键及

鼠标器驱动, 界面友好, 系统有较高的透明

度, 每一步都有详尽得当的提示 (在线帮

助)。④自动化程度较高, 绝大多数配号工作

由计算机内部自动处理, 操作员只要正确输

入著者并正确选择首字为多音字的读音即

可。对于二、三字为多音字者, 系统可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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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 1 读音选取, 复分表的运算全由系统自

动完成。⑤有完善的数据文件管理功能。数

据文件是开放性的, 便于对数据文件中输入

错漏进行修改补正。
3. 2　配号准确

该系统经过半年来的试用和对 5000 余

条数据配号试验分析, 证明该系统性能稳定,

错误率极低。
3. 3　速度快

只要用户正确输入著者、正确选择读音,

可立即得到配号结果, 用户感觉不到时间的

延迟。
3. 4　使用方便

该系统代码简短, 驻留内存, 较少人工干

预, 有在线帮助, 菜单、功能键和鼠标器驱动,

使用极为方便。

4　社会经济效益和未来发展

《通用表》自 1992 年出版以来, 尽管以其

显著的优势赢得了图书馆界的广泛赞誉, 但

因各馆大多仍习惯于用以前的书次号, 因而

有关该表的研究文章较少, 至于自动配号的

研究更为罕见。经文献调查证明: 没有发现与

本课题技术特征完全相同的文献报道, 我们

从 1993 年以来开始研制的“通用汉语著者号

码表自动配号系统”属国内首创。国外文献中

也未见有关报道。本系统的研制成功, 提高了

著者配号的速度和准确性, 提高了工作效率,

减轻了分类人员的劳动。对号码表的修订、维

护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根据。当前, 全国图书情

报机构正处于自动化管理普及应用的阶段,

该系统的研制成功对《通用表》在全国的推广

使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对促进文献著录标

准化、提高文献标引的自动化水平, 实现文献

联网检索和资源共享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本

系统真正解决了图书分类人员在著者配号方

面的实际困难, 所以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我们建议, 该软件可作为一项行业

标准在全国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信息管

理机构推广使用。

该软件改进方法与未来发展: ①计划开

发W indow 95 环境下的自动化配号系统, 以

便在W indow 95 下进行编目的用户使用。②

计划将中文、英文、日文、俄文著者号码表集

成为一个软件, 使该配号系统适用于各种语

言。③该系统是正在研制中的《机助图书分类

主题标引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后者集图书分

类、主题标引、著者配号为一体, 是一种全新

的文献标引系统, 现已被河南省教委批准为

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自动配号系统 (软

件)”的研制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会以及有关

专家刘湘生、侯有德等前辈的高度重视和热

情指教, 已于 1996 年 12 月 28 日通过河南省

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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