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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索引编印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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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医学期刊编印索引的情况和编印各种索引
的可行性与实用性，对医学期刊进行了３次随机抽样调查。结
果是：编印的索引混乱，而且只用了３种索引，即总目次、主题
索引和著者索引。认为：每种医学期刊应同时编印２种索引，
即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总目次可不编印；应修订ＧＢ／Ｔ３１７９—
１９９２有关索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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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是以某一文献为对象，以其具有特定意义的

词语为线索，指出该词语描述的信息在该文献中的位

置，为查找文中内容提供导向和指南。借助索引，可从

未阅读的文献中找出自己所需的信息。索引是文献与

读者沟通的媒介［１］。ＧＢ／Ｔ３１７９—１９９２规定：期刊可
以按需要在每卷（或年）卷终编印总目次和索引［２］。

这里的“总目次”在文献学中实际也是一种索引———

篇目索引。为了了解医学期刊对此项标准的执行情况

和编印各种索引的可行性与实用性，笔者对医学期刊

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现报道其结果并做分析。

１　调查方法

　　３次调查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都为当年出版
的最后一期医学期刊。第１次，１９９７年，１１１种；第２
次，２００１年，８８种；第３次，２００５年，１０８种。

２　调查结果

　　由于 ＧＢ／Ｔ３１９７对总目次和索引的编印要求为
“可以按需要”，使得编辑部各行其是，索引显得混

乱［３］。被抽查的期刊分别编印了总目次、总目录、文

献索引、文题索引、目录索引、分类索引、主题索引、主

题词索引、关键词索引、著者索引、作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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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有的不规范：１）总目录是总目次的误用［３］；２）文献
索引、文题索引、目录索引是按各期的栏目编排的，故

应为总目次；３）使用分类索引的期刊，并未按学科分
类给出类号，也未按类号排序，而是以代表学科的关键

词、主题词为标志或按栏目编制索引，实为主题索引或

总目次；４）主题词索引所用的主题词为关键词（包含
主题词和自由词２种），所用的主题词索引是主题索
引的误写，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同样，关键词索引应为

主题索引。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医学期刊编印的索引

其实只有３种，即总目次、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
第１次调查结果显示，编印总目次的医学期刊最

多，其次为主题索引，只有１２种期刊采用了著者索引。
第２次调查发现编印总目次的期刊有所下降，编印主
题索引和著者索引的期刊有所上升。第３次调查结果
显示：编印总目次的期刊比第１次调查有所下降，比第
２次调查有所上升；编印主题索引的期刊比第１次和
第２次调查均有所上升；编印著者索引的期刊比第１
次调查有所上升，比第２次调查有所下降。见表１。

表１　医学期刊编印索引的情况

调查批次 期刊种数
总目次

种数 比率／％
主题索引

种数 比率／％
著者索引

种数 比率／％
注明“卷终”

种数 比率／％
索引单独编页

种数 比率／％
第１次 １１１ ５５ ５０ ４２ ３８ １２ １１ ２４ ２２ （未调查）

第２次 ８８ ３６ ４１ ４８ ５５ ２４ ２７ ４４ ５０ １２ １４
第３次 １０８ ５０ ４６ ６４ ５９ ２２ ２０ ５６ ５２ ２３ ２１

　　主题索引的格式主要有以下３种。
１）关键词或主题词　起始页
例　白细胞介素　１２７３，３９３，５７５，６７８（《中国免

疫学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在“说明”中注明“主题词
取自《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

２）关键词或主题词　题名（期）：起始页
例　Ｂａｒｔｈｏｌｉｎ腺腺样囊性癌　Ｂａｒｔｈｏｌｉｎ腺腺样囊

性癌１例（５）：６３４（《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０５年
第６期）
３）关键词或主题词　题名（作者）（期）：起始页
例　癌症　上海市部分社区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影

响因素的研究（邹建军，郑莹，钱建新等）（１０）：７６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著者索引的格式主要有以下４种。
１）第一作者　题名（期）：起始页
第二作者 “见”第一作者：起始页

例　陈振光　福建省宁化县斑点热疫源地的调查
研究（２）：１５０

陈　敏等　见陈振光：１５０（《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２）作者　题名．（期）：起始页
例　白波　荧光定量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白血病 ＷＴ１基因表达及动态监测的研究．（２）：１３３
（《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３）作者　起始页
例　艾明仙　３６８（《中国医学文摘·基础医学分

册》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４）作者（期）：起始页
例　包云（７）：４４２（《中华病理学杂志》２００５年第

１２期）

３　讨论

３１　总目次、主题索引、著者索引的比较　３次调查
结果显示，总目次和主题索引的使用率高（第１次调
查分别为５０％和３８％，第２次为４１％和５５％，第３次
为４６％和５９％），而著者索引的使用率较低，３次调查
分别为１１％、２７％和２０％。事实上，在实际应用中，总
目次虽易于编者操作（只需按栏目重录１遍），但读者
使用却极为不便，因在每个栏目下可能有几十篇甚至

几百篇文章，很难从中找到所需的文献。主题索引是

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索引，适用于特性检索。从３次
调查结果看，大多数编者都认可此种索引，使用者持续

上升；但主题索引对使用者有较高的要求，需了解有关

情报语言的常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利用。

相反，著者索引是读者最容易掌握的索引，它不受

情报语言的束缚，除了与主题索引相辅相成外，还具有

如下２种特性。
１）明确性。在采用主题索引的检索途径中，常常

因主题语言自身的模糊性造成了误检和漏检。著者索

引是一种不经加工更接近自然语言的索引语言，与主

题索引相比，具有明确性的特征［５］。尽管著者姓名的

复杂性也会造成同姓名不同人物的模糊现象，但作为

一种检索标志，本身的含义是单纯的、明确的，而且在

期刊同一卷中很难遇到同姓名不同人的情况［６］。由

于每篇文章都有对应的作者，利用作者做标引时不会

因标引人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标引，也不会因对主题的

不同理解而无从下手。利用著者标引无需词表，读者即

使不懂情报学知识，未经任何训练也能以著者姓名为检

索入口，在很短的时间里，直接地获得所需文献。

２）族性检索。首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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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侧重点；因此，同一个人撰写

的文章在内容上、主题上常限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范

围，在同一著者标目下，往往能集中内容相近或内容之

间有逻辑联系的一批文献。其次，任何一门学科的研

究和发展与学科的研究者密不可分，都有一批核心作

者群和专家系统。在查找某一学科文献时，如果针对

核心作者、学术权威、学术带头人进行跟踪检索，就能

全面地掌握该学科领域的系统文献及发展动向，通过

了解核心作者的创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掌握该学科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７１１］。

３２　编印格式
３２．１　主题索引　主题索引目前的编排格式主要有
３种：第１种著录简单，但著录的项目过少，读者使用
不便，且对于整个索引体系来说，主题索引是最重要的

索引，其信息含量应高；第２种虽比第１种多了题名和
期号，信息含量高了许多，但未著录作者这项重要的标

志；第３种著录项目全，完全满足了对主题索引的要求。
主题索引的选词有 ２种情况：一是以规范化的

词———主题词（编者在“说明”中注明了使用主题词且

主题词来源于哪个词表）为标志，虽然规范，能保证索

引的质量，但完全受词表的限制，而且词表的更新较

慢，满足不了医学科学发展的要求，不易操作。二是以

关键词为主题标志，在词表不能满足要求时，适当启用

自由词，既满足了检索要求，又符合目前的检索习惯。

应该注意的是，有些编者将关键词与主题词混为

一谈，如《中国综合临床》，其索引的名称为“关键词索

引”，但在“说明”中指出：“本索引主题词按汉语拼音

字母顺序排列”。在这里，将关键词等同于主题词。还

有的编者所编印的主题索引不符合检索习惯，如《营养

学报》，以离析题名后得到的几个词和句子作标志：

“丙酸，对肝细胞胆固醇和脂肪酸合成的影响，猪

２６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采用第３种著录格式，以关

键词做标志最符合检索习惯，也能满足检索要求，易操

作，应为首选；但应注意，只有在主题词不能满足主题

标引的要求时，才使用自由词，如上述第３种著录格式
例中的“癌症”应标为“肿瘤”。

３２．２　著者索引　目前著者索引的著录格式主要有
以下４种：

第１种采用了“参见”的方法，由第二作者指向第
一作者，多提供了一个检索入口，有其长处；因为第二

作者有可能是核心作者、学术权威、学术带头人、课题

负责人、研究生导师，通过此检索口，可能集中专题文

献，但操作起来较麻烦，可能是由于操作麻烦，在第３
次调查中，未见有此种著录格式的期刊（第１、２次调

查中均有此格式的著者索引）。

第２种符合文献［２］的要求，揭示了所有重要的
信息点，但作为次要的索引，在已有主题索引的情况

下，似乎过于麻烦。

第３种易于操作，但因未著录期号，虽为连续编
码，读者也很难判断是哪一期，查找比较困难。

第４种排除了第３种著录格式的缺陷，作为次要
索引，很适用，应作为首选。

３２．３　总目次　编排格式有２种：一种是以每期固定
的栏目、出版时间先后排序；一种是按期排序。后一种

在第３次调查中未见。无论哪一种，都不便于检索，因
此，医学期刊可不编印总目次。

４　结论

　　医学期刊应编印２种索引，即主题索引和著者索
引。有国外订户的期刊可考虑增加英文主题索引和英

文著者索引。可不编印总目次。主题索引是最重要的

索引，著录的项目应齐全，包括题名、作者、期号和页

码。著者索引是其他索引所不能取代的，但为次要索

引，可只著录作者、期号和起始页码。建议有关部门在

修订ＧＢ／Ｔ３１７９时对编印索引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以
使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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