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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多来源主题词表集成与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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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调研现有领域主题词表情况的基础上，结合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和知识组织技术，针对国家科技
热点监测的需要，提出了跨领域、多来源主题词表的集成服务框架。集成服务框架的核心是知识组织工具体

系，它包括：主题词表转换适配器、主题词表ＲＤＦＳ表示、概念融合工具，主题词表应用程序访问接口等，并对语
义集成过程及关系构词进行了重点分析。

　　【关键词】　主题词表集成　知识组织系统　主题词映射　知识服务　　　　【分类号】　ＴＰ３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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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０９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政务本体的信息资源类目
自动映射方法研究”（项目编号：７０５７３１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背　景

　　传统主题词表（Ｔｈｅｓａｕｒｉ），又称叙词表，是信息资源
管理中重要的索引、检索和导航工具。随着基于内容的

信息处理需求增长，主题词表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已经成

为概念之间可视化分析和演变分析的重要支撑工具。我

国目前开发的主题词表大致可以分为行业主题词表和综

合主题词表。行业主题词表如《林业汉英主题词表》、

《海洋科学主题词表》、《大气科学主题词表》等。综合主

题词表如《汉语主题词表》、《电子政务综合主题词表》

等。

　　主题词表的小型化专业化发展为领域信息资源的管
理带来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交叉学科

通常是研究活跃的领域，在一篇前沿论文关键词中，往往

涉及到跨多个领域的术语。一篇题为《基于本体的鱼病

知识获取与诊断推理集成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关键词

包括：“领域本体、知识获取、遗传算法、基于案例推理、鱼

病诊断、集成系统”，这些关键词涉及到人工智能、数学、

农业、计算机等诸多领域，一部某领域的词表往往很难全

面覆盖这些词汇。另外，各个行业所编制的主题词表计

算机化表示方式并不统一，为构建信息处理系统带来诸

多不便。主题词表编制者（领域专家）根据自身所处的领

域编制主题词表，而主题词表用户（信息技术专家）则希

望能够通过统一的软件接口去访问不同领域的各种主题

词表，用户要求主题词表的计算机化表示形式对用户而

言是透明的。

　　经过了小型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之后，跨领域、多
来源的兼容化、集成化将是主题词表研究和发展的重要

方向。有必要研究主题词表的统一计算机化表示形式、

规范和技术接口，从而集成其它各种行业性主题词表、兼

容现有多种格式的主题词表。通过跨领域多来源的主题

词表集成服务体系，使以前开发的各种主题词表能够在

信息智能处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使网络上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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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集成服务体系所构建的术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来

理解信息资源的内容。

２　相关研究

　　在主题词表集成的理论研究方面，ＨａｆｅｄｈＭｉｌｉ
（１９８８）提出了主题词表融合的基本原则并针对标引和
检索两种应用做了融合效果评价［１］。ＭａｒｉｏｓＳｉｎｔｉｃｈａｋｉｓ
（１９９７）采用集合理论，对单语种主题词表的融合过程做
了形式化描述［２］。Ｄａｃｈｅｌｅｔ（１９９７）提出翻译词表（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ａｕｒｉ）、相关词表（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ａｕｒｉ）以及中间词
表（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三种类型的主题词表集成［３］。王军
（２００６）则从标题元数据中抽取术语来自动构建主题词表
的角度讨论了词表的扩充问题［４］。

　　在主题词表集成架构方面，ＲａｌｆＮｉｋｏｌａｉ（１９９８）等提
出了基于Ｃ／Ｓ结构的联邦式主题词表框架体系（Ｔｈｅｓａｕ
ｒ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５］。ＲａｌｆＮｉｋｏｌａｉ等人的研究成果沿袭了
联邦数据库的思想，但是词表集成的整体层次划分和词

表的服务模式并不清晰。

　　近年来，随着ＸＭＬ、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ＲＤＦＳ（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ＯＷＬ（Ｗｅｂ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等数据和知识描述语言的不断涌现，主题词表的
计算机表示研究和开发也非常活跃，出现了 ＬＩ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ＩＬＲＴ（２００１）、ＣＥＲＥＳ（２０００）、ＧＥＭ（２００１）、
ＤＲＣ（２００２）、ＥＴＢ（２００１）等多种基于ＸＭＬ和ＲＤＦ的词表
表示语言［６］。Ｗ３Ｃ组织在这些表示语言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 ＳＫＯＳ（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０５）作为主题词表计算机化表示的标准［７］，为主题词
表集成在语言表示层次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比较有影响力的词表集成工程有：统一医学语言系
统（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ＭＬＳ），由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编制，集成
了７０多部医疗领域的词典。通用多语言环境主题词表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ＧＥＭＥＴ），
由欧洲环境总署推动建设，至今已包括２２种语言的词汇
版本与４种语言的定义版本。《汉语主题词表》则是由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牵头编写的一部大型综合性科技

词表，收词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医学、农业、工程技术等各

学科领域的主要名词术语，共收录主题词８１１９８条。
　　从目前的理论、方法、技术、应用等方面来看，国内外
在这个领域展开了一些基于多词表集成的算法与工

具［８］、大规模本体测试环境［９］以及基于多词表标引［１０］

等的研究，但是尚未提出一个清晰的从语法、语义多个层

面完整的跨领域、多来源主题词集成服务框架。

３　集成服务框架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是将服务封装成单个实体发布到网上并
提供ＡＰＩ以供其它程序使用的一种分布式计算方式。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核心技术包括：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描述语言 ＷＳＤ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用于进行服务的统
一描述、发现和集成规范；ＵＤ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用于服务的发布和集成；简单
对象访问协议ＳＯＡＰ（Ｓｉｍｐ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用于
服务调用。结合目前知识组织研究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
的发展情况，本文提出图１所示的主题词词表集成服务
体系结构和运作机制。

图１　基于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主题词集成服务体系结构与运作

　　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主题词表集成服务体系包含三
个角色（主题词服务提供者、主题词服务请求者和服务注

册中心）以及三个操作（发布、查找、绑定）。主题词服务

可以被其它应用系统通过网络协议来访问。服务请求方

只要遵照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的定义就可以发送和接收消
息。基于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诸多优点，本文所提的主题词集
成服务给信息处理、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提供了新

的综合集成方案，降低了信息分析、处理软件和应用系统

的设计、开发的复杂程度和成本。

　　主题词表服务的核心在于知识组织工具体系，它包
括：主题词表的电子化表示规范、多种格式主题词表向规

范化主题词表转换的适配器、跨词表的语义分析工具、规

范化主题词表的应用程序访问接口等，如图２所示。
　　跨领域、多来源的主题词表，由于其计算机化的表示
和存储格式多样，针对各种文件格式（如 ＥＸＣＥＬＬ、ＲＤＢ、
ＸＭＬ、ＴＸＴ）等分别开发特定格式适配器，将其转化成为
统一的表示形式，然后通过对词表解析，完成不同词表的

词、概念和关系的分析，并消除词表间的冲突，形成一致

的综合词表，存入词表库并通过本地 ＡＰＩ或者 ＷＳＤＬ描
述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对外提供词表服务。

４　基于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的形式化表示

　　主题词表虽然早已经有了编制规则标准，但是却缺
乏一个统一的电子表示和交换格式。随着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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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题词表服务的核心－知识组织工具体系

和知识组织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一些可以实现数据和

知识交换的统一格式，这无疑为主题词表统一形式化表

示、集成和共享交换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近年来，随

着语义Ｗｅｂ技术研究而兴起的主题词表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表
示多种多样，如 ＬＩＭＢＥＲ、ＩＬＲＴ、ＣＥＲＥＳ、ＧＥＭ、ＤＲＣ、
ＦＡＯ、ＥＴＢ、ＳＫＯＳ等。随着ＸＭＬ、ＲＤＦ／ＲＤＦＳ相关的配套
解析、推理和存储工具日益完善，ＲＤＦＳ非常适合作为主
题词表集成框架体系中主题词表的统一中间表示格式。

采用ＲＤＦＳ来表示主题词表的关键在于利用 ＲＤＦＳ正确
实现主题词表中的概念、关系等的构词。ＲＤＦＳ规范用
ＲＤＦ定义了一些建模原语，其中有关核心类、特性和约束
的建模原语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ＲＤＦＳ中主要的类、特性和约束构词

核心类

ｒｄｆ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所有用 ＲＤＦ表达式所描述的事物都被看成是
ｒｄｆ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的实例。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用来刻画ｒｄｆ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实例的所有特性的类。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用来定义ＲＤＦＳ中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核心

特性

ｒｄｆ：ｔｙｐｅ关系建立了资源和类之间的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关系的模型。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关系建立了类之间的包容层次模型。
ｒｄｆｓ：ｓｕｂ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关系建立了特性之间的包含层次关系模型。

核心

约束

ｒｄｆ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定义了所有约束的类。
ｒｄｆ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Ｐｒｏｐｅｔｙ是ｒｄｆ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和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
子集，它包括了所有用来定义约束的特性。

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等。

　　ＲＤＦＳ机制提供了ＲＤＦ模型中使用的一个基本类型
系统［１１］。在ＲＤＦＳ构词的基础之上，需要定义更多的其
它构词，来描述主题词表的基本概念和关系，以及不同主

题词表之间概念的映射关系。以ＳＫＯＳ为例，为了描述主
题词表和不同主题词表之间的映射关系，增加了以下构

词［１２］，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ＳＫＯＳ中主题词表构词

类构

词

概念构词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ｋｏ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ｋｏ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

概念集合构词
ｓｋｏ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ｋｏ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ｋｏ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ｍｅｍｂｅｒＬｉｓｔ

特性

构词

标签属性构词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Ｓｙｍｂｏｌ，ｓｋｏｓ：ａｌｔＳｙｍｂｏｌ，ｓｋｏ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文档属性构词
ｓｋｏｓ：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ｋｏ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Ｎｏｔｅ，ｓｋｏｓ：
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ｔｅ

语义关系构词
ｓｋｏ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概念模式构词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

主题标引构词
ｓｋｏ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ｋｏｓ：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ｓｋｏ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ｋｏｓ：ｉ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ｋｏ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

　　利用ＳＫＯＳ可以对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描述，生成基于
ＳＫＯＳ的主题词表。如下所示：
　　＜ｒｄｆ：ＲＤＦ

　　　ｘｍｌｎｓ：ｒｄｆ＝＂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１９９９／０２／２２－ｒｄｆ－ｓｙｎｔａｘ－ｎｓ

＃＂

　　　ｘｍｌｎｓ：ｓｋｏ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４／０２／ｓｋｏｓ／ｃｏｒｅ＃＂＞

　　　　＜ｓｋｏ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

００１０＂＞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ｔｈｅｓａｕ

ｒｕｓ＂／＞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

００１１＂／＞

　　　＜／ｓｋｏ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００１１＂

＞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Ｍａｒｂｌｅ＜／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Ａ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ｋｏｓ：

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ｔｈｅｓａｕ

ｒｕｓ＂／＞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

００１０＂／＞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ｄｆ：ＲＤＦ＞

　　词表的集成不仅仅是同型概念的合并问题，更重要
的是通过对期刊数据源的挖掘，发现跨领域的主题词表

术语之间的关联关系，在领域专家的辅助下，完成跨领域

词表词之间的概念关联。因此，关联关系的可扩展性是

选择合适的词表系统ＲＤＦＳ形式化表示的重要因素。

５　语义集成过程

　　多来源主题词表集成过程中，除了在词表的计算机
化表示形式上达成一致外，还需要在集成后词表的词汇、

结构等层面上进行一致性处理，即现实语义上的集成。

在语义集成过程中，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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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同义词和多义词分析
　　跨领域多来源词表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同义词和多义词
问题，这两类问题可以划归为字形层面的融合问题。

　　（２）概念映射建立
　　两个主题词表的概念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系，如完全相
等、不完全相等（大部分相等、小部分相等）。通过概念映射

建立映射文件，该文件是词库结构调整和生成融合词库的描

述文件。

　　（３）概念的合并
　　概念合并的重点是概念间属分关系的发现问题，属于概
念层面的融合问题。属分关系在不同的主题词表实现中，有

各种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一些词表中，ＢＴ意味着类包含关
系，（ｉｓ－ａ关系），而有些 ＢＴ可能还意味着实例、部分，地理

从属等各种关系。在融合的时候，需要有更加精确的关系构

词来区别和描述这些关系。

　　（４）相关关系发现
　　词表的集成，不仅仅是同型概念的合并问题，更重要的是
通过对期刊数据源的挖掘，发现跨领域的主题词表术语之间

的关联关系，在领域专家的辅助下，完成跨领域词表词之间的

概念关联。

　　（５）融合后词汇表的一致性处理
　　语义集成后要保证新得到词表内部结构的一致性，检查
是否存在违反非自返性等８类错误关系检查。

　　基于语义分析工具所进行的语义集成处理流程如图
３所示。

图３语义集成处理流程

　　主题词表集成在词形层面上主要是通过比较两个表
中的文本上匹配的概念（ＫＳＬ，Ｏｎｔｏｌｉｎｇｕａ），然后与用户
进行交互，确定融合点和融合操作，调整词表结构，确定

后，生成融合文件。多词表融合问题的难点和关键在于：

属分关系的发现和相关关系的进一步细化。经过总结和

归纳，词形和概念层次需要细化和描述的主要关系如表

３。
　　表３　术语、概念关系表

术语

关系

用代

关系

Ｕｓ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Ｉ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Ｈａ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ａｓ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概念

关系

属分

关系

Ｂｒｏａｄｅｒ／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Ｔｅｒｍ ＩｓＡ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ＨａｓＰａｒｔ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Ｈａ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ＰａｒｔＯｆＨａ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
ａｌＰａｒｔＩ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Ｈ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

相关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ｒｍＩ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Ｂ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ｓ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ａ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ｅＨａｓＬｉｎｋＴｏＩｓ
ＬｉｎｋｅｄＦｒｏｍＩｓＭａｐｐｅｄＴｏＨａ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语义集成过程的目标就是在多个主题词表之间，利
用语义分析工具，建立起采用这些关系构词描述的多个

表之间的映射文件。将这些映射文件交给应用程序后，

对相应的主题词表进行处理，得到融合后的综合表。

６　集成词表性能评价

　　国内倪静等研究者在调研国外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系
统时，从词表遵循的标准、类目级别、词条总数、族首词

数、正式主题词数、入口词数、入口率、关联比、参照度、维

护部门等多个角度对主题词表系统做了评价［１３］。从集

成词表应用的角度来考虑，集成后的词表评价方法与词

表的应用目标紧密相关，对词表集成前后的性能评价应

该从词表的应用目的来分析。如果用于标引，则可以考

虑融合前后标引成功率是否有显著提升来衡量，如果用

于检索，则可以使用融合前后词距计算来评价。本文构

建集成词表的应用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供跨学科的科

技监测和热点分析使用，二是向其它的信息分析软件和

系统提供大规模的概念关系分析服务。因此，本文认为

集成主题词表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词表涵盖的学科门

类Ｗ（宽度，族首词数）、词表知识体系的深度 Ｄ（词表的
平均层次数），粒度均衡性 Ｇ（所收主题词在学科上的分
布）、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Ｃ、主题词的时趋指数（已收录
科技文献关键词数与科技文献关键词总数的比值）、主题

词的时效指数（新旧词的比率）等，从知识容量、知识结

构、知识时效、知识变迁等多方面对集成词表的性能进行

评价。

７　结　语

　　在调研现有领域主题词表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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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领域、多来源主题词表的集成服务框架，并已经开始

了概念相似度计算方法研究和概念映射工具原型系统等

的开发。后续工作将进一步完善该集成服务框架设计并

着手主题词表转换适配器、概念融合工具的开发、集成以

及大规模主题词表存储与访问技术的研究工作。最终，

通过该框架，实现多格式、多来源的主题词表快速转换、

集成、服务，并根据评价指标动态地完善所构建重点领域

主题词表、词汇集。

　　（致　谢：非常感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钱启霖、王惠临，北
京邮电大学吴斌，北京大学陈文广等多位老师的支持、帮助，最终得以

形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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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ｓ／８．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Ｊｕｎ．２７，２００６）

８　ＮｏｙＮＦａｎｄＭｕｓｅｎＭＡ．ＰＲＯＭＰ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Ｔｏｏｌ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

ｔｅ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

ｔｅｅｎ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ＡＡＩ－２０００）

９　ＭｃＧｕｉｎｎｅｓ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ｉｋｅｓ，ｅｔａｌ．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

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０００

１０　马然，侯汉清．基于多词表的自动标引技术研究——— 新华社新闻

稿自动标引的实验．情报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３）：２７３－２７７

１１　ＤａｎＢｒｉｃｋｌｅｙ，Ｒ．Ｖ．Ｇｕｈａ．ＲＤＦ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

０：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Ｗ３ｃ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Ｊｕｎ．２７，２００６）

１２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Ｍｉｌｅｓ，Ｂｒｉ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Ｉｎｔｅｒ－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ｇｕｉｄｅ

ｔｏｔｈｅＳＫＯ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１／ｓｗ／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ｓ／８．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２７，２００６）

１３　倪静，赵新力、钱起霖．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编制及网络应用的调查

分析．情报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５）：５６５－５７１

（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ｌｊ＠ｉｓｔｉｃ．ａｃ．ｃｎ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

《下　期　要　目》

国外数字图书馆可用性评价研究综述 马翠嫦
!!!!!!

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内容管理系统研究 唐光前
!!!!!

电子教学参考资料的元数据方案的设计及及编码

　　 殷沈琴等
!!!!!!!!!!!!!!!!!!!

基于ＸＳＬＴ的ＰＤＦ论文元数据的优化抽取 陈俊林等
!!!

基于本体的论文检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沈　磊
!!!!!

数字图书馆开源软件本地化研究 毕　强等
!!!!!!!

企业门户研究综述 宋绍成等
!!!!!!!!!!!!!

基于信息构建的网站工程化建设流程 张　军
!!!!!

面向信息检索的排除词识别研究 章成志等
!!!!!!!

搜索引擎返回结果自动抽取 藕　军等
!!!!!!!!!

基于本体的Ｗｅｂ信息采集 徐德智等
!!!!!!!!!

一种改进的文档层次分类方法 谭金波
!!!!!!!!!

基于知识可视化的隐性知识转换模型研究 张会平等
!!!

专利文献引用关联可视化系统的构建

　　———以「美国专利数据库（ＵＳＰＴＯ）检索系统」为例
　　 张少龙等

!!!!!!!!!!!!!!!!!!!

国外专利分析工具的比较研究 刘佳佳等
!!!!!!!!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在国防科技信息安全管理

　　中的应用 田　丰等
!!!!!!!!!!!!!!!

电子政务留言反馈系统中的信息管理研究 陈红捷等
!!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马芳珍等
!!!!!!

基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医学影像数字图书馆构想 陈家翠等
!!!

不同Ｐ２Ｐ网络拓扑结构下的检索机制研究 汪　帆等
!!!

ＡＬＥＰＨ５００采访模块的应用与探讨 毛世蓉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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