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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我国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下简称

C IPD )中的主题标引工作 (下简称在版主题标

引)是按国家标准《图书书名页》(GB 12450—

90)、《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 12451—90) 及

《文献叙词标引规则》(GB öT 3860—1995) 进

行的。笔者最近做了随机抽样调查 (下简称调

查) , 发现在 110 种有 C IPD 的各类中文图书

中, 做手检主题标引的占 96. 4% (106 种) , 做

机检主题标引的只占 3. 6% (4 种)。

近来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论及C IPD

的质量问题, 但大多只涉及著录和分类方面,

对在版主题标引的质量做评价的只有 3 例, 且

都浅尝辄止。我国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对图书的

主题标引大多缺乏实践经验, 以致在版主题标

引中的问题特多, 因而更加值得探讨。

2　在版主题标引问题

2. 1　质量问题综述
我国在版主题标引, 一般以先组散组式

的人工整体浅标引为主, 旨在编制卡片式的

主题目录。我们调查结果, 做手检标引的 106

种书中, 标引质量较好的占 33% (35 种) , 有

问题的却占 67% (71 种)。现将各类质量问题

列表如表 1:
表 1　在版主题标引各类质量问题

问题 标引深度不够 检索深度不足 选词不当 组配欠妥 应增词而未增 合计

数量 22 19 6 23 10 80

% 27. 5 23. 8 7. 5 28. 7 12. 5 100

　　注: 有的书存在不止一个质量问题, 故合计数大于 71 种。

　　我们调查发现的机检标引问题, 一是标

引深度距国家标准要求太远; 二是自由词的

使用丧失控制, 竟占标引词的 42. 6% ; 三是

从题名中抽取标引词占 69. 2% , 忽视了相应

专指词的使用。由于我们抽查的书中做机检

标引的太少, 故不做进一步分析。

2. 2　标引深度问题
《文献叙词标引规则》规定:“手检系统平

均标引用词 2～ 5 个, 机检系统平均标引用词

4～ 10 个”[1 ]。据我们的调查, 手检平均标引

深度为 3. 57, 应该说是不够高的。这大多由

于没有做深入的主题分析, 特别对隐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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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掘不够。而机检标引的平均标引深度竟

只有 3. 25, 不仅大大低于国家标准的规定,

甚至低于手检平均标引深度。适当提高标引

深度能更好地揭示文献的内容和形式。C IPD

的手检标引深度尚可适当提高, 而机检标引

深度则须大大提高。

2. 3　检索深度问题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规定:“一部书的主

题检索点一般不超过 3 组 (不包括同一组数

据的轮排)”[2 ] , 即检索深度一般不超过 3。我

们调查结果, 手检主题标引的平均检索深度

仅为 1. 22, 与上述规定相差较远; 比之美国

C IPD 中“每本书的检索深度为 2. 57”[3 ]则尚

不到一半。这说明我国的C IPD 为读者提供

的主题检索入口太少, 严重影响了图书的利

用。我国主题检索深度低的原因, 主要是大部

分图书只做粗浅的整体标引。我们调查结果,

13 种明显应做分析标引的书, 有 92. 3% (12

种) 未分析; 40 种应做轮排的书, 有 90% (36

种) 未轮排; 30 种应做分组标引的书, 有 53.

3% (16 种)未分组。

2. 4　标引选词问题
我们调查结果, 110 种书共使用 391 个

标引词, 其中叙词占 89% (348 个) , 自由词占

11% (43 个)。从表面上看, 标引用词以叙词

为主, 这是好的。但选词问题却非常突出。究

其原因: 一是在将文献主题概念转换成检索

语言时, 往往简单地将题名中的叙词做字面

组配, 违背了应做概念组配的要求; 二是表中

有专指词, 却用了泛指的叙词; 三是有些该增

词的, 却用了上位叙词或相关的叙词。这些问

题的产生, 主要是标引人员的选词方法欠妥;

其次是《汉语主题词表》和《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都没有轮排索引, 给准确选词带来困难。

2. 5　组配标引问题
《文献叙词标引规则》规定, 在没有与文

献主题概念直接相对应的专指叙词时, 应选

用最密切、最邻近的叙词做概念组配标引[4 ]。

我们调查结果, 在组配标引的图书中, 组配明

显欠妥的共有 23 种, 其中属单纯字面组配的

8 种, 占 34. 8% ; 组配词序或引用次序不当的

7 种, 占 30. 4% ; 应做交叉组配而用了方面组

配的 4 种, 占 17. 4% ; 应做联接组配而未做

的 3 种, 占 13. 04% ; 还有应组配标引而采用

了增词标引的 1 种, 占 14. 3%

3　典型差错分析

C IPD 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 难免出现

各种各样的差错, 主题标引更是这样。为了改

进在版主题标引工作, 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文

献资源, 现列举若干手检主题标引的典型差

错于下:

(1) 计算机信息检索ö李莹等编著. —北

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3。原标引为: 机器

检索 (经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定, 下简称经核

定)。该书除论述计算机检索一般原理和方法

外, 重点论述了 In ternet 信息检索、D ialog 联

机检索、光盘信息检索和书目检索, 内容新

颖, 颇具参考价值。我们认为除原标题外, 应

增加如下标题: ① In ternet+ —情报检索; ②

D ialog+ —联机检索; ③光盘—情报检索。
(注: 有“+ ”者为新增词, 下同。)

( 2) 现代气功学ö冯理达著. —北京: 经

济科学出版社, 1994. 10。原标引为: 气功学—

现代 (经核定)。这一标题只是题名的分拆。本

书用免疫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我国传统气

功, 奠定了现代气功学的理论基础, 使传统气

功获得了科学依据。全书分基础理论和科学

研究两部分, 共收论文 51 篇。应标引为: ①气

功学—基础理论—现代—文集; ②免疫学—

影响—气功学—文集; ③气功学—影响因素

—免疫学—文集。

(3) 手术学全集: 整形与烧伤外科卷ö黎
鳌等主编.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96.

12。原标引为: 外科—手术—整形外科学—烧

伤—全集 (经核定)。全书共 13 卷, 类似于不

列颠百科全书的M acropedia, 由专家分别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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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专文, 全面介绍各种外科手术。本书为专论

整形外科与烧伤外科的分卷。应同时对全书

和分卷做标引, 其标题应改为: ①外科手术—

百科全书; ②整形外科学—外科手术—百科

全书; ③烧伤—外科手术—百科全书。

(4) 急性中毒的诊断与救治ö陈世铭, 高

连永主编.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96.

11。原标引为: 中毒性疾病: 急性病—治疗—

手册 (经核定)。我们认为应做轮排和分组标

引, 故可增加如下标题: ①中毒性疾病: 急

性病—诊断—手册; ②急性病: 中毒性疾病—

治疗—手册; ③急性病: 中毒性疾病—诊断

—手册。

( 5) 社会发展策略ö徐俊等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6. 9。原标引为: 社会—发展

—战略—研究—中国 (经核定)。本书为《21

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丛书中的一部, 主要从

优化社会结构、未来生存与发展、影响今后社

会发展的因素等方面, 具体探讨了 21 世纪我

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原标题基本上是从题名

抽词组配而成; 但《词表》中有“发展战略”与

“社会发展”两个专指词, 故应标引为: ①社会

发展: 发展战略—研究—中国—21 世纪; ②

发展战略: 社会发展—研究—中国—21 世

纪+ 。

(6) 恩波智业—敢对自己说我　第一卷

ö王力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

原标引为: 决策—咨询—理论 (未经中国版本

图书馆核定, 下简称未核定)。本书作者是恩

波智业研究所所长。他借事抒情, 夹叙夹议地

在书中概述了在为他人决策做咨询服务过程

中的种种经历和体会。本书属随笔著作, 没有

具体阐述决策咨询理论, 故可改标为: ①咨询

服务—随笔; ② 随笔—中国—现代。

(7) 植物资源专项调查研究报告集ö何

关福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6。原书

标引为: 植物资源—自然资源—调查研究—

文集 (经核定)。本书题名明确反映了原书主

题概念。原标题中, 自然资源一词为上位词,

没有标引必要, 故可改标为: 植物资源—调查

研究—研究报告。

(8) 暴力犯罪预防与制服对策ö王岩等

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9。原书标

引为: 社会问题—暴力—犯罪—研究 (未核

定)。此书是阐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普及读

物, 从分析暴力犯罪的典型案例入手, 提出预

防和制服暴力犯罪的对策, 并未论及其他社

会问题。故原标题中, 社会问题一词应删除,

并应提高词的专指度, 故可改标为: ① 刑事

犯罪—暴力—预防—普及读物; ② 刑事犯罪

—暴力—治理—普及读物。

(9)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 市场

化改革整体推进条件下的中国经济ö袁宝华

等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9。

原标引为: 社会主义经济: 市场经济—经济体

制改革—经济发展—中国—研究报告 (经核

定)。本标题在选词上没有明显的不当之处,

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已有很高的标

引频率, 今后仍将不断出现。这一主题概念无

需用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词做交叉组

配标引, 应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 以提

高标题的直观性, 同时可省去轮排标题, 加之

原标题过于冗长, 故可改标为: ①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经济发展—中国—研究报告; ②经

济体制改革—中国—现代—研究报告。

(10) 矩阵光学ö阎吉祥等编著. —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 1995. 8。原标引为: 矩阵—

光学 (经核定)。此书以线性矩阵变换为数学

工具, 系统介绍工程光学和光电子学中的主

要光学原理与应用。原书标引存在两个问题:

①矩阵光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应直接

增词标引; 自然科学著作往往兼论原理和应

用, 为了减少分组标引, 应增加“理论与应用”

一词, 故本书可标引为: ①矩阵光学; ②工程

光学—理论与应用+ ; ③电子光学—理论与

应用+ 。

我们依据有关国家标准[5 ] , 并以《中国分

类主题词表》为标引工具, 对上述 10 种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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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做了手检主题标引, 现与原标引数据对比

如表 2:

表 2　两种标引的数据对比

对比项目
标引词

总数

平均标

引深度

标题

总数

平均检

索深度

原标引数据 35 3. 5 10 1. 0

新标引数据 46 4. 6 26 2. 6

　　表 2 说明, 按我们标题统计, 平均标引深

度与检索深度均未超过有关国家标准[6 ]的规

定, 可供同行参考。

4　关于改进在版主题标引的建
议

4. 1　标引方式的改进
(1) 改手检标引为机检标引。在国外, 凡

已实现计算机检索的图书馆, 手检主题目录大

多已停编。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实行机检的年份

分别是: 英文书 1968 年, 其它西文书 1973

年, 别的文种图书 1980 年。从同年起分别停编

相应文种的手检主题目录, 原编目录则继续供

读者做回溯检索之用。然而在他们的C IPD

中, 仍然做手检主题标引。这是由于一些未实

现机检的图书馆, 仍在采用他们的在版主题标

目来编制主题目录。我国图书馆除北京图书馆

(下简称北图) 外, 一般不编制主题目录, 因此

基本上没有历史包袱。随着机检在图书馆的逐

渐普及, 我国图书的在版主题标引仍然做手检

标引, 已经完全不合时宜。我们调查中发现做

机检标引的这 4 种书, 倒是代表了今后发展的

方向。改为机检标引后, 个别图书馆若继续编

制手检主题目录, 则可自行在机检标引词中选

词, 组配成主题标目也较方便。

(2) 改浅标引为适度标引。在手检标引

条件下, 为了节省编制主题目录的人力、物

力, 对标引深度及标题的级数都做了种种限

制, 这对开发利用文献资源, 便利读者检索是

极为不利的。改为机检标引后, 标引深度完全

可以按图书内容和形式的检索意义来确定,

不必过多地加以限制。该分析的、该综合的、

该专指的、该增词的都可以放手标引, 只要做

到适度就行。

(3) 改人工标引为人机结合标引。目前,

我国 C IPD 中的主题标目以手工标引为主,

效率低, 成本高, 质量差。但若完全改为机器

标引, 则条件尚未成熟, 勉强采取机器抽词标

引, 查全率必然低, 检索效果就差。我们认为,

当前宜采用计算机辅助的人工标引, 即由人

工来分析文献主体概念, 以机读的后控词表

为标引工具, 进行人机结合的赋词标引。一旦

条件成熟, 还可以改为由机器抽取关键词, 并

自动转换为受控词标引; 读者可以用关键词

检索, 同样由机器转换为受控词。这样就可以

实现标引语言和检索语言的匹配, 达到高效

率和高质量的标引和检索。

4. 2　加强组织管理
(1) 改自愿实施为强制执行。目前我国

的C IP 基本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主要由各出

版社按主观意愿进行; 有的搞, 有的不搞; 编

目数据有的送审, 有的不送审; 即使同一出版

社, 在同一时期内, 有的搞, 有的不搞; 有时送

审, 有时不送审, 置有关国家标准于不顾。据

统计, 全国共有 519 家出版社, 而实际与国家

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C IP 处建立C IPD 审核

关系的仅 200 余家出版社[5 ]。杭州大学图书

馆陈霞佩为本文所做统计, 该馆 1997 年 4 月

新到部分图书 (760 种) , 有C IPD 的仅占 33.

6% (255 种)。我们调查有C IPD 的 110 种图

书中, 未经核定的占 30. 9% (34 种)。之所以

造成现在的这种局面, 主要原因有: ①国家虽

然制定了有关的各项标准, 但没有配套的强

制性实施法规; ②出版部门对C IP 的作用认

识不足, 甚至把它当作一种负担; ③有些省、

市出版部门过多地考虑经济利益, 自己没有

能力搞, 又不让别人搞。

高质量的 C IPD 必然会减少重复劳动,

方便读者检索, 有利于文献资源开发和共享,

并为联机检索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将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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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实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监督管理创

造极好的条件。因此, 图书的C IP 必须强制

实施, 凡是没有 C IPD 的图书都应视为不规

范的出版物; 对此类出版物, 国家新闻出版署

要制订相应的法规, 明确规定《新书征订目

录》、《全国新书目》、《国家书目》等都不予收

录、报导, 并视情况在经济上适当予以制

裁。　

(2) 改分散进行为集中编目。现有的

C IPD 中无论是著录、分类还是主题标引都

存在很多问题, 说明C IP 分散进行很难保证

质量, 因而在全国缺乏权威性, 实际上没有起

到应有的作用。

国外的C IP 工作一般都集中进行。美、

英、澳大利亚等国都由国家图书馆负责; 前苏

联虽由图书馆派员去出版社做C IPD , 但由

国家图书馆负责技术指导。由图书馆负责此

项工作, 质量较能保证。目前我国的C IPD 问

题甚多, 最突出的是主题标引问题。而北图在

这方面有优势, 而且该馆长期向全国发行带

有集中编目性质的统编卡和出版《国家书

目》, 因此, 由北图集中负责 C IPD 的编制工

作是合适的。无可讳言, 过去北图的统编卡也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主要是发行不及时。现

在, 我国的国家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改善, 出版

社与北图及北图与各大图书情报机构之间的

联系, 越来越多的已可采取电子函件等先进

手段, 在编目数据的传递速度上已基本不成

问题。当然, 北图也要调集精兵强将从事此项

工作; 原负责审核 C IPD 的人员仍可参加到

此项工作中去; 必要时国家技术监督局可成

立 C IPD 的审核机构, 派驻北图对 C IPD 的

质量进行监督; 同时根据当前需要对有关的

国家标准做必要的修改。只要采取先进手段,

国家统一管理, 必能大大提高C IPD 的质量,

真正做到一家编目、全国享用。

4. 3　提高人员的业务水平
(1) 集中编目情况下的队伍建设。C IPD

要提高质量, 除了须调集精兵强将之外, 还要

不断补充和提高这支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际

操作能力。美国C IP 和原始编目人员本来须

具有大学本科文化背景, 再加上图书情报学

的硕士学位即可; 而按目前趋势, 要具备双硕

士学位的人方能胜任此项工作。就主题标引

而言, 我国采用叙词表标引, 难度比用标题表

大, 因此对人员的要求, 至少应接近或与美国

持平。就我们所知, 我国图书情报界具有硕士

学位并有主题标引实践经验的人为数尚少,

还需要大力培养; 已经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

也亟待进修提高。在C IPD 亟待全面铺开之

际, 队伍建设更是一个关键。各个基层图书馆

并不因为 C IPD 集中编制, 而无需培养著录

和标引人材。因为各个图书馆都有可能要做

原始编目, 并将数据提供全国共享; 同时, 各

馆对C IPD 也需要加以校核。各图书情报单

位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水平较高的编目人员。

根据我国情况, 主题标引人员的培养和提高

更为迫切。高校要加强主题标引的教学和举

办培训班, 以弥补这一缺口。

(2) 分散编目下的队伍建设。若 C IPD

一时做不到集中编制, 而维持目前由各出版

社各自为政、由出版部门自行核定的局面, 人

员培养和提高的任务更重。当前C IPD 质量

问题比较严重, 正是说明大多数出版社缺乏

高水平的系统掌握C IP 知识和技能的人员,

尤其是主题标引人员。目前负责审核C IPD

的人员尚不足 25 人, 年审核的C IPD 不到 3

万条[6 ] , 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因此, 大学出

版发行专业也要设置或强化编制C IPD 的有

关课程。目前各出版社从事 C IP 工作的人

员, 须经严格考核、持证上岗, 以维护国家标

准的严肃性。国家新闻出版署和省、市新闻出

版局都应聘请专家, 为出版社开办各种形式

的培训班、进修班来培养和提高C IP 在职人

员的素质。对目前还没有条件编制C IPD 的

出版社, 应迅速聘请著录、分类及主题标引方

面的专业人员担任这一工作; 同时可采取师

傅带徒弟的方式, 邀请老专 (下转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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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1 页)　家帮助培养新生力量, 保质

保量地完成C IPD 的编制任务。

5　结束语

我国 C IP 实施较迟, 出现一些问题, 特

别是在缺乏实践经验的主题标引方面, 是在

所难免的。由于我们是用叙词表做标引工具

的, 比用标题表标引更能贴近文献实际。所

以, 只要我们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加强合作, 努

力改进, 我们的标引质量是能够达到甚至超

过其他国家目前的标引水平的。将来改手检

标引为机检标引, 我国比较容易实现, 因此,

后来居上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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