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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万维网其进化、扩大和完善的空间还很大，可以说万维网还没有走出婴儿期。为使万维网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此摆脱

幼稚，走向成熟和真正的智能化，10年前为我们发明因特网超文本系统的麻省理工学院万维网协会主席蒂姆·伯纳斯·李，现在又

在致力于开发新一代的万维网（互联网），他为之取了一个直观的名称——“语义网”（the Semantic Web）。 

  

1、什么是“语义网”？  

语义网就是能够根据语义进行判断的网络。  

目前在万维网中，网页仅仅是一个单调的内容显示，电脑只负责将一个网页链接到另一个网页，网络不能按照用户的要求自动

搜寻和检索网页，直至找到所需要的内容。而语义网则是希望计算机能“看懂”网页的内容，使计算机成为“智能”的导航工具。

当然语义网还并不仅仅能完成这个功能，它比这还要“聪明”得多。  

简单地说，语义网是一种能理解人类语言的智能网络，它不但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而且还可以使人与电脑之间的交流变得像

人与人之间交流一样轻松。  

语义网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大脑，它由数据库智能化程度极高，协调能力非常强大的各个部分组成，可以解决各种难题。在语义

网上连接的每一部电脑，都能分享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商业和艺术等知识。它不但能够理解词语和概念，而且还能够理解它们之

间的逻辑关系。  

在语义网中，网络不仅能够连接各个文件，而且还能够识别文件里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聪明的网络，可以干人

所从事的工作。例如：它可以让计算机辨认和识别“head”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头脑”还是“领导”；在读者看新闻时，它能轻松

地分辨出哪句是标题、哪句是导语。  

  

2、语义网与万维网的区别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万维网，实际上是一个存储和共享图象、文本的媒介，电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堆文字或图象，对其内容无法

进行识别。万维网中的信息，如果要让电脑进行处理的话，就必须首先将这些信息加工成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原始信息后才能进行处

理，这是相当麻烦的事情。而语义网的建立则将事情变得简单得多。  

语义网是对万维网本质的变革，它的主要开发任务是使数据更加便于电脑进行处理和查找。其最终目标是让用户变成全能的上

帝，对因特网上的海量资源达到几乎无所不知的程度，计算机可以在这些资源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从而将万维网中一个个现存

的信息孤岛，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  

语义网将使人类从搜索相关网页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因为网中的计算机能利用自己的智能软件，在搜索数以万计的网页

时，通过“智能代理”从中筛选出相关的有用信息。而不像现在的万维网，只给你罗列出数以万计的无用搜索结果。  

例如，在浏览新闻时，语义网将给每一篇新闻报道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详细描述哪句是作者、哪句是导语、哪句是标题。这

样，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老舍的作品”，你就可以轻松找到老舍的作品，而不是关于他的文章。  

总之，语义网是一种更丰富多彩、更个性化的网络，你可以给予其高度信任，让它帮助你滤掉你所不喜欢的内容，使得网络更

像是你自己的网络。  

  

3、语义网的实现  

语义网虽然是一种更加美好的网络，但实现起来却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  

要使语义网搜索更精确彻底，更容易判断信息的真假，从而达到实用的目标，首先需要制订标准，该标准允许用户给网络内容

添加元数据（即解释详尽的标记），并能让用户精确地指出他们正在寻找什么；然后，还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以确保不同的程序都

能分享不同网站的内容；最后，要求用户可以增加其他功能，如添加应用软件等。  

语义网的实现是基于XML（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auge）语言和资源描述框架（RDF）来完成的。XML是一种

用于定义标记语言的工具，其内容包括XML声明、用以定义语言语法的DTD (document type declaration文档类型定义)、描述标记的

详细说明以及文档本身。而文档本身又包含有标记和内容。RDF则用以表达网页的内容。  

当然，要实现语义网并非仅有XML和RDF就行了。更主要的技术难题还在于要让电脑可以进行过多的“思考”和“推断”，而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人尚且难以决断，更何况计算机呢。因此，要真正实现实用的语义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XML和语义  

XML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功能强大又易于使用，它使网页能够容纳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其中元数据管理、语义透明性和自主主

体都是XML所独有的概念，而XML对统一结构化语法和半结构化语法的承诺，将有助于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变成切实可行的。  

那么在XML的基础上所讲的语义又是什么呢？虽然语义这个单词每个人对其定义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语

义解释为构建在公用语法之上的系统中XML数据的一层规范。这就引出了下面标记了XML语义的概念（在下面三概念之间有一些

重叠）：  

元素类型名称、属性名称和某些情况下内容术语的解释；  

用于使用有效文档引导事务的处理规则（也称作商业规则）；  

一个文档中的结构化元素与另一个文档中的结构化元素之间的关系。 

  

5、知识表示： 

为使语义网工作，计算机必须能访问结构化的信息集合以及一套推理规则，据此进行自动推理，HNC在这方面应该大有用武之

地。在Web被开发出之前很久，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就已经研究过这样的系统。这个技术通常称为知识表现，和Web出现之前的超文

本的境地类似：它的确是个好主意，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范例，但是它还无法影响和改变世界。它蕴含了能产生重要应用的种子，但

是要充分发挥其潜能，它必须和一个全球系统联系在一起。 

传统的知识表现通常是集中化的， 要求每个人对于共同的概念，如“父母”和“汽车”，使用完全一样的定义。但是，集中

化控制比较死板，而且这种系统的规模和范围增长过快，很快会变得难以管理。  

除此之外，这些系统往往小心地对允许问的问题加以限制，这样计算机才能给与可靠的回答。问题就像数学中的哥德尔理论：

任何足够复杂的系统如果是可用的，就必然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 也就像那个最基本的悖论的复杂版本： “本句话是错误的。”

为避免此类问题，传统的知识表达系统通常各自都有针对其数据作推理的一套有限和特殊的规则。例如，一个基于家庭数据库的家

谱系统，可能包含规则“叔叔的妻子是婶婶”。即使数据可以由一个系统传到另一个系统，规则则不然，由于规则所处的环境完全

不同了，它往往不能运用到另一个系统中了。  

相反，语义网的研究者认为要获得多样性，必然会有自相矛盾的情况或无法回答的问题出现。描述规则的语言要尽量具有表达

力，让Web能尽可能广泛地进行推理。这个思想和传统的Web相似：在Web开发的早期，恶意批评者指出它永远无法是一个组织良

好的库； 没有集中的数据库和树状结构，人们无法确保找到任何东西。他们曾经是正确的。但是，系统的表现能力使我们能获得

大量的信息，而搜索引擎（十年前看起来不切实际）现在能从中对许多材料产生出非常完整的索引。因此，摆在语义网面前的挑战

是，提供一种语言，能同时表达数据以及根据数据进行推理的规则，并且允许任何现存的知识表现系统中的规则都能输出到Web

上。HNC对自然语言语义网络的基本构成及其特性进行了一个总体性的描述。我们应该可以在利用HNC理论在web上实现某些功

能，譬如智能检索（在以后的文章中将进行讨论）。 

在Web上增加逻辑性—使用规则去推理、选择行为的步骤并回答问题的方法—是语义网组织面临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涵盖了

数学和工程化决策，使其更加复杂。逻辑必须强大到能够描述复杂的对象属性，但也不能太复杂，导致代理可能被一些悖论的问题

问倒。幸运的是，通常我们大部分想表达的意思就像“六头螺钉是一种机器螺钉”这样的句子，稍加一些词汇表，用现在的语言就

能将其表达出来。 

  

6、语义网的优点  

建立语义网的重要性在于，对信息含义的理解不再是只有依靠人才能完成的事情，计算机同样也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例如，我们看到网页上的天气预报，自然就会知道其中的含义，但计算机并不知道在那么多的数字中，哪一个数字代表温度，

哪一个数字代表湿度。而语义网的意义就要在隐藏的编码中，指明哪个数字代表温度，哪个数字代表湿度，并且说明“温度”和

“湿度”的含义。  

语义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计算机具有对网络空间所储存的数据，进行智能评估的能力。这样，计算机就可以像人脑一样“理

解”信息的含义，完成“智能代理”的功能。使用语义网搜索引擎搜索的结果也将比万维网更为精确。 

另外，由于大部分科技创新和突破，都是对已有知识的重新组合和更新，因此语义网也为新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它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人甚至需要一辈子才能做出的组合结果。 

蒂姆·伯纳斯·李曾说过：“完全可以想象，一旦这种技术被运用于世界上所有的数据表格，它将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 

据称美国将于2005年推出语义网。我们有理由相信，语义网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互联网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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