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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GB 3860-83

1 主皿内容与适用范围

，1本标准规定了文献主题的分析以及依据各种汉语叙词表进行文献叙词标引的方法。

1.2 本标准适用于建立文献的手工式检索工具和机读式检索工具所进行的人工标引，

2 术语

    以下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2.1 主题:文献所具体论述与研究的对象或问题。
2.2 叙词:即正式叙词。标引与检索文献时.叙词表中规定用于表达各种概念的词。

2.3 非叙词:即非正式叙词。叙词的同义词或准同义词，叙词表中收录但规定不作文献标识，只起指引

作用的词。

2.4 叙词表由自然语言中优选出的语义相关、族性相关的科学米语所组成的一种规范化词典，
    在文献标引与情报检索过程中，它是用以将文献、标引人员及用户的自然语言转换为统一的叙词检

索语言的一种术语控制工具。

2.5叙词标引:依据主题分析结果对文献赋予叙词检素标识的过程。
2.6 叙词组配:在标引与检索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词的组合来表达一

个专指概念的方法。

2.了 联系符号:简称联符或联号。用来表示叙词在描述文献多主题时彼此关联的一种分组标志。

2. 8 职能符号:简称职符或职号。用来表示叙词在描述文献主题时的职能作用的一种标志。

2，9 加权:对描述文献主题的叙词赋予表示重要程度的“权值.的一种方法，

3 主题分析

3.1 文献审读

    文献审读是主题分析的首要步骤，其目的在于了解与判别文献所具体论述与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从
而确定文献的主题。

    审读文献时，通常应依据文献的题名(书名或篇名)、前言、结语、目次、图表及所附文摘、简介、参考
文献等，必要时应浏览全文。切忌仅依据文献题名进行主题分析。

3，2 主题类型

    文献所包含的主题有单主题与多主题之分。
    主题类型按主题所包含的主题因素多少可分为单元主题与复合主题;按主题所反映的专业属性可

分为专业主题与相关主题;按主题在文献中的重要程度可分为中心主题与边缘主题;按主题概括文献内
容范围的大小可分为整体主题与局部主题;按主题在文献中的清晰程度可分为显性主题与隐性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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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掌握这些主题类型，有助于正确地、恰当地进行文献主题分析。

3.3 主题结构

    任何主题都是由一定的主题因素构成的。构成主题的主题因素可归纳为:主体因素(研究对象、材

料、方法、过程、条件等)、通用因素、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文献类型因素。在剖析文献主题的结构因素时，

尚需明确其中的中心主题因素与修饰限定主题因素，以便根据需要进行精选与取舍。

3.4 主题分析的要求

    a， 客观地分析出文献所实际具有的主题，不掺杂标引人员的主观意向;

    b. 分析出的文献主题的全面性与专指性应与文献所实际具有的主题的全面性与专指性保持基本

一致 ;

    c. 充分考虑检索系统目标与用户的需求，选定文献中有检索意义的主题。

4 选定标引词

    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之后，标引人员应把分析出的有关主题概念，依据如下规则，转换为相应的叙

词。

4.1 标引文献用词必须是词表中的叙词(即正式叙词)，书写形式要与词表中的书写形式一致。非正式

叙词不能用来标引。

4. 2 标引文献用词必须首先考虑选用与文献主题概念直接相对应的专指叙词。

4.3 当词表中没有与文献主题概念直接相对应的专指叙词时，应选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词进行组配

标引。

4.3.1 叙词组配应是概念组配。概念组配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a. 交叉组配。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概念交叉关系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

念 。

    当拟定先组式叙词检索标目时，交叉组配符号推荐采用“:”。

    b. 方面组配。指由一个表示事物的叙词和另一个表示事物某个属性或某个方面的叙词所进行的

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

    当拟定先组式叙词检索标目时，方面组配符号推荐采用“一”。

4.3.2 组配标引时，优先考虑交叉组配，然后考虑方面组配。

4.3.3 参与组配的叙词必须是与文献主题概念关系最密切、最邻近的叙词，以避免越级组配。

4.3.4 组配结果要求所表达概念清楚、确切，而且只能表达一个概念。

4.3.5 当某一主题概念在词表中规定有组代叙词时，应选用规定的组代叙词，不得另选其他叙词进行
组配标引。

4.4 如果不宜用组配或无法组配时，可选用最直接的上位叙词或相关叙词标引。

4.5 自由词是未经规范化处理的叙词表以外的自然语言词。使用自由词标引应严格控制。

4.5.1 下述情况可采用自由词标引:

    a. 某些概念虽可采用上位词标引或相关词标引，但当这些概念的被标引频率较高时，可同时采用

自由词标引;

    b. 词表中明显漏选的概念.可采用自由词标引;

    c.表达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等新出现的概念，可用自由词标引;

    d.词表中未收录的地区、人物、文献、产品等的名称及重要数据名称可采用自由词标引，
    e.某些概念采用组配，其组配结果出现多义时，被标引概念可采用自由词标引。

4.5.2 自由词应尽可能选自其他词表或较权威的参考书、工具书，选用的自由词必须达到词形简练、概
念明确、实用性强.

4.5.3使用自由词标引后，应有所记录，并反映到叙词表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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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标引一篇文献所用叙词数量，与文献所实际具有的主题数量、主题类型、检索系统的系统目标、所

用叙词表中词的先组程度等有关。因此，一般规定手检系统平均标引用词2-5个，机检系统平均标引用

词 4̂-10个。

4.了 标引一篇多主题的文献，手检系统应分组标引每个主题;机检系统则可加联系符号区分每个问题，
具体细则自行规定。

4.8 标引文献时，某些检索系统若采用职能符号与加权，具体细则自行规定。

4.9 编制手工检索工具需构成先组式叙词检索标目时，叙词的次序为:表达主体因素的叙词一表达通

用因素的叙词一表达空间因素的叙词一表达时间因素的叙词一表达文献类型因素的叙词。
4.10 如果需要利用机读文档自动生成先组式叙词检索标目，标引时在有关叙词后标注符号。符号推荐

采用字母“M"(M-Main heading，表主标目)，字母“Q" (Q - Qualifier，表副标目)，字母“S" (S-

Subqualifier，表第三级以上标目)。如有必要，使用“SA"(表第三级标目)，"SB"(表第四级标目)，"SC"

(表第五级标目)。复合标目形式即M-Q-SA-SB-SC,

5 质t管理

5， 标引工作质量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索:

    a. 标引工作的组织管理;

    b. 标引人员的业务素质;
    c. 叙词表本身的质量。 、

    为了保证标引工作的质量，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5.2 审核应作为标引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步骤，有必要选派专职人员担任;如限于人力与条件，也可采取
相互审校的办法。

5.3 从事标引的标引人员应尽可能实行专业分工，使所处理的文献范围保持相对稳定。

5.4 提高标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保证标引质量的前提，要求标引人员:
    a. 熟悉所用词表及标引规则与方法.

    b. 具有所标引文献的学科专业知识;

    c.具有工作所需的一定程度的语文(中、外文)水平;

    d. 尽可能与用户多接触，并通过分析检索结果来检验标引工作质量。

5.5 加强叙词表的日常管理，随时收集使用单位对叙词的增、删、改意见，定期进行叙词表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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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便用叙词夜进行文献标引工作流程图

            (参考件)

开始

审诊文欲，确定
  主二 念

考血绍一个扭念

妞阅农中是否有
  与之相应的词

  该派念是否 、

可用词的组班形
    式表达

/该棍念是杏可、
用粗应的上位阔或
、相关词标引，

拟定与橄念相应

  的自由词

有

该润是正式

  血阅吗? 是

考立该正式妞网 考查可作组砚的各词

考亩各词的，粗关系
‘. 阔，分词、今甸)

关暇何申是否有
更.切的表达问?

定为文峨

的标引词

  还有徐俪

的棍念吗了

有

活用其中更.切的词

结束



GB/T 3860一1995

    附 录 B

叙词增、翻、改记录卡

      (参考件)

诀
叙 词

汉语拼音

中文名称

英文译名

范礴号

参照关系

其他

提 出 日 期 审 定 龙 见

提 出 单 位 联 系 人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委员会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荣授、钱起霖、孙伯庆、刘湘生、汪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