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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图法》的发展过程一、《中图法》的发展过程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小型表)(1957)•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小型表)(1957)

• 《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大型法) (1960)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1975、1980、1990第一版至第三版 )(1975、1980、1990第 版至第三版 )

• 《汉语主题词表》(1980、1991)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 2005)•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2005)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1999第四版 )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2010第五版 )



《中图法》的基本知识二、《中图法》的基本知识

• 《中图法》的体系结构

《中图法》的类目划分和排列• 《中图法》的类目划分和排列

• 《中图法》的类目关系和显示

• 《中图法》的类目注释



2.1 《中图法》的结构
宏 结构• 宏观结构

基本大类表 基本类目表编 制 说 明 基本大类表 基本类目表编 制 说 明

主 表

索 引 附 表 使 用 手 册



2 1《中图法》的结构2.1《中图法》的结构
• 微观结构

类目：类号、类名、类级、注释和参照

TB47 工业设计TB47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是工程技术与美学艺术相结合的新学科。

企业形象设计入F272-05企业形象设计入F272-05。
参见 B832.3。

标记符号 等等标记符号：{ }   [ ]   /   +  =  . 等等



2.2《中图法》的类目划分和排列
• 类目划分的基本原则

不同学科划分的标准不同 但都有 定的标准 都必须遵循逻辑划分不同学科划分的标准不同，但都有一定的标准，都必须遵循逻辑划分
的规则。

原则： 一个上位类划分出来的一组下位类的外延之和等于这个上位类的外延

• 类目划分的若干技术方法

共 性共 性

分类标准不同

多重列类法

......

• 类目的排列

客观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
同位类的事物或学科;
客观次序不明显的;客观次序不明显的;



2 3《中图法》的类目关系和显示2.3《中图法》的类目关系和显示
• 类目纵向关系的显示

从属关系
属种关系： 门、纲、目、科

整部关系：人体、头部/躯干/四肢……
方面关系：金属材料的性能（物理、化学、机械、工艺）

并列关系 材料中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复合材

料…… TB31/TB32/TB33

• 类目横向关系的显示

相关关系 高分子材料 参见 TQ317相关关系 高分子材料 参见 TQ317

交替关系 TB14工程化学 宜入 TQ02



2.4《中图法》的类目注释2.4《中图法》的类目注释

• 类目内容的注释 TB47 工业设计• 类目内容的注释 TB47  工业设计

• 类目关系的注释 参见、交替 、组配等

• 类目编列方法的注释 O613/O614 的化学元素

• 分类方法的注释 E19 军事史 (依国际时代表分)• 分类方法的注释 E19 军事史 (依国际时代表分)

• 同类书区分方法的注释 D62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类目沿革的注释 K21 上古史 （4版类目：原始社会）



三、《中图法》五版修订应用对策

《中图法》四版过渡到五版的几个关键步中图法 四版 渡到 版的几个关键步
骤：

• 指导思想和结构• 指导思想和结构

• 修改方案和处理方法

• 制定本馆使用细则



3.1  指导思想和结构指导思 和结构
指导思想：

第五版前四版

1.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1.   以知识、科学技术发展

文献出版的实际为基础

1.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2.   便于排架和检索
唯物主义的编制依据

2. 便于排架

结构：

基本没有变化，只是根据类目的使用频率

适当的进行了合并和扩充 另外添加了复分和适当的进行了合并和扩充。另外添加了复分和
仿分的标注



3 2 修改方案和处理方法3.2   修改方案和处理方法

• 对比

• 归类、统计归类、统计

• 排架情况调查

• 确定处理方法



3.2.1 对 比

• 目的 了解五版相对于四版新增、改类、

删除的类目情况

• 做法 每个分编人员负责几个类，将四

版与 版的类 进行 较版与五版的类目逐一进行比较，

并用颜色笔区分开来并用颜色笔区分开来











3 2 2 归 类 统 计3.2.2 归 类、统 计

目的 了解新增 改类和删除的类目数 同时统计目的 了解新增、改类和删除的类目数，同时统计

出相关的馆藏书目记录的情况出相关的馆藏书目记录的情况

做法 将有变动的类目分列出来，按新增、改类、

删除等情 来归类 并制作统计列表删除等情况来归类，并制作统计列表



四版相对于三版的类目改变情况
1. 原号停用，整体改入上位类

2. 原号停用，整体改入下位类

3. 原号停用，整体改入其他类

4. 原号停用，改入新号

5 原号停用 改入不同类号5. 原号停用，改入不同类号

6. 原号未停用，部分改入上位类

7. 原号未停用，部分改入下位类

8. 原号未停用，部分改入其他类

9  原号未停用，变为交替

10 原号未停用 全部内容变化 原内容改入其他类或新号10.原号未停用，全部内容变化，原内容改入其他类或新号

11.新增类，属加细

12.新增类，原无此号，但有书

13.修订类名，扩大内涵

14.增加复分、仿分专用复分表（无法统计）

15 过去不明确，现在明确15.过去不明确，现在明确

16.原为交替类目，现改为正式



所属情况 新 旧 涉及 涉及 具体类号及备注

归类统计：三版改四版的类目情况统计列表

所属情况 新

类号

旧

类号

涉及
改类

种数

涉及
改类

册数

具体类号及备注

种数 册数

原号停用，整
体改类入上位
类

G40   
C96

G40 –01 
C960

4       
4

9       
13

G40-01/1, /2
C960 /1, /2, /3, /4, /5, /6

类
, , , , ,

原号停用，整
体改入下位类

O657.63 O657.6 1W 1W O657.6-62/J38 
体改入下位类

原号停用，改
入不同类号

D653 
D654 

D659 0 0 无相对应的书

原号停用，整
体改入新号

C95 C912.5 11
2W

35 C912.5 /1-10, C912.5 
/A234
C912 5/W246C912.5/W246

原号未停用，
全部内容变化，

TN915  
通信网

TN915  
有线通信

1 1 TN915 /1
全部内容变化
原内容改入其
他类或新号

信 线 信



五版相对于四版的类目改变情况五版相对于四版的类目改变情况
由于五版是针对部分类目重点进行修订的，所以大部分的

类目没有改变 遇到的情况也没有四版多 但主要还有类目没有改变，遇到的情况也没有四版多。但主要还有
以下几种情况：

1 新增类 F26 产业经济1. 新增类 F26 产业经济

2. 占号改类：原号未停用，内容改变，原内容改入其他类；
F272 企业计划于经营决策 企业管理（总论）F272 企业计划于经营决策 企业管理（总论）

3. 过去不明确、现在明确 网络电话 TN916.5 (加新类名)
4 交替类改为正式类 K901 6 4版为交替类4. 交替类改为正式类 K901.6,   4版为交替类

5. 正式类改为交替类 [G07]  宜入K901.6
6 资料法类号改为正式类 TM571 6的下位类6. 资料法类号改为正式类 TM571.6的下位类

7. 正式类改为资料法类号 TM587的下位类

…………





3 2 3 排架情况调查3.2.3 排架情况调查

• 目的 根据归类、统计的数据，再对这些涉及改号根据归类 计 数据 再对 涉 改号

的图书的排架情况进行调查，制定出本馆的

修改方案和具体的处理方法 (包括多长时间修改方案和具体的处理方法 (包括多长时间，

外借书怎么处理、人员的分工等）

• 做法 以归类统计表为依据，去书库调查需要改号的做法 以归类统计表为依据，去书库调查需要改号的

图书的排架情况，并与流通的同行进行沟通和

协商。（包括各个类号排架的预留情况、图书

出借情况等）出借情况等）



3 2 4 确定处理方法3.2.4 确定处理方法

全部改编1. 全部改编

全部不改2. 全部不改

刀切3. 一刀切

4 部分改编4. 部分改编







四 制定本馆的五版使用细则四、制定本馆的五版使用细则

总原• 总原则

• 通用复分表、仿分表、专用复分表的使通用复分表、仿分表、专用复分表的使
用

组配问题 交替类目的使用问题• 组配问题、交替类目的使用问题

• 同类书的区分同类书的区分

• 集中与分散问题

些特殊类名的本馆归类规则• 一些特殊类名的本馆归类规则



4.1 总原则

• 以文献的学科属性为依据，兼顾读者的
需求和馆藏惯例，将图书归入最切合其
内容和最大用途的类。内容和最大用 的类

般不做类目级别的规定 尽可能的细• 一般不做类目级别的规定，尽可能的细
分，便于数据交换。



4.2 通用复分表、仿分表、专用复分表通用复分表、仿分表、专用复分表
的使用

• 根据各个馆的惯例，选择使用各种复分表。

对与学校学科密切相关的类目要尽可能的
使用这些表使用这些表

仿 表 专 复 表根 馆藏惯 来规定• 仿分表、专用复分表根据馆藏惯例来规定
是否使用这些表







4.3 组配问题、交替类目的使用问题4.3 组配问题、交替类目的使用问题

• 组配： 根据馆藏惯例规定本馆是否使用• 组配： 根据馆藏惯例规定本馆是否使用

组配标号法。如果不使用，怎么处理这
类问题类问题

• 交替： 基本应遵照分类法的规定，特殊
类目按本馆规定类目按本馆规定



组配：

人体解剖学（英汉对照） H319.4 : R322

液压自动控制系统的调整 TP273.06:TP271+.31

交替：

[TB16] 工程地质学 宜入 P642

[R459.8] 精神疗法 宜入 R493



4 4 同类书的区分4.4 同类书的区分

• 分类法上规定“按会议届次排”等的• 分类法上规定 按会议届次排 等的

• 同种书不同版本的给号

• 配套书的分类

• 多卷书的给号• 多卷书的给号

• 同书但不同语种图书的分类

• 计算机方面的书



同种书不同版本的给号/配套书的分类：



多卷书的给号



同书但不同语种图书的分类



计算机方面的书





4 5 集中与分散的问题4.5 集中与分散的问题

• 会议录的分类

• 学术文集的分类• 学术文集的分类

• 翻译作品的分类

• 综合性图书的分类



会议录、丛书的分类







学术文集的分类



翻译作品的分类



综合性图书的分类



4 6 一些特殊类目的归类4.6 些特殊类目的归类

• 计算机等级考试

• 专业资格考试

年度文学作品• 年度文学作品

• 需要本馆做强制规定的需要本馆做强制规定的



计算机等级考试



专业资格考试





年度文学作品





需要本馆做强制规定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