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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了当前在国际上得到最广泛使用的物理学与天文学文献分类系统（&’()），以使读者对其组织

体系和使用方法有明确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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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I HH I #J 收到初稿，%##H I H% I H# 修回

H &’() 概述

物理学与天文学分类系统（ >78 E79:3;: <0= <:4
>?/0/@9 ;A<::3B3;<>3/0 :;78@8，&’()）是由美国物理学

会（’K&）和其他几个有意于物理学与天文学分类的

国际科学与技术信息理事会（K()6K）的成员组织合

作提出的，其目的在于使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文献分

类类目系统化，其适用范围包括杂志的主题索引、目

录、(L I .-5 光盘版和计算机数据库、网上杂志及

其他物理学、天文学的汇集材料 * &’() 代码的应用，

使来源于所有物理学、天文学和相关领域的索引、数

据库汇集起来，人们可以在一个简单的统一框架内

实现对文献的全面、高效检索 *该分类系统已在国际

物理学与天文学界得到公认，并已被广泛使用 *

% &’() 的组织体系

&’() 类目及其相应代码是分级排列的，共有四

个等级 *它是一个以物理学和天文学及相关学科的

知识体系为基础，运用概念划分的方法，将物理学与

天文学文献按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层层

划分、逐级展开所形成的具有学科逻辑、上下级从属

关系的四级层叠制系统 *
最新的 &’() 首先将物理学和天文学文献分为

H# 个一级类目：##“总论”，H#“基本粒子物理和场”，

%#“核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电磁学、光

学、声学、热传导、经典力学和流体力学”，M#“气体、

等离子体和放电物理”，N#“凝聚态：结构、力学和热

性质”，$#“凝聚态：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

质”，O#“物理学交叉学科和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和

J#“地球物理、天文学和天体物理”*
然后根据各一级类目所包容的专业内容，每个

一级类目又下设最多十个二级类目，如在一级类目

$#“凝聚态：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质”以下，

有如下的 H# 个二级类目：$H“体材料的电子结构”，

$%“凝聚态物质中的电子输运”，$"“表面、界面、薄膜

和低维体系的电子结构和电学性质”，$!“超导”、$M
“磁学性质和磁性材料”，$N“凝聚态中的磁共振和弛

豫、穆斯堡尔效应”，$$“介电、压电和铁电及其性

质”，$O“光学性质、凝聚态光谱和其他的辐射、粒子

和凝聚态物质的相互作用”，$J“液体和固体的电子

发射和离子发射、碰撞现象”*
&’() 在 H# 个一级类目下共设有 NN 个二级类

目，为与各学科的分支领域相对应，每个二级类目又

被进一步细分为众多的低一级类目，即三级和四级

类目 * &’() 一共有 "%!M 个三、四级类目 * 对声学领

域的文献，还另设有一个附录，提供二级类目 !"“声

学”及其下属的众多三、四级类目，其与《美国声学学

会杂志》所用的体系是相对应的 *此外，&’() 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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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之配套使用的体系所用术语（主题词）的字母顺

序索引 !
"#$% 的一级和二级类目只说明文献分类所属

的大学科方向，它们相应的代码都分别只包含两位

数字字符（&& 到 ’’ 之间）；只有其下的三级和四级

类目在对科学文献进行分类时具有专指性，其代码

均由六个字符构成（用点号两两分隔）!三、四级代码

的前四个字符都是数字（其中前两位数字字符与二

级代码相同）；对三级代码，其第五个字符要么是减

号、要么是加号，这取决于它们是否包含更基本的四

级类目，包含为减号、不包含为加号；对四级代码，其

第五个字符是大写英文字母 !三级和四级代码都以

小写英文字母结束 !
举例如下：一级类目 (&“凝聚态：结构、力学和

热性质”以下的某一个二级类目 ()“表面和界面；薄

膜和低维体系（结构和非电子学性质）”，其下包含的

三级类目有很多，如 ()*+, ! - .“液体薄膜”、()*/, !
0 1“固体 0 流体界面”、() ! (& ! 0 2“薄膜的非电子学

物理性质”等，其中三级类目 ()*+, ! - .“液体薄膜”

下面不再包含更细的四级分类类目，所以其代码

()*+, ! - . 的第五个字符是加号；而三级代码 ()*(&*
0 2 的第五个字符是减号，表明其下还包含四级分

类类目，即 ()*(&*34“力学和声学性质”、()*(&*51
“热稳定性；热效应”和 ()*(&*67“其他非电子学物

理性质”!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科的发展，"#$% 也在不断

地修改完善 !最近的国际公认的 "#$% 体系由 8$%98
在 +’’+ 年出版，在其后的一系列年度版本中，体系

的每个部分都会轮流作些修改，最近的有相当数量

修改的是 +’’’ 年版本，此版本是目前为止最新的，

:&&& 年版本中只对其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和润色 !
对于 "#$% 的 +’’’ 年版，以下二级类目得到了重点

修改：&+“通讯、教育、历史和哲学”，&;“量子力学、场

论和狭义相对论”，&,“统计物理、热力学、非线性力

学系统”，//“热传导”和 /,“分立体系的经典力学”；

对一级类目 <&“凝聚态：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

学性质”和以下二级类目部分有一些小改动：/+“电

磁学、电子和离子光学”，,:“等离子体和放电物理”，

’,“基础天文学和天体物理，仪器、技术和天文观

测”，’(“太阳系”，’<“恒星”，’)“星系、星系间物质、

银河系和河外星系系统、宇宙”；并新增了学科主题

（二级类目）：/(“固体扭曲力学”和 )<“生物和医学

物理”!这些适时的修改，反映和适应了物理学与天

文学的不断发展，也使 "#$% 为越来越多的媒介所

认可和使用 !

; "#$% 的使用方法

"#$% 的分级安排体系是依代码的数字及字母

顺序排列的，其优点在于意义接近的主题可在一页

索引的邻近位置找到，因此在任一类目的上、下浏览

便可发现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类目 !此外，在通过电

子手段（如计算机数据库、网上杂志或 $5 0 =>?）检

索时，可通过截短 "#$% 代码的长度来拓宽查询文

件的主题范围 !如由四级代码 ;/*,& ! @A 可查询主题

为“转动和振动能转移”方面的论文，将其从四级代

码截短至三级，即 ;/*,& ! 0 4，将可查得“原子、分子

和离子散射”方面的论文，进一步截短至二级代码

;/，则可查到关于“原子和分子碰撞过程及相互作

用”方面的所有文献 !
对数据库的计算机检索，通常允许两种以上的

检索方式，如果将反映主题的 "#$% 代码和关键词

结合起来，将能很有效地搜索到所需的特定文献，如

将代码 ;/ !,& ! @A 或 ;/ !,& ! 0 4 与自由词（如“水”）结

合起来搜索，将可查到与水有关的碰撞过程的研究

论文 !
以上是利用 "#$% 代码进行文献的查询工作，

用户还经常遇到用 "#$% 代码对文章进行分类的问

题，这时可从 "#$% 类目汇总表起步，根据文章主题

先确定文章分类的一级及合适的二级类目，然后再

在 "#$% 的完整类目表中找到最合适的三级和四级

类目，使用其相应的代码 ! 只要有可能，必须使用

"#$% 提供的最低级（最特定）代码（即四级代码）；仅

仅在四级类目都不合适或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才可

以使用带减号的三级代码对文章进行归类 !
对于更熟悉按字母顺序查找主题的用户，可先

使用 "#$% 体系所用术语的字母顺序索引，不过要

注意，还是必须到 "#$% 的完整类目表中去获取任

何相关主题术语的完整代码，并要确保通过此字母

顺序索引找到的代码与文章在 "#$% 分级体系中所

需的内容是一致的 !
在为文章选择 "#$% 代码时，作者或索引者必

须判断该论文与什么样的主题有关 !如果文章只是

顺带地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数学技巧或实验方法，一

般并不需要列出相应的 "#$% 分类码，除非该技术

本身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特殊课题 ! 此外，文章

"#$% 代码的排列次序应能体现出文章的主要侧重

方面：先列出的第一个 "#$% 索引代码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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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能最清晰地描述文章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该

文章在索引或摘要集中出现的位置，在介绍引用该

文章时，它也经常被单独使用；其后的 !"#$ 代码应

能反映文章的其他方面，能选择的 !"#$ 代码的数

目一般是没有限制的 %发表对以前论文进行更正的

更正类文章，都应含有三级代码 &&’()’ * +“更正”%
总之，在进行文献的分类时，需要多少 !"#$ 代

码就选取多少，最主要的代码排在最前面，应尽可能

地选取最合适的最低级代码（四级代码）%
!"#$现在已由美国物理学会（",!）在网上提

供，读者有需要时可直接查询网址：-../：0111% 23/ %
45+0/2670 %有些物理学原始刊物，如 8954/:2; !-<7637
=:..:5（欧洲物理快报）、>495;2? 4@ "//?3:A !-<7367（应

用物理杂志）和一些检索刊物上也刊载 !"#$，可供

读者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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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和动态·

!"## 实验室对重要研究成果的质疑进行调查

近两年来，美国 B:?? 实验室 > %C% $6-D;（第一作者）等人用场效应三极管（E8F）技术对材

料作载流子掺杂，在 $63:;6: 和 G2.95: 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重要研究成果，例如在有机晶体

三并苯、四并苯和五并苯中观察到超导电性的出现；对 #H)晶体作空穴掺杂，得到比用化学方

法作电子掺杂更高的超导转变温度（IJK），对在 #H)晶体间隙位置插入其他分子（如 #CB5L）的

样品得到更高的超导转变温度（((MK）等 %这些漂亮的实验结果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广泛的重

视和关注，《物理》亦有所报道，分别刊载于 J))( 年第 L 期 (N& 页、J))J 年第 M 期 OMO 页及

J))J 年第 N 期 O&H 页 %现在乌云正笼罩着这些作者，先是 B:?? 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告诉普

林斯大学的 =% $4-;，$6-D; 等人 J))( 年发表在 $63:;6: 和 G2.95: 上两篇文章中实验曲线极为

相似，接着 #45;:?? 大学的 !%P689:; 发现他们 J))) 年发表在 $63:;6: 上文章中的曲线的尾部

与上两篇相同，随后，P689:; 和 $4-; 又从他们不同的文章中发现另外两组相似的曲线 %现在

总共涉及发表在 $63:;6:，G2.95: 和 "//? % !-<7 % =:.. %上的两篇文章，$6-D; 均为第一作者 %美国

!-<7367 F4A2< 杂志 M 月号 (H 页附图给出上面提到的、涉及不同材料的三篇文章中，分别是

G2.95:，J))(，O(L：M(L；$63:;6:，J))(，J&O：J(LN 以及 $63:;6:，J)))，JNM：()JJ，表征 E8F 输入 Q 输

出特性的转变曲线的高输入电压部分，三条曲线显然完全相同，可以重叠在一起，连小的噪

声起伏都一样 %目前 B:?? 实验室已邀请斯坦福大学的 P%B:27?:< 教授为首组成委员会调查此

事 %
事实上，在此之前凝聚态物理学界对此已有疑虑，因为没有一个小组能重复他们的结

果 %最近 =47 "?2R47 国家实验室的 "%S2R35:T 和他的小组似乎有所进展，他们用 E8F 方法对

从 B:?? 实验室得到的 #H)晶体作掺杂，已可将电阻值降到呈金属性，希望能进一步使之超导 %
当然，缺少验证性的实验和伪造数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对于 B:?? 实验室的工作，有两

点是至关重要的：即有机晶体的纯度和绝缘氧化层的质量 % 前者为载流子有高迁移率所必

需，B:?? 实验室已有专人从 (&&M 年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后者，$6-D; 本人在德国 K4;7.2;T
大学做研究生时已涉及氧化铝层的制作，被怀疑有问题的文章中涉及的氧化铝层都是他在

原实验室用同一台溅射系统制作的 %
调查工作正在进行，研究人员试图重复他们的结果 %不同文章中极为相似的实验曲线确

实十分令人不安，人们也希望有一个可能的好的解释，既不否定已报道的令人激动的实验现

象的真实性，也不损伤所涉及的研究人员的声誉 %一切有待调查结果而定 %
（阎守胜根据 !-<7367 F4A2< J))J 年 M 月刊 (I—(H 页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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