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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雯娜　 鲍秀林

摘　 要　 国家叙词库是我国叙词表资源集成与服务系统，体系结构包括三层：数据获取与转换层、存储与语义集

成层、服务与应用层。 数据获取与转换层实现叙词表数据的采集、规范描述和格式转换；语义集成采用中心词表

集成模式，顶层为分类表和本体，中间为概念层，底层为基础词库；服务方面，采用渐进服务思路，提供不同颗粒度

和不同语义层次的数据服务。 叙词表宏观结构方面，将叙词表及其各组成部分作为独立概念体系，通过描述概念

体系间的关联，表达叙词表宏观结构；微观结构方面，将概念和词汇分别作为描述对象，词汇作为概念标签，在概

念层面描述语义属性，在词汇层面描述非语义属性。 基于 ＤＣ 元数据框架设计叙词表元数据方案，基于 ＳＫＯＳ＋ＸＬ
设计概念和词汇描述的元数据方案。 图 ３。 表 ３。 参考文献 １９。
关键词　 国家叙词库　 叙词表结构　 知识描述模型　 元数据　 语义集成系统　 术语服务　 ＳＫＯＳ＋Ｘ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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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叙词库构建方式与发展机制研究”（编号：１３ＢＴＱ０１３）的研究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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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ｅｒｍ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ＫＯＳ＋ＸＬ． ３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１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ｓａｕｒｉ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ＫＯＳ＋ＸＬ．

０　 研究背景

叙词表是一种知识组织工具，主要用于文

献信息的主题标引和检索。 叙词表具有词汇控

制和概念关联的功能，其知识描述方式具有形

式化、结构化的特点。 因此，叙词表知识体系具

有机器理解的可能性。 推动叙词表的应用，将
加快信息资源组织和利用的语义化进程，提高

文献信息加工处理的智能化水平。
我国编制出版的叙词表有 １００ 多部，目前，

继续维护和对外提供服务的叙词表在 １０ 部左

右，大部分叙词表还是印本形式，疏于管理，难
以利用。 因此，在国家层面集成各种叙词表，建

设国家叙词库，对我国叙词表资源进行揭示，改
变其存在状态，使之易于获取和利用，并在使用

中完善和发展，成为很紧迫的任务。 ２０１３ 年，笔
者申请的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叙词库构建方式

与发展机制研究”得以立项。
“国家叙词库”是我国叙词表资源的集成与

服务系统，其主要任务是：①对我国各学科领域

叙词表进行数字化保存和网络化服务，使之易

于获取，易于利用；②逐步解决多词表的语义互

操作问题，促进跨系统信息资源的共享；③为基

于叙词表的信息组织提供各种语义层次的数据

服务，为面向特定应用的叙词表构建提供语义

资源和技术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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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叙词表集成系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叙词表不同，其构建的知识结构、采用的描

述方式、使用的语言、覆盖的专业等也不尽相同。
叙词表品种越多，叙词表兼容的问题就越严重。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机械电子部机械科技情

报研究所傅兰生、朱岩就撰文提出建立“国家叙

词库”来解决叙词表兼容问题。 当时提出的“国

家叙词库”有以下特征：“词库中只容纳经过规范

化的叙词，不容纳词间关系” ［１］ ；“搞统一的范畴

划分，并与《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及世界上一些

通用的分类法建立对照关系” ［２］ 。 近 ２０ 年来，国
内外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下
面介绍在集成模式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项目。

（１）ＨＩＬＴ
ＨＩＬＴ（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高级叙词表）项

目［３］ 的词表集成模式是以 ＤＤＣ（ Ｄｅｗｅｙ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杜威十进分类法）作为映射中心，
将 ＬＣＳＨ（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美
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ＵＮＥＳＣ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叙词表、ＡＡＩ（ Ａｒｔ ＆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艺术与建筑叙词表）等 １５ 种受

控词表的词汇对应到 ＤＤＣ 类目，通过这种模式

实现词表间的语义互操作。 该项目之所以在众

多的词表中选择 ＤＤＣ 作为映射中心，主要基于

以下考虑：①ＤＤＣ 是综合性类表，覆盖了全部的

学科领域；②ＤＤＣ 的类目标识系统可以消除自

然语言的歧义问题；③ＤＤＣ 被译成了 ３０ 多种语

言，有着广泛的应用基础［４］ 。
（２）ＯＣＬＣ 词表映射项目

１９９４ 年， ＯＣＬＣ （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开始在 ＤＤＣ 和

ＬＣＳＨ 之间进行映射，后逐步扩展了词表范围，
将包 括 ＥＲＩＣ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叙词表、 ＬＣ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美国国会图书

馆分类法）、Ｍｅ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医

学标题表）在内的其他 ６ 种叙词表映射到 ＤＤＣ
或 ／ 和 ＬＣＳＨ， 包 括 ＬＣＣ ／ ＤＤＣ、 ＭＥＳＨ ／ ＤＤＣ、
ＥＲＩＣ ／ ＬＣＳＨ、ＭＥＳＨ ／ ＬＣＳＨ 等 ９ 个映射任务［５－６］ ，
ＤＤＣ 和 ＬＣＳＨ 成为事实上的映射中心。 ＯＣＬＣ
之所以选择 ＬＣＳＨ 作为映射中心，主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①ＬＣＳＨ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词表；②
ＬＣＳＨ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很多国家采用；③
ＬＣＳＨ 是英语语种最大的综合性词表［５］ 。

（３）ＫｏＭｏＨｅ 项目

ＫｏＭｏＨｅ （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ｚｅｎｔｒｕｍ Ｍｏｄｅｌｌｂｉｌ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ｉｔäｔｓｂ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德国最大型的词

表映射项目。 该项目集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 ２５
种受控词表，包括英、德、俄三种语言［７－８］ ，采用

的是词表之间相互映射的语义集成模式。 根据

实际映射情况，ＴＨＥＳＯＺ（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社会科学词表）是对内和对外映射最多

的词表，所以在整个映射网络中处在最中心的

位置。 较次之， ＳＷＤ （ Ｓｃｈｌａｇｗｏｒｔｎｏｒｍｄａｔｅｉ，标准

规范文档）、ＰＳＹＮＤＥＸ（Ｐｓｙｎｄｅｘ Ｔｅｒｍｓ，心理学词

表）也起了映射转换中心的作用。
（４）ＵＭＬＳ
ＵＭＬＳ（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一

体化医学语言系统）包括三个知识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即超级词表（Ｍｅｔａ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语义网络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专家词典及词典工具（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９－１０］ 。 超级词表

是在来源词表之上构建的概念层：不同来源表

的词汇依据等同关系聚集形成超级词表概念，
即超级词表的一个概念可能对应不同来源表的

概念及其各种词汇表达形式。 ＵＭＬＳ ２０１５ＡＡ 版

超级词表整合了 １７８ 部词表［９］ 。 语义网络可视

作顶层本体，为超级词表概念提供统一的范畴

体系。 专家词典及词典处理工具为跨词表词汇

等同关系的发现提供支持。 相比于之前介绍的

项目，ＵＭＬＳ 已基本形成自有的概念体系，说是

“基本形成”，是因为超级词表概念只继承来源

表概念的关系，而不对关系集合进行甄别梳理。
（５）ＮＳＴＬ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项目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 （简称“英表”）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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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面向外文

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

范”的主要研制内容之一。 该项目由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牵头，多家情报机构分工协作完

成，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词表语义集成

项目。
“英表” 集成了英文语种的叙词表一百多

部，覆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学科领域。 “英

表”的语义集成模式基本是参照 ＵＭＬＳ，从逻辑

结构上看，自下而上包含四层：素材层、基础词

库、概念层、范畴体系。 素材层包括相关专业的

叙词表、分类表、专业词典、术语集等。 经过遴

选的“素材”（主要是叙词表）以整表为单位进入

基础词库。 基础词库中不同来源的叙词表词汇

进行同义词归并后形成概念层的“概念”，“概

念”继承各同义词在来源表中的原有关系，对关

系不做梳理。 在概念层之上设置范畴体系，范
畴体系是概念层概念的分类框架，概念被归入

相应类目，按学科特征得以聚集，并借助范畴体

系的等级结构由一般到具体层层展开①。
“英表”范畴体系与 ＵＭＬＳ 不同。 ＵＭＬＳ 的

“语义网络”是一种形式分类体系，其等级结构

遵循严格的属种关系语义限定，每种语义类型

有明确的定义。 “语义网络”有利于揭示类中概

念横向的关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知识

推理，可视作顶层本体。 “英表”顶层的范畴体

系是基于 ＤＤＣ 构建，是典型的主题 ／ 学科分类思

想，等级结构不是严格的属种关系，类目语义的

界定和形式化表达也不够。 这些特征使“英表”
基本不具备知识推理的可能性，但这个范畴体

系能起到按学科或主题聚拢概念的作用，有利

于实现文献信息处理的分类主题一体化。
从语义集成模式看， ＨＩＬＴ 采用卫星表向中

心表映射的集成模式，这种集成模式较易控制，
词表集成成果的服务和应用都可以基于中心表

去扩展。 但这种模式对中心表的选择有较高要

求，中心表在学科范围上，在概念的深度和广度

上要能够覆盖卫星表，中心表的知识结构和描

述方式与卫星表要有较好的兼容性。 ＫｏＭｏＨｅ
项目采用了多表相互映射的集成模式，这种集

成模式复杂度较高，映射的完整性较难控制，映
射中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在集成成果

的服务和应用方面缺少可依托的主干。 ＯＣＬＣ
词表映射则兼具以上两种集成模式的特征。
ＵＭＬＳ 和“英表”采用在多来源表之上构建概念

层的集成方式，傅兰生等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

的“国家叙词库”也是这样的集成思路。 这种集

成模式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集，有利于集

成成果的服务和应用，但由于不具备自有关系

网络，而是继承来源表关系，因此知识体系中最

重要的等级结构必然变得混乱纠缠。 虽然可追

溯和利用来源表的关系进行弥补，但在来源表

众多、关系网络复杂的情况下，又会给用户带来

较大的使用负担。

２　 国家叙词库的集成模式与体系结构

通过对国内外知识组织体系集成模式的调

研和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叙词表编制的实际

情况，“国家叙词库”采用《汉语主题词表》 （以

下简称《汉表》）作为词表映射的中心表。 这主

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１）《汉表》与其他叙词表有较好的兼容性

１９７５ 年，我国启动了“ ７４８” 工程配套项目

《汉表》的编制工作。 在《汉表》成功编制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了系列叙词表相关的国家标准，包
括 ＧＢ ３８６０—８３ 文献主题标引规则、ＧＢ １３１９０—
９１ 汉语叙词表编制规则、ＧＢ ／ Ｔ １５４１７—９４ 多语

种叙词表编制规则。 我国编制的叙词表绝大部

分出现在《汉表》之后，基本是在《汉表》大的知

识框架下进行学科专业的细化补充和调整，知
识体系与《汉表》有较好的承接关系，在词表宏

０８４

① 关于“英表”集成模式的阐述引用了该项目课题一———“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超级科技词表和本体

建设”任务书中课题技术方案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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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微观结构的表现形式上也与《汉表》基本一

致。 《汉表》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叙词表，包含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方面面，是学

科覆盖最为完整的一部词表，其收录的专业词

汇数量也最为庞大，因此，在概念体系的广度和

深度上能较好地覆盖现有的专业叙词表。
（２）《汉表》有较好的维护和应用基础

我国叙词表的维护和利用总体不太好，大
部分叙词表没有修订过，知识体系有待更新，原
有的编制单位很多已不具备叙词表编制维护的

能力。 这些叙词表可以作为《汉表》的延伸和补

充，却很难再独立进行服务和应用。 相对而言，

《汉表》 维护较好，第一版《汉表》 出版于 １９８０
年，收词 １０ ９ 万条。 １９９１ 年修订出版自然科学

增订本，包含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分，收词

８ １ 万条。 ２０１４ 年，《汉表》 （工程技术卷）出版，
为满足文献信息处理自动化的需要，大量增补

词汇，收词 ３６ 万条［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启动了自然科

学卷的修订工作。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叙词库” 采用以《汉

表》作为映射中心，其他词表向《汉表》进行映射

的语义集成模式。 其体系结构分为三层：数据

获取与转换层、存储与语义集成层、服务与应用

层（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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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家叙词库体系结构

２ １　 数据获取与转换

我国的叙词表大多受《汉表》影响，在结构

和表现形式上具有较多共同点，有利于对叙词

表进行统一规范的描述，并采用相同的格式进

行存储。 但由于学科领域不同、编制单位不同、
年代跨度大，叙词表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

表现形式上也不完全一致。 国家叙词库需要对

我国叙词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和特性进

行调研和分析，解决叙词表知识结构的统一描

述问题。
“数据获取与转换层”的主要功能是采集叙

词表数据，对之进行规范描述和格式转换。 具

体包括三个模块：叙词表元数据注册、叙词表数

据导入与验证、叙词表数据统一描述与格式

转换。
叙词表元数据注册是对“表”的元数据信息

的著录。 叙词表元数据包括叙词表名称、编制

单位、出版时间、学科归属、版权信息等。 叙词

表元数据注册可汇总我国各阶段编制的叙词表

基本信息，帮助用户了解和定位可利用的叙词

表资源。 叙词表数据导入与验证模块是将已注

册的叙词表中的词汇、关系等数据导入系统，并
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控制。 印刷本词表要先

进行数字化，已经数字化的词表由于来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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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也可能不同，系统需具备支持多种格式的

数据导入功能。 早期编制的词表受限于当时的

技术条件，词间关系或多或少有一些逻辑问题，
比如存在关系冲突、冗余、循环等［１２］ 。 验证模块

需具备逻辑问题查找和自动处理的功能，在保

证逻辑正确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词汇信息的损

失。 经验证的叙词表数据即可按照统一的元数

据方案进行描述，并以统一的格式进行存储。

２ ２　 存储与语义集成

２ ２ １　 顶层分类表与本体

叙词表一般都自带一个范畴表 ／ 分类表用

于词汇归类。 词表不同，所带的范畴表 ／ 分类表

一般也不同。 对于多表集成系统来说，顶层分

类表为各来源词表的概念提供了统一的导航体

系，有利于实现多词表概念的语义集成。 国家

叙词库语义集成系统从学科和本体的角度在顶

层设立了两个类表：顶层分类表和顶层本体。
顶层分类表对各来源词表的概念按学科、专业

或主题进行归类；顶层本体对各来源词表的概

念按事物本质属性进行归类。 顶层分类表和本

体可从不同角度对概念进行汇聚，辅助实现多

词表概念的语义集成，也可进行单表或跨表的

概念导航。
顶层分类表须采用能覆盖各学科领域的综

合性分类表，要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有广

泛的认知和应用，以便和其他信息系统更好地

兼容。 新版《汉表》（２０１４ 年）的分类体系以《中

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第 ４ 版） 为基础，参考了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 ５ 版）进行编制，对两

部分类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能满足文献信

息分类的需要，又能更好地适应词汇 ／ 概念分类

的需要。 采用新版《汉表》的分类表作为国家叙

词库语义集成系统的顶层分类表，是现阶段最

好的选择。
叙词表概念体系的结构与本体有着相似之

处，但叙词表没有对概念的属性空间进行明确

定义，因此，叙词表概念间横向的相关关系是模

糊的。 引入顶层本体有利于叙词表往本体方向

演进。 将叙词表概念归入顶层本体相应的“类”
中，可汇聚具有共同属性的概念，概念被归入相

应“类”后，可继承“类”的属性空间，使相关关系

进一步明晰成为可能。 顶层本体的构建需要充

分调研各来源词表词族构建的情况，分析各学

科领域词族分布的特点，确定分面的构成情况，
进一步确定基本的语义类型和等级框架。 “类”
的属性空间也需要结合学科特征和未来应用的

需求，采用逐步深入和开放发展的思路进行

设计。
２ ２ ２　 概念库与基础词库

国家叙词库的网络化存在与发展决定其描

述须符合语义网规范。 国家叙词库采用基于

ＳＫＯＳ＋ＸＬ 的知识描述模型（参见 ４ １），将叙词

表概念和词汇进行区分，词汇作为概念“标签”，
在概念层面描述语义属性，在词汇层面描述非

语义属性。 国家叙词库中的各成员词表逻辑上

是独立的，物理上则统一进行存储。 概念及其

语义属性的集合形成概念库，词汇及其非语义

属性则统一存放于基础词库。 概念库中的概念

通过标签属性链接到基础词库中的词汇。
基础词库为各类词汇及其属性的集合，不

仅包括国家叙词库成员表中的词汇，也包括其

他术语来源的词汇，比如文献关键词、用户检索

词、专业词典词汇、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发布的规范名词、术语标准中的术语等。 随

着国家叙词库建设的推进和深入，在逐步实现

叙词表概念语义集成的同时，将基础词库中除

叙词表之外的高频词、规范词、新词等逐步纳入

叙词表概念体系中，建立起概念和词汇间更多

的关联，这将有效地提升叙词表应用性能，进而

改进文献信息资源组织和利用的效果。

２ ３　 服务与应用

网络环境中的知识组织系统有以下几个应

用方向［１３］ ：①作为信息组织的框架体系和概念

集；②作为信息加工自动化的支撑，以其结构化

的概念层级和语义关系，提供自动标引、自动分

类、信息抽取、自动文摘、自动索引等功能；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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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能信息检索的后台控制；④作为知识挖掘、
知识发现、学科发展分析预测的工具。

叙词表应用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总体上

我国叙词表应用还处于研究阶段，成熟的工具

或产品比较少见。 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信息系统

没有可用的叙词表来进行词汇控制，更谈不上

利用叙词表丰富的语义信息。 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词表数据难于获取和利用。
因此，为基于叙词表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持仍然

是国家叙词库服务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范炜提出了包括三个层次的术语服务架

构［１４］ ：第一层是基于词表整体，提供各种词表的

元数据描述和使用统计等相关描述；第二层是

跨词表的基于术语层次的概念语义揭示与检索

服务；第三层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以概念、术
语、语义层次的规范结构化机制对外向第三方

应用提供服务。 借鉴范炜提出的渐进服务思

路，国家叙词库可以利用不同语义层次的内容

建设成果，针对不同的叙词表应用和建设的需

求，提供不同颗粒度的知识单元的数据服务，包
括叙词表元数据服务、概念服务、概念集服务，
以及词表定制服务。 这些服务又可依据服务对

象不同而表现为面向用户（人）的查询、浏览、编
辑、下载服务，和面向机器的第三方调用服务。
２ ３ １　 叙词表元数据服务

叙词表元数据服务是基于叙词表注册信息

的查询、浏览、下载服务。 叙词表元数据服务可

展示我国叙词表编制的总体情况，以及各部叙

词表学科专业、编制和结构方面的特征，方便用

户依据自身需求对叙词表进行选择。 叙词表元

数据服务是促进叙词表资源被发现和利用的最

为基础的数据服务。
２ ３ ２　 概念和概念集服务

概念和概念集是叙词表知识体系中不同粒

度的知识单元。 概念是叙词表知识体系最小的

描述单元。 概念集为多个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

组合而成的知识单元，比如一个概念及其关联

（上位、下位、相关）概念的组合，或一个词族中

以等级结构关联的多层级概念的组合，或以映

射方式相互关联的多表概念的组合，或共属同

一个类目或本体类中的多个概念的组合等。 概

念服务还可依据所提供的概念描述信息的完整

程度分成若干层次，比如，只提供词汇级别的中

英对照，或词汇等同关系，或概念的等级、相关

关系，或附加概念跨表映射关系等。 基于概念

或概念集的服务方式需依据叙词表应用中对知

识单元的需求特征来设计和逐步实现。
２ ３ ３　 词表定制服务

我国编制的叙词表数量有 １００ 余部，基本能

覆盖所有的学科领域，但却不能满足所有的应

用需求。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很多

叙词表比较陈旧，大部分叙词表完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疏于维护，很多概念没有及时增

补；②传统叙词表主要满足手工标引和检索的

需要，人工语言痕迹较重，收录词汇与文献实际

用词匹配度不高，很多较为专指的概念需要人

工进行组配，难以满足计算机自动处理文献信

息的需要；③传统叙词表一般覆盖一个或多个

学科专业，学科广度和知识深度往往难以两全，
很难满足专题信息系统文献信息组织揭示的需

要。 另外，叙词表作为一种形式化的知识体系，
除了应用于文献信息组织，也可用于知识挖掘、
知识发现等方面，但现有的叙词表很难完全支

撑这些应用需求。 因此，基于国家叙词库集成

系统，提供词表定制服务，为新表构建提供数据

和工具支撑是国家叙词库一个重要的应用

方面。
基于国家叙词库的词表构建包括以下几个

环节：①专题词汇集确定，②叙词表知识体系裁

剪，③多表融合。 数据层面，利用国家叙词库分

类表确定词汇抽取范围，基础词库提供词表词

汇，并根据用户需求补充文献关键词，以及其他

来源的词汇。 专题词汇集的确定还需要跟用户

供词、专题文献抽词相结合。 基础词库中不同

来源的词汇属性信息可用于词汇评价，比如词

汇出处可用于权威性判断，词汇在文献中的词

频及学科分布情况可用于词汇重要性或专业相

关性评价等。 专题词表定制过程实质是多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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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的裁剪与融合过程。 国家叙词库概念层

可为新表构建提供关系属性集合。 来源于相同

或不同词表的知识片段需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

续接，由于词表知识体系存在重复、交叉、异构

的特征，多表融合后必然存在概念语义模糊、关
系缠结的现象，需要有相应规则和工具对这些

问题进行处理。

３　 叙词表知识体系的宏观结构及其描述

３ １　 叙词表宏观结构

叙词表宏观结构指叙词表中多概念体系的

组成结构以及该表不同版本之间的关联关系。
叙词表一般包括主表、附表、范畴表、索引表。 主

表是叙词表主体部分，包含若干以词汇表达的概

念及其完整的属性信息。 附表一般为人名表、地
名表、设备型号表、产品名称表等。 范畴表 ／ 分类

表是叙词表的概念 ／ 词汇分类体系，其基本构成

单元为范畴 ／ 类目。 主表中概念的范畴号 ／ 分类

号即是对范畴表 ／ 分类表中的范畴 ／ 类目的引用。
索引表是手工检索年代为方便查找叙词表概念

而编制的从不同角度对概念进行定位的辅助表，
类似于信息系统中的导航体系。 索引表一般不

会提供更多主表不包含的信息，因此，去除索引

表通常情况下不会影响数据的完整性。
叙词表各子表中概念的属性特征不完全相

同，比如主表中的概念和范畴表中的范畴一般

具有不同的属性信息和描述需求。 因此，按照

概念原本的聚合特征，即叙词表的宏观结构来

划分概念体系是比较简单和易于接受的处理方

法。 具体做法是：将叙词表及其各组成部分分

别作为不同的概念体系，通过描述概念体系之

间的关联关系来表达叙词表宏观结构（见图 ２）。
叙词表作为母表，主表、附表、范畴表作为子表，
母表与子表之间为包含（ ｄｃｔ：ｈａｓＰａｒｔ）与被包含

（ｄｃｔ：ｉｓＰａｒｔＯｆ）的关系。 主表中的概念需引用范

畴表中的范畴，主表和范畴表的关系为引用

（ｄ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与被引用（ ｄ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Ｂｙ） 的

关系。 对于有多个版本的叙词表，各版本分别

作为不同的“概念体系”。 新旧版本之间为替代

（ ｄｃ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 和 被 替 代 （ ｄｃｔ： ｉ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 ）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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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叙词表宏观结构

３ ２　 叙词表元数据

叙词表元数据是叙词表“表”层面的描述框

架。 叙词表描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文献的描

述，可基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框架［１５］ 设计国家

叙词库叙词表元数据方案（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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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叙词表元数据方案

元　 　 素 数据类型说明

表 ＩＤ ｄ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ＵＲＩ

资源类型 ｒｄｆ：ｔｙｐｅ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
（概念体系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叙词

表、 主 表、 范 畴 表 ／ 分 类 表、 附

表等。）

表名称
正式名称 ｄｃ：ｔｉｔｌｅ

其他名称 ｄｃ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简介 ｄ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专业 ｄｃ：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ＬＣ（《中图法》类号）

语种 ｄ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关联

外部关联

内部关联

下一版本

上一版本

母表

子表

引用表

被引用表

ｄ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ｃｔ：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ｄｃｔ：ｉ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

ｄｃｔ：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ｄｃｔ：ｈａｓＰａｒｔ

ｄ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ｃｔ：ｉ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Ｂｙ

表 ＩＤ

创建者
主要创建者 ｄｃ：ｃｒｅａｔｏｒ

其他创建者 ｄｃ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出版单位 ｄ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版权
版权说明 ｄｃ：ｒｉｇｈｔｓ

版权单位 ｄｃｔ：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ｌｄｅｒ

出版时间 ｄｃｔ：ｉｓｓｕｅｄ

统计

概念总量 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ｍｏｕｎｔ

顶层概念量 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ｍｏｕｎｔ

非优选词量 ａｌｔＬａｂｌｅＡｍｏｕｎｔ

关系总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

层级 ｌｅｖｅｌｓ

…… ……

　 　 国家叙词库中的成员词表及其各组成部分

均作为独立的概念体系进行描述，资源类型

（ ｒｄｆ： ｔｙｐｅ ） 为 “ 概 念 体 系 ” （ ｓｋｏ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概念体系可依据需求再细分为

叙词表、主表、范畴表、附表等。 这些不同级别

的概念体系均采用 ＵＲＩ 作为唯一标识。 虽然主

表、范畴表、附表可作为独立的概念体系进行描

述，但一般情况下，叙词表各构成部分不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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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表名称”，具体著录时可继承叙词表的名

称并加以扩展，比如“汉语主题词表—范畴表”。
叙词表所属或所覆盖的学科领域或专业，用 ｄ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描述，取值引用国家叙词库顶层分类表

类目。
叙词表宏观结构通过概念体系之间的“关

联”关系来描述。 “关联” 分为“内部关联” 和

“外部关联”。 叙词表及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

的关联为内部关联，版本之间的关联为外部关

联。 内部关联包括 ｄｃｔ： ｈａｓＰａｒｔ （ 包含）、 ｄｃｔ：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被包含）、ｄ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引用）、ｄｃｔ：ｉ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Ｂｙ （ 被 引 用）； 外 部 关 联 包 括 ｄｃ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替代）、ｄｃｔ：ｉ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被替代）。

叙词表统计元数据一般情况下可包括概念总

量（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ｍｏｕｎｔ）、顶层概念量（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Ａ⁃
ｍｏｕｎｔ）、非优选词量（ａｌｔＬａｂｌｅＡｍｏｕｎｔ）、关系总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层级（ ｌｅｖｅｌｓ）。 概念总量反映

概念体系的规模；顶层概念量和层级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概念体系中词族构成情况和知识体

系表现的深度；非优选词量和概念总量能间接

反映概念体系的入口率，这是评价叙词表应用

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关系总量能反映概念体

系中概念关联的疏密程度，也是评价叙词表应

用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 以上统计可根据叙词

表管理的需求进一步细化。

４　 叙词表微观结构描述

叙词表微观结构是知识描述的框架结构。
为了与语义网标准对接，叙词表微观结构的描

述 在 早 期 较 多 采 用 ＯＷＬ （ Ｗｅｂ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进行格式层面的叙词表本体化转换。
为了在语义网框架下更为简明地表示知识组织

系统，２００９ 年，Ｗ３Ｃ 推出了 ＳＫＯ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 。 ＳＫＯＳ 是基于语义

网规范对知识组织工具进行建模和描述的框

架。 我 国 在 这 方 面 已 有 较 多 的 研 究 和 探

索［１７－１９］ 。 为了更便捷地实现叙词表网络化，国
家叙词库采用了基于 ＳＫＯＳ＋ＸＬ 进行局部扩展

的方案来实现叙词表微观结构的描述。

４ １　 叙词表中的概念与词汇

传统叙词表以词汇作为描述对象，通过词

间关系揭示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 自然语言词

汇存在“一词多义”（多义词）和“多词一义” （同

义词）的现象。 为了解决多词一义问题，传统叙

词表在多个同义词中选定一个作为优选词，其
他词汇作为非优选词，并通过“等同关系”指引

到优选词。 为了区分多义词，传统叙词表一般

在词后添加限定成分对词义进行说明，词汇与

其后的限定成分共同构成一个新的“词”，从而

消解词汇歧义问题。 通过以上方式，叙词表实

现了对词汇的控制。
词汇为词义和词形的复合体。 同一词形可

能表达多个词义，同一个词义可能对应多个词

形。 传统叙词表将“词汇”作为知识体系的构成

单元来描述，必然要面对词形、词义纠缠不清的

问题。 对多义词不加区分，势必造成语义关系

的混乱。 而为了区分歧义词，又需要改变词形。
添加限定语的方式虽然有助于明晰语义，但这

时的“词汇”却失去了与文献信息用词和用户语

言用词的天然关联。
ＳＫＯＳ 数据模型将词汇的词义和词形进行

分离，词义部分即为“概念”，词形部分作为概念

的“文字表达形式”，即“标签”，在概念之间构建

等级关系和相关关系。 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词

汇标签，一个概念可以有多个标签，这样就解决

多词一义的控制问题。 一个标签（非优选标签）
可以对应多个概念，但不影响概念语义关系的

表达，由此可解决一词多义的问题。 显然，分离

了词汇的词形和词义，叙词表知识体系的描述

逻辑更加清晰。
但 ＳＫＯＳ 还不能完全满足中文叙词表描述

的需求，比如词汇汉语拼音的描述，同一概念的

多个标签之间潜在关系的描述等。 ＳＫＯＳ＋ＸＬ 模

型能更好地解决词汇层面的描述问题：将概念

和词汇均作为描述对象，在概念层面主要描述

与语义相关的属性，包括概念的定义、范畴、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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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间的关系（包括映射关系）；词汇层面主要描

述与语义无关的属性，包括词汇的汉语拼音，词
汇间的非语义对应关系，比如中文与英文译称

的对应关系，全称与缩略语的对应关系，错误拼

写与正确拼写的对应关系等；词汇作为概念的

标签，将两个描述对象“概念”和“词汇”关联起

来（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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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 ＳＫＯＳ＋ＸＬ 的叙词表微观结构描述模型

　 　 图 ３ 对概念“声呐”进行了描述。 “声呐”的

词义部分抽象为“概念 Ａ”，“概念 Ａ”有四个词

汇表达形式，包括三个中文词“声呐” “声纳”
“声呐技术”，以及一个英文词“ ｓｏｎａｒ”。 在词汇

层面，“声纳”是“声呐”的错误拼写，两个词间有

对应关系；“ ｓｏｎａｒ” 是“声呐” 的英文，两个词间

也有对应关系；除了隐藏标签“声纳”外，其他词

汇都有汉语拼音。 在概念层面，“概念 Ａ” 的下

位概念是“概念 Ｂ” （标签为“主动声呐”），相关

概念为概念 Ｃ（标签为“测距”）。

４ ２　 核心概念和扩展概念

我国编制的叙词表中，有约 １０％采用组配

方式表达概念，即多个概念按一定的逻辑组合

表达成一个更为专指的概念。 概念组配一般可

分为概念交叉组配和概念限定组配。 示例 １ 和

示例 ２ 为概念交叉组配。 示例 １ 中“天平”是各

类天平的集合，“电子装置”是各类电子装置的

集合，“电子天平” 则为前述两个集合的交集。
概念交叉组配生成的概念是参与组配的多个概

念的下位概念。 即“电子天平”既是“天平”的下

位概念，又是“电子装置”的下位概念。
示例 １
Ｄｉａｎｚｉ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
∗∗ 电子天平　 ＢＦＯ．ＦＦＯ．Ｘ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天平　 ＢＦＯ．ＦＦＯ
　 　 ＋ 电子装置　 Ｋ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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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标准文献主题词表》（１９８８ 年）
示例 ２
合成润滑剂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ｓ
Ｙ 合成材料

＋ 润滑剂

注：摘自《核科学技术叙词表》２００６ 年

示例 ３ 和示例 ４ 都为概念限定组配。 示例

３ 中“聚合物溶液粘度”由“聚合物溶液”和“液

体粘度”组配表达。 “聚合物溶液粘度”是“液体

粘度”的下位概念，但与“聚合物溶液”不构成上

下位关系。 “聚合物溶液”对“液体粘度”起限定

作用。
示例 ３
ｊù ｈé ｗù ｒóｎｇ ｙè ｎｉáｎ ｄù
聚合物溶液粘度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６６２０］
　 Ｙ　 聚合物溶液

　 　 　 液体粘度

注：摘自《物理学汉语主题词表》（１９９４ 年）
示例 ４
道教艺术

ＣＳ３６
Ｙ　 道教 ＋ 宗教艺术

注：摘自《社会科学检索词表》（１９９６ 年）
在叙词表中，还有一类概念是通过参见的

方式指引到其他更为具体的概念，这类概念往

往比较宽泛，见示例 ５。 “化学药品” 为泛指概

念，直接用于检索文献价值不大，通过参见的方

式将其指引到更为具体的概念，“螯合剂” “去垢

剂”“染料”……
示例 ５
化学药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见专 指 化 合 物 或 化 合 物 的 各 类， 例 如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Ｓ” “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Ｓ”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
ＺＥＲＳ”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Ｊ 螯合剂

Ｈ 去垢剂

Ｈ 染料

Ｈ 石化产品

Ｈ 添加剂

Ｈ 无机化合物

Ｈ 显影剂

Ｈ 有机化合物

Ｈ 指示剂

注：摘自《核科学技术叙词表》（２００６ 年）
传统叙词表将组配生成的专指概念，以及

需要指引到其他具体概念的过于宽泛的概念都

处理成“非优选词”，因为传统叙词表中词汇和

概念是一体的，“非优选词”可理解为“非优选概

念”，这样的处理无可厚非。 需要指出的是，此
处“一对多”的“非优选词”实质上是叙词表中一

类特殊的、不欲正式收录的概念。
在 ＳＫＯＳ 数据模型中，“非优选词”是概念的

“标签”，是对应概念的一种文字表达形式。 显

然，传统叙词表中的这类“非优选词”并不能作

为其指向概念的标签。 为解决这一矛盾，“国家

叙词库”提出了“核心概念”和“扩展概念”用以

区分叙词表中的优选词和上述“一对多”的非优

选词所对应的概念。 传统叙词表中组配生成的

专指概念和需指向具体概念的过于泛指的这类

“非优选词”都为“扩展概念”，而优选词对应的

概念则为“核心概念”。
扩展概念同样有自己的词汇标签，以及词

汇层面的描述属性，但扩展概念之间没有关联

关系。 扩展概念与核心概念之间“一对多”关系

的形成有多种情况，在具体处理时需要区分不

同情况将关系类型转换为等级或相关关系，比
如将概念交叉组配转换成扩展概念与核心概念

间的上下位（等级）关系。

５　 概念与词汇描述的元数据方案

５ １　 概念描述的元数据方案

国家叙词库的“概念”包括叙词表主表和附

表中的概念，也包括范畴表 ／ 分类表中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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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主表和附表中的概念又可分为核心概念

和扩展概念。 不同类型的概念，其属性空间不

完全等同，但都可在 ＳＫＯＳ 框架下进行描述。 概

念描述的核心元数据方案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概念描述的核心元数据方案

元素 说明

概念 ＩＤ ｄ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ＵＲＩ

资源类型 ｒｄｆ：ｔｙｐｅ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可进一步扩展为普通概念和范

畴 ／ 类目。 普通概念可进一步扩展为核心概念

和扩展概念。

来源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 取值表 ＩＤ。 所归属的概念体系。

代码 ｓｋｏｓ：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范畴 ／ 类目的代码，即范畴的范畴号，或类目的

分类号，只用于范畴 ／ 类目型概念的描述。

标签

优选词 ｓｋｏｓｘｌ：ｐｒｅｆＬａｂｌｅ 取值词汇 ＩＤ

非优选词 ｓｋｏｓｘｌ：ａｌｔＬａｂｌｅ 取值词汇 ＩＤ。 英文译称作为概念的非优选词。

隐藏标签 ｓｋｏｓｘｌ：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ｂｌｅ 取值词汇 ＩＤ

注释
定义

范围注释
ｓｋｏｓ：ｎｏｔｅ

ｓｋｏ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ｋｏｓ：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

语义

关系

属

分

参

ｓｋｏ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
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映射

约等映射

等同映射

上位映射

下位映射

相关映射

ｓｋｏｓ： ｍａｐｐｉｎ⁃
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ｏｓ：ｃｌｏｓｅ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ａｔｃｈ

取值概念 ＩＤ 或范畴 ＩＤ。 概念所归属的范畴也

用映射关系描述。

　 　 概念是网络环境中一种独立的可溯源的资

源，采用 ＵＲＩ 作为唯一标识。 概念所属的概念

体系用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 表示。 概念的文字表达，
即概念的标签通过三组属性组合来实现，概念

优 选 标 签 （ 优 选 词 ） 用 属 性 组 合 ｓｋｏｓｘｌ：
ｐｒｅｆＬａｂｌｅ，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Ｆｏｒｍ，概念非优选标签（非

优选词）用属性组合 ｓｋｏｓｘｌ：ａｌｔＬａｂｌｅ，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
ａＦｏｒｍ，概念隐藏标签用属性组合 ｓｋｏｓｘｌ：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 隐藏标签一般用于词

汇的错误拼写，现存的叙词表极少出现将词汇

的错误拼写作为非优选词的情况，因为错误拼

写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出现在出版物中的。 但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对于一些“常用”的错误拼

写，适当收入叙词表中有利于文献查全。
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链接关系分为两种情

况。 ①同一概念体系中概念的链接：概念可通

过语义关系 ｓｋｏ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及其子属性

“属”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分”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参” ｓｋｏ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来实现与其他概念的链接。 ②跨体系的

概念链接：可通过映射 ｓｋｏ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及

其五个子属性来链接跨体系的概念。 跨体系包

括同一部叙词表的不同概念体系之间，如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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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畴表之间，以及不同叙词表之间，比如国家

叙词库成员表与《汉表》之间，以及成员表与顶

层本体之间等多种情况。
属性 ｓｋｏｓ：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用于范畴 ／ 类目型概念的

描述，表示范畴的范畴号，或者类目的分类号。
一个普通概念所归属的范畴需要通过概念与范

畴的映射关系，比如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Ｍａｔｃｈ 来表示。

５ ２　 词汇描述的元数据方案

词汇是概念的标签（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ｌｅ），在国家

叙词库中，词汇本身也作为一种资源实体进行

扩展描述。 ＳＫＯＳ －ＸＬ 数据模型提供了 ｓｋｏｓｘｌ：
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两种属性来扩展

对词汇的描述。 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 用于词汇的文

字表达，每个词汇有且仅有一个文字表达，即词

形。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用来表达词汇间的关

系。 传统叙词表中的词间关系指词汇间的语义

关系，此处的词间关系指词汇间的非语义关系

（参见 ４．１）。 ＳＫＯＳ－ＸＬ 数据模型只提供 ｓｋｏｓｘｌ：
ｌａｂ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来表示词间关系，需依据具体描述

需求对该属性进行扩展，比如词汇的正确拼写

与错误拼写之间的对应关系 （ ｍｉｓＳｐｅｌｌＯｆ， ｍｉｓ⁃
Ｓｐｅｌｌ），全称与简称的对应关系（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等。 由于 ＳＫＯＳ＋ＸＬ 模型中没有相

应的属性用于描述词汇的注音，需要在 ＳＫＯＳ 框

架下对 ｓｋｏｓ：ｎｏｔｅ 进行扩展，定义其子属性 ｐｈｏ⁃
ｎｅｔｉｃ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用于词汇汉语拼音的描述。 词汇描

述元数据方案见表 ３。

表 ３　 词汇描述的核心元数据方案

元素 说明

词 ＩＤ ｄ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ＵＲＩ

资源类型 ｒｄｆ：ｔｙｐｅ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ｌｅ

词形 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 有且仅有一个

注音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词汇的汉语拼音

关系

正确拼写

错误拼写

全称

简称

译称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ｐｅｌｌＯｆ

ｍｉｓＳｐｅｌｌ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词汇间的非语义关系，取值词汇 ＩＤ。

６　 结语

叙词表知识体系除了应用于文献的主题

标引和智能检索，也可作为知识挖掘、知识服

务的语义工具。 我国有着丰富的叙词表资源，
让这些叙词表能够被发现和利用，是“国家叙

词库”的建设目标。
国家叙词库是一个叙词表集成系统。 我

国的叙词表大部分遵循国家标准编制，在叙词

表结构和描述上有共同之处，但部分词表也因

为学科和知识体系表达的特殊需要而具有一

些不同的特征。 如果对所有词表都完整描述，
势必要对元数据进行扩展，但自定义的元数据

项太多，对数据的理解和交换是不利的。 因

此，国家叙词库的知识描述需要在共性和特性

间进行平衡，在尽量不损失原始信息的情况

下，保证元数据的通用性。
众多词表的语义集成将是一项巨大的工

程。 之前已有一些大型的词表集成项目取得

成功，但就目前看，集成成果的应用情况并不

是很理想。 所以，国家叙词库须采用渐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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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并利用不同时期的建设成果提供不同

语义层次的服务。 首先是词表数据的统一存

储和描述，使叙词表数据可发现、可获取、可利

用。 之后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比如在词表定

制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叙词表概念的语义

集成。
另外，国家叙词库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共建

共享问题，我国 １００ 多部叙词表分属不同单位，
有些词表版权不清晰，或者找不到维护单位，
词表资源的共享模式也无太多经验可借鉴，因
此，探索我国叙词表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持续发

展机制是国家叙词库发展需要面对的另一个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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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Ｍａｙｒ Ｐ， Ｐｅｔｒａｓ Ｖ． 交叉语词索引：术语映射及其对信息检索的影响［ＥＢ ／ ＯＬ］． 刘华梅，译．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ｔｓｇｊ ／ ｉｆｌａｙｇｔ ／ ｇｊｔｌｚｗｙｙｚｘ ／ ｔｌｚｌｂｙ ／ ２０１０１１ ／ Ｐ０２０１０１１３０４９７８７２３０６６５８． ｐｄｆ． （ Ｍａｙｒ Ｐ，

Ｐｅｔｒａｓ Ｖ．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ＫｏＭｏ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 Ｌｉｕ Ｈｕａｍｅｉ， ｔｒａｎｓ． ［２０１５－

０３－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ｌ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ｅｗｔｓｇｊ ／ ｉｆｌａｙｇｔ ／ ｇｊｔｌｚｗｙｙｚｘ ／ ｔｌｚｌｂｙ ／ ２０１０１１／ Ｐ０２０１０１１３０４９７８７２３０６６５８．ｐｄｆ．）

［ ９ ］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ｕｍｌｓ．

［１０］ 李丹亚，胡铁军，李亚子，等． ＵＭＬＳ 多词表整合机制研究［ Ｊ］ ．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２ （ ４）：２８ － ３６． （ Ｌｉ

Ｄａｎｙａ， Ｈｕ Ｔｉｅｊｕｎ， Ｌｉ Ｙａｚｉ，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ＵＭＬＳ［Ｊ］ ． 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２（４）：２８－３６．）

０９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１１］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 Ｍ］．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１２］ 吴雯娜， 王星． 叙词表融合方法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２（４）： ６７－７５．（Ｗｕ Ｗｅｎｎａ，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ａｕｒｉ ｍｅｒｇ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４）： ６７－７５．）

［１３］ 薛春香． 网络环境中知识组织系统构建与应用研究［ Ｍ］．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Ｘｕｅ Ｃｈｕｎｘ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Ｍ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１４］ 范炜． 受控词表的术语服务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２，５６（ １４）： ３４ － ３９，９７． （ Ｆａｎ Ｗｅｉ．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２， ５６（１４）： ３４－３９， ９７．）

［１５］ 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ｒｅ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ＤＣＭＩ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ｔｅｒｍ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０８ ／ ０１ ／ １４ ／ ｄｃｍｉ－ｔｅｒｍｓ．

［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ＳＫＯ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３．ｏｒｇ ／ ２００４ ／ ０２ ／ ｓｋｏｓ．

［１７］ 刘丽斌， 张寿华， 濮德敏，等．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 ＳＫＯＳ 描述自动转换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９（６）： ５６－６０．（Ｌｉｕ Ｌｉ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ｈｕａ， Ｐｕ Ｄｅ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ＣＣ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ＫＯ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６）： ５６－６０．）

［１８］ 段荣婷． 基于简约知识组织系统的主题词表语义网络化研究———以《中国档案主题词表》为例［ Ｊ］ ． 中国

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７（３）： ５４－６５．（Ｄｕａｎ Ｒｏｎｇ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３７（３）： ５４－６５．）

［１９］ 曾新红． 中文知识组织系统形式化语义描述标准体系研究（一）———扩展 ＳＫＯＳ 实现传统受控词表全描述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２（３）： ５７－６８．（Ｚｅｎｇ Ｘｉｎｈｏｎｇ．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ｒ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ＫＯＳ （Ｉ）：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ＳＫＯ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３）： ５７－６８．）

吴雯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鲍秀林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０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