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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规范研究与设计

王　 军　 卜书庆

摘　 要　 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系统的设计与编制是当前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国家图书馆的知识组

织规范项目对网络知识组织系统(NKOS)中语义描述、体系结构、编制原则和应用指南等内容进行规范设计和撰

写,覆盖了目前数字图书馆应用的主要 NKOS 类型,包括:分类法、主题词表、本体和分众分类法。 整体设计上,将
传统知识组织系统和新兴社会化组织工具集成在统一的术语注册与服务框架内,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以
克服知识组织工具在使用上的障碍。 项目的长远目标是将数字图书馆的知识资源(包括 NKOS 和数字馆藏的元

数据)转换为关联数据传输到互联网上,使数字图书馆成为语义 Web 的知识关联枢纽。 图 2。 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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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and Design on the Standard for the Network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Wang Jun & Bu Shuqing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twork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 NKOS) is currently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NKOS standard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 semantic description mechanism, design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guide for
mainstream NKOS types used in China. The standard includes a localized semantic description language based on SKOS
for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thesauri, an ontology gen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metadata schema, a social book-
marking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a framework for terminology registration and service. This project is featured with its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ools together, esp. the form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ools ( like thesauri and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nd the social tagging systems, solving the user-gap problem in the applica-
tion of KOS. 2 figs. 1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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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组织是在传统文献信息环境下发展起

来的信息组织和利用手段,在百余年的应用过

程中,形成并完善了分类法、主题词表等知识组

织工具。 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工具

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以适应网络化的信息

获取手段,满足数字化信息资源组织的要求。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网络知识

组织系统(NKOS)已成为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

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 。 NKOS 是指在网

络环境下能够用于表示和组织数字信息资源、
不仅可以为人所利用而且还能为机器提供服务

的知识组织工具。 NKOS 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传

统的知识组织工具发展演变而来,但需要网络

化,例如语义化描述的分类表、叙词表、主题词

表、地名辞典等;另一类是在网络环境下产生和

03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八卷　 第二〇〇期　 Vol． 38. No． 200

发展起来的,如本体、分众分类法等[2] 。 前者在

国际图书情报界已有较多的研究和实践,如美

国国会图书馆已发布《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的
SKOS 语义化描述版本[3] ;OCLC 建立了术语服

务平台向各类应用程序提供基于多种词表的词

汇服务[4] ;美国自然科学数字图书馆(NSDL)开
发了元数据注册平台来支持各类词表的发现和

重用[5] ; 联合国粮农组 织 将 其 管 理 的 词 表

AGROVOC 向本体形式转换[6] ;欧盟在多语言词

表和词表的互操作方面进行了多年实践。 后者

(本体和分众分类法)是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体方面,最新的研究

和应用热点是关联数据,如 W3C 已发布了“图
书馆关联数据应用指南” ( Library Linked Data
Incubator Group Final Report) [7] ;分众分类法方

面,国外一些大学图书馆已在 OPAC 系统中嵌入

了标签工具(如宾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一些

图书馆集成系统厂商提供了分众分类法的扩展

模块(如 Aleph、Voyager、Millennuim 等)。
与国际 NKOS 领域发展相呼应,国内 NKOS

的研究与应用渐成热潮。 在此背景下,国家图

书馆于 2008 年启动了 NKOS 构建的规范项目,
它是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建设的主导

项目之一。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基于国内知识

组织工具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参考国际上网络

知识组织系统的已有成果和发展趋势,研制国

家图书馆网络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和应用规

范,以提升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组织与整合

能力,并为国内相关团体和个人构建各类网络

化的知识组织工具提供参考。 进一步,为国内

网络知识组织系统提供一个共建共享平台,推
动网络环境下国内知识组织系统的发展和应用

水平。 本文阐述项目的整体设计思想,介绍其

设计方案和实施要求,总结最终成果的核心内

容及其特点,并探讨相关问题。

2　 研究目标

随着数字资源的增长,对数字资源进行有

效表示和管理的需要越来越强烈。 作为实施数

字资源表示、组织和管理的基础,急需加快国内

NKOS 的建设步伐。 构建 NKOS 规范是实现在

数字图书馆中大规模应用 NKOS 的前提和基础,
其作用与意义有: ① NKOS 不仅要便于专业人

员描述与组织数字资源,而且要为网络应用程

序(如 OPAC 系统、搜索引擎等)提供术语服务,
以实现基于内容的智能信息服务,如概念检索、
自动分类、学科导航等。 ②国际上已经提出了

一些构建 NKOS 的标准草案和通例,如简单知识

组织系统 SKOS 语义描述体系、OCLC 的术语服

务协议等。 参考这些国际通例来设计和编制国

内的 NKOS,将使国内的数字图书馆具备和国外

相关机构进行知识组织工具互操作的能力,具
备发布关联数据、进行语义数据整合的能力。
③基于传统知识组织工具来构建 NKOS,将为传

统知识组织工具在网络环境下的改造、发展和

完善提供建议和参考,推动知识组织领域的创

新和发展。 ④NKOS 是网络信息资源利用的重

要手段,为了更充分地发现与利用网络信息资

源,需要知识组织手段的有力补充。 将图书馆

的知识组织工具转化为 Web 环境下普遍可获取

的语义化知识资源是 NKOS 建设的终极目标。
基于以上背景,国家图书馆于 2009 年底启

动了“国家图书馆知识组织规范” (NLC-NKOS)
项目。 项目要求在汇总国际上 NKOS 构建方法、
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知识组织工具

的特点和国内数字图书馆应用环境的要求,开
发制定我国 NKOS 的参考规范和应用指南。 项

目的设计要求是:
(1)参考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

重要的 NKOS 保持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符合数字

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趋势。 NKOS 是目前图书馆

学和信息科学的重点和热点研究领域,已有一

些成果可以借鉴。 如 W3C 公布了基于 RDF 的

简单知识组织系统描述语言(SKOS) [8] ;美国国

会图书馆提供了 LCSH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

表) SKOS 版本的开放下载;OCLC 尝试建立术

语服务平台。 NLC-NKOS 应当充分借鉴已有的

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经验,和相关的国际规范

保持一致,与国际上主要 NKOS 兼容或互操作,
在未来的发展中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2)满足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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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国内 NKOS 的建设提

供参考和借鉴。 NLC-NKOS 所研制的各种规范,
一方面要向国际上 NKOS 的构建规范靠拢,另一

方面要符合中文数字资源的特点,适应国内数

字图书馆的环境。 应具备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切实服务于国家图书馆组织整合各类数字资

源、开展各种智能应用的需要。 应覆盖主要的

NKOS 种类,为国内 NKOS 的建设起到指导

作用。
(3)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前瞻性,为未

来发展和完善预留空间。 NKOS 是一个尚处于

发展阶段的研究领域,相关的标准和技术解决

方案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应用的阶段。 在此情况

下制定 NKOS 构建规范,有些内容还属于探索研

究范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根据现实应用情

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另外,知识组织工具现实

的应用情况也十分复杂,NLC-NKOS 主要是针对

通用型、综合性的知识组织工具而制定的规范

草案,未必完全适用于特定领域和特定环境下

的知识组织要求。 这就要求本项目所提出的规

范和解决方案,具有灵活性和可扩充性,为未来

的扩展和定制预留空间。

3　 设计方案

NKOS 包括的类型广泛,从术语表、分类表、
词表到语义网络和本体[9] 。 考虑到国家图书馆

目前的建设需要和现有知识组织工具的基础以

及目前国内外 NKOS 的发展水平、特别是 NKOS
的应用水平,NLC-NKOS 选择了受控表(包括分

类法和主题词表)、本体和大众分类法这三种知

识组织系统作为规范制定的重点,这些工具都

是目前相对成熟的、在数字图书馆中有较大应

用潜力的 NKOS 类型,代表了当前 NKOS 的研究

和应用要解决的三大核心问题。
(1)如何基于传统 KOS 构建 NKOS。 NKOS

是图书馆延续了上百年的知识组织传统在网络

环境下的延续和发展。 NKOS 构建的一个重要

途径是对传统 KOS 进行改造和语义化转换,尤
其是对于规范档、分类表、词表这类受控表的转

换。 在本项目中, 以 《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CCT)为主要应用对象,制定了“受控表语义描

述规范”。
(2)如何基于 NKOS 向机器和各类智能应

用提供服务。 构建 NKOS 的主要目标是为搜索

引擎、学科门户、内容导航、自动分类等应用程

序提供知识查询服务。 途径是提供开放的、统
一的查询接口和访问协议,例如 SKOS API[10] 、
ADL 词表查询协议[11]等。 参考已有的 NKOS 术

语服务机制,本项目设计三类 SKOS 的术语服

务:基于 NKOS 元数据模型的术语服务、基于

SKOS 模型的术语服务和基于 RDFS / OWL 的术

语服务。
(3)如何基于 NKOS 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

NKOS 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跨越“用
户鸿沟”。 长久以来,各类 KOS 都是图书馆员等

专业人员在后台使用的工具。 如何让普通用户

方便、有效地利用是 NKOS 应用和发展的生命力

所在。 本项目提出将大众分类法转化为 NKOS
的词汇服务渠道,在用户检索、标注等过程中得

以直接访问 NKOS。

图 1　 NLC-NKOS 的整体设计思想

NLC-NKOS 的整体设计思想如图 1 所示。
首先是受控表、本体这一类规范 NKOS 的构建。
其中包括两个子项:一是用 SKOS 来语义化描述

分类法、词表等受控表系统,对于这些在文献信

息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传统知识组织工具,要全

面描述它们的复杂结构和内容,就需要对 SKOS
进行本地扩展(例如分类表中的附表结构、交替

类目、组配关系等),同时要对其不适应网络环

境和数字资源的方面加以变通调整;二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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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来构建面向数字馆藏的元数据本体。 其

目的是基于所建的本体,将数字图书馆内各种

不同格式、不同类型的元数据统一转换为 RDF
语义元数据,为关联数据发布奠定基础。

其次是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分众分类法的设

计。 分众分类法是 Web 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社会

化自由标注工具,它具有社会化、自由化、扁平

化(即没有等级结构控制)的特点。 数字图书馆

的应用环境提出以下两点要求: 第一,不仅要符

合普通网民自由标注的习惯,同时要满足图书

馆专业人员组织数字图书馆正规资源的要求;
第二,作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工具,要能够

和已有的规范 NKOS 无缝整合。 为了满足要求,
NLC-NKOS 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① 用户标注

网络信息资源时,基于后台的规范 NKOS(如词

表)向用户推荐合适的受控词汇。 ②词汇推荐

服务:不仅推荐合适的标引词,还推荐词间关

系,辅助用户建立等级结构。 这样就在大众分

类法中引入等级结构以克服分众分类法结构扁

平的缺陷。 ③ 在后台从分众分类法中提取新鲜

词汇用来丰富后台的规范词汇,实现专家知识

和大众智慧的双向融合。 这样不仅将 NKOS 转

化为方便用户使用的词汇服务,解决了“用户鸿

沟”问题,而且实现了专家知识和大众智慧的双

向融合,解决 NKOS 词汇更新瓶颈。
最后,本项目提出了一个中文 NKOS 的注册

和管理平台设计方案,实现网络环境下类表、词
表、规范文档、本体等各类 NKOS 的集中存储、发
布、管理和发现,以促进不同机构间 NKOS 的统

一管理、共享和共建。 这部分有三个重点:①定

义描述各类 NKOS 的元数据标准;②描述 NKOS
平台注册、发现和服务的三大功能;③定义统一

术语服务及访问协议。 目标是将各类网络知识

组织系统统一在 NKOS 注册平台下,通过术语服

务机制向各类应用提供统一服务。
这三部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规范 NKOS

与分众分类法双向集成,融合专家知识和大众

智慧,通过 NKOS 注册和术语服务将图书馆积累

了上百年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用户触手可及的服

务和网络应用中实现知识服务可依赖的知

识源。

4　 规范构成

根据以上设计思想,NLC-NKOS 规划了以下

四部分内容。

4． 1　 NKOS 注册和术语服务规范

本规范的目的是为国家图书馆建设 NKOS
注册平台提供设计参考。 NKOS 注册平台是一

个集中登记和管理 NKOS 的系统,它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发现 NKOS 的场所,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

共建、共享和发布 NKOS 的平台。 术语服务定义

了应用软件访问 NKOS 平台中的任意知识组织

系统的标准接口、通信协议和操作原语。

4． 2　 受控表语义描述规范及其在 CCT 上的应

用指南

　 　 应用 W3C 提出的基于 RDF 的 SKOS 描述

语言来表示图书分类法、主题词表等受控词表。
要求该规范具备描述国内常见受控词表的能

力,并针对国内受控词表的特点可对 SKOS 进行

适当扩展。 作为应用指南,要求将所制定的语

义描述方案用于描述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CCT),以检验其描述能力。 CCT 是目前国内影

响最大、使用最广泛、最权威的、一体化的分类

法主题法知识组织工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可根据需要对 SKOS 进行扩展,并对 CCT 未来的

发展提出调整或改造的建议。

4． 3　 基于元数据的本体构建与应用规范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核心元数据方案来设计

和构建面向数字馆藏的元数据本体,其目的是

基于构建的元数据本体,将数字图书馆内各种

不同格式、不同类型的元数据统一转换为 RDF
语义元数据,为关联数据发布奠定基础。

4． 4　 面向数字图书馆环境的分众分类法需求

分析和功能设计书

　 　 分众分类法是在 Web2． 0 环境下出现的一

种大众化、社会化的简单信息组织工具。 在数

字图书馆的环境下应用分众分类法,要考虑到

042



王　 军　 卜书庆: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规范研究与设计
Wang Jun,Bu Shuqing:A Study and Design on the Standard for the Network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2012 年 7 月　 July,2012

数字馆藏不同于网页资源的特点和图书馆环境

的特殊需求,这就要求对根植于 Web 环境的分

众分类法系统进行改造。 考虑到分众分类法系

统和应用环境紧密结合的特点,NLC-NKOS 针对

国家图书馆的特定需求起草了一个社会书签系

统的需求分析和功能设计书。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在规

范报告之外还撰写了知识组织系统应用指南,

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应用现状进行了调研,
撰写了综述报告。 最终项目成果共包含十一份

文本。 包括 “国家图书馆知识组织规范”总体

设计、NKOS 注册和术语服务规范及其应用指

南、受控表语义描述规范及其在 CCT 上的应用

指南、基于元数据的本体构建规范及其应用指

南、面向数字图书馆环境的分众分类法需求分

析与功能设计,以及各规范对应的调研报告。

图 2　 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中的 NKOS

　 　 图 2 展示了所设计的 NKOS 在数字图书馆

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 各类知识组织工具

(包括分类法、词表、名称规范、本体、分众分类

法等)在 NKOS 规范的作用下具备了互操作的

能力,例如“受控表语义描述规范”采用统一的

方式来描述分类法、主题词表和名称规范。
NKOS 的创建者在 NKOS 平台上注册、描述、管
理自己创建的 NKOS;系统管理员对平台上注册

的 NKOS 执行系统管理和维护任务;而用户可以

在该平台上发现、浏览和查询所需要的工具。
除了向用户提供管理和查询界面,NKOS 注册管

理平台通过通用服务接口和查询协议向各类网

络应用提供服务,包括 OPAC 系统、搜索引擎、门
户导航、自动分类与标引等。 平台中管理的

NKOS 都是符合规范的,而且具备与其他采用

SKOS 描述的知识组织工具的互操作能力,如
LCSH、DDC、MeSH 等。 在互操作的框架下,各类

NKOS 都可以将数字图书馆的数字馆藏转化为

关联数据发布到 Web 上。
总之,所有规范作为一个整体,其长远目标

是:① 将各类知识组织工具转化为机器可理解

的语义化知识库,使它们具备和其他知识组织

系统广泛互操作与关联的能力;②以 NKOS 注册

中心为平台,向数字图书馆内外的各类智能应

用提供知识服务;③将数字图书馆的知识资源

(包括 NKOS 和数字馆藏的元数据)转换为关联

数据输送到互联网上,使数字图书馆成为语义

Web 的知识关联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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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色与总结

“国家图书馆知识组织标准规范”是国内图

书馆界首次对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系统的设

计、构建和应用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编制。
为了保证项目质量,项目组经过一年多的调研、
策划分析,于 2009 年 8 月制定了项目需求书,并
对项目需求进行了分析设计和严格的规范控

制。 该项目于 2010 年 1 月开始研制,由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深圳大

学图书馆三家单位共同组成了研制团队。 2010
年 6 月,研制团队提交了项目成果初稿,2010 年

底通过国家图书馆项目组的验收,2011 年 3 月

底通过馆内专家验收。 最终成果于 2011 年 5 月

进行了网上公开质询,2011 年 7 月通过专家验

收。 在此过程中,国家图书馆项目组和验收质

询专家先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研制团队对项

目成果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先后发布了第

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和最终版。 项目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结项。 最终成果有以下四个特点:
(1)覆盖面广且重点突出。 项目成果覆盖

了当前主要的网络知识组织系统,既包括将传

统的知识组织工具(如分类法、词表等)转换为

NKOS 的语义描述机制,也包括在数字图书馆中

应用本体和分众分类法的实施方案。 此外,还
提出了一个网络环境下的术语注册和服务框

架。 这些内容一方面涵盖了目前主要的 NKOS,
另一方面强调了这些 NKOS 类型在数字图书馆

中的重要地位。
(2)继承性与创新性兼备。 项目在继承国

际 NKOS 已有研究和应用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

内知识组织工具的特点和应用环境进行了适应

性和独创性的设计。 例如,考虑到国内的分类

表和主题词表的复杂性,对 SKOS 的语义描述机

制进行了本地扩展;为了解决用户鸿沟问题,在
分众分类法中引入等级结构和词汇推荐服务;
考虑到本体应用的复杂性,提出了基于元数据

设计本体和批量生产语义元数据的方法。
(3)独立性和整体性互融。 项目所包含的

各个规范分别定义了受控表、本体和分众分类

法等 NKOS 系统,它们可以独立应用于不同的场

景。 同时,这些 NKOS 规范在命名空间、设计结

构和描述机制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可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有机互融的整体。 如图 2
所示,从内部看,它们是不同的 NKOS 形态;从外

部看,它们都通过 NKOS 术语注册和服务平台向

外提供服务,联合起来将图书馆内部的数据资

源转化为语义资源,融合到 Web 的大信息环

境中。
(4)规范性与实用性并重。 一方面,作为国

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规范类项目,NKOS 规范应

符合国家标准文本的格式化要求,具备通用性、
规范性、概括性和简洁性;另一方面,项目的成

果又需直接服务于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的

现实需要,更要具备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
许多内容都是针对国家图书馆的具体对象、特
殊需求和特定环境来设计的,如“NKOS 术语注

册和服务规范”可直接作为国家图书馆未来建

设 NKOS 注册平台的系统设计方案; “基于元数

据的本体构建规范”实质上是基于元数据设计

本体和生产语义元数据的操作指南;而“分众分

类法需求与设计书”是一个实现分众分类法与

规范知识组织工具有机结合的解决框架。
由于以上特点,本项目的最终文本呈现出

多样性、综合性、现实性的特点。 此外,NKOS 的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是网络信息环境下出现的

新事物,如语义描述、互联数据、术语服务等,这
些内容和应用背景超出了图书馆界传统的标准

规范所覆盖的范围。 为这些内容和对象撰写规

范需要参考和遵循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范,如
W3C 所发布的 SKOS 语义描述规范,这也使得

NLC-NKOS 的最终成果与国内标准规范文本在

章节结构和撰写风格上有所不同。
NKOS 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和不断成熟的

前沿研究课题[12] 。 为了满足国家数字图书馆工

程建设的现实需求,为了向国内 NKOS 工程项目

的实施提供有关的设计参考、开发指南和应用

范例,我们基于 NKOS 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尝

试性应用设计起草了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的系

列规范文本,这些内容需要在实践应用中不断

修正、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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