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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讨论学术论文中关键词的概念以及关键词的选取 、 标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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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的涵义
关键词 (keyword)是直接从文献的题名 、 正文或文摘

中抽取出来出的具有检索意义的语词。关键词是主题词的

一种。主题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主题词包括标题

词 、 元词 、 叙词和关键词 , 狭义的主题词专指叙词。关键

词索引语言是一种未经选优和规范化的自然语言 , 标题词 、

元词 、 叙词索引语言都属于受控语言 , 关键词索引语言与

主题法其它索引语言 (标题语言 、 元词语言 、 叙词语言)

的主要区别即在于此。在检索语言中 , 所谓规范化处理主

要指词类 、 词形 (如英语中的单复数 , 汉语中汉字的简体

字 、 繁体字 、 异体字)和词义 (如同义词 、 近义词 、 多义

词)的规范。比如 , 同义词 “计算机” 和 “电脑” 、 “激光”

和 “莱塞” , 经过规范化处理后是以选择 “计算机” 、 “激

光” 作为正式主题词。由于关键词不要求在词义 、 词形上

做严格的规范化处理 , 因此没有可供参照的词表 , 选取时

比较容易 , 只要能表达文献的主题 , 除停用词表 (stop-list)

以外的词都可选作关键词。而其它的主题词则要经过严格

的规范化处理 , 并都有词表 (如 (汉语主题词表))可供参

考 , 选取时不仅要表达文献主题 , 而且要查对词表 , 看是

不是词表中经过规范化处理的正式主题词。由此可见 , 关

键词的选取比其它类型的主题词方便得多 , 标引效率较高。

关键词的涵义国内学术界说法很多 , 主要分歧体现在关键

词与主题词的关系上 , 试分述如下:

1.1　等同关系
认为确定文章的关键词要选用 《汉语主题词表》 中的

正式叙词 (主题词), 这种观点将属于规范化语言的叙词

(主题词)与属于自然语言的关键词混为一谈 , 是对关键词

基本概念的误解 , 会使关键词的标引者无所适从。

1.2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认为关键词由叙词和自由词 (应为关键词)组成。 叙

词和关键词同属主题法系统 , 都是用语词作为检索标识。

在关键词的标引过程中 , 有些词就是叙词表中的正式叙词 ,

但在关键词索引语言中只能把它当作关键词来看待。关键

词由叙词和自由词组成的提法是不妥的。

1.3　属种关系
认为主题词由标题词 、 元词 、 叙词和关键词组成 , 主

题词和关键词是属种关系。

1.4　并列关系
认为主题词和叙词是同一概念 , 与关键词是并列关系。

笔者认为 , 以上 (1)、 (2)两种观点与关键词的基本

概念不能吻合;(3)、(4)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主题词概

念的理解 , 狭义的主题词 (叙词)与关键词是并列关系 ,

广义的主题词与关键词是属种关系。

2　关键词的选词
关键词虽然不需要严格的词义和词形上的规范化处理 ,

但关键词的选取要力求做到:简炼地使用关键词———不滥

选;正确揭示主题———不错选;全面反映主题———不漏选。

同时关键词选取的范围以及关键词的词类等方面都有一定

的要求。

2.1　关键词选词的方法
2.1.1　抽词法

就是从题名或者文摘和全文中直接抽取关键词。如从

题名 《关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化的思考》 中直接抽取

“图书馆” 、 “信息服务” 、 `网络化' 等作为关键词。

2.1.2　赋词法

就是依据文献题名 、 文摘或全文进行主题分析 , 凭藉

标引人员的智慧并参照有关工具书 , 人为地提炼出能够表

达主题概念的关键词 , 如标引 “普通化学教学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 这个主题概念 , 给出 “普通化学” 、 “教学改革” 、

“高等教育” 、 “课程设置” 、 “第二课堂” 、 “化学教学” 、 “实

验教学” 、 “教学方法” 等关键词。

2.2　关键词词类的选择
关键词主要选择概念明确 、 含义清楚的名词和名词性

词组;冠词 、 介词 、 连词 、 助动词 、 某些形容词不选作关

键词;没有检索意义的通用词 (如分析 、 影响 、 发展 、 研

究 、 探讨 、 应用 、 评价 、 建议 、 问题等)一般也不选作关

键词。比如 ,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物理课堂教学” 一

文 , 可选取 “物理教学” 、 “课堂教学” 、 “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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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键词 , “应用” 一词没有检索意义 , 故不选作关键

词。再如 , “电子出版物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影响” 一文 , 可

选取 “电子出版物” 、 “信息传播模式” 、 “图书馆” 作为关

键词 。“传播” 虽然是动词 , 但 “信息传播模式” 是名词性

词组 , 故可以选作关键词。

一些表示时间概念的词不能单独作为关键词 , 如 “古

代” 、 “现代” 、 “建国初期” 、 “新时期” 、 “转型期” 、 “ 21 世

纪” 等。凡是如人名 、 地名 、 事物名称等简短单一的名词 ,

就可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 , 如 “毛泽东” 、 “ 上海” 、

“黄河” 、 “人民日报” 、 “生物学” 、 “西安事变” 等。

3　复合词组的切分与保留
3.1　一个复合词组由 “整体与局部” 两个关键词构成时 ,

可切分为两个词 , 如 “汽车发动机” 切分为 “汽车” 、 “发

动机” 两个词。

3.2　一个复合词组由概念交叉的两个关键词构成时 , 切分

为两个词。如 “起重运输机” 切分为 “起重机” 、 “运输机”

两个关键词。切分概念交叉的复合词组时 , 要按概念切分 ,

不能按字面切分 , 如 “小儿肺炎” 可以切分为 “小儿疾

病” 、 “肺炎” 两个关键词。

3.3　一个复合词组被切分后 , 产生歧义时 , 应保留复合词

组作为一个关键词。如 “黑色金属” , 不能再切分成 “黑

色” 和 “金属” 。

3.4　固定搭配且具有特定含义的词组和科技术语 , 不宜拆

分开来 , 而应以词组和科技术语作为关键词。这样不仅可

以减少关键词的数量 , 而且能更好地表达文献的主题 , 不

致产生词义上的理解误差。比如 ,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

资源建设” 一文 , 可选取 “信息资源建设” 、 “图书馆” 、

“网络环境” 作为关键词 , 但不宜将 “信息资源建设” 拆分

为 “信息资源” 和 “建设” , 因为 “信息资源建设” 表达的

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 而 “建设” 无检索意义。

由上述可见 , 关键词虽然不是严格规范化的主题词 ,

但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去选词 , 只有这样 , 才能通过有

限的几个词来准确 、 充分 、 简炼地揭示出文章的主题 , 提

高主题标引的质量和文献检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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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板块 , 使访问者可以在 BBS 专题讨论区进行

讨论 ,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讨论。

咨询服务板块是解答用户各种疑难 , 对用户如何利用

网络查找信息资源引导和帮助 , 以及办理网上借阅手续等。

4　信息时代资料员的角色定位及应具备的素养与

能力
　　角色 , 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说 , 指的是与人们的社会地

位 、 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 、 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 , 传统管理的信息资源的形

式特征 、 服务模式及各种相关工作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就迫使资料员的社会角色发生了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

变化 , 即从传统的资料员到知识导航员 (Knowledge Naviga-

tion)的转变。它的角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类似仓库保管员

的职能及类似二传手式的简单服务能力 , 而是一个能主动

了解用户需求 、 利用现代信息与知识分析 、 综合 、 加工成

用户所需的知识内容 , 利用信息技术发布或者帮助用户查

找所需的知识的导航员。 简而言之 , 现代资料员应成为用

户在知识与信息海洋中真正的导游 , 主动服务替代了简单

的保存与传递服务。

要达到知识导航员标准需具备三种能力与素养。即良

好的信息素养 、 计算机技能与终身学习的能力。从目前的

网络环境来说最主要的是了解网络的基本概念与组织模式 ,

无论是局域网还是因特网。其次就是熟悉掌握网络环境下

的信息资源 , 能够利用各种工具在网络上查找所需要的信

息或知识 , 即各种搜索工具 、 软件 、 搜索引擎的掌握使用。

最后就是具有在网上发布信息与服务的能力 , 这就需要对

Web 技术有充分的了解与掌握 , 能够独立地建立网站与主

页 , 并能够熟练地使用电子邮件等网络通讯工具与用户进

行交流并提供服务。

5　结束语
高校资料室构建网上虚拟信息系统可以大大拓展它的

服务功能 , 是适应信息时代人类信息服务的思维方式。它

使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加有效 , 使知识与信息可

达到更高的社会化的共享 , 使资料员在这一领域有无限的

发展空间。随着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 必将推动我国信息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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