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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图法》的发展概况 

1.《中图法》的历史及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是我国图书馆界共同努力、在广泛吸取国内外分类
法的编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部目前广
为使用的综合性分类法。(建国后三大分类法之一） 

（1）1975-1999： 

       第一版-第四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 

（2）2000-2010：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第四版的电子版;《中分表》电子版;Web版;第五版 

(3)2011-2012年: Web版、简本\期刊表 

    



京师图书馆时期1909-1929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1929-1949) 
             

形成平装书、普通线装书、善本书 

的不同分类体系 

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000-999 

《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15大类 

  经史子集丛部：五部体系 

 

                

 

         

 

 

 北京图书馆时期（1949-1999）   

  中外文图书统一的分类体 

系和主题词一体标引体系 

《中小型表》(1956-1957) 

《大型法》(1959-1966)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71-1975  

《汉语主题词表》1975-1980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86-1994 

《中图法》第四版（1996-1999年） 
 

  

 

机读化、电子化、网络化、 

互操作化 

《中图法》及《中分表》的机 

读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 

CLC视窗电子版(1999-2001) 

CCT第二版视窗电子版2001- 

2005） 

CCT网络版（2008-2009） 

CLC第五版（2006-2010） 
 

  

 

 
                           国家图书馆时期（1999-2009） 

    四库分类体系的完善：建立 

 善本书分类体系 
废除四库分类体系研究，创 

中外“新书”分类体系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初版    
两卷六分册: 

 第一卷：“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包含了《中图法》、
《资料法》所有类目和对应的叙词款目、对应的注释。 

 一个体系分类表型的主题词范畴索引。 

 第二卷：“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从主题词到分类号，从
标题到分类号的对照索引体系。按其字顺排列，其后列出对
应的分类号。主题词款目结构与《汉表》大体相同。 

 一部主题词型的《中图法》类目相关索引。 
 

 CCT于1996年荣获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五部门联合颁发的"国家优
秀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于1999年10月又荣获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二等奖。  

 



 《中图法》第四版 

 1996年分工修订-1999年出版。 

 《中图法》第四版合并用于类分资料的类目
，并与类分图书的类目以“+”标识进行了
区分，正式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简称不变。 

 《中图法》第四版全面补充新主题、扩充类
目体系，使分类法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
。同时规范类目，完善参照系统、注释系统
，调整类目体系，增修复分表，明显加强类
目的扩容性和分类的准确性。 

 

http://clc.nlc.gov.cn/ztfjj.jsp


《中图法》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需求因素： 

各用户层次需求；标引、检索（分类目录）、知识学习等功能； 

                   社会化、通俗化、多语种化；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需求；跨库检索、跨资源检索，
知识挖掘 

资源形式、资源内容的变化需求；各介质资源，各主题单元，
网络资源 

知识组织系统发展因素：KOS/NKOS 
   知识组织系统呈现出多类型、多结构、多元化形式的发展趋势，

如主要用于文献组织和人工或机助方式构建的分类表、标题表、
主题规范文档、叙词表等，主要用于网络或数字化信息组织和半

自动、自动化方式构建的本体（Ontology）、大众分类法
（Folksonomy）等，主要用于资源整合和可视化服务的主题网关
（Subject Information Gateway）、概念地图（Concept Map）

等。 



1999-2005:机读化、电子化研究时期 

 机读格式的研究；电子产品的研发 
 1996年开始研创《中分表》主题词机读数据库 

 1999年开始研创《中分表》分类机读数据库 

 US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 （1991年研制） 

 UN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2000年1月发布) 

 UNIMARC Format for Authorities （1991-2001） 

 

 CLCMARC (1996-2002) 

 2001年出版《中图法》第四版(电子版)； 

 《中分表》的修订 

 2005年出版《中分表》视窗电子版； 

 

http://clc.nlc.gov.cn/ztfdzbjj.jsp
http://clc.nlc.gov.cn/ztfdzbjj.jsp
http://clc.nlc.gov.cn/ztfdzbjj.jsp
http://clc.nlc.gov.cn/ztfdzbjj.jsp
http://clc.nlc.gov.cn/ztfdzbjj.jsp


 



 



   



2005-2009：网络化、可视化、自动化研究
时期 

 一体化管理系统的研发； 

 网络化产品： 

 《中分表》Web（功能）； 

 网络在线咨询服务； 

 网络日常维护 

 《中图法》第四版的修订 

 

http://cct.nlc.gov.cn/default.aspx
http://cct.nlc.gov.cn/default.aspx
http://cct.nlc.gov.cn/default.aspx
http://cct.nlc.gov.cn/default.aspx
C:/Documents and Settings/zouqinying/桌面/交流/《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版功能.doc
http://clc.nlc.gov.cn/


 Web版(http://cct.nlc.gov.cn) 

 

 用于知识、概念查询；分类与主题互动浏览 

 用于标引：分类号、主题词 

 用于OPAC检索：系统设置，个人设置 

 用户参与修订维护(评注\统计库) 

 实时更新 

 免费用户和收费用户 
 

http://cct.nlc.gov.cn/


Web版具体提供如下服务： 
1）提供各类知识内容、主题词、分类号的在线浏览、
互动显示和多途径检索服务。 

2）为广大读者和参考咨询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服务，
可与多个Web OPAC（联机公共检索目录）连接，
提供文献信息内容的多库实时检索和学科导航服务。 

3）为分类标引用户提供利用分类号和主题词标引发
送服务，把所需分类号或主题词快速发送到剪贴板
中，供标引系统使用。 

 4）为广大读者等各类用户提供评论注释服务，针对
知识款目或主题词或类目从任何角度添加评注，方
便用户建立个人书签，以及我们快速了解读者及用
户使用信息，提高CCT的数据质量，更好地开展知
识服务。 
 



 
 
 

 5）为图书馆业界提供CCT第二版和数据实时
更新服务，利用其网络更新系统、检索词统计
系统和评注系统可实时更新CCT的数据，缩短
CCT维护修订周期，在CCT第二版基础上Web
版已增补7000多条学科主题、个人名称、地理
名称、机构名称等概念款目，并更新了所有数
据的关系系统。 
 

 6）其他特殊服务等。 
    详细内容见“《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
版首页使用说明 



2.CLC、CCT的日常更新维护 
2.1版本更新频率：8-9年/版：75年；80年；90年；99年 

      5年准备，94年；2005年。2010年。 

2.2日常更新： 

1）《中图法》修订简报；2）《国家图书馆学刊》“中图法修订”栏

目  解决来源于分类实践中的问题，总计4版增删改勘误类目100多个。  
3）2000开始建《中图法》网站“修订增订勘误”专栏：

http://clc.nlc.gov.cn/ 

4）2006年网络在线咨询服务，修订试用信息→修订正式发布（3-
6月） 

5）Web版：实时更新 

6）电子版光盘升级 

2.3 CCT 维护系统,即时修订。演示 

http://clc.nlc.gov.cn/


 1.必要性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更名为《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初版于1975年，它反映
了当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系和水平以
及人们对知识世界的认识观。虽经数版修订，但有些
“先天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图
法》第四版于1999年出版，距今也十年，其使用的信息
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修订
《中图法》第四版，适时出版第五版是必要的，满足以
下特性需要： 

二.《中图法》修订的必要性及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1.1适用性 
    根据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特点，第三产业迅速发
展，有关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商业、生产和生活
服务业（包括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娱乐业等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业、社会
福利业、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管理部门等方面内容
的文献大量涌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及类型
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图法》第四版所包罗的知
识内容和知识体系已经与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有较
大差距，一些类目必须彻底修订，才能解决知识结
构、类目体系的问题。 

 



 

1.2应用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分类法的应用方式、应用

环境、应用范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环
境下、国外分类法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分类法已
不再是以图书馆分类排架为主要功能的分类工具，
它已成为分类检索、知识组织、学科信息门户、最
终用户的使用工具，分类检索的使用方法也不仅仅
停留在类号的唯一检索途径的使用方法上。因此，
《中图法》第五版的类目体系必须考虑网络技术的
应用形式和检索系统的应用方法，这已成为修订  的
必然。 
 



1.3周期性 

     依据分类法编制原则即“与知识发展保持同

步原则”，按国际分类法修订惯例，换版修订周
期一般为6-7年，同时还配有每季的网络版，每
月定期发布增补公报、更新信息等。《中图法》
日常维护技术和机制还不够成熟，第四版的修订
周期已延时，所以必须加快修订的步伐，以满足
用户的使用需要。 

 



1.4紧迫性 
     在网络环境下，《中图法》对中国网络信息
资源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与国外传统分类法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图法》与现行编制的
各种用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分类工具相比，它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潜力，因此，它适用于网络信
息组织方面的修订也是紧迫的。通过第五版的编
制，可为《中图法》网络信息组织的类目体系奠
定基础。 



2.《中图法》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2.1历史遗留问题 
 《中图法》编制的思想性原则与科学性、实用
性原则产生了矛盾，基本部类的设置和部分类
目体系的划分标准与现实的学科体系、文献信
息资源内容属性有冲突。 

 如A类的设置已影响到《中图法》在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不具备
特藏性质的信息组织机构的推广使用； 

 再如在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类以“…主义”、
资产阶级”、“农民起义”等主观性很强的内容特征作为类
目划分标准或类目设置，在现实文献分类中已基本没有意义
。 

 C08、N08、-08  

  



•2.2类目体系滞后问题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各专题文化研
究和消费者对衣食住行的需求方面的文献日趋多样
化和复杂化，工业与材料、电子、网络、生态、生
活等不同技术门类日益普遍化地交叉、渗透和融合，
学科整合的趋势日见明显。因此，《中图法》某些
类目的设置和展开与现行知识体系有些不适应、反
映不全面。 

•F、K89、G112、TS97等类。   



2.3类目概念与命名问题 
(1)类目概念过时、类名陈旧、类名限定过窄、
缺乏容纳性问题； 

F241 劳动力（劳动力与人力资源） 

(2)通俗化的、生活化的、娱乐性的、非学术
或学科属性不强的主题内容，时效性很强，
其类名通俗化问题； 

TS941.12服装心理学、服装社会学（服饰文
化） 

《中图法》在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历史、娱乐等方面的类目设置多为传统学科
划分及学术化的类名。  



 

2.4类级深度控制问题 

 作为文献信息分类法，与知识分类不完全相同，类
目划分深度不强求完全平衡，类目设置需有文献信
息保障，否则影响分类浏览与分类检索及一站式导
航。 

 

 2.5类目规范化问题 

 同主题类名的规范化；同性质类目划分标准规范化；
类目描述的结构化；相关参见的规范化。 



 《中图法》从2007年10月起，着手其修订工作。
2005-2007年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调研，分析了无
文献保障和文献过于集中的类目编列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各类体系与学科领域发展的滞后性问题，分
析了国外主要分类法修订的特点、技术、主要类目
的变化以及网络应用的方法和实践。  

 1.指导思想： 

（1）以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文献出版的实际
情况为基础，将科学性、实用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强调分类法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以文献生产、文献
分类、文献用户、检索环境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为基
础进行修订。  

三.《中图法》第五版修订概况及特点 



 

（2）结合网络、电子环境下分类法使用
特点和前景进行相应修订。电子版、网
络版形式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分类法的
应用方式，以编制分类检索工具和文献
分类检索为《中图法》的基本功能，兼
顾文献分类排架的需要来进行修订。  



 

 （3）《中图法》的修订，必须坚持以类分综
合性图书资料为主，适当兼顾网络信息、专
业单位信息组织的需要。处理好稳定性主题
与动态性主题的关系、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4)标记系统的修订必须满足分类法类目体系
编制和发展的需要，保持较好结构性，力求
简明、易懂、易记、易用、易于扩充。 

 

 

 



   2.修订重点  

     2007年10月-2009年12月分工修订与集中审核：全国委员分工修订→主副编

为主的综合审定小组集中系统审核→征求反馈意见→综合审定小组集中处理

意见→短期试用→处理试用意见→2010.5全体委员审定，修改→8月左右正

式出版。 

   利用各种修订分类法的技术与方法。如设置类组、扩展类名、

增补注释、参见类目、交替类目、多重列类法、沿革注释法、

局部结构调整等方法修订，解决类目体系存在的问题，尽量减

少修订对文献改编的影响，保障用户从旧版平稳过渡到新版。

充分利用和参考已有的成果。如《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新增概

念、DDC22、《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学科分类与代

码》、《国民经行业分类与代码》等。 

         



第五版的修订幅度较大，新增1631个类目，停

用或直接删除约2500个类目，直接修改类约

5200多个。涉及改号100个左右（4版入）共

计51630个（四版：52710个）。 

     2.1涉及图书改号类140多个,启用建议。 

     2.2修订重点 

4版入类目.docx
4版入类目.docx
关于《中图法》第5版启用建议.docx


（1）A大类特别考虑的类 
   通过注释提供了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办法。 
A大类文献若不愿集中，可按文献性质及内容
的学科属性归入相关各类。综合性著作可分别
归入D有关各类。 
   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综合性著作
及其研究可入D33/37的“-0”；毛泽东、邓小平的综
合性著作及其研究可入D2-0；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研究，专论、专题汇编及其研究入有关各类。例：马
列主义研究入D0-0；毛泽东思想研究入D610.0，邓小
平理论研究入D610.1；邓小平论文艺入I0；毛泽东传
入K827=73。 
 
 



（2）重点修订类与大幅度调整的类 
 “F经济”类、“TP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
类、“U交通运输”类为重点修订类，三个
大类的共同特点为体系陈旧过时。 

 如F类中F0经济学、F2经济计划与管理、F25
物资经济、F28基本建设经济、F3农业经济
（农村、土地、房地产经济等问题）、F49
信息产业经济、F6邮电经济、 F79服务业、
F59旅游经济等类问题存在较多，也同时与
较多类发生关系。  



F类：增删改类目数最大，其中新增类目230多个 ，
修改类名、增补注释、理顺体系，明确使用方法共
约有500个类，对无文献保障或过时或重复或主题
不明确的类目删除停用，约140个类。 

   增加下位类,对原类目体系扩充加细，如:F271企业
体制、F49信息产业经济、F590.7各类型旅游、
F590.65旅游企业、F719商业服务业、F832.2银行
业务、F840.6各种类型保险等；  

   修改上位类类名，调整下位类,扩充原类目体系，
如:F25物流经济、F241劳动力与人力资源、F272
企业管理（总论）、F293城市土地经济、房地产
经济、F713.36电子商务等。  



TP类：增删改幅度最大。第四版列举约623个类目，
五版新增89个类，新增比率为14%，在各类新增
率中最高。如TP317.6游戏软件、TP317.5多媒体
软件、TP311.55软件测试。 

修改类目100个，修改比率16%,仅次于F、G类。包括
类名、注释和类目体系的调整。如TP317.4图形图
像处理软件、TP316.8网络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
系统）、TP311程序设计、数据库、软件工程，增
加TP316的注释：手机操作系统等等; 

删除53个类目,删除率8%，仅次于TS、TF、TG、TD，
因为类目划分过细，技术更新，所设类目已过时
或与新技术和设备不符,如非电子计算机各类型. 



U类：该技术门类因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与近十
年我国交通运输体制转轨密切相关，与交通运输工
具、设备、道路快速发展相关。因此，该类修订和
删除幅度也较大，分别在4%和5%以上。调整理顺发
展速度快、文献量较大的U231地下铁路体系，原仅
供资料分类使用下位类改为图书分类的用类，删除
停用{U231+.92}地铁运营、管理及运营管理自动
化;特种铁路运输与普通铁路运输划分体系一致，
明确U231/239.9特种铁路的使用方法，如地铁旅客
运输入U293.6，地铁管理运输自动化入U29-39，
地铁运营管理入F530.7，铁路客运专线、高速列车
的旅客运输入U293.5，专论城市轻轨电车旅客运输
入U492.4+33, 总论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轻轨运输、
城市新交通系统入U12城市交通运输。 

      明确交通运输技术（路、工具、运输）及运输经
济的关系。       



“D政治、法律”、“G文化、科学、教育、体
育”、“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
等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计算机技术
相关的大类为局部调整大类。 

D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看，仅次
于F类。 

 首先修改完善局部体系，如D035国家行政管理列类
体系增补了D035-0行政学、公共管理学，D035-3

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方法（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电
子政务理论等），D035.29公共安全管理（包括公
共安全问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 



其次，调整理顺法律类体系，增补注释，增补
新类。理顺D90法学理论和D91应用法学的体
系，兼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满足新类
型的法归类问题，增设和修改了大量类，如
新增D912.7人权法、D912.8传媒法、信息法、
D912.3土地法、房地产法、D923.7侵权法等
类，如D924.3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D924.3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D924.392贪污贿赂罪等等。 



G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和增删改比率看，
仅次于D类。该类主要包括三部分的调整： 

首先理顺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的体系，完善G20信息
与传播理论类的体系，增设G209传播事业； 

其次，合并G25、G35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并修改
G25 类名为“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把
G350/359的全部体系合并到G250/259类目体系中
并调整扩充类名，增补注释，同时增设同位类
G254.9信息检索，包括四版G252.7文献检索、
G354情报检索、G254.32目录体系、G254.33各种
目录组织法、G353.21索引编制，G356.6机械化、
自动化编索引以及智能检索系统、搜索引擎等组织、
构建及检索方法。 



再次，补充完善教育、体育类的体系，如对残
障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教育、体育运动及相
应组织机构。如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教育、瑜伽健身、
军事体育等。除此之外，对G89文娱性体育活动类做了较大
的调整，停用了{G894}私人收藏，改入G268.8私人博物馆
和G262博物馆藏品的采集、征集、鉴定有关各类，并相应
对G262增补下位类。 

TS类：是局部调整较大的类，删除停用类的数量最多，共740

个类，主要合并使用频率过低或过时或过细的类目，有些图
书用类转为资料用类。其次，修改了大类类名，为TS轻工业、
手工业、生活服务业，对生活服务业类突出列类，并调整完
善和补充其体系。 



（3）增加复分标记、“一般性问题”的禁用标记 

第五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降低复分难度，对这些类下无
直接复分仿分注释而又需复分的类目的类名后增加了复分标
记，并区别8个通用附表、专类复分或仿分的复分标记，标
记符分别对应为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与《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主题词对应类号的复分标记一致。 

对 “一般性问题”类只起仿分概括说明作用，不用于类分文
献，需归入“一般性问题”类的直接上位类。为此，第五版
对“一般性问题”类规范统一,对不具有此特点的类修改类
名,对符合此特点的“一般性问题”类,在其类名后增加了不
用类分文献的标记,即标记符为ⓧ，以便提示分类人员，避
免误标引并造成与其上位类分类不一致问题。 

其他：增删改注释或字体标记。 

 



 （4）完善类目的参见注释，补充类目反向参照 

 《中图法》的类目相关参照是按类人工分别注释，因此存在
很多关联缺陷，第五版借助“《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维护
管理系统”，首先规范参见注释，区分“参见”与“见注”
，其次补充需要建立反向参见的注释，删除修改无参见类的
注释。增强了类目相关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利于准确分类
和加强文献检索的推荐作用。 

 （5）合并使用频率过低的类目 

 结合我国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书目数
据库”、“同方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万方期刊硕士
论文数据库”等的类目使用频率统计数据，对使用频率为0

或过低的类目合并或取消仿分复分注释或停用，对陈旧或错
误的类目停用处理。第五版共停用2300多个类，停用或删
除或改用类主要集中在TS、TD、TF、TG、U、TN、F、G35

等类，停用类增加沿革注释，一般停用或删除类在其相应上
位类同时补充含义注释。 



 （6）完善附表类型，补充共性问题，解决依附表
复分问题 

 为方便主表对各类型环境和各类人员复分使用，补
充“环境、人员表”并与“八、通用时间、地点表
”合并，同时在主表部分类下增加该复分注释，如
“C912.15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类下增加了依该
表复分的注释。 

 对8个附表相应补充新主题，增设新类目或注释或
修改类名扩大外延。 

 对世界和中国地区表以及世界种族民族表、国际时
代与中国时代表与K历史、地理类做同步修订，增
补修改类目，调整类目体系。 



对地区、时代、民族等区分符号明确使用方法，在
主表需连续使用附表复分的类目，一般都明确注
释出要求使用复分区分符，避免注释连续复分的
类由于跨越缺省复分引起加多个零的问题。 

 （7）系统性修订 
 《中图法》第五版除对第四版重点类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针

对性地修订外，还全面系统地分析各大类的设置不足并加
以修改。系统性修订主要有以下两点： 

 修改类名,增强类目的容纳性(1057个）； 

 例：B824.2社会交往公德〈4版类名：友谊与同志关系〉            
C912.64群体心理〈4版类名：群众心理〉 



 增改注释,控制类目划分深度，必要时增新类 
 

 通过增加类目注释，更新术语、改进注释来容纳新主题、疑
难或常见主题内容，说明类目涵义或类目之间的关系，增强
类目理解和使用说明。对发展变化快、含义模糊、文献量不
够多的主题控制类目细分和增类，增改注释。对较成熟、稳
定的新主题，有一定文献保障则增设新类。如： 

 B类：在B844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类下增注释:不同人群
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此。新增B849.1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类
，并增注释：总论入此。专论入有关各类。例：不同人群的
心理咨询与辅导入B844有关各类；不同环境的心理咨询与
辅导入B845.6有关各类；心理治疗与心理卫生入R395有关
各类；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入G444。 



 
3.发布多版本 

 

 2010年8月左右出版印刷版。根据第5版的基
本版已陆续推出Web版、期刊版、简本及使
用手册。 

 电子版（光盘版，含机器辅助复分功能）、 儿
童版、搜索引擎版（网络信息组织版）、
《中分表》 Web更新版。  

 



总之，通过局部调整和重点修订，使《中图法》
第五版文献分类体系与学科发展、知识发展
体系保持同步，增强类目体系的分类规律性，
类表的实用性有了很大提高，降低类表使用
难度和控制类目划分深度。 

第五版增加了复分等使用标记及类目通用复分
形式，完善类目的相互参见注释，增强了体
系分类法对主题多属性功能的揭示以及辅助
复分和相关检索功能。 

《中图法》第五版更具时代特色，多版本更能
满足网络环境下综合性信息资源的标引和检
索要求。 

 

 



 

 
五. 《中图法》各大类修订及分类问题(实
例说明) 

 各种文献分类法对各学科文献的编列及
分类标引规则不尽相同，应按照各分类
法的规定进行分类。使用《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的单位，可参照《<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使用手册》的规定进行分类。 

 



（一）  哲学文献的标引方法 

 修订要点：  

 1、哲学类总论性文献的标引方法 

 论述哲学理论的文献分入B0有关类目，论述世
界及各国哲学的文献分入B1/7有关类目，论述
思维科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的
文献分入B80/84有关类目。主题标引以论述对
象为主体因素，没有专指主题词标引，一般采
用“哲学问题\方面”、“哲学\空间\时间”、
“哲学专门学科\方面”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1：2001#$a心灵种种$e对意识的探索$c(美)$f 
丹尼尔·丹尼特著$g罗军译  

 330##$a本书从什么是心灵，这个最常见的问题出发，综合哲学、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的思想，带领读
者走过一段扣人心弦的探询之旅，思索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我们有谁真能知道他人的心思、人的心

灵与动物的心灵有何区别等。  

 690##$aB016.98;690##$aB846 

 6060#$a意识论$x研究;6060#$a心灵学$x研究  

 例2：2001#$a德国古典哲学新探 

           690##$aB516.3 

           6060#$a德国古典哲学$x研究 

 例3：2001#$a苏联哲学70年 

           690##$aB512.5 

           6060#$a哲学史$y苏联$z现代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5%BF%83%E7%81%B5%E7%A7%8D%E7%A7%8D


 例4：人生的思辨: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述评/路沙舟, 
王宇编著 

 690##$aB821.219.56 

 6060#$a人生哲学$x评论$y西方国家$z现代 

 

例5：被拐妇女心理咨询手册 

 690##$aB844.5 

 6060#$a女性$x心理咨询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4%BA%BA%E7%94%9F%E7%9A%84%E6%80%9D%E8%BE%A8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12K773804373V.76584&profile=sl&uri=search=TL@!%E8%A2%AB%E6%8B%90%E5%A6%87%E5%A5%B3%E5%BF%83%E7%90%86%E5%92%A8%E8%AF%A2%E6%89%8B%E5%86%8C&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2、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的哲学综合论著或作
为被评论、被研究对象的文献标引方法 

 古代、近代和现代各国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均
依据他们的国籍和生卒年顺序编列专类,哲学流派
或哲学代表人物的哲学综合论著或被评论或被研究
的文献应分入B1/7其所属国家及时代哲学下专指类
目；未列的哲学代表人物可分入其所属国家及时代
哲学下设置的“其他”类。主题标引一般采用“学
派专用名词\方面”、“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哲学思
想”或“哲学家\哲学理论”、“被评论的哲学流
派或哲学代表人物\哲学问题\研究”等组配标引模
式。  



 例1：2001#$a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690##$aB516.47 

 600#0$a尼采 $ c(Nietzsche,Friedrich Wilhelm$f1844-
1900)$x超人哲学 

 

 例2：2001#$a王国维哲学论文辑佚 

     690##$aB259.91 

  600#0$a王国维$f(1877-1927)$x哲学$j文集 

 例3：2001#$a墨家辩学$e关于雄辩的科学 

 690##$aB812 

 690##$aB224.5 

 6060#$a墨家$x形式逻辑$x研究 

 



 3、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的其他学科专
著的标引方法 

 设有专类的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的其他
学科专著，应先根据专著的学科属性各入其
类(包括入哲学领域的专门学科)，同时应在
该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专类下作互见；
主题标引与分类标引采用统一的标引原则：
哲学流派或哲学代表人物的其他学科专著，
仍属于哲学领域专门学科范畴的，主题标引
一般采用“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学科或问
题”；其被分入有关各类的其他学科专著，
一般采用“学科或问题\方面”的组配标引
模式。 

 



例1：2001#$a穆勒名学$f(英)穆勒,J.S.著$g严复译 

   690##$aB812 

   690##$aB561.42 

 600#0$a 穆 勒 $ c(Mill, John Stuart$f1806-
1873)$x形式逻辑 

 

例2：2001#$a几何$f(法)笛卡儿著$g袁向东译 

           690##$aO18 

           690##$aB565.21 

           6060#$a几何 

 



 4、各专门学科哲学理论文献的标引方法 

     各专门学科哲学理论的文献应分入各有关学科
类目中；主题标引应从相应学科选取对应的专指主
题词，或采用“××学科主题词\哲学基础”的组配
标引模式。 

 例1：2001#$a军事哲学 

           690##$aE0-02 

 6060#$a军事哲学 

  例2：2001#$a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f(俄)日丹
诺夫撰 

 690##$aI0-02 

 6060#$a文艺学$x哲学基础 

 



（二）宗教类文献的标引方法 

 

对宗教作总论性的分析和研究，介绍世界
各国宗教概况，研究各种宗教以及术数
等内容的文献分入B9有关类目。宗教类
应根据文献内容的具体情况，一般采用
“研究对象\方面”或“研究对象\空间\
时间”的组配标引模式。  



  1、宗教类总论性文献的标引方法 

 研究宗教理论、介绍各国宗教概况的文
献分入B91/92有关类目；论述原始宗教
和神话，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
种宗教的文献分入B93/98有关类目；论
述世界各国术数的文献分入B99下有关类
目。宗教名词术语是宗教类主要选词对
象，根据文献内容主题的需要，可以采
用“宗教\方面”、“宗教\方面\空间\时
间”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1：2001#$a布依族宗教信仰与文化 

           690##$aB928.2 

           690##$aK286.8 

           6060#$a布依族$x宗教信仰$y中国 

           6060#$a布依族$x民族文化$y中国 

 例2： 2001#$a原初智慧的年轮$e西南少数
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的文化阐释 

  6060#$a少数民族$x原始宗教$x研究$y西南地区  

    6060#$a少数民族$x神话$x文化研究$y西南地区 

    690##$aB93(27) 

 



 用神话题材创作的文艺作品及其作品的研究
分入I、J类有关类目；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
的主题词是这一部分文献主题标引的主要对
象，一般采用“文学体裁或艺术形式\方面\
空间\时间”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3：2001#$a宝莲灯$e电影分镜头剧本 

           690##$aJ922.512 

       605##$a《宝莲灯》$x电影完成台本
$y中国$z现代  

 例4：2001#$a宝莲灯$f云飞扬 文字改编  

         6060#$a图画故事$y中国$z当代  

         690##$aI287.8 



 例5：2001#$a中国藏传佛教 

           690##$aB946.6 

           6060#$a喇嘛宗$y中国 

   例6:2001#$a赎罪论面面观 

          690##$aB972.5 救世论 

          6060#$a基督教$x罪和原罪 

   例7： 2001#$a我将到天主的祭台前 

             690##$aB976.15 

            6060#$a罗马公教$x弥撒  

弥撒圣祭是天主教最崇高之祭礼 

 



例8：2001#$a梅花易数入门$f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
编 

           690##$aB992.2 

           6060#$a占卜$y中国$z古代 

 

 《周易梅花数》 

 北宋哲学家邵雍著，汲取《周易》象数之学的成
果，将深奥的易理具体应用于占卜，被称为
“《易经》中的数学”。 

  B992.2 D 《梅花易数》 

               C 邵雍(1011-1077) 

                 《周易》 



2、有关宗教问题、宗教政策、宗教文学、宗
教艺术、宗教建筑等专论方面的文献标引方
法 

从宗教文化、宗教教育、宗教组织的角度论述
宗教寺庙、道观、教堂等文献分入B9有关类
目；其他入有关各类，如阐述各国宗教政策
或论述各国宗教问题的文献分入D5/7有关类
目。宗教建筑遗址考古的文献分入K85/87有
关类目；从旅游地理角度介绍宗教建筑的文
献分入K9有关类目；宗教文学宜入I有关各类；
宗教艺术宜入J196。  



 从宗教建筑设计、施工、历史沿革、建筑艺
术分别入TU252、TU-098.3、TU-885有关类
目。 

宗教名词术语是这类文献选词的主要对象，可
根据文献内容主题的需要，采用“宗教政策
\方面\空间\时间”、“宗教组织\方面\空
间”、“宗教建筑\方面\空间”等组配标引
模式。 

   



 例1：2001#$a历代班禅与雍和宫 

           690##$aB949.92 

           690##$aB947.21 

           6060#$a班禅$x研究$y中国 

           6060#$a雍和宫$x喇嘛宗$x宗教史 

 例2：2001#$a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    

     2252#$a一生旅游计划丛书之一 

            690##$aK928.75 

            6060#$a布达拉宫$x旅游指南 

        6060#$a大昭寺$x旅游指南 

            6060#$a罗布林卡$x旅游指南 



 

 例3：2001#$a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690##$aD635.0 

           6060#$a宗教政策$y中国 

  例4：2001#$a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 

           690##$aD735.063 

      6060#$a宗教$x民族问题$x民族矛盾$y南亚
例5：2001#$a香港志莲净苑仿唐建筑营造 

           690##$aTU252 

           6060#$a寺庙$x仿古建筑$x木结构$x建筑
工程$y香港 

        



 例6：2001#$a唐卡艺术$f格桑本 

      690##$aJ219(宗教绘画艺术） 

      690##$aJ196.2(佛教艺术) 

     6060#$a唐卡$x绘画技法 

 

 例7： 2001#$a汉藏佛教美术研究$e2007’第三届西
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f谢继胜,罗文华,
景安宁主编 

      690##$aJ196.2-532(佛教艺术) 

   690##$aK879-532 

 6060#$a佛教$x宗教艺术$x国际学术会
议$y中国$j会议录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6%B1%89%E8%97%8F%E4%BD%9B%E6%95%99%E7%BE%8E%E6%9C%AF%E7%A0%94%E7%A9%B6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callno=J19-532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callno=J19-532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callno=K879-53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callno=K879-53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callno=K879-53
http://202.119.47.8:8080/opac/openlink.php?keyword=%E4%BD%9B%E6%95%99


（三）社会科学总论类文献的
标引方法  

 社会科学总论类是在社会科学门类划分
的同时，产生的用以容纳总论社会科学
的具有共性区分的类目。总论社会科学
方面问题的文献分入C0/79，具有社会科
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的文献分入C8/97。
社会科学总论性概念是这类文献主题标
引的主要对象，一般采用“社会科学\方
面”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1：2001#$a基于GIS的数量方法与应用 
          本书是GIS和计量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各种应用的集中演示。 

 690##$aC39 

 6060#$a地理信息系统$x应用$x社会科学 

 例2：2001#$a社工給你的苦中一点甜$f香港家庭福
利会编著  

 本书收录香港特区25个社会工作专业辅导个案故事  

 690##$aD676.588 ;690##$aI253.7  

 6060#$a社会个案工作$y香港 
 C916是总论社会工作、社会管理、社会规划，专论各国各地区社会工作

归入D5/7有关各类。该类已增补使用注释：“社会个案工作、团体工作、
社会服务、社区公共服务等入此。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工作亦入此。世界
各国社会工作入D5/7有关各类。” 与C91各类使用体例保持一致。 



 例3：2001#$a 社区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 $f

刘长飞编著 
 本书着重于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技巧及方法的探讨，介绍了社区工作的基

本方法、主要模式、社区工作的一般程式及常用的社区工作实务领域的
工作技巧。 

 690##$aC916.2 

 6060#$a社区$x社会工作  

 



例4：2001#$a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e 照管社
会工作理论与实践$f(英)奈杰尔·托马斯(Nigel 
Thomas)著  

本书重点研究与介绍了英国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方
面的相关问题。 

 690##$aD756.185 

 6060#$a青少年$x社会工作$x研究$y英国 

C913 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保障 

C916 社会工作、社会管理、社会规划 

D5/7  8 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工作 



 例5：2001#$a交流方式$f(英)D.H.梅勒编$g

彭程等译  

 330##$a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不同主体之间不同的交
流方式及其意义，重点说明人类交流方式。 

 690##$aC912.11 

 6060#$a人际交往$x方法$x研究 

 例6：2001#$a社交与口才 

 690##$aC912.13 

 6060#$a人际交往$x言语交往 

 

 



 例7：2001$a公共与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e 增强并
保持组织成就的行动指南$f(美)约翰·布赖森著$g孙
春霞译 

 6060#$a公用事业$x规划$x研究  

 6060#$a社会团体$x规划$x研究  

 690##$a C912.21 

 例8： 2001$a走进乡村人类学书林$f冯雪红，徐杰
舜，郭鸣主编 

 330##$a乡村人类学研究文献回顾、人类学家对乡土中国的解读、华北

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6060#$a社会人类学$x农村社会学$x研究 

 690##$aC912.4 

 690##$aC912.82 



 例9：2001$a危机公关$f赵麟斌主编  

 6060#$a公共关系学$x案例$x分析  

 690##$aC912.31 

 

 例10：2001$a跨文化交际动力 

 6060#$a文化交流$x公共关系$x研究 

 690##$aG115 

 



 例11：2001#$a谁是美国人？$e美国国民
特性面临的挑战$f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g

程克雄译  

 330##$a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

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
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  

 690##$aC912.647.12 

 6060#$a美利坚人$x社会心理$x研究 



 例12： 2001#$a路西法效应$e 好人是如何
变成恶魔的 

 330##$a通过案例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全盘且
深入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6060#$a个性心理学$x社会心理学$x研究 

 690##$aC912.62 

 690##$aB848 

 



（四）政治法律类文献的标引方法  

 政治理论类文献分入D0；有关共产主义运
动和共产党的文献分入D1/3有关类目；论
述工、农、青、妇运动与组织的文献分入
D4；有关世界及各国政治的文献分入D5/7
有关类目；外交、国际关系文献分入D8。
法律是国家及地方立法机构颁布并强制实
施的条文，包括法律、法令、法规（不包
括一般的政策、规定、制度），法律文献
分入D9或DF。 



 政治理论、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制度、
社会问题、国际关系以及各国政党、工、农、
青、妇组织和各种法律、法规等是这类文献
主题标引的主要对象，同时文献内容涉及的
国家、地区以及时间概念也是主题标引的重
要内容，一般采用“政治或法律学科主题词
\方面\空间\时间”的组配标引模式 



 1、有关政治学、国家理论、民族问题等文
献的标引方法  

 

 例1：2001#$a德性与民主$e与现代新儒家
谈政治哲学$f吴圣正著 

6060#$a政治哲学$x新儒家$z现代 

690##$aD0-02 政治哲学 

690##$aB261 二十世纪哲学   x 
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哲学家的哲学专著，均分入有关各
类。 

 



例2：2001#$a文明与陋习$e典型的中国人 

  690##$aC955.2 

  6060#$a文明观$x民族性$x习惯性$y中国 

 

 例3：2001#$a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 

 6060#$a全球化$x影响$x民族国家$x研究 

 690##$aD032 

 例4：2001#$a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f潘志平著
$g达吾提·乌布利译  

 690##$aD063; 

 6060#$a民族自决$x关系$x民族分离主义 

   

 



例5：2001#$a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f赵可金著  
     330##$a“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在改变人们对

国家及相关概念(主权、公民身份和民主)的认同，从而推动
了传统国家理论的转型。 

    6060#$a公民$x社会团体$x关系$x民族国家 

    690##$aD032 
例6：2001#$a新中国民族政策概论 
          690##$aD633.0 
          6060#$a民族政策$y中国$z现代 
例7：2001#$a神奇的藏族文化 
     690##$aK281.4 
     6060#$a藏族$x民族文化$x宗教文化$y中国  
 



例8：2001#$a公众参与导向的城市治理$e利
益相关者分析视角$f刘淑妍著  

  6060#$a公民$x参与管理$x城市管理$x研究  
  690##$aD035.5 
例9：2001#$a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与风险决策
$f冯长根主编 

   330##$a突发事件与现代应急管理的机理分析、质量管

理、等风险决策的理论与应用、突发事件的多部门协同应
急决策、企业危机预警模型研究等。 

   690##$aD035.29公共安全管理 
   6060#$a突发事件$x公共管理$x研究  

 



 例10： 2001#$a公共部门电子政务理论与实
践$f曾伟，蒲明强主编 

 690##$aD035-39  

 6060#$a电子政务$x公共管理$x研究  

 例11： 2001#$a保安警察学 [海外中文图
书]$f 陈玲君编著  

 6060#$a警察学$x自学参考资料 

 690##$aD035.30 

 

 



 2、世界及各国政治概况与地理概况的区分 

 有关世界及各国政治形势、经济概况以及对
其社会、政治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献分入D5/7
有关类目；总论世界及各国的山川、物产、
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等全面情况的地理类文
献分入K9有关类目。分入D5/7有关类目的文
献，政治概况方面的概念是主题标引的主要
对象，一般采用“政治\方面\空间\时间”或
“政治形势\空间\时间”的组配标引模式；
分入K9有关类目的文献，地名或地理方面的
概念是主题标引的主要对象，一般采用“国
家或地区名称\概况”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1：2001#$a中国农村村政与村务管理
读本 $f任大鹏主编  

 330##$a以现行法律、政策为依据，以
农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为重心，指导大
学生“村官”参与村政村务管理。 

 690##$aD638 

 690##$aF320 

 6060#$a农村$x群众自治$y中国 



 例1：2001#$a俄罗斯萧墙内外 

           690##$aD751.20 

 6060#$a政治形势$x研究$y俄罗斯$z现代 

 

 例2：2001#$a今日自贡 

      690##$aK927.13 

      607##$a自贡$x概况 



3、有关各国之间关系文献的标引方法 

 总论国际关系和各国之间关系的文献分入
D8有关类目；专论各国之间军事、经济、
文化等某一方面关系的文献各入其类。主
题标引以国际关系或某一方面关系对应的
主题词为主标题，与方面或国家、时代概
念的主题词组配标引。其中有专指主题词
的选用专指主题词；没有专指主题词，则
选用类称主题词组配标引。 

 



 例1：2001#$a世界、美国和中国$e新世纪国
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 

           690##$aD81 

           690##$aD822.371.2 

 6060#$a国际关系$x研究$z现代 

 6060#$a外交战略$x国家战略$x研究$z现代 

 6060#$a中美关系$x研究$z现代 

 



例2：2001#$a欢迎苏联体育代表团 

      690##$aG812.78 

      6060#$a体育界$x中苏关系$x友好往来 

例3：2001#$a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发展战略
研究 

     690##$aF832.6 

     6060#$a对外金融关系$x经济发展战略$y
中国$z现代 

 



( 六 )法律文献的标引方法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按双表列类法编
制了两个法律分类体系：D9为第一分类
体系，第一分类体系强调按国家集中文
献，供一般单位使用；DF为第二分类体
系，第二分类体系以法的类型集中文献，
主要供法学、法律专业单位选择使用。 

 



 论述法学和各种法的理论的文献分入
D90/91有关类目；各国法律分入D92/97
有关类目；国际法分入D99有关类目。法
学理论和国际法的文献选择相对应的专
指主题词，采用“法学\方面”的组配标
引模式；各国法律、法规、条例采用
“法律\方面\空间\时间”的组配标引模
式。 



例1：2001#$a民法解释学 

           690##$aD913.05 

           6060#$a民法$x法律解释 

例2：2001#$a中国劳动法 

          690##$aD922.504 

         6060#$a劳动法$x基本知识$y中国 

例3 ：2001#$a国旗法国徽法基本知识$f徐秀
义等著  

 690##$a D921.34 

 6060#$a国旗$x国家法$x基本知识$y中国  

 6060#$a国徽$x国家法$x基本知识$y中国 

 



例3：2001#$a各国（地区）的海商法 

            690##$aD913.993.09 

            6060#$a海商法$y世界$j汇编 

例4: 2001#$a新编海商海事法规精要 

       330##$a本书汇集了56个国际条约、规则和国外立法，
75个国内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和请示答复。 

      6060#$a海商法$x国际法$j汇编 

      690##$aD996.19  

      690##$aD923.993 

 



 例6：2001#$a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 

 6060#$a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x国境卫生
检疫法$y中国  

 690##$aD922.16 

 

 例7： 2001#$a传播法判例$e自由、限制与
现代媒介 $f (美)约翰·D. 泽莱兹尼(John D. 

Zelezny)著$g王秀丽译 

 330##$a本书收录了美国历年来具有代表性
的传播法判例。 

 



 6060#$a传播$x法律$x判例$y美国$j教材  

 690##$aD971.228-43 

 

 例8：2001#$a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
与完善 

 6060#$a合作医疗$x农村保险$x医疗保
险$x保险法$x立法$x研究 

 690##$aD912.501 

 690##$aDF475.0 

 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自费医疗等医疗制度。 

 



例9：2001#$a 旅游业常见争议解析$e旅行
社·导游分册$f侯作前，徐连宏，张建融主编 

330##$a本书以经典案例为媒介，将旅游业经营管
理中尤其是涉及旅行社和导游的常见纠纷与争议
问题进行详细的解析。 

6060#$a旅游业$x市场管理$x经济法$x案例
$x法律解释 

690##$aD922.294.5 市场管理法(中国） 

690##$aDF414.5(2) 



国籍法文献的标引方法 

 国际法一般是指国际条约或国际协议的总称。
一般不具有国家的属性，只有国籍法和所属
的移民法按国家区分。该类文献主题标引采
用“移民法\空间”或“国籍法\方面\空间”
的组配标引模式。 

 例1：2001#$a美国最新移民法指南 

          690##$aD998.371.2 

         6060#$a移民法$x基本知识$x指南$y美国 

 



例2：2001#$a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释义 

       690##$aD998.2 

      6060#$a引渡$x法律解释$y中国 

 例3：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 [缩微品]   

        690##$aD813.2 

         690##$aD994 平时国际法 

      605##$a联合国宪章(1945) 

      6060#$a国际法院$x法规 



（七）军事科学文献的标引方法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
科学。军事理论文献分入E0；世界各国
军事文献分入E1/7；战略学、战役学、
战术学文献分入E8；军事技术文献分入
E9；军事地形学、军事地理学文献分入
E99。军事科学范畴主题词是这类文献主
题标引的主要内容，如果文献内容涉及
国家、地区和时代概念，一般采用“军
事科学主题词\空间\时间”的组配标引
模式。  

 



 例1：2001#$a军事装备保障学$f李智舜，吴明曦
主编  

         690##$aE074 军事装备学 

          6060#$a军事装备$x后勤保障$x科学研究 

 例2：2001#$a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 

           690##$aE296.93 

           6060#$a抗日战争史$x军事史$y重庆 

 例3：2001#$a罂粟悲歌$e鸦片战争实录 

           690##$aK253  

      6060#$a鸦片战争(1840～1842)$x史料$j实录 



例4： 旧中国海军秘档 [专著] / 文闻编 
            6060#$a海军$x军事史$y中国$z民国  

           690##$aE296.53  

例5：中国空军百年史 [专著] / 华强，奚纪荣，孟庆
龙著  

          6060#$a空军$x军事史$y中国  

          690##$aE29（建军、战史） 

          690##$aE274.009(战史） 

 例6：四大野战军征战纪事 [专著]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征战全记录 

          6060#$a野战军$x军事史$y中国  

          690##$aE297.46（建军、战史） 

          60102$a第四野战军$x军事史 



    

 

(军事史是论述历次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的历史，
军事史文献分入E1/7有关类目； 

 战争史是对战争的历史记述，是从政治、经济、社
会发展角度探讨和阐明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以及评
述战争所反映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历史，战争
史文献分入K1/7有关类目。 

 主题标引这三类内容的文献要选择相对应的学科史
主题词，与国家或地区、时代概念的主题词组配标
引，采用“×学科史主题词\方面\空间\时间”的组
配标引模式。) 



例7：2001#$a谁主宰未来战场?$e高技术战争
中的军兵种$f 张利华 

     690##$aE08 

    690##$aE866 

    6060#$a军种$x兵种$x高技术战争 

 

例8：台湾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及作战能力研
究 [专著] / 陈东祥主编  

6060#$a高技术武器$x武器装备$x作战能力
$x研究$y台湾 

690##$aE289.584.5  

（仿分修改） 

 



例9：2001#$a空天战场与中国空军$f蔡风震 

       330##$a本书主要介绍了空天战斗的基本知
识、发展历程、当前世界空天力量、空天权的基
本知识，以及我国目前空军建设的状况等。 

      690##$aE816 

      6060#$a空军战略$x 研究  

    6060#$a空军$x军队建设$x 研究$y 中国 

例10：2001#$a军事指挥信息系统$f (联邦德国)武

斯特,(联邦德国)欣堡编 

         690##$aE94 

          6060#$a军队指挥自动化$x信息系统 

 



 有关武器、军用器材文献的标引方法 

 总论武器装备和军用器材的使用、保养、维修以及
技能训练等方面的文献，分入E1/7中“军械勤务”
类目；专论某种武器的使用保养、维修的文献分入
E92有关类目。关于武器原理、设计、结构、材料、
制造工艺和兼论制造与使用等方面的文献，其中常
规兵器、导弹、核武器分入TJ有关类目；战机分入
V27有关类目；战舰分入U67有关类目；古兵器的考
证和研究的文献分入K85考古学有关类目。分入E类
和TJ、V27、U67等类的文献选用的主体因素主题词
往往相同，但方面因素主题词要根据文献内容做明
确的区分，一般采用“武器\方面”的组配标引模
式。  



 例1：2001#$a地炮对直升机射击研究 

        690##$aE924 

     690##$aE920.2 

     6060#$a火炮$x对空射击$x军用直升机$x研究 

 例2：2001#$a火炮的设计 

          690##$aTJ302 

             6060#$a火炮$x设计 

 例3：2001#$a中国兵器史稿 

            690##$aK875.84 

        6060#$a兵器(考古)$x研究$y中国  



 

四. 《中图法》《中分表》体系与标引规则
(实例说明) 

 （一）知识体系 

 1、知识领域体系（ 《中图法》 ） 
 知识集分类，从科学分类入手，从宏观到微观展
示文献内容的知识体系，系统性、逻辑划分——
分类法：按学科或领域集中文献 

 2、知识概念体系（《汉表》） 
 知识点（事物）分类，从主题概念逻辑入手，从
微观到宏观展示文献内容的知识体系，直观（直
接）性、事物名称（叙/标）与概念体系——主
题法：按事物（主题：受控术语）集中文献 



 3、相互映射(互为索引)的一体
化体系——《中分表》 
 

 (1)一个体系分类表型的主题词范畴索引。 

    一部扩充完善的《汉语主题词表》； 

 (2)一部主题词型的《中图法》第4版类
目相关索引。 

   一部以主题词作注释的《中图法》 

 

 



 番茄 

 Tomatoes 

  S641.2⑨；|+Q949.777.7⑨| 

  D 番柿 

    蕃茄 

    西红柿 

  S 茄果类 

    茄科 

  Z 被子植物 

    作物 
 



主题──研究方面──按学科专业集中文献 
 
          ┌ 番茄：植物分类    入Q949.777.7茄科  
   在学 │ 番茄：营养价值    入R151.3     食物营养与化学 
   大科 │ 
   范集 ┤ 番茄：农业种植    入S641.2     园艺──番茄 
   内文 │ 番茄：商品贮运    入F762.3     商品学 
   按献 │ 番茄：食品加工    入TS255      食品工业 
 

主题──研究方面──按事物（番茄）集中文献 
   在主 ┌ 番茄：  生理    入S641.201    番茄生理    在园艺 
  小题  │ 番茄：  育种    入S641.203    番茄育种    范围内                   

范集       番茄：  移植    入S641.204    番茄移植     ┘ 
   围中 ┤ 番茄：  施肥    入S641.206    番茄施肥 
   内文 │ 番茄：  收获    入S641.209    番茄收获 
   按献 

 

Q949.doc
Q949.doc
Q949.doc
Q949.doc
Q949.doc


（二）分类标准确定分类体系   
分类体系决定分类规则 

 1.5大部类22个大类层层等级划分： 
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的分类标准，类列： 

第一部分：总论性、理论性类； 

第二部分：专论性、具体性类； 

分类规则：能归入专论性、具体性类，不能归入总论
性、理论性类——专指性原则。 

 

 



 例1：两汉气化宇宙论之研究   海外学位论文 

       B234; 不能入B016.8 宇宙论,B20 

 例2：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 博士论文 1785-1862  

        F371.211; 不能入F301，K712 

 例3：尿素氮在土壤与作物中的转化与利用[专著]  

         尿素氮在小麦、荞麦系统土壤中的转化去向、作用等 

          S510.6；不能入S143.1 氮肥 

                                           S147.2 施肥 

                                          S156.2 土壤改良剂 

 例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专
著]  

  D922.36(中国)水利用地法令， 

 附加分类：D922.182民政和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法令     

  不能入D912.3土地法 

 



 结论: 
 准确把握分类法及其各个局部的体系结构，是辨类的前提，

也是建立正确的归类思路的保证。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四层次 

 （经济）    （工业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史） 
   F0 经济理论     F40 理论     F420/425 理论    F429.0 各时代史 
   F1 经济概论     F41 世界     F426 部门经济    F429.1/.7 地区史 
   F2 计划管理     F42 中国 ↑F427 地方经济 
   F3/8部门经济↑ F43/47各国F429 经济史↑ 
                                              F429.9 经济地理 

 

例 “中国汽车工业管理”入F426.471（中国汽车工业），不入
F425中国工业经济管理； 

 “江苏汽车工业”入F426.471（中国汽车工业），不入
F427.53（江苏工业总论）； 

 “珠海特区工业”入F427.653（广东工业），不入F427.9
（特区工业总论）； 

 “陕西工业地理”入F429.941（中国工业经济地理），不入
F129.941陕西经济地理总论），也不入F427.41（陕西工业
经济）。  



如果不按上述分类标准列类，一般在类目注释说

明，应注意按类目注释分类。  
wG25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 

wG251/254，按业务范畴分 

wG255,按文献类型分 

w各种文献的研究、补充、登记、编目、保管和使用等入此。 

w例：期刊的编目工作入G255.2 

 G258,按图书馆、信息机构类型分 

  w总论某一类型图书馆，如儿童图书馆工作的著作入此。 

  w专论某一方面工作的著作入G251/255有关各类；关于各国个
别图书馆的工作概况、计划、统计、报告等入G259。 

例1：国家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入G254.3，不入G258.1; 

例2：大学及研究图书馆馆藏合作发展策略 [海外中文图
书]   : 西文期刊 

       入G255.2；互见G253不入 G258.5或.6、  



2 同一个上位类同时采用主要分类标准和
其他标准划分 

 

 多组同位类，其他标准划分排列在类列之后，
多重列类，每组同位类之间外延交叉，目的解
决多属性多途径检索。例：桥梁 
 

 分类时：如果类目下注明分类规则，应遵循这
些分类规则，通常使用“最后编号法”或“最
前编号法”。 

 

 如果类目下未注明具体分类方法，以保证分类
排架的统一，可根据下述原则自行决定。 
 
 
 
 
 



 

 a根据本馆的专业特点和需要选择使用“最前编
号法”或“最后编号法”，一经确定，就一贯遵
守。 

 b除本分类法已有明确规定者外，可统一使用
“最前编号法”。  

 

例1：古代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百越民族群体的源
流研究 

    入K289古代民族史志 ， 对应词：百越 

            历史上的某一民族，如匈奴、突厥等的
史志入此。 

 不能入K280.1/.7 各省区民族总志              

                         总论一个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和 
现状的著作入此。 

 



 例2：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 [博士论文] 

       对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入K280. 74；附加分类：F127.74地方经济（注意

区分F127.8少数民族经济总论 /.9特区经济、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济总论) 

 

 例3：满洲国问题入K265.61, 

 不入K293东北地区史志 

 (注意区分专志、部门志、行业志等） 

 例4：石家庄地区集镇志入K922.21地理志 
     介绍了石家庄地区各集镇的人文地理概况，其镇情镇貌，其经

济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等。 

 例5：山西政协志入D628.25 



3对于性质相同或相似类列，采用统一的分
类标准或对应的排列法 

 类目划分排列的规律性，易辨类和提高助记性。 

 通过已列的下位类的类列判断未列出下位类的类
目含义。 

 例1：家用电器的产销与市场:F407.619 5 

 例2：各国农业土地法的法律汇编，入D912.309 

 根据D922.3的下位类推理“D912.3土地法”包含的内
容，“农业土地法”应入D912.3土地法，而不能入
“D912.4农业经济管理法” 



4.在类目划分中，凡涉及到共性区分的问题时，

一般采用编制“通用复分表”、“专类复分表”、
“一般性问题”以及类目之间仿分 

 分类规则： 
 1） “一般性问题”的下位类以及类目之间被仿分的类目，

可直接用来标引文献。 “通用复分表”、“专类复分表”中
的类目、 “一般性问题”本身不能独立使用。 

 2）复分加0与仿起止号复分的原则、规则： 
 a避免重号（含义不同），上位类复分在复分号前加0形成与

下位类并列的另一个体系；B21/26;D73/77; 
 b仿类目体系成相似体系，配号与类目体系相对应。 
 C哲学及社会科学各类，凡属上位类目，依复分表复分时，

一般应在复分号前加“０” ； N/X自然科学各类中的专类复
分表， “一般性问题” 编制时标记符号时已统一在复分号前
冠“０”，凡依这些复分时，均无需在复分号前再加“０”。 
（原因） F760;Q51/57;R5/8 



 例1：E271/277各军兵种 

            均可依下表分。 

              E271/277先仿E270分，再依下表分。 

 

 例2：TM31/38 各种电机 

        可仿TM30分。例：直流电机结构为TM330.3。 

 例3：U469.1/.79各种汽车               

        可依下表分，例：轿车的设计为U469.110.2。 
 d仿分号:例：F407.1/.9 各工业部门经济 
              如有必要，可仿F401/406分。不包含07 

         仿D915.1/.18分，不包含.2~.7,18与1同位类。 

 



5.主表首先或基本不按文献内容作为
划分标准的大类：A、I、J、Z类 

 依人列类分类方法：不依内容分类按体裁（题材） 

 A类、I210鲁迅著作及研究（“生平事迹”除外） 

 集中全部著作、传记及对其著作研究的文献。 

 B类在各国哲学类下，按哲学家列类。 
 往往代表某种哲学思想及其流派。依内容分类 

 集中哲学著作、哲学家的综合性著作集和有关对
该哲学家研究的文献（传记除外） 。哲学家的非
哲学著作应分入各类，可在古近代哲学家专类下
作互见分类。 



 例：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德国)黑格尔著  

 B516.33；互见 B516.34;B516.35； 

600#0$a 费 希 特 $ c(Fichte,Johann 
Gottlich $f1762-1814)$x德国古典
哲学$x对比研究$x谢林$c(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f1775-1854) 

600#0$a黑格尔$c(Hegel,Georg Wehelm 
$f1770-1831)$x德国古典哲学 

 

 

 



 I、J、Z类基本是按体裁（题材）、创作者国籍、作者创作
时代、出版形式和出版国别划分，不依内容划分的体系 

 一般理论、评论、史依内容分，其他按以上形式分类。 

 

例1：《中国文学概论》(日)青本正儿著，入I209中国文学史 

例2：《雨果和他的悲惨世界》，张海琼著，入I565.074法国
小说评论 

例3：《一千零一夜》秦改进等译,入I371.73阿拉伯故事 

例4：《汽车城》（加）黑利（原为英籍）入I711.45 

(完成写作年代，后标多题材，改写后，少数民族作者） 

例5：《格萨尔王传》I222.74(十一世纪前后）;I291.422 

例6：Z126.27 研究、评论、考证            

                           依中国时代表分。 



（三）标引规则 

 标引： 

 为了主题标目或分类的唯一性、系统性进行
规范控制的规则。（先控与后控） 

 (1)标引原则 

 



 标引原则：标引的主要依据（两个），客观地、
正确地、全面地、专指地揭示，实用性与针对性、
标引结果的一致性。 

 选词（类）规则 ：书写规则，标引词（类号）选
定次序[选用最专指的主题词（类号），最直接、最相关
的若干主题词（类号）进行概念组配，最直接的上位词
（类号）标引 ，靠词（类）标引 ，采用自由词标引以便
增词]。 

 主题词组配规则 ：概念组配，交叉组配优先限定
组配，（例如“食品冷藏”，“食品贮藏”和
“制冷贮藏” ;草原生物学:草原学\生物学)，不
能越级组配 ，（^a旅游经济^x经济史^y世界）
组配的结果必须概念清楚、确切，不能具有多义
性 。 

 主题词组配标引公式：主体面—通用面—空间
面—时间面—文献类型。 

 分类号复分组配规则 ：依据《中图法》注释、复
分组配次序、加0组配 



（2）书目主题机读格式与标引规则 

  A.主题因素标引规则 

   B.各类型主题标引规则 

 在CNMARC格式中，通过6xx不同的字段来
著录不同类型的主题和不同类型的检索
标识，通过不同的子字段来著录各种主
题因素。根据著录特点把不同类型主题
共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普通主题字段: 606 

 另一类是专有名称主题字段：600、601、
602、604、605、607 

  非控词字段610；690分类号字段。 



A.主题因素标引规则 

 606/607：$a/$x(可重复）/$y(可重
复)/$z(可重复)/$j(可重复） 

 

 600/605：$a($c……$q)/$x(可重复）
/$y(可重复)/$z(可重复)/$j(可重复） 

 

 690$a（完整类号）$v 



A1.主体因素面的标引 

 $a基本元素只能著录1个主题词并且不能
重复著录，因此必须选择表达文献信息
研究对象的中心主题词并有检索意义的
主体要素著录$a。 

 如果主体因素有1个概念或1个以上交叉
概念或相互限定概念，则为单主题，主
题标引需要采用单字段著录1个$a和多个
$x，分类标引则需组配后著录$a子字段
中。 



 如果主体因素有2个或2个以上并列概念
（研究对象），那么文献主题就为多主
题，标引需要采用多字段著录多个$a方
式进行标引或整体标引，分类标引可依
重点主题标引，对另一主题可追加字段
互见标引，若属同一类列的并列主题可
进行上位整体标引。 



 例1:2001#$a爱情自由的历程$e鲁迅 胡
适 郁达夫 徐志摩的爱情、婚姻与家庭 

 600#0$a鲁迅$f(1881-1936)$x生平事迹 

 600#0$a胡适$f(1891-1962)$x生平事迹 

 600#0$a郁达夫$f(1896-1945)$x生平事
迹 

 600#0$a徐志摩$f(1896-1931)$x生平事
迹 

 690##$aK825.6=6 



 例2：2001#$a建筑物及汽车空调负荷 

 

 6060#$a建筑物$x空气调节系统$x负荷
量 

 6060#$a汽车$x空气调节系统$x负荷量 

 690##$aTU831.3 

 690##$aU463.85 (类分资料：
$aU463.851) 



 例3：2001#观测天体物理学 

 6060#$a实验天体物理学 

 690##$aP141 



A2.通用因素面的标引 

 通用因素与$x限定因素不完全等同。通用因素反映文
献主题的通用特征，在“文献主题标引公式”中之所
以划分出通用因素，因为它无独立检索意义，不做轮
排入口标目，但可以起到主题的通用限定作用，明确
细分主题。在分类表或标题表中与主表分列，集中列
在通用复分表（副表）或专用复分表、“一般性问题”
等共性区分的类表中，以便标引时一目了然。如《中
国分类主题词表》-0/-4、-8所列概念大多为通用限定
概念。 

 $x限定因素包括主体因素的限定因素和通用因素，可
重复著录 

 



 例1：2001#$a公路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
的体外预应力加固技术 

 6060#$a公路桥$x预应力混凝土桥$x简
支梁桥$x加固 

 690##$aU448.14   入编列在前的类 

 



 例2：2001#$a历史文献研究 

 6060#$a中国历史$x史籍研究 

 690##$aK204 

  
 



通用因素是否标引和标引顺序由类表列类
具体情况和主题标引公式决定。其标引的
目的在于详细揭示主题内涵。 

 例如：2001#美国总统制与法国半总统
制对比$e硕士论文$f牛文展著 

 6060#$a总统制$x对比研究$y美国$y法
国 

 690##$aD771.221 

 690##$aD756.521 

 



A3.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文献类
型因素面的标引 

 文献主题所反映主体因素的时空概念、文献类
型方面的限定因素。也具有通用限定因素的特
性，如《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地区表、时代表、
通用时间表、总论复分表的-5/-79所列概念和
对应的主题词，在标引时分别著录在$y、$z、
$j子字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A.标引顺序应依据“文献主题标引公式”所引
用的次序:$y\$z\$j,均可重复著录，分类标引复
分顺序依据类表及分类规则而定。 



 

 例1：2001#$a黄云山水画集 

          6060#$a山水画$y中国$z现代$j画册 

          690##$aJ222.7 

           

 例2：2001#$a东方的觉醒$e近代中印民族运动
定位观照 

          6060#$a民族解放运动史$x对比研究$y中
国$y印度$z近代 

        690##$aK250.1 (中国近代革命史） 

        690##$aK351.430.1（印度近代史） 

         



 例3：2001#$a清代顺治到雍正时期的农
民起义年表 

       6060#$a农民起义$y中国$z清代
$z1644-1735$j年表 

       690##$aK249.201-62 



 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文献类型因素作为研究
对象时，则为主体因素，标引时，应按相应的
字段和子字段著录，如空间因素则为地名主题
（607字段），分类标引时一般分入相应学科类
目,如地理类（K、P类）、综合性图书类、语言
类（Z类、H类） 

 例1：2001#$a河南省情 
          607##$a河南$x概况 
           690##$aK926.1 
 例2：2001#$a双解词典的编制 
          6060#$a双解词典$x词典编纂法 
          690##$aH061 



 例3： 2001#$a春节文化 

           6060#$a春节$x风俗习惯$y中国
$j通俗读物 

          690##$aK892.1 



 自然地理名称、地质年代、通用时间、
朝代既可作主体因素著录$a，也可作为
时空限定因素著录$y、$z,根据文献主题
的研究对象和分类、主题标引规则分别
确定标引方式。 
 

 例1：2001#$a天上黄河$e中英对照$f刘鸿孝
摄影 

      6060#$a风光摄影$y黄河$j摄影集 

      690##$aJ424 

 例2：2001#山东白垩纪恐龙类 

      6060#$a恐龙化石$y山东$z白垩纪 

      690##$aQ9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