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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通 用 环 境 复 分 表 的 编 制

摘　要　为了提高标引文献的能力, 许多综合性分类法中都陆续增加了若干通用复分表。随着环境

问题的增加, 建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增加 1 个环境通用复分表。论述了它的必要性、编制方法

等问题。参考文献 3。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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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标引文献的能力,《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第四版在第三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通用复分

表: 世界种族与民族表和通用时间地点表。笔者认

为还可再增加一个通用环境复分表 (简称环境表)。

现对其设置的必要性、编制方案和使用方法进行讨

论。

1　编制环境表的必要性

分面组配是当今文献分类法的发展方向, 通用

复分表的增加正是适应了这一重要趋势。由于复分

表具有压缩类表, 减少篇幅, 灵活组配的优点, 世界

上各大综合性分类法纷纷修订并增设复分表, 以完

善各自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DDC)的通用

复分表由原来的 2 个增加到 7 个;《国际十进分类

法》(UDC) 由原来的 6 个增加到 8 个;《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第四版) (CL C4) 也由原来的 6 个增加到 8

个。但是作为一重要方面——环境复分表, 除了冒号

分类法 (CC)设置外, 其他分类法则均付阙如。

随着环境问题的增加, 很多学科都深入研究环

境对本学科的影响, 有关环境的文献数量急剧上升。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批文献加以系统化和组织化。虽

然《中图法》在第二版增加了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大类, 集中了有关综合论述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

的类目, 并在其他大类中设置了一些环境概念的类

目 (简称环境类目) , 但由于《中图法》中环境类目被

分散在各处且设置不完整, 通过主类号或主类号组

配只能标引其中一小部分环境文献, 而有相当一批

文献得不到完整表达。因此编制一部环境表, 将环境

类目集中并扩充加以细分便成为必要。《中图法》在

处理与环境相关的文献时突出地存在着下列几方面

问题:

其一,《中图法》目前是根据事物学科属性进行分

类的, 环境类目分散, 使论述同一环境中的事物的文

献得不到集中。例如: 有 4 篇文献分别为: (1) 干旱

气候对植物生长的影响、(2) 干旱气候对微生物的影

响、(3) 干旱气候下农作物的生长、(4) 干旱气候下

人的心理变化。根据事物的学科性质分别被归入

Q 948. 112 植物与气候因素、Q 938. 12 微生物与气

候、S162. 5 气候与作物生长、R 339. 5 特殊环境生理。

如果在这 4 篇文献的主类号后加以表示这一气候类

型的环境复分号进行集中, 就有利于对相同环境下的

事物的检索。

其二,《中图法》体系分类表是列举式的, 其环境

类目必然缺乏完整性和详尽性。这使得论述不同环

境下的事物的文献得不到细分。例如: 有 4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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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 干旱气候下的植物生长、(2) 湿润气候

下的植物生长、(3) 高山气候下的植物生长、(4) 热

带气候下的植物生长, 因类目Q 948. 112 植物与气

候因素没有细分, 这些文献就被同时归入 Q 948.

112。如果在这 4 篇文献主类号后分别加上表示不同

气候类型的环境复分号以示区别, 就有利于对在不

同环境下的事物的有关文献检索, 也有利于对《中图

法》环境类目的扩充加细。

其三, 主类号组配虽然可以缓和上述矛盾, 但是

由于环境类目设置分散且不完整, 这种组配方法不

利于类目的查找, 给分类标引工作带来不便。例如:

一篇题为“微波处理种子对水稻性状的影响”的文

献, 只能通过 S511. 041 水稻的种子处理和 S124. 1

辐射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这两个类目间的组配

(S511. 041: S124. 1)进行标引。如果采用复分技术,

在主类号 S511. 041 后直接配以表示微波辐射环境

的环境复分号, 就可既方便又完整地标引文献。

总之, 环境表的编制对《中图法》、《资料法》等分

类法来说, 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环境表是将用于复

分的环境类目集中并对其进行详细划分, 这样既保

证类目的完整性, 又方便类目的查找, 有利于提高标

引、检索的能力。

2　《冒号分类法》环境表评介

早在 CC7 出版之前, 阮冈纳赞亲自为

《冒号分类法》拟定了一个环境复分表, 称之

为环境区分类表。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

环境复分表。CC 环境表 (见表 1)提出了一个

较完整的体系结构, 共有 4 级类目, 171 个类

目, 其中 1 级类目 8 个, 2 级类目 56 个, 3 级

类目 93 个, 4 级类目 14 个。

表 1　CC 环境表的简表与局部类表

　　L 　环境 M 5　辐射环境

　　M 　物理环境 M 52　紫外辐射

　　　　　按 EC 章中C 物理类分 M 56　红外辐射

　　M 27　气压环境 M 6　电位环境

　　M 271　真空 M 62　低电压

　　M 272　低压 M 64　高电压

　　M 274　高压 M 65　测量电压

　　M 275　测量气压 M 7　磁环境

　　M 3　声学环境 N 　化学环境

　　M 32　次声 P　生物环境

　　M 35　超声 U 　地理环境

　　M 4　温度环境 W 　政治环境

　　M 41　绝对零度 　　　按 EW 章中W 政治学科类分

　　M 42　低温 X　经济环境

　　M 44　高温 Y　社会环境

　　M 45　测量温度 　　　按 EY 章中 Y 社会学类 127 分

　　但是, CC 环境表也存在一些问题: (1) 有时列

类不全, 如M 3 声学环境只包括次声和超声环境, 并

未列举出所有声学环境, 其实还存在噪声、音乐、可

听声, 这些都可列为M 3 的下位类。 (2) 有时类目过

细, 如: U 地理环境分类过细, 直接下位类竟达 26

个, 共有类目 96 个, 超过总类目数的一半。 (3) 1 级

类目有 7 个, 整个体系显得分散。如果对其类目作一

些适当的调整, 将基本大类中有共同属性的类目合

并为 1 个大类, 被并入的几个类目级别降低 1 级, 这

样可以减少基本大类的数量, 增加等级, 使整个体系

紧凑, 如可以建立 1 个 1 级类, 命名为自然环境, 将

生物环境、地理环境并入其中。同时对地理环境类进

行同样处理, 放宽划分标准, 合并一些具有相同属性

的类目, 以减少类目类量, 如完全可以将赤道、热带、

亚热带、寒带、亚寒带、极地 6 个类目并入U 1 地带

类目下。(4) 有些类目与其他复分表重复。如地理环

境中不少类目与空间点中的类目重复。如U 1—U 8

类目等。当其中某一重复类目被用来复分时, 就会产

生优先选用哪个复分表的问题, 造成标引的不一致。

若将环境表中的重复类目设置为交替类目, 指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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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点中的相应类目, 就可解决类目重复的问题。

3　环境表的编制

环境表的编制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 翻译CC 环境表, 借鉴其编制经验。首

先将国外环境表翻译成中文, 然后对其进行分析研

究, 了解编制思想及体系结构, 以供编制 CL C 环境

表时参考。

第二步: 确定环境表的基本框架和具体类目,

制成草表。借鉴CC 环境表, 查阅各种词表, 如《汉语

主题词表》、《标准文献主题词表》、《环境科学词表》、

《辞海》等, 形成环境表的基本框架 (见表 2)。在此基

础上, 再通过查找环境概念的语词, 确定其等级关

系, 细分类目, 制成一张草表。

表 2　CLC 环境表 1、2 级类目与局部类表

　　1　物理环境

　　11　磁环境

　　12　电位环境 (电压、电势环境)

　　13　辐射环境

　　131　电磁辐射

　　131. 1　长波辐射

　　131. 2　短波辐射

　　131. 3　红外辐射

　　131. 4　微波辐射

　　131. 5　紫外辐射

　　131. 6　X 射线辐射

　　132　电离辐射

　　132. 1　Α射线辐射

　　132. 2　Β射线辐射

　　132. 3　Χ射线辐射

　　133　宇宙线辐射

　　134　太阳辐射

　　14　光照环境

　　15　气压环境

　　16　声学环境

　　17　温度环境

　　171　超低温

　　172　低温

　　　　　冷环境入此。

　　173　中温、常温

　　174　高温

　　　　　热环境入此。

　　175　超高温

　　18　重力环境

　　2　化学环境

　　21　碱性环境

　　22　酸性环境

　　23　放射性环境

　　3　自然环境

　　31　大气环境

　　32　地理环境

　　　　　入世界地区表及通用时间地点表。

　　33　海洋环境

　　34　气候环境

　　35　气象环境

　　36　气体环境

　　37　生物环境

　　　　　生态环境、栖息环境等入此。

　　38　水环境

　　39　灾害环境

　　4　航空航天环境

　　41　航空环境 (高空环境)

　　42　航天环境

　　5　人文环境

　　51　区域环境

　　52　社会环境

　　第三步: 精选类目。分析草表中的类目在《中图

法》(第四版)的分布情况, 选择那些被分散在有关各

类的具有环境概念的类目, 补充草表中缺少的环境

类目, 删除集中设置环境类目的专业环境。如在草表

中原列有污染环境, 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图法》第四

版中X503 收录有环境污染的危害和 X51ö593 收录

有各种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等类目, 则予删除。对于已

在其他复分表中存在的类目, 采用增加注释“入

⋯⋯”的方法以达成统一。如: 地理环境中的类名与

世界地区表中有关类目重复, 则采取“入世界地区表

及通用时间、地点表”的方法, 避免环境表与世界地

区表和通用时间地点表产生冲突。

第四步: 编写注释。包括同义词、范围、含义和

用法注释。同义词注释由括号括起放在相应类名后;

其他注释用“⋯⋯入此”的字样放在相应类目下。

例如: 391　水灾 (涝灾)

又如: 421　航天器

　　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宇宙飞

机等入此。

第五步: 选择环境区分号, 配置类号。考虑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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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地点相关且排在地区的前面, 确定 (0⋯) 为环境

区分号。环境表的标记制度采用层累制, 这有利于显

示类目之间隶属关系和并列关系。

第六步: 编写环境表的使用说明, 拟定了下列

主要的使用规则和方法:

(1) 本表不受主表类目注释的限制, 凡涉及到

某事物在某环境下的文献均可使用本表复分, 添加

环境专用区分号 (0⋯)。本表不可脱离主表单独使

用。

(2) 综合论述某一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文献入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大类, 特定的专业性本表不予

收录, 归入有关各类。如执法环境、联机环境、流通环

境、融资环境、网络环境、写作环境等。例如:

河流污染及其防治入 X522,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工作入 G250. 7。

(3) 专论某种环境下的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的

文献, 可先按其事物的学科属性归入某一相关大类,

然后再加本表相关复分号码, 外面围以环境专用区

分号 (0⋯)。例如:

低温环境下肉种鸡配方调整技术入 S831. 5

(0172) ,

酸性环境对录像损坏的研究 G276 (022)。

(4) 如果主表中设有专类的, 优先使用有关主

类号。例如:

农作物的辐射育种入 S335. 21,

公共场所卫生入 R 126. 4。

(5) 如果主表中有专类但未细分者, 可使用本

表相关类目加以细分。例如:

农作物紫外辐射育种入 S335. 21 (01315) ,

招商商场存在的卫生问题及对策入 R 126. 4

(15142)。

第七步: 试标引。使用上海图书馆《社会科学篇

名数据库》, 用实践来检验环境表类目的设置。输入

检索词如: 环境、酸性环境、辐射、高温环境等, 通过

篇名检索, 从中选择论述某环境下某事物的文献, 使

用环境表将主类号与复分号组配, 作为这篇文献的

类号。将复分后的类号与原类号比较 (见表 3) , 以检

验环境表中类目设置是否合理, 在比较中不断修改

环境表, 使其不断完善。

环境表的产生为标引、检索提供了方便。环境表

解决了环境类目集中与分散的问题, 使论述同一环

表 3　使用环境表复分的类号与原类号的对照

文　献　名 复分后的类号 原类号 主类号类名 复分号类名

高温负重行军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G804. 2 (0174) G804. 2 运动生理学 高温环境

高温对鸭胴体组成和肉质品的影响 S834 (0174) S834 鸭 高温环境
应用热环境综合测试仪对高温高湿

环境监测
R 134. 1 (0174) R 134. 1 生产环境卫生 高温环境

磁环境条件对小麦抗旱性的影响 S512. 101 (011) S512. 101 小麦的生物学原理 磁环境　

辐射对小麦生理损伤的研究 S512. 103. 52 (013) S512. 103. 52 小麦物理诱变 辐射环境

小麦高空诱变育种研究 S512. 103. 5 (041) S512. 103. 5 小麦的育种方法 高空环境

境下事物的文献得到集中, 同时又使论述不同环境

下的事物的文献得到细分。另外, 环境表为传统分类

法的分面改造工作提供了方便。编表人员可以像应

用时间、地区、民族、人员等复分表那样, 灵活应用环

境表形成一个新的组面——环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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