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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子环境下分类检索应用的思考

马张华摇 陈文广摇 赵丹群

摘摇 要摇 分类法作为一种系统检索方法,在知识组织系统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分类法在电子环境下的应用特点、
形式,甚至管理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应在重视与检索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汲取、探索;文献分类法在电子环境

下的改造,包括改进专业领域的完备性、多维系统的构建和标引方式改进等多个方面,底层类表和上层类表结合

应用是多维类表构建的基本方式。 图 1。 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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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As a kind of systematic searching method, classification has its special value for knowledge organizing
system. Substantial changes have occured on the using characteristic, form and even the managing form of classification,
which should be absorbed and explored with the involovement of retrieval practice. The change of documental classification
under electronic environment includes the improvement of its completeness in special field,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鄄
dimensional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n the way of marking, etc.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ottom鄄scheme and top鄄
scheme is the basic way of constructing a multi鄄dimensional system. 1 fig. 1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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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电子环境的出现对各种传统知识组织方法的

应用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挑战。 分类法作

为知识组织系统的一种基本类型,在电子环境下的

文献检索应用中是否仍然有其使用价值? 其应用

方式究竟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为了适应电子环境

下使用的需要,传统的文献分类法应该如何加以改

进?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概要讨论。

1摇 分类法是不可缺少的检索方法

在当代学者中,美国学者 Gail Hodge 最早使

用知识组织系统(KOS)这一术语概括各种信息

组织的形式,并试图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研

究[1] 。 但他在论及分类法时,只重点强调了它

的排架功能,而未提及检索方面的应用。 这种

表述显然是与各国图书馆近二十年来分类法应

用中重排架、轻检索的使用现状相联系的。 需

要指出的是,文献分类法的这种应用现状,并非

完全是分类语言自然应用的结果,而是与个别

国家分类法应用传统和使用定式强势扩展相联

系的。 长期以来,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在分类法

的应用方式上一直存在着差异。 例如,美国图

书馆习惯上只将分类法作为排架方法,同时建

立字典式目录或分列式目录,提供主题及题名、
著者等的检索系统,一般不再建立分类目录;而
欧洲多数国家的图书馆通常在采用分类排架的

同时编制手检分类目录,将它与其他目录并列

使用,如著名的《国际十进分类法》 (UDC)就是

根据文献检索的需要编制的;中国的图书馆长

期以来则在采用分类排架的同时,建立分类目

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组成的目录体系,并将

分类目录作为其中心目录。 正是由于使用传统

上的这种差异,美国图书馆在计算机检索系统

发展过程中,一直未有效发展基于分类系统的

检索途径。 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一系

列分类检索试验中,美国学者发现分类法有助

于改进检全率,认为应将分类法纳入电子检索

系统[2 - 3] ,但其主要的计算机检索系统中通常

只提供分类号检索,一直未提供适合分类特点

的浏览检索形式,极大影响了分类途径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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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美国在电子检索系统发展中的地位,深
刻影响了各国图书馆文献检索系统的发展。 到

目前为止,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一些大型图书馆

检索系统,如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的

书目检索系统,其分类途径大体采用了相同的

模式。 使用这类系统进行分类检索,普通用户

通常只能在以其他途径检出资源时,利用从资

源数据中获得的分类号进行查找,且始终未显

示类名,增加了用户使用的困难,既不能结合类

目结构扩充,也没有提供主题索引角度查找使

用的可能,使得分类途径形同虚设。 大型图书

馆的检索实践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内图书馆检

索软件的开发,尽管近年来一些书目检索系统

开始在分类检索应用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
仍然只处于起步阶段。 图书馆作为分类传统最

为悠久的文献机构,其对分类检索的这一使用

状况对电子环境下分类法的使用和研究的负面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据说有的网络公司为了判

断网络分类目录的开发价值,曾到北京一些大

学了解学生对分类目录的看法,发现多数学生

不知道分类目录为何物,更不了解分类法在网

上的使用价值。 这对一个具有长期分类法应用

传统的国家来说,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实际上,各种知识组织系统各有其特点和适

用性,是一种相互补充、结合应用的关系。 Hodge
在其论文中将知识组织系统的类型大致分为术

语表、分类表和关系表三大类。 其中,规范文档、
词汇表和地名词典归入术语表;标题表与文献分

类法、知识分类法(taxonomy)、范畴表属分类表;
叙词表、语义网、本体(ontology)则归入关系表。
就检索特点而言,规范文档、标题法、叙词法等直

接以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为标识,优点是更加灵

活、通用、专指,并且标题法、叙词法有一定的相

关检索能力;分类检索的特点则是它的系统性,
是按照一定的关系完整揭示一个领域资源的能

力,就系统检索功能而言,包括未建立与分类结

合的传统叙词表在内,均无法与分类法相比。 关

系表中的语义网和 ontology 作为新出现的知识组

织类型,更加重视知识关系的全方位揭示,比较

符合当前使用的特点,尤其是 ontology,是从推理

应用的角度出发构建的,对关系的揭示更加充

分、完备,但目前只局限于某些领域,覆盖范围比

较小,且仍处于发展和试验过程之中。 分类法作

为一种通用性的分类工具,则有更大的涵盖面。
同时,尽管传统分类法只能从一定角度揭示知识

之间的关系,但从后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在电子

环境下,这一不足可以通过多维系统的构建予以

解决。 在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一直保有大量

质量较高的分类数据的情况下,利用已有的数据

资源开发适合分类特点的电子应用形式,无疑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显然,各种知识组织系统特点不同,各自承

担不同的任务,从发展的角度看,应是一种并行

和结合应用的态势。 即使将来 ontology 等得到

充分开发,分类法也仍将与其他组织形式并存,
发挥适合其功能的作用。 实际上,它们在电子

环境下的分工以及结合使用,会随着应用不断

融合、调整,切不要用传统的眼光看待,造成发

展的不平衡。 比较而言,目前图书馆对分类检

索应用的研究,显然相对不足。

2摇 分类法在电子环境下的应用形式及

其发展

在对分类法如何应用于文献检索的讨论

中,一些专业人员往往习惯于按照传统分类语

言的观念进行研讨,但实际上,检索语言的使用

效果与应用环境联系密切,在电子环境下,尤其

在网络检索中,分类法的应用特点、方式甚至管

理形式等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应用特点而言,传统列举式类表作为一

个等级系统,是否能够提供浏览以及从主题角

度的查找可能,是有效使用分类结构的重要条

件。 与手检系统相比,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以及

屏幕显示界面为分类法的使用提供了巨大便

利。 就网络应用的情况看,其使用形式包括:淤
可以直接以类名标注类目,更加适合于浏览;于
索引与类表联系密切,可以直接以语词检索类

表,从而方便深度类表的使用;盂可以同时采用

多种浏览形式,包括在类目展开中结合采用从

字顺角度浏览查找的形式,如 Open Directory、维
基百科的分类索引[4] 等;榆可以采用超文本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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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方式,通过重复反映、类目参照等形式,克
服分类法按学科分散的不足,完整提供一个专

业领域的资源;虞可以使用多维揭示的方式,提
供多种入口,满足用户从不同角度检索的需要。
这一系列变化表明,分类法在电子环境下具有

比传统手检目录更强的通用性和灵活性。
等级列举式类表的不足之一,是对于海量

信息的适应能力问题。 不少人因此对分类法在

网络环境下的使用价值表示怀疑,认为分类法

不适用于网上海量资源的处理。 这种观点忽略

了分类法应用的发展和多样性。 实际上在网络

环境下,分类法结合不同应用情况发展了多种

形式,至少包括:
(1)将分类体系作为有层次的浏览检索工

具,包括通用性检索工具与专用系统。 前者如

基于传统文献分类法的主题网关和主题指南,
通常在精选资源的基础上编制,比较典型的有

国外的 BUBLINK[5] 、Yahoo! Directory、Open Di鄄
rectory,以及国内的搜狐、新浪分类目录等。 后

者如维基百科的分类索引,该索引以维基百科

的条目为对象,完全是根据百科条目的检索需

要编制的。
(2)作为简约的分类工具用于通报性系统。

如每日新闻资源的分类,由于分类对象数量有

限,通常只需要区分一、二级,可在自动分类的

情况下达到较高的准确度[6] ;天网曾试图建立

起一个 3 级层次的自动分类系统,但这类系统

的标引准确度是随等级的增加递减的,效果不

如前一种理想。
(3)作为范畴分类的工具,结合关键词检索

应用。 如 Scirus[7] 对科学资源进行自动范畴分

类,将资源归入 20 个学科领域,作为检索匹配时

提高检准率的手段;再如万方知识检索平台、清
华同方的期刊论文数据库等也将概要分类作为

关键词检索下提高检准率的基本手段。
(4)作为动态自动聚类的工具。 这种方式

可以通过对检索结果的聚类,提高检准率。 包

括用作检索优化和二次检索两种情况。 前一种

如 Ask[8] ,后一种如 Vivisimo[9] 。 后者相当于通

过动态聚类提供一种潜在的深度分类体系,是
海量环境中的一种新的分类形式。

(5)自由分类法( Folksonomy)。 这实际上

是一种在用户参与基础上建立的自由词标引。
其优点是能反映用户的使用需要和检索特点,
并可结合使用频率对语词标签进行选择,适用

于特定社区、特别是多媒体资源的检索应用;不
足是缺乏必要的关系揭示和同义控制。 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如果将其作为网上词汇来源,用作

关键词检索的排序因素,或作为构建分类系统

的依据,将会更加有益。
上述各种形式中,按照层次方式进行深度分类

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人工编制与互联网资

源数量太大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DP 发展

了在网络用户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编制管理

形式,成为最早出现的Web2. 0 形式之一,维基百科

的分类索引也是采用相同的方式编制的。 广大网

络用户参与的结果,使得类表构建和发展具有开放

性的特点,探索了众多新的设类和展示方法,为分

类法在电子环境下的构建和应用编制方法改进等

拓展了思路。 目前,ODP 已超过 Yahoo! 主题指南

成为规模最大的网络分类系统;维基分类索引除具

有良好的检索功能外,还具有优化条目设置、推进

条目撰写的作用。 图书馆领域则曾经探索了各种

网络分类法编制的协作形式,比较典型的如荷兰图

书馆曾采用的分工协作编制形式以及欧洲多个国

家对兼容系统的探讨[10]。 从发展的角度看,有针

对性地建立专门(如多媒体资源)、专业目录是开

发网络优质资源的一个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自动

分类则是分类体系应用的另一种方式,其中,动态

自动聚类系统提供了与整体分类不同的应用形式,
通过与关键词检索结合,使得分类能够以动态的方

式灵活融入海量环境的应用,极大拓展了分类法应

用的空间。 可以看到,正是多种分类形式的结合,
构成了分类法在网络环境下的整体应用。

在关键词检索系统的发展中,曾出现网络

检索工具汲取文献数据库的技术,并结合网络

特点探索、发展,其后文献数据库又反过来从网

络的发展中受到启发,加以改进的过程,这可以

从近年万方、同方检索系统的改进中明显感受

到。 目前图书馆分类检索系统的发展改进,可
能也需要经历类似的过程。 尽管在各种信息机

构中,图书馆领域对分类语言的研究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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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目体系与文献标引实践的联系也最为紧

密,几乎所有的网络分类工具,都十分重视汲取

文献分类法的经验和方法,但在与检索实践的

结合上,也许现在是图书馆向网络学习的时候

了。 与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相比,搜索引擎的研

究者更重视分类法的检索应用,重视在检索语

言与应用结合的情况下对分类语言加以改进,
并采用开放的发展方式。 显然前面提到的一系

列实践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更

为重要的是,应调整观念,重视分类语言与检索

实践结合的探索,改变文献单位对检索语言应

用研究的不足。 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电子环

境下检索界面的研制改进,尤其是控制语言的

使用方式,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传统文献检

索系统的最大优势之一是高质量的元数据,事实

上,许多网上的应用形式,依据标引数据同样可

以实现,而且效果更好。 以自动聚类为例,在分

类检索的同时,于类下提供基于标题的聚类显

示;在主题检索系统中同时采用分类优化、标题

聚类浏览等形式,用以提高检准率,其效果将远

优于基于文本数据的自动聚类,而难度远小于后

者。 在目前主题标引数据建立标题的情况下,上
述应用通常只要对软件进行简单的改进就可以

了。 此外,文献单位资源类型、用户需求多样,存
在着多样化发展需求,如果能采用图书馆 2. 0 的

方式,以开放式的态度加以探索,就一定能极大

改进检索语言的编制和应用水准。 当然,要做到

这一点,应加强专业人员与软件人员的沟通,需
要有相应的熟悉检索语言和具有中文开发能力

的研发团队。 由我国软件人员与检索语言专家

结合来开发和优化我国大型文献单位的检索系

统,有利于根据我国检索语言的特点充分开发检

索功能,并必然具有更好的持续发展能力。

3摇 关于传统分类工具的改造与完善

电子环境下分类法应用中一个迫切需要探索

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文献分类法基于排架

和手工检索的单线类表,改造为适合电子环境使用

的多维类表,使其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要。
传统文献分类法是图书馆等文献单位组织

文献资源的基本形式,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基
本上是依据文献排架和手检工具的特点编制的

一个从学科角度组织和揭示的线性系统。 其优

点是有长期文献组织的实践基础,对知识关系

揭示系统,严格遵循文献保证原则和用户使用

需要,对手检工具有较好适用性。 但直接将此

法用于电子环境下检索的不足是:只能从学科

角度检索,无法有效提供一个主题领域的完整

资源;检索入口单一,不能满足不同角度检索的

需要;原有的类目参照是根据手检工具的特点

设置的,相关揭示不够充分;对复合主题资源的

处理,如对应用、比较关系主题等的分类,分别

是按内容归入其中的一个方面,难以适应不同

用户的需要,等等。 因此有必要对这类处理进

行相应的改造,发展出适合电子环境下使用的

形式。 显然在目前的使用背景下,应根据技术

环境的变化和用户的使用需要,汲取网络分类

目录类目构建的经验,在原有基础上对类目体

系进行相应调整,改造的核心是通过超文本技

术的使用,改进类表各门类的完备性和多维性,
使其有更好的适用性。 整体而言,这种改进至

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1)通过重复反映,改进类表的专业领域的

完备性,使用户可以同时从学科或主题的角度

检索。 以《中图法》为例,其类目体系的设置,是
根据综合性类表的特点,按学科均衡展开类目

的,与一个专业有关的内容,均按照所属的学科

分散在相关门类之下。 结合采用超文本链接,
可以通过重复反映,将因按学科设类分散的某

一专业领域的类目完备地加以揭示。 这一改造

涉及的对象包括:将原分散在相关学科门类的

相应主题类目加以集中,使得专业领域相应完

备;将原有交替类目加以增补和集中,使得多属

性类目能得到充分反映;适当扩展类目参照,使
相关主题类的揭示更加完整,从而可以完备检

索一个领域的资源。
(2)通过多维系统的构建,改进类表的适用

性和易用性。 由于传统分类系统是按照单一的

引用次序展开的,对复合主题的检索浏览只有

一个途径,同时也只能从一个角度组织资源,这
一状况必然会影响系统的适用范围和检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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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例如,按照《中图法》经济类的类目设置方

法,“工业经济冶是按部门为主线展开的,有关各

个部门的工业计划与管理的资料,必须在相关

部门下查找,而不能在“工业计划与管理冶类下

找到,这一设类方式既不能集中显示工业领域

各种“计划与管理冶的资源,也不利于普通用户

检索查找。 通过重复反映,可以使其同时在相

关工业部门与“工业计划与管理冶下加以提供,
使分类系统具有同时从不同角度集中资源的能

力,例如,既可以从各个工业部门的角度,又可

以从“计划与管理冶的角度同时组织和揭示资

源,从而可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要。 此外,检索

入口的增加也极大改进了检索系统的易用性。
(3)结合文献内容进行组配标引,改进类表

的使用形式。 一些复合主题文献,例如应用关

系、影响关系、比较关系等主题的文献,目前在

分类处理时基本上是依据排架特点,按其重点

分类的。 对这类情况,应结合检索需要加以调

整,使其得以同时在相关主题下反映。 实际上,
过去文献分类法中发展的多种组配符号,如
UDC 设置的“:冶、“ / 冶等众多辅助符号,正是供

这类情况使用的。 例如,主题“计算机在图书馆

的应用冶,可以标引为 G25:TP399(图书馆:计算

机应用),检索使用时,以轮排的形式同时在相

关类下加以显示。 类似的辅助符号,国内《中图

法》等大多也已经引入,目前需要解决的只是结

合电子环境的使用特点制订规则、以适合的方

式加以贯彻的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改造相当于将

各个主题领域的类目改造成一个专业类表;第
二方面改造着重解决多角度集中、多维入口的

问题;第三方面则主要是通过规则的调整,改进

复合主题的多元揭示问题。 三者结合,有助于

将系统改造成适合电子环境使用的、具有全方

位揭示主题关系能力的分类结构。

图 1摇 电子类表结构及功能示意图

电子环境下多维类表的结构,本质上是底

层标引类表与多层次的上层检索类表的结合。
电子类表的结构及其功能可以简单图示(如图

1)。 其中,底层类表仍然是一个线性的单维系

统,它是资源标引的依据,同时也可直接用以检

索,通常可以直接使用原有类表;上层类表则是

根据检索需要增添的一系列与底层结构联结的

专用检索类表,这一类表不用来标引,只提供新

的检索途径,其类目通过与底层类表对应类目

的链接向用户提供资源,使得系统灵活、多元的

揭示成为可能。 电子类表的这一结构方式的典

型例子是目前网上的主题指南或网络分类目录

构建的多维系统[11] 。 使用这一方式,可以在不

对类表作过多变动的基础上实现。 试以《中图

法》“F40 工业经济理论冶下“工业计划与管理体

制冶的类目为例:原表中各个工业部门经济的

“工业计划与管理体制冶的资源归入部门经济,
无法于“F402 工业计划与管理体制冶下进行集

中。 在进行多维改造时,只要在 F402 下加入部

门经济下的类目,并将其指向工业部门经济下

的对应类目,就可以在原有类表基础上实现多

维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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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 F402 下的子类为重复反映类目,通
过超文本链接将其与对应类目联结,即可在原

表的基础上对“工业计划与管理体制冶的资源加

以集中。 使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将文献分类

法从原来的单维表,改造成多维表,改进其揭示

功能。
在文献分类法的多维化改造中应予关注的

问题包括:淤主题领域相关类目的增补,需要与

用户的使用需要相结合,通常应在对知识关系

充分了解和对类表编制技术有较好把握的基础

上进行,其处理方法类似专业表。 于多维系统

的充分揭示,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有相应类目的

细化相配合。 如上例中,假若“F407. 1 地质、矿
业冶下原表未设置下位类,就无法建立起对应的

多维揭示机制。 因此在进行改造时,必要时还

应根据需要对原表进行细化,使得这类多维揭

示可以在适用的层次上得以实现。 盂必要的度

的问题,即对于多维揭示的“维度冶加以把握,使
多维系统的构建适合使用需要,保持较高的有

效性。 榆在这一应用中,分面理论和分面标记

技术的结合应用显然是十分有价值的,应结合

电子环境下的使用特点和需要进一步研讨。 为

保持下层类表的稳定,分面技术通常应更多用

于优化上层类表的构建。
此外,复杂主题内容的组配标引,在目前的

系统中是依据相应的标引规则确定的。 例如应

用关系的资源,通常只将其归入应用到的类目;
比较关系的资源,通常只按重点归入其中的一

个方面,无法从理论、方法的角度或被忽略的比

较方面加以揭示,对这类情况,应设法进行补充

标引,可探索以人机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 例

如,利用相应关键词的匹配结合人工判断,发现

这类主题的文献。 对有关方法及其可能性,我
们拟在其他论文中讨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文献分类传统的国家,两千

多年来,分类目录一直是我国主要检索工具。 近

年来分类法在电子环境下的应用现状,尤其是文

献分类法在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未能有效开

发的状况,极大制约了分类法检索功能的发挥,
使得图书馆与文献数据库拥有的大批高质量的

分类元数据无用武之地,十分可惜。 显然,对传

统分类法改造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进分类法在

电子环境下使用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具有极

高的实践价值。 相信随着我国分类学界的努力

和民族软件的发展,分类系统会逐步成为信息检

索的基本途径之一,而适合电子环境特点的分类

检索系统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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