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的相同点

(1) 两者的标引对象相同。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都以图书资料的内容为主要对象，

只有必要时才以国别、 时代、文献类型等作为标引依据。 在对图书资料内容标引

时，两者又都以其研究的事物、问题、现象即主题为中心进行处理，加以类集并

揭示其相关性。此外，两者的标引根据也完全相同，都通过书名页、版权页、提

要、目次、正文等获取标引所需的信息特征。

(2) 两者的标引要求基本相同。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都是编制检索工具的手段分

类标引的结果可用于组织排架和编制分类目录主题标引则主要用于编制主题目

录。在编制检索工具的情况下，两者对图书资料的标引都要求达到正确、一致、

充分、适用。即对图书资料内容的揭示要正确，对相同内容图书的标引要一致，

要充分揭示具有检索意义的内容信息， 标引结果必须适合用户需要、 符合检索工

具特点。为了达到上述要求， 两者一般都要求在标引中避免错误标引、 过粗标引、

过度标引、标引不足等常见的影响标引质量的现象。

(3) 两者的标引方式基本相同。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都可以根据对图书资料内容

的揭示程度和特点，分为整体标引、全面标引、互见或附加标引、综合标引、分

析标引和部分标引等基本标引方式。两者对各种类型图书的处理方式也大致相

同，一般都以图书为单位进行概括性的整体标引， 适当采用互见标引和分析标引

两者对丛书均同时采用综合标引和分析标引对多卷书、 论文集、会议录等则在采

用综合标引的同时，除多卷书确有必要外，一般不作分析标引。

(4) 两者的标引过程基本相同。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都可以大体划分为主题分析

和赋予相应标识两方面首先通过对图书资料主题类型和结构的分析， 明确其需要

标引的主题内容然后分别利用标引工具一一分类法和主题词表进行转换， 以标识

描述其主题内容。两者的标引程序也大体相同，都需要经过查重、主题分析、利

用标引工具进行转换及复核等基本步骤。

(5) 两者对主题内容的基本分析处理技术大致相同。包括：①两者对主题类型的

分析基本相同②两者对主题结构的分析和引用模式也基本相同③两者对主题概

念的转换模式也基本相同， 都要求首先按图书内容进行确切标引， 在没有相应类

目或主题词的情况下， 再采用上位类词标引、 靠类词标引、 增类词标引等标引方

法④两者在组织手检工具的情况下， 标识组成方式也存在着相同之处， 都可以分

为定组、散组两种形式。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的不同点



（1）主题分析的角度不同。虽然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都是从内容角度标引图书

的，但分类侧重于从学科角度进行组织和揭示， 除需确定待标的内容对象外， 一

般还必须进一步弄清其研究的学科角度主题标引则不必考虑图书的学科属性， 可

以直接根据图书的内容对象进行标引。

（2）标识的转换方式不同。首先，标识的查找途径不同。分类标引以分类法为

工具，必须通过分类体系层层查找主题标引则以主题词表为工具， 以其字顺系统

为主要查找途径。其次，两者的组配方式不同。分类标引使用的《中图法》 ，属

于等级列举式类表，类目列举详尽，标记采用先组、定组方式，可以直接从表中

查找相应类目加以标引、转换明确、直观主题标引使用《汉语主题词表》 ，属于

后组式检索语言， 词表只列出标引使用的基本概念， 必须根据收词情况对概念进

行分解转换，标引过程抽象，有时必须反复查找， 难度较大。

（3）标识的结构组成不同。其一，标识成份不同。分类标引的标识是分类号，

主题标引的结果是主题词。其二，标识构成方式不同。 《中图法》采用整组号码

表达图书主题，配号次序由分类法预先规定，形式比较固定《汉语主题词表》在

编制手检目录时采用散组方式， 结果按主题概念之间关系组织成标题， 须经过选

择主标题，确定碧词的排列次序等步骤， 形式灵活多变，必须熟练掌握组配技术。

（4）标引的专指度不同。图书分类法以学科体系作为类目展开基础，子目的列

举受体系束缚，加上采用先组方式，标引一般比较概括，对专指的研究对象，只

能按所属学科归入范围较大的类目。主题法中主题词的选取则不必受体系的限

制，并可以通过组配方式表达主题， 因此揭示往往比较充分， 能达到较高专指度，

特别在标引复杂主题机相关系主题时，效果犹为明显。

（5）检索深度不同。所谓检索深度，通常指检索系统中一图书资料所具有的检

索款目的数量。分类法由于线性序列和整组标记的局限， 往往不能充分揭示主题

之间的各种联系， 无法从多方面揭示图书主题， 检索入口相对较少主题法采用散

组标识，以组配方法表达图书主题， 便以通过轮排方式， 从不同角度提供检索点，

满足多途径检索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