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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图分类号在科技期刊论文中应用的商榷

吴锦雅　陈望忠　王征爱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５１５，广州）

摘　要　从科学发展的现实分析、从检索的途径分析、从分类
的标引角度分析以及与国外医学期刊的对照分析等方面论述

科技期刊论文无必要标注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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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期刊文献的学科属性实现簇性检索并为文

章的分类统计创造条件，《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

报编排规范》［１］建议按《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给每篇

论文标引分类号，《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期刊检索

与评价数据规范》［２］将分类号明确为“中图法分类

号”，即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４版）［３］对期刊中

的科技论文进行分类和标注。近１０年的使用实践证
明，对科技期刊中的论文标注“中图分类号”，并不能

很好地适用于期刊文章的分类与检索，却占用了版面

和增加了编辑的工作负担，应予以取消。

１　从科学发展的现实分析

　　图书馆分类法虽然具有科学的系统性，但它所能

反映的这种科学系统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确切地

代表科学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互相渗

透、互相结合，新学科、新技术、新标准日益增多，仅仅

依靠分类法来体现学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满足不

同课题的研究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查寻资料的要求，

是相当困难的；同时，期刊论文的分类标引属于全面标

引，而且要求其标引度深［４］，而目前中图分类法的深

度划分不足，不能为所有狭窄的主题设置相应类目：所

以，中图分类法作为等级制分类途径并不十分适合狭

窄主题和跨学科主题的文献检索［５］。

例如，《肺部感染的病原学诊断》一文的分类号为

“Ｒ５６３；Ｒ４４６”，而其准确的分类号应为“Ｒ５６３．１０４．
６”；所以，使用图书馆分类法对期刊中具体的每篇论
文进行分类，会出现有些文章难以归类的现象。对于

综合性医科大学学报来说，期刊中的论文往往隶属多

个学科，编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查找分类号，并经常

会遇到不好归类的情况。

２　从检索的途径分析

　　中图分类法是图书馆内类分图书资料的法则，是
针对图书资料的馆藏与检索而编制的专业分类法。它

的编制或修订，最大程度地考虑了图书馆排架的实际

情况，充分地满足了图书馆排架要求所需的稳定性，但

对于机读数据的标引，其方法、技术和规则尚不够成

熟。由于在图书馆中期刊是整刊收藏的，在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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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以，其意义仅在于开放型文献数据库的建立。由

于图书馆分类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不为大众所惯用，

所以，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现在对期刊中的论文检索普遍采用自由词检索和

主题词检索：自由词检索中可采用作者检索、刊名检

索、题名检索等，检索灵活性大；主题词检索中则根据

主题词表的树杈结构可对主题词的上、下位词进行全

面检索。例如，对某一疾病上可检索到整个系统，下可

检索某一症状，并有副主题词再进行限定，而分类号

检索只能检索某一系统或疾病，大部分疾病只能归到

系统分类号，缺乏专指性，在信息量越来越大的数据库

中，没有专指性的检索途径自然被专指性强的检索所

取代，有主题词检索，分类检索没有了作用，目前唯一

需使用分类号检索的是为了获得分类号而去检索分类

号，而获取分类号又是为了文献标引分类号［６］。

３　从分类的标引角度分析

　　图书资料的分类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图书
馆内，不但设有文献分类的专业部门，而且配有经过专

业培训的编目人员，以保证分类的准确性；但由于文献

资料的庞杂性和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使得文献分类

的难度不断增大［７］，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也常

因对文献内容特征的认识和对分类法则的把握不同，

造成分类标志的差异。

为了减小这种差异，人们自然会想到让文献出版

者类分和标注图书馆分类号。编辑人员虽然能够准确

地把握文献的内容特征，却不了解科学的分类体系和

科学的分类方法与技术，对他们来说要为某一文献找

到一个恰当的分类号相当不易。例如，同属中药药理

（功效）研究的文章，不同编辑部分别录入“中药实验

药理”（Ｒ２８５．５）、“药理的实验方法与技术”（Ｒ９６５．
２）和“实验药理学”（Ｒ９６５）等不同的中图分类
号［８１０］。分科交叉、交替类编号的存在，导致录入不统

一。当这一工作又被转嫁给同样是外行的作者，这样

就更难保证文献分类标志的准确性。不准确或错误的

分类标志又会影响到文献的检索，造成错检或漏检。

４　与国外医学期刊的对照分析

　　图书馆分类法不是世界通用的分类法，中图法的
使用局限于国内的部分图书馆，在科技论文上标注中

图分类号对于期刊文献的国际交流几乎没有作用；此

外，中图法不是国家标准，在其他领域中的使用还未普

及，在期刊论文上标注中图分类号既与学术期刊的编

排标准化规范化相悖，又无疑是向读者提供了一条他

们并不常用的检索途径：所以，在科技论文中标注中图

分类号不能很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标准化是为

了“促进学术交流”这一中心思想［１１］。

对照国外很多知名期刊，如《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ｌｌ》等，均未见此类标注。

５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中图分类法分类体系的科学
性、专业性，还是中图分类号对于科技论文分类检索的

实用性，或是从科技期刊编排标准化要求及编辑与作

者类分科技论文的可操作性出发，都不能说将中图分

类号当作科技论文的分类标志是恰当的选择；因此，我

们建议，在期刊论文中取消给每篇论文标注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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