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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编制说明

一、编制原则

图书分类法是按照一定的思想观点，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图书资料的内容和特点，

分门别类组成的分类哀。这部分类法是按如下的原则编制的z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虫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烹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编制依据，乡是目的确立及其序列安排，不仅要从科学概念出友，同时要考虑它的思想

政治内容。

乡在工、分类体系要符合科学性的原则，以科学分类为基础，采取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

体的逻辑系统。同时要考虑图书资料分类的特点，既强能容纳古代的和外国的图书资料，又

要充分反映新学科和新事物。

第三、在挺自安排和栋记符号的设置上，要j]求简明、易懂、易记，以适应图书资料分

类实践的需薯。

第四、照顾各类型剧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类分阁书和资料的需要，为全国图书资料统一

分类编目创造条件。

二、体系结构

关于知识的分类，毛主席在《黯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

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

识。自然科学、批企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蜡品，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

括和总结。"这娃我们确定分类法基本结构的理论根据。据此，本分类法将知识门提分为"哲

学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个基本部挠，

列于首位。此外，考虑到图书本身的特点，对于一些提内容庞杂，类无专隅，无法按某一学科

内容性质分类的图书，概括为"综合性图书飞作为一个基本部类，置于最后a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序列z 哲学朵朵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幌

括和总锚，因此把它列作第二部棠，排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前闹，这是符合罔

书分类法从一般到具体的序列原则的。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总结知识，其中包括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组成部分，它们都是指导社合活捕

和科学活动的科学。任何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都首先句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着。社会科学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比自然科学更为密切，并且就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z 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泊组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说，还可以保持它们二者的联系，在"哲学"部提

由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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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编制说明

后，紧接"社会科学飞因此，在图书分樊系统中，首先反映社会科学，然后是自然科学。

将五大部提序列为自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择东思想

哲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综合性图书

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个科学部门的内容很多，发展很快，在图书分提法中需要

各自展开为若干个大类，否则不能满足图书分类上的需耍，也不便于广大读者菇找图书资
料。因此，在社会科学部提下，展开为九大棠，在自然科学部提下，展开为十大哭。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政治、法律飞"经济飞"文化"，是社会科学中的三个重要部分。

在国书分类法中同样概指为五个大挠。首先反映"政治、法律"大焚。"军事'是研究战争和
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不但研究战争的性质，还研究战略、战术、华事建设、望在事技术等各

方面的问题，宫和"政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故在"政楠、法律"之眉，列出"军事飞
在这以下，序列"经济"挠。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给与日大的影

响。文化、科学、教宵、文学、艺术等性会意识形态，郁属于"文化"范畴。故在"政治、法

律"、"军事"、"结济"之后，列出上述有关"文化"的各类。本分类法中的"文化、科学、

敬育、体育"挠，只包括新闻、广播、出版、困书、博物、档案等文化事业，以及科学研究

事业和教育、体育。即一般所说的文故事业，概括为一个类组。另外"谱宫、文字"对此

股文化有重要作用，同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甚为黯切，因此列于"文学飞"艺术"大提之

前。
历史科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句"历史"并列一

挠的有"地理飞创捅有关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综合论述和历虫地理等，组成一个单独的

提组。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入，自然科学的内容日益复杂，日益分化成为许多不阔

的科学。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渴步形成了许多科学门挠。因此，本分提法自然科
学各类的体系，主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以及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排列。

在自然科学部主题中，首先列出研究自然界最基本、最静遍规律的"数理科学和化学飞其次

列出"天文学‘地球科学飞这是研究天体物质和人类物质环境一一地瑜的一组科学。在这
…无机界的科学之后，列出以有机物质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飞以下编列

与生物科学有密切羔系的"医药、卫生'和"农业科学飞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虫导"
的左腿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农业科学"乡随后编列"工业技术气农业不只是提供人捷生

存的资料，而且供应工业坐产的原料，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而把'自列在工业技术之前。

"交通运输"是国民挫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京股工农.ill!:和满足人民生活带摆起着黛摆

作用。v交通运输的技术设备，广泛地渺及建班、冶金、机械、动力、电技术等各门科学的成
果，因此把官列做一个大棠，排在"工业k技术"的屑田。"航空、航天"是现代物质古拉产相

当tì..达和科学技术商鹰立展起来的褂学.它不仅仅用作交通工具，而且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其

啕帆 a 叫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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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分类体系的几点说明

1. 冯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各有关学科重复反映。为了更好地宜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也择东思想，分类法除规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带东的著作集中在第

一大捷外并规应在各学科作直见，用推荐符号"a"作为标志，排于各类的前面，例<<毛

捧东论提挤》入人466，问时互凡到结济提 FaQ

…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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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资产阶锐理论及其评论研究著作的处理。在各科学门提(特别是哲学、社会科

学)中，对有必要区分观点的著作，分类法规定在学科的理论部分，可以使用总论组分褒中

的观点区分符号 "-08" 加以复分，对于理论以外的其他方面著作，不再区分观点。各馆可

结合具体著作，通过目录组织解决。

3. 关于社会科学各类，按国家区分的问题。很多社会科学内容，除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的著作外，大锺罔书是有关各阔的著作。对此，在诸如政治、法律、军事、历史、地理、文

学、艺术等提下，分类法规定了按国家区分，然眉再根据各类的性质和特点，采用其他分类

标准进行细分。将有关国家的历史、现状、政策、概况、制度、组织活动以及文艺作品等，

均集中在国家之下。

4. 先于学料之间的边缘科学的处理。各学科之间榕在着错综复杂、相互渗谱的交叉关

系，各类型图书馆在周书分类上的要求不同，在分乡是rt:中的处理办法也有所不同。本分类法

一般按下列原则安排z 首先，在总体上，以综合性图书馆在图书分类上的要求编制。但为了

照顾专业馆的需要，在有关学科部门，有重点地编制交替挠，以便选择使用。例如"传记"

主题，集中编列在"历史"提内，同时为了道应专业馆的需要，也规定了把科学家传记，震乡这

反映到各有关学科，或者直接分到各学科。其次，有辑学科内容，应用到另…门学科，成为

另一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时，…般分入应用到的学科。例如"生物化学"入"生物科学"，

不入"化学"J "教育心理学"入"教育学"，不入"心理学气再次，有些学科门挠，关系到

两个学科部门，一般是按照它们的宽点关系分，并在有关学科编列交替棠，例如"阶级、阶

级斗争理论"，"革命理论"等入"政治理论"?同时在"历史唯物克义"提下设交臀类 J "市

生物学"入"生物科学飞在"地质学"提下设交替挠。

5. 在自然科学的学科门类中，对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新技术，根据需盛予以充分反

映。在不影响科学性的前提下，适当突出它的级位。例如"地球科学'中的"地质力学飞

"梅洋学"， "元钱电电子学"中的"微电子学、集成电路"、"光电子学、激光技水"F"生物

科学渺中的"分子生物学"等，都编在较显著的位置，以适应新学科的支展。

6. 对具有共性的类目，尽量采取仿照复分的办法。为了把分英法编得系统、简练，问

时还要达到详细分类的目的，对分类系统中所出现的共性提目，制应下列儿种不同形式的仿

照复分舟、法。

(1)供分英法各类通用的复分农有a

J胁论复分表

世界地区司是

中阔地区表

国际时代表

中国时代表

中国民族表

气总论提升表"，概括了各类均可能出现的发分问题。对于总论复分的内容，各图书馆可

结合具体情1况，规定使用至二、三级挠，或在部分提下重点使用，另外，也可根据需果只选

用该表中的部分类目。i 世界和中国的"地区囊"、 "时代表"和"中国民族表飞只涌用于分

类表中规应用以~分的关目，在髓要复分的类目下均分别注有"依照.~!…复分"的应释。

一4::一



第一版编制说明

( 2 )对各学科门类中出现的专类共性区分的问酶，分类法结合提目的具体情况，规定二三

种处理方法。…、把专类共性区分的问题，编制"专类组分表"，供需提复升的各类仿照复

分。例如，在各国文学提下编有"文学著作专用提分表飞供各国文学的复分。工、在上、

下级类中，均出现有共性的问题时，则在上一级提下，列出共性主自由，概括为"一般性问

题"，并有震点地注明"以下各提仿照复分"。二、在比较临近的决目下，出现共性区分的问

题时，则在前回出现的类下，详列于目，另在扇面需要同样复分的提下，注明仿照复分。

按照以上规应的五种复分办法进行分类时，即将复分的提号，直接加在需粟详细分类的

类号上。

例1: <<荷兰近代史》号码是 K563.4

《大寰的朋间管理》号码是 5512.305

但对其J二位柴目(需Jt=复分的概括性类自)的复分，则要在复分类号前加"0 飞以资区

别。

假1: <<欧洲近代史》号码是 K504

7. 类目注释z 主果是为了对各个提目的内容泡固、分类方法，以及关目之间的相互失

系，加以规起和说明。

四、标记符号

本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均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搅合制号码。用一个字母标志一个大哭，

以字母的顺序反映大挠的序列。在字母启用数字表示大类下类目的划分。为适应"工业技

术"图书资料分类的需要，对其下一级类目的复分，也采用字母标志，即工业技术所属的二

级类，采用双字母。

数字的编号制度，使用小数制，即首先顺序字母后的第一位数字，然后顺序绵二位，以

下类推。分2挂号码的排列，严格按照小数制的排列方法。

数字的设置，尽可能使号码的级数代表类的极数，基本上溜从层累制的编制原则，但为

了使号码适应提目设置的需要，在号码配街上t且具有一足的只泪性，虫要反映在z

(1)对于跑过十个同位提时，采用八分制(1......8、 91、 92) 或双位制 (11、 12......99)

的蝙号法，

( 2 )对同位类号的设置，有时为了缩短号码或对重点提给予较宽裕的号码，采取使用上

位提号的办法。

此外，为了使号码清楚醒目，易于辩认，在分央号码的位数字后，隔以小回点" .飞

在标记符号中另外还采用了下列几种辅助符号。

1. "a"用作推棒号，在组织目录时，排在原分类号码的前面，如F2a排在F2之前，以

便突出反映冯列主义经典著作。

2. 一 总论复分号，排在数字"0"的前酣。

3. / 起Jt符号，表示号码1点阁。

4. C J 交替类号，用以标志选择使用的关目。

tt: ~r "0. 仅属一般标记符号，不作图书分类的实际号码使用。

一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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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配复分号。用在本分乡践表规定可以用其组配提分的提目。如z 腮将 "TH6

专用机械"集中在本乡患者p 可以采用组酣编号法，将各专业机械的分类号码，组配在本挠

眉，按本分类法序列排。如z化工机械编号为 TH6: TQOS，棉幼织机械编号为 TH6:TS112o

凡收藏困书资料较多的图书馆，对须按地区或时代复分的提目，除了本分类表已经规寇

复分的提目外，对其他类目认为前要细分时，均可使用下列两种符号.

6. () 国家区分号

7. 旦 时代区分号

例1: <<中罔小麦宵种经验》号码是 S512.103( 川。

《近二年来的肿瘤疗法经验》号码是民730.5= 50 

- 6 … 



第三版修订说明

第三版修订说明

一、修订过程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提法>>(以下简称《中图法>>)第二版于1980年刊行后，广为全国图书

馆和情报研究单位所采用，巳成为我国通用的棕合性图书资料分提法，在罔书情报事业发展

中起了重要作用，曾柴就1985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使《中圈法》第二版在许多地方难以适应目前提分图书的需要，另外，

各馆在使用过程中也陆镜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因此，对《中因法》结工版予以充实和修

订是势在必行的了。鉴此，本编委会于1983年作出决定，以本书第工版为基础，进行修订，

刊行其第三版。

从1983年开始，我们有步骤地进行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一一对全国图书馆和情报研究单位使用《中图法》的情况进行调查，重点是检

查这部分类法的实用情况。 1984年间，首先在全国各地区和部分专业图书馆及情报单位召开

座谈会，广泛听取了使用单位的反映，井据以辑成《关于〈中因法〉修订意见摘要汇编》。此

外，近十年来全国闺书情报界问仁在刊物上陆蝶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图法》的评论文章，我

们也作了广泛收集，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都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第二阶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各学科专业单位，从专门学科的发艇和

文献分类的常摆出发"莲英进行检查修订。在1985-1986年间，陆续组成55个专业修订组(单

位)参加专提修订工作(附"参与第三版修订工作的代表单位名单")。各专业修订组对修订

工作认真负责，他们有的是组织全国该专业系统的单位来研究修订工作(如t 体育、林业、

中医、劳动保护等专业组) ，有的是在专业下，再分工归口负责修订(如医学、农业、交通运

输等专业组) ;有的是在文献分类过程中对有关专业类目作了系统充实，并通过试用，提出修

订稿(如g 计量学、海洋学、化学工业等专业组)。在修订过程中，还有不少单位积极地提出

了…些很好的修订建议，对这部分关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充分显示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中

的巨大协作力量。

绑二三阶段一一在专类修订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法的总体结构和修订原则要求，进行综合

编制。鉴于参加修订的单位较多，对提目充实的幅度较大，不同修订者对修订原则精神的掌

握宽严不一，这就需要做细致的综合审定和统一编制工作。为此，本辅委会聘请了部分编委

和有关专家，组成综合编审组(附"第三版综合辅审组成员名单勺，于1986年下半年，集中

方最进行锦合审定编制工作，完成《中图法》两个版本的"修订初稿气又于1987年 7 月召开

，编委会议，提交编委审议通过，并提出了…些有待进…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又将审订

初稿反馈到各有关专业修订单位复核，研究解决在结合编制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而完成最踊

·的编制工作。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图法》第三版于1988年 5 月起稿。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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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原则

1. 本版修订的指导思想，是在第工版体系结掏和标记制度基本不变的基础土，进一步

充实、完静和提高。遵照这今原则，对英目和栋记符号的改动，采取了慎重态度，一般不作

轻易的变动。分类法是按照学科系统编制的，其体系结构和提目设置，必然要5是一定时间条

件的局限。为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修订，是必然的。但它串竟是提分

文献的工具，它的编制和使用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大的更功。这是全国图书情

报界的普遍主要求。

2. 为发挥《中困法》不问版本("图书本"、"资料本"、"简本"、"期刊本")的作用，编

委会决定各种版本的修订要同步进行，既要在体系结构上保持一敌，又主要考虑不周版本的各

自功能，在捕制上允许有所不同，从而提高不同版本的实用性。其主蛋区别是E

(1)分类深度不同。"回书本"主要用于图书分挠，起分类检索和分类排蜒的双重作用，

提目的系统划分要从实际出发，一般控制在六级左右，不作过细的伸腿。"资料本"主要用于

文献资料的分类检索，提目的系统划分一般控制在八级左右。《中阁法》的其它版本，如"简

本"、"期刊本"也同样粟根据不同版本的性质和编制要求来确定其各自的分类深度。

( 2 )组配方法有所不同。类目之间的仿照复分、专类复分、通用复分，以及学科之间的

交叉组配复分，Jf根据不同版本的功能和特点，允许有所不同。在"图书本"中，应在指寇

的提目下组配，而在"资料本"中，为适应文献资料的专探检索和边缘学科文献分挠的需

要，组配范围与组配方法可更为广泛。

( 3 )附加特号的使用有所不阅。这种不同主要衰现在"资料本"中。为.了适应文献资料

在国家、地区、民族、时代等多方面进行多种分类标准的复分，以及展开多途径检索的需

要，"资料本"采用了多种附加符号。

二、修订票点

1. 关于学科立挠的三个问题。

(1)关于综合性科学编列常类的问题。综合性科学的立展是现代科学发展中的特点之
→。在《中阁法》第二版中，综合性科学均分别编列在有关学科大类之十tto …些专业单位

提出了将综合性棉学集中编列专挠的意见，以适应科学的发展和加强文献分挠的系统性。为

此，在修订过程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提方案，并召开了两次研讨会，针对综合性科学

的内容拖罔和如何在《中回法》现有的基础上修订列类问题，展开研讨。通过论证，最后确

应z 仍保持第二版的服编体系，不设专架。其理由是z ①哪些学科属于综合性科学，、尚无比

较起型的意见。议论所及的有s 科学学、未来学、知识学、倍烧学、传播学、行为学、数

学、文献学、管理学、系统学、计算机技术等等。这些学科，在《中图法》中均已按其学科

属性序列在有关科学架下。如果将这么多的学科的类目进行变动，显然是不符合"不作大

功"的修订原则的。@将综合性科学乡建设在什么位置上，采用什么标记符号，在现有体系结

构的序列下，也较难逃窟。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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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阁法》对综合性科学的处理，大体ïlJ阳纳为主种s ①凡属于对科学知识进行综合册

，究的科学专论，均安排在 "G3科学、科学研究"类。@各种具有综合性(通用性)的专门学

科均按其属性归入有关科学费，如严管理学"序列在 "C社会科学总论"，由计算机技术"序

列在 "TN电子技术"提辖等。⑨从多学科嫁论某一种事物的论著，如:棕论"披"、"牛"、

"国家地区"等等论著，摆在分提规则中规寇其分类方法。

( 2 )关于 "D9法律"提编列:双炭的问题。《中阁法》第二版 "D9 法律"挠的分类体系，

是按回家划分的，即在回家之下，再18:分有关国家的法。这种编列方法，主要是为了保证

"政飞"法"分提体系序列一致，便于从国家角度去研究"法"。但是它不能满足依"法'进

行分类研究的强求。为此，根据专业单位提出的依"法"分类的意见，在 "D9 法律"原表

之眉，列出"法律"类的第二分类体系，供法律专业单位选用，或供编制专题目录时使用。

第二溃的捕制原则方法是E

① 以"法"作为主要分提标准。序列为s

D (9 )0 法的理论

(9 )08 法学虫、法律思想史

(9 )09 法制史

(9 )1 世界各国法律(总论)

(9 )2 困家法、宪法

(9 )3 行政法

(9 )4 经济法、财政法

( 9 )5 民法

( 9 )6 刑怯

( 9 )7 诉讼吉普

(9 )79 词法鉴定

( 9 ) 8 词法制度

( 9 )9 周际法

@ 在各种法下，再用下列分类标准复分a

o 理论

的 法的历史

1/7 世界各国法

依世界地区我分。

8 学习研究

9 解释、攘例

@ 标记符号采用 "D( 9 )";以那区别。
, (3)关于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突出列类的问题。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劳功保

护"已逐渐形成为研究安全生产、防止损害人体健康的一门新兴科学.它与"环境科学"属

性相逝，互有联系，都娃保护~~环捕和人体安金的科学。因此，把它序列在"环境科学"
之眉，作为英组，捕列为 "X环境科学、好功保护科学(安全科学)"。这门学科在旧的分提

系统中，蝙列在"好动摇济"提下，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妥当的@劳动保护科学，也称"安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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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学气已写有大量论著，它所概括的劳动保护技术捞及多门生产技术，根据《中因法》制

定的专业各入其类的捕制原则，凡涉及专业劳保技术的内辑，均已分别序列在各有关科学技

术提下，如"矿山安全"已列在 "TD矿业工程"挠，在本类中只设置交替挠，以适应劳动

保护专业单位集中分类的需要。

2. 关于类目的增订和加细问题。

近年来，由于科学的迅猛皮艇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文献随之大量增加，相应地要才过分

类榕的英目要增多和加细。通过各常业单位的大力协助，对《中图法》的提目作了较多的增

订。内容主要是z

(1)在第二版原编的基础上，对各级挺自普遍地作了检查，对不够完瞥或过于简略的提

日作了相应的补充。如s 在 "P2测绘学'类下，作了较多的充实，在 "Q1:.物科学'提下，

补充了 "Q8生物工程学"类等等。

( 2 )踹于新派生的和鼓点发展的学科，在各大提下均有出现，如，意识形都领域的"思

维科学"等，社会政治领域的"管理学"、"人才学"、"公安学"等，能济领域的"罔民经济

l 管理理论" "审计学"、 "物资经济"、"基本建设经济"、"旅游结济"、"服务业经济"等，科

学文化领域的"信息与传播理论"等，生物科学领域的"生物工程学"、"免疫学"、"农业生

奋学"等，生产技术领域的"包装技术气"集族箱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管

道运输工程"等等。对于这些专门学科的提目，在分类系统中都作了比较系统的增订。

( 3 )对于渺及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我们根据不同学科分类的需要，适当编列了交替提

目。如s 地质矿产的"普查与胁探"分入 "P5地质学"，另在 "TD矿业工程"设交替提目。

( 4 )属于具有共性区分的提目，尽量来用仿照复分或编制专提复分表的方法，用以组配

细分。

( 5 )属于伸展加细的类目，多出现在N/x自然科学类内，其中加细幅度较大。适于文献

资料分类的细目，则序列在"资料本'中，而在"图书本纱巾只概括地加以注释。

3. 关于提目的改动或调整。

此次修订原则规定，对提目的改动Jf采取慎囊态度。因此，在专类修订起草以蓝综合编

审过程中，对类目的政功、调整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如对 "G25 罔书馆学"的修订"修

订切情"将"文献学、目录学"从"图书馆学"中提出，序列在"图书馆学"之前，并对·

"图书馆学"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对于这种修订方案，从编制结胸上分析是可取的，{g菇，

修订的幅度太太，相当于3在新编制，而且还带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合并调整问题，尚需进

一步研究。因而最后决远不作改动，只是在第二版照编的基础上进行了订配和充实。

这次修订中作了脚动的挺自主摆有下列几种情况s

( 1 )立挺不~，需摆加以改正。如z ①第二版中 "HI09.2古代汉语"和 "H 109.4现代

汉语"是汉语的专题研究，不应隶属在"议请jt股虫"下，现将"汉语发展虫"改号为Hl-

09 0 @ "G261革命文物研究"属于历史文物考古范畴，将其并入 "K87中国文物考宵"挠。

@第二版在 "K82中国人物传记"提下采用"党和回家领导人飞"无产阶银革命家和革命烈
士传"、"历代革命人物传"等分指标准，不够科学，提日界限也不撤确，因而将 K821/824

各类删除，并入中国人物传记的有关各类及有关先进人物事迹的英目。④第工版将"射击运

动"、"航海运动"、"航模远功"等概括在 "G87j在事体育"之下司司!1l:.， 现将 G87改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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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宵运动"。等等。

( 2 )英日震策，必须加以合并或调整。如$φ第二版中 "TQ17 硅酸盐工业"与 "TU5

建筑材料"类下列出的"水泥飞"混凝土气"暗"、"瓦"等交叉重复，现在将"水泥"带有
关的英日列入(fTQ17硅酸盐工业"， "泪凝土飞"砖飞"瓦"等制品列入 "TU5 建筑材料"。

@第二版中"核电厂(捕)"在 "TL 原子能技术"与 "TM 电工技术"提下意复列类，现并

入 "TM电工技术'费。等等.

( 3 )纠正不合编制体例的类目。如s 由于各种应用心理学，均分别归入有关应用的学科，

所以将"医学心理学飞"病理心理学"改入 "R 愿到卫生'提.

( 4 )调黯分类方法，使之贾适应文献分挠的需要。如a ①将"B 82道德哲学(伦理学)"改

为按学科问题列类，删除 "B828时建道德和资产阶级、修E主义道德"一类，改变按政治观点

立类的方法，把这方面的论著统一归入日 821/825，如有必要按政治观点区分时，可用总论

组分表中的飞08资产阶级理论及其评论研究"加以复分。@将"中尊捕、方书"改入 "R2中

罔跟学"，原在 "R9药学"提下序列的有关中药的类目，改为交替提目。@将 "V6航空、航

天~学"改入 "R8特种医学"挠。等等。

( 5 )订正提名或增加注释，以扩大类的内容范围。如 "F325 人民公社经济"挠，改名

为"农材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气并在提下注明"论述农材人民公社经济的著作入比"，用以

容纳旧刊的文献。

( 6 )订.IE"图书本"与"资料本"两种版本编制分歧的提目，使之趋于一致-

4. 关于提目的删除.

此次修订，提出的删除类目主架有两种2险费z 一是立挺不当，必须删除的。如s 在"资

料本"中TD863/868所序列的各种有色金属，不可能有单…金属开来的论著，其编列方法脱

离文献实际，为此，将这…施圈的具体金属提目予以删除。再如s 在 "F5交通运输经济"类

下突出 "FS2 联合运输飞蝙制很不系镜，予以删除，有关"联运"的论者均分别归入叩5

交通运输经济"所周的有关各挠。二是立类3在复的，要删章。撞列的提目中凡是由于交叉学

科而导致者，均采用交替设挠的办法设交替费日，供选择使用。如z 第工版中"核电厂(站)"

在 "TL原子能技术"和 "TM电工技术"提下两处出现，现将" TL48 核电厂(站)"改作交

替挽回。

5 • 关于标记符号的修订。

根据修订原则的规定，在基本不予改动的前提下，对于拟议僻订有关标记符号的几个问

题，经研究作了如下处理s

( 1 )关于专提复分表标记符号的编制方法，仍沿用第工版原编方式，不作变动。;It编制

方法.:J:要分下列三种，

① 在A/K性合科学费日下编制的专类复分表的标记符呼，一律用数字。一9 直接编号，

使用时将复分号直接加在所规定的主表类号后即可。但对其上属(上级)类目进行复分时，

则必须加 "0" 作为区分标识，用以汇集上属类自复分的文献，起到系统分类的作用。

@ 在N/X 自然科学提目下所编制的专提笼分寰的标记符号，一体在分类号前瓶" 0 ", 

作为簇分类目的区分标识。同时，对于上属类目的复分也起到了系统分类的作用。另外，在学

科挺自下所Jf冽的"一般性问题气相当于专类;l分表，均冠 "0" 编制分类符号。在"一般

一 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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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腿"后所序列的决日，如仿照"一般性问蹦"提分时，问样Jf越 "0" 展开提分，作为

提分的区别林识.

@ 在各学科门提下，提日之间所规定的仿照复分一律直接仿其具体提目的符号分，倒

在上属提目也仿照复分时，同样勇善加 "0" 提分，以示脏别。

( 2 )关于标记符号编制不够规律的地方，尽可能地加以调黯，从而加强符号的实用性和

助记性。

① 对于总论复分表所用的短横"…"符静，规定只作专用，在第工版中有个别挽回占

用了，此次作了调整。如 03一 1/ 一 3力学的z个小挠，提号订正为 0301/3030 关于 "C社会

科学总论"和 "N 自然科学总论"两个总论挠的字母符号，一方丽用作代表总论专挠的特定

符号，另…方面代替"…"标识，起到简短符号的作用，不于改动。

@ 在分类系统中，凡属具有共性区分的主题目，其标记符号的编制…般是有规律的.对

于编制不够规律的类号，则根据不同情况酌量调整，以避兔导政较多的变动.

6. 关于组配方法和附加符号的使用.

《中图法》对于组配方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川是在英因之间渺及具有共性

旺分的学科内容，采用复分寰的形式，用以与主我组配复分，或者是在英目之间规定仿照分。

此次修订就意采用了此种方式，以加强分类的深皮和广度。二是在学科之间来用飞"国号组

配方法，以解决学科之间的交叉复分问题。在修订过程中，对如何运用的问题，曾作为专题

进行研究，最后决底，在《中图法》的两个版本中，"图书本"只在特庭提目下规起使用，阳

"资料本"可视需摆棋广范阔的脱开组配。

夫于附加符号"圈书本飞"资料本"仍沿用第二版原巳规定的各种符号，主3号是，

总论复分符号

[ ] 究替3题目符号

制配符号

( ) 国家区分符号

时代区分符号

十 联合符号

< > 时间区分符号

" " 民族区分符号
其中后列的五种符号，规定主要是在"资料本"中使用。

参句这次修订工作的，除本编委合邀请的55个单位外，全国阁书馆界、情报研究单仿，

以及各学科的专家，也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订意见，给句了极大的支持和协助，在此…并

表示感谢。由于修订工作最大，且时间仓促，书中叫应存有问题和不足之Jd;，诫盟用户租专

家们批评指血，以便在今后的修订中眈正。

中国罔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合(第二届要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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