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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分类主题映射表》的

总体设计与编制

赵建国，周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军用分类主题映射表》是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检索语言工具，既可以用于军事信息资源的分类标引，

也可以用于军事信息资源的主题标引，实现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检索方式。本文简述了《军用分类主题映射表》

的总体框架,阐述了《军用分类主题映射表》映射与审查过程,叙述了“军用分类主题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功能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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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简称《军分法》）和《军

用主题词表》（简称《军表》）是供全军统一使用的两

种主要信息检索语言工具。多年来，《军表》和《军分

法》在全军图书、情报、档案、资料、文书和出版等领域

广泛应用，为军事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提

供重要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当前信息检索语言分

类主题一体化已在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利用中显示出越

来越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在《军表》和《军分法》的基

础上，编制一部供全军统一使用的分类主题一体化信

息检索语言工具，成为我军信息检索语言发展和信息

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全军军用信息检索语言编管会办公

室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提交编制《军用分类主题映

射表》（简称《映射表》）立项论证报告，并被列为全军

军用信息检索语言编制管理工作“十二五”规划以及总

装科研计划项目。

2015年3月，由全军军用信息检索语言编管会办公

室牵头，总装科技信息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

资料馆、总参某部军用主题词表编管会办公室、国防大

学图书馆等单位参加，共同组建的《映射表》编制工作

课题组历时5年，完成《映射表》的编制工作。

课题组调研了当前国内外信息检索语言分类主题

一体化的做法和经验，根据两个概念集合之间可相互

映射的原理，《映射表》以《军分法》和《军表》为基

础，采用概念集合间相互映射原理和技术，研究制订映

射规则，将《军表》的全部主题词映射到《军分法》相

应类目，实现《军表》与《军分法》的全面融合及一体化

集成，形成具有分类主题一体化功能的信息检索语言

工具，是实现军事信息资源分类主题一体化同步标引与

检索的基础条件和语言保障。

1 编制规则

为确保将《军表》中的主题词映射到《军分法》相

应类目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课题组按照映射关

系类型制订映射规则。该规则根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等属性以及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将主题词至类目的映射

关系分为类目对应主题词、类目等同标注主题词、类目

组配标注主题词、扩展类目主题词、类目隶属主题词等

5种关系。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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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题词隶属于类目的基本规则

（1）只需隶属《军表》中的正式主题词，非正式主

题词作为入口词，从属于对其对应的正式主题词，由后

台中的编制系统自动隶属。

（2）一个主题词至少要隶属到1个类目。对具有多

种属性，可以隶属多个类目的主题词，类目总数最多不

超过3个。

（3）应根据主题词的本义、本质属性，隶属到最主

要的类目。即从分类隶属角度，对主题词的学科属性或事

物属性进行分析对比，再根据主次关系，确定隶属类目。

1.2 主题词隶属于类目的细则

（1）消冗隶属细则。类目对应主题词、扩展类目主

题词和类目标注主题词中的类目等同主题词不再当作

该类的类目隶属主题词。

例1：“A2121. 11军事著述”的类目对应主题词“军

事著作”不再作为类目隶属主题词。

例2：“A00军事思想总论”的类目等同主题词“军

事思想”不再作为类目隶属主题词。

（2）恰当隶属细则。一上位类有时有若干下位类

（包括扩展类目），凡下位类的类目隶属主题词不再作

为上位类的类目隶属主题词。

例：类目“X9121用户设备”有扩展类目“X9121-71
电话机”，其中“X9121-71电话机”的类目隶属主题

词“可视电话机”、“录音电话机”不再作为上位类

“X9121用户设备”的类目隶属主题词。

（3）下位主题词隶属细则。具有相同上位词的主

题词，并且上位词所隶属类目无下位类时，所有下位

主题词应归入该类目。换言之，最下位类目的类目隶属

主题词，如果仍有下位主题词，则所有下位词，包括直

接、间接下位主题词，应隶属于该类目。

例1：类目“W2311.23地雷部件”再无下位类，其类

目隶属主题词“防排装置”有1个下位主题词，故其下

位主题词“诡计装置”应隶属于该类目。

例2：类目“V2121. 11-17化学手榴弹”无下位类，

其类目隶属主题词“催泪手榴弹”有2个下位主题词，

故其下位主题词“爆炸型催泪手榴弹”、“燃烧型催泪

手榴弹”应隶属于该类下。

（4）收容类隶属细则。当一个上位类下设有若干

具体下位类，同时还设置“其他”、“其他××”、“一般

性问题”、“××一般用语”等收容子类时，该上位类不

再收类目隶属主题词。其类目隶属主题词要么归入具

体子类，不能归入具体子类的其余主题词应隶属于收

容子类。

    例：B61军事学边缘学科

            =军事科学+边缘学科

        B6111军事领导学

             军队领导

B6131军事预测学

         技术发展预测；军事未来研究；科学预测；

未来学；预测科学

    ……

    B6199其他

         作战运筹研究

（5）上位类隶属细则。当一个上位类目下只设若干

具体下位类目，未设任何“其他”、“其他××”、“一般

性问题”、“××一般用语”等收容子类时，其类目隶属

主题词可归入具体子类的应归入具体子类，不能归入

具体子类的其余主题词可隶属于该上位类目。

   例：P5131裁军

            部分裁军；裁军会谈；裁军问题；局部裁

军；全面裁军

       P5131.11常规裁军

              边境裁军；共同均衡裁军

       P5131. 21核裁军

               核裁军理论；核均势

（6）交替类主辅类隶属细则。交替类目不设置类

目隶属主题词，应将其隶属于交替注释所指向的“宜入

××类目”。换言之，具有交替关系的两个类目，对其各

自的类目隶属主题词应先归并、排序、去重，再将其隶

属于交替主类，并清空交替辅类中的类目隶属主题词。

例：“[G5121. 8111]维护社会稳定”的交替类目注释

“宜入H6141.11维护社会稳定”，类目隶属主题词全部

应该归入H6141.11。
（7）交叉类一致性隶属细则。交叉类目的类目隶

属主题词应基本一致。换言之，具有交叉关系的两个类

目，对其各自的类目隶属主题词应先归并、排序、去重，

再将其分别隶属于两个交叉类目。

 例：“H3161.2 9政治工作法规”与“L13政治工作

法规、制度”交叉，两个交叉类各自的类目隶属主题词

应一致。

（8）交叉类差异性隶属细则。军事学科与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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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子类互相交叉时，类目隶属主题词的归属应该有

所侧重。一般军事学科概念主题词入军事学科，相关

学科概念主题词入相关学科。

例：“爱国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帝国主义、反对腐

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等等归入相关学科“Y”有关各类，而不入“L00
政治工作理论”类。

（9）通用概念主题词隶属细则。只起聚类、组配

或限定作用的通用概念主题词，一律隶属归入“Z99通
用概念”类。综合一般用语，隶属归入“Z9911”。科技

一艘用语，隶属归入“Z9921”。
例：“办法；管理”归入“Z9911综合一般用语”，

“类型；设计”归入“Z9921科技一般用语”。

1.3 体系结构

根据《军分法》的体系结构，《映射表》由“编制说

明”、“分类主题词表”、“主题词—分类号对应索引”

三部分组成。

（1）编制说明：简述《映射表》的编制目的、指导

思想、技术规范、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等。有助于全面

了解《映射表》及使用方法。

（2）分类主题词表：是从分类体系指向主题词的

一体化分类主题表。内容包括《军分表》24个基本大

类、4个通用复分表以及各级类目对应的主题词。其款

目构成要素包括：分类号、类名（包括类目对应主题词、

扩展类目主题词）、类目注释以及类目标注主题词、类

目隶属主题词等，该表既是一部增加主题词的新版《军

分表》，又是一部以《军分表》体系组织而成的《军表》

的分类索引，是从分类角度进行分类号和主题词一体

化标引和检索的工具。

（3）主题词—分类号对应索引：是从主题词指向分

类号的对应索引。借鉴主题法原理，将分类表中类目对

应主题词、扩展类目主题词、类目标注主题词、类目隶属

主题词等与分类号相对应，从而形成主题词字顺索引。

2 “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框架结构

《映射表》是一项大型复杂的数据知识工程，为了

减少大量繁杂的人工劳动，提高编表的效率和质量，课

题组研制开发了“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其框架结构

如下：

 该系统由文件管理、数据编辑、机辅映射、浏览

查询、规范年检查、分布统计、文稿输出、帮助文件八个

部分组成，其功能完备、操作简便，实现了《军表》与

《军分法》之间的多元、多维关联映射，可从多个角度对

《映射表》质量进行量化评估，能够对《映射表》全要

素进行可视化维护管理，为完成《映射表》编制任务提

供计算机技术保障。

3 映射与审核

3.1 映射工作

在完成编制《映射表》各项准备的基础上，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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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参编单位的业务工作领域进行映射任务分工，

通过“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开展分编工作。《军表》

中有正式主题词55105条，经过近1年时间的分编，已将

约46000条词映射到相应类目，同时发现约9000条词在

《军分法》中找不到相应类目，无法实现映射。

通过对约9000条无法实现映射主题词进行具体分

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其中约60 0 0条是《军表》收

选的军事学科以外的相关学科主题词，而《军分法》

中没有设置“相关学科”的大类；二是其中约250 0
条是《军表》收选的各军事学科中的一般概念主题

词，而在《军分法》相应学科中没有设置“一般性问

题”类目；三是其中余约500条是《军表》收选的各军

事学科中的专指概念主题词，在《军分法》中也没有设

置相应类目。

为实现《军表》与《军分法》的全面融合映射，经

反复研究，对《军分法》进行适当调整修订。一是在《军

分法》的基本大类中增加了Y 相关学科，该大类中下

设二级类目22个、三级类目153个、四级类目127个、五

级类目9个、扩展类目8个；二是在《军分法》各军事学

科中新增二级类目15个、三级类目71个、四级类目126
个、五级类目6个、扩展类目233个，其中“一般性问题”

类目15个。通过修订和调整《军分法》，较好地完成《军

表》8万余条主题词到《军分法》8千余个类目的全面融

合映射。

3.2 审核工作

《映射表》分审工作结束后，聘请了4名曾参加或指

导过《军表》和《军分法》编制工作的军内外检索语言

专家参加总审，强化《映射表》总审工作力度。

（1）个人审查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专家个人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修改意见，须

经总审组集体讨论后，方可进行实际修改，避免因专家

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而出现偏差。

（2）全面审查与“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专项审

查相结合

“映射表编制管理系统”具有从多个角度对《映射

表》质量进行专项检查功能，总审组在对《映射表》进

行全面审查的同时，充分利用该系统具有的专项检查功

能，发现和解决具有共性、可预见性的问题，取得明显

的成效。

（3）综合审查与专业审查相结合

总审组在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科进行审查时，遇

到疑难问题或较生疏的学科，及时向有关专业单位的

专家请教或直接邀请他们参加审查工作，先后对《映射

表》进行两次全面审查、修改，多次专项检查、核准，显

著提高《映射表》的整体质量。

3.3 试标引工作

《映射表》总审工作结束后，总装科技信息研究中

心资料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国防大学图

书馆等单位，利用《映射表》，对馆藏文献进行试标

引。总装科技信息研究中心资料馆对3217篇中文军事科

技期刊论文进行标引，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对

10余种刊物的4000余篇文章进行标引，国防大学图书

馆对1500余种军事图书及自建数据库中2800余篇军事

期刊论文进行标引。

4 功能与特点

《映射表》运用分类主题一体化技术实现了《军

表》与《军分法》的全面融合，其整体功能大于《军分

法》和《军表》两者功能之和。这样，将主题语言直观

性优势引入分类语言，标引人员直接通过主题词查找

到文献信息所属相应的类目，用户也不需要系统掌握分

类法，直接用主题词，就可以通过《映射表》进入分类

系统，按知识体系检索到所需要的文献信息，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满足全军机关、院校、科研

部门和文献管理机构对军事信息资源管理的迫切需求，

提高文献信息标引和检索效率。同时，也为军用信息检

索语言的本体语义研究摸索经验，以推动军队信息化应

用的总体水平。

（1）通过分类表和主题表的映射，建立分类主题

一体化工具，同时进行分类号、主题词的标引，简化操

作程序，降低标引难度，提高标引质量，节省人力和物

力成本。

（2）便于分类检索、主题检索以及分类主题两者

组成的混合检索，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

（3）为实现计算机辅助标引，以及对军事信息资

源的科学组织和开发利用，打下坚实数据基础。

（4）为实现多学科或专业检索语言的兼容互换，

建立多学科的分类主题映射表奠定基础。

（5）为《军表》和《军分法》的修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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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映射表》是我军首部大型、综合性分类主题一

体化检索语言，将《军表》的全部主题词对应到《军分

法》的相应类目，实现《军分法》与《军表》的全面融合

和一体化集成，是进行各类军事信息资源科学组织与

有效利用的基础性工具。同步研发的“映射表编制管

理系统”，解决《军表》与《军分法》之间的多元、多维

关联映射关系，创新了分类主题一体化映射的思路、途

径和技术手段，从多个角度对《映射表》质量进行量化

评估，实现《映射表》全要素的可视化维护和管理。随

着《映射表》在军事信息资源组织和服务领域的应用，

《映射表》将推进军事信息资源的主题和分类自动标

引，简化标引程序，降低标引难度，提高标引质量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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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解决军事信息资源的回溯分类或主题重组难

题，极大地提升主题分类一体化检索质量和效率。当然

也需要进一步优化版面格式、完善《索引表》组配限定

和《复分表》主题映射，尽快组织研制开发“分类主题

一体化机辅标引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分类主题同步标

引、检索服务。

参考文献

[1] 赵建华.《军用主题词表》的发展现状及展望[J].情报理论与实

践,1996(2):20-21

[2] 赵建华,陈庆平,周健,等.《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总体设计与技术

特色[J].中国索引,2005(4):3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