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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献关键词标引中的组配标引探析

金　永　勤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３２５０３５，浙江温州

摘　要　探讨文献主题标引中组配标引的概念及利弊、组配标
引的理论基础、组配标引的２种形式及规则，并对组配标引作
了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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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作为文献检索的标志，其选择正确与否直接

关系到文献检索的效率，影响到科技文献的有效传播和

利用［１］，也就是实际上要求以主题词为准。组配标引是

主题标引的一种基本规则，是加强文献主题表达的专指

性、揭示主题与主题间逻辑关系和多向成簇的多途径检

索手段［２］。 大多数医学期刊已利用《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上规范化的词汇进行标
引，以提高期刊的标引水平。科技期刊论文标引来自图

书情报的文献标引，那么就应该按文献标引的规则进

行，特别是在进行论文主题分析和关键词的选取上，应

遵循其基本的方法和步骤［３］。在科技信息迅猛发展的

今天，全世界每天有十几万篇科技论文发表，学术界已

约定利用主题概念词去检索最新发表的论文［４］：因此，

医学期刊编辑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如何能进一步地提

高医学期刊的标引水平和质量，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

响，是医学期刊编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１　组配标引的概念及利弊

　　文献的主题内容和某些具有检索标志记录下来的
文献处理过程，即为标引。用主题词作为检索的标引，

为叙词（正式主题词）标引。现在所谓的对医学文献

关键词标引，实际上就是叙词标引和自由词标引。组

配标引是主题标引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是极少数的文

献在标引时是不需要组配的。标引工作实质上是：一

个是选择叙词，另一个是组配。在标引实践中，为了表

达某个复杂概念，而词表中又没有形式相应的恰当的

词，标引人员运用２个或多个有形式逻辑关系的主题
词，按一定的规则复合起来，表达一个更有专指性的主

题概念，这就是组配标引。

影响组配标引的因素较多，组配又成了标引中最

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因此，人们只好把组配方面的标

引规则定得更为严格一些。

组配有对文献标引带来专指性强、反映内容全面、

可进行多途径检索等好处，但组配本身也不是没有弊

病的。在实际标引中，由于种种原因会造成组配误差，

如重叠组配、无意义组配等［５］。例如：灾害／利用———
矛盾；冠状动脉／血液供给———重叠。

２　组配标引的理论基础

２１　与组配有关的逻辑关系
１）逻辑与（写成 ＡＡＮＤＢ，Ａ、Ｂ是 ＭｅＳＨ叙词）。

同时满足Ａ、Ｂ这２个条件，对一篇文献资料来讲，就
是该文献既满足Ａ的条件又要满足Ｂ的条件［５］５３。如

《柴蒿三黄汤联合环丙氧酸治疗伤寒疗效观察》可采

用“逻辑与”，即“柴蒿三黄汤ＡＮＤ环丙氧酸”。
２）逻辑或（写成 ＡｏｒＢ）。满足 Ａ、Ｂ这２个条件

之一即可。对一篇文献来讲，就是满足 Ａ或 Ｂ的条
件，或者２个条件均满足即可［５］５４。如“甲状腺疾病与

雌激素受体与孕激素受体”表示成“甲状腺疾病 ＡＮＤ
（受体，雌激素ｏｒ受体，孕激素）”。
３）逻辑非（写成 ＡＮＯＴＣ）。表示必须满足条件

Ａ，但要排除满足Ｃ条件的那部分。对一篇文献来讲，
就是满足Ａ条件，同时又要不满足 Ｃ的条件［５］５４。如

关于“结核性心内膜炎，不包括心律失常”的有关文章

可采用“逻辑非”，即“结核，心血管 ＡＮＤ心内膜炎
ＮＯＴ心律失常”。
２２　组配标引实质上主要是概念组配　组配标引主
要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概念组配主要是根据概念交叉

关系以及概念限定方法，将复杂概念分解为单元概念

进行组配。当一个文献主题有多种组配标志时，根据

词表收词情况，应首先选用具有交叉关系的叙词，进行

概念交叉组配；只有在词表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进行交

叉组配时，选用概念限定组配。无论是概念相交组配

还是概念限定组配，都要选择能确切表达文献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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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标志。

２３　组配标引的要点
１）以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
２）以概念分解为手段。
３）以解释概念的本质为目的。

２４　组配标引的特点
１）表达概念时，接近思维逻辑。
２）组配所得的概念意义明确，更适应用户从任意

角度进行检索提问。如标引一篇题为《门静脉阻断与

再开放时肺循环血流动力学动态变化的实验研究》的

文献，就选出了有关概念交叉的叙词“门静脉、肺循

环、肺动脉、压力、血液动力学过程”，又因为该文献是

论述生理学的有关文献内容，按组配标引规则进行概

念限定———“门静脉、肺循环／生理学、肺动脉、压力、
血液动力学过程”。如此，借助任一个检索词都能检

索到此篇文献。

３　组配标引的２种形式及规则

３１　主题词和主题词的概念组配
１）用２个或２个以上的主题词作概念组配。例如：

《再生障碍性贫血自然杀伤细胞的量及活性研究》，标引

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然杀伤细胞；免疫活性”。

２）主题词和特征词的概念组配。例如：《慢性常
压缺氧高二氧化碳大鼠及肺的超微结构变化》，标引

为“低氧血症；血酸过多；心肌／超微结构；肺／超微结
构；大鼠”。

主题词和主题词的组配应该采用概念组配，ＭｅＳＨ
对一些复合概念采用直接选用专指性的词组作叙词

（即概念预先组配）。选用某些专指性的选词可使主

题词标引定型，避免错误组配带来的混乱，减少误检。

例如：“葡萄球菌性肺炎”标引为“肺炎；葡萄球菌性感

染”是错误的，因为这２个词是上位词，应标引为“肺
炎；葡萄球菌”（是专指主题词）。

３２　不能越级组配　越级是指该叙词在范畴表中的
类级位置，在组配时不能标出它的类级概念。如《表

皮生长因子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标引为“胃炎，萎

缩性／药物疗法；表皮生长因子／治疗作用”，不标为
“胃炎，萎缩性／治疗”，治疗只是药物疗法的上位词。
１）要根据词表规定的范围和组配原则进行组配。

例如：尿的成分，不标成“尿／异常”，因为尿是在范畴
表中属 Ａ１２类体液和分泌物，不能和“异常”组配，
“／异常”仅限于器官部位的形态异常。
２）在 ＭｅＳＨ中许多为经过规范的专指主题词，规

定要首选这些词而不用其他的词组配标引。例如：

“血液中的葡萄糖”标引为“血糖”（先组），不标为“葡

萄糖／血液”。
３）如能用组配表示的１种概念不要标引为２个或

２个以上的主题。例如：“胃的消化生理”标引为“胃／
生理学”，而不标为“胃；生理学；消化”。

４）首选先组的主题词。如果组配的结果符合某
主题概念时，要标先组的主题词，而不用组配。如一篇

论及事故预防的文章，标“事故／预防和控制”，这与先
组的主题词“事故预防”概念完全一样。

４　组配标引的必要补充

　　在具体的标引实践中，当运用组配标引表达主题
概念时，往往会遇到有的文献不能用词表中现成的叙

词进行组配表达其主题面这种情况，作为对组配标引

的必要补充，就要考虑用自由词以及其他方法。

４１　原则　用自由词来补充表达组配标引无法涉及
的主题概念时，首先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该词在本学科领域出现频率高；
２）必须采用规范、标准的成熟名词；
３）仅限于表达主题概念的主要内容时使用；
４）不宜用太细、太专的词做自由词，宜用常见词，

如在眼科领域，“角膜检查镜”可作自由词标引。

４２　药物或化学物质
１）归入最密切相关的多数类。如《邻溴苯乙酸的

合成新途径》中邻溴苯乙酸标溴化苯类。

２）可用最相关的叙词加类似物和衍生物。如《新
试剂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离测定氨基酸》，以 Ｎ羟基
琥珀酰亚胺３吲哚乙酸酯为试剂，ＭｅＳＨ中没有该叙
词，就以“吲哚乙酸类／类似物和衍生物”标引。
３）或按药物的药理作用标引。如“炎痛喜康的抗

炎镇痛作用”标为“镇痛药；抗炎”。

４３　概念概括　概念概括是指几个并列的同级词，可
以用一个上位词代替。组配要遵循所谓的“三”原则，

即凡３个以上的同类概念，应用其共有的上位词概括
标引［２］。

５　提高医学文献组配标引质量的对策

　　１）加深认识与了解《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ＳＨ表）
的树状结构（ｔ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表，了解主题词之间的隶属
关系，掌握主题词的使用方法及相关注释，对副主题词

的含义范畴进行辨识，做到准确、恰当地使用副主题

词，不错标、不漏标。同时要掌握主题词标引的基本原

则，即专指性、一致性、全面性、准确性、客观性和符合

性［６］。还要注意搜索引擎的运用［７］。

２）借鉴国内外数据库以提高标引质量。医学期
刊编辑在进行标引的过程中，还可以浏览、借鉴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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