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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索用户培训中“主题分析”问题的思考 3

摘　要　“主题分析”是检索工具或数据库标引人员和检索人员在检索标识上取得一致的关键。

检索用户培训教材中应专设“主题分析”章节。内容应包括 :主题分析的基本问题、课题的主题

类型分析、主题结构分析及主题分析方法等。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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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主题分析在检索过程中作用的再认识

111 　信息的标引与检索

标引和检索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一方面标引人员将

欲序化信息按一定规则编入检索系统时 ,必须对信息内容

进行主题分析 ,并判断所属学科 ,进而转换成分类、主题语

言等检索标识 ,将相关信息按检索标识顺序排入检索系统

的正排或倒排档中 (印刷型检索工具称为正文和索引) 。这

样 ,检索工具就揭示了经标引人员整序后对用户有用的信

息 ,否则 ,用户所需信息将处于一种无序的原生分布状态 ,

查找起来费时费力 ,达不到全、准、快、便、省的检索要求 [1 ]。

另一方面 ,用户利用检索系统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必须

使用检索语言 ,必须对自己的课题进行主题分析 ,将反映课

题的所属学科和主体因素及其他因素转换成相应的检索标

识后 ,才能使用按检索语言 (或称检索标识) 编排的检索系

统查检所需信息线索、摘要或全文数据等。

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 ,主题分析不仅是标引而

且也是检索的关键环节。主题分析正确得当 ,学科和主题

概念就容易提炼。而主题概念提炼正确就会比较容易转换

成精确、标准的检索标识 ,从而提高标引质量和检索效果。

在信息资源管理中 ,基于图书资料、档案管理的分类标

引和主题标引的规范化 ,是在其标引过程中由相应的标引

规则 (分类法及使用手册、主题词表及使用手册等) 来控制。

用户按相应的规则 ,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主题分析应与

标引人员对同样内容的信息所做的主题分析结果趋于一

致 ,这样所转换的检索标识才能一致 ,检索的结果才可能准

确。因此 ,培训检索用户的“主题分析”能力 ,是检索用户培

训课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但就目前而言也是比较薄弱

的一个环节。

112 　对检索用户培训中“一串钥匙”与“一把钥匙”

关系的新认识 ———主题分析是“一把钥匙”培训法

自文献检索教育开始 ,就有两种用户培训方法。其一 ,

交给用户“一串钥匙”,即一种一种地介绍各种检索工具的

使用方法 ,让用户掌握“一串钥匙”来打开知识的宝库。其

二 ,交给用户“一把钥匙”,即只介绍检索语言 ,用户掌握了

检索语言就可以使用任何检索工具和机读数据库 ,来打开

知识宝库。笔者以为 ,“一串钥匙”法往往只能让用户对检

索工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 ,每当遇到新的检索工具

时都会产生使用上的困难 ,不利于从用户的使用角度对检

索工具提出优化和更高的要求。而从主题分析着手 ,让检

索用户学会用“一把钥匙”去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 ,是从逆

向思维解决检索语言难关的一条途径。掌握了主题分析方

法 ,用户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任何检索工具的编排和使用

方法。当然 ,前提是在检索用户培训中必须讲清楚“主题分

析”这一检索步骤 ,从用户的专业知识角度讲明白检索语

言。否则 ,问题仍将不可能解决。

2 　目前我国检索用户培训中对“主题分析”

的处理方式

211 　介绍检索步骤时 ,“主题分析”作为第一步的方

式

检索过程可分成若干步骤 ,在检索用户培训时必须将检

3 　本文是 2001 年河北大学教学改革课题“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建设”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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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步骤分割开来 ,一一陈述 ,做到条理清晰、易于理解。检

索步骤的第一步是主题分析 ,或称明确检索要求。一般是

将主题分析分成几项内容 :分析课题所需信息的所属学科 ;

明确相关学科 ;分析检索范围 (筛选文献信息的初步设想) ;

明确课题所属类目及主题词 (同义词、外文词、学科专业名

称或代码等等) ;确定查找信息的文献类型 ;确定查找信息

的年代 ;确定特定人物。这种分析方式看似已经清楚地介

绍了主题分析的方法 ,但在实际运用时 ,用户仍感到困惑 ,

比如 :课题所属类目如何明确 ,明确的依据是什么 ? 课题的

主题词又应如何判断 ? 导致对主题分析方法在信息检索中

究竟有多大作用往往不甚理解。

212 　介绍具体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时 ,在实例中附

带分类范围和主题概念语词的分析

有些检索用户培训教材 ,在其检索步骤章节只是比较简

单地介绍主题分析 ,至于如何具体做出主题分析结果 ,是在讲

到某一检索工具时 ,用举例说明。如陈界老师等人主编、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一书就是采取

的这种方法。该书涉及的每种检索工具使用方法举例中 ,都

讲述某一课题的主题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比如在介绍《中

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时 ,其检索实例就是“骨肿瘤的

放射治疗”。进行主题分析时 ,介绍该课题的主题词为“骨肿

瘤”与副主题词为“放射治疗”[2 ]。由于该课题涉及学科范围

较窄 ,专业性又很强 ,按类浏览筛选量小 ,所以就没有介绍学

科范围分析 ,只做了主题词和副主题词的分析举例。这种介

绍主题分析方法的讲述方式看似具体 ,但并没有说透事物的

本质。比如 ,为什么主题词是“骨肿瘤”、副主题词是“放射治

疗”? 两者能不能转换 ? 这些不讲清楚 ,用户在对其他课题做

主题分析时仍会不得要领。这种讲述是“一串钥匙”中的“每

把钥匙”还要带“一把小钥匙”的方法。

213 　专设章节介绍“主题分析”的方式

这种方式一般只出现在信息分类或主题标引的教材或

手册中 ,如《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教程》、《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使用手册》等。检索用户培训教材中很少有专设“主题分

析”章节的。但李长信老师等人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医学文献检索》一书将“主题分析”作为其第三章 ,用整章

篇幅加以介绍。其中介绍了主题类型、主题结构、主题概念

提炼、主题分析方法等。这对于用户掌握如何提炼主题概

念 ,以及将其转换成检索标识这一主题分析关键问题的方

法是非常有益的。但该教材将标引工作的“主题分析”与检

索时的“主题分析”混为一谈 ,比如其中的主题分析第一步

文献审读 ,就忽略了用户是对课题进行分析。课题是用户

自己的课题 ,用户只要知道怎样将反映课题内容的学科分

类和主题概念语词分析出来 ,并转换成检索标识即可。文

献审读对标引人员非常必要 ,因为文献作者的意图 ,文献内

容的主题 ,文献的学科属性等 ,标引人员只能审读后才能进

一步分析 ,并找出文献的学科分类和主题概念语词 ,将其转

换成检索标识 ,正确地标引和揭示文献。尽管该教材在专

设的“主题分析”章节中存有标引培训与检索培训相混的不

足 ,但这种方式是应该推荐的。只有专设“主题分析”章节 ,

才能真正讲清楚“主题分析”的知识内容 ,让用户摸清“主题

分析”的脉络 ,做到与标引人员建立检索系统时 ,对同一信

息内容的主题分析结果相一致 ,从而提高检索效率。

3 　检索用户培训中“主题分析”的内容设置

为了使检索用户真正掌握“主题分析”的知识内容 ,做

到在检索时其主题分析结果能与标引时的主题分析结果相

一致 ,本文提倡专设“主题分析”章节。

用户课题的主题分析是在用户的专业知识范围内 ,虽

然也涉及检索语言 ,但用户接受起来效果是不同的。这种

认识是基于用户对自己课题的学科隶属关系、专业术语的

同义词、近义语词都比较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培训时

能阐明课题专业概念语词的分解、提炼、转换以及学科分类

等方法 ,就能使检索用户适应任何检索工具或数据库的检

索要求。

在培训者设置“主题分析”的内容时 ,应删掉其中文献审

读的内容 ,因为用户在检索前一般并没有相关文献 ,需对课题

进行分析后才能查找所需的文献。基于这种认识 ,“主题分

析”的内容设置应该包括 :

(1)主题分析的基本问题。如主题分析的概念解释 ,什

么是课题的主题 ,标引和检索主题分析结果趋于一致的必

要性、要求、目的等。

(2)主题分析角度。包括分析角度与课题学科性质的

关系 ;分析角度与课题需求的关系 ;分析角度与课题将要使

用的检索标志特点的关系。

(3)课题的主题类型分析。包括主题类型的概念解释 ;

各种主题类型 (单一主题和多主题、单元主题和复合主题以

及复合主题的多种类型) ;复合型主题转换成检索标识时应

注意的问题 ,如“激光在医学上的应用”,其主题类型为概念

联结型复合主题 ,“应用”为联结词。

(4)课题的主题结构分析。包括 : ①主题结构的概念解

释 ,即构成主题的各个要素及它们的作用和相互关系。②

主题结构的分析 ,即对复合主题类型的课题进一步分析它

是由哪些主题因素构成的 ,各主题因素的作用以及各主题

因素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对复合主题进行分解和认识的过

程。③复合主题的主题因素类型 (主体因素、通用因素、空

间因素、时间因素、文献类型因素) 。④主题结构分析的目

的 ,即判断课题的中心、动态部分和限定部分 ,用以把握主

题的主要成份和次要成份 ,从而对课题内容所涉及的主题

概念进行提炼、精选、取舍、最终确定出检索标识。比如 :

“胃动脉的功能”,中心部分是“胃”,第一限定部分是“动

脉”,第二限定部分是“功能”,其分类范围为内科的人体部

位 ;主题词是“胃动脉”(如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有“胃动

脉”这一专指词) ,副主题词为“功能”,因为课题的主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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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胃动脉”,通用因素是“功能”,属“事物———方面”型概念

限定复合主题。⑤主题概念词的提炼、取舍与转换。其含

义是将反映课题内容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汇识别出来 ,目

的是有助于转换成将要使用的检索工具所需要的检索标

识。比如“广西近代工业发展概况”,在判断了主题类型和

分析出主题结构各因素作用后 ,会发现其中有实质意义的

词为“工业发展史”、“广西”、“近代”,而“概况”无实质意义 ,

可以不用作检索词。若使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进一步规

范主题词 ,可得“工业经济”、“经济史 :近代史”两个主体因

素的规范主题词和位置因素词“广西”。只要分析正确 ,转

换成检索语词是比较容易的。能分析出课题中代表中心问

题的语词和代表限定部分的语词 ,并从中删除无实质意义

的语词 ,就基本上掌握了确定主、副主题词的方法。检索入

口词的选择不但容易并且准确性也较高。

(5)主题分析方法。对于检索用户来讲 ,最合适、最容

易掌握的主题分析方法是主题结构模式法。就是按照事先

设计好的主题结构模式提炼相关主题要素 ,分析主题要素

之间的关系。主题模式可表述为“主体因素———通用因素

———空间因素———时间主题———文献类型因素”。课题中

包含哪个因素就分析哪个因素 ,有的因素不只一个就要全

部分析出来 ,以便筛选和进行匹配。比如“90 年代美国政府

制定毒品问题的计划”,主体因素是“毒品”、“美国政府”,通

用因素是“计划”,空间因素是“美国”,时间因素是“90 年

代”。实际检索可以用“毒物走私”、“吸毒”、“美国”、“90 年

代”匹配检索文献。需要说明的是 ,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规范“毒品”一词 ,只能用“毒物———走私”、“吸毒”来表示。

若有人查找美国政府的各种计划 ,再使用“美国政府”、“计

划”,从隐含角度检索美国政府的计划。因标引人员从隐含

角度揭示了这一隐含主题。

使用上述“主题分析”内容设置方式培训用户时 ,用户

能否做出如下分析结果的格式即可检验培训效果。以本文

曾使用过的几个课题为例 :

(1)“激光在医学上的应用”

主题类型 :概念联结型复合主题。

主题结构 :中心问题为“激光”(主体因素) 、“医学”(主

体因素) ;动态部分为“应用”(通用因素) 。

有实质意义的语词 :“激光”、“医学”、“应用”。

查表转换 :主题词为“激光”、“医学”;副主题词是“治疗

应用”(查表得到专指度较高的词) 。

(2)“胃动脉的功能”

主题类型 :概念限定型复合主题。

主题结构 :中心问题是“胃”(主体因素) ;限定部分是

“动脉”(通用因素) 、“功能”(通用因素) 。

有实质意义的语词 :“胃”、“动脉”、“功能”。

查表转换 :主题词为“胃动脉”;副主题词是“功能”。

(3)“广西近代工业发展概况”

主题类型 :概念限定型主题。

主题结构 :中心问题是“工业发展”(主体因素) ;限定部

分为“广西”(位置因素) 、“近代”(时间因素) 。

有实质意义的语词 :“工业发展史”、“广西”、“近代”。

查表转换 :主题词为“工业经济”、“经济史 :近代史”;副

主题词为“广西”。

检索用户如果能够熟练地掌握“主题分析”的上述 5 个

内容 ,那么检索用户与标引人员在对待同一内容的信息资

料上将会思路一致。而且能了解各种检索工具或数据库编

制者的初衷和编制方法 ,使用时会感到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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