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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深度聚合研究∗

贺德方　 曾建勋

摘　 要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馆藏资源已逐渐转变为以数字图书馆为主体、紧密面向用户需求的多元化知识资

源。 本文基于 OPAC、跨库检索、引证关系和元数据的聚合以及相应的整合工具与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

现状进行概述,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①基于概念及概念关系、基于引证关系和基于科研本体等对馆藏资源进行

语义聚合;②探讨馆藏资源聚合服务所需要的语义描述框架和可视化展示机制;③面向资源主题、知识深化演化、
学术社群或科研决策来进行馆藏资源深度聚合。 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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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depth Integr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Based on Se-
mantics

He Defang & Zeng Jianxun

ABSTRACT　 In the networked environment, digital material is becoming dominant in many libraries which are user needs
oriented.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library collection of multi-resources to form structured and orderly resource systems
has been a research focu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status quo of integr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library collections should be semantically integrated based on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citations
and community science ontology. Two important parts of library collection integration, semantic description framework and
visualization methods, are explored. And the general idea of how to provide resource content-oriented, knowledge evolution-
oriented, research community-oriented and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oriented integration services are also proposed. 2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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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基于用户需求和文献

保障而收集的各类型馆藏文献资源,其内涵和

外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纸质文献为

主的采集策略逐渐转向面向用户需求、以数字

资源为主体的多元化、开放性知识保障格局,不
断加强知识服务功能。 一方面,馆藏资源中不

同语种、不同载体形式、不同来源的资源之间需

要建立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日益丰富的数字资

源包含着语义丰富、学科各异、实体多样的知识

资源,需要利用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和多个界面

来进行揭示、关联和检索,以利于用户对信息资

源的有效获取和知识内容的共建共享。 因此,
如何对馆藏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揭示、聚合和展

示,成为图书情报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　 馆藏资源聚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针对馆藏资源的多元化,学术界一直思考

和实践着对多来源的馆藏资源进行整合、集成

和融合的问题,以形成结构化、有序化的资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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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而优化资源利用环境,满足用户需求,实
现增值服务[1] 。 馆藏资源的聚合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方面:

1． 1　 基于 OPAC 的聚合研究

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联机

公共访问目录)作为图书馆重要的索引机制,是
图书馆馆藏资源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元数据,是
图书馆进行资源聚合的基本要素。 基于 OPAC
的聚合是通过 Z39. 50 协议来实现本馆与外馆

的 OPAC 数据库的横向聚合,或者通过在 MARC
记录里增加 856 字段进行揭示或链接书目信息,
从而实现不同类型资源的纵向整合[2] 。 OPAC
层面聚合研究包括三个方面:①如何将图书馆

引进或自建的大量数字资源在馆藏目录中揭示

出来[3] ;②一个资源分散的单位,如多分校多院

系的高校,如何将所有分散资源整合在一个目

录体系中[4 - 5] ;③如何通过 Z39. 50 协议集成不

同图书馆的 OPAC 数据库[6] ,等等。 基于 OPAC
的聚合研究理论探讨成果丰硕,主要探讨对不

同类型馆藏资源进行整合的方法和模式[7] ,相
关实践也比较成熟,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

书馆目录门户提供几百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资

源检索[8] ;MELVYL 联合目录汇集了加州大学

20 多个图书馆的馆藏目录,能够统一界面检索,
现在该目录的检索界面已经合并到 WorldCat
中,用户可以选择检索所有书目或者加州大学

所有图书馆的目录[9] 。

1． 2　 基于跨库检索的聚合

基于跨库检索的聚合是多个数据库系统的

有机优化整合,是对相关数据库内的数据对象

去除重复信息的整合方式。 用户不必逐个登录

数据库,就可以实现对多个数据库的统一检

索[10] 。 如方正 Apabi 数字资源平台整合其现有

数字资源(含图书、报纸、年鉴、工具书和艺术博

物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挖掘,从内容

层面进行包装,为用户提供统一数字资源发布

页面,统一用户管理认证,统一检索入口[11] 。 再

如 Google 推出的 Google Scholar 有助于用户快速

获取网络学术资源,其中涵盖学术出版商、专业

性学(协)会、各高等院校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图

书、期刊论文、报告及其摘要。 这些学术资源的

排序主要根据其与用户搜寻主题的相关度,其
引用情况也会罗列出来。 此外,Google Scholar
还会与用户所属机构的图书馆建立链接关系,
用户可以直接获取本机构已订购的学术资源,
从而真正实现一站式检索[12] 。

1． 3　 基于引证关系的聚合

基于引证关系的聚合主要是借助于引证关

系来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从而将相关文献聚

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 四十多年前,
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ISI)创建出版了《科学引

文索引(SCI)》,从引文角度揭示期刊文献之间

的内在联系。 近几年,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

推动下,ISI 凭借其独特的引文机制和互联网的

链接特性,不仅有效地将自身出版的一系列数

据库聚合在一起,而且也建立了与其他出版公

司的数据库、原始文献、图书馆 OPAC 以及日益

增多的网页等信息资源之间的相互链接,构建

起一个强大的、基于知识管理的学术信息资源

体系[13] 。 NEC 研究院于 1997 年创建学术论文

数字图书馆 CiteSeer[14] ,通过搜索引擎可以获取

计算机领域内的学术论文,并提供引文识别符、
向量空间等机制来对引文进行描述,如标题、作
者、出版年等多种引文的标识。 CiteSeer 以此为

基础,建立引证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的链接关

系,并通过图表及可视化方式来显示某一主题

文献的时间分布。 但是,由于 CiteSeer 是非营利

性机构,而且许多文献无法在线获得,所以其学

术评价功能还有待改进。

1． 4　 基于元数据的整合研究

美国博物馆及图书馆服务中心的数字馆藏

和内容项目( IMLS Digital Collections & Content,
DCC) [15] ,在基于元数据的整合研究方面取得很

大成绩。 该项目主要侧重于资源的互操作问

题,基于元数据实现对 IMLS 资助内容资源的一

站式检索。 现在该项目已不仅仅是整合更多的

资源,而是试图在元数据之间建立关系,以便深

入揭示资源内容之间的关联,帮助用户实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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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现。 在基于元数据的整合中,元数据收割

协议(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
ta Harvesting,OAI-PMH)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框

架由开放文档先导(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OAI)推出,它涉及两类角色:① OAI 数据提供

者:建立和维护元数据,并按 OAI-PMH 的要求

发布给外界;② OAI 服务提供者:从众多遵循

OAI 协议的机构库中收割元数据,经过加工处理

后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16] 。

1． 5　 整合工具与方法的研究

在对馆藏资源进行整合过程中,人们开发

出一些有用的工具,得到广泛应用[17] 。 从 1994
年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一直致力于图书馆异

构数据检索研究,他们所开发出的 InfoBus,将多

种不同的数字资源及服务融合在一起,解决 In-
ternet 上异构数据源之间的互操作问题。 与此

同时, 欧 洲 也 开 展 相 关 课 题 研 究, 如 BIB-
LINK[18] , Renardus[19] , CATRIONA[20] , 等等。
2000 年,比利时根特大学萨姆堡尔研究小组提

出 SFX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把不同来源和不同

通信协议的通信源及相关服务融合在一起,从
而实现不同类型、不同格式和异地分布数字资

源的无缝链接[21] ,同时还可以为用户提供上下

文相关链接服务。 如今,SFX 技术已被嵌入到

国外著名数据库中,如 ISI、CSA、OVID 等,在国

外很多大学也得到应用[22] 。
总的来说,现有的馆藏资源聚合主要针对

文献,基于某种机制或者标准来提供统一的标

识和操作,对不同性质、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

资源进行描述和链接,使相对独立的资源产生

联系,实现对异构资源系统中异质、异类的资源

在逻辑上或物理上有机集中,实现资源的全方

位整合和一步到位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了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异构资源之间人为割

裂的零散、孤立的状态,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资

源集合。 不过,现有的馆藏资源聚合着重于从

数据和信息的层面进行,导致图书馆服务方式

仍以文献查询、原文提供等传统方式为主,对资

源内在特征、知识内容的深度揭示,以及基于语

义层面的知识资源聚合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探索。

2　 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聚合方式

在图书情报界,语义主要用于对文献中蕴

含知识的多维度揭示,偏重于词汇概念、概念关

系和引证关系[23] 。 实现馆藏资源深度聚合的基

本条件是发现资源之间及其内在的语义关联,
语义关系揭示的越丰富,馆藏资源聚合和挖

掘的深度与效果就越好。 基于语义对馆藏资源

进行深度聚合,有助于构建一个内容相互关联、
多维度、多层次的资源体系;有助于将不同主题

学科、不同内涵外延、不同属性关系的知识内容

进行识别、标识和关联,形成集概念主题、学科

内容和科研对象实体为一体的立体化知识

网络。

2． 1　 基于概念及概念关系的聚合

在知识组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概念及概

念间关系的组织与管理,可揭示馆藏资源之间

的语义关联。 概念及概念关系的组织与管理包

括以下方面:
(1)基于概念颗粒度。 各类知识组织体系

通过概念可以实现不同的知识组织目的,但其

概念颗粒度有所不同。 分类法的概念颗粒度比

较粗,适用于学科导航和领域划分等应用;叙词

表知识组织的颗粒度相对较小,适用于从概念

术语和主题角度组织文献信息;本体的语义关

系丰富,概念颗粒度通常比较小,适用于知识挖

掘和语义推理等智能检索领域。 通过对各类知

识组织体系的组合应用,可形成不同颗粒度的

语义关联揭示,从而实现不同颗粒度条件下的

馆藏资源聚合。
(2)基于馆藏资源语义分类单元。 在传统

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主题分类与元数据,将馆藏

资源在种类、属性、主题等各个方面进行分类描

述,储存为不同层次、不同描述属性的语义单

元。 例如,从主题分类角度,馆藏资源可分为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还可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天文等;作为知识承载单位的文献,分类单元可

以是一本著作、一个章节、一个段落、甚至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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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句或术语;资源属性分类可以是数据库、图
片库、光盘或网络资源等。 在不同分类基础上,
研究资源的语义表达方式,可实现基于语义分

类单元来揭示资源之间的语义关联。
(3)基于馆藏资源语义实例。 基于本体论,

概念是通过具体存在的实例表达的,从实例角

度出发,对馆藏资源进行深度聚合,也是一条认

识事物、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在数字馆藏资

源中,可通过数据抽取、知识挖掘等技术,获取

馆藏资源的实例信息,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
各类产品型号、药品名称、疾病名称、物种名称,
等等。 在获取实例后,通过对实例的层次关系

进行分类,可揭示实例相关馆藏资源之间的语

义关联,通过进一步描述和表达,可从实例角

度,将馆藏资源进行聚合。
(4)基于概念关系。 概念关系可分不同的

层次,主要包括概念的包含关系,例如分类法的

类目等级关系,叙词法的属分关系,本体类的树

状结构包含关系等;概念间关系可以根据馆藏

资源聚合的需要,研究采用不同的概念关系种

类实现馆藏资源的语义表达,例如分类法中的

交替类目,叙词表中的相关类目,本体中通用的

概念关系与基于领域知识内涵建立的专业概念

关系,根据馆藏资源的特征和用户需求,使用不

同的概念关系,实现知识的语义表达,揭示馆藏

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
(5)基于概念映射。 通过概念映射实现不

同知识组织体系的互操作,可以揭示基于不同

知识组织体系描述的馆藏资源之间的相互关

联,通过映射特征的调控,实现不同图书馆之间

的馆藏资源深度聚合。 在数学中,映射的基础

概念是设 X、Y 是两个非空集合,如果存在一个

法则是 f,使得对 X 中每个元素 x,根据法则 f,在
y 中有唯一确定的元素 y 与之对应,则称 f 为从

X 到 Y 的映射,记作 f:X →Y,其中 y 称为元素

x(在映射 f 下)的像,而元素 x 称为元素 y(在映

射 f 下)的一个原像。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

映射现象,符合映射的基本数学原理。

2． 2　 基于引证关系的聚合

文献的引证关系是一个大规模的单向无环

网络,体现文献之间知识的流动和继承关系。
利用引证关系可以揭示馆藏资源间的语义联

系,对馆藏文献资源进行聚合研究。
(1)基于引文耦合关系。 通过大量的不同

时期、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引文耦合计算,可
以寻求引文耦合与文献聚合之间的关系,建立

文献之间的参考文献集合相似性模型,构建通

过引文耦合进行文献聚合的通用方法和模型。
(2)基于引证关系路径。 引证关系网络图

中从初始点到终结点中间经过的所有结点的顺

序排列集合,在网络图中可能存在多条这样的

路径。 每条路径具有方向性,可以反映文献引

用的一个时间顺序。 两篇文献之间的路径数目

越多,引文路径总宽度越大,根据引证关系的假

设推理,理论上文献之间的引文共性也就越多,
文献之间的联系也就越多,相关度也就越大。
基于引证关系路径可以对馆藏文献进行语义级

的深度聚合。
(3)基于引证关系强度。 对于存在直接引

证关系的文献,如何评估它们之间的引证关系

强度,需要从引证关系网络中分析与之相关的

同引及同被引文献,从多个角度给出综合的评

估方法。 大多数文献之间不存在直接引证关

系,但经常存在各种间接引证关系、同引关系和

同被引关系等。 通过分析直接和间接引证关系

的强度来计算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一个可

量化的引证关系强度,利用聚类和分类理论实

现对文献的深度聚合。
(4)基于扩展引证关系。 文献中除了文献

主体外,还包含了作者、机构、基金项目等多种

科研实体。 因此,从描述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

中,可以形成科研实体如作者、机构、基金等之

间的引证关系,揭示出科研实体之间在知识点

上的相关性。 利用扩展的引证关系可以实现对

科研实体的聚合,包括同类的科研实体聚合和

异类科研实体聚合。

2． 3　 基于科研本体的聚合

科研本体是指在传统的规范文档基础上,
对各种科研实体,如作者、科研机构、科研活动、
科学基金等进行规范化、本体化描述,形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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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词典。 基于科研本体的语义关联揭示,能够

准确客观地描述和表示学术研究领域的科研实

体。 在此基础上,通过科研实体之间的关联关

系,达到对馆藏资源的聚合。
(1)科研实体关联分析。 在科研本体中,科

研实体之间必然存在多种直接或间接的语义关

系,借助于科研本体,可将现实中的科研实体通

过各种语义关系关联在一起,从而揭示相应资

源之间的语义关联。 对于科研实体之间的间接

关系,可以采用语义推理等模型技术计算其关

联关系,包括从关系路径中推导出现实中实际

的语义关系,以及这种语义关系的强度。 同时

还可以基于关联数据,对馆藏资源进行结构化

深度整序,实现文献资源的语义数据发布、智能

开放获取,提升资源整体的知识化组织程度。
(2)同类科研实体的语义关联分析。 在科

研实体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对同类实体集合按

照它们之间不同的语义关系及强度进行聚合,
即具有相同语义关系且强度越大的实体更有可

能聚合在一起。 首先利用图论知识,研究科研

实体之间关系路径的距离和连通性,两个科研

实体的关系路径越短并且连通性越好,说明它

们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其次是科研实体之间语

义关系的纯粹性,在语义推理过程中,多种不同

的语义关系推理变得复杂甚至还可能导致基于

已知信息产生多种不同的推理结果。
(3)多类科研实体的语义关联集成揭示。

对不同类科研实体作聚合分析,可以揭示不同

类科研实体之间的关联或相关性,比如学者对

期刊或基金项目的贡献。 与同类科研实体聚合

不同,异类的科研实体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属性,
需要利用科研本体中科研实体之间的语义关联

关系,在各个共同特征上去计算相关性。 通过

对科研实体的迭代标注和自动学习,对科研实

体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自动标注,从而解决异类

科研实体的聚合问题。 对多类实体和实体关系

进行标注,并分配合适权重,可以通过计算标注

词的语义相关性得到异类实体的相关性。
(4)不同语种之间的语义关联揭示。 馆藏

资源通常会覆盖多个国家和语言。 随着学者、
科研机构之间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对不

同语言馆藏资源的聚合需求日益突出。 利用

现有机器翻译技术将文献统一成同种语言再

进行聚合的方式虽然具有一定效果,但是还存

在翻译不准确、效率低等诸多局限性。 可以利

用科研本体和双语词典来揭示不同语种资源之

间的语义关联,从而实现跨语言的馆藏资源

聚合。

3　 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聚合服务实现

3． 1　 馆藏资源的语义描述框架

从文献深入到知识单元,从单一载体形式

到多元表征方式,从单一封闭物理馆藏到开放

异构式数字资源分布等,都对馆藏资源组织和

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实现馆藏资源的深

度聚合,首先需要建立语义描述框架对馆藏资

源之间的语义关联关系进行描述。
(1)馆藏资源的通用概念模型。 考虑到 FR-

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Bibliographic Re-
cords,书目记录功能需求)是遵循面向对象方法

和面向图书馆资源的概念框架,而 FRBR 第二、
三组实体则与 FRAD(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和 FRSAR
(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Records,主题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相关,可以

FRBR 为核心,在 FRBR \ FRAD \ FRSAR 三者集

成的综合概念框架之上构建馆藏资源的通用概

念模型,以实现知识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与实

例之间、实例与实例之间、引证关系等多个方面

集成。 馆藏资源通用概念模型建立在用户与资

源之间的语义关联基础上,强调资源组织与用

户任务活动的紧密互动,通过用户需求描述与

表达等建模研究形成用户知识库,基于科研活

动中科研本体构建,围绕馆藏资源数据模型与

用户任务之间映射集成等来实现对馆藏资源的

语义识别和语义关系的有效描述。
(2)馆藏资源集成描述框架。 馆藏资源的

集成化概念模型本身是抽象的,具备理论意义,
然而要发挥其作用就必须通过设计与之对应的

描述机制来落实。 由于 FRBR 家族概念模型与

RDA(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资源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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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取)之间存在固有的描述实现机制,可为馆

藏资源对象提供深度描述,因此可以采用 RDA
作为集成化描述框架的基础。 主要以 RDA 为核

心,特别考虑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中馆藏资源

的 MARC 存储现状以及网络资源的描述规范,
根据通用模型,基于现实描述层面的元数据互

操作(体现为映射转化),通过 RDA 提供的数据

元素定义、属性关系描述、注册取值词表的控制

等多种描述手段,定制设计不同科研情境下的

RDA 应用纲要。 在实现通用描述基础上,增加

个性化与跨专业描述集成的基础。
(3)资源语义编码。 RDF / SKOS / OWL 语义

堆栈是语义网的基础编码表征技术,三者之间

可以实现递进式语义过渡。 遵循馆藏资源集成

描述框架,借助 RDF 对以 RDA 为核心的资源描

述框架进行语义特征描述,使用 SKOS 连接和集

成规范数据与主题概念体系的表征,并与领域

本体 OWL 进行衔接,实现资源语义化的描述。
通过关联锁链,实现 RDF 的三元组结构在开放

关联数据环境中链接路径聚合,通过利用本体

技术对引文进行自动标注,在概念映射基础上

实现更高层次的引文网络交融与合并,实现领

域知识结构的集成。

3． 2　 馆藏资源聚合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馆藏资源蕴含着海量信息和知识,对馆藏

资源进行语义层面的深度聚合后,对其聚合结

果进行可视化展示,使信息语义形象化,可以提

高信息的可理解和可认知性,从而强化馆藏资

源中海量信息的有效利用。 海量信息通过可视

化手段,把非空间数据转换成视觉形式,具备一

定的形象特征,使人的形象思维受到启发,从而

揭示出数据的深层次内涵,即以图形、图像展示

多维空间,显示出数据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

关系和内涵的潜在信息。
(1)聚合结果的可视化布局。 将聚合结果

中的各个信息对象按照用户的视觉理解习惯放

置在给定的可视区域中。 一般来说,语义关系

越接近的信息对象视觉距离越近,反之越远。
需要根据聚合结果中信息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

为任意两个信息对象设定合适的视觉距离和表

现形式来进行可视化布局,同时进一步考虑聚

合结果在多维特征空间中正确表达为二维或三

维空间中的视觉距离。
(2)建立用户深度交互的可视化。 为了让

用户更有效地获取并理解聚合结果中的数据和

内容,需要进一步依据用户需求将这些数据和

内容进行细化、泛化、组合、分裂等操作,这些操

作需要在可视化图形层面上进行。 允许用户对

可视化模型本身的参数进行修订,让用户直接

参与可视化过程等。 因此,需要研究并提供一

种能让用户进行深度交互的可视化模型。
(3)多层次展现聚合结果。 在对聚合结果

进行可视化时,如果能对聚合结果进行不同层

次的展现,从粗粒度到细粒度,从总体到细节,
能使用户从不同层面对聚合结果进行观察、理
解和掌握,并且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可视化结果

进行实时更新,使得用户能及时获得不同层次

的可视化展现。 因此,需要提供展现不同层次

聚合结果的可视化模型。

3． 3　 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聚合服务

馆藏资源的聚合服务作为图书馆知识服务

的一种有效方式,是指图书馆对馆藏资源进行

语义聚合组织,利用对外服务平台,集成各种类

型的资源、数据、服务和能力,整合各种信息、内
容和应用,并与其他服务有机结合,从而满足用

户一体化、知识化和语义化的创新需求。
3． 3． 1　 面向资源主题的聚合服务

首先进行面向馆藏资源聚合的主题识别。
在深入剖析知识组织体系(术语表、叙词表、分
类表等)语义表示机制基础上,基于引证文献和

实体关系对馆藏资源进行无缝检索、关联链接、
集成融汇、流程嵌入和量化计算,以规范化的概

念体系为主干,以引证关系和实体关系为辅助,
从多个维度对资源进行聚合。 其次,建立特定

领域的知识关系网络。 抽取出特定领域的关键

特征和属性,如科学术语、科研要素,按照学科

概念体系,将抽取出的知识对象组织集成到相

关的引证关系网络中,实现对馆藏资源中隐性

知识的深层揭示。 以知识组织体系中的概念和

概念关系为主轴,以引证关系和实体关系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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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来发现和建立馆藏资源的内在聚合关系;利
用引证关系,如共词、共作者、共机构等分析,进
行语义关系计算与分析,提高概念的量化计算

能力,实现知识元相关关系的深度挖掘。 在对

检索结果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构建检索结

果在结构、分布、变化、趋势等方面的总体模式

揭示。 最后,进行主题关联强度量化计算。 通

过识别、挖掘分散在文献资源之中的知识对象

及其相关关系,对主题关联强度进行量化计算,
建立可量化的计算模型,获得更好的统计学解

释,可以更为深入地实现对知识对象的关联、集
成和可视化表示,促进对非结构化的文献信息

进行各种相关的对象关联、计量和分析,实现对

海量馆藏文献信息的深层挖掘、辨识、揭示

和集成。
在面向资源主题的聚合服务中,将综合知

识组织体系、引证关系和实体关系,将馆藏资源

中的主题进行实例化,在知识网络系统的基础

上,将馆藏资源的聚合过程变成一个基于语义

的,能够支持智能检索推理的知识发现过程。
3． 3． 2　 面向知识演化的聚合服务

首先确定知识对象的演化时序路径。 知识

对象主要包括各类专业术语和科研实体要素。
从概念和实体关系的角度,确定以概念为中心、
以时序为坐标的知识要素和知识领域演化解析

的方法,描绘知识领域中的重要关系结构,发现

领域知识演化发展的规律。 其次,对学科领域

内的各研究主题关系进行演化计算。 围绕知识

演化追踪问题,从引证关系的知识表示、知识聚

类和知识演化追踪出发,分析领域内各种研究

主题的演化发展过程,领域内重要科学概念的

挖掘方法和发展时序等,确定适用于馆藏文献

的概念结构聚合和知识演化分析方法。 最后,
监测知识领域的变化发展情况,分析知识的结

构和演化发展过程,揭示科研过程中的学术研

究活动关系,提供信息资源数据关联服务。
在馆藏资源的深度聚合服务中,将主要基

于知识组织体系和引证关系构建新型语义关联

数据服务。 通过概念分析、引证分析实现馆藏

资源的动态关联、有机融合、相互嵌入调用,构
建基于知识内容的演化聚合模型。

3． 3． 3　 面向学术社群的聚合服务

首先,基于科研实体关系和引证关系,应用

学术网络关系挖掘分析的模型及方法,对知识

领域内的学术网络关系进行分析,来实现对领

域科研实体(包括人员和组织)的结构、活动模

式和演化模式的挖掘和揭示。 其次,根据引证

文献中学术参与者(机构和人员)之间合著关

系、引证关系、人员机构变动关系、人员和刊物

关系等的发现和挖掘,呈现团队中的学术交流

情况,识别和发现领域内社团和社团演化过程,
对重要机构、团队、科研人员学术关系网络进行

探测优化,及时反映当前科研领域态势,辅助科

研决策、合作团队选择、主要机构和人员的确

认,更好地为这些科研实体的学术活动提供信

息资源保障服务。
在面向学术社群的聚合服务中,主要基于

引证关系和实体关系来对学术合作关系的紧密

度进行测试,发现、构建并服务于学术社群的

发展。
3． 3． 4　 面向科研决策的聚合服务

科研决策包括国家战略决策和科研团队的

创新决策两个方面。
在宏观层面,以知识组织体系为基础,从引

证关系、科研实体关系等角度把握科研工作的

纵向发展脉络,同时从学科领域的概念对比等

横向角度,对领域内当前研究热点主题进行判

断和识别,发现学科领域的薄弱学科并加以改

善,发掘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新兴研究项目,在
促进科研工作均衡发展的同时推动在若干个领

域取得领先优势,为国家层面的科研管理提供

决策支持。
在微观层面,基于馆藏资源的语义聚合方

法,为科研创新一线的学科专家或者创新团队

提供科研全程服务。 通过引证关系和概念关

系,对科研工作的热点、前沿和趋势进行识别和

计量研究,帮助科研机构确立研究课题、挖掘研

究潜力,实现对学科资源的聚合和有效配置。
从学术查新、文献获取、知识关联与技术路线图

等方面构建集成化科研信息环境,实现学术知

识资源的共享、交流与学术竞争力提升,支持科

研团队的整体创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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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实现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深度聚合是支持

并促进知识学习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采用先进

的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聚合和可视化方

法,对馆藏资源进行组织和展示,能够形成基于

知识关联的新型知识资源集合体,实现跨语言

检索、知识导航、知识评价、知识发现、情报计算

等更具专业性的深层次服务,更好地满足创新

主体对知识信息的深层次需求,从而增进知识

理解、促进知识扩散、推进知识创新。
实现基于语义的馆藏资源深度聚合还可以

推动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 通过对馆藏资

源的深度聚合,促进其从传统检索查询模式向

具有知识导航、自动聚类、自然语言检索和双语

查询等功能的智能检索模式转变;从文献信息

服务向科研对象实体的关联发现、科技热点监

测、科技趋势分析的知识服务转变。
面向馆藏资源的语义描述、识别和语义关

系的挖掘和链接,将使不同语种、不同载体和不

同来源的各种异构文献信息资源得到基于语义

的揭示与组织。 知识组织体系建设、引文分析、
科研实体关联和可视化展示等相关技术的研

究,将极大地提升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促进馆

藏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效益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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