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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Case Analysis in the Cataloging of Chinese Multi-volume Books and Book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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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volume Books and Book Ser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cataloging. Due to their various types and some 
identical or opposit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catalogue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relevant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hich makes the cataloguing of 
Multi-volume Books and Book Series more likely to b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taloguing methods of conventional Multi-
volume Books and Book Ser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taloging methods of more complex Multi-volume Books and Book Series through several special 
cas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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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诞生以来，在我国情报检索语言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作为国际上最大型

的综合性主题词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众多专家的集体智慧，带动了我国众多专业性汉语主题词表

的编制与应用；另一方面提升了我国文献资源信息组织能力和水平，强化了中文文献的文档索引和查全查准率。

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了《汉语主题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的改造与重修工作。《〈汉语主题词表〉构

建研究》记录十年来新型《汉语主题词表》的探索经历与实践过程，主要表述汉语类主题词表的发展演变路径，

记录《汉语主题词表》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展示新形势下《汉语主题词表》重构的框架、思路、流程和模式，归

纳《汉语主题词表》构建中探索的标准规范、基础词库、协同编制平台和范畴体系，阐述概念建设、关系构建和范

畴分类等核心构建业务，详述《汉语主题词表》服务系统。曾建勋等著的《〈汉语主题词表〉构建研究》，2020年由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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