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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学教育史上，一些非常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如刘国钧、杜定友
、皮高品等，他们既编制了一些有影响的分类法，同时也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图书分类课程。
图书分类既是图书馆重要的技术工作，也是图书馆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正因为如此，图书分类学就诞生了。
后来，图书馆馆藏不仅有图书，还有各种其他文献，因而有了文献分类学。
　　20世纪70年代，我国主题法有了初步发展，逐步形成了分类法和主题法两大方法体系并存的格局
，在大学教学中分设了专门课程。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琪玉教授开始了对分类法、主题法等各种信息组织方法的综合研究，规范了
名词术语，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情报检索语言，并成功地开设了相应的
课程。
后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创立和发展了情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
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中外兼容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分支学科。
20多年的创建发展和完善，不仅使之走向成熟，某种程度上也创立了一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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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根据现代信息资源的特点以及信息检索的要求，对信息组织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描述，内
容包括：现代信息组织的背景和要求、信息组织的基本原理、信息组织分类法、信息组织主题法、信
息组织集成法、信息内容分析与标引、信息组织中的自然语言应用、网络信息组织、数字图书馆信息
组织、信息组织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趋向。
第二版修订时根据近几年信息组织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又进行了及时更新和校订，特别是对网络信息组
织、自然语言信息检索方法等发展快速的领域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增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信息组织最
新的理论与方法。
本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将传统文献组织与现代信息组织融为一体，既面向现实也展望
未来。
书后附有中外重要信息组织工具简介、“信息组织”课程推荐书目和信息组织相关的网络资源指南，
可以为教学提供更多的参考。
与第一版书配套的网络课程为教师备课和学生的深入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深受教授和学习信息组
织课程的师生的欢迎，此次教材修订也将同步对网络课程进行修订，并努力保持适度的动态更新。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及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各类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岗
位培训教材和工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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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能    二、信息组织方法融合的形式  第二节  信息组织工具兼容互换    一、信息组织工具的主动式
兼容    二、信息组织工具的被动式兼容  第三节  分类主题一体化    一、分类主题一体化发展趋向    二、
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的结构原理    三、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的类型    四、分类主题一体化方法的应用  
第四节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结构与使用    一、《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编制概况    二、《中国分
类主题词表》体系结构    三、《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电子版    四、分类号一主题词对应表    五、主题
词一分类号对应表    六、《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分类标引中的应用    七、《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
主题标引中的应用第六章  信息内容分析与标引  第一节  信息主题与主题分析    一、信息主题的含义、
结构与类型    二、主题分析的水平和要求  第二节  信息标引的种类、方式和程序    一、信息分类标引
和主题标引    二、各种信息标引方式    三、标引工作程序  第三节  分类标引的方法与规则    一、辨类的
方法    二、分类标引的基本规则    三、分类标引的一般规则    四、各学科信息的分类标引规则    五、确
定分类法使用本与图书改编    六、同类书区分  第四节  主题标引的方法与规则    一、主题概念分解与
查表选词的方法    二、选择标引词的一般规则    三、各类型主题与各类型文献的主题标引规则第七章  
信息组织中的自然语言应用  第一节  自然语言在信息组织中的应用概述    一、自然语言的演化    二、
自然语言区别于受控语言的特点    三、自然语言处理及其在信息组织和检索中的应用  第二节  自然语
言在信息组织中的应用    一、自动标引的实现基础——自动分词    二、自然语言标引    三、自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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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检索    四、搜索引擎的自然语言检索    五、自然语言检索系统的优点及存在的不足  第四节  后控制
检索    一、后控制机制概述    二、国内外后控词表研究及其应用现状    三、网络检索系统中的后控制
技术第八章网络信息组织  第一节  网络信息类型与特点    一、网络信息及其类型    二、网络信息的环
境特点和组织的难点    三、网络信息组织的目标  第二节  网络信息的分类组织    一、传统分类法应用
于网络信息组织    二、网络信息分类法与分类模式    三、网络信息自动分类  第三节  网络信息的主题
组织    一、基于网络的叙词表的发展    二、叙词表在网络多媒体信息组织中的应用    三、主题法在网
关中的应用  第四节  基于本体的信息组织    一、语义网信息组织新模式    二、本体基本原理    三、网络
本体描述语言    四、本体构造    五、本体标注  第五节  网络信息组织方式    一、文件方式    二、数据库
方式    三、主题树方式    四、搜索引擎方式    五、Web2.0信息自组织方式  第六节  网络信息重组与知识
挖掘    一、网络信息重组与导航    二、网络知识挖掘第九章  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  第一节  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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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组织概述    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二、数字图书馆的含义    三、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特点    四、
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的特点  第二节  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一、数字图书馆系统的
基本结构    二、数字信息资源的信息结构    三、数字图书馆用户获取信息的模式    四、信息资源组织
的基本原则    五、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组织步骤  第三节  数字信息资源的描述    一、元数据的定义、
类型    二、DC    三、MODS    四、XML与RDF  第四节  数字信息资源的标引与整合    一、数字信息资源
标引与整合的含义    二、数字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与主题标引    三、非文本信息资源的标引与整合    
四、异构数字资源库的整合第十章  信息组织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趋向  第一节  古代信息组织    一、信息
组织产生的基础    二、古代的信息组织  第二节  近代信息组织    一、近代国外信息组织    二、我国近代
的信息组织    三、近代信息组织的特点  第三节  现代信息组织    一、现代信息组织方法的发展    二、网
络信息资源组织的探讨与实践    三、现代信息组织的特点  第四节  信息组织的发展趋势    一、信息组
织环境的变化    二、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信息组织    三、信息内容揭示深入化    四、信息组织方法集
成化    五、信息组织技术智能化    六、信息组织系统兼容化与标准化    七、信息组织工具易用化    八、
信息组织理论研究的拓展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中外重要信息组织工具简介附录二  “信息组织”课程
推荐书目附录三  信息组织相关的网络资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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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叙词表的结构与编制　　一、叙词表的宏观结构　　叙词表（Thesaurus），在我国又称为
主题词表。
它是以特定的结构集合和展示经过规范化处理的叙词和非正式叙词，并显示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作
为叙词标引和检索依据的术语控制工具。
它不仅提供标引和检索所用的叙词，而且提供多种查词途径，对正确选用叙词进行准确、全面的标引
和检索起保证作用。
　　世界上现有数以千计的叙词表，它们的结构并不完全一致。
下面主要以《汉表》为例予以介绍。
　　（一）叙词表的一般宏观结构　　从宏观上看，叙词表一般由以下十大部分组成（见图4-1）。
　　1.字顺表　　字顺表，是将众多叙词款目和非正式叙词款目按字顺排列的词汇表。
在传统叙词表中，字顺表含有叙词或非正式叙词的最完整信息，是标引和检索的主要依据，是叙词表
的主体。
因此，一般称为叙词表的主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组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