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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管理研究
∗

侯西龙　 谈国新　 庄文杰　 唐　 铭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遗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

理，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播与传承的前提和基础。 本体与关联数据技术为非遗知识的组织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和实现路径。 本文首先分析梳理了非遗领域知识的要素与语义关系，设计构建了非遗知识本体模型，以规范和揭

示非遗领域知识的概念、属性和关联关系；其次，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研究非遗知识组织与关联数据集构建的过

程，包括实体 ＲＤＦ 化、实体关联、关联数据存储与发布等关键步骤；最后以湖北省非遗项目为例，构建了非遗知识

关联数据集与知识服务平台。 关联数据技术在非遗知识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应用，能够促进非遗知识管理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对我国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１３。 表 ４。 参考文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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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ＣＨ ｗｈｉ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ＩＣＨ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ｆｉｇｓ． ４ ｔａｂｓ． ２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地

域的特色，蕴含着群体的智慧，对于每个国家都

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 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

多样，涉及领域广泛，蕴含着丰富的知识。 对非

遗领域知识进行结构化表示与语义化组织，是
知识时代对非遗文化保护与知识传播的必然要

求。 然而，中国非遗网及各省市非遗传播平台

在对非遗知识进行管理时，仅以列表的形式展

示非遗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的信息，缺少项目

与传承人、项目与地区等知识要素之间的关联；
非遗领域知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造
成了信息的碎片化，大大限制了知识的完整性

与可传播性。 同时，在非遗垂直领域缺少专业

的知识型关联数据集，尚未形成成熟的非遗百

科类知识库。 虽然国内在通用领域的中文百科

知识图谱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包括 ｚｈｉｓｈｉ．
ｍｅ （ 东 南 大 学 ）、 ＣＮ⁃ＤＢｐｅｄｉａ （ 复 旦 大 学 ）、
ＰＫＵＰｉｅ（北京大学）、Ｘｌｏｒｅ（清华大学）等中文百

科知识图谱；ＯｐｅｎＫＧ 也正在促进这些百科类知

识图谱的开放与互联［１］ 。 但在中文知识百科领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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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缺少像 ＤＢｐｅｄｉａ、Ｆｒｅｅｂａｓｅ 等大型百科知识型

数据集。 由于非遗领域数据仍以半结构化数据

与基础数据库为主，碎片化的数据较多，缺乏高

质量的非遗开放数据集；对非遗知识单一线性

的组织，无法体现非遗文化的多元特征，无法满

足多维度揭示与知识检索的需要［２］ 。 这限制了

对非遗的科学研究，也限制了非遗知识的传播

和对非遗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非遗项目的知识管理方式主要依据

主题、地域与级别等进行分类归档，组织单元的

颗粒度较粗，组织模式是线性的、一维的；非遗

领域知识元素的语义化程度较低，无法充分表

达与揭示知识元素之间的关系。 随着知识组织

与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入，非遗领域知识的管理

向主题图谱、知识图谱、语义组织等新型组织方

式发展，更加注重领域知识间关系的多维度揭

示。 尤其是语义网技术堆栈中的本体与关联数

据技术为非遗领域知识的语义组织提供了新的

解决思路和方案。 关联数据被看作是语义网的

轻量级实现，其以关联开放数据的形式聚合异

构的信息资源，能够提高资源与知识的可见度、
共享性和开放性。 基于关联数据对非遗知识的

组织与管理，是在规范统一的领域本体模型的

指导下，以结构化、形式化方式表达非遗领域知

识元素及其属性，并构建知识元素之间的语义

关系，进而达到知识的语义化与有序化的目的，
并提供开放的数据获取和知识服务。

基于此背景，本文针对非遗知识的有效管

理与知识关联问题，提出基于关联数据的非遗

知识组织与非遗知识关联数据库构建的方法体

系，包括从非遗知识本体模型设计到关联数据

构建、存储与发布的整个过程；研究将非遗领域

内部关联数据集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及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外部知

识型数据库进行知识关联，建立一个拥有丰富

语义关系、知识互联共享的非遗知识关联数据

库，提供领域知识的有序组织及知识可视化。
并以湖北省非遗项目为例，将非遗项目有关的

知识进行关联聚合，构建了非遗知识关联数据

集与服务平台。 在数字人文研究背景下，通过

对非遗知识组织与管理的深入研究，以期为我

国非遗知识的组织与管理以及非遗文化的保护

与传播提供参考。

１　 非遗领域知识本体研究与关联数据技
术应用现状

非遗领域知识涉及的内容丰富，文化形态

多元，但是由于缺少详尽的分类体系标准，导致

非遗知识组织的程度较低，非遗领域知识无法

得到有效的管理。 如何将海量、零散的非遗知

识按照知识的内在关系进行表示与组织，成为

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随着语义网的发展，一
些研究者已经将本体及关联数据的理论与方法

引入到非遗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领域，在本体

构建、资源整合、资源组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 在非遗领域知识结构分析与本体构建研

究方面，蔡璐等［３］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非遗的各

要素，构建了由非遗项目类、人物类、事物类、事
件类以及文献类等核心概念组成的本体概念模

型，并制定非遗资源的元数据标准与规范。 黄

永等［４］ 分析了非遗知识本体构建的难点，以民

间舞蹈为例设计了面向文本与多媒体数据的非

遗知识本体构建系统。 滕春娥、王萍［５］ 基于本

体理论从非遗项目及人物、事件、文献等维度对

赫哲族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组织与整合。 周耀林

等［６］ 以本体方法为研究视角，从本体表示与语

义组织、语义检索两个层面，设计了非遗信息资

源组织与检索框架，以戏剧类非遗项目为例实

现非遗信息资源本体的构建。 此外，国内学者

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对知识本体的构建

与应用进行了探索。 比如，郝挺雷［７］ 、胡骏等［８］

和隗昊［９］ 研究端午节、盘王节等传统节日领域

知识本体的设计与构建方法。 综上，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或针对具体的非遗细分领域提出了许

多有价值的非遗领域本体模型。 目前，国内对

非遗领域本体的研究处在起步阶段，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完善的知

识组织本体模型。 现有的研究多针对非遗信息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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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组织，缺少在知识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没
有突出非遗领域知识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知识

的关联性，造成非遗项目蕴含的知识内容孤立

与流失。
在关联开放数据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领

域资源和数据以关联数据的方式提供开放访问

服务，关联开放数据云图中的数据集逐年增长。
关联数据技术的优势为非遗知识管理与信息资

源的聚合，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技术手段。
王燕红［１０］ 梳理国内基于关联数据的资源整合研

究现状，发现基于关联数据的资源整合集中应

用在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书目资源等领

域，呈现出从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发展的趋势。
戎军涛［１１］ 对基于关联数据的知识组织深度序化

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关联数据为知识组织的

深度序化提供了实现路径和基础。 翟姗姗等［１２］

对非遗数字资源内容的语义表达、知识单元关

联揭示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面向非遗传承

和传播的多维度研究框架。 李姗姗等［１３］ 针对非

遗档案资源，提出了基于关联数据的非遗档案

资源开发模型。 董坤［１４］ 利用关联数据技术对非

遗知识进行语义化组织，实现了对非遗资源及

其关系的语义化揭示与组织。 仝召娟等［１５］ 基于

关联数据对非遗数字资源聚合进行研究，实现

对来源异构、内容异构的非遗数字化资源的整

合与聚合，使数字化资源有序重组，更好地得到

利用。 此外，关联数据技术在数字人文领域也

得到了广泛瞩目和应用，出现了大量的利用关

联数据实现数字人文服务的项目［１６］ 。 从上述研

究中可以看出，利用关联数据技术针对非遗数

字化资源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非遗数

字资源的聚合、数字资源内容的语义揭示等方

面。 但在非遗知识管理与知识组织方面，缺少

系统性的研究，非遗领域知识也较少以关联数

据的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 在实践应用方面，
尚缺乏可供非遗领域参考的标准化、批量化、可
供操作的关联数据应用方案，非遗知识亟待有

效的组织与管理。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

文从知识组织与知识关联的角度，研究基于关

联数据技术的非遗知识管理与知识关联的方

法，并构建非遗知识库，实现非遗知识表示、知
识可视化等创新性知识服务。 首先，分析非遗

领域知识的结构，梳理非遗项目之间、项目与传

承人以及项目与地域等领域内部知识要素之间

的关联关系，构建了非遗知识本体模型。 其次，
研究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非遗知识组织与知识

库的构建过程，包括实体 ＲＤＦ 化、实体关联、数
据存储与发布等核心过程。 在此基础上，研究

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外部关联数据库的知识关

联，最终构建非遗知识关联数据库，促进非遗领

域知识关联与知识发现。 最后，在非遗知识关

联数据库的基础上，提供非遗知识的浏览、关联

可视化表达等创新性知识服务。 采用本体与关

联数据技术规范描述非遗领域的知识，能够提

高非遗知识的关联性、开放性与可见度，能够为

非遗领域、数字人文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开

放数据服务，有助于非遗知识的挖掘与发现，以
及我国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

２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的设计与构建

本体被认为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

化规范说明［１７］ ；在信息科学与计算机领域，本体

可以看作是一种模型，是对客观存在对象或概

念及其属性和相关关系形式化的表达。 对非遗

领域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首先需要明确非

遗知识的结构、知识的构成要素及内部关系等。
然后，在参考国际通用本体模型的基础上，针对

非遗领域的知识特征，建立非遗领域知识本体

模型。
非遗知识本体是对非遗内涵及其组成要素

高度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个形式化的概念模

型。 本文在本体理论与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按照领域本体设计与构建的思路与步骤，通
过分析非遗项目的知识结构和构成要素，构建

了非遗知识本体模型，旨在为非遗知识描述及

知识关联提供统一规范的知识表示模型和数据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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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目前我国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制
定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制

度，每个非遗项目有其组织申报的地域或单位，
并在口头文学、表演仪式、手工技艺等领域认定

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因此，有关非遗的

基本知识可以看成由非遗项目、传承人、相关机

构、项目类型、地理位置等要素构成，组成要素之

间存在着传承关系、地域分布关系、类属关系等

语义关系。
在分析非遗知识基本结构与关系的基础上，

本文设计构建的非遗知识本体模型如图 １ 所示。
该本体模型参考借鉴了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①、ＦＯＡＦ②、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③、人物关系词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④等本

体模型以及都柏林核心（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ｒｅ，ＤＣ）元数据

标准。 根据非遗领域知识构成的核心要素，将
非 遗 领 域 知 识 本 体 抽 象 出 非 遗 项 目

（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代表性传承人（ Ｐｅｒｓｏｎ）、地理位置

（Ｐｌａｃｅ）、项目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四大核心类；每个

核心类定义相应的数据属性（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实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通 过 对 象 属 性 （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进行描述与揭示。 非遗知识本体模

型提供对非遗领域知识概念及其关系的宏观理

解，规范统一非遗领域的基本术语及关系，并准

确描述知识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注：前缀 ｉｃｈ 表示本文构建的非遗知识本体的命名空间，定义为 ｈｔｔｐ： ／ ／ ｌｏｃａｌｈｏｓｔ：８８９０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图 １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

２．１　 非遗项目类

非遗项目类（ 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是对非遗项目的

抽象，其实例指我国建立的 “ 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项目。
非遗项目实例是一个复合型对象，既具有本身

的内涵属性，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传承人、地域等

实体。 非遗项目实体的属性主要包括项目简

介、基本内容、历史渊源、存续状态、保护与传承

情况等关于项目内容的描述信息，根据我国《国

家级非遗代表作申报书》中设置的主要栏目，从
中选取非遗专指概念；此外，除了以上基本属性

外，不同种类的非遗项目又有其独有的特征；比
如，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使用的乐器、独特的唱

腔等，民间舞蹈中的服装，传统手工技艺类包含

的制作技术、方法或过程、工具材料、相关制品

及应用等。 非遗项目类的具体属性如图 ２ 所示。

０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ｄｏｃ⁃ｃｒｍ．ｏｒｇ ／
ｈｔｔｐ： ／ ／ ｘｍｌｎｓ．ｃｏｍ ／ ｆｏａｆ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ｏｒｇ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ｈｔｔｐ： ／ ／ ｐｕｒｌ．ｏｒｇ ／ ｖｏｃａｂ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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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非遗项目类及其属性

２．２　 项目类型类

项目类型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用于对非遗项目分

类体系的构建；为使非遗分类体系具有国际通

用性，将其细分为联合国分类（ Ｕ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与我

国“十分法” （ Ｃ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两个子类。 依据我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将非遗分为民

俗、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等十大

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中将非遗分为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

术、社会实践、礼仪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的

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五种形式［１８］ 。 通

过使用表示概念上下级关系的对象属性（ ｓｋｏ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等），可以构建一个多视

角、多层次、可伸缩的非遗项目分类体系。

２．３　 代表性传承人类

非遗作为活态的遗产，需要人的传承才能

延续与发展。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人掌握着杰出的技艺、技

能，对群体、族群具有影响力，代表着非遗蕴含

的深厚文化传统；传承人在培养传人、技艺传授

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定义的本体模型中

主体类（Ａｇｅｎｔ）的定义复用 ＦＯＡＦ 本体模型，将
主体类可以分为“传承人个体”与“组织与机构”
两个子类；“个体”主要指认证的国家级、省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个人，“组织与机构”则表示某些

非遗项目的申报单位，比如，农历二十四节气的

申报单位为中国农业博物馆。 对于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对象，其属性包括传承人编号、姓

名、性别、称谓、民族、出生日期、籍贯等基本信

息，以及其掌握的技能、技艺传承的情况等。 本

体模型中代表性传承人类的具体属性如图 ３ 所

示。 此外，复用人物关系词汇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中的属性，来更好地表达传承人之间错综复杂

的传承关系和传承谱系。

２．４　 地理位置类

非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同地域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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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代表性传承人类及其属性

习惯、语言、文化和历史孕育了不同特色的非遗

内容。 本体模型中定义地理位置类，一方面为

表达非遗项目分布与流传的地理空间，另一方

面记录传承人的居住地与籍贯等信息。 并为地

理位置类赋予其省、市、县、村镇行政级别的数

据属性，与我国的行政区划相对应。 同时，将每

个地理位置实例与地理数据库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进行

实体的关联，获取地理位置简介、经纬度等信

息。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不仅通过地

图空间分布的直观可视化形式表达非遗的空间

分布，还可以从深层次挖掘出非遗中空间维度的

隐含信息，通过空间聚类、核密度分析等 ＧＩＳ 空

间分析技术，对非遗的空间结构与演变及特征进

行分析，对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２．５　 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通过对非遗知识结构的分析，抽象出本体

模型的核心类之外，还需要定义知识要素间丰

富的关系。 通过对非遗领域实体之间的关系进

行梳理，可以概括出非遗项目与传承人间的代

表关系、项目与地域的位置关系、传承人间的传

承关系、项目类别之间的层级关系等，这些关系

对了解和认识非遗文化的活态流变性非常重

要。 在本体模型中通过定义对象属性，对实体

间关系进行描述与表示，最终，在对非遗领域知

识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定义对象属性及其定义

域与值域，如表 １ 所示。 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将独

立的知识要素联系起来，形成非遗知识网络，改
变传统知识组织的单线索模式。 此外，在这些

关联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定义规则与关系推理，
能够推断并发现隐形的知识。

围绕非遗项目相关知识的组织与管理，本
文在参考借鉴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ＦＯＡ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等国际通用本体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非遗知识

的特点进行本体的复用和自定义扩展。 最终，
设计构建的非遗知识本体模型包含 ８ 个核心类

和 ２５ 个对象属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类的 ２７ 个

数据属性，以及本体推理规则等，为非遗领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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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非遗知识本体的对象属性

实体之间的关系 对象属性 定义域 值域 具体解释

非遗项目与传承人之间

的代表关系

ｉｃｈ：ｈ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非遗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

ｉｃｈ：ｉ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Ｏｆ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是某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

非遗项目与类别之间

的类属关系

ｉｃｈ：ｉｓＴｙｐｅＯｆ ｉ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ｃｈ：ｈａｓＴｙｐｅ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非遗项目所属类型

非遗项目与分布地域

的位置关系
ｉｃｈ：ｈａｓＰｌａｃｅ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ｃｈ：Ｐｌａｃｅ 申报地区

传承人之间的师徒传

承关系、社会关系等

ｒｅｌ：ｍｅｎｔｏｒＯｆ
ｒｅｌ：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Ｔｏ
ｒｅｌ：ｐａｒｅｎｔＯｆ
ｒｅｌ：ｃｈｉｌｄＯｆ
ｒｅｌ：ｓｐｏｕｓｅＯｆ
ｒｅｌ：ｆｉｒｅｎｄＯｆ
ｒｅ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师傅

徒弟

子女

父母

配偶

朋友

受……影响

传承人与地域之间的

位置关系

ｉｃｈ：ｈａ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ｃｈ：ｎａｔｉｖｅＰｌａｃｅ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ｉｃｈ：Ｐｌａｃｅ
居住地

籍贯

项目类别之间的层级

关系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上位关系

下位关系

相关关系

地理位置之间的包含

关系

ｉ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ｃｈ：ｃｉｔｙ
ｉｃｈ：ｃｏｕｎｔｙ
ｉｃｈ：ｔｏｗｎ

ｉｃｈ：Ｐｌａｃｅ ｉｃｈ：Ｐｌａｃｅ

国家

省

市

县

村镇

传承人与组织机构之

间的成员关系
ｆｏａｆ：ｍｅｍｂｅｒ ｆｏａ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组织或机构的成员

非遗项目或传承人的

认定级别

ｉｃｈ：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ｃｈ：Ｐｅｒｓｏｎ

ｉｃｈ：Ｌｅｖｅｌ
“国家—省—市—
县”四级保护级别

非遗项目或传承人的

认定批次
ｉｃｈ：ｂａｔｃｈ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ｃｈ：Ｐｅｒｓｏｎ

ｉｃｈ：Ｂａｔｃｈ
入选名录的批次，如
第一批、第二批等

识的组织与形式化表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规
范统一的模型，满足了对非遗领域知识结构的

形式化描述与表示。 使用本体编辑软件 ｐｒｏｔéｇé
进行非遗知识本体模型的开发与实现，本体模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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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结构如图 ４ 所示。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面向

非遗知识的组织与管理，提供对非遗领域知识

的形式化表示，满足了对非遗项目申报与认证

过程中的知识管理需求。 对湖北省非遗知识组

织与管理的实践，验证了本文构建的非遗知识

本体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构建的主要作用是对非

遗知识的描述和形式化表达进行规范，而数据

的语义转化、知识的结构化表示与存储则需要

借助关联数据相关技术进行实现。

图 ４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的可视化

３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的构建与发布

关联数据技术使用统一资源标识符（ ＵＲＩ）
对资源实体进行命名描述，采用 ＲＤＦ 作为其数

据模型，链接、发布、共享各类信息、数据和知

识，从而构成数据的关联网络；采用关联数据技

术对信息与知识进行组织，使得人与机器都能够

获取与理解这些语义关联化与结构化的数据。
关联数据灵活的内外部链接机制，能够将跨领域、
跨类型的知识对象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知识

网络［１１］ 。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的构建是一个庞大而

系统的工程。 首先，明确研究范围，梳理非遗领

域的知识对象；其次，对领域实体进行抽取，明
确实体的各类属性，构建领域本体模型，形成叙

词表和术语表；再次，按照本体模型对实体进行

ＲＤＦ 化属性描述，建立实体链接，包括领域内部

实体之间以及与外部开放数据间的实体链接；
最后，选择合适的数据存储与发布平台，为人机

提供访问和数据接口。 遵循关联数据的基本原

则，非遗领域知识关联数据库的构建可以分为

五个关键步骤，即数据建模、实体命名、实体

ＲＤＦ 化、实体关联、实体发布［１９］ 。 其中，数据建

模过程即非遗领域知识本体模型的构建过程。
本文以湖北省非遗项目为例，探索非遗知识关联

数据集的构建步骤和具体实现的方法。 非遗知

识关联数据集构建的技术框架如图 ５ 所示。

３．１　 非遗项目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由于我国非遗项目数量相当庞大，而且非

遗项目和传承人的认定是动态变化的，导致整

个非遗领域知识库的建设过程需要分层次、分
批进行。 本文以湖北省非遗项目为例，收集整

理湖北省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基本信

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湖北省非遗知识关联数据

集。 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非遗项目

申报与代表性传承人认证申请的数据，二是通

过网络爬虫、实体抽取等技术，从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网、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网站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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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构建的技术框架

的互联网数据，最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数据清

洗等预处理，并存储在数据库中。 共收集整理

了湖北省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非遗项目 ３７０
项，代表性传承人 ３１０ 位，包括湖北省行政区划

与非遗项目类型等数据。 为准确研究非遗的地

域分布，将不同地区的同一非遗项目进行拆分。

３．２　 实体 ＲＤＦ 化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即资

源描述框架，是关联数据使用的数据模型，其采

用三元组的结构化形式对资源进行描述。 ＲＤＦ
使用“实体、属性、属性值”三元组陈述来描述事

物。 实体 ＲＤＦ 化即是对每个对象及其属性利用

ＲＤＦ 语义描述语言进行规范化和结构化描述。
在标准词表和领域本体的前提下，进行词汇的

ＲＤＦ 映射与实体对象的 ＲＤＦ 描述；实体 ＲＤＦ 化

可以分为手动描述和自动转化，自动转化是将

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依据本体模型进行数据

映射，转换成 ＲＤＦ 数据。

由于众多传统的非遗信息系统主要用关系

型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本文选择基于 Ｄ２ＲＱ 进

行数据语义映射，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内容转

换成关联数据。 Ｄ２ＲＱ 平台是目前关联数据构

建过程中广泛使用的工具，其以虚拟 ＲＤＦ 图的

方式访问关系型数据库，支持主流的关系型数

据库，并提供 ＳＰＡＲＱＬ 查询接口及 Ｗｅｂ 化的执

行界面①。 Ｄ２ＲＱ 平台的核心功能模块包括

Ｄ２Ｒ Ｓｅｒｖｅｒ、Ｄ２Ｒ Ｅｎｇｉｎｅ 与 Ｄ２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其中，

Ｍａｐｐｉｎｇ 映射语言定义数据映射的规则，规范关

系型数据库结构与本体模型的关系。 数据的语

义映射即是将二维表结构转换成更善于处理复

杂关系、更富有语义信息的关联数据；具体包括

数据表向类映射、数据表中的列向属性映射、关

０９７

① ｈｔｔｐ： ／ ／ ｄ２ｒｑ．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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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表向关联关系映射。 在映射语言中，使用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定义本体模型的类，对应数据表

的映射，使用 ｄ２ｒ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ｒｉｄｇｅ 定义本体模型

中的属性，对应数据表中的列及关系表的映射。
对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向 ＲＤＦ 的映射，

要遵循本体模型中定义的类与属性。 如图 ６ 所

示，将关系型数据库中五个主要数据表映射为

非遗项目、传承人、分类与地理位置四个核心类

及其属性，其中，关系表映射为“ ｈ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对

象属性；每个数据表的字段映射为相应的属性。
表 ２ 对应映射框架，是将项目表、传承人、传承关

系表进行语义映射的核心语句。

图 ６　 类及属性的映射框架

表 ２　 数据语义映射的语句（部分）

＃非遗项目表 ／ 向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类映射

ｍａ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ｄ２ｒｑ：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ａ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２ｒｑ：ｕｒｉ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Ｄ＠ ＠ ”；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 ｉｃｈ：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

＃传承人信息表 ／ 向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类映射

ｍａｐ：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ａ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ｄ２ｒｑ：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ａ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２ｒｑ：ｕｒｉＰａｔｔｅｒｎ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 ＠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ｉｄ＠ ＠ ”；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 ｆｏａｆ：Ｐｅｒｓｏｎ；

ｄ２ｒｑ：ｃｌａｓ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

０９８



侯西龙　 谈国新　 庄文杰　 唐　 铭：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管理研究
ＨＯＵ Ｘｉｌｏｎｇ， ＴＡＮ Ｇｕｏｘ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 ＴＡＮＧ Ｍ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续表

＃传承人与非遗项目关系表 ／ 向 ｉｃｈ：ｈ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对象属性映射

ｍａｐ：ｐｒｏ＿ｉｎｈ＿＿ｌｉｎｋ ａ ｄ２ｒ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ｒｉｄｇｅ；

ｄ２ｒｑ：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ｍａｐ：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２ｒ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ｃｈ：ｈ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ｄ２ｒｑ：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ｍａｐ：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ｄ２ｒｑ：ｊｏｉｎ “ｐｒｏ＿ｉｎｈ．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ｉｄ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ｕｒｌｃｏｄｅ”；

ｄ２ｒｑ：ｊｏｉｎ “ｐｒｏ＿ｉｎ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ｄ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ｒｌｃｏｄｅ”；

．

　 　 最后，根据数据映射文件，使用 Ｄ２ＲＱ 平台

的 ｄｕｍｐ⁃ｒｄｆ 工具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转换

生成 ＲＤＦ ／ ＸＭＬ 格式文件，供其他数据库或第三

方应用程序使用。 虽然 Ｄ２ＲＱ 也可以对关联数

据进行发布，但其对数据的更新与管理不够灵

活，对复杂关系和海量数据的支持有限。 因此

本文使用 Ｄ２ＲＱ 对数据进行语义转换，将其转换

为 ＲＤＦ ／ ＸＭＬ 格式文件。 然后将数据存储在专

门的 Ｔｒｉｐｌｅｓｔｏｒｅ 数据库中，并配置服务器实现数

据的关联发布和数据开放接口。

３．３　 实体关联

实体关联是在实体 ＲＤＦ 化描述的基础上，
采用 ＲＤＦ 链接描述不同实体对象间的语义关

系，同时尽可能地与外部数据建立关联，从而构

建关联数据网络［２０］ 。 将数据关联到其他开放

ＲＤＦ 数据集与词汇表是丰富关联数据语义的关

键步骤［２１］ 。 实体链接应更多地将内部数据与外

部开放数据集进行语义链接，通过跨领域、跨学

科、跨数据库的知识聚合，实现知识的发现。
在语义网环境下，借助关联数据的规范性

和开放互联性等突出特点，并整合多个知识库，
能够提高非遗领域知识的丰富程度和广度，为
非遗文化的科学研究与知识传播提供数据基础

和知识服务。 为丰富非遗领域知识，本文选择

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以及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关联数据项目进行数

据匹配与关联。 通过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及其数据来源

维基百科的关联，获得与非遗项目对应的中英

文词条；通过与全球地理数据库（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的

关联，获取有关非遗领域涉及地域的更多信息。
使用 ＯＷＬ 内置属性 ｏｗｌ：ｓａｍｅＡｓ 将内部知识实

体与外部数据集中的实体进行关联，表示链接

的两个实体对象为同一个事物。 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和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集的语义关联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非遗领域知识关联数据与外部数据集关联示意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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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非遗项目实体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关联

ＤＢｐｅｄｉａ 项目是抽取维基百科的数据而建

立的以关联数据为标准的大型知识型数据集，
是关联开放数据云图中的核心中枢。 ＤＢｐｅｄｉａ
数据集中包含大量的用中英文描述的有关我国

非遗文化的信息，与之进行实体关联能够丰富

非遗领域知识，提高非遗知识的可见度和通用

性。 本文采用自动检索与人工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首先通过 ＳＰＡＲＱＬ 语言在线检索 ＤＢｐｅｄｉａ 中

与非遗项目相关的资源条目，然后对检索的结

果通过人工检查的方式进行筛选和核对［２２］ ，最
后将检索到的资源的 ＵＲＩ 通过 ｏｗｌ：ｓａｍｅＡｓ 属性

与内部非遗项目实体进行关联。
在 ＤＢｐｅｄｉａ 本体模型中，ｄｂ：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属性表

示该资源的摘要，ｆｏａｆ： ｉ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ｏｐｉｃＯｆ 属性链

接与该资源对应的维基百科页面。 在线调用

ＤＢｐｅｄｉａ 的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站点，将非遗项目

的相关概念通过构建 ＳＰＡＲＱＬ 语句，检索包含

该关键词的资源条目。 如表 ３ 所示，以“黑暗

传”为关键词对 ＤＢｐｅｄｉａ 的中文标签进行全文检

索，同时获取该资源的摘要信息及对应的维基

百科页面；然后经过人工判断确定检索结果是

否为相同的资源实体，并将其与内部数据集中

的非遗项目实体进行链接。

表 ３　 非遗项目类实体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匹配

ＰＲＥＦＩＸ ｒｄｆ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３．ｏｒｇ ／ ２０００ ／ ０１ ／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ＥＦＩＸ ｄｂｏ：＜ｈｔｔｐ： ／ ／ ｄｂ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

ＳＥＬＥＣＴ ？ ｒｅｓ ？ ｔｉｔｌｅ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 ｄｂ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ＷＨＥＲＥ ｛

　 ？ ｒｅｓ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ｔｉｔｌｅ．

　 ？ ｔｉｔｌｅ ｂｉ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黑暗傳’” ．

　 ？ ｒｅｓ ｆｏａｆ：ｉ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ｏｐｉｃＯｆ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 ｒｅｓ ｄｂｏ：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ｉｌｔｅｒ（ ｌａ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 ．

｝

　 　 由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有些非

遗项目缺少词条，ＤＢｐｅｄｉａ 提供的中文信息不

全，维基百科中有关非遗的资源条目 ＤＢｐｅｄｉａ 没

有收录，还因为非遗项目的称谓不统一，通过以

上方式只能正确匹配部分实体，有些还无法完

全匹配。 因此，本文在自动检索的基础上，结合

人工检查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将内部非遗项目

实体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相关资源进行关联。 最终，大概

１ ／ ３ 的非遗项目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或维基百科进行了

实体关联，也从侧面凸显了建立我国非遗百科

型数据库的必要性。
（２）地理位置实体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关联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① 地理数据库包含全世界 １ 千万

余条地理名称，并提供地理名称替代名、经纬

度、人口数量及维基百科等信息。 其采用关联

数据的原则进行组织，为每条地理名称定义唯

一的资源 ＵＲＩ，将地理空间语义信息发布到互联

网上。 为了获取更多有关地理位置的信息，丰
富领域知识，同时为基于地理信息对非遗文化

的空间分析提供数据基础，本文将非遗项目申

报地区、传承人居住地等涉及地理位置的实体

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库进行关联。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的获取可以调用其官方

ＡＰＩ，或者借助第三方提供的 ＳＰＡＲＱＬ 端点进行

获取；为保证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数据关联方式的一致，
本文使用 Ｆａｃｔｆｏｒｇｅ② 网站的 ＳＰＡＲＱＬ 端点获取

１００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 ｆａｃｔｆｏｒｇｅ．ｎｅｔ ／ ｓｐａｒｑ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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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其核心 ＳＰＡＲＱＬ 查询语句如表

４ 所示。 该查询语句检索“恩施州”在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库中对应的资源条目，并限定检索的范围

为中国（编码为 ＣＮ）、资源类型为国家与地区

（编码为 Ａ）。 检索结果将返回该地理位置对象

的 ＵＲＩ，＜ｈｔｔｐ： ／ ／ ｓｗｓ．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ｏｒｇ ／ １８１１６２４ ／ ＞，并

可以进一步获取该地理位置的经纬度以及维基

百科链接等信息。 对于地理名称相同的情况，
可 以 通 过 判 断 市 级 与 省 级 地 理 名 称

（ｐａｒｅｎｔＡＤＭ２、ｐａｒｅｎｔＡＤＭ１） 来消歧。 通过上述

方式，对地理位置实体的关联达到了 １００％ 的

匹配。

表 ４　 地理位置类实体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匹配

ＰＲＥＦＩＸ ｇ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ｏｒｇ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ｄｅ ‘ＣＮ’ ．

　 ？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Ｎａｍｅ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ｚｈ．

　 ？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ｇｎ：Ａ．

｝ＬＩＭＩＴ１００

　 　 最后，在构建内部非遗领域知识关联数据

的基础上，将非遗项目、人物、地理位置等多个

类别的实体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和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等外部数据

库进行关联。 最终构建的非遗领域知识关联数

据库中实体与三元组数量如图 ８ 所示，其中共

有 ９６００ 余个三元组，涉及非遗项目、传承人、机
构、地理、类型等多个类别的对象，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关

联的实体有 ３０６ 个，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关联的实体有

１２４ 个。 通过链接 ＤＢｐｅｄｉａ 可以更方便地与维

基百科、 ＷＩＫＩＤＡＴＡ、 ＹＡＧＯ 等资源进行关联。
而且，构建的非遗知识关联数据以 Ｗ３Ｃ 标准完

全开放，可以通过在线检索、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等多种数据调用方式获取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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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非遗领域知识关联数据的统计

３．４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的存储与发布

将非遗领域各类数据与知识转换成关联数

据的形式之后，需要对其进行持久化存储与发

布，关联数据的存储与发布直接影响数据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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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用。 关联数据存储与发布有多种途径，本文采

用原生方式进行存储，配置关联数据发布的服务

器，提供开放数据服务和知识服务；使用 ＯｐｅｎＬｉｎｋ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作为 ＲＤＦ 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数据库，并利

用 ＬｏｄＶｉｅｗ 为用户提供非遗知识库的数据浏览，
利用 ＬｏｄＬｉｖｅ 提供非遗知识关联图谱的可视化表示。

（１）关联数据的存储

关联数据的存储方案大致分为基于关系型

数据的存储、使用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存储以及 Ｔｒｉ⁃
ｐｌｅｓｔｏｒｅ 数据库存储等［２３］ 。 其中，Ｔｒｉｐｌｅｓｔｏｒｅ 数

据库是专门针对 ＲＤＦ 数据结构的特点开发的，
具有高效的数据存储、查询及推理机制；同时因

其采用统一的数据模型，可以实现数据间高效

的交互。 考虑到未来非遗领域知识的扩展和数

据的增长，本文选择应用较为广泛的 ＯｐｅｎＬｉｎｋ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①作为数据库管理软件。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数据

库是跨平台可伸缩的高性能数据库管理软件，
提供 ＳＱＬ、ＸＭＬ、ＲＤＦ 数据库管理功能，支持数

十亿规模三元组的存储和管理［２４］ 。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数

据库为数据导入提供 ＷＥＢ 页面或 ＩＳＱＬ 命令等

多重机制。 将非遗相关的原始数据经过语义描

述或语义映射生成 ＲＤＦ 格式数据，然后导入到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数据存储中，并指定数据所属的命名图

的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２）关联数据的发布

通过上文构建的非遗领域知识 ＲＤＦ 数据需

要经过关联数据发布，才能够实现数据的利用

与共享；关联数据常用的发布方式有基于静态

ＲＤＦ ／ ＸＭＬ 文件、基于关系型数据、基于 ＲＤＦ 数

据存储库、使用 ＲＤＦａ 方式等多种途径［２５］ 。 本

文在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数据库平台的基础上，遵循 Ｗ３Ｃ
的关联数据发布的四原则，配置关联数据发布

的服务器，提供 ＲＤＦ 数据管理、关联数据浏览、
ＳＰＡＲＱＬ 端点、内容协商等服务。

为了完整、全面地展示非遗关联数据集中

每个实体的属性及其关系，使用 ＬｏｄＶｉｅｗ 工具为

用户提供非遗关联数据的浏览。 ＬｏｄＶｉｅｗ②是基

于 Ｊｅｎａ 与 Ｓｐｒｉｎｇ 框架开发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支
持符合 Ｗ３Ｃ 标准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ＩＲＩ）的

解析，将 ＲＤＦ 数据格式转化到 ＨＴＭＬ 的工具；配
置 ＬｏｄＶｉｅｗ 的 ＳＰＡＲＱＬ 站点及多媒体展示及经

纬度等属性，根据内容协商机制返回正确的

ＲＤＦ 数据和网页描述。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的

实体，按照实体的类型进行区分，包括非遗项

目、传承人、地名、项目类型等。 实体命名的 ＵＲＩ
格式 为 ｈｔｔｐ： ／ ／ ［ ｂａｓｅＵＲＩ ］ ／ ［ ｅｎｔｉｔｙＴｙｐｅＮａｍｅ ］ ／
［ｅｎｔｉｔｙＩＤ］，其中，［ ｅｎｔｉｔｙＴｙｐｅＮａｍｅ］ 与本体模型

中的类对应；如 ｈｔｔｐ： ／ ／ ｌｏｃａｌｈｏｓｔ：８８９０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ｉ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 ３５９ 表示“非遗项目类”的实例“黑暗

传”；使用 ＬｏｄＶｉｅｗ 工具展示该实例详细信息的

页面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展示了非遗项目“黑暗传”实例的所有

属性。 页面上部为多媒体展示部分，直观显示

与其相关的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资源，页面中罗

列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所属类型、分布地

区等关联对象。 比如，通过 ｉｃｈ：ｈ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属性

链接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点击超链接跳转

至图 １０ 所示传承人对象的详细页面。 当用户访

问时，提供直观的 ＨＴＭＬ 页面；应用程序访问

时，根据不同的内容请求，返回 ＲＤＦ ／ ＸＭＬ、ＲＤＦ ／
Ｔｕｒｔｌｅ、ＪＳＯＮ 等相应格式的数据。

在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中，地理位置类对

象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进行了关联。 图 １１ 是地理位置

类“神农架林区”实例的信息页面，使用在线地

图的形式，根据经纬度信息显示地图中的位

置。 页面中部显示地理位置类的具体属性，并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及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进行关联；页面

底部通过 ｉｃｈ：ｈａｓＰｌａｃｅ 属性的逆反性，反向检索

出该地区拥有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对象。

３．５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的可视化

非遗知识关联数据集的独特性是以事物间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ｏｐｅｎｌｉｎｋｓｗ．ｃｏｍ ／
②　 ｈｔｔｐ： ／ ／ ｌｏｄｖｉｅｗ．ｉｔ

１０２



侯西龙　 谈国新　 庄文杰　 唐　 铭：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管理研究
ＨＯＵ Ｘｉｌｏｎｇ， ＴＡＮ Ｇｕｏｘ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 ＴＡＮＧ Ｍ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图 ９　 非遗项目对象页面

图 １０　 传承人对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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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地理位置对象页面

的关系为核心，而事物间复杂的关系最适合使

用图形化的方式表示。 非遗知识关联关系的可

视化通过 ＬｏｄＬｉｖｅ①系统实现，ＬｏｄＬｉｖｅ 以可视化

知识图谱的方式对非遗知识库的数据提供直观

的数据浏览服务。 ＬｏｄＬｉｖｅ 仅仅基于 ＳＰＡＲＱＬ 端

点就可以实现对 ＲＤＦ 资源进行导航；通过配置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站点，ＬｏｄＬｉｖｅ 可自动查询与

该实 例 相 关 的 三 元 组 信 息， 并 与 ＤＢｐｅｄｉａ、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等外部数据集进行关联查询。

在知识关联图谱中，节点表示对象实例，链
接两个节点的箭头则表示二者间的关系。 每两

个实例对象之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某种联

系，以任意一个知识对象为起点，都可以发现其

他与之相关的对象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递进的方式展示知识的关联性。 这种细粒度的

知识组织和互联方式使数据的集成与利用变得

更加容易。
图 １２ 是以非遗项目“黑暗传”为中心的知

识关联图谱。 其中，右侧描述了该项目的基本

信息，中间区域是领域内部知识关联数据集，包
括项目传承人、项目类型、分布地区等具体实

例，与之链接的节点可以继续展开。 左侧区域

为关联的外部 ＤＢｐｅｄｉａ、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等数据集，通
过自建的关联数据集与外部不同数据源的实体

关联，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知识信息。 通过关

联关系的图谱化呈现，能够发现更多隐含的有

价值的非遗知识。
除了将非遗知识以关联图谱的形式进行可

视化之外，还可以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以在

线地图的形式展示非遗知识中的地理特征。 通

①　 ｈｔｔｐ： ／ ／ ｅｎ．ｌｏｄｌｉｖｅ．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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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非遗项目“黑暗传”的关联图谱

过与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数据库关联以及利用地理编码

技术获取非遗项目或传承人实体的经纬度信

息，在基础地图服务的基础上实现非遗知识地

图可视化。 图 １３ 是非遗地图可视化界面，页面

左侧按照行政区划与项目类型提供分类导航；
此外，提供地图查询功能，查询结果将在地图中

标记出来，点击地图上的兴趣点可以查看详细

信息。 以地理空间为主线，以非遗领域知识为

对象，将领域知识围绕地理特征进行汇聚与组

织，从而实现非遗知识服务的智慧化系统。
本文构建的非遗知识库以关联开放数据集

的形式进行开放，通过互联网提供非遗领域数据

图 １３　 非遗知识的地图浏览与地图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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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接口；在领域专家和非遗保护机构的支

持下，非遗领域知识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

更新。 通过标准化的知识组织，向社会提供数

据的共享与重用，促进非遗领域知识的规范控

制、数据共建与共享以及知识的创新性应用。
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非遗知识管理的研究，为
大数据和数字人文背景下非遗领域知识的深度

组织与开发提供了思路，对我国非遗知识的管

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４　 结论与展望

语义网及关联数据的发展，为非遗领域知

识的组织与共享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改变

了非遗知识的表示与表达方式。 为实现对非遗

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本文在对非遗领域知

识进行加工与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非遗知识

要素与语义关系，构建了非遗知识本体模型，以
揭示非遗领域丰富的知识以及知识间的内在联

系。 基于关联数据技术构建的非遗知识关联数

据集，以关联开放数据的形式提供数据的消费

与共享，并基于关联数据集提供领域知识的关

联展示、知识可视化等知识服务。
本体与关联数据的思想与技术在非遗领域

知识组织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利用关联数据

技术构建我国非遗领域知识库，并与国际上的

开放数据集进行实体链接，能够提高非遗领域

知识的关联性、共享与开放性、影响力。 高质量

的非遗知识开放数据集与知识服务平台的构

建，一方面为更深层次非遗文化的分析与研究

提供了科学的数据集，另一方面促使非遗知识

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对非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遗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本文仅仅研究梳

理了非遗项目、传承人、地域、传承关系等基本

知识要素，知识组织的颗粒度还有待进一步细

化。 非遗知识本体模型仍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进一步的扩展与丰富。 后续研究将扩大数据

来源与研究对象，在大数据环境下，研究非遗海

量异构知识的组织与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非

遗项目的时空演变与历史发展历程，以及非遗文

化的存续状态，深入挖掘非遗领域的知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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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６ （ ３ ）：

３９－４３．）

［ ４ ］ 黄永，陆伟，程齐凯，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本体构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以西藏“锅庄”、“堆谐”为

例［Ｊ］ ．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 １）：２０ － ２６， １５４． （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Ｌｕ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Ｑｉｋａｉ， 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ｚａｎｇ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３７（１）：２０－２６，１５４．）

［ ５ ］ 滕春娥，王萍．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知识组织本体构建研究［ 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１８，３６（４）：１６０－ １６３，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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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西龙　 谈国新　 庄文杰　 唐　 铭：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管理研究
ＨＯＵ Ｘｉｌｏｎｇ， ＴＡＮ Ｇｕｏｘ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ｅ ＆ ＴＡＮＧ Ｍ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 Ｔｅｎｇ Ｃｈｕｎｅ，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

ｏｇｙ［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６（４）：１６０－１６３，１７６．）

［ ６ ］ 周耀林，赵跃，孙晶琼．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组织与检索研究路径———基于本体方法的考察与设计

［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７，３６（８）：１６６－ １７４．（ Ｚｈｏｕ Ｙａｏｌｉｎ， Ｚｈａｏ Ｙｕｅ， Ｓｕｎ Ｊｉｎｇｑｉ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６（８）：１６６－１７４．）

［ ７ ］ 郝挺雷． 传统节日知识本体的构建及表示方法研究［ 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Ｈａｏ Ｔｉｎｇｌ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Ｄ］． Ｗｕｈ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

［ ８ ］ Ｈｕ Ｊ， Ｌｖ Ｙ， Ｚｈａｎｇ Ｍ．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７（１）：２６１－２７４．

［ ９ ］ 隗昊． 民族节日领域本体的构建及语义检索模型研究［ 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Ｗｅｉ Ｈ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Ｄ］．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１０］ 王燕红．国内基于关联数据的资源整合研究述评［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６）：３６－４０．（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８（６）：３６－４０．）

［１１］ 戎军涛．基于关联数据的知识组织深度序化机制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１３）：１３４－ １４１．（ Ｒｏｎｇ

Ｊｕｎｔａ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５９（１３）：１３４－１４１．）

［１２］ 翟姗姗，刘齐进，白阳．面向传承和传播的非遗数字资源描述与语义揭示研究综述［ Ｊ］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６，６０ （ ２ ）： ６ － １３， ２１． （ Ｚｈａｉ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Ｌｉｕ Ｑｉｊｉｎ， Ｂａｉ Ｙ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ｖｅ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６，６０（２）：６－１３，２１．）

［１３］ 李姗姗，赵跃． 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 ［ Ｊ］ ． 中国档案， ２０１６ （ ６）： ７１ － ７３． （ Ｌｉ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Ｚｈａｏ Ｙｕ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１６（６）：７１－７３．）

［１４］ 董坤．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义化组织研究［Ｊ］ ．现代情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１２－１７．（Ｄｏｎｇ Ｋｕ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５（２）：１２－１７．）

［１５］ 仝召娟，许鑫，钱佳轶．基于关联数据的非遗数字资源聚合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５８（２１）：２１－ ２６．

（Ｔｏｎｇ Ｚｈａｏｊｕａｎ， Ｘｕ Ｘｉｎ， Ｑｉａｎ Ｊｉａｙ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５８（２１）：２１－２６．）

［１６］ 夏翠娟，张磊．关联数据在家谱数字人文服务中的应用［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６（ １０）：２６－ ３４．（ Ｘｉａ Ｃｕｉｊ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３４．）

［１７］ Ｓｔｕｄｅｒ 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Ｖ Ｒ， Ｆｅｎｓｅｌ 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ｎｇ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８，２５（１－２）：１６１－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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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０

［１８］ 黄永林，王伟杰．数字化传承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的重构［ 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４（８）：１６５－１７１．（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ｊｉ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３４（８）：１６５－１７１．）

［１９］ 沈志宏，刘筱敏，郭学兵，等．关联数据发布流程与关键问题研究———以科技文献、科学数据发布为例［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２）：５３－６２．（ Ｓｈｅｎ Ｚ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ｕｏ Ｘｕｅ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２）：５３－６２．）

［２０］ 牛永骎，常娥．基于 Ｄ２Ｒ 发布学者关联数据集探究———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６１

（１９）：１３－２１．（Ｎｉｕ Ｙｏｎｇｑｉｎ，Ｃｈａｎｇ 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２Ｒ［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７，６１（１９）：１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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