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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传统叙词表的本体化构建是目前叙词表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叙词表转换为本体的

描述语言有 XM L( S)、RDF( S)、SKOS、OWL等,文章通过对几种典型的描述语言和叙词表之

间的语义关系进行映射分析,从描述能力、人工干预、应用性三个层面总结了描述语言在表示

叙词表语义关系方面的差异性。该研究不仅有助于传统叙词表在语义环境下进行发展,而且

对于本体描述语言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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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 tology construct ion of trad it iona l thesaur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aspect of thesauri currently. There are severa l descriptive languages for converting the thesauri into

Onto logy, such as XM L( S)、RDF( S)、SKOS、OWL etc. Through the map ana lysis of semant ic re la-

t ionships among the typ ica l descrip tive languages and thesaur,i and from the aspects of descriptive

pow er, manual intervention and uti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 o f these descript ive lan-

guages w hen expressing the seman tic re lationsh ips of thesaur.i The study not on ly promotes the de-

ve 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thesauri in the semantic env ironmen,t but also has a very impo rtant role

for the perfect ion of On tology descriptive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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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标准 GB13190- 91将叙词表定义为: 叙词

表是将文献、标引人员或用户的自然语言转换成规

范语言的一种术语控制工具 [ 1] , 它是概括某一学科

领域并由语义相关、族性相关的术语组成, 并可以不

断进行补充的规范化词表。在图书情报、信息管理

领域, 手工或计算机进行的信息标引、检索中, 叙词

表已形成一种传统的比较科学的信息组织方法。而

Onto logy作为一种网络时代的信息组织技术, 在知

识工程、人工智能、语义网等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关

注和深入研究。Onto logy主要特点是包含一个领域

的术语, 以及对术语间关系的完整表达, 这点和规范

化的词表具有相似之处。但是, 叙词表仅仅含有简

单的语义关系, 相比之下, On to logy所拥有的丰富的

语义关系和强大的推理能力是其所不能比拟的。可

以考虑将叙词表中现有的知识体系转化到 On to logy

中, 这既是对已有知识的科学利用, 也保持了知识应

用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同时也是语义网环境下叙词

表的发展方向之一。

2 叙词表形式化描述语言
将叙词表转换为本体不仅是必要的, 同时也是

可行的。传统叙词表都是基于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

标准制定的, 主要采用 ISO 2788、ISO 5964、ISO 5963

三个标准定义术语之间的关系 [ 2] , 通常规定叙词表

中的叙词必须要以概念为基础, 要做到一义一词和

一词一义, 其语义关系通过 /用、代、属、分、参 0来表

达词语间的等同、等级和相关关系。本体在进行语

义信息的表达时, 需要将一定的语法、词汇表和语言

结合起来。叙词表在转换为 Onto logy的过程中, 根

据描述语言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 ¹ 基于 XML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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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如澳大利亚 M ar ia Lee和 Stew art Baillie两人开发

的叙词标记语言 ( TM L ), 构建了叙词描述 Onto logy

的框架 [ 3]。º 基于 RDF的描述, 如加州环境资源评

估系统 ( CERES)和国家生物信息基础 ( NB II)联合

开发的一套集成有关环境的叙词表和叙词网络工

具, 其采用 RDF格式进行表示 [ 4]。» 基于 SKOS语

言的描述, 如英国档案叙词表等。¼基于 OWL的形

式化描述, 如 F ischer制作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 NCI)叙词表的 NCI- OWL文档等 [ 5]。

2. 1 基于 XML的形式化描述

XML是 W3C推荐的与本体语言相关的一个关

键性的技术标准。它以一种开放的自我描述方式定

义了数据结构, 以体现数据之间的关系。然而, XML

只是定义了一种文档结构的描述语言, 它并不具备

描述语义信息的能力。而 XMLSchem a (以下简称

XMLS)是基于 XML定义其文档语法和结构的约束,

具有较强的描述能力、扩展能力和维护能力。它是

用一套预先规定的 XML元素和属性创建的, 这些元

素和属性定义了文档的结构和内容模式。

XMLS中没有类和属性的概念, 只能够定义元

素和元素的属性 [ 6], 并且可以表示父元素和子元素

的关系, 但它无法区分叙词表中的 /用、代、属、分、

参0关系, 目前基于 XML表示的叙词表只是按照

XML简单的语法格式对词表进行再描述。叙词表

中叙词及其叙词之间关系的 XML语义对照见表 1。

表 1 叙词表的 XML语义对照

叙词表 XML构成

叙词集
叙词

S(属 )

F(分 )

C (参 )

Y (用 )

D (代 )

注

根元素
Term子元素

relation子元素

relation子元素

relation子元素

relation子元素

relation子元素

< ! - - #PCDATA - - >

  一个用 XMLSchem a描述的简单本体模型如下:

< ? xm l version = / 1. 00 encod ing= / GB23120?

>

< Thesaurus>

< term >

< termNam e>比较法 < / termNam e>

< relation>

< relationType> S< /re la tionType>

 < re latedTermNam e > 法 (法律 ) < / relatedT-

e rmNam e>

< /re la tion>

< / term >

< term >

< termNam e>兵役法 < / termName>

 < relation>

 < relationType> S< /re la tionType>

 < relatedTe rmNam e> 国家法 < / relatedTerm-

Nam e>

< relationType> Z< / relationType>

< relatedTe rmNam e> 法 (法律 ) < / relatedTerm-

Nam e>

< relationType> C < /re la tionType>

 < re latedTermNam e > 兵役 < / relatedTerm-

Nam e>

< re latedTermN am e> 服役条例 < / relatedTerm-

Nam e>

 < /re la tion>

 < / term >

< /Thesaurus>

, , ,

2. 2 基于 RDF的形式化描述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 ram ework)是 W3C

在 XML的基础上推荐的一种描述万维网上信息资

源的语义关系而开发的一种 Onto logy定义语言。它

采用一种简单的三元组模型描述了资源的语法。这

个数据框架包含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连接弧, 节点

表示 W eb上的资源、弧表示资源所具有的属性 [7]。

RDFSchem a (以下简称 RDFS)是 RDF的词汇描述

语言, 为 RDF资源的属性和类型提供词汇表。这

样, RDF和 RDFS共同构成了一种简单的对 W eb资

源的知识表示机制。叙词表的 RDF表示中, 通常将

每一个叙词作为资源来对待, 将叙词间关系定义为

属性, 并通过 RDFSchem a对各属性的定义域、值域

进行限定, 进一步增强对资源语义层次的描述能力,

叙词表和 RDFS之间的语义映射见表 2。

表 2 叙词表和 RDFS之间的语义映射

叙词表 RDF

叙词集

叙词
Z(族 )

S(属 )

F(分 )

C(参 )

Y (用 )

D (代 )

注

rdfs: class

rdfs: subC lassOf
rdfs: P roperty ID= "Z"

rdfs: P roperty ID= "S "

rdfs: P roperty ID= "F"

rdfs: P roperty ID= "C "

rdfs: P roperty ID= "Y"

rdfs: P roperty ID= "D"

rdfs: h istoricalNote rd fs: Scop eNote, rdfs:

Category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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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用 RDFS描述的简单本体模型如下:

< rd:f RDF xm :l lang= "chi"

xm lns: rdf= " http: / /www. w3. org /1999 /02 / /22

- rdf- syn tax- na# "

xm lns: rdf= "http: / /www. w 3. o rg /TR /1999/PR_

rdf_19990303# " >

< rdfs: c lass rd:f ID= " term ">

< rdfs: subC lassO f rd:f resource = " h ttp: / /www.

w3. org /TR /1999 /PR- rdf- schem a- 19990303#兵役

法 />

 < rdfs: comm ent> Th is is Ch inese Thesaurus

< /rdfs: comm ent>

< /rdfs: class>

< rdfs: P rope rty ID= "S" >

< rdfs: dom a in rd:f resource= "# term " / >

< rdfs: range rd:f resource= "# te rm " />

< /rdfs: P roperty>

< rdfs: P rope rty>

< S rd:f ID= "国家法 " / >

< F rd:f ID= "兵役 " />

< C rd:f ID= "服役条例 " / >

< /rdfs: P roperty>

, , ,

2. 3 基于 SKOS语言的形式化描述

表 3 叙词表与 SKOS之间的语义映射

叙词表 SKOS

叙词

Y (用 )

D (代 )

S(属 )

F(属 )

R (属 )

注

Z(族 )

skos: Con cep t

skos: PrefLab el

skos: altLabel

skos: b roader

skos: narrow er

skos: related

skos: d ef ination, skos: scop eNote, skos: ex-

am p le, , , ,
skos: Col lect ion

  由于 RDF仅仅提供初级的语义关系表达, 没有

统一的标签支持更具体的语义关系的描述,因此,需

要在 RDF基础上建立支持表达更具体的语义关系

并具有灵活扩展性的统一的知识组织体系标准 [8]。

SKOS ( Sim ple Know ledge O rganiza tion System )是在

W 3C组织语义网下的工作组发布并维护的, 强调为

知识组织系统的表达提供强有力且简单的机器理解

方式。 SKOS词汇表是基于 RDFS 定义的一系列类

和属性, 通过 SKOS描述语言,将受控词表转换为与

RDFS、OWL兼容的概念模型, 叙词表中的叙词及叙

词关系在 SKOS语言中都有明确的定义, 其为叙词

表的 RDF描述提供了便利条件, 并易于实现语义网

中与其他 RDFS数据的合并与融合, 为叙词表之间

及其叙词表与其他词表之间的互操作提供了前提。

叙词表与 SKOS之间的语义关系映射规则见表 3。

一个用 SKOS语言描述的叙词表片段:

< rd:f RDF

xm lns: rdf= "http: / /www. w 3. org /1999 /02 /22 -

rdf- syn tax- na# "

xm lns: skos = " http: / /www. w3. org /2004 /02 /

skos /core# " >

< sko s: Concept rd:f about= " http: /www. exam-

p le. com / concept#民生主义 ">

 < skos: narrowe r>节制资本 < /skos: narrow er

>

 < skos: narrowe r>平均地权 < /skos: narrow er

>

 < skos: bro ader>三民主义 < / skos: broader>

 < skos: re lated>富贵在天 < / skos: related>

 < skos: related >经济自由论 < /skos: related

>

< skos: re lated>经世致用 < / skos: related>

< skos: re lated>孙中山 < / skos: related>

 < skos: re lated>利民 < / skos: related>

< skos: re lated>小康 < / sko s: related>

< /skos: Concept>

< /rd:f RDF>

, , ,

2. 4 基于 OWL的形式化描述

OWL( W eb Ontology Language)是 W3C 开发的

一种网络本体语言, 用于对本体进行语义描述,

W 3C的设计人员针对各类特征的需求制定了三种

相应的 OW L的子语言: OWL L ite、OWL DL、OWL

Fu l,l各子语言的表达能力逐步递增。OWL中类和

属性以及子类和子属性的定义和 RDFS中的定义是

一样的, 有所不同的是 OWL在 RDFS的基础之上添

加了更多对属性和类的约束,如类之间的不相交性、

等价性以及属性的传递性、对称性, 还有基数, 枚举

类等。叙词表采用 OWL描述时,需遵循本体概念定

义的严格性, 将具有明确含义的叙词作为类来对待,

叙词关系作为属性来处理, 并对每一个具体关系进

行仔细分析辨认,以建立与本体定义的四种基本关

系 (继承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实例关系和属性关

系 )之间的严格对应。叙词及其各种关系与 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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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语义映射见表 4 [9]。

表 4 叙词表与 OWL之间的语义映射

叙词表 OWL

叙词集

叙词

D (代 )
S(属 )

F(分 )

Y (用 )

C (参 )

注

rdfs: class

rdfs: subC lassOf

be sim ilar to
k ind of

part of

be sim ilar to

< som eV aluesFrom > < b e s im ilar to>

comm en t

  一个用 OW L描述的简单本体模型如下:

< ow :l C lass rd:f ID = "商品资本 " >

< rdfs: subC lassof rd:f resou rce= "#资本 " / >

< rdfs: subC lassO f>

< ow :l Restriction>

< ow :l onProperty rd:f resource = " # broaderT-

e rm " / >

< ow :l som eV aluesF rom rd:f resource= "# Chron ic

_Lym phocy tic_Leukem ia" / >

< /ow :l Restr ic tion>

< /rdfs: subC lassO f>

< /c lass>

, , ,

3 各种形式化描述语言的比较分析
基于以上几种本体表示语言对叙词表进行形式

化描述,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从 XML( S)、RDF( S )、SKOS到 OWL, 语言

的表述能力不断提高

XML是结构化数据的标准机制, 只具有语法

性, 不能说明所定义的结构的语义,叙词之间的语义

关系无法表示。RDF /RDFS是描述资源及其关系的

一种数据模型, 能够提供简单的语义表述功能 ,提供

了关于这些属性和类的层次结构的语义, 能够揭示

叙词之间的关系, 但不同人认识不同,可能形成不同

的模式 ( Schem a ), 易于导致不同叙词表之间映射

难、互操作性差、共享性差的问题。 SKOS是 RDF

( S)的应用,丰富和扩展了 RDF ( S)的描述能力, 定

义了 SKOS元模型和其转换的准则, 其以统一标准

的模式来描述叙词表, 不仅使得叙词表的共享成为

可能, 而且降低了词表共享的成本, 但由于 SKOS遵

循 RDF/RDFS语法, 同样缺乏对属性值的限制与约

束。OWL在 RDF( S)的基础上, 添加了更多的用于

描述属性和类的词汇, 能够定义更加复杂的概念结

构, 相对于前几种描述语言而言,其具有更强大的语

义表达能力和推理能力。所以采用 OWL描述的叙

词表, 具有较强的约束和限制, 逻辑上具有严格性。

( 2)从 XML ( S)、RDF ( S)、SKOS到 OWL描述

过程中, 人工干预增强

随着从 XML( S)、RDF( S)、SKOS到 OW L, 语言

表述能力的提高,无疑给描述过程增加了一定的难

度, 表现为描述过程从完全的机器自动转换实现发

展到人工参与的半自动转换。 XML不考虑叙词表

的语义特征, 只需运用转换程序 (如 JAVA、XSLT

等 )将数据库形式的叙词表转换为 XML文档, RDF

( S)、SKOS转换时, 则需要人工定义叙词表关系属

性, 建立叙词表与转换语言之间的映射关系, 在此基

础上进行自动转换。采用 OWL形式进行描述时,由

于本体自身的复杂性和严格的建模要求, 使得原有

叙词表定义的语义关系需要进一步改造, 需要专家

的参与及其认真的分析确认。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动

转换, 实施的难度与成本进一步增大。

( 3)从 XML( S)、RDF( S )、SKOS到 OWL, 叙词

表在语义网环境下的应用性增强

叙词表形式化表示的目的在于突破传统叙词表

仅仅是术语控制工具的局限性, 充分利用其已构建

的专家知识体系,在信息组织、知识表示、机器理解、

人机信息间的交互匹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使其

在当前语义网环境下具有新的生命力。 XML( S )、

RDF( S)表示的叙词表目前在数据库检索、网络资源

的元数据标引中已得到应用,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词

表选择符合检索要求的叙词, 各网站加工人员运用

词表对网站的资源进行标引, 以便于用户准确地检

索。 SKOS的表示方法使得各词表之间的互操作性

成为可能, 方便了跨词表的检索。OWL形式的词表

使其在知识本体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既减少了从

头建立一个 On to logy所需的重复努力, 也可以建立

一种允许不同的词表映射到 Onto logy的机制。同时

其严格定义的概念及概念关系为语义检索及推理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总结
不同形式的描述语言在叙词表的不同发展阶段

及应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为叙词表在语义网

环境中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就目前而言, 各类型语

言正处于开发阶段, 技术还不够稳定。叙词表形式

化描述方法并不成熟, 没有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方法

论,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应用的特点选择和借鉴具体

描述语言, 使叙词表在组织和检索网络资源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下转第 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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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归类和关系描述, 使得有用的标签词汇融入

到 Taxonom y整体结构中去, 同时剔除一些恶意、错

误的标注, 并对原有词表中的词汇及关系进行调整。

这种做法既保证了用户的参与又维持了 Taxonomy

结构的一致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内容的良好

组织。这种方式实现了在一个信息资源系统中自然

语言与人工语言的有机结合, 形成了内容建设和组

织工具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使得管理内

容的 Taxonom y总是处在变化之中, 而新的内容又有

地方可安置。

4. 4 搜索与浏览

良好的内容组织架构是实现有效找寻的基石。

通过系统前端的用户标签描述和系统后端的后控词

表控制两种方式的结合, 为用户查找内容提供了多

种途径: 1) 标签云图, 通过依附于 Taxonom y的 Ta-

gadelic模块可以实现用户标签集合的云图显示, 用

户通过点击感兴趣的标签多角度选择内容。 2) Tax-

onom y术语组合检索, D rupal提供了一种与大众标

签系统类似的组合检索功能, 用户可以将不同的术

语词汇以布尔逻辑方式在 URL里构造组合检索式。

3)分类目录, 通过将 Taxonom y组织结构在界面层次

上的外显化形成一个导航式 (类似 DMOZ)的分类目

录浏览。导引式浏览对用户信息需求模糊情况下进

行探索性找寻特别有效。4) 关键词搜索, D rupa l的

搜索模块提供了关键词搜索功能。在高级搜索功能

中提供了从 Taxonom y词表结构中选择特定目录进

行限定搜索。

5 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中可以看出, D rupal作为

一项开源的内容管理技术平台实际上提供了一套完

整的资源描述、组织和管理解决方案, 其中 Taxono-

m y功能与自由标注相结合的分类组织机制是其整

体技术架构中的一个亮点所在。本文的研究仅是针

对 Drupa l分类组织机制展开分析和讨论, 并未涉及

到 Drupa l的区域设置、视图结构、主题界面、人员管

理、系统配置等其他方面。这里提出的基于 Drupa l

的复合信息组织模式可供信息资源库建设参考。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驱动的信息组织模式

创新与变革是当前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在数字化

网络环境下, 关注技术所能解决的信息组织问题是

关键所在, 而非单纯研究技术本身。信息组织方法

的研究与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结合技术手段来实现,

发掘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型组织模式并纳入到信息

组织体系和为传统信息组织方法寻找技术支撑实则

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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