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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0BR>6KCMFA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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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4 本体的扩展 6U>J 定义，叙词表文本的 3U>J 实例自动转换，

0BR>6KCMFASAM 的一致性检测机制；0BR>6KCMFASAM 在图书情报界及语义 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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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叙词表 本体 中文叙词表本体 本体构造 共建共享 动态完善 网络术语学服务 机辅标引

机辅检索 知识组织系统 语义 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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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我国现有 $%% 多部经人工精心编纂的综合性或

专业性主题词表（叙词表），几乎覆盖了所有学科领

域，在图书情报界的标引和检索工作中得到广泛应

用。但由于其面向专业人员、共享性差和更新速度

慢等原因而未能成为网络中文术语学服务的主流，

有些甚至在图书情报界也渐被淡忘。它们面临着矛

盾的处境：理论上，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使得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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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词表的需求和机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另一方

面，最终用户却认为其太复杂而拒绝使用。这些挑

战使叙词表向着两个主要的方向发展：一是寻找一

种变通的方式使受控的叙词表可以被检索者更快

捷、更容易、更直观地利用；二是系统间的协作意味

着我们设计的词表更容易嵌入到诸如目录管理系

统、搜索引擎和入口网站等下级应用系统中［!］。笔

者认为，形式化［实现 "#"（$%&’()* +, $%&’()*）］、网

络化（实现共建共享）是让传统的中文叙词表焕发新

生的最佳途径。

目前，《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 # 版）等少数词

表已实现了电子化，但由于价格、知识产权保护、传

统观念等因素，应用面仍相当窄，有必要进一步实现

通过 -)+*.)*+ 进行的网络化共建共享。国内外图书

馆界在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研

究，一般采用基于 /"0 语法的表示语言（如 1234
1235，26"0 7 8-0 等）将叙词表的原有结构表示出

来［#］，由于 890 成为 9:; 推荐标准的时间较短，目

前还鲜见采用 890 来表示叙词表的研究。

而在信息技术领域，构建和维护实用本体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当前网络上可利用的实用本体（尤其

是中文本体）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

要。近年来，利用已有的知识组织系统（辞典、分类

表、分类法、叙词表等）快速构造本体，取代从零开始

构造本体的方法，已逐渐成为业界的共识。例如在

生物医学领域，国际上已有多个项目利用已有的医

学叙词表等知识组织系统来构建生物医学本体（如

<"05［:］，=;-［>］等）。国内也有一些试验性的研究利

用现有词表构造本体［#］。但目前的研究一般都采用

从知识组织系统抽取需要的内容去构建本体，很少

考虑 兼 顾 这 些 知 识 组 织 系 统 原 有 的 结 构 和 服 务

功能［# ? @］。

本系统旨在为中文叙词表的升级、共享和动态

完善提供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可同时满足人的需求

和 "#" 需求的解决方案，将叙词表的网络化发展与

本体的构建合二为一。本系统将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890 本体，在本体中保留叙词表的原有结构并可进

行子关系扩展，再借助本体技术、使用者的集体智慧

和知识集成对其进行一致性推理检测、深化扩展和

动态更新完善，让传统的中文叙词表不仅能更好地

为图书情报界服务，还能在网络信息环境中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成为语义 9*A 上中文本体和中文术语

学服务的主力。

# 系统总体结构

本系统先将已有的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890 本

体（初始 8)+,B’*C%D.DC），再运用本体技术对其进行

一致性推理检测4修改完善，通过网络发布实现全方

位共享（网络术语学服务4共享格式版本和传统叙词

表格式版本下载服务4内嵌式机辅标引和机辅检

索）；在共享服务中及时采集使用者（标引员4领域专

家4一般检索者）的修订意见，发送到知识集成和修

订中心，通过统计分析，为本体修订专家提供修订依

据，辅以本体推理技术，半自动实现本体知识库的共

建和动态完善，并定期发布更新版本供共享使用。

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

: 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890 本体

采用基于 /"0 的语言来表示词表以实现其网

络服务和 "#" 功能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较为对

口的可参考标准是 9:; 于 #EEF 年 !! 月发布的基

于 123 的 5G85（ 5($HI* G),JI*KL* 8.L%)(C%+(,)
5MC+*$C）工作草案，专用于支持在语义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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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格式文档。但 5G85 本身仍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J,.N()L K.%O+），结构较为简单，还需要完

善和扩展［P］。笔者认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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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础

之上。

890 是 9:; 在知识表示语言方面的最新推荐

标准，它面向 9QR，相对于 /"0、123 和 123 5&’*$%
拥有 更 多 的 机 制 来 表 达 语 义，而 又 与 它 们 兼 容。

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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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良好的扩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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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采用 890 来表示中文叙词

表，是为了能够利用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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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本体的映射、集成。采用

890 来表示中文叙词表，可以直接利用支持 890
的工具来实现词表的一致性推理和进行应用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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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系统总体结构

发。目前国际上对于 !"# 工具的开发支持力度很

强，!"# 格式的中文叙词表将具有更好的发展应用

前景。

$%!$ 的维护机构也在广泛征求使用案例以获

得需求来改进 $%!$。从 "&’ 于 ())* 年 + 月刚刚发

布的工作草案 $%!$ ,-. ’/-. /01 2.3456.7.08-［9］中

可以看出，使用 !"# 来扩展特殊概念类型、用 !"#
为词表进行编码等在实践案例中具有强烈的需求，

实现 $%!$ 与 !"#:;# 的兼容也被列入了下一版本

$%!$ 的候选需求（2:’<7=/85>5?58@"58A!"#:;#）。如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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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来 !"#! 成为了 $%& 的正式推荐标准并实现了

与 #$’()’ 的兼容，本系统也很容易将与 !"#! 对

应的原语转换成 !"#! 形式并加入必要的 !"#! 元

素，提供 !"#! 共享格式版本的下载。

!"# 转换规则

本体的构建、集成和演化很大程度依赖着定义

良好的语义和强大的推理工具，描述逻辑提供了上

述两个方面，是理想的本体构建基础。笔者在现有

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文叙词表的特点、

描述逻辑及 #$’ 语法，制定了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 本体的转换*扩展规则（本体知识库的 +,-. 部

分），其中的具体含义请参见参考文献［/0］。

对于可能就概念（和术语）的精确定义达到共识

以及需要定义逻辑规则来处理关系和可能推出新知

识的领域，可扩展子关系来定义明确的关系属性。

参考 12!3*23!# 4%56/5 ( 7008［//］，笔者对等级关系

（上位*下位）和相关关系进行了扩展，定义了它们的

子关系属性及相应的标识。上下位关系分别扩展出

三种子关系：类属关系（9:; <;=;>?@ >;AB9?-=C:?D），实例

关系（9:; ?=C9B=@; >;AB9?-=C:?D）和整体(部分关系（ 9:;
E:-A;(DB>9 >;AB9?-=C:?D）。相关关系的子关系属性则

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从列

表中进行选择，也可以在共享应用的过程中根据使

用者（如领域专家）的要求进行扩展，从而细化概念

间的关系粒度，使来自叙词表的粗粒度本体逐渐演

变成细粒度本体，满足特定领域的逻辑推理需求。

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 本体的类定义及其说

明参见参考文献［/0］中的表 /（取消 F+;>G 类），扩展

后的属性定义见本文表 /（限于篇幅，与参考文献

［/0］中表 7 重复部分略）。

表 / 中带“!”号的是扩展的子关系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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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A）而出现（悬停），以

便于用户理解和判断。由于篇幅有限，本表略去了

/I 种相关关系子关系的定义（这些子关系定义将会

在 08&+J00/ 课题的研究报告中详细列出）。

表 # 属性定义

)-GB?= F>-D;>9K LB=<; 属性特征 ABH;A 叙词表对应标识

#HM;@9F>-D;>9K 英 中

&-=@;D9 ,>-BN;>

!,>-BN;>O;=;>?@

!,>-BN;>3=C9B=@;

!,>-BN;>FB>9

&-=@;D9 具有传递性。与 2B>>-E;> 互逆。 上位词 ,+ 属 !

,>-BN;> 的 子 属 性，表 示 类 属 关 系（ <;=;>?@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2B>>-E;>O;=;>?@ 互

逆

类属关系上位词

（扩展）
,+O

,>-BN;> 的 子 属 性，表 示 实 例 关 系（ ?=C9B=@;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2B>>-E;>3=C9B=@; 互

逆

实例关系上位词

（扩展）
,+3

,>-BN;> 的子属性，表示整体(部分关系（E:-A;(DB>9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2B>>-E;>FB>9 互逆

整体*部分上位词

（扩展）
,+F

&-=@;D9 2B>>-E;>

!2B>>-E;>O;=;>?@

!2B>>-E;>3=C9B=@;

!2B>>-E;>FB>9

&-=@;D9 具有传递性。与 ,>-BN;> 互逆 下位词 2+ 分 P

2B>>-E;> 的 子 属 性，表 示 类 属 关 系（ <;=;>?@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BN;>O;=;>?@ 互

逆

类属关系下位词

（扩展）
2+O

2B>>-E;> 的 子 属 性，表 示 实 例 关 系（ ?=C9B=@;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BN;>3=C9B=@; 互

逆

实例关系下位词

（扩展）
2+3

2B>>-E;>的子属性，表示 整 体(部 分 关 系（E:-A;(
DB>9 >;AB9?-=C:?D）。具有传递性。与 ,>-BN;>FB>9 互

逆

整体*部分下位词

（扩展）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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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属性特征 /$0*/ 叙词表对应标识

102*3+’(")*(+, 英 中

4"&3*)+ 5")4"&3*)+ 4"&3*)+ 族首词 55 族 6

4"&3*)+ -*/$+*7

!4$89*: ;<<*3+

!;<<*3+: 4$89*

!’("3*99: =.*&+

!=.*&+: ’("3*99

⋯⋯

4"&3*)+

⋯⋯

参见 -5 参 4

-*/$+*7 的子属性，表示原因>结果（4$89*>;<<*3+）关

系

原因>结果相关词

（扩展）
-54;

-*/$+*7 的子属性，4$89*: ;<<*3+ 的逆属性
结果>原因相关词

（扩展）
-5;4

-*/$+*7的子属性，表示处理>工具（’("3*99>=.*&+）
关系

处理>工具相关词

（扩展）
-5’=.

-*/$+*7 的子属性，’("3*99: =.*&+ 的逆属性
工具>处理相关词

（扩展）
-5=.’

⋯⋯ ⋯⋯ ⋯⋯

!$+$+,)*’(")*(+,

4"&3*)+
4?44"7*

?44=@4"7*

A!44"7*

!!44"7*

?444"7*

B(7<9；
/%+*($/

除非特别注明，默认为此分类法类号。4CD=-4
对应字段 EFG

中图法分类号 4?4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号。4CD=-4
对应字段 EFH

科图法分类号 ?44=@

国际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类号。4CD=-4 对应字

段 EIJ
国际十进分类号 A!4

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类号。4CD=-4 对应字段

EIE
杜威十进分类号 !!4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号。4CD=-4 对

应字段 EKG
?4 分类号 ?44

4"&3*)+ ’%&L%& B (7<9；
/%+*($/

4$(7%&$/%+, M N
（即只能出现一次）

汉语拼音 ’L

4"&3*)+ ;&.4"8&+*()$(+ B(7<9；
/%+*($/

英译名 ;

4"&3*)+ @3")*C"+* B(7<9；
/%+*($/

范畴注释 @C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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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的 5O"P 可利用 ’("+Q.Q
或其他支持 1R? 格式的本体编辑工具生成 1R? 文

件。图 H 为《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1R? 文件 5O"P
部分的片段。

"#$ 各种格式中文叙词表的处理及转换（%&’( 自

动转换）

我国现有的叙词表大部分以印刷形式存在，而

电子版词表的主要形式有：文本格式（纯文本、S"(7
等）、数据库格式、D=-4 格式和 -!T 格式等。在实

践中我们发现，采用预定的带特殊字符分隔符的纯

文本格式作为转换中介格式对大多数词表来说是一

种比较理想的方法。现行的文字编辑>数据库软件

大都支持到纯文本格式的转换，可先利用原编辑>数
据库软件系统的功能将各种格式的词表转换为本系

统指定的纯文本格式（仅有印刷形式的词表直接输

入>扫描转换为此格式），然后用统一的转换程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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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报 第 HI 卷 第 U 期 HGGK 年 E 月

万方数据



图 !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文件 %&’(部分的片段

其转换为 !"# 文件的 $%!& 部分（即实例部分）。

此法成本低、效率高，应用效果良好。若存在 ’$()
格式或 (*+ 等共享格式的电子数据则转换起来更

加容易。图 , 为根据《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一版）的

带分隔符纯文本电子版（-../）转换的 !"# 文件

$%01 部分的片段。

2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一致性检测机制

我国现有的中文叙词表一般都是人工编制的

（近年来少量词表借助计算机进行简单的一致性判

断），难免存在结构和逻辑上的错误。有必要在发布

共享之前借助本体工具，对转换后的初始本体进行

全面而严格的一致性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对其逻

辑和层次结构进行完善。在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共建

和动态完善过程中也有必要在新版本正式发布前进

行一致性检测，以使错误率降至最低。结合中文叙

词表和本体的特点、编制规范和描述逻辑，本系统建

立了针对 !34056789:;:8 的一致性检测机制，制定了

. 条自定义规则，采用 <739 对 !34056789:;:8 进行基

于自定义规则的推理，可检测出值域不一致、语义不

一致、约束冲突以及信息缺失、逻辑错误等问题，并

提供网络界面，供修订专家根据推理结果进行相应

的处理。限于篇幅，此问题将另文专述，详见《中文

叙词表本体一致性检测机制的研究与实现》一文!。

=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共享应用

本系统的产品 !34056789:;:8 在图书馆界和语义

"7> 界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应用于：检索目的

图 )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文件 *&’(部分的片段

! 文中提到的其他论文也是本课题的系列成果论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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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现多方位的扩展检索），分类与标引目的，语言

学目的，人工智能目的（本体推理）等。本系统目前

将重点放在前两种目的的应用开发上，提供网络术

语学 服 务、内 嵌 式 机 辅 标 引!机 辅 检 索 服 务（"#$
%#&’()# 接口）。此外，本系统还可以提供多种共享格

式版本的下载服务，以便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机器

可理解的术语学工具。

!"# 网络术语服务（$%&’()*+*,- .%&/(0%）

广义的网络术语服务可以是 *+* 的，也可以是

交 互 式 的、面 向 用 户 的 服 务，可 应 用 于 检 索

（&#,&(#’-.）过程的所有阶段。这种服务通过网络（如

经由术语服务注册中心）展示和应用词表（包括受控

和非受控），其目的包括：检索，浏览，发现，翻译，映

射，语义推理，主题标引和分类，收割，警告（如提示

新的或修改过的术语状态）等。这种服务可以作为

最终用户的直接元素使用，也可以根据应用环境支

持场景之后的服务［/］。

本系统为 01,234#5-6&65 开发的网络术语服务专

指交互式的、面向用户的服务，功能包括：浏览，检

索，将入口词（自由词）转化为标引词（受控概念），查

询扩展（英文扩展，同义词扩展，上!下位词扩展，指

定关系扩展等），获得。用户利用这些服务，可以发

现、获得所需的概念术语，并可复制到任何界面（如

编目标引、0789 检索、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界

面），进行检索、查询扩展、查询重构、分类标引、翻译

等工作。以上功能的实现依赖于 01,234#5-6&65 的检

索功能和推理功能的实现。本系统基于 %78:;< 本

体检索语言实现了 01,234#5-6&65 的一般检索和高级

检索，并通过推理功能可获取选中主题词、相应入口

词（同义词扩展）、相应英译名（英文扩展）、上下位词

等，详见《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实现及其术语服务

研究》一文!。

内嵌式机辅标引!机辅检索是 *+* 的、应用场

景之后的术语学服务，即将上述服务功能嵌入图书

馆信息管理系统的编目模块（主题标引）和 0789 检

索模块，并与这些模块产生信息交互，为标引员和检

索用户提供更直接、更全面的服务。根据我国图书

馆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现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趋

势，本系统拟开发通用的 "#$ %#&’()# 服务接口。如

有必要，也将开发用于 9!% 系统的 =-’- 程序接口以

及用于 >!% 系统的 =-’- "#$ 应用程序接口［?+］。

!"1 共享格式版本和传统叙词表格式版本下载2打
印服务

本系统可提供 0"<、%@0% 等共享格式版本的

下载服务，以满足其他 *+* 或面向用户的交互式服

务的应用需求（直接使用或经二次开发）。例如可用

于搜索引擎的扩展检索（目前搜索引擎的术语服务

还大都停留在简单的同义词环层次上），自动分类和

标引，文本挖掘和信息抽取、自动映射、术语或文献

的自动翻译、语义推理等。也可用来对 "#$+AB 的

以用户为中心的语义标注和内容管理进行适当的规

范控制。

为兼顾传统叙词表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某些欠发

达地区的使用要求，本系统也拟提供传统叙词表格

式版本的下载、打印功能。

C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共建与动态完善

本系统通过提供 D1,#&1#, 网络界面（需注册），在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共享使用过程中及时采集用户在

使用本体时动态（瞬间）产生的修改意见。这种方法

能够快速反映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时效

性远胜于对静态标引数据进行统计的方法（如《中国

分类主题词表》二版修订时采用的方法）。可视为应

用 "#$+AB 技术中的社会标记法（52)(-. ,-EE(1E）和民

间分类表（或称自由分类法，F2.G5212HI）［/，?/，?J］的类

似方法来改进词表的升级!维护工作的具体实践，可

以为评估社会标记法和民间分类表方法在创建、升

级和维护词表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提供实践经验。

参考《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二版的修订规则［?K］，

本系统将需要采集的用户知识（修改意见）分为以下

五种 类 型（其 中 所 用 术 语 尽 量 便 于 各 领 域 人 士

理解）：

（?）新增补叙词（正式主题词!概念）；

（+）为原叙词增加入口词（同义词）；

（/）修改原叙词款目信息；

（J）原叙词款目整条删除；

（K）新增相关关系子关系种类（向细粒度本体

演化）。

笔者 将 01,234#5-6&65 的 用 户 大 致 分 为 以 下

三类。

! 文中提到的其他论文也是本课题的系列成果论文，敬请关注。

标引员：在主题标引第一线工作的标引员（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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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叙词表的专业使用者，应用叙词表进行主题标

引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在主题分析过程中经常会发

现新的概念术语，现有的机制规定只能采用靠词标

引等非直接方式来标引这些含新概念的文献。若采

用增词标引则只能是本地的，这会引起与规范叙词

表的不统一，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来接收分析

这些新的概念术语并及时修订叙词表。笔者曾做过

六年的主题标引工作，对此颇有感触，深为这些白白

浪费掉的宝贵的修订意见而惋惜。标引员在工作中

可以接触大量的新文献，其主题分析过程是一个丰

富的知识分析和发现过程，易于发现新概念和概念

间的具体关系，以及词表中存在的错误，他们应是中

文叙词表本体共建的主力军。笔者认为，可以仿照

!"#$% 联合编目上载数据和编目员上载资格认证的

机制来管理和激励标引员的共建行为。

领域专家：对于某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如生物

医学，敦煌学等），领域专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中文

叙词表本体的共享应用可以为领域专家的研究工作

带来很大的方便，他们的共建参与也可为中文叙词

表本体的完善贡献宝贵的领域知识。另外，增加定

义相关关系的子关系是将叙词表扩展为细粒度本体

的关键手段，此时领域专家的意见尤其值得重视。

一般用户：可以贡献大量的入口词，能够“无主

要信息损失地”反映用户语言。

用户的修订意见发送之前需通过系统的检测，

以降低无效信息的干扰。成功发送的修订意见被知

识集成服务器统一接收，经分类统计分析，可按频率

（接收频率&发送者频率&标引频率）排序，提供给修

订专家参考或直接写入新版本。人工干预和自动处

理之间的适当平衡需要谨慎的考虑，系统在多个阶

段提供这两种选择。叙词表是受控的，而本体更是

具有当前知识组织系统中最准确和最形式化的关系

定义，因此修订专家的人工干预是必要的。借助本

体推理技术推理出来的隐含知识，如隐含于关系中

的新概念、推出的互逆&对称关系等，在系统运行的

初级阶段也应经过人工判断后才能写入，待本体相

对成熟之后方可设为自动写入。修订专家也有可能

出错，因此新版本发布之前应该进行一次全面的一

致性检测和修正，以将错误率降至最低（参见第 ’
节）。

当然，如果全程选择自动处理，得到的将是一个

完全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库（类似于 ()*+,)-)./），这

在某些应用背景下也是可行的。并且，本系统也可

以用来从零开始建设全新的中文叙词表本体及其共

建共享服务。

上述所有工作都可以通过 $-012-10 远程进行，通

过注册控制权限，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本系统的设

计与 实 现 详 见《中 文 叙 词 表 本 体 共 建 共 享 系 统

34!%% 的设计与实现》一文!。图 ’ 为供用户使用的

界面（可使用叙词表本体检索、获得和新词&关系采

集发送等功能），图 5 为供修订专家使用的界面（可

使用知识提取、词表管理、词表全局检查和词表发布

等功能）。

图 ! 用户界面

图 " 修订专家使用的界面

6 对我国现有中文叙词表实现

网络化共建共享的建议

本系统目前以《敦煌学检索词表》、《中国分类主

题词表》（一版局部）和《社会科学检索词表》（局部）

为例实现了原型系统，主要功能已接近实用水平，并

正在寻求与其他叙词表编纂机构的合作，以获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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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需求来改进系统，使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本系统的实践表明，我国现有的中文叙词表可以快

速地实 现 本 体 化 升 级 和 网 络 化 共 建 共 享。!"#"
$%&’()(*+ ,%&-./% 0&(1%/2［34］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所提出的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方案是

一种低投入、高效率的可自增值方案，可以充分利用

我国图书馆界传统的知识组织系统建设优势、现有

的大量标引员5领域专家等专业人才储备，借助目前

在我国广泛运行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和其他信息服

务系统进行融入用户环境、可持续、日常性的中文本

体建设。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换一种开放

的网络经济模式来发展我们的事业，也许会让我们

整个行业获得新生。

6 结 语

知识组织系统（叙词表，分类法，规范档等）是图

书馆界几十年智慧的结晶，是图书馆界最值得骄傲

的宝贵财富。许多手工制作的词表可能有这样那样

的缺陷，但毕竟凝结了图书情报专家或领域专家若

干人年甚至数百人年的脑力劳动，是极富价值的。

目前，在 7$ 界构建本体、$89(:(’+ 等知识组织系统

的过程中，领域专家构建的样本常用作评估机器自

动构建结果的标准，图书馆界的分面分析方法、同义

词聚合和概念间的关系识别方法等仍然被认为是极

有价值的方法。几乎毫无规范的 ;()<=(:(’+ 都可以

很好地提供服务，何况精心制作的叙词表。因此我

们应该解放思想，顺应网络信息时代的要求，让中文

叙词表走出图书馆，为广大用户提供更直观、更快

捷、更先进的网络中文术语服务，并利用使用者的集

体智慧实现其共建和动态更新完善。

任何一项理论和规范都需要在实践中验证，才

能逐渐完善。目前国际上语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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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的研究和实践可以为国内外

学术界提供中文本体构建和网络术语服务的实践经

验，缩短我国知识组织系统建设与国际最新规范建

设之间的距离，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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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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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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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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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期刊论文 曾新红.Zeng Xinhong 中文叙词表本体——叙词表与本体的融合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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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dThesaur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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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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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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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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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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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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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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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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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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bxb200803010.aspx

下载时间：2009年10月27日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2%9c%e5%9b%bd%e5%bb%b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2225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a8%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b%bb%e7%91%9e%e5%a8%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qb20071204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q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e%e6%96%b0%e7%ba%a2%22+DBID%3aWF_HY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e%97%e4%bc%9f%e6%98%8e%22+DBID%3aWF_HY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50330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oi+Suk-Doo%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4%b8%80%e4%b8%8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ztsglt200705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ztsglt.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bxb20080301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