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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使用传统的用于本体排序的方法得到的排序结果不够准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内容分析方
法。 首先通过构造本体的概念模型提取本体的主题词集合得到本体的主题相似度；然后通过对关键词所在的本
体上下文进行分析，得到本体相对于关键词的上下文相关度；最后结合主题相似度和上下文相关度得到本体相
对于关键词的综合评价值并进行排序。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本体排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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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Ｆｉｒｓｔ，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ｅｃｏｎｄ， ｇｏ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ｉ唱
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Key words：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万维网中本体数目日益增长，大量表示相同或相似概念的
本体相继出现，而寻找并重用已有的本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导致其重用度低并产生了大量的冗余信息，为了帮助用户
寻找并理解相关的本体，本体搜索引擎应运而生，而本体搜索
引擎返回的搜索结果的排序直接影响到用户搜索的效率。 为
了提高本体搜索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解决本体
搜索中排序问题的内容分析方法，通过计算本体的主题相似度
和上下文相关度得到本体综合评价值并进行排序。

1　相关工作
对语义Ｗｅｂ中本体进行排序是语义Ｗｅｂ众多排序问题中

的一个关键问题［１］ 。 随着本体技术的发展，不同的用于本体
排序的评价方法被提出。 ＯｎｔｏＲａｎｋ［２］是常用的本体搜索引擎

Ｓｗｏｏｇｌｅ所使用的算法，它是一种类似网页排序的基于链接分
析的方法，该算法考虑了可能存在于不同本体之间的多种语义
关联，为不同关联指定相应的权值，再根据类似网页排序的基
于链接分析的思想来评价本体的重要性。 此外，文献［３］中提
出了 ＡＫＴｉｖｅＲａｎｋ算法，综合考虑了四种不同标准对本体的重
要性进行评价，包括类匹配标准、密度标准、语义相似度标准和
中介性标准。 文献［４］中提出的 ＯｎｔｏＱＡ算法则是从本体模式
和本体实例两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本体。

然而，ＯｎｔｏＲａｎｋ算法没有考虑关键词在本体中的重要性
对排序结果的影响和本体本身的结构，因此准确率比较低；

ＡＫＴｉｖｅＲａｎｋ和 ＯｎｔｏＱＡ算法虽然考虑了本体的结构信息和关
键词对结果的影响，但是只考虑了对关键词描述的丰富程度，
没有考虑其差异性，因此得到的结果均不理想。

2　本体的内容分析方法
2畅1　主题相似度的计算

根据用户提供的关键词，本体搜索引擎可能搜索出大量的
相关本体。 本体对关键词的描述是否恰当与本体和本体所描
述的主题是密不可分的。 例如，用户想搜索关于“Ｐｅｒｓｏｎ”的本
体，关键词“Ｐｅｒｓｏｎ”可能会以分类的形式出现在描述“Ａｇｅｎｔ”
的本体中，也有可能在描述“Ｐｕｂｌｉｓｈ”本体中，以与“Ｐｕｂｌｉｓｈ”概
念具有“ｈ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的关系出现。 根据结构特征分析，这两个
概念具有相似的重要性，但关键词与“Ａｇｅｎｔ”的相似度要明显
高于与“Ｐｕｂｌｉｓｈ”的相似度，显然用户会认为描述“Ａｇｅｎｔ”的本
体更加符合需要。 因此，本体的内容分析应该考虑关键词与本
体主题的相似度。
为了得到关键词与相关本体间的主题相似度，首先要得到

本体的主题词信息。 本体元素中，概念在表现本体主题信息方
面所起到的作用显然要远远大于属性、实例等元素，因此本体
的主题提取算法主要考虑本体的概念结构信息。 本文根据本
体的概念模型得到本体主题词集，本体的概念模型构造算法如
算法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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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１　构造本体概念模型
输入：本体；输出：本体概念模型。
ａ）解析本体，得到本体中所有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父子关系、等价

关系、组成关系，及以概念作为 ｄｏｍａｉｎ 的宾语的属性数目与概念所具
有的 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属性数目之和 npd等。

ｂ）将每个概念看做本体概念模型中的一个节点。
ｃ）将具有等价关系的概念节点合并成一个节点。
ｄ）对于任意概念 C１ ，如果 C１ 是概念 C２ 的子概念，或 C１ 是 C２ 的

组成部分，则增加一条 C１ 节点指向 C２ 节点的边。
ｅ）将每个概念的 npd更新成其子概念中 npd的最大值。
ｆ）如果所有的概念节点合并成一个有向图则完成；否则给定 Ｔｈｉｎｇ

概念作为公共父概念，为每个分图的根节点添加一条指向 Ｔｈｉｎｇ 概念
的边。

本体的概念模型中包含多个概念节点，各个概念所起到的
作用是不同的，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能描述本体的主题信息。
在一个本体中，各个概念的分类信息分布得并不均匀，有些概
念的子概念多一些，有些概念子概念少一些。 为了描述本体中
概念分类信息的不同，给出了定义 １。

定义 １　概念的子概念饱和度、宽度饱和度和深度饱和度
假设在本体概念模型中，概念 Ci 的父节点有 n个孩子（C１ ，C２ ，
⋯，Cn）。 其中：Ci（１≤i≤n）的子概念数用 s表示，直接子概念
数用 w来表示，子树深度用 d 来表示，那么 Ci．SATw ＝Ci．w／
ｍａｘ（Ck．w），Ci．SATd ＝Ci．d／ｍａｘ（Ck．d），Ci．SATs ＝（Ci．s ＋Ci．
ndp）／ｍａｘ（Ck．s ＋Ck．ndp）（１≤k≤n）分别叫做概念 Ci 的宽度饱

和度、深度饱和度和子概念饱和度。
在本体的概念模型中，每个概念对于本体主题的贡献并

不相同，因此应为主题词集中的每个概念分配不同的权值。
而本体相对于关键词的重要性不仅要与关键词与相关主题

词之间的相似度有关，还应与相关主题词在本体主题词集中
的权重有关。 一个概念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体的主
题信息，一方面与该概念的父概念分类的细致程度也就是该
概念在兄弟概念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又与该概念本
身分类的情况有关。 根据以上的描述，本文给出两条本体主
题词提取规则。

规则 １　一个本体概念模型中的任意节点 R有 n（n≥１）
个孩子（记为 C１，C２ ，⋯，Cn ），如果该本体中对 R 的孩子 Ci

（１≤i≤n）的描述远远多于对 R的其他孩子的描述，那么可以
认为节点 Ci 比 R更能表现该本体的主题信息，而 R的其他孩
子对主题信息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规则 ２　假设一个概念有非常细致的分类，即该概念的直
接子概念的数目特别地多，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直接子概念都
不能准确表现主题信息，除非该概念有少量的直接子概念相对
于其他直接子概念来说具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那么这少量的直
接子概念就能够代表部分主题的信息。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给出在本体的概念模型中本体主题词
权值的分配算法，如算法 ２所示。

算法 ２　本体概念模型中概念处理算法。
输入：本体概念模型，当前概念。
输出：当前概念的子概念中可以作为主题词的概念及其权值分配。
ａ）如果 C２．SATs／C１．SATs ＜α，则将 C１ 加入到集合 ｔｏｐｉｃ 和集合

ｗａｉｔ中，C１．f的值置为 ２，并忽略概念 C１ 的兄弟节点，即 C２．f⋯Cn．f ＝
－１，同时，将 ｃｕｒｒｅｎｔ的权值赋给 C１ ，降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的权值，如式（１） （２）
所示，转到 ｅ）。 ｄｅｐ（C１ ）的定义如文献［５］所示。

C１．ｗｅｉｇｈ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 ×（１ －１／２
ｄｅｐ（C１） ） （２）

ｂ）如果 Cv．SATs ＜α（１≤v≤n），则忽略概念 Cv⋯Cn，即将 Cv．f⋯
Cn．f的值置为 －１。

ｃ）对于每个没被忽略的 ｃｕｒｒｅｎｔ的子概念，则

（ａ）如果 Ci．SATw ＞β且 Ci．SATd ＜γ，则将 Ci 加入到集合 ｔｏｐｉｃ
中，忽略 Ci，置 C１．f值为 －１；

（ｂ）如果 Ci．SATw ＜β且 Ci．SATd ＜γ，则通过值 m ＝ni ／ki 来选择
操作，若 m ＞３，则将 Ci 加入到集合 ｔｏｐｉｃ 和 ｗａｉｔ 中，置 C１．f 值为 ２；否
则将 Ci 加入到集合 ｔｏｐｉｃ中，忽略 Ci；

（ｃ）如果 Ci．SATd≥γ，则将 Ci 加入到集合 ｔｏｐｉｃ 和 ｗａｉｔ 中置值 C１．
f 为 ２。

ｄ）根据式（３）为 ｃｕｒｒｅｎｔ概念的子概念中抽取的主题词分配权值；

Ci．ｗｅｉｇｈ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Ci．SATs／∑
v －１

j ＝１
Cj．SATs） （３）

ｅ）将概念 ｃｕｒｒｅｎｔ 从集合 ｗａｉｔ中移除。

以上给出了本体概念模型中概念处理算法。 本体主题词
提取过程如算法 ３所示。
算法 ３　本体主题词集提取算法
输入：本体概念模型；输出：本体的带权主题词集合。
ａ）初始化变量；

ｔｏｐｉｃ ＝｛ ｒｏｏｔ｝，ｗａｉｔ＝｛ ｒｏｏｔ｝，ｒｏｏｔ．ｗｅｉｇｈｔ＝１，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获得当前概念 ｃｕｒｒｅｎｔ 的直接子概念 C１ ，C２ ，⋯，Cn。
ｃ）对每一个概念 Ci 计算其深度饱和度 Ci．SATd、宽度饱和度 Ci．

SATw 和子类饱和度 Ci．SATs。
ｄ）根据 Ci．SATs 将 ｃｕｒｒｅｎｔ 的子概念进行排序，得到新的 C１ ，C２ ，

⋯，Cn。
ｅ）根据算法 ２ 对 ｃｕｒｒｅｎｔ进行处理。
ｆ）如果 ｗａｉｔ ＝碬， 转到 ｇ），否则若集合 ｗａｉｔ 中不存在概念 C 满足

C．f ＝１，则对集合 ｗａｉｔ 中的每一个概念 C．f －－，再在 ｗａｉｔ 中选择概念
C 满足 C．f ＝１ 赋给 ｃｕｒｒｅｎｔ，转到 ｂ）。

ｇ）如果 Ｔｈｉｎｇ∈ｔｏｐｉｃ，那么将概念 Ｔｈｉｎｇ从 ｔｏｐｉｃ中移除。
ｈ）输出 ｔｏｐｉｃ 集合中的元素及其权值。

在算法 ２ 和 ３ 中，ni 为概念 Ci 的子概念的数目，ki 为 Ci

的直接子概念数目；Ci．f 为标志位，Ci．f ＝１ 表示 Ci 与当前正

在处理的概念为兄弟概念，即等待处理的概念；Ci．f ＝２表示概
念 Ci 为当前处理概念的下一级的概念，只有当 Ci．f ＝１的概念
全部处理完之后才会考虑这一级的概念；Ci．f ＝－１ 表示概念
Ci 已经处理完毕或者不需要进一步处理。 α、β、γ为选择因
子。 其中，α的取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取值过大会导致某
些主题信息被丢弃，取值太小会误将不能表示主题信息的概念
加入到主题信息中，一般情况下取α＝０．２５；β和γ主要用来区
分概念分类的深度与广度的不同对处理方式的影响，文中取
β＝０．４，γ＝０．３。
根据上述算法得到了本体的带权主题词集合。 根据关键

词与本体主题词的匹配关系，可以将对本体的主题相似度 ｒｅｌt
计算分为两种情况。 当关键词与本体主题词集中元素完全匹
配时，主题相似度即为主题词的权值；否则根据文献［６］中所
给的方法，计算关键词与本体中权值最大的主题词之间的相似
度来得到关键词与本体的主题相似度，如式（４）所示。

ｒｅｌ t（ k，O） ＝
ｗｅｉｇｈｔ（C）　　　关键词与主题词 C 完全匹配
ｓｉｍ（ k，ｍａｘ（C））不存在与关键词完全匹配的主题词 （４）

其中：k代表用户输入的关键词；ｍａｘ（C）代表主题词集中权值
最大的主题词。

2畅2　上下文相关度计算
上下文相关度用来描述对本体中某个概念描述的认可程

度，文中用向量来表示本体的上下文描述信息。 首先根据所有
本体对相关词的描述信息构造标准向量；然后分别对每个本体
构造上下文描述向量；最后通过本体的描述向量与标准向量之
间的相关度来表示本体的上下文相关度。
文中对上下文相关度的计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规则：
规则 ３　本体中对关键词上下文的描述信息在越多的本

体中出现，则该描述信息与关键词的相关度越大。
规则 ４　如果一个描述信息只在极少数本体中出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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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地认为该信息与本体的相关度小。
根据上述思想，用户给出的关键词的上下文相关度的计算

可以描述为算法 ４。
算法 ４　本体上下文相关度计算
输入：相关本体，查询关键词；
输出：本体对查询关键词的上下文相关度。
ａ）依次遍历各个相关本体（Oi），得到各个本体中与关键词相对应

的概念的描述信息集合（Ｄｐｔ i）。 其中，Ｄｐｔ i 包括 Oi 中与关键词相对应
的概念的子概念、属性等。

ｂ）求所有本体对关键词描述信息集合的并集 Ｄｐｔ，构造标准描述
向量 D（d１⋯dn）。 其中：di∈Ｄｐｔ∧橙i≠ j，di≠dj，建立关键词描述矩阵
A。 矩阵的 A 中的元素定义如下：

aij ＝
０　dj臭Ｄｐｔi
１　dj∈Ｄｐｔi

ｃ）统计各个描述信息在相关本体中出现的总次数，并计算各个描
述信息在所有相关本体的流行度 p。

ｃｎｔ j ＝∑
n

i ＝１
aij　　　pj ＝ｃｎｔ j ／N

其中：N 为候选本体的个数。
ｄ）设定流行度阈值 pt（０ ＜pt ＜１），将关键词描述矩阵中出现的描

述根据阈值分成两个集合 ｓｅｔp、ｓｅｔ i。
ｓｅｔp ＝｛dj ｜pj≥pt，１≤j≤n｝，ｓｅｔ i ＝｛dj ｜pj ＜pt，１≤j≤n｝

ｅ）分别计算每个描述的相关度，对于流行度大于阈值的描述，其相
关度值即为流行度值；对于流行度小于阈值的描述，相关度则需要由计
算得到。

trj ＝
pj　　　　　　dj∈ｓｅｔp
ｒｅｌ（ k，dj）　　　dj∈ｓｅｔ i

其中：ｒｅｌ（k，dj）的值可以根据文献［６］中的方法计算。
ｆ）构建关键词描述相关度向量 T ＝（ t１ ，t２ ，⋯，tj，⋯，tn ），向量中的

元素 t j ＝trj。
ｇ）计算每个本体的上下文相关度：ｒｅｌc （Oi ） ＝ｓｉｍ（A i，T）。 其中：

ｓｉｍ（A i，T）为 A i 与 T 的余弦相似度。

2畅3　本体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根据上文所提出的用于本体排序的评价方法，本体的内容

分析方法可由本体的主题相似度、上下文相关度来表示。 对本
体的综合评价值计算为

ｒａｎｋｉｎｇ（Oi） ＝w１ ×ｒｅｌ t（ k，Oi） ＋w２ ×ｒｅｌc（Oi） （５）

其中：w１ 和 w２ 分别为主题相似度与上下文相关度的权值，可
以对 w１ 和 w２ 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满足最终要求。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大量对语义Ｗｅｂ中本体排序问题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研究

水平，并没有成熟的评价标准。 本文采用文献［７］中的评价方
法，使用 Ｓｗｏｏｇｌｅ的排序结果做对比实验来评价本文的算法。
以“Ｐｅｒｓｏｎ”作为输入关键词，可得 Ｓｗｏｏｇｌｅ 的排序结果如下所
示（去掉失效链接后的结果）：
ａ．ｈｔｔｐ：／／ｘｍｌｎｓ．ｃｏｍ／ｆｏａｆ／０ v．１／ｉｎｄｅｘ．ｒｄｆｂ．ｈｔｔｐ：／／ｒｄｆｓ．ｏｒｇ／ｓｉｏｃ／ｎｓｃ．ｈｔｔｐ：／／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２００４／０７／ｉｗ．ｏｗｌｄ．ｈｔｔｐ：／／ｓｗｒｃ．ｏｎｔｏｗａｒｅ．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ｈｔｔｐ：／／ｍｏｒｐｈｅｕｓ．ｃｓ．ｕｍｂｃ．ｅｄｕ／ａｋｓ１／ｏｎｔｏｓｅｍ．ｏｗｌｆ．ｈｔｔｐ：／／ｓｗｒｃ．ｏｎｔｏｗａｒｅ．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ｇ．ｈｔｔｐ：／／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唱ｗｅｂ．ｏｒｇ／２ 浇．０／ｐｍｌ唱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ｗｌ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ｋｔｏｒｓ．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ｉ．ｈｔｔｐ：／／ｅｂｉｑｕｉｔｙ．ｕｍｂｃ．ｅｄｕ／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ｗｌｊ．ｈｔｔｐ：／／ｅｂｉｑｕｉｔｙ．ｕｍｂｃ．ｅｄｕ／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ｓｏｎ．ｏｗｌｋ．ｈｔｔｐ：／／ｌｓｄｉｓ．ｃｓ．ｕｇａ．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ｅｍｄｉｓ／ｏｐｕｓｌ．ｈｔｔｐ：／／ｓｗｒｃ．ｏｎｔｏｗａｒｅ．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ｗａｒｅｍ．ｈｔｔｐ：／／ｅｂｉｑｕｉｔｙ．ｕｍｂｃ．ｅｄｕ／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ｖｅｎｔ．ｏｗｌ

　　以 Ｓｗｏｏｇｌｅ所得到的结果作为输入，可得使用本文算法的
排序结果以及人类主观排序结果，如表 １ 所示。 本文选取
Ｓｗｏｏｇｌｅ中符合人类主观排序结果的前 １０ 个进行分析，并对本
文中算法取 w１ ＝０．７，w２ ＝０．３；w１ ＝０．８，w２ ＝０．２；w１ ＝０．８５，
w２ ＝０．１５三组数据进行比较。

表 １　排序结果的比较
主观
结果

Ｓｗｏｏｇｌｅ
结果

w１ ＝０  ．８
w２ ＝０．２

w１ ＝０ 6．７
w２ ＝０．３

w１ ＝０ I．８５
w２ ＝０．１５

主观
结果

Ｓｗｏｏｇｌｅ
结果

w１ ＝０ �．８
w２ ＝０．２

w１ ＝０  ．７
w２ ＝０．３

w１ ＝０ 1．８５
w２ ＝０．１５

１ 7１ 趑３ 祆４  ３ 5６  ８ 苘２ 照３ �２  
９ 7３ 趑７ 祆６  ７ 5８  ９ 苘１０ 骀１０  ９  
３ 7４ 趑４ 祆２  ４ 5２  １０ 铑１ 照１ �１  
５ 7６ 趑６ 祆７  ６ 5１０ 0１１ 铑８ 照８ �８  
７ 7７ 趑９ 祆９  １０ G４  １２ 铑５ 照５ �５

　　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对表 １ 中 Ｓｗｏｏｇｌｅ和本文排序
结果与人类主观排序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得出皮尔森相
关系数如表 ２所示。 皮尔森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１，说明所得到
的结果与主观排序结果之间越符合线性关系。

表 ２　不同排序方法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比较

方法 Ｓｗｏｏｇｌｅ w１ ＝０ 貂．８
w２ ＝０．２

w１ ＝０ ǐ．７
w２ ＝０．３

w１ ＝０ 弿．８５
w２ ＝０．１５

皮尔森相关系数 ０ 佑．２７０ ０ 墘．７５８ ０ ?．７２１ ０ 4．７４５

　　根据表 ２所示，使用本文方法所得的结果与人类主观排序
结果比较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要明显大于用 Ｓｗｏｏｇｌｅ
所得的结果，用本文方法所得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更接近 １，因
此本文提出的方法与主观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更相近。 根据表
２结果所示，当取权值为 w１ ＝０．８，w２ ＝０．２ 时，所得的结果要
略优于其他取值，因此一般选取 w１ ＝０．８，w２ ＝０．２。

4　结束语
排序问题是语义 Ｗｅｂ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搜索

引擎而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对语义 Ｗｅｂ中的本体进行排
序，有助于提高本体的重用度并节省了开发的消耗。 本体的内
容分析方法不局限于本体之间的链接关系，还为不同的本体主
题词和不同的描述信息提供了不同的权值，使得排序结果能够
更加符合人类的主观结果，提高本体排序的准确度。
笔者未来的工作主要包括：对本体的结构和内容信息进行

更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多关键词搜索对本体评价值的影响；对
本体的主题词集抽取算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得到一种能够帮
助用户快速理解本体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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