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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与数据之间通过富含语义链接的方式形成了有价值的数据网络，在以语义网为核心的网络架构中，

网络资源的语义化结构、细粒度描述、数据关联等特性对数据加工及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信息组织的处理对象

及外延发生着变化，信息组织工具不断丰富且功能趋于统一。 本文依据信息组织的不同功能和处理流程可以将

其细分为资源层、元数据记录层、词表层，分别对各个层次的特点、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进行分析，认为从文本中准

确提取出反映语义含义的特征项是当前信息组织的关键问题，元数据集、知识组织系统成为词表的主要构成，知

识组织系统呈现出描述对象概念化、语义关系多样化、描述语言形式化、数据开放关联性四大特点。 图 ３。 参考

文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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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ｗｅｂ．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０　 引言

互联网经历了 Ｗｅｂ１ ０、Ｗｅｂ２． ０，进入到当

前 Ｗｅｂ３ ０，即称之数据网络时代，在以语义网

为核心的网络架构中，网络被看作是全球数据

空间，资源组织形式从以文件为核心向以数据

为中心转换，数据与数据之间通过富含语义链接

的方式形成了有价值的数据网络。 网络资源的

语义化结构、细粒度描述、数据关联等特性对数

据加工及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及可能。 信息组

织是信息有序化过程，即通过一定的方法与工具

对所处理的信息对象进行描述、标引、生成元数

据的过程。 元数据作为信息组织的最终结果表

现形式，成为数字化管理对象的重要构成。 随着

语义网技术发展及其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信息

组织的处理对象及外延不断发生着变化，相应地

从以文献单元为核心的处理向以知识单元为核

心的处理转换，信息组织工具不断丰富且功能趋

于统一，从以分类表、主题词表为核心的受控词

表扩展到语义网络、本体等知识组织系统，以适

应大规模、多样化、语义化的信息处理需求。 在

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如何抽象地概括表示信息

组织处理流程，各层次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发生了

变化？ 其不同类型的工具之间的本质联系是什

么？ 信息组织工具发展的特点表现是什么？ 这

些都成为信息组织研究者及使用者关注的问题。
信息组织的理论与方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不断演变，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新术语，需要在

学科研究领域形成对这些专业术语的统一认

识，本文旨在梳理信息组织的发展变化过程，抽
象概括出信息组织的处理功能层次，依此对每

一层次的特点及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寻求

不同阶段对术语的准确解释，旨在预测未来信

息组织的发展方向，以推动国内外信息组织理

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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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信息组织处理功能层次

信息组织处理活动可以理解为对资源对象

按照一定的描述规则及语言进行描述标引的过

程。 依据不同功能、处理流程可以将其细分为

三层：资源层、元数据记录层、词表层（见图 １）。

图 １　 信息组织处理功能层次

资源层实际为所处理的资源对象，可以分

为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或结构化对象三种。 非

结构化资源是机器不可读的，以纸质文献或者

多媒体资源为核心；半结构化资源拥有一定的

格式，如 ｐｄｆ、ｗｏｒｄ、ｈｔｍｌ 文档，但机器不能准确地

理解到文本内容；结构化资源采用一定的数据

模型表示高度结构化资源，如关系数据库、ＲＤＦ
数据集等，结构化程度越高，机器越易于获取并

表示资源的语义内容。
获取到资源对象后，需对资源对象进行信

息描述和信息标引，则进入到元数据记录层。
该层是信息组织的最终结果形式，也是信息检

索效率提升的关键。 元数据记录的生成需要依

托于词表层，词表层属于最上层，是数据网络中

的模式层［１］ ，规定了信息描述所使用的基本模

式，明确了所选用的描述元素及其相应的取值

类型及范围。 万维网联盟将词表定义为语义网

环境下描述和表示关注领域的概念及关系，以
实现对描述对象的特征表述、类型划分及其条

件限制［２］ 。 词表包括受控词表、本体、元数据集

（ＤＣ、ＲＤＡ、ＦＯＡＦ、ＳＫＯＳ）、语义网络（ ＷｏｒｄＮｅｔ、
ＦｒａｍｅＮｅｔ、ＨｏｗＮｅｔ）等，实际上可分为元数据集、
知识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元数据集又称之为属

性词表，知识组织系统称之为值词表。 依据不

同的应用需求及其所描述资源对象、标引人员

偏好等差异，所使用的词表具有较大差异性，从
而导致不同机构的元数据记录之间存在着差

异， 一 定 程 度 上 增 加 了 数 据 交 互 的 困 难。
ＩＳＯ２５９６４－２ 所制订的叙词表与其他词表映射的

标准［３］ ，旨在解决不同词表之间的互操作问题。
但随着语义网技术的引入，通过词表最大程度

重用、构建丰富的元数据集间关系、描述语言

ＲＤＦ 化等多种措施可以提升元数据记录及词表

间的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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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源层文本的构成

资源层是信息组织的处理对象，其通常记

录在一定载体上，包含文本和多媒体信息。 文

本作为知识交流的主要方式，成为信息组织的

重要研究对象。 文本主要由内容、结构组成。
内容表述信息的语义含义，是文本的核心部分，
也是获取语义信息的重要来源。 文本中语义选

用一定语言体系中的词语及句法构成表达，词
语作为概念的外在表达形式，概念具有清晰的

语义含义，但词语的含义取决于上下文语境，与
概念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从句法结构中有

效地识别词语，并建立与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

成为获取语义的关键途径。 结构用以支持语义

内容表述，体现为格式定义、文本编码等，提供

外部呈现形式，如屏幕显示、打印输出。 纸质

文本与电子文本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纸质文本

的结构和语义不可分离，互为支撑，以帮助人

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 电子文本随着结构

化程度的增加，结构与内容逐步分离，相互影

响度减小，相同的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的编码方

式表现，这样为机器准确获取到文本内容提供

了便利。
如何从文本中准确提取出反映语义含义的

特征项是当前信息组织的关键问题。 分词及句

法结构分析为文本理解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
何利用本体、机器学习技术等提高语义理解的

准确性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随着资源数量

的增加，用户不仅限于获得整个文档，可能更关

注文本中的具体内容，如方法、观点、理论、数据

等，这就对信息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使信息处

理对象从面向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概念实体）
转变，通过文本分析技术获取文本中所涉及的

知识元，建立知识元间的关联，采用 ＵＲＩ（唯一资

源定位符）方式标识这些非信息资源对象，确保

用户能够获取到以主题、人物、事件等为中心的

语义单元。

３　 元数据记录及元数据集的发展

元数据记录是关于资源对象的结构化数

据，定义了所描述对象的内外部属性特征，用于

描述、管理、知识产权声明等多种目的，既包含

描述类元数据，如格式、文本长度、类型、出版信

息，又包括表述内容的语义元数据，如主题词、
分类号。 随着文本数量的增加，元数据记录的

价值在不断提升，其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文本

的替代品，实现对文本的快速查询与管理。 描

述语言决定了元数据记录输出格式，其从 ＭＡＲＣ
格式经历了 ＸＭＬ、ＲＤＦ ／ ＯＷＬ 的发展过程，进一

步向标准化、开放性、多样化发展。
元数据记录生成离不开元数据标准，为提

高信息处理标准化与数据交换效率，元数据标

准制订成为必要，其旨在构建一个对数据语义

内容达成共同理解的模式，从而在元数据标准

下生成各种类型的元数据集，定义元数据间的

关系及其语义、语法和可选值等［４］ 。 在数字化

信息处理的不同阶段，随着数据描述、表示及存

储技术的发展，信息处理所遵循的元数据标准

从描述类元数据集开始向内容类元数据集转

变。 描述类元数据用于以文献单元为主的文本

资源对象的处理，旨在将每一篇文献处理为一

个数据对象，关注的是如何将非结构化数据转

换为结构化数据，此过程使用的元数据集有

ＭＡＲＣ、ＤＣ、ＥＡＤ，以描述资源的外部属性及其格

式为主，作者、题名、出版机构、刊名、卷期、出版

时间、出版地点等外部属性显性度高，获取容

易，易于操作，成为该阶段元数据记录描述的

重点。
进入到内容处理阶段，以文献中的知识单

元为主，考虑将每一篇文献解析为多个概念实

体，注重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关注的是知识网

络的形成与表示，旨在将文献中的关键内容呈

现给用户，并能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单元之间的

无缝浏览。 此阶段出现了内容型元数据集，重
视资源的语义内容特征提取，如 ＲＤＡ、ＤＣＭＩ 抽

０５４



贾君枝：面向数据网络的信息组织演变发展
ＪＩＡ Ｊｕｎｚｈ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ｂ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象模型、ＤＡＣＳ、ＣＣＯ 等，这些元数据集多以概念

类为核心，注重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采用 ＲＤＦ
语法表示其数据模型，形成了 ＲＤＦ 词汇表，并注

册到词表目录平台 ＬＯＶ、ＪｏｉｎＵｐ 供用户浏览下

载。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元数据集与知识组织

系统功能趋同，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一定意义上

统称为词表。 尤其在对资源对象进行描述时，

一个元数据集不足以完成全部描述内容，需要

元数据集与知识组织系统等多个词表互相补充

才能完成描述。 关联开放数据（ ＬＯＤ） 云图中，
每个数据集作为描述对象，通常采用多个词表

描述，图 ２ 显示了出版社类数据集的词表数量，
经统计每个数据集平均使用词表数量 ７ 个［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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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出版类数据集的词表数量

４　 知识组织系统的类型、功能与特点

在 １９９８ 年召开的第三届 ＡＣＭ 数字图书馆

国际会议上，Ｈｏｄｇｅ 首次提出了知识组织系统的

概念［６］ ，自此，从以分类表、叙词表为中心的传

统信息组织工具发展成为包括术语表、地名表、

人名表、分类表、叙词表、本体等的知识组织系

统。 知识组织系统是用来组织信息的各种类型

模式集合，其将领域内部的知识进行系统化表

示，旨在将描述对象中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转

换成知识组织系统所规定的表达形式，既实现

对术语的统一化表述，又充分展示了术语之间

的语义关系，从而支持对资源内容的检索与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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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知识组织系统是在数据网络发展背景下出

现的，旨在拓展信息组织工具的功能，从以馆藏

资源为中心向网络资源拓展，资源的描述及表

示由原有的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深化，从面向

人构建向注重机器理解转变，描述颗粒度变细

且逐步向用户需求靠近。

４．１　 知识组织系统的类型

学者对知识组织系统的划分依据不同，提
出了多种类型，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探究信息组

织工具的差异。 Ｈｏｄｇｅ 根据知识组织系统的结

构、复杂性、术语间关系及历史功能，将其分为

三种类型：术语表、受控词表、关系表［６］ 。 术语

表重视术语的定义及罗列，包括名称规范档、词
典、字典、地名表；受控词表强调应用规范性词

汇表示资源的主题内容，包括分类表、主题词

表；关系表关注术语间的关系定义，包括叙词

表、语义网络（如 ＷｏｒｄＮｅｔ）、本体。 曾蕾教授根

据受控程度及语义结构强度将知识组织系统划

分为四种类型：术语表、元数据模型、分类表、关
系模型［７］ ，其将 Ｈｏｄｇｅ 提出的术语表作了进一

步细分，将同义词表列入术语表，名称规范档、
名录、地名表列入元数据模型。 可以看出，各个

知识组织工具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在不

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应用目的，具有不同应用

功能。 术语表作为基础词表，可以为其他词表

提供有用的数据来源，关系模型的形成需借助

术语表、受控词表的丰富术语及其可以利用的

关系类型。 当前环境下这些工具功能逐步走向

趋同，关系模型成为各个工具转换的目标。

４．２　 知识组织系统的主要功能

知识组织系统不再仅仅服务于信息检索过

程，提高信息检索效率，还表现为增强知识管理

能力。
（１）作为组织与管理资源文档的工具。 网

络环境下，资源数量增加导致资源获取难度增

加，知识组织系统可以有效地实现对资源文档

的表示及索引，通过构建特定领域的潜在语义

结构模型，支持文档的快速检索。
（２）形成特定领域或学科的语义知识地图。

知识组织系统充分利用专家知识，描述了特定

领域或学科的基本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形成了

概念语义地图，有助于支持信息检索者（机器及

用户）的知识获取及学习过程。
（３）作为知识交流及互操作的工具。 知识

组织系统所提供的概念框架，架起了用户信息

需求与文档集、自然语言与受控词汇之间的桥

梁，较好地推动了计算机与计算机、人与计算机

的交流过程，通过建立知识组织系统之间的映

射与连接，可以实现跨语种、跨库、跨系统的操

作，满足用户多角度的检索需求。

４．３　 知识组织系统的发展特点

（１）描述对象概念化

从术语表到语义网络、本体，知识组织系统

的描述对象从原有的以词汇为中心向以概念为

中心转变。 概念是人类的思维单元，其由代表

一定语言的词汇或符号来表示，可以使用自然

语言或者人工语言表示。 由于语言表述的丰富

性及自由性，不同的语言词汇可指代同一个概

念［７］ ，同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不同，从而

导致词汇与概念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指代

物、概念、术语三者构成了对事物的基本认识。
概念反映了一定的指示物，术语用以表述指代

物的符号系统。 术语表仅罗列现实存在的各种

术语，通过释义、注释等方式对词汇含义进行区

分，并未从概念角度对词汇进行分类，无法体现

出词汇在概念层面的抽象。 叙词表引入了规范

词，将指代同一概念的多个词建立用代关系，并
建立了概念之间的属分关系、交叉及并列关系，
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概念为核心的特征。 本体

则以概念为出发点，所构建的共享概念模型强

调知识表达的明确性、形式化，其所定义的函

数、关系、公理充分将概念、属性及其概念之间

的关系进行表示，从而为机器可理解及其信息

共享提供基础。 以概念为核心的知识组织系统

描述相关资源，意味着不同资源共享共同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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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体系，计算机非常易于抽取及集成相关信息，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间数据交流及集成的

效率。
（２）语义关系多样化

知识组织系统是由代表知识领域的概念及

其概念关系构成。 概念之间彼此依赖、互相联

接，所形成的关系称之为语义关系，这种关系通

常由概念之间的外延所决定，而概念的含义可

以通过语义关系进一步明确。 知识组织系统

中，语义关系从等同、等级、相关三种关系发展

为针对不同领域的多种关系，如因果、来源、代
理等。 语义关系越丰富，定义越严格，所形成的

概念语义网络才能为知识组织系统的进一步应

用奠定坚实基础，更好地适应其他数据模型的

需求。 Ｈｊøｒｌａｎｄ 总结了概念及概念关系获取有

五种方法：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解释学、实用主

义、批判论［８］ 。 在现有的知识组织系统构建中，
不同的知识组织系统概念获取方式侧重点不

一。 分众分类法以批判论为核心，强调个体有

使用词汇及概念的自由，通过众多用户对资源

设置标签的方式，构建开放式的知识组织系统。
受控词表（分类表、叙词表）的构建将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三者结合，在明确词表构建

目标前提下，既重视专家的知识，又注重概念在

文档（包含检索集）中的使用频率。 本体更强调

理性主义，通过分析与逻辑方法，抽取领域中核

心的概念及关系，基于共同认知框架形成共享

化模型，以实现对领域内部概念集合的抽象

描述。
在知识组织系统中，从相容及不相容两种

概念间关系可推演出三种基本的语义关系：等
同关系、等级关系、相关关系。 等同关系又可细

分为同义、同源、反义。 同义关系表示两个词汇

都指代同一概念，如简称与全称、变异名称、不
同语种形式等都属于此类型；同源关系表示随

着时间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术语形式，如机构不

同时期的称谓，同义词表、名称规范档、语义网

络充分体现了同义关系及同源关系；反义关系

表示两个概念之间互相排斥，外延没有重合，如

“生—死”，叙词表中叙词与非叙词关系中包含

反义关系。 等级关系表示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包

含关系，是知识组织系统中最基本的类型，分为

上下位关系、部分整体关系、实例关系。 上下位

关系中，下位类既具有与上位类同样的属性，又
有自己特有的属性，两者属于梯阶层级关系；部
分整体关系表示整体概念是由若干部分概念所

组成，如元素—集合，部门—机构，材料—物体

等；实例关系表示通过罗列其主要元素定义概

念，各主要元素作为个体概念，被看作是实例。
如摩托车—大阳摩托车。 等级关系在受控词

表、本体中是最突出的语义关系，分类表通过类

目层层划分表示其类目的等级关系，叙词表等

级关系对其上下位关系、部分整体关系、实例关

系不做区分，但本体对这三种关系类型进行了

明确区分，在继承、传递、对称性方面体现为不

同的特性。 相关关系指除等级、等同关系之外

的其他关系，语义关系指代不明确，包括参照关

系（ｓｅｅ ａｌｓｏ）及其他。 参照关系将存在一定联系

的两个概念建立关系，如产品与厂家、作品与作

者等；叙词表定义了相关关系，本体的严格性限

制了对此类关系的引用，其根据不同的情境定

义了其他更为具体的语义关系，如疾病本体中

会定义医患关系、师生关系、疾病与治疗等关系

类型。
（３）描述语言形式化

知识组织系统的形式化描述推动了语义网

的发展，为语义网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设施。
早期信息组织工具为纸质的分类表、主题词表，
随之将其转换为计算机可读形式，便于数字化

存储及管理，但已有格式并不能使机器很好地

理解及标引资源，本体的形式化表述推动知识

组织系统整体向此方向演进。 形式化描述语言

有简单知识组织系统（ ＳＫＯＳ）、ＲＤＦ ／ ＲＤＦＳ、ＯＷＬ
语言等，其对各个知识组织系统的类、属性及其

关系进行明确界定，以增强其语义表述能力，拓
展其在数据网络环境下的应用范围，为进一步

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交互，为外部资源及应用

软件集成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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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ＯＳ 强调为叙词表、分类表、标题词表等

受控词表的表达提供强有力且简单的机器理解

方式［９］ ，其提供了表达概念模型的基本结构及

内容，为已有受控词表导入数据网络提供了一

条标准的、低成本迁移路线。 ＳＫＯＳ 概念体系是

多个 ＳＫＯＳ 概念及概念间语义关系的集合体。
每个 ＳＫＯＳ 概念体系可以简单地对应为一个叙

词表、分类表或其他知识组织系统。 词表中每

一词汇都可看作是 ＳＫＯＳ 概念类，词汇之间的关

系采用 ＳＫＯＳ 属性进行定义，除此之外，ＳＫＯＳ 定

义了词表之间的映射关系，依此将多个词表之

间的词汇建立对应关系，为词表互操作的实现

提供了形式化描述方法。 当前许多受控词表纷

纷转化为 ＳＫＯＳ 形式，ＳＫＯＳ 也成为数据集描述

中频繁使用的词表之一，依据关联开放词表

（ＬＯＶ） 平台统计，目前有 １５２ 个数据集使用

ＳＫＯＳ 词表［１０］ 。 ２００９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国会

标题表（ＬＣＳＨ）的 ＭＡＲＣ 数据转换成 ＳＫＯＳ［１１］ ，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 ＡＧＲＯＶＯＣ 转换成 ＳＫＯＳ 格

式并 提 供 免 费 下 载［１２］ ， 国 际 十 进 分 类 法

（ＵＤＣ）、杜威十进分类法 （ ＤＤＣ） 分别实现了

ＳＫＯＳ 化［１３］ ，我国学者也着手探讨《中国图书馆

分类表》《汉语主题词表》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 ＳＫＯＳ 实现［１４－１６］ 。

资源描述框架（ ＲＤＦ）旨在提供一种用于表

达语义信息，并使其能在应用程序间交换而不

丧失语义的通用框架。 使用资源—属性—值的

三元组形式描述资源的元数据信息，如题名、作
者、修改日期、版权、许可信息、多个共享资源的

模式表等［１７］ 。 这种最小限制、灵活的描述方式，
已被普遍应用于词表及数据集的描述中，成为

实现数据整合、提升资源价值的重要描述语言。
１９９９ 年 ＤＣ 提出 ＲＤＦ 模型，美国国会图书馆已

提供 ＬＣＳＨ 的 ＲＤＦ 形式下载［１０］ 。
ＲＤＦ 表达能力终究有限，出现了扩展 ＲＤＦ

ｓｃｈｅｍａ 及其 ＯＷＬ 语言，添加了更多的用于描述

属性和类的词汇，如增加了类之间的不相交性、
基数限制、等价性、丰富的属性特征、枚举类，通
过提供更多具有形式语义的词汇，使 Ｗｅｂ 信息

拥有确切的含义，可被计算机理解并处理，因此

ＯＷＬ 成为本 体 描 述 的 重 要 语 言。 ＷｏｒｄＮｅｔ、
ＦＯＡＦ 拓展其语义网应用，采用 ＲＤＦ ／ ＯＷＬ 表

述［１８，１９］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了 ＯＷＬ 版本

的 ＮＣＩ 叙词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ｓａｕ⁃
ｒｕｓ） ［２０］ 。

（４）数据开放关联性

数据开放关联理念在大数据的应用环境下

得到充分体现，数据网络的形成基于 ＲＤＦ 数据

模型实现不同数据源实体之间的链接。 数据集

彼此关联为数据深层次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保

障。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到数据开放中，
结构化数据之间的关联而形成数据网络规模不

断扩大，不仅使用户能够无缝浏览到各种级别

的数据，而且为创建跨领域、跨部门的数据集成

应用提供了可能。 知识组织系统中概念体系开

放意味着可以被越来越多的资源所应用，未来

所产生的价值将更大。 万维网联盟图书馆关联

数据小组 （ Ｗ３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旨在推动图书馆数据的全球性互操作，
以提高图书馆数据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重用

性［２１］ 。 许多受控词表、名称规范档走向开放关

联，２００９ 年 ＤＤＣ 分类法首次转换为 ＤＤＣ 关联数

据，将 ＤＤＣ２２ 版足本中最高三级类目以 １１ 种语

言发布为关联数据。 ＵＤＣ 简表发布了 ＳＫＯＳ 版

关联数据，２００９ 年国际虚拟规范档（ ＶＩＡＦ）发布

关联数据，并建立与维基百科的连接，网站访问

量明显增加。 德国国家图书馆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宣

布将其名称和主题规范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
匈牙利国家图书馆也宣布将其名称 ／ 主题规范

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 艺术与建筑叙词表

（ＡＡＴ）发布了 ＲＤＦ 版，不仅提供概念体系的浏

览，还提供 ＳＰＡＲＱＬ 端点供用户下载数据，以较

好地崁入到外部应用［２２］ 。 ＬＯＤ 出版类型中的

知识组织工具实现的关联发布有 ３０ 个，占出版

类数据集的 ２０％ ［５］ 。
开放数据集大量涌现，词表重用即使用共

享词表的术语定义交流信息的共同模式，实现

数据集的 ＲＤＦ 描述，成为关联数据发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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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也成为衡量开放数据质量的重要指标。
词表重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数据集之间的互

操作能力，避免表述的歧义及冲突，提升数据集

的质量，这样对知识组织系统提出了再利用要

求，为其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 ＬＯＶ

云图中［９］ ，高频使用前 ２０ 的词表见图 ３。 大

卫·伍德等对关联数据集统计得出重用的高频

率词 表 有： ＦＯＡＦ、 ＤＣ、 Ｇｅｏ、 Ｂｉｏ、 Ｂｉｂｏ、 ＳＩＯＣ、
Ｖｃａｒｄ、ＣＣ 等［２３］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重合的词

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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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ＬＯＤ 高频使用的词表

５　 结论与展望

数据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与信息组织的理论

和方法息息相关，一方面信息组织是揭示数据

网络内容特征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信息组

织工具及使用其描述的数据集是数据网络的重

要构成。 当前形势下，信息组织的发展水平影

响着数据网络的质量及其后期的应用价值，反
之，数据网络也会进一步推动信息组织的新理

论及方法不断出现。 本文通过剖析信息组织处

理功能层次，以理清资源层、元数据记录层及词

表层之间的关系，明确各个构件在当前发展阶

段所体现的特点及其未来的发展要求。 可以看

出，面对用户需求精细化及其以机器为中心的

资源处理要求，信息组织功能作用在不断延伸

拓展，从基本的标引、检索功能发展为互操作、
语义交流、语义知识地图等，架构起人与机器、
机器与机器之间进行语义交换的桥梁。 知识组

织系统和元数据集将成为开放数据集不可或缺

的语义基础设施，服务于未来的资源深层开发

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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