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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背景知识的本体进化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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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应用环境和用户的需求不断变化, 本体必须不断进化.目前本体进化工作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

定新的数据信息与进化本体中已存知识之间的正确关系.基于背景知识的本体进化框架, 利用背景知识挖掘出新旧数据信

息之间的关系, 改善了整个本体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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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是构成语义 W eb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本体的知识共享和可重用性, 本体也经常被用作先进信息系统的知识骨

架. 所以本体管理人员必须及时的对本体进行更新, 以反映影响这些系统生命周期的变化,如系统数据源的变化, 新功能的

增加等, 这就是本体进化要解决的问题.

本体进化是对本体进行的适时调整以及变化一致性的传播 [ 1] ,由于本体进化需要对变化的需求进行鉴别, 对进化本体实

施相应的变化, 并对进化后的多个不同版本的本体进行管理, 所以本体进化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耗时的工作.目前已有多项

研究可以解决本体进化过程中的一些复杂问题.文献 [ 2- 3]探讨了本体进化过程中的变化表示问题和版本化过程实施的问

题.文献 [ 4- 5]研究了如何挖掘出那些需要添加到进化本体中的潜在信息,这些潜在信息主要是通过基于本体的信息系统数

据源的变化而获得的.笔者介绍的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 可以利用背景知识,在进化本体中已经存在的知识与要添加到进化本

体中的术语之间建立关系, 有利于本体进化过程中本体变化的自动实施. 先介绍了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的基本构成,接着重点

介绍了本体进化过程中新旧数据信息之间关系发现的实现,最后对本体进化的工作提出了展望.

1 本体进化框架 Evolva
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完全依赖多个背景知识源支持整个本体进化过程的, 它包括 5个基本的组成部件:信息发现, 数据

确认, 本体变化,进化确认以及进化管理,它的基本结构图如图 1所示.

图 1 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基本结构

1. 1信息发现

第 1步工作是在与基于本体的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源中发现潜在的新信息.数据源的格式有多种, 可以是非结构化的数

据,如文本文档,也可以是结构化的数据,如本体和数据库.对于不同格式的数据,处理方式也不同:文本文档使用信息抽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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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学习或者实体识别技术处理;其他外部本体则将其转换成与进化本体语言相兼容的本体;数据库内容则转换成本体语言.

1. 2数据确认

经过 /信息发现0所发现的潜在信息要经过确认, 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的启发式规则 (如所抽取的术语的长度 )来实现

数据确认, 尤其是从文本文献中发现的新信息. 对于结构化的数据 (本体和数据库 )则无需确认,因为结构化的数据已经过

明确良好的定义.

1. 3本体变化

在所抽取的术语和进化本体中的概念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通过搜索多个背景知识源鉴别出来的. 进化本

体中相应的变化将被直接执行,并记录相应的变化.

1. 4进化确认

对本体实施变化后会引起本体的不一致性和不连贯性,并且由于存在多个数据源,在本体进化过程中, 也可能会产生数

据复制, 这样就会产生冲突知识,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利用自动推理技术来解决.

1. 5进化管理

在本体进化以及进化本体对依赖本体的变化传播过程中, 给本体管理者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主要是记录、跟踪本体变

化, 找出并解决本体进化过程中未解决的问题.

2 关系发现的实现
2. 1实现过程

本体进化的核心任务是将新知识集成到进化本体中,传统的做法是由本体管理者完成.对于集成到进化本体中的术语,

本体管理者要依据自己所掌握的领域知识确定进化本体中与新术语相关的元素,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项繁琐而耗

时的工作. 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通过组合多个数据源 (词汇库 W ordNet、语义 W eb中的在线本体以及 W eb中的文本文献 ),

利用其中的背景知识鉴别新术语和本体元素之间的关系.整个关系发现的实现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 关系发现过程示意图

( 1) 首先通过字符串匹配器 Jaro[6]检测进化本体中是否存在与新术语相同的元素, 如果存在则无需实施变化, 否则进

入下一步;

( 2) 在词汇库 W ordNet中搜索与新术语相关的元素, 并通过公式: S im (C1, C2 ) = 2N 3 / (N 1 + N 2 + 2N 3 )
[ 7]来计算二者的

相似度. 若相似度比较高,则可以通过W ordNet推导出相应的关系; 反之,若没有搜索到与新术语相关的任何元素,则进入下

一步.

( 3) 通过关系发现引擎 Scar let,对在线本体进行搜索, 确定新术语与其中元素的关系; 若不能找到与新术语有任何关系

的元素, 则进入下一步.

( 4) 通过搜索引擎应用程序接口在W eb中搜索与新术语相关的元素,若找不到与新术语有任何关系的元素, 则可以放

弃这一新术语.

2. 2实验数据

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研究人员从 20篇文档中,利用抽取算法抽取了 520个术语,进化本体中已存概念个数为 256个.

通过字符串匹配器 Jaro[ 6]检测出 21个术语在进化本体中已经存在,有 7个术语和进化本体中的相似度系数超过 0. 92.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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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92个术语,词汇库 WordN et中搜索, 利用文献 [ 7]中的相似度计算公式, 发现有 162个术语与进化本体中的概念存在有

关系, 所确定的部分关系实例如表 1所示.

表 1 利用W ordNet确定的部分关系

被抽取的术语 进化本体中的概念 关系 关系路径

合同 人 A 合同A代表A谈判者A联系人A人
企业 合作伙伴 A 企业A合作伙伴

儿童 人 A 儿童A人

3 结语
尽管本体进化框架 Evo lva可以利用外部的背景知识源实现本体进化,但是仍有几方面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不同数

据源的组合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试验中是对多个数据源进行线性组合, 接下来将考虑数据源的并行组合; 其次, 匹配过

程和术语定位过程有待改善; 最后由于本体进化是一项不断持续的过程, 所以本体进化框架中的组件需要不断持续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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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logy Evolution Fram ework Based on Background Know ledge

ZHANG Z-i zhen

( Co llege o fManagem ent Sc ience and Eng ineer ing, AnhuiUn iversity of F inance& Econom ics, Bengbu 233030, Anhu iCh ina)

Abstract: Onto log ies need to evo lve continua lly, for the app lication env ironm ent and users. app licat ion requ ire-

ments are a lw ays chang ing. Themost important issue in the ontology evo lu tion is how to establish the right relat ion

betw een the new ly arising inform ation and the ex isting know ledge in the onto lgoy. An onto logy evolution framew ork

based on background know ledge is introduced, wh ich can exp lo it the relat ion betw een the new ly arising informa-

t ion and the ex ist ing know ledge in the ontolgoy, and improve the the onto logy evo lu 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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