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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类目注释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类目注释是否合理、恰当、科学、实用，都直

接影响其功能作用的发挥。本文分别对3D打印知识、项目管理知识、同类书排列方法3个类目注释方面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希望促进《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一步修订，强化类目注释功能，更好发挥其工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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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目注释问题探讨*

* 本研究得到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高校学科服务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修订研究”（编号：SGH20Y1125）资助。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

当今国内图书馆使用最广泛、最权威的分类法体系。在

《中图法》中，类目是构成分类法最基本的要素，每个

类目代表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文献集合。《中图法》的

微观结构，就是类目的构成要素及其组织。类目由类

号、类名、类级、注释和参照组成[1]。其中，类目注释是

对类名的补充说明文字，有助于明确类目的含义和类目

之间的关系，因而是类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图

法》大量的类目注释，不仅反映分类法本身的科学性、

合理性、实用性程度，而且有助于文献分类标引人员对

《中图法》的正确理解和掌握，在实践应用中发挥着重

要的指导作用。所以，类目注释是否规范、准确、科学、

实用，都直接影响其功能作用的发挥。笔者在长期从

事分类编目实践和《中图法》的理论学习与使用中注意

到，《中图法》经过4次修订不断完善的同时，在类目注

释方面还存在个别问题，有必要给予探讨。本文选取类

目注释方面的3个问题进行分析，希望与同行交流，促进

《中图法》再次修订，使类目注释进一步完善。

1  类目注释简论

在《中图法》的类目体系中，类目注释是对类名的

补充说明，可归为以下6种类型。①类目内容范围注释：

指明类目的含义，对类目的内容范围加以划分，说明某

类包含与不包含的内容以及某事物的定义、同义词和

近义词等。②类目关系注释：指明单纯参照、相互参照

以及交替类目对应的正式类目。③列类依据与类目编

列方法注释：指明类目设置与划分的根据。④类目沿

革（类目修订）注释：说明类目内容范围、类目体系、类

名、类号等变化情况。⑤分类方法注释：指示类目复分

方法与组配方法、文献集中与分散方法、特殊分类规则

等。⑥同类书区分方法注释：对属于某些特定类目的文

献指明其按事物名称、会议届次、写作时期或出版年代

取书次号码[1]。

以上6种类型共同构成了《中图法》的类目注释系

统，它与类目等级结构、术语系统、标记系统共同形成

系统联系，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实现对分类表的词义、

词性、类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先组度、专指度的控制，使

分类法具有揭示文献知识内容及其相关性，对文献知

识进行系统化整序，将标引用语与检索用语相符性比

较的功能[1]。

类目注释的功能意义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①类目

注释是为用户提供帮助。类目注释，不仅有助于用户明

确类目的含义和类目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用户掌握分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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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表的使用方法，以及类目在修订版本前后的变化等，

避免或减少用户使用中出现盲目性、歧义性、混乱性、

错误性等问题，保障用户对文献知识分类结果的准确

性、恰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提高文献知识的分

类标引质量。②类目注释能够增强《中图法》的使用效

果。类目注释作为用户对文献知识分类的重要依据，能

够促进用户准确把握、理解并贯彻《中图法》的分类思

想、原则、标准和方法，以及《中图法》的整体结构和

发展脉络与规律，促进对《中图法》形成系统把握与深

入理解，从而提高分类表使用效果。由此可说，它是提

高《中图法》使用效果的一种重要途径。③类目注释是

《中图法》编制质量与水平的反映。类目注释虽然只是

《中图法》的一部分，但作为类目构成要素中的一个功

能系统，它的合理性、恰当性、科学性、实用性，都体现

和反映了《中图法》编制质量与水平。 

2  类目注释的问题分析

基于前文论述，类目注释的类型及其功能作用表

现在多方面、多层次。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仅对3D打印

知识、项目管理知识、同类书排列方法3个类目注释方

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促进《中图法》及时修订

完善。

2.1  3D打印知识归类注释问题

在分类实践中，3D打印知识的分类标引结果存在

混乱与错误，原因是人们对3D打印知识所属的学科类

别模糊不清，而《中图法》既没有为3D打印知识明确设

置类目，也没有关于3D打印知识归类的注释说明，以致

出现不良的分类结果。

2.1.1  3D打印知识的分类标引现状

关于3D打印知识的分类标引现状，笔者以中国国

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和CALIS联合目录公

共检索系统的书目数据为依据（检索时间2020年4月）

进行检索。结果显示，书目数据的中文文献中，关于3D
打印的文献大多数归入“TS853立体印刷”类目，少数

归入“TB4工业通用技术与设备”类目和“TB472产品

设计”类目。这说明在实际中，3D打印知识文献本应归

入同一类目，却未能集中一致，而被分散归类，表现为

归类和标引错误、归类粗细不统一、标引深度不一致，

特别是大部分归类错误。这有悖于同类书集中在一起

的分类原则，也不符合前后分类一致的标引原则。这种

不良的分类标引结果，在入藏中自然导致同一知识主

题的图书文献资源排架错误、混乱，必然影响用户对知

识文献索取利用的便捷性。

2.1.2  3D打印的学科知识归属不清

3D打印知识分类标引的散乱现象说明3D打印知识

归类模糊不清。尽管3D打印技术引入我国已多年，如今

已被专业人士所了解，但相当一部分分类人员对它的学

科属性并不清楚，不知道应该归入哪个类目，在对3D
打印知识文献进行分类标引时，难免出现主观性、随意

性、歧义性的结果。在此，有必要对3D打印知识作一介

绍，以便正确理解它的学科归属，做出恰当的归类。

3D打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展

起来的先进的产品开发和快速加工技术，其核心是基

于数字化新型成型技术。它是借助平面打印（2D打印）

原理，逐层堆积成具有三维结构的物件，实质上是进行

三维实物成型的制造技术，属于制造业。从3D打印类

知识趋势看，目前在迅速发展，相关知识文献各年出版

数量、引文数量都呈增长态势[2]。

从学科知识属性分析，3D打印已经成为一种一般

工业技术，并且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核心，所以它应该

属于工业通用技术与设备大类。然而，它的学科知识归

属并未引起分类标引人员足够的思考和理解，少数人员

理解准确，大部分人员理解偏差，甚至望文生义，仅凭

字面相似而做出错误归类，即分类号为TS853，主题为

“立体印刷-印刷术”。

2.1.3  3D打印知识归类注释问题解决

以《中图法》编制原则为依据，发挥类目注释功

能，增加3D打印知识的归类注释。上述3D打印知识分

类标引的不良现状，源于人们对3D打印的学科知识归

属模糊不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分析《中图法》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3D打印在《中图法》中没有明确

的立类，又缺少相关类目下的归类注释给予指引帮助，

以致分类标引结果出现歧义、错误、混乱的现象。

根据分类法的一般理论，与知识发展同步是分类

法的编制原则之一，它要求分类法在修订中要充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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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新学科、新技术、新主题。新知识一旦出现在文献之

中，分类法中就应当有它的位置。由于许多新学科的研

究处在发展或探索阶段，不但学科名称不确定，其研究

的范围和学科属性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有些构词形

式相同的学科，其含义可能迥然不同。这些问题给新学

科、新主题的文献标引带来一定难度[3]，这就需要《中

图法》通过类目注释，及时给予说明，避免发生分类标

引的错误和分歧。同时，根据类目注释的类型及功能，

其一就是类目内容范围注释，即指明类目的含义，对类

目的内容范围加以划分，说明某类包含与不包含的内容

以及某事物的定义、同义词和近义词等[1]。

《中图法》修订技术之一就是扩充类目体系、补充

主题，主要方式包括通过类目注释，增加新的主题内

容和不断完善注释系统，使类目本身及类目之间的关系

更加明晰[1]，由此达到帮助分类人员快速准确分类的

效果。据此建议，将3D打印一般知识文献归入“TB4工
业通用技术与设备”大类，并注释“总论3D打印技术入

此，专论入有关各类”或者在“TS853特种印刷”类目下

增加注释“3D打印入TB4”。 

2.2  项目管理知识归类注释问题

从知识产生到发展演化的过程和当前状况看，项目

管理知识近年来已得到快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状态，

而《中图法》关于项目管理知识的归类注释还是基于其

早期的状态和相应的认知，反映在《中图法》第四版和

第五版中，就是归类注释均未给予调整或修订，以致在

分类实践中出现不一致的分类结果。

2.2.1  项目管理知识分类标引现状

项目管理知识在《中图法》中的归类注释情况：

《中图法》第四版、第五版在“C931.2管理的方式方

法”类目下注释“项目管理入F062.4”，即将项目管理

归入“F062.4技术经济学”。目前，在实践中，从CALIS
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

录查询系统中，关于项目管理知识文献的相关检索结果

看，项目管理知识主要被归入类目：C931.2管理的方式

方法、F062.4技术经济学、F224.5费用效益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F282基本建设研究与决策。其中，以归入

“F062.4技术经济学”和“F224.5费用效益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占多数。实质上，这样的分类结果是不恰

当的。其原因就是在分类工作中，有的人客观地从目前

项目管理知识的学科属性理解进行归类，而相当一部分

人依据《中图法》的上述相关类目注释进行归类。

2.2.2  项目管理知识归类注释问题分析

（1）项目管理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很大变

化。项目管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项系统方

法和管理技术，作为传统项目管理，在这个阶段强调

项目的管理技术，以实现项目的时间、成本和质量三大

目标。而现代项目管理，已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体系，成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分支[4]。项目管理已成为

一门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当今社会，随

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项目管理的国际化、信息

化、社会化等新特点与趋势，可谓“一切都是项目”。这

种泛项目化的发展趋势使项目管理成为普遍应用于各

行各业的一种管理方法体系，具有一般管理学方法的

属性。

（2）项目管理知识归类问题分析。通过以上对项目

管理知识的介绍可以发现，《中图法》之所以将项目管

理归入“F062.4技术经济学”以及“F224.5费用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和“F282基本建设研究与决策”类

目，是基于项目管理在被引入我国之初，主要是运用经

济数学分析方法，对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分析论证，存在

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类目“F062.4技术经济学”和类目

“F224.5费用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都属于成本

管理中的成本预算、分析内容部分，是项目管理中十大

管理方面的一部分内容；类目“F282基本建设研究与决

策”仅限于基本建设这一特定领域的项目评价和可行性

研究，属于专论性类目。如今，项目管理已经发展成为

总论性知识学科，即一般性管理方式方法，所以不能作

为专论归入该类。所以，上述类目的内涵都小于项目管

理知识，不能涵盖项目管理的全部知识内容。从理论上

说，在知识分类的基本功能上，它没有恰当反映项目管

理知识在当代知识学科中的位置，也违背了分类法“应

以图书内容的学科属性作为类目划分的主要标准”[5-6]

的编制原则，因而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探讨[2，7-8]。

2.2.3  项目管理知识归类注释问题解决

首先，文献知识分类的主要根据是知识的学科内

容属性，它是建立在对知识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目注释问题探讨李清，侯荣理，张馨



2022年第1期（总第212期）50

础之上的。其次，《中图法》修订的指导思想强调“与

知识发展保持同步，及时解决实际应用问题”[9]。最后，

《中图法》修订的主要技术也包括订正错误，即对在使

用中发现的类名、类号、隶属关系、参照关系、注释方

面的错误以及排版、校对、印刷中的错误予以订正[1]。

所以建议：将项目管理的一般知识文献归入社会科学

总论中“C931管理技术与方法”类目下的“C931.2管
理的方式方法”类目[10]，同时，将注释语“项目管理入

F062.4”修改为“项目管理入此”。

2.3  同类书排列方法注释问题

《中图法》关于同类书区分方法，即同类书排列方

法的注释，在《中图法》第五版的类目表中共有64处，

某些注释还有举例说明。然而，这种注释的功能效果并

非如其所愿，它在理论依据和实践操作两方面都存在

问题。

2.3.1  同类书排列方法注释问题分析

（1）同类书排列方法注释规定超越了分类法的功

能范围。从本质功能讲，分类法就是按图书内容的学科

（知识）属性来系统揭示和组织文献，将性质相同的聚

集在一起，性质相近的联系在一起，性质不同的予以分

开，以方便人们对图书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依据《中图

法》给同类书确定相同的分类号，就已经实现了其对图

书知识分类进行指导的功能。从其功能原则上讲，如果

需要对某些类目知识进行分类的延续和深化，应通过

分类法的其他措施辅助实现[11]，如新增子类目、复分、

仿分或增加组配编号法注释等方式，而不应通过统一

规定排列方法来实现，因为，这超出了《中图法》的“分

类”的功能范围，进入“排架”方法范围。这种规定实质

是解决同类书排架的方法，即书次号编号问题，它属于

各个图书馆自主选择的功能范围。

（2）同类书排列注释缺乏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首先，从分类法与同类书排列方法的性质区分来

说，《中图法》作为一种分类方法，是类分文献、组织

文献、编制分类检索系统的工具，是面向全国的共同标

准，具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权威性。而且，分类法要体

现其普遍适用性、标准性与合理性。相比之下，同类图

书排列方法是解决同类图书的排架方法和同类书在分

类目录中的组织方法，使每一款目个别化、次第化，方

便排检利用。各种同类图书排列方法都是在图书馆长

期工作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选择使用某种方法

都有自己的根据和考虑，从而体现自己馆藏图书组织

编排的序化个性特点，而且所形成的编号即书次号，一

旦确定将具有一贯继承性、连续性、系统性，不可轻易

变更。所以，从整体上看，各个单位所形成的同类书排

列结果（索书号）各式各样，各不相同。其次，书次号具

有较明显的适应性、灵活性和个别性。就全国而言，书

次号无法统一，也根本无须统一[12]。再次，如果对某些

类目依据注释达到同类书统一书次号，在实际中不具

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它打破了各个图书馆固有

的排架号系统和秩序。具体来说，无论哪种排列方法所

取得的书次号，其编码都是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编码

有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不可随意更改或打破，否

则，将会导致书次号混乱，违背图书索书号的专指性和

唯一性，以及连续性和次第性，影响图书排检、统计和

利用。所以说，同类书排列注释规定缺乏普遍适用性和

可操作性。

（3）同类书排列方法注释的实用性不强。为了了解

《中图法》同类书排列注释规定在实际中的采用执行

情况，笔者进行了抽样调查。①从《中图法》第五版分

类表中关于同类书排列注释的各种类型的类目中选取

14个代表性类目，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

系统为检索源，对这些类目下的图书进行检索，并跟踪

查询索书号，结果未见采用执行。②在全国范围内随机

抽样各种类型图书馆50多家，通过网页访问和直接咨

询了解，结果均未发现执行《中图法》关于同类书排列

注释规定。其中，只有一个图书馆的个别类目曾经执行

《中图法》第二版、第三版的规定，但从第四版以后就

停止了。以上两项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图

法》同类书排列注释规定并未在全国得到普遍采纳和

执行，即使起初执行了，后期也难以继续而终止。由此可

见，《中图法》同类书排列注释规定缺乏实用性。

2.3.2  同类书排列注释方法问题解决

综上所述，《中图法》关于同类书排列的注释规

定，将各个图书馆能够自主、灵活解决的问题纳入其

中，超出了其分类法的本质功能范围，反而使其缺乏

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因而得不到普遍执行。而且，

《中图法》关于同类书排列法注释规定对图书馆在

第二版、第四版、第五版的要求从“均应按其规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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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3]到“一般应遵循执行”[14]再到“供分类法用户参

考使用”[15]，其态度从要求执行转变到参考使用，也反

映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对这一注释规定

存在的问题有所认识，这是进一步修订的基础。所以，

建议《中图法》再次修订时，取消同类书排列注释规

定，同时达到精简《中图法》篇幅、剔除冗余的效果，使

类目注释的其他功能作用得以集中和加强，也使《中图

法》的合理性、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权威性更强。

3  结语

《中图法》作为文献知识标引、组织、检索的工

具，其各个方面都必须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以

适应时代的发展。分类法的修订与编制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义，《中图法》就是在不断修订中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类目注释是《中图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修

订也应如此。本文通过3个类目注释方面存在的问题分

析，说明《中图法》类目注释修订的必要性、及时性和迫

切性，希望促进《中图法》类目注释功能加强，与科学

技术或学科体系发展同步，更具指导性与实用性，进而

使《中图法》编制水平提高，更大发挥《中图法》的工具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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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 anno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ategory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Its function will be directly affected based on 
whether the class annotation is reasonable, appropriat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lass annotation 3D print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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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of th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category annotation and give better play to its instrument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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