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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分表》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工具，在学科知识的组织和传播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随着地理学的快速发展，现有《中分表》地理学类目存在一些知识更新不及时、类目设置不科学

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分析地理学的最新发展，结合《中分表》现有地理学类目中存在逻辑层级不清、知识点涵盖

不完整、内容分布过于分散的现状，提出将地理学类重新整合为综合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信息地

理学4个二级学科，并对细分学科进行合并整理以避免词表过于细碎冗长。新的分类法将分散在各相关学科的

类目整合归类到K9类目下，并通过参见、互见的方式保留地理学与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同时添加一些新涌现的

专业词汇保证主题词的时效性和科学性。本研究有助于提高图书编目和排架的工作效率、改善读者地理学文献

的查阅体验，并对地理学知识的交流传播产生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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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分表》）是在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编委会的

主持下，从1987年开始由全国40个图书情报单位共同参

加编制，1994年出版的一部大型文献标引工具书。《中

分表》是在《中图法》第三版（包括《资料法》第三版）

和《汉语主题词表》的基础上，为实现分类主题一体化

标引，为机助标引、自动标引提供条件，降低标引难度，

提高检索效率和标引工作效率，编制而成的分类检索语

言和主题检索语言兼容互换的工具[1]。自发布以来，《中

分表》在我国知识组织和服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有

效促进了学科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为行业信息交流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是，随着学科知识的快速发展，

《中分表》部分内容没能及时更新，出现主题词陈旧、

类号设置不合理[2]等问题，给知识的交流传播带来了一

定不便，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修订。因此，为保持《中

分表》的时效性和科学性，《中分表》组委会从未间断

修订工作，在充分吸取各学科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分别于2005年9月、2010年3月、2014年1月、2017年4月
进行了修订，其中2010年3月推出了《中分表》Web版，

2014年1月推出Web 2.1版本，2017年4月对Web 2.1版再

次更新，保持了《中分表》旺盛的生命力。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中人类生存环境的空

间格局、时间演化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3]，

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4]。地理学从自然、

人文、信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应用示范，

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属性。地理学分类体系是

承载地理学知识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它的科学性

直接影响地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同

时也是《中分表》等知识组织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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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地理学类目体系对地理学和

图书馆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研究

早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院图书馆联合召开“地理学图书分类研讨会”，会上指

出长期以来地理学在图书分类中的位置飘忽不定导致

地理文献被分散搁置的问题，决定成立地理学图书分

类小组负责地理图书分类相关工作[5]。王祥珩[6]通过总

结《中图法》中地理学类目设置的缺点和问题，从地理

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出发，站在地理学发展兴衰的高度

提出了地理学类目的修改建议。杨永芳[7]在剖析地理学

这一“大科学”的科学性和系统应用的基础上，提出按

照基础科学系统、应用科学系统、技术科学系统来划分

地理学学科体系，并基于此建议将地理类文献划分为3
个子系统和10个次子系统。马爱芳[8]从地理学综合性、

交叉学科的特点入手进行分析，指出《中图法》第三版

中的“分散立类”原则造成地理学类目的过于分散，并

建议将边缘学科的交替类目改成地理学正式类目。冯

倍青[9]基于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结合图书文献检

索的实际需求，以集中分类为原则，针对K9地理、P9自
然地理学，从类目体系重构、类名更改、取消部分交替

类目、增加类目注释等方面提出改版建议。《中图法》

第五版推出后，刘丽静[10]针对“K历史、地理”类目的修

订，从注释、类目的增改、合并、删除方面探讨其成功与

不足，解析了地区复分表的修订问题。胡金玲[11]指出历

史地理类目的修订具有通用性、客观性，其增删类目符

合学科发展的现状及前景，类目的设置科学规范，但仍

存在参见类目设置不够妥当等问题。

《中图法》地理学类目修订大多是因为分类表缺

乏系统性、整体性，类目设置过于分散，不能完整反映

地理学科知识全貌。已有研究给出了适应地理学发展

现状的科学合理的修改建议，为后来者做出了良好示

范，这也反向说明地理学类目的科学制定必须建立在

扎实的地理学知识背景之上。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中

图法》的修订对地理学类目进行同步更新调整，《中图

法》第五版推出后不再更新，因此相关研究也逐渐减

少。2010年随着《中分表》Web版的上线，《中分表》逐

渐成为文献标引的主流工具，基于《中分表》的学科类

目调整研究也相应增多，但由于地理学受关注度较低，

基于《中分表》的地理学类目调整研究相对较少。近些

年，随着地理学的快速发展，《中分表》已难以适应地

理学发展需求，现有地理类目体系从内容上看过度重

视区域地理等传统地理知识的组织描述，忽视对地理

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地理信息模拟等地理信息新

兴技术领域的关注，不能反映地理学知识全貌；此外，

类目体系设置过于分散，现行分类体系中地理学涉及类

目达10个，既为整体把握地理学知识造成一定障碍，又

为文献的组织和排架带来不少困扰，还为读者“一站

式”检索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均不利于地理学知识的组

织和交流，难以发挥《中分表》应有的知识组织服务的

作用，业界对《中分表》地理学类目的调整呼声越来越

高，很有必要再次对其进行科学修订。因此，笔者尝试

从平时文献标引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地理学学科发展的

最新进展，指出现有《中分表》地理科学类目设置、主

题词选用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

相关改进建议。

2  现行《中分表》地理学类目现状、问
题及原因

现行《中分表》Web 2.1版中地理学类目分布较为

分散（见表1），包括10个一级类号，以K、P两个类别为

主，涉及F、C、E、S、Q、R、X、N等8个其他类别。按学

科主要划分为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自然地理学

和应用地理学4个二级学科。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学科

被划分到其他交叉学科类别中。如人文地理学包括社

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缘地理学、

军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聚落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但其中的社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军

事地理学分别划分至社会科学类的C912.8、C922和
军事科学类的E933，经济地理学则划分至经济学类的

F119.9，而自然地理学划分至地球科学类的P9，诸如此

类还有很多。

现有地理学的类目划分存在一些问题。①学科之

间层级关系逻辑混乱。经济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

一个分支，应该包含在人文地理学内，历史地理学属一

级学科综合地理学范畴，旅游地理学包含在经济地理

学中，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属社会文化与政治地理

学分支，人口地理学属综合人文地理学范畴。②学科分

布过于分散，缺乏整体性。地理学划分到的一级类目多

达10个，社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被划入社会科学，军

事地理学划入军事科学，经济地理学被划入经济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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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被整体划入地球科学类P9，并且P9中的气候

学、水文地理学、海洋地理学等又被划分至相关学科类

别，整个地理科学被肢解得过于破碎，对用户整体把握

学科内容造成一定困扰，也给图书馆馆员的文献分类工

作带来不便。③类号分散影响读者服务质量。地理学类

号设置过于分散，直接造成地理学类图书排架分散混

乱，读者在进行图书资料查阅时不能做到“一站式”浏

览，浪费读者时间。

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分类表制定者对地理学的综合性、交叉性特点理

解不够透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地表环境相互

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

会现象，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属性以及相关边缘

学科属性[6]，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如果对地理学知识理

解不深、认识不够，就很容易按照研究对象将其切分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大类，而与地理学相关的边

缘学科则由于难以辨认且易被忽视而被归类到非地理

学类目，形成地理学分散立类的局面。从学科发展来

看，起初地理学以描述性记载地理要素为主，缺乏理论

体系，难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直到19世纪，基于德国

洪堡的自然地理学和李特尔的人文地理学形成现代地

理学主要框架之后，地理学才被确认为一门科学，但彼

时自然和人文两个分支基本被分割[6]。中国现代地理学

由于历史原因以农业调查、农业区划等自然地理为主，

人文地理发展相对缓慢，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步伐，自然而然就形成二者分裂的状态，基于此的地

理学分类表也较为割裂、分散；就实践而言，与工学、

金融学等直接面向社会岗位需求能快速产生经济效益

的特点不同，地理学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

益，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对地理学的关注和重视，地理学

知识自然就难以在社会上传播、推广、应用。总之，重视

不够导致认识不深，从而造成地理学分类表的不系统

和分散。因此，要改变地理学分类表的现状，须从重视

地理学知识开始，而这有赖于地理学对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和服务。

3 《中分表》地理学类目调整建议

3.1  调整依据和思路

掌握地理学学科发展演变规律是进行地理学类目

调整的基础，整体把握地理学知识是改变现行《中分

表》地理学类目过于分散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科

学合理的地理学类目体系的基本要求。地理学类目的编

制者应当对地理学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了解得不透，

制作出的分类体系则可能有内容缺失、逻辑不顺、立类

分散等问题，从而给地理学文献分类标引带来不便，影

响《中分表》“通过分类的途径查找主题词”[1]这一功

表1 《中分表》地理学类目现状分布

K

P

人文地理学

政治地理学

文化地理学

旅游地理学

聚落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

应用地理学

世界地理

中国地理

地图学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图

水文地理学

海洋地理学

地理信息系统

K901

K901.4

K901.6 

K901.7

K901.8

K901.9

K909

K91

K92

K99

P9

P98

P343

P72

P208.2

一级类号 学  科细分类号

F

C

E

S

Q

R

X

N

经济地理学

交通地理学

商业地理学

旅游经济地理

社会地理学

人口地理学

军事地理学

土壤地理学

生物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

动物地理学

医学地理学

环境地理学

灾害地理学

地理探险与发现

F119.9

F511.99

F729.9

F592.99

C912.8

C922

E933

S159

Q15

Q948.2

Q958.2

R188

X144

X4

N8

一级类号 学  科细分类号

地理学新发展背景下《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地理学类目调整新论谢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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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发挥。一个理想的地理学类目体系应当由图书馆

界和地理学界双方专家在充分讨论、交换意见的基础

上共同完成。更新后的地理学类目体系既要反映最新

最全的地理学知识，又要符合图书分类体系的一般规

则。因此，按照整体把握、层次分明、集中立类的整体

思路，在充分调研地理学学科知识和分类体系发展变

化的基础上，依据图书分类体系一般规则对现行《中分

表》地理学类目进行更新调整。

3.2  中国地理学学科体系发展变化

地理学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服务的应用型

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2]。

1949年以来，中国地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广泛，深深扎根

于国家重大需求，为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自然地理学方面，在地域分异规律和综

合地域系统理论指导下，地理学者主持完成《中国综合

自然区划》[13]，参与制定《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结集出版《1∶1000000中国土地利用图集》[14]，

编制完成《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中国自然灾害系统

地图集》[15]，推动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

工程”等国家重大环境整治工程 [16]，出版发行《中国

泥石流》[17]，为国家指导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人文地理学方面，地理学者参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18]，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制定，深入开展空

心村形成机理[19]、演化特征与动力机制[20]研究，摸清

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21]，提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

式[22]，盘活空心村闲置土地，厘清农村贫困化地域分

异规律[23]，提出精准扶贫方略[24]，有效支撑服务脱贫

攻坚伟大事业，建设用地扩展研究催生国家制定“耕地

红线”和“耕地占补”等耕地保护政策，为国家生态建

设提供土地利用基础资料；地理信息学方面，在虚拟

地理环境[25]、空间拓扑关系[26]、地理空间统计[27]、元胞

自动机与地理模拟系统[28]等方面进行了方法与技术创

新，在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中，以GIS为代表的地理信息

技术为城市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公共健康、灾害监测

等提供重要基础支撑平台，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

展保驾护航。

随着地理学的快速发展，陈发虎院士领衔的专家

团队重新梳理和完善了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见图1），共

图1  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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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4个二级学科，即综合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

地理学和信息地理学[29]。其中综合地理学是地理科学

其他分支学科的支点，主要包括理论地理学、应用地理

学、区域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4个三级学科。理论地理

学主要侧重地理学理论的重构，旨在为地理科学的整

体发展提供系统的方法体系和理论支点；应用地理学

则以地理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指引，主要研究解决各类

自然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实际应用问题；

区域地理学以区域地理考察为基础，重点关注不同空间

尺度的人类文明与发展，服务各种地理区划和区域规

划；历史地理学以地理环境随时间的变化为核心，借助

中国悠久且丰富的文献记载资料，侧重研究历史时期的

人地关系及其地域分异。自然地理学研究人类生存的

自然环境，涵盖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

理要素，形成综合自然地理学、部门自然地理学和人类

生存环境学[30]3个三级学科以及景观地理学等17个四级

学科。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31]，以人类活

动的地域空间分布规律为研究对象[32]，形成综合人文

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社会

文化与政治地理学[33]等5个三级学科以及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等22个四级学科。信息地理学是以信息技术为主

要手段，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中自然、人文、地理信息要

素的分布特征、时空分异、空间联系，以及地理空间数

据与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表达、分析和应用的地

理科学分支学科，主要包括地理遥感科学、地理信息科

学和地理数据科学等3个三级学科以及植被遥感等14
个四级学科[34]。

为了全面了解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划分，笔者参考

借鉴了地理学界的权威机构组织中国地理学会对地理

学的相关介绍。如表2所示，该学会按照不同学科研究

方向共下设26个专业委员会[35]，划分方式与图1所示地

理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吻合，不同的是发展地理专业委

员会和行为地理专业委员会在学科体系中尚未体现。

发展地理学以地理学为依托，综合管理学、经济学、生

态学等学科，重点关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4个方

面要素，以综合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差异，对实现

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6]；而行为地理学则是以

行为主义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描述和解释地

理环境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

其核心是探索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空间行为如何产生

以及人的行为如何反作用于空间，在地理学内加入了对

“人”的正面思考[37]，二者均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因

此本文将此加入以作补充。

同时，考察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简表（地理类）[38]

以吸取借鉴相关经验。在表3中，地理学分为10个大类，

其中GR（民俗）、GT（一般风俗与习惯）在《中分表》

中被划分到K89（风俗习惯），属历史学范畴，本文沿袭

《中分表》惯例，对此类不做调整。GV（娱乐、休闲、体

育）在《中分表》中尚未体现，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休闲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休闲研究也日渐丰富[39]，逐

渐形成隶属人文地理学范畴的休闲地理学，很有必要

将其纳入《中分表》以体现《中分表》的时效性和完

整性。

表2  中国地理学会专业委员会设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

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水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

气候专业委员会

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

环境地理专业委员会

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地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

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

健康地理专业委员会

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

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

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

地理模型与地理信息分析专业委员会

环境变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

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

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

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

生物地理专业委员会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

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专业委员会

发展地理专业委员会

行为地理专业委员会

信息地理专业委员会

序  号 序  号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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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简表（地理类）

G

G

GA

GB

GC

GE

GF

GN

GR

GT

GV

Geography. Anthropology. Recreation

Geography（General）. Atlas. Maps 

Mathematical geography. Cartography

Physical geography

Oceanograph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uman ecology. Anthropogeography

Anthropology

Folklore

Manners and customs（General）

Recreation. Leisure. Sports

地理学、人类学、娱乐

地理学总论、地图集、地图

数学地理学、制图学

自然地理学

海洋学

环境科学

人类生态学、人文地理学

人类学

民俗

一般风俗与习惯

娱乐、休闲、体育

类  号 学科（英文） 学科（中文）

3.3  调整策略及调整结果

《中分表》的类目体系依据《中图法》展开，以学

科分类体系展开是其基本特征。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

深入，学科之间势必出现交叉现象，这在每个类目中均

有体现。就地理学而言，如前所述，由于地理学综合性

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现行《中分表》地理学类目设置

过于分散，给地理学知识的整体把握、地理学文献的

分类标引、地理学文献集中排架等均造成一定障碍。为

此，本文在综合分析地理学发展变化和最新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采用集中立类方式将分散在各个类目中的

地理学知识重新组织分类，并通过参见、互见方式保留

了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交叉关系，同时还对现行地理

学分类体系中存在的层级逻辑错误进行了更正。综合

上述分析，本文给出调整后的《中分表》地理学类目设

置，主要是对K90类目做了调整（见图2），K91和K92予
以保留。

3.4  《中分表》地理学类目相关主题词调整

《中分表》是基于《中图法》和《汉语主题词表》

编制而成的知识管理工具，包括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两

大部分，因此，《中分表》的修订不仅包括分类的调整，

还应对相应的入口词、主题词等进行同步更新修订。随

着地理学的发展，业界出现了一些新兴词汇，尤其是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信息地

理学领域的新兴词汇层出不穷，专业性较强的词汇如空 图2  调整后的K90地理学类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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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感知、空间对象、空间统计、基于位置服务（LBS），
而地理大数据、地理人工智能、地理探测器等词汇使

用频率越来越高，《中分表》应该收录这些词汇，例

如K904.21“地理信息系统”类目的主题词则可以添加

“空间对象”“空间数据”“地理模拟”“地理探测器”

等新兴词汇。

《中分表》一般采用注释说明的方式对入口词进行

一定的解释说明，以方便用户理解使用。例如，R1预防

医学、卫生学，就有“公共卫生学、社会医学、健康学等

入此”的注释说明。本文沿用这一优良传统，对新增的

入口词进行相应的注释说明。例如，类目K904.3入口短

语可设置为“地理数据科学”，并添加“数学地理学、

地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学入此”的注释说明，相应

的主题词可以有地理空间统计、地理大数据、智能地理

等。又如，类目K902.1入口短语可设置为“综合自然地

理学”，并添加“研究自然地域系统、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景观地理学、实验地理学等入此”的注释说明。

本着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科学、客观地体

现地理学交叉学科的特征属性，之前被分散在各学科

的类目重新整合后仍可通过参见、互见的形式链接到

各个相关学科类目。例如K903.26旅游地理学，其研究

对象主要是旅游业的地理空间分异规律，往往离不开

从产业和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旅游这一经济活动的规

律，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应参见F59。类似的还有工业

地理学与工业经济，农业地理学与农业经济，交通地理

学与交通经济。诸如此类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

一一列举。

4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地理学的最新发展，结合《中分表》

现有地理类目中存在逻辑层级不清、知识点涵盖不完

整、内容分布过于分散的现状，建议将地理类重新整合

为综合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信息地理学

4个二级学科，相应地将现有分散在各相关学科的类目

整合归类到K9类目下，并通过参见、互见的方式保留地

理学与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些

新兴词汇保证主题词的时效性和科学性。重新调整的

K9类目囊括了当前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地理学的

最新发展成果，便于《中分表》地理学类目的使用，这

样的修订对图书编目员而言可以更加快速定位书目类

别，提高编目效率；对于图书排架员则可以系统性排架

地理学图书，提高排架效率；对于读者则能实现“一站

式”检索查阅，提高查阅体验。希望本文对地理学类目

的调整建议能对图书馆界和地理学界产生一定裨益，

更好促进地理学知识的传播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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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rgest integrated indexing tool of classification and subject cataloging in China, the Chinese Classified Thesaurus (CC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some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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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eas related to geography, ret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Furthermore, some new words are includ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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