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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及关联关系∗

贾君枝

摘　 要　 词表通过为数据添加明确的语义ꎬ推动了结构化数据网络的形成与发展ꎮ 从数据生态、开放数据生态系

统到关联数据生态系统的演化ꎬ以词表、信息技术、资源、人等要素共同构成的词表生态系统随之产生ꎬ同时推动

着词表功能的扩大ꎬ词表价值的提升ꎬ以及关联数据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发展ꎮ 本文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文献ꎬ结

合生态系统的理论与方法ꎬ对词表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进行详细分析ꎬ从各构成要素的功能角度讨论其对词表所

造成的影响ꎬ认为高质量词表应从语义、语法、可获得性、互操作层面入手进行建设ꎮ 在此基础上ꎬ深入剖析词表

责任人、词表与词表、词表与数据集之间所产生的各种关系ꎬ展示以词表为核心所形成的纵横交织网络的特征ꎬ以

了解词表数据集网络呈现的关联性ꎬ总体把握词表生命周期链条中各责任人彼此关联、环环相扣的态势ꎬ共同推

动词表质量及价值的提升ꎮ 图 ２ꎮ 表 １ꎮ 参考文献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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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词表定义了所聚焦领域的术语或者概念及

关系ꎬ以实现对描述对象的特征表述、类型划分

及其条件限制ꎮ 作为语义网的基本构成ꎬ词表

既包含受控词表、名称规范档、语义网络、本体ꎬ
还包括各种类型的元数据集ꎮ 随着关联数据的

飞速发展ꎬ词表为数据集描述提供了可共享的

属性及属性值集合ꎬ通过为数据添加明确的语

义ꎬ推动了结构化数据网络的形成与发展ꎮ 早

期ꎬ人们更多关注受控词表的建设ꎮ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出版了上百个叙词表ꎬ但仅有

１３％的词表在近十年有更新版本[１] ꎬ术语陈旧、
开放度不高、机器可理解性差等问题与当前信

息技术发展要求不相匹配ꎬ进一步阻碍了这些

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的拓展应用ꎮ 可以看出ꎬ不

能单纯地将词表建设看成是一个独立问题ꎬ与
词表相关联的技术、用户、资源对象所形成的生

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词表的发展ꎮ 词表

的生产、发布、使用、维护、更新各个环节彼此依

赖、互相影响ꎬ共同推动着词表不断优化和完

善ꎬ而一些词表却由于构建质量差、应用范围有

限、开放程度低等原因被逐步淘汰ꎮ
从生态系统角度看待词表的发展ꎬ将不再

囿于词表本身ꎬ有机地将生态系统的各种构成

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考虑ꎬ从动态发

展及其互动关联角度出发研究词表建设ꎬ对于

词表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及高质量具有一定的意

义ꎮ 本文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文献ꎬ结合生态

系统的理论与方法ꎬ对词表生态系统的基本构

成进行详细分析ꎬ从各构成要素的功能角度讨

论其对词表所造成的影响ꎬ在此基础上深入剖

析词表责任人、词表与词表、词表与数据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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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各种关系ꎬ展示以词表为核心所形成

的纵横交织的网络特征ꎮ

１　 词表生态系统的构成

开放数据的发展ꎬ使任何人以任何目的都

可以自由与免费使用、修改、再利用和重新发布

数据ꎮ 数据生态开始向开放数据生态系统演

化ꎮ 不同角色的数据处理主体参与到数据的产

生、编辑、更新、消费使用流程中ꎬ不断推动新旧

数据的产生与交替ꎬ这种动态循环、不断演化使

得数据质量提升、数据价值激增ꎮ 关联数据技

术进一步确保了数据的可识别性且具有明确的

语义特征ꎬ数据之间建立了丰富的链接而形成

了数据网络ꎬ从而使以关联数据为核心的开放

数据生态系统演化为关联数据生态系统ꎬ这为

机器大规模处理数据及其数据的未来重用奠定

了基础ꎮ 词表作为知识组织工具ꎬ一直在资源

描述与检索中发挥着作用ꎮ 尤其在关联数据发

布中ꎬ词表重用成为基本原则之一ꎬ使词表肩负

着为数据添加语义的重要功能ꎮ 开放数据集的

增加带来了词表的第二个黄金增长期ꎮ 新词表

不断产生并得以迅速应用ꎬ愈来愈多的机构将

已有词表发布为关联数据ꎬ许多词表注册平台

出现ꎬ如 Ｂａｒｔｏｃ、ＬＯＶ、ＢｉｏＰｏｒｔ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ａｔａ 等ꎬ
旨在帮助用户准确地获取词表相关信息ꎮ ２０１２
年 Ｂａｋｅｒ 指出关联开放的词表集构成了词表生

态系统ꎬ决定了关联数据生态系统的良好发

展[２] ꎮ 词表生态系统不仅包含着词表本身ꎬ还
包括与词表创建、维护、管理、应用整个生命周

期发展息息相关的信息技术、资源环境与人ꎬ这
些因素共同作用确保词表的功能得到充分

发挥ꎮ

１ １　 词表

词表既包含以分类表、叙词表、名称规范档

为核心的术语集合ꎬ又包括以本体为核心的概

念集合ꎮ 受控词表作为值词表ꎬ用来提供属性

值的取值来源ꎻ本体、元数据集常用来定义类与

属性ꎬ它们共同作用实现对资源对象的语义化

表示ꎬ为数据增加语义ꎬ使机器能够准确地理解

数据含义ꎬ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重用及共

享ꎮ 通常一个高质量的词表应从语义、语法、可
获得性、互操作等层面进行全面建设ꎮ

(１)语义:词表的每一个概念都有清晰的定

义ꎬ有面向人可读的标签、注释、概念类型(类或

属性)等ꎬ定义概念类、属性之间的关系ꎬ明确各

类型属性的定义域及值域ꎬ以便于词表使用者

更好地辨识各个术语ꎬ更准确地参考引用ꎮ
(２)语法:词表中的每个术语有统一资源定

位符(ＵＲＩ)对其进行标识ꎬ对词表自己所定义的

术语定义命名空间ꎬ便于其他词表或资源进行

参考引用ꎻ词表采用 ＲＤＦ、ＯＷＬ 等形式化语言进

行表述ꎬ以便于机器理解ꎬ同时提供 ｔｕｒｔｌｅ、ＲＤＦ /
ＸＭＬ、ＲＤＦａ 等多种格式供用户选择ꎬ以适应不

同平台或系统需求ꎮ
(３)可获得性:词表由相应机构定期维护管

理ꎬ对概念及概念间关系适时动态地更新ꎬ并生

成不同版本ꎬ以不断纳入新术语及关系类型ꎻ设
计供用户检索浏览的平台ꎬ提供概念、类型、主
题等多种途径的检索入口ꎬ帮助用户准确地查

找到所需术语ꎬ提供数据可下载的页面ꎬ或者

ＡＰＩ、ＳＰＡＲＱＬ 端口ꎬ方便用户获取到相关术语定

义ꎻ提供词表的元数据信息ꎬ涉及词表创建者、
创建日期、权限、维护者、版本、语种、更新时间、
链接地址等管理信息ꎬ还包含所属领域、类型、
主题、词表间关系等描述信息及规模、格式、获
取方式等技术信息ꎮ

(４)互操作:词表建立与同一领域内其他词

表或者与最常用词表之间的多个映射ꎬ创建词

表术语之间的对照表ꎬ应用于词表互操作ꎮ

１ ２　 信息技术环境

信息技术环境提供词表设计、管理、发布、
集成等所需的一系列信息技术集合ꎮ 从词表的

计算机编制及管理到词表的语义描述、发布到

应用ꎬ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ꎮ 技术环境侧

重于从早期词表管理技术向当前词表应用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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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移ꎮ 尤其以 ＵＲＩ、ＲＤＦ 为核心的语义网技术

推动了词表向开放获取、形式化表示发展ꎮ 词

表应用的核心技术有语义标引、集成技术ꎮ 语

义标引运用词表的概念结构表征资源的特征及

资源之间的关系ꎬ将词表中的概念赋予资源中

的实体对象ꎬ通过语义标识从而使歧义词具有

了明确的语义ꎬ并且使实体对象之间具有了明

确的链接类型ꎮ 集成技术是将不同词表或者资

源之间建立概念及其关系的对应关系ꎬ以实现

对资源或词表的统一存取技术ꎮ 每个词表表述

范围有限ꎬ描述颗粒度有差异ꎬ词表的集成将使

各个词表之间建立对应关系ꎬ以实现对多个词

表的无缝浏览ꎮ 如国际虚拟规范档(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ꎬＶＩＡＦ)将全球范围内 ３０
个国家的 ４０ 多个机构名称规范档的数据实现聚

类、链接ꎬ为各国不同用户提供便利的存取服

务[３] ꎮ 不同数据集的集成旨在将具有不同格

式、结构、数据模型的资源实体对象建立对应关

系ꎬ通常借助于词表的对应关系实现资源之间

的连接ꎬ以实现资源聚类与检索ꎬ如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作为欧盟数字文化遗产平台ꎬ收藏了来自 ３ ７００
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 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个单件ꎬ为实现资源整合ꎬ将来自于其他机构的

元数据转换为 ＥＤＭ 模型[４] ꎮ

１ ３　 资源环境

从词表的内涵及外延看ꎬ其基本功能等同

于知识组织系统[５] ꎬ学者常春指出知识组织生

态系统中ꎬ知识组织系统对应的环境是文献信

息[６] ꎮ 实际上词表应用环境由各类型资源集合

构成ꎬ文献信息仅仅是其中一部分ꎮ 资源环境

是指词表用以描述标引的各类资源对象ꎬ通过

词表的有效表示ꎬ可以将这些资源对象转换成

机器可读可理解的数据集ꎬ以在检索、问答、数
据挖掘、知识发现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由于资源

集是词表应用的环境ꎬ词表对资源的描述能力

通常借助于资源检索系统的检全率和检准率等

指标进行评估ꎮ 了解资源特征ꎬ选择适宜的词

表ꎬ准确地理解词表中的概念及关系ꎬ注重描述

标引的规范性及一致性ꎬ成为资源层面运用词

表的关键ꎮ 从有形的物质载体如图书、期刊到

数字化载体如电子书、Ｗｅｂ 网页、数据ꎬ从文本

到多媒体资源ꎬ从单篇文档到文档中的抽象概

念ꎬ资源对象类型呈现多样化ꎮ 据 ＬＯＤＳＴＡＴＳ
统计ꎬ当前描述资源的实体类集中在人、机构、
概念、日期、地址、参考文献、图书、文件、项目

等ꎮ 资源描述对象的变化对词表提出了新的要

求ꎬ会不断出现新型词表以适应此变化ꎬ如 ＤＣ
旨在描述网络文档而出现ꎬＦＲＢＲ 词表改变了传

统的整体文献单元描述方式ꎬ转换为对作品、代
理、主题等实体对象的描述ꎮ

１ ４　 人员

信息资源管理专家霍顿最早提出信息是有

生命的ꎬ由一系列逻辑上相关联的阶段构成ꎬ经
历“成长期、 发展期、 衰退期” 这样的自然规

律[７] ꎮ 词表作为知识概念体系的载体ꎬ同样经

历了生产、发布、使用、维护、更新一系列处理阶

段ꎬ通过不断循环往复ꎬ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系

统ꎮ 每个阶段都有词表相关人员参与ꎬ并发挥

着不同作用ꎬ各个阶段对应的人员类型主要分

为词表生产者、提供者、管理者及使用者ꎮ 在词

表整体建设过程中ꎬ不同责任人承担着不同

职能ꎮ
词表生产者负责词表的设计及构建ꎬ当前

已从早期的以专家为核心的手工构建转换为专

家与语料库结合的半自动构建ꎮ 词表的质量水

平取决于词表生产过程ꎬ词表设计人员需要确

认所关注领域及其词表的应用范围ꎬ明确用户

关注的实体ꎬ从各种语料库抽取相应的实体及

关系并由专家做进一步筛选ꎬ清晰地定义类、类
间关系及属性、实例ꎬ采用形式化语言对其进行

表述ꎮ 在该阶段概念模型定义中ꎬ为提高词表

的重用效率ꎬ减少不必要的重复ꎬ设计人员应制

定词表重用的原则ꎬ处理协调好单个或多个词

表、词表类或属性的选用、不同词表类间的融合

关系ꎮ 为提高词表间的互操作ꎬ应尽可能将自

己定义的类与属性建立与已有词表的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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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词表生产者提供了词表的出处信息ꎬ其权

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词表的使用范围ꎮ
词表提供者负责提供词表的存取服务ꎬ构

建词表服务平台ꎬ便于用户发现、获取到词表的

概念及关系ꎮ 关联数据环境下需通过发布环节

将其转换为关联词表供用户下载ꎮ 词表提供者

可以是词表的生产者ꎬ或者是其他机构ꎬ也可以

是专门致力于多个词表的统一存取服务的第三

方服务平台 ( 包括数据仓储和词表注册平

台) [８] ꎮ 词表提供者需提供关于词表的各种详

细信息ꎬ包括词表的元数据信息、内容信息(概

念类名、类间关系、属性定义域、值域、映射关系

等)、多种格式显示信息、用例、词表应用领域及

使用统计信息 (使用的机构及数据集基本信

息)ꎮ 服务平台还需提供数据浏览查询功能ꎬ以
迅速定位到所关注词表及词表内的类、属性ꎬ提
供数据下载端口ꎬ供人和机器获取ꎮ

词表管理者负责词表的日常维护及更新ꎮ
词表借助概念体系反映领域中的知识体系ꎬ而
知识的更替处于动态中ꎬ词表中概念、关系的

增删改也需要定期维护ꎮ 不仅需要专家及时

参与修订词表ꎬ讨论新版本的出版ꎬ还需要管

理者从信息系统角度对词表进行实时更新ꎮ
具体内容包括:从各种语料中及时捕获出现的

新概念、新关系提供给专家参考ꎻ提供词表逻

辑检验ꎬ以防止新定义的概念及关系与既有内

容冲突ꎻ记录词表的变动信息ꎬ实时追踪并显

示各个概念的变化情况ꎻ建立与用户的良好互

动ꎬ及时获取用户使用词表的反馈信息ꎬ为词

表的修订提供参考ꎻ收集、记录词表被不同机

构应用的情况ꎮ
词表使用者指将词表用以描述标引、资源

集成及浏览检索的机构或个人、机器ꎮ 随着词

表应用范围扩大ꎬ词表使用者类型也在增加ꎬ有
词表生产者、信息处理机构、知识库生产者或知

识图谱构建者、一般用户ꎮ 词表生产者在复用

已有词表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词表ꎬ包含完全

或部分复用单个词表或多个词表两种情况ꎮ 图

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出版机构、数据库商等信

息处理机构ꎬ结合自身所描述资源的特点ꎬ明确

词表选择原则ꎬ从众多的词表中选择适合的词

表用以对资源进行描述标引ꎻ将词表提供给检

索用户ꎬ帮助用户构造检索式ꎻ将词表用来修

订、扩充用户提问ꎻ向用户提供相关检索词推

荐ꎻ通过分类、主题进一步过滤检索结果ꎮ 知识

库生产者或者知识图谱构建者运用词表进行实

体识别及概念对齐ꎬ利用词表所定义的明确概

念及概念关系ꎬ采用一定的语义匹配算法从资

源中甄别出具体的人名、地名、机构名ꎬ并将这

些实体与概念类建立对应关系ꎬ从而使资源中

各类信息置于知识体系中ꎬ以便较好地实现语

义理解ꎮ 一般用户使用词表的目标不很明确ꎬ
仅仅是浏览、检索词表基本信息ꎮ

２　 词表生态系统中的关联关系

词表生态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彼此作

用ꎬ相互关联ꎬ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网络ꎬ使词表

的价值得到提升ꎬ不断适应外部技术环境及用

户的需要ꎮ 词表与词表、数据集之间产生横向

联系ꎬ反映了词表外部环境给予词表的影响ꎬ体
现了所形成的词表数据集网络的关联性ꎮ 从词

表生命周期角度纵向对不同责任人员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ꎬ以便整体把握生命周期链条中各

责任人彼此关联、环环相扣的态势ꎬ共同致力于

词表的建设ꎮ

２ １　 词表责任人之间的关系

词表相关的责任人如生产者、提供者、管理

者、使用者ꎬ共同推动着词表使用及发展ꎬ从而

使词表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系统ꎬ通过充分

的信息共享、及时的信息反馈ꎬ形成闭环式信息

管理ꎬ推动词表的质量提升及应用范围不断

扩大ꎮ
词表生产者将知识概念体系化ꎬ并以人机

可读可理解的形式展现ꎬ为后期不同责任者的

使用提供了词表的基本信息ꎬ但词表质量、应用

状况信息需要来自提供者、管理者及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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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反馈渠道ꎮ
词表提供者提供了词表信息可以共享的方

式ꎬ实现了词表的可获取性ꎬ扩大了用户对词表

的知晓度ꎬ并依赖于词表使用者的反馈信息不

断提升其信息传递能力ꎮ 词表提供者搭建了词

表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桥梁ꎬ可视化浏览、多
途径检索、即时下载及其用户实时交互等技术

发展使平台逐步成为专业化服务平台ꎬ用户能

更准确及时地把握所关注领域的词表类型、词
表内的概念及概念关系ꎬ并随时发表自己的意

见ꎮ 随着服务平台用户数的不断积累ꎬ丰富的

用户评价、评注信息成为了词表评估、更新的重

要依据ꎮ 平台用户积聚效应提高其知名度ꎬ进
一步吸引了更多的词表生产者主动将词表提供

给专业化信息提供机构ꎬ平台的词表数量呈现

出动态上升趋势ꎬ为词表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

提供了基础ꎮ 例如ꎬ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发现 ＬＯＶ 关

联数据词表平台中词表集持续动态演化ꎬ词表数

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不到 １０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２７
个ꎬ且各个词表修订日期不断更新[９] ꎮ

词表管理者负责词表日常管理及完善更

新ꎬ是确保词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构ꎬ是连接

词表生产者与词表提供者之间的中介ꎮ 词表管

理者不仅要保证词表描述的稳定性、一致性ꎬ还
要监测统计词表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状况ꎬ及
时收集来自用户方的使用反馈意见ꎬ从外部各

种数据源及时捕获新术语ꎬ并将此信息反馈给

词表生产者ꎬ为修订词表提供参考ꎬ将来自词表

生产者的更新数据纳入词表管理系统ꎬ同步提

供给词表提供者供其发布ꎮ
词表使用者是词表价值直接或间接实现的

关键人员ꎬ词表使用者的基本信息及词表应用

状况信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者行为特点及

偏好ꎬ从各渠道收集其反馈信息ꎬ提供给词表的

生产者、管理者ꎬ以作为词表修订、更新、维护及

评估的依据ꎮ 构建通畅的信息反馈渠道ꎬ引导

各用户积极参与到词表生产与利用整个生命周

期中ꎬ有助于词表生态系统信息传递方式从单

向到双向转换ꎬ形成良好有序、价值逐级递增的

知识传递与利用系统ꎮ

２ ２　 词表间的关系

随着资源数量、类型的增加ꎬ各个机构为适

应本地需求ꎬ纷纷制订适合自身发展的词表ꎬ使
得词表的数量及种类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ꎮ 但

各个词表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ꎬ它们彼此联

系、相互制约ꎬ共同形成了词表网络ꎬ成为词表

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关联网络ꎮ 词表间关系可细

分为重用、映射、限制、元数据、共现关系ꎮ 各种

关系发生在词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ꎬ重用、映
射、限制关系多发生在词表构建阶段ꎬ元数据关

系产生于词表的发布阶段ꎬ共现关系产生于词

表的使用阶段ꎮ
(１)重用关系ꎮ 词表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ꎬ而是一个个词表互为借鉴、相互利用的过

程ꎮ 这一过程中ꎬ词表通过共享术语、定义交流

信息的共同模式而实现了词表重用ꎬ也构建了

词表间的重用关系ꎮ 词表重用的最大作用在于

降低词表构建成本ꎬ提高词表之间的互操作性ꎬ
避免表述的歧义及冲突ꎬ减少冗余ꎮ 根据两个

词表之间概念体系的重叠程度ꎬ可分为完全复

用和不完全复用ꎮ 生成不同语言版本的词表ꎬ
属于完全重用ꎬ如 Ａｇｒｏｖｏｃ 是一个多语言的农业

叙词表ꎬ包含中、英、法等 ２９ 种语言ꎮ 部分重用

已有词表的概念及关系ꎬ属于不完全重用ꎬ如都

柏林核心元数据( ＤＣ) 已成为复用频率最高的

词表ꎬ在其基础上形成了 ＰＲＯＶ(起源表)、ＶＯＩＤ
(互联数据库词表)、 ＤＣＴ(数据目录词表)等重

要词表ꎮ 通过 ＬＯＤ(关联数据云图)平台搜索发

现ꎬ使用 ｄｃｔｅｒｍｓ: ｔｉｔｌｅ 元素所描述的词表数达

１３２ 个ꎮ Ｄｕｖａｌ 指出没有哪一个元数据标准可以

符合多个应用需求ꎬ从一个或多个元数据模式

中选择元素组装形成复杂模式以适应需求[１０] ꎮ
根据词表重用数量可分为单个词表重用和多个

词表重用ꎮ 以一个词表为核心构建属于单个词

表重用ꎬ如元数据对象描述模式( ＭＯＤＳ)是基于

ＭＡＲＣ 标准而形成的ꎮ 综合重用多个词表旨在

利用多个词表的优势创建一个适合本地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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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表ꎬ遵循元数据模块化原则ꎬ将词表中元素

作为模块通过组装而形成ꎬ采用其重用词表的

名称空间定义其元素ꎮ
(２)映射关系ꎮ 在词表构建过程中ꎬ如果

要定义自己所需的术语ꎬ则尽可能建立该术语

与常用词表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ꎬ通过形成的

概念网络以扩充该术语额外信息ꎬ以丰富其上

下文环境ꎬ并确保术语可以被及时访问到ꎮ 词

表作为关联数据发布时ꎬ也需建立与其他词表

的外部链接ꎬ以便形成有效的词表网络ꎬ供用

户实现词表间浏览访问ꎮ 因此ꎬ映射关系实质

是通过构建两个词表之间概念的对应关系ꎬ实
现词表层面的数据集成ꎬ为跨系统的资源集成

提供基础ꎮ 如统一医学语言系统( ＵＭＬＳ)作为

超级叙词表ꎬ确立了与 ２１３ 个来源词表的映射ꎬ
提升了生物医疗信息系统和服务的互操作性ꎮ
常用的映射类型有等同关系、等级关系和相关

关系ꎬ不同映射关系采用相应的表示方法(见

表 １) ꎬ当前采用 ＳＫＯＳ 术语形式化表示的方法

较常见ꎮ

表 １　 映射关系类型及表示

映射关系 含　 　 义 表示方法

等同关系 词表间两个术语含义相同或近似
ｓｋｏｓ: 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 ｃｌｏｓｅＭａｔｃｈ、 ｏｗ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ｌａｓｓ、
ｏｗｌ:ｓａｍｅＡｓ、ｏｗ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等级关系
词表间两个术语之间具有包含

关系

ｓｋｏｓ: ｂｒｏａｄ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 ｎａｒｒｏｗＭａｔｃｈ、 ｒｄｆｓ: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
ｒｄｆｓ:ｓｕｂ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相关关系
词表间两个术语之间有一定的关

联性ꎬ包含相互排斥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ａｔｃｈ、ｒｄｆｓ:ｓｅｅＡｌｓｏ、ｏｗ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

(３)限制关系ꎮ 在词表构建中ꎬ仅罗列术语

的名称及定义ꎬ不明确术语的取值范围ꎬ有可能

导致词表使用的不一致ꎬ通过增加对术语的限

制说明可确保一定的规范性ꎮ 一个词表用来作

为另一词表术语的限制说明ꎬ规定其一定的取

值来源及数据格式等ꎬ则这两个词表之间形成

了限制关系ꎮ 通过进一步明确词表中的术语定

义ꎬ有助于实现各个应用程序间的互操作ꎮ 限

制关系的确立能使两个或多个词表的联系紧密

度增加ꎬ它们共同作用完成对资源的描述ꎮ 通

常元数据标准采用此方式来定义其元素的限制

符ꎬ而以受控词表为主的编码模式经常作为起

限制作用的词表ꎮ 如都柏林核心元数据计划

(ＤＣＭＩ)限制符用来限制元素及元素的取值[１１] ꎬ
其中 ｄｃｔｅｒｍｓ:ｓｕｂｊｅｃｔ 元素的取值主要来自某一

特定分类表、叙词表等ꎬ可以将来自于同一类号

或叙词的资源进行集中ꎮ
(４)元数据关系ꎮ 词表构建完成后ꎬ将词

表的基本信息展示给用户供其选择查看ꎬ需通

过词表的元数据实现ꎮ 一个词表的术语用来表

示另一个词表的元数据ꎬ包括管理、内容及技

术等信息ꎬ则这两个词表之间建立了元数据关

系ꎮ 同样 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认为元数据关系是一

个词表的术语被重用以提供另一个词表的元

数据[９] ꎬ元数据旨在帮助用户查找、获取、定位

到词表ꎬ元数据记录生成时ꎬ通常需选择一个

或多个特定词表的元素对词表的信息进行描

述ꎮ 常用来做元数据词表的有通用类元数据

集ꎬ如 ＤＣ、ＤＣＴ、ＰＲＯＶꎻ表示特定数据集的元数

据集ꎬ如 ＶＯＩＤ、ＤＣＡＴ、ＳＣＨＥＭＡꎻ表示本体的元

数据集ꎬ有 ＯＭＶ 等[１２] ꎮ 经统计ꎬＬＯＶ(关联数

据词表) 中 ２０１４ 年词表的元数据关系链接数

达 ２ ６３７ 个ꎬ随着词表的增加现已达到 ３ ５７４
个ꎬ对其元数据关系的出入度进行计算(见图 １
和图 ２) ꎬ平均每个词表的元数据关系链接数达

到 ５ 个ꎬ其中各词表使用的元数据词表排名在

前的有 ＤＣ、知识共享 ＣＣ 协议、ＦＯＡＦ、ＳＫＯＳ 等

词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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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ＬＯＶ 中元数据出度统计　 　 　 　 　 　 　 　 图 ２　 ＬＯＶ 中元数据入度统计

(５)共现关系ꎮ 在词表应用阶段ꎬ构建词表

或描述数据集时ꎬ不同机构根据资源特征、词表

选用偏好等重用不同的词表ꎮ 共现关系指共同

描述同一或多个数据集或词表时的词表间关

系ꎬ即词表以描述对象数据集或词表为中介而

建立起的词表间关系ꎬ是由词表使用者行为而

形成的词表关系ꎮ 与其他关系相比ꎬ共现关系

是一种被动关系ꎬ并不由词表生产者、提供者决

定ꎮ 同一数据集的词表共现体现了词表间的互

补性ꎬ不同数据集的词表共现体现了词表所覆

盖的应用范围ꎬ分析词表共现情况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词表间的关联强度ꎮ 词表间共现频率

越高ꎬ则这些词表关联度越高ꎬ体现了词表间具

有较好的相互补充功能ꎮ

２ ３　 词表与数据集关系

数据集是单个程序发布、维护或聚合的一

组数据ꎬ通常以 ＲＤＦ 三元组形式表示ꎬ因此数据

集可以被视为某些资源的一组描述ꎬ这些资源

通常共享一个公共 ＵＲＩ 前缀ꎮ 其描述了一组明

确定义的资源ꎬ使其成为具有特定语义含义的

结构化数据ꎬ包含词表层面的数据集和资源层

面的数据集ꎮ 词表层数据集将词表表示成具有

清晰语义和语法结构的数据ꎬ以适应语义应用ꎮ
资源层数据集是词表应用的主要环境ꎬ发挥词

表的解释、标注、扩展数据集语义的功能ꎬ通过

抽取数据集中的实体对象ꎬ将其与词表中的概

念类建立对应ꎬ依据词表定义的属性对实体对

象属性进行赋值ꎬ将实体对象之间的关系映射

到词表的概念间关系上ꎮ 创建及发布数据集

时ꎬ有两种使用词表的方式:重用已有词表ꎬ创
建新词表ꎮ 为节省资源、提高资源互操作能力ꎬ
确保数据集被广泛使用[１３] ꎬ尽可能采用重用方

式ꎮ 将所使用的词汇表中的术语置于数据集三

元组的谓词位置或者 ｒｄｆ:ｔｙｐｅ 的对象位置[１４] ꎬ
以表示资源的各种属性特征ꎬ这样将形成资源

与词表相链接的数据集网络ꎮ 随着大量资源数

据集的不断发布ꎬ所采纳的词表数量也在增加ꎬ
词表层数据集也在不断增加ꎬ导致该网络处于

动态扩展中ꎬ其关联强度不断上升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 ＬＯＤ(关联数据云图)收集了 １ ０１４ 个数

据集ꎬ使用词表数达 ６４９ 个[１５] ꎬ２０１９ 年数据集

有 １ ２３９ 个ꎬ所使用的词表数也在增加ꎮ 通常一

些具有高入度的词表成为核心词表ꎬ它们具有

高流行度ꎬ在数据集中发挥着连接中心的作用ꎮ

３　 总结与展望

随着词表的开放及应用范围扩大ꎬ愈来愈

受人员、技术、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ꎮ 从词表

生态系统角度看待词表建设问题ꎬ应注重从生

产、发布、使用、维护、更新一系列处理阶段的词

表责任人出发ꎬ揭示词表生产者、提供者、管理

者、使用者不同的职能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制

约关系ꎮ 从词表本身及资源、技术环境出发ꎬ明
确词表发展的特点及外部环境因素所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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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尤其从词表间、词表与数据集所形成的关联

网络可以看出ꎬ词表已成为重要的语义黏合剂ꎬ
发挥着语义描述与标注功能ꎮ 通过不断从外界

获得反馈信息ꎬ词表能够持续地对其内容及结

构进行优化ꎬ通过有效的信息发布环节ꎬ使用户

及时地发现并获取ꎬ从而扩大其应用范围ꎬ实现

价值提升ꎮ 如何进一步提升词表的开放度ꎬ促
使不同词表责任人积极参与到词表建设中并实

现互动ꎬ如何构建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ꎬ是未来

词表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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