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章分类标引一分类检索工具-
精品



 一、分类标引的意义和要求

l所谓分类标引，又称为归类，是指依据一
定的分类语言，对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进
行分析、判断，赋予分类标识的过程。

l分类标引工作一般必须遵循以下要求:准
确、充分、一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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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目辨析

l 1.根据上、下位类关系了解类目的含义
l 2.根据同位类之间的关系了解类目的含义
l 3.根据类目注释了解相关类目的含义和范
围 

l 4．应按照类目体系展开的规律了解类目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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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位类限定法

l通过上位类的限定来明确下位类的含义。
有时甚至需要通过间接上位类的限定才能
辨识类目的含义。如：

l I106.4  小说（作品评论和研究，世界）
l I210.6  小说（鲁迅著作）
l I24       小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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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位类限定法

l借助下位类来判明上位类的含义。如：

l H172     北方话（官话方言）
l H172.1  北方方言（华北官话）
l H172.2  西北方言
l H172.3  西南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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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位类限定法

l通过同位类的限定来辨识类目的含义。如：

l I2    中国文学
l I24  小说
l I28  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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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相关类限定法

l通过相关类来限定类目的含义。如：

l C8  统计学
               参见O212
   O212   数理统计 
                   参见C8
   C8   就不包含“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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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释限定法

l这是借助类目注释进一步辨明类目的含义。
如：

l F590  旅游经济理论与方法
             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                                                               
美学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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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码配置方法 

l使用《中图法》作为分类工具，分类标引
中的号码配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可以通过主表直接获得表达一信息资源的
完整分类号码；另一种是，结合不同成分
的号码进行组配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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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引工作程序

l查重

l主题分析

l归类

l给号

l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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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查重

主题分析

查表选词

确定标识

复核

标引原标识

利用类表、词表

建立检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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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使用本的确定

l所谓使用本，是指特定的文献标引机构直
接作为分类依据的分类法文本。根据检索
系统分类标引的需要，对选定的通用性文
献分类法进行适当调整的过程，称为确定
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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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本确定的范围通常包括： 

l (1) 确定详略程度
l (2) 局部扩充
l (3) 局部集中
l (4) 增加新类
l (5) 调整说明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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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分类标引规则 

l（一）分类标引规则的层次

l分类标引基本规则

l分类标引一般规则

l分类标引特殊规则

l分类标引补充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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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标引基本规则

l 1、分类标引以文献内容属性为主要依据，
形式特征为辅助依据。

l 2、应客观、正确、全面地揭示文献内容
l 3、进行周密的主题分析
l 4、符合分类法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l 5、归类满足实用性
l 6、归类满足专指性 
l 7、保持分类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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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标引的一般分类规则

l 1.单主题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l 2.多主题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l 3.丛书、多卷书的分类标引
l 4.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韵分类标引 
l 5.目录、索引、文摘的分类标引 
l 6.关于对著作的研究、注释的标引
l 7.特种文献的分类标引
l 8.非书资料的分类标目
l 9.网络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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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主题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单主题信息资源是论述某一特定的事物对象的资源.
l (1)简单主题信息资源，指只论述一基本主题对象的
资源，一般应按照主题对象的学科性质归类 

l (2)方面主题信息资源，指论述一主题一个或多个方
面的资源，应根据信息资源论述的方面以及各个方
面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归类 

l (3)论述一主题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的信息资源，一
般应根据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确定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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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主题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l 多主题信息资源是同时论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事物对象的资源，应按照所论述的主题对象及
其关系，区别情况进行分类 

l （1）并列主体的分类
l ①论及两个并列关系主体的资源，如果同属于
一个类列，具有共同的直接上位类，通常可直
接归入上位类，否则，可按重点或在前主题归
类，同时为另一个主题作附加分类

l ②对同时涉及三个或三个以上并列主题的文献，
可根据其涉及的范围，将其归入共同的上位类
或概括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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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9704212311

400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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