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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范合理的词表范畴体系兼顾概念主题聚类、词表结构表达、本体概念映射等多方面因素，需多

学科领域专家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文章分析并阐述“英文超级科技词表”范畴体系构建需求与运作机制；分析

DDC类目体系的结构特点，提出以DDC为主、专业词表分类体系为辅的主干分类体系选择方法；着重研究并提

出范畴体系的协作共建思路、步骤与规则；对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成果进行展示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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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1BAH10B00）资助。

1 引言

范畴是概念的重要属性，用来说明概念所适用的

学科或所归属的类；是文献信息主题聚类的重要依据，

便于文献的分类组织与浏览；是科技文献信息通用本

体建设的基础，有利于控制通用本体的维度和颗粒度；

又是连接概念与本体的枢纽，便于建立通用本体与科

技词表概念的映射关系，有利于解决因学科交叉、表

达产生的维（粒）度不同、冲突和重叠等方面的问题。

鉴于范畴体系兼顾的对象广泛，以分类表、叙词表

等数据源为基础来构建英文超级科技词表范畴体系的

工作十分庞杂，需要考虑知识组织体系互操作规范、多

学科领域专家共同协作、机器辅助人工干预相结合等

多方面因素。因此，深入研究面向多学科领域的英文超

级科技词表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机制与方法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以下简称“英表”）是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面向外文科技文献

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研究”的主要研制内

容之一，该项目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1]

牵头，由理、工、农、医四大领域相关机构专家分工协

作共同完成。本文正是为了满足课题中“英表”范畴体

系构建的迫切需求，分析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机制，开展

NSTL“英表”范畴体系协作共建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

工作。

2 “英表”范畴体系构建需求与运作机
制

2.1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英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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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从逻辑结构上讲，它是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

科技知识组织体系，自下而上依次为基础词库、概念网

络、范畴体系。基础词库层是将词汇素材层中的不同来

源异构的词汇集，按一定规范进行描述，并采用统一格

式进行存储而形成的词汇元数据仓储；对基础词库层

中的词汇进行同义词归并，形成以概念为单位的同义词

群，进而构成孤立无序的概念网络；范畴体系为概念提

供分类框架，以此对无序概念进行分类类聚，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概念网络在宏观知识结构表达上的不足[2]。

2.2 “英表”范畴体系构建目标及原则

为了有效组织NSTL文献资源，提升NSTL英文文

献信息服务能力，“英表”范畴体系应从主题与学科角

度来实现超级科技词表概念的均衡合理分类与汇聚，

词表结构的清晰表达，为后续科技文献信息通用本体

建设奠定基础，有效控制通用本体的维粒度，便于建

立通用本体与超级科技词表概念的映射关系。为了实

现上述目标，建成一个统一结构框架体系的“英表”范

畴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充分借鉴来源范畴关系原

则：根据省力法则，“英表”范畴体系应充分借鉴和继

承来源分类或主题体系，并以此为基础为来源范畴类

目进行扩充与调整。②概念涵盖完整性原则：“英表”

范畴分类体系应具备学科覆盖面广的特点，类目应尽

可能涵盖理工农医等所有科技领域概念。③类目等级

科学实用性原则：“英表”范畴分类体系结构应具备层

级分明、等级性较强、维度层面的各等级概念分布较均

衡等特点。满足专业用户的应用需求，符合用户的一般

使用习惯。具备规范的注释以及分类号，可读性强。④

可扩展性原则：“英表”范畴分类体系结构应具备一定

的可扩展性，其等级类目及概念涵盖面可以随着概念

及关系的增加而逐级扩展。

2.3 “英表”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机制

以多源异构的词汇集为基础，构建汇聚多领域概

念的范畴体系，需要制定由多领域专家共同遵循的协同

合作共建机制，进而解决多范畴间的不兼容性，满足不

同领域范畴之间的协同操作以及范畴体系的全局调控

需求，具体包括：主干类目遴选与分配机制、领域范畴

自主构建机制、阶段性协同全局调控机制、交叉领域类

目冲突解决机制。

2.3.1 主干类目遴选与分配机制

完全新建一个全新的范畴体系是不现实的，英表

范畴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选择一个现有

的分类体系作为主干分类体系，选择多个专业分类表、

叙词表等作为辅助分类体系，根据拟构建范畴体系的

功能及需求定位，对主干分类体系进行类目遴选，利用

辅助分类体系对主干分类体系作相应的扩充调整。一

个合理的任务分配机制能够确保多领域机构高效有序

地完成范畴体系协同共建，而按学科领域所遴选的主

干范畴类目是制定多领域协同共建范畴体系任务分配

机制的重要依据之一。

构建一个多领域范畴体系，首先，需要按各机构的

领域特征以主干分类体系为主，以专业辅助分类体系为

辅来遴选各自领域的主干范畴类目（前三级），尽可能

继承维系主干范畴体系等级逻辑关系，确保所遴选的

主干范畴体系类目等级的连贯性，对主干范畴体系中

未遴选的、综合性的，而又必设的类目需作特别遴选处

理。其次，对各领域所遴选的范畴类目集作类目查重处

理，得到的重复类目由遴选机构共同分析确定其最终

的任务归属机构。为了避免加重后续工作量，主干类目

遴选阶段产生的重复类目在任务分配时只能分配给一

个领域机构。最后，对各领域机构所归属的范畴类目以

及综合类目进行任务分配标识，所标识的类目集将作为

“英表”范畴体系的基础主干类目，后续工作中，各领

域机构必须按类目的任务分配标识来操作各自领域的

主干范畴类目。

2.3.2 领域范畴自主构建机制

鉴于理、工、农、医四大部类的学科领域特点不

同，各领域所遴选的包括分类表、叙词表等参考辅助

专业分类体系的应用范围不同，在核心范畴体系中的

分布特征也各异，即便是大致相同的应用领域，也可

能因为分类思想的不同导致范畴体系间的不完全兼容

性。为了提高各领域内范畴体系构建的效率，特提出领

域范畴自主构建机制。即：各领域机构在遵循“英表”

范畴体系整体构建原则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学科领

域特征及参考辅助专业分类体系的特点，制定各自领

域的分类体系互操作规范与细则，提出各领域的核心

领域范畴的扩充与调整方法，通过辅助专业分类体系

与领域主干范畴类目的互操作，实现范畴类目提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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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类目更名、类目拆分与合并、类目删除与新增等

领域范畴体系类目扩充与调整，完成各领域范畴的自

主构建。

2.3.3 阶段性整合与全局调控机制

英表范畴体系要求所涵盖的学科领域庞杂，概念

主题覆盖面广，构建工作涉及的机构多，各机构的工作

机制又大同小异，因此，不论从范畴体系的维度等级，

还是从范畴体系类目间的逻辑关系上讲，范畴体系构建

过程中均需要各领域机构分步骤、分阶段地集中对各

领域范畴体系进行整合与全局逻辑调控。

整合与全局调控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对各领域范畴体系（前三级）的整合，确保其学科覆盖

的完整性，类目学科主题分布态势的合理性；第二阶

段，继续对理、工、农、医各领域扩充调整后的三级以

上范畴体系进行整合与全局调控，本阶段工作侧重于

提高主题与概念的覆盖完整性；第三阶段，从全局角度

对范畴体系类目逻辑关系进行深入核查与分析，消除因

学科交叉所产生的类目冲突、重叠及冗余问题，确定构

建的“英表”范畴体系等级结构框架的统一性。

2.3.4 交叉领域类目冲突解决机制

针对学科交叉融合等问题所产生的领域间类目冲

突、类目重叠、类目冗余等问题制定了一套解决机制。首

先，各领域机构核查各自的领域范畴体系类目与其他领

域范畴类目存在语义或者逻辑冲突、重叠、冗余三类类

目冲突问题，并对问题类目进行冲突类型标注；其次，

各领域专家针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共同分析商讨，明确问

题类目的最终标注类别；最后，针对类目语义逻辑冲突

问题，通过调整类目等级、修改类目名称、类目融合等

操作来解决；针对重叠类目考虑在其主要应用领域列

类，次要应用领域则以“参见”类目形式出现；针对冗余

类目则判断其类目间的冗余范围，选择直接删除较小范

畴的类目。

3 DDC特点及主干分类体系选择

《杜威十进分类法》（ D e w e y  D e c i m a l 
Classif ication，简称DDC）[3]，是一部通用分类法，系

统性强，应用较广泛，目前已被全球超过135个国家的

图书馆使用[4]，且被翻译逾30种语言版本；从其类号体

制看，DDC是十进制分类体系，其各级类目基本按层

累计方式编号，类目体系等级分明，易于理解和使用；

且DDC设有专门的维护机构持续对其进行维护和修订
[5]，一直处于不断的更新与完善中。此外，DDC更能用

来组织网际网络上的各种资源。

透过DDC类目，对其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综

合学科类目的分布特征进行粗略分析发现，理学类目

主要集中在一级大类“5自然科学与数学”下，工学类目

主要集中在一级大类“6技术”下，农学类目主要集中在

二级类目“63农业技术”下，而医学类目主要集中在二

级类目“61医学”下。由此可见，DDC基本涵盖了各学

科的核心范畴类目，领域内类目分散及缺省问题可通过

分类体系的局部调整与扩充来弥补。

鉴于上述DDC自身系统性强、可维护性强、易于理

解、学科覆盖相对完整性等特点，本文选取DDC分类

体系作为主干范畴体系，对其进行局部扩充与调整，由

理、工、农、医领域机构协同共建“英表”范畴体系。

4 基于DDC的“英表”范畴分类体系协
作共建

4.1 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思路

基于“英表”范畴分类体系的构建原则与协作共建

机制，“英表”范畴体系的协作共建思路是：选取DDC
作为主干范畴分类体系，其基本覆盖了理、工、农、医

几大部类。以此为基础，理工农医各领域机构分别根

据范畴体系构建目标，遵循领域范畴体系构建原则，吸

收专业领域优秀范畴体系的分类思想，对主干范畴体系

进行类目扩充与局部调整，既要考虑各自领域英文文献

的主题分布特征，也要考虑中文用户的使用习惯，自主

构建各领域范畴体系。整个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采取

分两个阶段来交替实施“领域范畴体系自主构建”以及

“多领域机构协作完成范畴整合”工作，以逐级调整扩

展的方式来构建范畴体系，范畴体系经过后期的调整

与完善，最终建成一个统一学科框架下的“英表”范畴

分类体系。

4.2 范畴类目协作共建步骤

范畴体系协作共建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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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畴素材遴选、领域范畴构建与整合，以及范畴体

系调整与完善。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阐述如下：

理工农医各领域机构以DDC分类体系作为主干范

畴表，遴选出DDC主干范畴类目，并对其等级结构进行

调整；按照各机构制定的领域范畴体系互操作具体细

则，分别将DDC主干范畴类目与所遴选的专业领域参

照分类表作类目映射，充分发挥专业领域优秀分类体系

对DDC的扩展补充作用，生成理、工、农、医、综合领域

范畴体系；依据英表范畴分类体系调控原则对所生成

的分类体系进行整合与全局控制，生成中间范畴分类

体系。

通常，协作共建工作可以以细分工作量的方式将复

杂工作分阶段简化。由于“英表”范畴体系构建工作庞

杂，为了降低工作负担，避免重复工作，此阶段我们又

细分了两个步骤来还完成中间范畴体系的构建工作，即

领域前三级范畴体系的自主构建与整合、领域三级以上

范畴体系的自主构建与整合。

此外，在构建中间范畴体系过程中，针对前三级类

目，我们通过专家辅助主干类目遴选，以及多范畴体系

类目映射等方式来确保范畴体系的学科主题分布态势

的合理性；而针对三级以上类目，应重点考虑范畴体系

的概念分布均衡性及概念覆盖完整性。这里我们采取

范畴测试的方式，对各学科领域叙词概念进行范畴类

目归类，分析范畴体系等级维度上的概念分布均衡性

及概念覆盖完整性，依据分析结果及范畴体系调控规

则，通过概念群组归并与拆分等操作，对三级以上范畴

类目进行调整。

（3）范畴体系调整与完善

范畴体系调整与完善过程的主要任务是各领域

专家辅助从全局角度对范畴体系类目逻辑关系进行

深入核查与分析，对当前的范畴体系中领域间重复类

目、交叉冲突类目、等级关系矛盾类目等进行修正调

整，进而消除因学科交叉所产生的类目冲突、重叠及

冗余等问题，实现多领域范畴体系的无缝整合。范畴

体系调整与完善过程主要依据范畴体系类目冲突处

理规则。

4.3 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操作规则

尽管各领域机构在各自领域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

遵循自主构建原则，但为了确保建成一个统一学科体

系框架下、统一风格的英表范畴体系，各领域机构在协

作共建以及分别处理相似问题上应遵循一定程度上的

统一化规则，规则概述如表1。

图1 “英表”范畴体系构建框架

（1）范畴素材遴选

范畴素材遴选的主要任务是从包括DDC在内的

范畴素材中遴选出尽可能涵盖核心叙词概念的范畴类

目，以此作为超级词表范畴体系构建的数据基础。

理、工、农、医各领域机构依据范畴遴选规则，

从范畴体系的覆盖面、体系结构、范畴语言等多角

度，选取DDC分类表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领域范畴，

即参考范畴分类体系，如领域主题表、领域分类

表、领域叙词表等，作为超级词表范畴层范畴体系

构建的基础数据，为“英表”范畴体系构建奠定数

据基础。

（2）领域范畴构建与整合

领域范畴构建与整合的主要任务是以遴选的范畴

素材（包括DDC、主题表、其他分类表等）为基础，各

领域机构通过领域范畴体系间的类目互操作，自主构

建生成各领域范畴体系，进而整合各领域范畴体系，并

对其类目进行科学适用性调整与全局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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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畴体系协作共建结果展示与评价

理、工、农、医各领域机构，以DDC分类体系为主干

范畴体系，严格按照英表范畴体系的构建目标与需求，

遵循英表范畴体系的协作共建机制与原则，协同合作共

同建成了一个包含9个等级、10408个类目的“英表”范畴

体系。其中，一级类目38个，涵盖了理、工、农、医、综合、

通用六大部类（如表2），且经测试各大部分的核心词表

表1 范畴体系协作共建操作规则一览表

1

2

3

4

5

6

序号

①充分继承DDC原有范畴类目及类间关系；②充分利用专业范畴体系，尽可能高度覆盖本学科领域范畴类目

限定的映射关系类型：①相等；②包含于；③包含；④不相等；⑤相交

限定的调控操作类型：①类目更名；②类目提升；③类目降级；④类目拆分；⑤类目合并；⑥类目增加；⑦类目删除

限定的处理操作：①彻底分开，两边分别保留；②两边均保留，但有侧重；③两边均不保留，单独列类

纯数字编码，两位数字表示一个大类，以数字的顺序反映大类的序列。每三个等级用圆点符号分隔

操作注释的类目对象包括：①不同名同义类目间映射产生的新类目；②同名不同义；③交叉学科类目

 ④类目拆分合并生成的新类目；⑤主干类目；使用注释的类目对象包括：①参见类目；②交替类目

农业辅助分类体系（一级）协作共建操作规则

类目遴选规则

类目映射规则

范畴类目调控规则

冲突类目处理规则

范畴类目编码规则

范畴注释规则

概念均可归入“英表”范畴体系类目中，表明该范畴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学科主题相结合的列类原则以及概

念涵盖完整性原则；范畴体系类目等级整体呈规范正态

分布[7]（如图2），等级性较强；从英表范畴体系的编码规

则上看，该体系中的各领域范畴类目具备一定的可扩展

性，可读性较强。

综上，本文构建的“英表”范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有效组织NSTL文献资源，提升NSTL的文献信息服务能力。

表2 “英表”范畴体系一级类目及学科分布一览表

00

01

02

03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30

31

32

33

34

35

范畴类号 学科部类 范畴类目名称

综合

综合

综合

综合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理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哲学、心理学、宗教

社会科学

人文与艺术

历史、地理

自然科学总论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地球科学

生物学

植物学

动物学

医药卫生总论

卫生学、预防医学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特种医学

药学

36

50

51

52

53

54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90

范畴类号 学科部类 范畴类目名称

医学

农学

农学

农学

农学

农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工学

通用

中国医学与其他传统医学

农业基础科学

农学

林业科学

畜牧科学

水产、渔业、狩猎

工程基础科学、通用技术

矿业工程

冶金与金属工艺

机械工程、汽车工程、仪器设备

能源、动力、电工、核工程

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

化学工程

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技术

土木、建筑、水利工程

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军事工程

环境科学与技术

通用概念



2014年第11期（总第126期） ��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范畴体系协作共建研究孙巍，张学福，潘淑春，等

6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英表”范畴体系的构建需求与运作机

制；制定了以DDC为主干范畴表，通过对其进行局部调

整与类目扩展来构建“英表”范畴体系的整体方案；阐

述了包括“范畴遴选”、“领域范畴构建与整合”、“范

畴体系调整与完善”三个阶段工作的整体构建框架；从

图2 英表范畴体系类目等级分布统计图

“英表”范畴体系构建目标及原则的角度对理工农医

协作共建的“英表”范畴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与评

价，进而得出“英表”范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构

建需求的结论。而“英表”范畴体系在类目导航效果、

类目的均衡性、实际应用中概念的涵盖率等方面的特性

仍有待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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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abo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of Category System for 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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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into account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lustering of topics and concepts, expression of thesaurus structure, mapping concepts to ontology, a practical 
and standard category system for thesaurus should be constructed cooperatively and collaboratively by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ategory system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English Super-thesaurus” (STEST) are analyzed and elaborated;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DC, a selection method of co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that supplements a focus on DDC with professional and domain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researches are focused on the ideas, steps and rules of collabo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of category system for STEST; the outcomes of collaboration and co-
construction of category system are displayed and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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