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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纷纷运用电子

计算机进行文献管理和文献检索, 利用计算机

进行主题检索已成为主要检索方式。而机读目

录上的主题标引, 则是开展主题检索的基础。

1　机读目录主题标引的重要性

主题词在机读目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

置, 文献的主题标引工作又是保证机读目录

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开展主题检索的

基础[1 ]。

1. 1　以主题标引为基础的主题检索已成为

图书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从文献的检索手段说, 分类法和主题法

都是揭示文献内容的检索语言, 分类法是用

人工标识的分类号来标识文献并按其学科知

识体系组织起来, 它能满足读者按科学体系

检索图书的需要,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类

目检索的复杂性、同主题图书的分散性、适用

范围的局限性。主题检索语言是用规范化的

自然语言来标识文献内容的主题, 并将其按

字顺组织起来, 它可以随着学科的扩展和增

加而不断地自我扩充, 是一种开放性的体系。

同分类法相比, 它具有读者检索的直接性、反

映主题的灵活性、同主题图书的集中性以及

适用范围的广泛性[2 ]。

文献检索的长期实践表明, 主题检索所

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其检索途径。曾有一份资

料表明, 对北图目录大厅做过目录使用的调

查, 发现主题目录的利用率是分类目录利用

率的 8 倍, 因为主题检索能适应学科交叉渗

透的特点, 不受学科的限制, 读者不论需要哪

一方面的文献, 只要按相应的主题词去查找

就能找到。这种检索文献的专指性和直观性,

为不熟悉分类法及分类规则的读者提供了很

大的方便。主题检索是一种读者检索方便的

文献检索系统, 是图书馆及信息部门的主要

检索途径。

国际上许多大型的文献数据库都是通过

主题词、关键词进行联机检索的, 如果仍然只

在现有的分类、著者、书名三套目录的基础上

建立联机目录, 很难和国际联机网络相适应,

我们必须做好机读目录上的主题标引, 建立

主题检索系统, 为国际国内的文献信息网络

化打下基础。以主题标引为基础的主题检索

是当今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1. 2　以主题标引为基础的主题检索是图书

馆标准化的需要

实现主题标引的标准化, 要比实现分类

标引标准化容易得多。分类标引是一种含有

主观意志人为性的标识体系, 由于各种原因,

经常会出现同书不同号现象。我国两大中文

图书统编系统, 北京的C IP 数据库统编系统

和上海的 SQL C 数据库统编系统, 由于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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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差异、专业性差异以及同类性差异的原

因, 在分析和选择类号的过程中会产生同书

不同号的现象。例如:《行政领导与决策》一

书, 北京 C IP 系统将该书分入D 035 国家行

政管理类; 上海 SQL C 系统则分入 C933 领

导学类。《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

迁》一书, 北京C IP 系统将其分入D 669. 1 社

会生活与问题类; 上海 SQL C 系统将其分入

C924. 24 人口问题研究类[3 ]。如采取主题标

引的话, 前书则会标引: 领导决策2领导方法2
决策学。后书则会标引: 人口调查2中国; 家庭

问题2中国。主题标引能达到统一标引、统一

检索的目的。无论各类型的图书馆在各时期

所使用的分类法有多少差别, 但一个国家只

要有一部统一的主题词表, 就可以达到统一

标引、统一检索的目的。主题词表较少主观性

和人为性。我们只采用一种通用语言, 即主题

标引的规范化, 就可以达到统一检索的目的。

以主题标引为基础的主题检索, 是统一检索

的需要, 也是图书馆标准化的需要。

2　机读目录主题标引的标准化

书目数据标准化与规范化是保证书目数

据的质量, 形成书目数据网络化和实现资源

共享的前提, 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数据库

的存亡和兴衰, 是数据库的生命线。一所图书

馆的书目标准化程度, 可以反映出其数据库

的社会性和共用性。书目数据标准化程度高,

就可以被其他图书馆或文献部门顺利地组织

到自己的目录中去, 有利于馆际、国际书目资

源的交换, 进而实现馆际、国际文献资源的共

享。书目数据标准化是实现网络化的基础。

书目数据的标准化主要包括: 文献著录、

文献标引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机读目录

格式以及编目工作的规范控制等方面, 本文

则详细论述主题标引的标准化及它的规范控

制问题。

2. 1　主题标引必须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为标准

所谓主题标引, 是通过对文献的主题分

析, 并按照主题词表抽出代表该主题内容的

主题词的过程。主题标引必须以《中国分类主

题词表》为标准。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是在《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三版 (含《中国图书资料法》三

版)和《汉语主题词表》基础上编制的, 它集分

类、主题为一体, 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分类

法与叙词表对照索引式的一体化检索语言。

它从内容到形式, 从结构到语义等方面, 实现

了分类语言与主题语言、先组语言与后组语

言的相互兼容[4 ]。它的使用是我国分类主题

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5 ]。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有两大表系:“分类

号—主题词对应表”和“主题词—分类号对应

表”。

“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是以主题词注

释《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三版或《中国图

书资料法》三版[6 ] , 能从学科体系的角度全面

展示本学科的主题词, 在实现分类标引的同

时, 为主题标引选用较为专指的主题词提供

方便。这样选词优点是专指性强, 能较好地克

服泛指词标引的错误。同时在相应类目下, 对

某些需要组配的学科、事物等, 采用注释说明

其组配标引方法, 它的组配形式为各类型、各

学科的文献提供了不同的检索入口[7 ]。

它的使用方法是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

确定该文献所论述的主题及其学科专业属性

后, 先标引分类号。依据分类号, 找到该类目

对应的主题词和主题词组配形式。在确定分

类号的同时, 获得主题标引。当类目所对应的

主题表中找不到专指主题词时, 则应采取归

并列举组配复分的方法, 进一步选择专指词。

(1) 选用上位类目标引, 对于该主题的

内容的主题内容在主题词表中没有专指词,

又不能组配表达, 才可选用直接的上位主题

词进行标引。例如:《珠江鱼类志》就可用上位

类标引“水产志—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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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同位类目中补充, 如《异步化同步

电机》, 分类标引为 TM 343, 对应的主题词是

“异步电机”, 从同位类 TM 341 中选择“同步

电机”, 组配标引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

(3) 依仿分规则, 从专类复分表、通用复

分表中选词, 通过组配复分进一步缩小主题

内容的范围。例如:《日本文化事业》, 分类标

引为 G131. 3, 对应主题词有文化事业, 从“世

界地区表”中选择“日本”组配标引为“文化事

业—日本”。

(4) 从相关类目中选词组配标引, 例如:

《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分类标引为A 841. 695,

对应的主题词为“毛泽东思想”, 从相关类目

选择“农业”, 组配标引为“毛泽东思想2农业2
中国”。

“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相当于一部扩

充了的《汉语主题词表》、一部主题词型的《中

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三版类目相关索引, 并

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全部分类号置

于相应的主题词或主题词串下[8 ]。它能帮助

标引人员就模棱两可的文献从主题标引角度

实现分类标引, 对论述综合性主题的文献的

分类标引起着指导作用。

它的使用方法是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

确定主题概念, 将文献需要揭示和表达的主

题概念转换为规范化的主题词或主题词串,

然后进行组配, 获得分类号。

“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是从分类角度

标引文献的,“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是从

主题角度标引文献的。一般来说, 对文献的标

引, 以“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为主, 以“主

题词—分类号对应表”为辅, 比较符合我国图

书情报单位长期以来从分类的角度标引文献

的情况[9 ]。对论述综合性主题的文献, 适合用

“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标引。

2. 2　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文献的意义

机读目录的主题标引, 以《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为标准, 能体现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继承

原则, 能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主题标引进行规

范档控制, 以及能使分类检索系统和主题检

索系统得到有机的统一, 促成分类检索与主

题检索一体化发展。

(1) 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图书

文献, 体现了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继承原则。

文献著录标准化, 应遵循的原则有互换

原则、易于识别原则、转换原则与继承原

则[10 ]。我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 原先大多采

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三版或《中国图

书资料法》三版和《汉语主题词表》来类分、组

织文献, 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是在它们的

基础上编制的, 并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的全部分类号置于相应的主题词或主题

词串下, 它相当于一部扩充了的《汉语主题词

表》。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能使全国各

级、各类型图书馆的文献标引, 在《中国分类

主题词表》上统一起来, 并不打乱各馆原有的

分类体系。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文

献, 体现了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继承原则。

( 2) 利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可以对

主题标引进行规范档控制。

规范控制的问题, 是对同一检索点的标目

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问题而提出的。为了使数据

处理达到文献检索点的前后一致性和惟一性,

在建立文献数据库的过程中, 必须对前后不一

的现象做出统一规范, 对同一检索点的不同表

示方式之间建立起联系。规范控制的核心要有

规范档, 规范档是规范记录的有序集合[11 ]。它

记载了文献记录中选定标目的规范形式, 是著

录人员按照条例选择的标目和确定的标目形

式, 同时包括非规范标目, 用来说明规范标目

的不同形式, 以及其他与规范标目有关的数

据。笔者认为,《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就是主题

标目的规范档, 它可以对主题标引进行规范控

制。规范控制是通过查询规范文档来维护文献

记录标目的惟一过程。利用计算机技术, 把《中

国分类主题词表》贮存在机内, 对机读目录的

主题标引, 进行规范档控制。

(3) 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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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能使分类检索系统和主题检索系统一

体化。

主题检索有它的直接性、反映主题的灵活

性以及便于特性检索等长处, 但不便于族性检

索; 而分类检索也有它的系统性、符号的简便

性以及便于族性检索的优点, 但也存在不便于

特性检索的缺点。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及情报

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使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具有

系统分类和字顺主题两种途径的检索系统成

为可能。在建立自动化检索系统的早期, 情报

界不少专家认为, 分类法不能适应机器检索及

多元检索的要求, 但实践表明, 只采用纯字顺

的主题法的检索语言, 是很难提高情报检索的

检全率与检准率的[12 ]。人们对检索语言表现

概念之间关系的兴趣, 已经从纯字顺的语词一

览表, 转向分类式的叙词表[13 ]。

分类法与主题法是揭示主题内容、提供

检索途径的不同方法, 两者本来是一致的, 最

基本的数据元素 (类目或主题词)在任何一个

分类法或主题表中都是相同的,“人”只能是

“人”,“学校”只能是“学校”。主题系统和分类

系统都是运用同一原则[14 ]。如果分类法附有

主题索引, 主题表附有范畴索引 (即知识体系

索引) , 互为补充, 才能使分类主题一体化, 才

能使二者取长补短, 互相融合, 形成一个完整

的系统。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是一体化的词表,

它把分类法的系统性和主题法的直接性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分类主题一体化不仅仅限于

分类表与主题词表相结合的一体化词表, 而

且还包括分类标引检索与主题标引检索的一

体化[15 ]。利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可以一

次标引同时获得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结果,

这不仅提高了文献标引效率和质量, 降低了

标引难度, 更重要的是能使两种各具特色的

分类检索途径和主题检索途径、文献单元检

索方式与标识单元检索方式以及分类检索系

统与主题检索系统达到一体化。它能够把分

类检索系统和主题检索系统有机地结合起

来, 发挥两个检索系统的整体优势, 它既能发

挥分类检索工具的按学科学组织文献, 适应

学科纵向发展, 具有族性检索的优势, 又能发

挥主题检索工具的按事物的主题及其各个方

面组织文献, 适应跨学科或综合发展, 具有特

性检索的优势, 形成一种新的检索语言[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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