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数字图书馆栏目由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协办。同方知网与电子杂志社以网络出版和知识情报服务为主要业务

方向，依靠自主开发的全文数据库管理、知识挖掘与数字出版等先进技术。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坚持打造可为全社会提供各种

知识服务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其中，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大规模集成整合了我国学术期

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工具书、学术图书、专利、标准、科技成果等各类文献资源。尤其是基于《总库》的行

业、专业与个性化数字图书馆，融合了各类先进的知识服务模式，为高效率创新、学习和管理决策创造了理想的信息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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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网络信息社会对知识组织系统的需求、来自信息科学界和其他相关各界的应对发展现状等方面，详细

阐述实现中文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和网络应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叙词表和本体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比较研

究，论证将他们合二为一的可行性。阐述直接采用OWL(而不用SKOS)表示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的

原因，并列出具体的类定义和属性定义。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CSS的多项功能和若干原型系统的实

现，证明这些定义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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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importance and emergency of OntoThesaurns form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ter-

net，with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society requires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incrementally and the KOS—related

societies ale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meet the needs．Definitions of thesaurus and ontology ale studied comparatively and lea-

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m to form a new kind of KOS(OntoThesaurus)is verified．The reasons for representing OntoThesau—

rub with OWL rather than SKOS ale given．and the OWL classes and properties for OntoThesaurus ale defined and listed．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and several prototypes of OTCSS(OntoThesaurus Co—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System)demonstrate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OntoThesaurus is scientific，feasible and universal for Chinese thesa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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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信息社会对知识组织系统的需求

搜索引擎的问世使自然语言成为网络信息检索的主力语言，传统的叙词表、分类法、规范档等受控语言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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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网络信息社会所抛弃。自然语言真的可以取代

受控语言吗?或者说，网络信息社会只需要大众化的

标签(Tag)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网络信息的

海量和无序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网络信息资源的

有效组织和高效检索时，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传统的知

识组织系统——以叙词表和分类法为代表的情报检索

语言。网络知识组织系统(NKOS)，就是在这样背景下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NKOS(Network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Services)网站致力于讨论功能和数据模型，以使知识

组织系统(例如分类系统、叙词表、地名表和本体)能

够作为网络化的交互式信息服务，通过Internet来支持

多种信息资源的描述和检索。“。NKOS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来自信息科学界(Information Science，即国内所

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或图书情报界)的传统知识组

织系统的延伸和发展，如分类法、叙词表、主题标题表、

规范档等的网络应用；另一种则是在网络环境中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语义工具，如本体(Ontology)和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如WordNet(也被称为词汇数据

库))等。关于NKOS领域的研究现状见参考文献[2]

已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最新动态则可参见NKOS网

站⋯，本文不再赘述。在此着重介绍在NKOS框架下

KOS的类型，探讨主要研究对象——叙词表和本体在

其中的位置。

笔者对参考文献[2—5]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综

合、修改和补充，给出KOS的类型分布如图1所示。

NanⅡdI硼孵自然语言G0帕幽b呷n辨受控语言

图1 KOS类型分布图

从图1中可以看到，NKOS框架下的KOS是一种

广义的知识组织系统概念，包括所有的(广义的)受控

词表，大致可分为：从最简单的线性结构和提供多义性

(Ambiguity)控制的各种术语列表，到具有等级关系控

制和树状结构的分类法和范畴表(有些含少量横向相

关关系，如LCSH)，再到基于关系(含纵向等级关系和

横向相关关系)和网状结构的知识组织系统类型。

叙词表和本体同属于这种结构最复杂、控制程度

最高的类型。有理由相信：只要解决了最高端类型的

知识组织系统的形式化表示和网络应用问题，其他低

端KOS的这些问题只是他的简化，自可迎刃而解。

2信息科学界(图书情报界)的应对研究

传统的手工编制和纸本服务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网

络时代用户对叙词表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交互式或自

动术语学支持的前提是叙词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国

际信息科学界已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参考文献[2，5—9]通过大量实例介绍了叙词表、

分类法等传统知识组织系统在国际上的网络应用，展

示了传统的知识组织系统在网络环境下所具有的蓬勃

生命力。

王军等在参考文献[2]中将KOS在网络环境下的

表示和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KOS的电子化；HT—

ML表示的KOS；用语义网(Semantic Web)的相关技术

(例如XML、RDF、OWL以及W3C最新推出的SKOS)

表示KOS。笔者对他们的表述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并结合参考文献[4，10]等的相关内容，对KOS在网络

环境下的表示和发展作以下综合评述。

(1)KOS的电子化：KOS网络化发展的前期阶段

是KOS的电子化，代表特征是KOS的MARC描述和

数据库化。用数据库存储和MARC表示方便了对KOS

的管理和访问，也便于将他们与相应的电子资源集成

在一起。例如：在英国科学文摘(INSPEC)和工程索引

(EI)数据库中分别集成了INSPEC词表和EI词表，以

方便查询词的选取、扩检和缩检等操作。20世纪90年

代以后，我国采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许多专业性叙词

表，也是和检索系统集成在一起开发的。

MARC格式是图书情报界用来对书目、分类法、主

题词表、规范档等进行交换的标准格式。例如LCSH、

LCC都提供MARC版本并可以在网上查询。《中图

法》编委会也在2002年5月至10月根据UN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并结合《中图法》的结构特点设计

了“中国分类法数据机读格式”(CNMARC Format for

Classification Data)，并依据此格式建立了“《中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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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读数据库”[I¨。可惜的是，这一版本的《中图法》未

提供开放的网上查询服务。

(2)基于网页技术的KOS：代表特征是通过网页

技术提供传统KOS的网上浏览和查询功能，主要供人

使用，这是目前KOS在网络上的主要表现方式。其中

包括两种类型。

①是基于静态HTML网页技术制作的网络KOS，仅提供

浏览界面(少量有简单的查询界面)。HTML只是一种描述

网页显示格式和布局的语言，并不便于计算机理解和自动处

理。因此KOS的HTML表示，只相当于纸本式KOS在网络上

的翻版。

②是采用动态网页技术(如ASP，PHP，JSP等)将数据库

存储的KOS展示在Web上，可提供灵活的检索功能和良好

的交互界面。

参考文献[12]调查分析了40个英文网络叙词表，

详细列出了其网址和用户界面内容。《中国分类主题

词表》第二版的电子版也用到了一些HTML网页技术

来方便主题词款目和分类一主题对照表的显示，但还

未提供Intemet上的网络服务。

(3)基于语义网技术表示的KOS：在语义网框架

下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描述语言，包括以XML为代表的

用于内容和结构描述的标记语言、以RDF为代表的描

述语义和关系的资源描述框架，以及以OWL为代表的

可满足逻辑和证明要求的本体表示语言等，其目标是

使计算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网络上的信息，从而进行知

识发现、数据集成、信息导航等活动¨3|。这些工具被

用来表示KOS标志着NKOS的真正产生。

应用XML描述大型词表的例子有DDC和Mesh。

比XML更进一步的资源描述框架ROF(S)可以用来

描述词表中的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例如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用RDF表示多语种词表AGROVOC，阿姆

斯特丹大学用RDF(S)表示的艺术与建筑叙词表

AAT。W3C于2005年11月发布的SKOS(简约知识组

织系统)标准草案。1引，也是基于RDF设计的。

W3C于2004年2月发布的正式推荐标准OWL

(web Ontology Language)是一种用于在语义Web上发

布和共享本体的语义置标语言，他代表了面向Web的

本体表示语言的最新发展趋势。他面向WEB，相对于

XML、RDF和RDF Schema拥有更多的机制来表达语

义，而又与他们兼容。OWL能够被用来清晰地表达词

表中的词汇含义以及这些词汇之间的关系，并具备良

国固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好的扩展性。因此一经推出即得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

积极响应，率先将其应用于生物医学本体的构建，目前

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

布的NCI叙词表的OWL版本¨k”。等。
在用OWL(或其前身OIL+DAML等)表示KOS

的研究和实践中，几乎都涉及叙词表原有关系的细化

和扩展，而且一般不再保留原有的几种粗粒度关系，而

直接代之以细粒度的各种具体词间关系。即叙词表的

原有结构已被抛弃。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活动似乎更

倾向于解决本体的构建问题，而不是叙词表的形式化

表示问题。

叙词表的标准建设也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叙词

表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很成熟的标准和规范，这些

标准大多制定于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网络环境

下词表种类的扩展和服务方式的改变，要求制定数字

环境下相关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英美两国已对其受

控词表的编制标准进行了修订：2005年，美国国家信

息标准化组织NISO发布了Z39．19的第四版Z39．19

—2005¨“，而同年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

stitution，BSI)也发布了BS 5723的升级版本

Bs972311“。这两个升级版本的标准都扩展了词表类

型的适用范围，并对原有的叙词表关系提出了子关系

细化方案，以及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的显示建议等。

我国图书情报界也对叙词表的电子化发展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

以来编制的叙词表都运用了计算机编表技术，有些在

编表的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词表管理系统，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有《军用主题词表》、《农业科学叙词表》和

《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管理系统等J引。2005年出版

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二版电子版代表了目前我国

叙词表电子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文叙词表在网络化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到目前

为止，整体网络应用者还未见到实用例子。近年来，这

方面的研究已呈上升趋势，但对于中文叙词表的整体转

换和开放网络服务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还十分欠缺。

由此可见，我国叙词表电子化网络化发展的整体

水平还基本处于上述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词表编制技术和

应用技术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更新依然缓慢，成本依然

高昂，极大地限制了中文叙词表的发展和应用。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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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中国的学者在这一领域大有可

为。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为中文叙词表的网络

化发展提供一种基于最前沿技术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为实现我国KOS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尽一份力量。

3来自知识组织系统其他相关各界的启示

目前，除了信息科学界(图书情报界)之外，知识

组织系统也已成为语义Web、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等领

域共同研究的课题。从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中得

到一些启示，以使研究能够尽可能地博采众长，并满足

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

在语义Web界，不仅发展了上一小节中提到的各

种描述语言，还制定了支持这些描述语言的各种技术

标准，由W3C推荐发布，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如

SPARQL检索语言和Web Service系列标准等。基于语

义Web技术表示的KOS可直接利用这些标准和技术

来实现其网络服务、检索等功能。

对本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本体是语义Web的核

心。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来看，本体理论和

本体实用技术的发展都已日趋成熟。学术界对本体表

示和推理的逻辑基础描述逻辑(Description Logics)和

框架逻辑(Frame Logic)、本体的表示语言、开发本体的

方法、本体的底层结构以及本体的应用等都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研究闭o。各大研究机构和IrI'公司对本体的

构建、检索和推理工具的研发投入巨大，已推出了若干

实用开发工具，例如，本体构建工具Prot696和本体开

发工具包Jena等，这些都为应用本体技术推进叙词表

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

2002年以来，本体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大陆图书情

报界学者的注意，他们就本体在图书情报界的应用前

景、基于本体的信息处理模式和检索模式、本体的开发

思路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研究也对

本研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知识科学界，本体被认为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知

识，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乃至其他系统之间的

知识(或资源)共享和互操作提供手段旧¨。我国著名

的理论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院士陆汝钤先生提出，知识是结构化的信息，正如概

率论是研究信息论的基本数学工具一样，本体就是知

识结构性的基本描述，这一点与国际上有关专家产生

共识。他建议我国要大力发展知识工程，构筑海量的

知识库，并积极参与到语义网建设的国际努力中去，参

与制定相关的国际标准，贡献本体知识库，这样才能使

在新一代的因特网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㈨。

4叙词表与本体的比较研究

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对叙词表与本体进行了比较

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见参考文献[23—28]。这

些文献从多个方面对本体和叙词表进行了比较，基本

总结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但也存在一些不太准确

的结论。在全面参考了二者的权威定义和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笔者对叙词表和本体的关系给出以下评述。

国际标准ISO 2788—1986旧1给叙词表下的定义是

“The vocabulary of a controlled indexing language，for-

really organized 80 that the a priori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cepts(for example as“broader”and“narrower”)are

made explicit．”(受控的标引语言词表，被正式地(也

可译为“形式化地”)组织，以便概念之间的推理关系

(如“上位”和“下位”)明确化)。这个早期的较抽象的

定义与以下介绍的本体定义表述有颇多相似之处，之

后人们又将叙词表的结构、用途等因素加入进来，给出

了多种不同的定义表述。如ANSI／NISO Z39．19—

1993m1为叙词表下的定义是“一种受控词表，以一种

众所周知的顺序排列和结构化，以便术语之间的等同、

同形异义、等级和相关关系被明确显示，并通过相互使

用的标准关系指示符进行标识”。我国《文献叙词标

引规则》(GB／T3860—1995)C31]则认为，叙词表是“自

然语言中优选出来的语义相关、族性相关的科学术语

所组成的一种规范化词典。在文献标引与情报检索过

程中，它是用以将文献、标引人员及用户的自然语言转

换为统一的系统语言的一种术语控制工具。”

在人工智能界，最早给出本体定义的是Neches

等，他们认为：“本体定义了构成一个主题领域的词汇

表的基本术语和关系，以及将这些术语和关系结合起

来定义词汇表扩展的规则(An Ontology defines the bas—

ic temm and relations comprising the vocabulary of a topic

al'ea as well as the rules for combining terms and relations

to define extensions to the vocabulary)”m
J o可以看出，

这个早期的本体定义与叙词表的定义没有本质的区

别。斯坦福大学的Gruber给出的本体定义被引用得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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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他认为，“本体是概念模型的规范说明(An

Ontology is a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1和

“本体是概念模型的明确的规范说明(An Ontology is

fill 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341。

Borst在此基础上对本体的概念进行了引申，认为“本

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An Ontology

is a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a shared conceptualiza—

tion)”m1。得到广泛认可的是Studer(1998)在Gruber

(1993)口副和Bo瑙t(1997)mo的定义基础上提出的“本

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An On·

tology is a formal，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shared con—

ceptualisation)”m1。其中，概念模型(Conceptualiza—

tion)，指客观世界中某一现象的抽象模型，通过已经识

别的该现象的相关概念而得到；明确(Explicit)，指所

使用的概念的类型以及对其用法的约束都有明确的定

义；形式化(Formal)，指本体应该是计算机可读的这个

事实，将自然语言排除在外；共享(Shared)则反映了这

样一个观念：本体捕获的是共同认可的知识，即他不是

某一个个体专用的，而是被一个团体所接受的知

识：蚓。

Alexandra Moreira等在文献[24]中采用一种

分析一综合(Analytical—Synthetic)方法对叙词表和本

体在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文献中出现的各种(英

文)定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计算机科

学的角度来看，本体和叙词表一样，是一个概念系统，

因此它属于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层次，而非(哲学

的)本体论层次。即计算机科学的本体和信息科学的

叙词表都在认识论层次上起作用，区别在于所使用的

语言、形式化水平和用途上(某些计算机科学界的研究

者也将叙词表称为是非形式化的本体(Informal Ontolo—

sy))。本体针对领域概念注册，目标是自动推理；而叙

词表针对的是用户和文献语言之间的交流。叙词表完

成了计算机科学企图用本体完成的部分目标，因此它

们也被称为术语学本体(Terminological Ontologies)Ⅲ1。

尽管叙词表和本体有不同的起源和用途，从他们

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通过受控词汇来表达概念

的概念系统，都提供了对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与描述，

都追求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明确化(Explicit)和描述

的形式化(Formal)。只是因为叙词表是设计来使标引

人员所用的词汇和检索人员所用的语言相匹配，即供

国圈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人工使用而达到领域知识共享的，而本体从一开始就

是设计给计算机理解和使用的，因此他们采用了不同

的方法来达到明确化、形式化和推理的目标。叙词表

通过严格的词汇控制等构建方法学来保证概念的无歧

义，通过统一的、规范化的指示符和显示格式来正式

(供人工使用的形式化)地、明确(Explicit)地表示概念

间的推理关系(A Priori Relationships，如IS—A关系

(上位、下位关系)、同义关系等一刊)，并通过人工干预

来完成推理；而本体则通过具有严格数学基础的形式

化方法来保证概念的明确无歧义和实现自动的推理。

因此，可以对叙词表与本体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叙词表是一种非数学意义上形式化的特殊本体，他们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概念间关系的粒度(叙词表用

“用、代、属、分、参”等来揭示较粗粒度的等同关系、等

级关系和横向的相关关系，而本体可以容纳任意种类

和粒度的关系)和形式化的程度(人工方法和数学方

法之区别)。参考文献[23—28]中所列举的很多不同

之处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这两个基本的区别。因此笔者

认为，叙词表和本体是可以融合的。可以引入本体的形

式化方法来表示叙词表，提高叙词表的科学性，使叙词

表能够被计算机理解和实现自动推理；然后可以在叙词

表原有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扩展更具体的关系种类，使其

能够具备细粒度本体的功能，这样，叙词表的网络化发

展和本体的构建就可合二为一。基于这种理解，笔者创

建了中文叙词表本体ontmesaums——一种新型的、同
时具备叙词表和本体特征的知识组织系统。

5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构建

采用基于XML的语言来表示词表以实现其网络

服务和M2M功能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较为对口的

可参考标准是W3C于2005年11月发布的基于RDF

的SKOS(Simple Knowledge Organisation Systems)工作

草案(Working Draft)L14]，专用于支持在语义Web框架

内将知识组织系统(如叙词表、分类法等)转换为网络

上可应用的RDF格式文档。但SKOS本身仍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和扩展。笔者认为

有必要在参考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尝试其

他适合我国国情的、可能的实现方式，以获得更多的实

践经验，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一个还未成熟的方案成熟

之后再移植过来。国际共识本身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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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础之上。

笔者的感觉是，SKOS的定义较为松散，表示能力

较强而推理能力不足，比较适合用来表示图1所示的

“分类法与范畴表”、“术语列表”分组中的一些规范化

程度不高的KOS(对于中文KOS仍需扩展)。他过于

拘泥于传统词表的表面形式，没有从概念及其关系的

实质来表示知识组织系统，因此，不太适合用来表示控

制程度高、对形式化和推理要求也较高的基于关系的

KOS，例如中文叙词表(尤其是当中文叙词表进一步向

本体发展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国研究者的重视。在

现有的SKOS实现案例中，几乎都采用一个没有任何

实质性语义的序号(类似于数据库的控制号，如：

http：／／example．corn／Concept／0001 p玑驯)来表示URI后

面的概念，占据着一个概念描述的核心位置，然后用

prefLabel表示首选词(叙词)，用ahLabel表示非首选

词(非叙词，入口词)，这种缺乏人类可读性(Human

Readable)C40]的URI导致了概念间关系的揭示极不直

观。事实上，SKOS并未规定要用序号来表示URI中的

概念部分，而是建议URI去除前面部分之后应具有人

类可读性Ⅲ1。笔者认为，概念应该通过文字来表述，

首选词和非首选词是一个概念的若干不同的词汇表述

形式，首选词之所以被选为首选词，是因为他被认为是

这个概念最正规、最合适的表述形式，且具有唯一性，

因此完全可以在URI中直接用作概念的文字表述(中

文叙词简短连续，尤其适合)，而首选词与非首选词之

间是一种等同关系，在它们之间定义一个表示等同(入

口)关系的属性即可。序号是人为指定的符号，主要用

于实现，本身并没有语义，确实需要的话可以作为概念

的一个属性出现(如NCI叙词表OWL版本的做

法u刮)。这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在具有人类

可读性的概念表述之间定义和表示，好处是：大幅提高

文件的人类可读性，易于发现概念间的错误关系，同时

可简化检索、一致性检测等功能的实现复杂度。

从W3C于2007年5月发布的工作草案SKOS Use

Case and Requirements一¨中可以看出，为显示和检索目

的而实现概念之间关系的表示(Representation of rela．

tionships between concepts)已被列为已接受需求(Ac．

cepted Requirements)之首(R—C0nceptualRelations)，同

时，使用OWL来扩展特殊概念类型、用OWL为词表进

行编码等在Use Case案例中具有强烈的需求，实现

SKOS与OWL—DL的兼容被列入了下一版本SKOS的

候选需求(R—CompatibilityWithOWL—DL)。由此看

来，SKOS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SKOS于2008年8月

29日发布的最后征求意见草案H21中对这些需求的解

决并不彻底，该稿已于2008年10月3日截止意见征

求，预示着SKOS已基本定型，正在向成为W3C推荐

标准作最后的努力。

其实，在2004年OWL成为W3C推荐标准之后，

为了兼容那些规范化程度不高的KOS，SKOS仍选择基

于RDF来制定标准，就已确定了自己的低调定位，面

对NKOS界对形式化和推理越来越高的要求，自然有

些力不从心。中文KOS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

人们不可能依赖SKOS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依靠

自己的力量对中文KOS的形式化表示问题进行深入

的研究，积极参与到相关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去，才能最

终建立起能够满足我国中文KOS形式化表示要求的

标准体系。

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OWL表示及其语义深层揭示研究”m1撰写于2004年

7月，直接采用当时刚刚成为W3C正式推荐标准的

OWL来表示叙词表，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OWL丰富

的描述机制和良好推力能力来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

一致性检测、语义关系扩展和未来多个中文叙词表本

体的映射、集成。

本项目正式实施时笔者对参考文献[43]中的类

定义和属性定义作了修改和扩展，使其能够较普遍地

适应我国现有中文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要求，并参考

SKOS标准草案的原语对若干属性名称作了一些修改，

尽量与SKOS保持一致。中文叙词表本体的详细类定

义和属性定义见表1和表2。这些类定义和属性定义

构成了OntoThesaurus的TBox，他遵从OWL DL规范，

可实现完全的推理。主要创新点如下：

(1)采用面向概念模式Ⅲ1，以概念为中心，关系属

性只针对概念而声明，并直接以叙词作为概念的表述

形式，取消非叙词款目及“用”关系的相应表述。此举

大大缩小了OntoThesaums的容量并简化了实现过程。

(非叙词的入口作用通过检索实现，书本格式中的非叙

词款目可通过程序自动生成)；

(2)参考ANSI／NISOZ39．19—2005Ⅲ1的第8节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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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类定义

类名称 含义 OWL定义或说明(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为例)

<owl：Class rdf：ID=”Concept’’／>

，、 概念。词表中所有概念(将正式主题词视为概(定义Concept类)
∽”ep‘

念)都是这个类的individual(成员，实例) <Concept rdf：ID=”考古学”／>

!壁鉴竺!!!暨!耋鲤塞倒：：耋直堂1

GeneralConcept 一般通用概念，是Concept的子类 总论复分对照表中列出的丰题概念是这个类的individual

时代概念，是Concept的子类
包括国际时代表、中国时代表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及辅助表九“通
用时间、地点复分表”中列出的通用时间概念

WorldEraConcept 世界时代概念，是EraConcept的子类

ChinaEraConcept 中国时代概念，是EraConcept的子类

ChinaNationalityConcept中国民族概念，是Concept的子类

辅助表四“国际时代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是这个类的individual

辅助表五“中国时代表”中列出的丰题概念是这个类的individual

辅助表六“中国民族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是这个类的individual

NTerm Non—preferred term，非正式主题词(非叙词) 所有非叙词(JkNi,司)都是这个耋塑!!!!曼dual

8ronder

·BroaderGeneric

具有传递性。与Narrower互逆 上位词 BT 属S

Brond等e篓熬驾炳烁‘襞幽m黼社翎BTGship NarrowerC,enefic)。具有传递性。与 互逆 (扩展)

Concept 。 ．T．
Concept Broader的子属性。表示实例关系(Instance relation-实例关系上位词 14ql'l+B“恤n“咖

ship)。具有传递性。与Na肿werInstance互逆 (扩展)
⋯

：竺：!竺 鏊芝燮三鳖鐾：：==燮竺±竺!竺
Narrower 具有传递性。与Broader瓦逆 下位词 NT 分F

．， ，、 Narrower的子属性，表示类属关系(Genetic∞lation-类属关系下位词 ^I"。州8”we舭“eri。
8hip)。具有传递性。与BroaderGeneric瓦逆 (扩展)

““

Concept 、， 。． Concept Narrower的子属性，表示实例关系(Instance relation·实例关系下位词 M
’1、8”w刚“8t“ce

ship)。具有传递性。与Broaderlnstance互逆 (扩展)
““

囫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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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_Product

t Preduet．．Aefion

·Action_Property

Related的子属性，表示行为／产品(Action／Product)关系

Related的子属性，Action Product的逆属性

Related的子属性，表示行为／属性(Aedo．／Protz．ay)

Related的子属性，Action Property的逆属性

}Action_Target Related的子属性，表示行为／目标(Action／Target)关系

·Targa_Action Related的子属性。Acti伽Taq鲥的逆属性

‘‰0删埘咖娜
·chi西I硌_ConOrObj

·砌拙旧iaI Product

$Preduct．删

ji髦f品相关词 RTAPd
(扩展)

囊蹩亨为相关词 RTPdA
(扩展)

j掣笔号性相关词硼，APp
(扩展)

⋯～”

曼丝争为相关词 RTPpA
(扩展)

凭型P标相关词 RTAT
(扩展)

只髦专亍为相关词 RTrA
(扩展)

善糕是铲示概念或物缈性原‰唧W啡凳臀警蝴嘲RTCOPj训nop雠y)关系 关词(扩展)

眺ed的子属性，Co．OrObj_脚螂的：逆J蕃性羹嚣鬻物体相RTPCO
紫摇黩表示概念或物懈泓娜”啡翳麓鬻来源相RTCOOject／0Iig．眦)关系 关词(扩展)

Related的子属性，ConOrObj_Origins的逆属性 羹孑葛繁物体相RTOCO

怒鬣当耥徽僦誊裂黧徽盖一(C0noept啊Obiect／Me鼬叫硼暑ll耄Ullit or Mecllalli鲫)关系-j：：⋯⋯～。
。‘。‘

Related的子属性。Co．OrObj_Measure的逆属性 念或物体相关词RTMCO

(扩展)

嚣辫子黜'标黝彬糯‘晰酬7 M豁黼相翔RTRMPu刚关系 (扩展)

Related的子属性，RMaterial_Product的逆属性

ReLated的子属性，表示学科或领域／对象或从业者(Disci一
汕m or Field／0bject∞Practitioner)

囊蹩孽材料相关词ITIPRM
(扩展)

学科或领域／对象或
从业者相关词 RTDFO

(扩展)
对象或从业者／学科

}ObjOrPrac DiscOrField Related的子属性，DiseOrField_ObjOrPme的逆属性 或领域相关词(扩RTODF

DatatypeProperty

(注：表中带“}”号的是扩展的子关系属性，参考ANSI／NISO Z39．19—2005制定。相关关系的子关系属性对应的叙词表标识是由笔者自

定义的(粗体英文标识，在相应的标准中尚未明确定义)。在用户界面中，这些扩展关系的详细解释将随鼠标指针指向相应关系名(Label)而出

现(悬停)，以便于用户理解和判断。)

(Relationships)，对Broader，Narrower和Related三个属

性分别进行了子属性扩展，同时保留原有的三个父属

性，并规定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三种关系不能既声明为

父属性又声明为子属性，只能二者择一(通过一致性检

测机制保证)。此举利于将初始的粗粒度OntoThesau—

l'as逐渐演化为细粒度本体，从而支持基于概念间具体

子关系的推理。

在实际转换中，不同的中文叙词表可以根据其自

身的特点选用其中的某些定义。分类号属性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扩展。Concept的子类类型和相关关系子关

系类型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笔者认为，对于中文叙词表这种控制程度高、结构

XIANDAI TUSHU QINGBAO JISHU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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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KOS而言，适合定义一个OWL应用子集来满

足其形式化表示和进一步扩展要求。以上定义比较简

洁、严谨，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现有的100多部中文叙词

表的形式化表示和一般扩展细化要求，可以作为基本

应用子集使用。在将来的实践中若发现有其他的需

求，可以再吸收SKOS的一些原语(将其改造成符合

OWL DL规范)或扩展定义相应的OWL类和属性。

6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功能简介

以上述定义为基础的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

统(OntoThesauru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ystem，

OTCSS)已实现以下功能：

(1)可将已有中文叙词表文本自动转换为OWL

文件(初始OntoThesaurus)。

(2)实现了OntoThesaurus的网络共享应用功能，

包括供人使用的OntoThesaurus一佟和供应用系统使

用的Web Service API(OntoThesaurus—API，目前可提

供17个服务函数)。

(3)实现了OntoThesaums的一致性推理检测机

制。可对初始OntoThesaurus进行一致性检测，找出并

修改中文叙词表的原有错误；在共建和修订过程中运

用一致性检测，保证OntoThesaurus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健康运行。

(4)实现了OntoThesaums的网络化用户共建和修

订专家维护所需的各项功能，解决了中文叙词表本体

的及时更新问题。

该系统的整体研究和若干功能的实现请参见本项

目资助发表的其他成果论文，本文不再赘述。这些功

能的顺利实现表明，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定义是科学的、

可行的。

7结语

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保留了叙词表的

原有结构和内容，使叙词表几十年来的理论成果和实

践经验得以保持和延续；同时引人了具有严格数学基

础的形式化的本体表示方法，为实现自动推理和容纳

更多种类、更具体的概念间关系提供了可能。以《敦煌

学检索词表》、《社会科学检索词表》(局部，含民族学、

宗教学、逻辑学部分)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一版局

部，含D类、K类和B9类的所有叙词款目)为基础建

阿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成的多个OTCSS原型系统Ⅲ’舾】，证明了这种表示法具

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利于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的

本体化升级和网络共建共享。

目前国际上语义web界的研究普遍缺乏实践支

持，亟需大量的实践来推动理论的进展和规范的成熟。

笔者认为，我国图书情报界有能力在中文知识组织系

统的构建和服务方面，依托已有的理论、实践成果和人

才优势，大力推进中文知识组织系统的网络构建和网

络服务，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与国际标准

兼容的中文知识组织系统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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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明仲.Zeng Xinhong.Lin Weiming.Ming Zhong 中文叙词表本体一致性检测机制研究与

实现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5)
    研究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的一致性检测机制,并将其应用在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

(OTCSS)的修订意见提交、叙词表本体更新和全局检查等相关过程的实现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期刊论文 曾新红.明仲.蒋颖.林伟明.胡振宁.张水英.Zeng Xinhong.Ming Zhong.Jiang Ying.Lin Weiming.Hu

Zhenning.Zhang Shuiying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研究 -情报学报2008,27(3)
    本文阐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共建共享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总体结构.描述了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OWL本体的扩展TBox定义,叙词表文本的ABox实例自动转换,OntoThesaurus的一致性检测机制;OntoThesaurus在图书情报界及语义Web界的广泛共享应用前

景;在共享应用中采集标引员、领域专家和一般检索者知识实现本体共建和动态完善的完整过程.最后对我国叙词表编纂机构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主

题词表)的网络化共建和共享服务提出了建议.

3.学位论文 谷建军 基于叙词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建模方法研究 2006
    1.前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医药文献数字化研究的开展，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已经走过了几个阶段。从200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的重点研

究专项“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数字化关键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到2001年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重大项目“中医药科技信息数据库建设”项目，再至

2003年国家科技部医学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中医药学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已成功研制出“中医本草文献数据库

”、“中医方剂文献数据库”，在全国三十余家中医院校和和研究机构的参与下，成功构建了我国第一个中医古籍文献知识库，目前已收录了本草、方

剂类古籍260余种，6000余万汉字，并于2003年实现了网络运行。

    在数字化工作的研究中，导师柳长华教授提出的基于“知识元”的中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在知识库建设中取得了进展，基本形成了一套较成

熟的建库技术。

    以这种技术建立的数据库使知识的查询更加精确，避免了大量冗余信息的出现，使用户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信息爆炸的困扰。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

题又出现在查询者面前，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孤岛”现象。

    古籍数字化的功能不仅在于一般的信息查询，更重要的是古籍文献中的知识发现。普通的数据库难以达到知识挖掘的深层次要求，古籍数字化的目

标是建设知识库。

    2.知识库系统的原理从知识的使用角度来看，知识库是由知识和知识处理机构组成，知识库形成一个知识域，该知识域中除了事实、规则和概念之

外还包含各种推理、归纳、演绎等知识处理方法。

    知识库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知识库和推理机构。知识库对知识进行存储和管理，推理机构是推理机使用知识库内的知识执行推理的机构。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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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具有能用计算机所存贮的知识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解释和推理，并有对其进行验证的功能，则该系统称为知识库系统。

    知识库系统的实现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知识库的处理过程分为二个层面：先将知识由底层数据经过一系列加工，如分类、

归纳、综合等处理过程而得到上层信息，称为知识表示。这种信息再经过解释、比较、推理得到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即知识推理的过程。

    为了实现知识推理，一种基于本体的知识表示方法成为各个领域构建知识库推理系统的首选。

    3.本体的概念、作用与分类本体(Ontology)起源于哲学领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定义Ontology为“对世界客观存在物的系统的描

述，即存在论”。Ontology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系统的解释或说明，它关心的是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Ontology这个哲学范畴，被人工智能界赋予了新的

定义，从而被引入信息科学中。

    目前普遍接受的本体定义为：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规范说明。从内涵上来看，本体是领域(可以是特定领域的，也可以是更广的范围)内部不同主

体(人、机器、软件系统等)之间进行交流(对话、互操作、共享等)的一种语义基础，即由本体提供一种明确定义。Ontology自身所要实现的目标，即

：“在人类和应用系统之间实现共享和相互理解”。

    Ontology能够将领域中的各种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显示地、形式化地表达出来，从而将术语的语义表达出来，因而在语义查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自W3C主席TimBermem-Lee在1998年首先提出了语义web的概念之后，Ontology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体强调相关领域的本质概念，同时强调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本体论可以有效地表达知识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基于本体论的知识库系统可以建立

有效的知识表达体系，揭示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体技术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知识库系统的性能：可重用性、知识获取、查找智能性、可靠性、规范定义、任务解析、可维护性。

    本体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领域本体、通用本体、应用本体、表示本体。本文关注的是本体类型中的领域本体，主要讨论如何运用Ontology技术构

建中医古籍领域本体。

    4.本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创新点本文通过对本体的国内外研究与发展现状的考察，根据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实际情况，在知识推理层面提出了建设面

向中医古籍数据库应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设想。参考国内外领域本体的建设方法，论述了利用叙词表建设领域本体的优势，提出了基于叙词表

的适合中医古籍数据库应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建设方法。最后通过一个实例阐述了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具体建设方法，为中医古籍数据库的

进一步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参考。

    研究意义：中医古籍知识库建设的要求；中医古籍知识深入整理研究的要求；便于网络中医古籍文献资源的统一管理。

    研究方法：文献调研法、概念分析法、本体构建法。创新点：在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领域提出建立本体系统的设想；分析了适合中医古籍文献数据

库的本体表示语言和编辑工具；提出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建设目标；设计了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建设方法；建立了一个以“病证”概念为核心

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模型。

    5.本体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外主要研究现状：①理论深化研究；②信息系统中的应用；③本体作为一种能在知识层提供知识共享和复用的工具在语

义网中的应用。

    国外较为知名的本体知识系统：WordNet、FrameNet、GUM、SENSUS、OntoSeek、Cyc、HowNet和SUMO等。国内主要研究现状：我国本体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一个是对W3C发布的关于本体的外文资料的翻译，一个是主要为面向应用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应用都相对落后于国外。

    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研究主要有：浙江大学网格计算实验室开发的基于语义的中医药信息本体虚拟组织模型——DartGrid服务栈；北京中医药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开发的基于本体的中医专家临床病案知识库。

    6.领域本体的构建20世纪50年代叙词表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主题检索的主要语言，各国拥有的叙词表数以千计，并涵盖了各个领域。从一定意义

上讲，叙词表可以说是一种轻量级本体(Light-weightOntology)。基于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有诸多的的优越性，目前人工智能界普遍推荐利用叙词表构

建领域本体。

    中医古籍文献叙词表与本体的关系：中医古籍文献叙词表表示的是中医古籍文献中包含的概念，概念来自于古籍内容与古籍本身，是对中医古籍文

献的客观反映。

    叙词表表示的是树状结构，这种树状结构反映了古籍文献内部的自然构成方式。叙词表的结构是可见的、清晰的，可称为显性结构。领域本体继承

了叙词表的树状结构特征。本体更重在表示一种概念之间的隐含关系，这种关系是模糊的，不明显的，可以称为隐性结构。相对来说，本体的反映更微

细，更深入，为文献中的知识关联提供了可实现的途径。叙词表或本体是对体现古籍内涵的概念的集合。

    领域本体的建模元语：(概念)类、属性、函数、公理、实例。

    建模语言：选用OWL语言。本语言的优势在于：基底层语法符合XML标准格式；为W3C推荐的标准本体编辑语言，便于与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支持

多种语言输入，并支持中文；网络中有免费教学手册，便于下载学习。

    编辑工具：选用Protégé-2000。其优势在于：界面友好，具有图形化的用户界面；版本更新速度快，目前已发布了3.1.1版；支持多种语言格式，支

持中文编辑；本体文档可以不倚赖于本体编辑器进行代码修改，方便与数据库的连接；网络开放资源；是W3C推荐的本体编辑器；是基于XML的本体标记

语言，多种存储格式，可以适应不同需要。

    构建方法：选用斯坦弗大学医学院开发的七步法。7.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模型(病证模型)的构建元数据(Metadata)就是数据之数据，或描述原始

数据的独立数据。元数据是针对网络信息标引发展起来的，它以Web页作背景，通过元数据将Web信息组织起来，构成基于元数据的有序信息系统，为网

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提供了重要手段。其主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于信息处理。

    根据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的最新研究，中医药古籍元数据包括三类概念：一是表达古籍外部特征的元数据，称为书目元数据；二是表达古籍内部

篇、卷、章、节层次特征的元数据，称为书体结构元数据；三是表达古籍知识单元内容的元数据，称为语义元数据。本领域本体模型以“语义元数据

”为核心概念集，以“病证”语义元数据及其包涵的概念为中心建立本体模型。

    有关病证与其他概念间的关系主要有二类：等级关系，包括上下位关系和实例关系；非等级关系，包括同义关系、交叉关系、排斥关系等。

    以《诸病源候论》“风痉候”为例，为本体添加类和实例：“风痉候”条文：“风痉者，口噤不开，背强而直，如发痫之状。其重者，耳中策策痛

；卒然身体痉直者，死也。由风邪伤于太阳经，复遇寒湿，则发痉也。诊其脉，策策如弦，直上下者，风痉脉也。”

    “风痉候”的概念等级链为：病证——风病——风痉。条文中与与本概念相关的其他概念有：证候表现、预后、病因、病位、脉象。添加到本体中

，如图所示：

    8.讨论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概念十分丰富，概念间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本体系统的建设，应根据实际需要分阶段完成。本文将中医古

籍文献领域本体的研究目标分为二个阶段：

    长期目标：建立相对完整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系统平台。建立本体的中英文对照词表，便于与世界接轨。

    短期目标：根据数据库建设的需要，分别以本草、方剂、病证为中心概念，开始本体系统的建设。

4.期刊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明仲.Zeng Xinhong.Lin Weiming.Ming Zhong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实现及其术语学

服务研究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2)
    在简单介绍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CSS项目背景的基础上,阐述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网络术语学服务(OntoThesaums -TS)的意义.详细描述

OntoThesaums的检索实现方法,以及其术语学服务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并对OntoThesaurus的术语学服务提出进一步研究计划.

5.学位论文 付佳佳 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建模研究 2006
    众所周知，叙词表是一种为解决信息的主题排序而创造的人工语言，它的本质是对自然语言中的词汇进行选择、规范、并揭示其间相关关系，由此

形成受控词汇的集合，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的文献如何被方便科学检索的问题。然而，WWW是当今主要的网络信息的集散地，不仅汇聚了海量的

信息，而且信息数量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随着数据量的激增，WWW上大量分布的无结构和半结构化数据日益加剧信息检索的困难，因此，如何组织

海量的数字信息，并为用户提供精确高效的网络检索服务成为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这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知识组织工具如叙词表、分类表等在网络环

境中适应性的争论。尽管叙词表和分类法等传统知识工具已开始在网上发展，但是对机器语言来说，其互操作性和表达性仍比较差，为此人们提出了本

体这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领域本体构建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领域本体的目标是捕获相关领域的知识，确定该领域内共同认可的词汇，并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式上给出这些词汇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定

义。从而实现人们对同一客观事物的共识，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事物的标准。即为人类认识活动构建顶层概念框架。

    其次，本体更加突出知识共享的功能，尽管二者都对概念间等级关系、相关关系进行了揭示，但本体更着眼于给出人类事物认识的知识(或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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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框架，因为在本体的一个实体中每个概念都有其属性信息、实例信息，而这些在词表系列中则少有展示，很多已经涉及到专业词典中的知识，因此说

一个本体是一个人类知识(或领域知识)体系的汇总毫不夸张。

    最后，本体的出现还是为了设计一种机器可以理解的语言。通过本体可以克服计算机系统之间的语义鸿沟，实现某个领域内不同主体(人、机器、软

件系统等)之间的对话、互操作、知识共享等目的，于是它被认为是一种共享的概念模型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其中形式化就是指应该是机器可读(可理

解、可操作)的意思，而这也成为了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应用研究的主题之一。

    领域本体的构建体现了目前的趋势，但是原本属于本邻域的叙词表是丢弃还是融合?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叙词表和领域本体之间有

许多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使得基于叙词表来构建领域本体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由于某学科领域的叙词表包括本学科领域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术语(叙词

)，因此这些术语(叙词)可以为本领域本体中的概念的创建提供指导；另外，叙词表中的限义词、涵义注释、等级关系、词间关系，为领域本体中概念的

属性、实例以及关系的创建可以提供线索和指导，这些指导将为领域本体的创建者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基于叙词表构建的领域本体至少在本领域

的概念方面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叙词表可以说是图书馆情报界为信息检索提供的知识财富，其作用和原理与本体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能利用现存的叙

词表，将其转换为相应的领域本体，必将使领域本体的建立事半功倍。

    本文在第一章中，研究了本体在改善对知识管理方面的作用，论述了建立领域本体这一课题的意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本文的章节安排。在

第二章中，系统地研究了本体的理论，从本体的定义、分类、描述语言和建模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而在第三章，研究了叙词表的概念、应用现状

，并分析了叙词表在表达语义方面的局限性和本体在此方面的优势。为了提高论述的有效性，本文还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在第四章，根据前

文的论述，总结并分析了叙词表和领域本体的区别与联系，论述了基于叙词表建立领域本体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第五章，本文又研究了当前本体建模的

主要的方法，并在总结这些方法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叙词表建立领域本体的方法。在第六章，本文通过对食品安全领域本体的建模这一实例

，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方法。在这个实例中，笔者自行开发了一个由叙词表的词间关系向领域本体的概念间关系转化的系统，从而实现了基于叙词表建立

领域本体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七章，文章对全文作了一个总结，提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本文采取了文献调查、案例佐证、技术对比等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的建模。但是，由于国内对于本体的开发方

法以及如何构建领域本体研究的较少，对基于现有的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同时限于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笔者仅对本

体及叙词表的理论，基于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的可能性及方法进行了相当粗浅的研究；另外，由于任何一个领域本体的构建都是相当复杂的，而且需要

该领域的专家的参与，同时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一个人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因此，笔者开发的系统还没有广泛地得到验证，所构建的领

域本体模型也比较简单，一部分功能还没有完全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些都是笔者将来要做的工作。

6.期刊论文 李娜.任瑞娟 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本体 -现代情报2007,27(12)
    本文分析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本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各自的属性,探讨了三者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基于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

本体模型的设想.这种分布式本体是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通过对这种分布式本体的机理与实现方法的分析与总结得出

结论:基于叙词表、分类法构建的分布式本体是在分布异构的网络环境下探索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检索、知识服务的有效途径,是智能网络服务的

必然归宿.

7.会议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OSS的设计与实现 2007
    阐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共建共享系统OTCSS的设计与实现方法,并对我国叙词表编纂机构利用

本系统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主题词表)的本体转换和网络化共建共享提出了建议。

8.学位论文 鲜国建 农业科学叙词表向农业本体转化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2008
    在当今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家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和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信息资源呈指数级增长。大量的信息给人们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又使人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如何组织、管理和维护海量的信息资源并为人们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成为

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本体(ontology)作为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已受到

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成了研究的热点，而本体构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本体和叙词表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论述，分析得出了叙词表向本体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使用当前最新的本体描述语言--网络本体语

言(WebOntologyLanguage，简称OWL)，成功地将《农业科学叙词表》(以下简称《农表》)中的叙词(包括正式叙词及非正式叙词)及词间关系进行了表示

和描述。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实现了一个转化系统，能够自动批量地将词表中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关系转化到农业本体中。基于叙词表来构建领域本体

，不仅为构建领域本体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也可以加快本体的构建进程，还能提高本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本文还在本体应用方面进行了探索，基于转化得到的农业本体构建了一个智能检索原型系统，在智能导航、自动扩大检索范围和跨语言检索等方面

都进行了初步尝试。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能提供较友好的导航功能，检全率也有一定的提高，还可以实现简单的跨语言检索。如果能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这些功能，将能大大提高传统检索系统的性能，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际的使用价值。

9.期刊论文 Choi Suk-Doo.王一丁 利用叙词表开发本体 -数字图书馆论坛2007,""(5)
    文章提出了一种构建大规模韩语叙词表的方法,这种叙词表可用于在各种不同领域内提高检索性能.目前它主要用于标引以及检索过程,新的词汇也正

源源不断地添加进来.随着韩语中对于检索性能的新需求的不断增加,开发一个大规模的本体系统应当是必要的,因而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目标就是把现

有叙词表转变为一个本体系统.文章将描述叙词表是如何构建的,并指出如何将其演变为一个本体系统的基础.

10.期刊论文 仓定兰.CANG Ding-lan 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半自动构建的研究和实现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9,9(24)
    如何组织、管理和维护海量的信息资源并为人们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本体(ontology)作为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

建模工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已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对本体和叙词表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利用网络本体语言(Web

Ontology Language,OWL),将叙词表中的叙词及词间关系进行了表示和描述.设计和实现了一个转化系统,能够自动地将叙词表中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关系转

化到领域本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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