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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编和机检中对“组配编号”和“多重列类”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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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系分类法增加组配功能, 并不

能显著提高检索效率

组配, 是将两个或多个简单的要素, 按一

定的规则组合成一个复杂的要素。在叙词语

言中是指将两个或多个简单的概念合成一个

新的复杂的概念; 在分类语言中是一种类号

合成技术, 即按一定的规则或使用特定的组

配符号, 利用已有的类号 (包括复分表的子目

号) , 合成一个新的更专指的类号。

体系分类法 (以下均以《中图法》为例)运

用组配的方法大体有三种类型:

(1) 主类号使用通用复分表或专用复分

表的子目进行细分;

(2) 主类号仿照已列出的有关类目细

分;

(3) 主类号之间直接进行组配。

前两种组配形式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类目

的细分能力, 而又不增加类表的篇幅。例如

《公 路 桥 冬 季 施 工 技 术》可 标 引 为

U 4481145143, 其中“543”(冬季施工技术) 是

仿U 44 分展开的。当使用特定的组配符号与

有关子目组配时, 还能在现有类目体系的基

础上提高对文献主题的描述 (标引)能力。例

如《美国对晚期肺癌治疗研究的最新进展》可

标引为 R 7341205 (712) = 5〈147〉, 这个类号

中包括“肺肿瘤”、“治疗”、“美国”、“现代”“晚

期”等主题因素, 后三个主题因素是原类目体

系所不能提供的。

由于提高了类号的专指度, 从理论上讲

可提高检准率。但实际上体系分类法结构的

复杂性和组号的复杂性, 使一般用户很难掌

握到标引人员的程度, 检准率的提高就会大

打折扣。上例类号虽是组配而成的, 但是先组

性的, 一旦合成后就成为一个凝固的整体, 其

中所包含的各个主题因素便不能离析出来

(特别是第二种方式合成的类号完全不能离

析) , 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检索入口使用, 多

途径检索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种组配方式是比较灵活的, 除可用

于类目细分之外, 还可合成新的主题概念, 例

如“生物社会学”可组配标引为 C919: Q (分

科社会学: 生物学)。但这种组配在手工编目、

手工检索和现有类目结构条件下, 不论从标

引还是从检索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十分有限

的, 原因是:

第一, 手工编目条件下类号的长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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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不可能用很多的主类号组配成长长的字

符串 (如“用于化纤织物染整自动控制的模式

识别装置”可组配为 T S1901645: T P273:

T P39411) , 这样对组织文献和组织分类款目

都不方便。

第二, 体系分类法编制受逻辑划分规则和

划分层次的制约, 文献主题中所有具有检索意

义的主题因素 (属性) , 不会都作为分类标准使

用, 也就是说分类法没有列出描述某些主题因

素的类目, 那么使用主类号组配某些新主题概

念就成了无米之炊。此外, 为保证现有类目体

系不受组配编号的“冲击”, 主类号直接组配法

从标引规则上也严格地进行了控制。

第三, 在手工检索条件下, 无法实现后组

配式的逻辑检索, 用主类号逻辑组配起来的

类号只能作为先组类号使用, 即使进行轮排,

也只相当于附加分类号的作用, 而在手工编

目条件下也难以广泛应用。

2　体系分类法中“多重列类”的功
能不能充分发挥

等级体系分类法是我国各种分类法编制

的基本模式, 这种分类法用建立等级结构的方

式组织和显示人类的全部知识。为揭示各知识

领域及各学科门类的从属关系、并列关系和它

们之间亲疏远近, 首先确定一个知识分类大纲

即基本大类, 然后以基本大类为起点, 逐级进

行概念划分。在对一个较大的概念进行划分

时, 遵循逻辑划分的规则, 即每一层次的划分

只能选择一个分类标准 (事物的某种属性) , 使

划分出来的子目 (子概念)增加相同的内涵, 从

而限制了其外延。通过逻辑划分形成的子目之

间没有外延交叉, 这对类分文献是十分实用

的。然而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 当某事物的

几种属性都具有检索意义时, 应首先使用哪种

属性进行划分呢? 于是就产生了“分类标准的

引用次序”, 即人为地确定类目划分时所使用

分类标准的先后。虽然某事物所具有的几种属

性都作为分类标准被使用, 但文献只能按最先

使用的分类标准集中, 第二划分层次的分类标

准仅能在第一层次划分形成的若干区间分别

集中有关文献, 越后使用的分类标准按该属性

集中文献的能力越弱, 使用该属性作为检索入

口检全文献也越难。

为了使事物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在一个相

对较高的划分层次 (通常选择某类事物的类

称) 下同时作为分类标准使用, 避免在多层次

划分中被先使用的分类标准“层层切割”, 降低

聚类的能力, 于是等级体系分类法采用了变通

的方法, 允许部分类目在同一划分层次同时使

用几个分类标准进行划分, 这就是所谓的“多

重列类”。这样在一个上位类下就形成几组并

列的、外延有交叉的同位类。例如:

U 488　　各种桥梁

44811　　各种用途桥梁

448111　　人行桥

44812　　各种结构桥梁

448121　　梁式桥

44813　　各种材料桥梁

448131　　木桥、竹桥

44814　　各种形式桥梁

448141　　斜桥

⋯⋯

“桥梁”在这里是事物的类称, 以此为多

重划分的起点, 就可以把各种属性或特征的

桥梁同时平行地列举出来。其作用在于: 如果

分别从不同的属性论述桥梁, 都可以选择相

应的类号进行标引, 用户也能以不同的属性

作为检索入口检索文献。但如果文献主题同

时涉及事物的几种属性, 由于同位类存在外

延交叉, 就有几个类号可用于标引, 为保证同

主题文献标引的一致性, 就人为规定采用“最

前编号法”或“最后编号法”。这时, 多重列类

的优越性就无法体现。

多重列类法是编制分面分类法的基本技

术——分面分析在体系分类法中的有限应用。

分面分析是对主题概念进行范畴化处理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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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即通过对每个大类 (知识领域)中大大小小

的概念进行分析, 将其按不同的特征分成性质

纯粹、相互排斥的组面, 在一个组面之下可以

继续分出亚面或直接列举类目。例如:

FC　　　成人教育

FC1 继续教育 (按对象分)

FC2 农民教育

(按教育形式分)

FC6 函授教育

FC9 培训

FC91 基础培训

(按培训地点的)

FC97 国外培训

(摘自《教育主题词表》)

LL 　　　民法

(按法律关系分)

LL 1 债 (按生产根据分)

LL 12 行政命令之债

(按行为方式分)

LL 16 债的转移

(按法律规范分)

LL 2 合同法

LL 3 继承法

(摘自《社会科学检索词表》)

采用分面分析产生的一组组性质纯粹、

内涵相对较浅的类目 (与叙词接近) , 主要作

用是用于对文献进行组配标引, 并为机检的

后组检索提供条件。因此, 在体系分类法中多

重列类法不与组配技术相结合时, 其作用是

十分有限的, 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文

献主题的描述能力, 而对检索效率影响不大。

3　使用多重列类法同时使用组配

标引法, 才能充分发挥多重列类的

功能, 这也是提高体系分类法多途

径检索功能的基本出路

当我们使用后组式检索语言 (如《汉语主

题词表》)编制传统的手工检索工具时, 虽然也

采用组配技术, 但标引的结果是先组式的主题

词串 (相当于组配式的标题) , 不能用于后组检

索, 那么后组式检索语言的优越性也就难以发

挥。同样, 体系分类法引进分面分析技术, 采用

多重列类法, 如仅用于编制传统的手工检索工

具的话, 其优越性也不能有效地发挥。

图书情报单位普遍实现计算机编目和计

算机检索, 为通过采用多重列类提高体系分类

法多途径检索功能提供了技术条件。实现的思

路是: 在修订或编制分类法时, 尽可能地广泛

采用多重列类法编制类目, 为不影响体系分类

法的系统检索功能, 主要是在较低的级位上应

用。这样, 在不增加类目划分层次的基础上, 增

加描述文献主题某一属性 (特征)的类目, 从而

提高独立从特定角度描述文献主题的能力

——这是体系分类法逐步进行分面改造的过

程; 其次, 在文献标引时放弃惯用的先组配的

思路 (指主类号间组配) , 因为这种组配是无多

大意义的, 转而采用多个列举的类号后组标

引。例如《德国钢筋混凝土大跨度公路桥冬季

施工技术》一文, 按最前标号法只能标引为

U 4481142115165, 不能提供从“钢筋混凝土

桥”、“长跨桥”、“桥梁冬季施工”、“德国”检索

的途径, 而我们现在如果标引为:

200　＄a 钢筋混凝土大跨度公路桥冬

季施工技术＄f 李鸿志编译

690　＄aU 448. 34

690　＄aU 448. 43

690　＄aU 448. 14

690　＄aU 445. 43

905　＄b0078432＄dU 448114＄e4034

不 但 分 别 提 供 了 U 448114 ( 公 路 桥 )、

U 448134 (钢筋混凝土桥)、U 448143 (长跨

桥) 以及U 445143 (桥梁冬季施工技术) 的检

索 途 径, 还 可 以 运 用“U 448114 AND

U 448134 ”、“U 448134 AND U 448143 ”、

“U 448143 AND U 448134 AND U 445143”

等检索式进行后组配检索。这样一来, 多重列

—48—

第 24 卷第 116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7 月
V o l. 24. NO. 116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ul. , 1998



类的基本优越性才得以充分发挥, 由此对检

索效率的影响显而易见。

多重列类法还不能作为体系分类法的主

要列类技术, 所提供的多途径检索功能还是

有限的。为此, 我们还可以从改进用特定组配

符号连接通用复分表子目的组配标引方法入

手, 挖掘潜力。基本思路是: 首先大大扩充现

有各通用复分表的子目, 特别是总论复分表、

地区表和时代表, 使之能提供更多的描述文

献主题特征的子目; 其次, 在CNM A RC 格式

的 690 字段标引时, 将用特定组配符号连接

的复分表子目作为一个独立的分类号和检索

标识来使用, 这在手工标引和编制手工检索

工具中是不允许也是无意义的, 但在计算机

编目和检索的条件下, 不但可以实现, 而且赋

予了新的功能。例如《英国十七世纪造船史》

一文, 手工标引为U 662095116, 使用这个分

类号只能从造船工业入手进行检索, 而“英

国”、“17 世纪”、“历史”均不能作为检索入

口。现在我们标引为 (这里假定以“= 4117”作

为 17 世纪的时代标识) :

200　＄a 英国十七世纪造船史＄f (英)

史密斯著

690　＄aU 66

690　＄a209

690　＄a (561)

690　＄a= 4117

690　＄b0023415＄dU 66＄e5504

由于复分子目号前均有特定的组配符号

做区分标识, 因此在计算机检索中均可作为独

立的检索标识参与组配检索, 如用“U 66 AND

= 4117”(检索式中至少有一个主类号) 组配

可以检索出“十七世纪造船工业”的文献。这样

一来, 原来凝固在先组类号中的主题因素便被

离析出来, 成为可独立使用的检索点。当然, 采

用这种新的标引方法必须有相应的规则加以

限定, 否则会出现很大的随意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原先在手工标

引和检索条件下多重列类和组配技术只能发

挥极有限的作用, 而在计算机编目和检索的

条件下, 只要我们稍作变革, 它们自身的优越

功能将发挥得淋漓尽至。

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 使文献编目和

文献检索发生了重大变革, 我们的观念也必

须随之改变。捷克学者托曼 (Tom an, I. )曾深

刻地指出:“对字顺主题和分类系统的研究表

明, 任何一种系统只不过是对同一组织原则

进行另一种组合而已”,“当这些系统用于电

子计算机时, 所有的差别都消失了。”在机读

目录中, 一条记录著录有文献的各种数据和

多种检索标识, 分类目录、主题目录、著者目

录的界线已经消失。而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

检索语言也由原来的泾渭分明、相互对立, 转

而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相互包含, 它们之间

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计算机检索

系统已可以在分类号和主题词之间进行逻辑

和、逻辑与、逻辑非的组配检索, 这使体系分

类法的分面改造降低了难度, 因为当分类法

不易或不能通过多重列类提供更多的能独立

描述文献主题因素的类目时, 可以通过用主

题词与分类号在检索阶段的组配作补充。这

时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检索语言的相辅相成

的作用, 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出来。

总之,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体系分类法

的改造和功能的发挥, 为分类检索语言和主

题检索语言的结合, 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不论

是检索语言的编制和修订, 也不论是标引技

术和检索技术的改进与改革, 都必须彻底摆

脱“手工阶段”所固有的思路和观念, 只有这

样, 才能在新的信息时代满足联机检索、联网

检索对情报语言日益提高的要求。

陈树年　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研

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副主编。通讯地

址: 上海市金山区。邮编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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