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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的实证研究

摘摇 要摇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编制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信息学系为实施机

构,以杜威法和三部叙词表为结构库和词库,调查了杜威法和三部叙词表作为机构 Taxonomy 构建资源的充分性

及其在主题分面编制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用传统分类法和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类表的步骤与方法。 该

研究虽然在英文语境下进行,但所运用的思路与方法对于中文环境下机构 Taxonomy 的编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对于在中文环境下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的研究也有推动作用。 表

2。 参考文献 7。
关键词摇 机构 Taxonomy摇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摇 实用分类系统摇 分类法摇 叙词表

分类号摇 G254. 1
ABSTRACT 摇 Implemented in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uses DDC and three thesauri.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roles of
DDC and the three thesauri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taxonomy, and discuss the steps and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taxonomy with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thesauri. Although the study is mad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situation, its methods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institutional taxonomy in Chinese language
situation. 2 tabs. 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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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Taxonomy 是由等级结构和主题词两个基本元素

组成、具有多种用途的一种知识组织工具。 它的主要

功能是将资源对象类聚到一个特定的知识等级结构。
Taxonomy 可用于处理源信息如自动分类、链接资源

提供浏览等,也可用于优化检索提问和检索结果。 目

前 Taxonomy 主要应用于企业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

网站浏览、导航。
Taxonomy 在表现形式上与传统分类法、叙词表

有相似性,它们常常被联系到一起。 Taxonomy 与分

类法、叙词表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使用范围和职能

方面,Taxonomy 常被应用于企业机构范围,主要用于

支持浏览功能。 Taxonomy 与传统分类法、叙词表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表明了用分类法、叙词表编制 Taxon鄄
omy 的可能性和难度。 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制

Taxonomy 的理论可行性分析在《用传统分类法与叙

词表编制 Taxonomy 的理论可行性研究》 [1]一文中有

阐述。
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制 Taxonomy 的基本方

法是将分类法作为等级结构依据,将叙词表作为子目

词库。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无需从零开始建词库,并且

可以继承分类法、叙词表本身的长处,既节省人力物

力又有利于保证 Taxonomy 类表质量。 编制 Taxonomy
的这种捷径已被若干个项目 [2 - 4]采纳,但这些项目

在 Taxonomy 编制过程中没有明确机构的环境特点,
或者由于项目范围过小而未能全面涉及相关问题,因
而严格来说还不属于机构 Taxonomy 范畴。 也就是

说,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的实证

数据还比较缺乏。
本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调查分类法、叙词

表作为机构 Taxonomy 编制资源的充分性;二是调查

分类法、叙词表在编制机构 Taxonomy 类表中的作用;
三是试图通过该研究总结出用传统分类法、叙词表编

制机构 Taxonomy 的有效步骤与方法。
2摇 用分类法、叙词表编制学术机构 Taxono鄄
my 的实例研究

本研究用相关分类法、叙词表编制了一个学术机

构 Taxonomy。 信息资源管理教育为 Taxonomy 的学科

领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信息系为

其实施机构。 编制过程中选用的分类法资源为杜威

十进制分类法(视窗杜威),叙词表包括 ASIS&T[5] 、
LISA 两部图书馆学情报学叙词表和 ERIC 教育叙词

—97—



第 34 卷第 178 期

Vol. 34. No. 178
中摇 国摇 图摇 书摇 馆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年 11 月

November,2008

表,其中 ASIS&T 叙词表为印刷版,LISA 和 ERIC 词表

是通过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库获取的电

子版。 该 Taxonomy 命名为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鄄
my。
2. 1摇 用分类法、叙词表编制学术机构 Taxonomy 的

步骤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编制由三个步骤

组成:第一步是调查 Taxonomy 实施机构的环境;第二

步是设计、规划 Taxonomy 类表;第三步是编制 Taxon鄄
omy 类表。 与以往的 Taxonomy 项目相比,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编制重视了实施机构的调研和根

据实施机构规划、设计 Taxonomy 类表。 其目的是使

Taxonomy 能结合实施机构的需求与特点,通过知识

组织来真正促进机构的宗旨与运作。
实施机构的调研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了解

机构的任务目的、活动领域和成员情况,以帮助决定

Taxonomy 面向的任务和用户群体;二是了解知识资

源在机构内的生产、流动、利用情况和机构的知识管

理现状,以帮助决定 Taxonomy 的宗旨和角色。 Infor鄄
mation Studies Taxonomy 面向信息学系的教学科研任

务,以教师、硕士生与博士生为服务的三个用户群体。
由于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的知识管理工具,系里生产的

各种知识资源如教学大纲、教学讲义、学生的开题报

告、学位论文以及师生的学术成果等分散在各处,无
法进行集中组织与管理。 系局域网上虽然建设了一

个外部网络资源导航,但因久未更新已基本被淘汰。
教师与学生不得不从学校教学管理系统、图书馆或万

维网等其他渠道获取资源以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知识

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与利用。 Information Stud鄄
ies Taxonomy 的宗旨是整合、链接系内外各种知识资

源,提供浏览与获取,以促进信息系的教学科研工作。
建成后的 Taxonomy 将在系局域网上运行。

Taxonomy 类表的规划设计包括决定类表的学科

覆盖范围、面向的内容和类表类型。 根据信息学系的

教学科研活动领域,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覆盖

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信息系统与图书馆学情报

学教育领域,同时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也在师生的信

息需求范围之内。 Taxonomy 面向的内容包括教学科

研活动产生的各种知识资源和教学科研活动中需要

的各种外部资源,涵盖文本、超文本和多媒体等多种

载体形式。 知识库的建设将以鼓励教师、学生上载自

有资源的方式为主。
为有利于用户多途径浏览以及类表的控制与维

护,分面分类表被选为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类表类型。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由六个分

面组成:课程资料、研究资料、教学资料、参考工具书、
研究小组和主题分面。 其中,课程资料专为学生修课

用,教学资料针对老师教学准备用,研究小组是指按

研究领域来类聚资源。
主题分面为类表中最大的一个面,它由选定的分

类法和叙词表编制而成,包括基本大类、子类和子目

三大部分。 主题分面的编制包括四个步骤:一是确定

基本大类;二是建立子目候选词;三是编制子类;最后

是确定子目类名。
基本大类是自建的,由于杜威法以学科标准划分

大类,不能提供帮助。 基本大类的编制通过两道程序

完成:第一道是调查用户信息兴趣主题,方法是从师

生教学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种知识资源如教学讲义、
学术成果等中抽词,并将抽取的主题词进行汇集;第
二道是参考有关资料如 IFLA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

育指南[6] ,将代表用户信息兴趣的主题词划分为若

干个合理的大类并给予合适的名称。 主题分面由信

息学科分支领域和相关领域、信息机构、信息与知识

管理、馆藏管理与用户服务、信息与知识组织、信息查

询与信息检索、信息技术、信息社会、信息产业、信息

行业、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等

十二个基本大类组成。
子目候选词来自杜威法相关索引和三部叙词

表。 候选词的挑选经历两道程序,先是将用户信息

兴趣主题词按领域列成表单作为挑选依据,然后根

据表单从杜威法相关索引和叙词表中选词。 选词不

是一对一的过程,而是对用户信息兴趣的宏观把握。
挑选后的子目候选词按领域和出处汇集,以准备编

制子类。
子类的编制通过四道程序完成。 第一道是确定

上位类目,以杜威法相关类目和叙词表范畴索引为参

考依据。 第二道是确定划分标准,以课程教学讲义中

隐含的知识结构为依据,主要选用了三个划分标准:
种属关系、方面和流程关系。 第三道是确定下位类

目,以上位类目为开端,从杜威法相关类目和叙词表

提供的词间关系中挑选下位类目,然后根据采纳的划

分标准最后确定下位类目。 最后一道步骤是将下位

类目匹配到符合用户视角的基本大类和上位类目,匹
配以课程教学资料中隐含的知识结构作为参考依据,
如“数字图书馆冶可归入“图书馆冶类也可归入“信息

检索系统冶类,相关课程教学讲义提示归入“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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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系统冶类更为合适。 在多个基本大类或上位类目

可选择的情况下,选一个进行匹配,然后在其它类目

建立参照。
子目名称的确定依据三条准则:首先,类目名称

准确反映类目含义;其次,类名表现形式简单;最后,
尽量使类名风格和形式保持一致。

该主题分面在初稿完成后,征求了 11 位教师与

学生用户的意见,根据用户意见作了定稿。
2. 2摇 分类法、叙词表在学术机构 Taxonomy 编制中的

作用与缺陷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所确定的 12 个基本

大类中,只有 5 个大类的类目体系参考了杜威法的相

关类目。 其原因有三:一是杜威法的基本大类不能全

面覆盖主题分面领域,比如其基本大类 020“图书馆

学情报学冶没有反映“知识管理冶领域的内容,再如

“学术写作冶领域也不在其 10 个基本大类的覆盖范

围之内;二是作为一部综合性分类法,杜威法将某些

有关领域集中到一个类目,而没有提供可供参考的类

目等级结构,比如用来反映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类

目 020. 7、反映信息职业和研究方法论的类目 020. 9
和 001. 4 等;三是杜威法某些相关类目提供的等级结

构不符合用户视角,比如按学科和人群划分的“信息

检索系统冶类目 025. 04。 因此,杜威法作为主题分面

12 个基本大类的结构资源库是不充分的。 但是,杜
威法的类目等级结构对于确定 Taxonomy 的上位类目

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 Taxonomy 实例编制过程所

涉及的 5 个基本大类中,大部分一、二级类目都来自

杜威法相关类目,比如“信息与知识组织冶大类中的

一级类目分别来自其 025. 3 和 025. 4 类目。 杜威法

的相关索引还提供了部分子目候选词。
叙词表在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编制过程

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叙词表的范畴索引可

以用来帮助确定上位类目,比如“信息社会冶基本大

类的五个一级类目来自于 ASIS&T 范畴索引;其次,
叙词表提供的词间等级关系可以用来帮助确定下位

类目,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冶子类的

部分子目来自 ASIS&T 叙词表;第三,叙词表中的叙

词则是重要的子目词库,主题分面中的大部分子目都

来自所选用的三部叙词表;第四,叙词表提供的词间

等同关系还可以用来帮助建立子目替代(Use For)关
系。 但是,所选的三部叙词表作为子目词库似乎也是

不充分的,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主题分面中还

有一些来自其它出处或来自用户的子目。 这些子目

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概念、新名词,比如 collab鄄
orative tagging、mobile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s、dig鄄
ital watermarking 等,ASIS&T 和 LISA 叙词表由于更新

慢未能收录;第二类是为了准确表达概念而采用的复

合词,比如 digit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和 web re鄄
source cataloging 等,这一类复合词不在叙词表的收录

范围之内;第三类是属于机构范围内特定使用的词,
比如 knowledge management education、information sys鄄
tem development methodologi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ols 等,它们一般不在通用叙词表的收录

范围之内。

3摇 用分类法、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的

方法

3. 1摇 资源库的选择

机构资源与分类法、叙词表资源都是编制 Infor鄄
mation Studies Taxonomy 必不可少的。 机构内部资源

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调查用户信息兴趣,作为确定

基本大类和从词库中选择子目候选词的依据;二是用

来构建分类法、叙词表未能覆盖的基本大类的类目体

系,比如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中“信息与知识

管理冶大类就是以课程教学资料为构建资源的。 另

外,课程教学讲义可以用来帮助确定子类划分标准。
来自同一行业的外部资源也有必要,比如 IFLA 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指南冶,在确定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基本大类时就很有帮助。 表 1 总

结了各种资源在主题分面编制中的作用。
机构内部资源的选择要尽量全面覆盖用户活动,

以保证全面调查用户的信息兴趣主题和确定合理的

基本大类。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主题分面的

编制收集了院系教学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种资料,如
教学大纲、教学讲义、项目申请报告、开题报告、学位

论文、教师学术成果、学院年度研究报告以及院系网

站内容等。
分类法与叙词表的选择除了考虑学科范围一致

性以外,多个类表和词表的互相补充也是有益处的。
一是可以帮助覆盖 Taxonomy 的主题范围,如上文所

述,单个杜威法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基本大类;二是多

部叙词表可以提供多个子目候选词。 在类表和词表

的形式方面,印刷版词表易于使用,电子版词表更新

快,反映新概念、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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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各种资源在主题分面编制中的作用

资源类型 作用

杜威法
等级结构 确定上位类目

相关索引 提供子目候选词

叙词表

范畴索引 确定上位类目

词间等级关系 确定下位类目

词间等同关系 建立子目替代关系

叙词 提供子目候选词

机构资源

调查用户信息兴趣主题

确定基本大类

确定子类划分标准

编制分类法、叙词表覆盖范

围以外的类目体系

行业资源 确定基本大类

3. 2摇 编制方法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的编制步骤上文已

有阐述,在正式开始编制 Taxonomy 类表以前,实施机

构的调研和根据需求规划、设计类表至为关键,这两

个步骤保证 Taxonomy 类表的准确定位和实用性。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在这两个步骤进行了用

户访谈和机构内知识资源的调查工作。 主题分面的

编制按基本大类、子类、子目依次进行,子类的编制按

上位类目、划分标准、下位类目和匹配次序进行。 在

子类编制以前,先建立子目候选词词库。
由于杜威法与三部叙词表作为构建资源库是不

充分的,同时机构资源在主题分面的编制中也起着必

不可少的作用,所以主题分面的编制集成利用了各种

资源的作用。 基本大类的确定前文已述,主要考虑基

本大类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性和用户的接受程度。
子类中上位类目的确定方法是先从杜威法相关类目

或叙词表范畴索引中挑选和汇聚概念,然后审阅挑选

出来的类目或主题词能否涵盖所要收录的子目候选

词,如不能,则从候选词中补充上位类目。 比如“信
息与知识组织冶大类中的一级类目“资源描述(Re鄄
source Description)冶就是从子目候选词中补充来的,
用来包含元数据等下位类目,杜威法 020 类和所选三

部叙词表都没有收录该概念。 同理,下位类目也是从

各个资源中挑选、汇集而成,然后根据采纳的划分标

准最后确定。 比如上文提到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冶子类的子目是由杜威法 006. 3 类目和

ASIS&T 叙词表的主题词汇集而成。 划分标准的采纳

考虑了用户视角,以教学讲义中的知识结构为参考,
如前所述。 主题分面采纳了三个划分标准,表 2 例举

了采用这三个标准的子类。 子类类目的划分不受数

量限制,可同时采用多个划分标准,根据类目扩展的

需要而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多重列类冶。

表 2摇 三个划分标准示例

种属关系 方面关系 流程关系

Libraries Collection management Expert systems

誗 Academic libraries 誗 Collection development 誗 Knowledge acquisition

誗 Government libraries 誗 Collection maintenance 誗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誗 National libraries 誗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誗 Reasoning

誗 Public libraries 誗 Collection measurement

誗 School libraries

誗 Special libraries

誗 Subject libraries

摇 摇 下位类目的匹配尽量符合用户视角,同样以教学

讲义中隐含的知识结构为参考。 比如作为信息学系

研究生培养专业的知识管理,在这里应更多地偏重于

企业知识管理,而 ASIS&T 叙词表将其匹配到“信息

科学冶概念下,LISA 叙词表将其匹配到“知识冶概念

下,显然都不符合面向用户的视角。 参照用来解决下

位类目可匹配到多处的矛盾。 类目体系的扩展考虑

了用户的浏览认知能力限度,类目大小,即横向类目

与纵向等级数量以“10 伊 4冶为参照标准[7] 。
子目类名依照上文所述的准确性、简单性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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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招聘高级人才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了提升整体服务和发展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现面向

国内外诚招“百人计划冶和“优秀人才计划冶高级人才。 “百人计划冶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

馆技术、战略情报分析,涉及数字化加工和呈现技术,信息检索、抽取、分析、可视化和海量信

息存储技术,Web2. 0 与数字图书馆服务技术,以及科技政策与战略、规划研究,国际科技创新

能力和竞争态势研究等。 “优秀人才计划冶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情报深度分析、数字图书馆

关键应用、数字知识环境新兴服务等领域,主要涉及战略情报分析、数字知识环境建设、数字

图书馆建设、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科技信息开放获取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学术出

版与交流等。 国家科学图书馆将为入选者提供优良的科研条件及待遇。 详情请见国家科学

图书馆主页(http: / / www. las. ac. cn)服务公告栏目。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詬
)

性的三条指导准则确定。 首先,由于杜威法以学科立

类,类目词带有专业特色,词汇形式又未经控制,需要

对来自它的子目类名进行修改,比如用“互联网和内

联网( Internet and Intranet)冶取代“网络(Networks)冶
等。 其次,来自叙词表的叙词为单元词,缺乏语境,在
确定为子目类名前需根据类目语境进行修改,比如将

“外包(Outsourcing)冶改为“编目外包(Cataloging out鄄
sourcing)冶等。 第三,在没有合适的候选词的情况下,
一部分中间类目名称需要自拟,如“信息系统类型

(Types of information systems)冶等。

4摇 结语

本研究虽然是在英文语境下进行,所运用的 Tax鄄
onomy 编制方法与思路对中文环境下机构 Taxonomy
的编制是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对于中

文环境下用传统分类法与叙词表编制机构 Taxonomy
课题的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 同时,本研究属于个案

研究,它用一部综合性分类法和三部叙词表编制了一

个学术机构 Taxonomy,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只在一定

范围内有效,如要进行广泛推广,还需进一步的扩展

和更为充分的论证。 此外,本研究还包括类表的用户

评估,该项工作未在文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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