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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映射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国家叙词库语义映射为例∗

鲍秀林　 吴雯娜

摘　 要　 国家叙词库采用以《汉语主题词表》为中心表、其他中文叙词表向中心表映射的模式进行基于概念的语

义集成。 为了研究学科交叉对国家叙词库语义映射造成的影响，本文选取八部叙词表中环境科学大类 ５ １２０ 个

概念，与《汉语主题词表》环境科学大类 ８ ３２９ 个概念进行映射实验。 通过计算机自动匹配发现，多表映射存在一

个概念等同映射到多个概念，多个概念等同映射到一个概念等逻辑问题。 本文以实例形式分析这些逻辑问题的

存在形式，并从概念专指度、概念语义模糊、语义关系结构、学科背景等方面分析产生这些逻辑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些逻辑问题的原则以及映射完整性的判定规则。 图 １６。 表 ５。 参考文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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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研究背景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研究情报检索

语言，迄今为止已经编制综合性或专业性汉语

叙词表 １５０ 多部［１］ ，部分叙词表在大的数据库

知识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伴随着计算机网

络时代的到来，叙词表也从传统的应用模式扩

展到网络应用。 但从资源共享的角度来讲，叙
词表资源种类越多，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就越

大。 众多没有规律、不受控制增长的词表给文

献检索新增了很多困难和麻烦。 此外还有大部

分叙词表以印刷本的形式存在，不为人知，且疏

于管理和维护［２］ 。 因此，改变叙词表的存在状

态，使之易于获取和利用，并在使用中发展和完

善，成为很紧迫的任务。
２０１３ 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担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叙词库构建方式与发

展机制研究”。 国家叙词库除了具备集成词表提

供不同层次的服务与应用的功能外，“整理、保存

我国各学科领域叙词表”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对全国范围内不同学科、不同版本的中文叙词表

提供保存和管理功能，具备收录范围“全”的特

点。 此外，国家叙词库也接纳不同时代、不同版

本的叙词表，包括不断出现的新编叙词表。
国家叙词库的构建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

程，涉及众多方面，但其核心在于多表的语义集

成。 国家叙词库采用以《汉语主题词表》 （以下

简称《汉表》） 为中心词表，其他词表向《汉表》
映射的模式进行基于概念的语义集成［３］ 。 为了

研究国家叙词库语义映射因为学科交叉带来的

影响，笔者选取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技术三大领域的环境科学大类的八部中文叙词

表［４－１１］ 、５ １２０ 个概念，与 《 汉表》 环境科学大

类［１２］ ８ ３２９ 个概念进行映射实验（见表 １），借助

计算机自动匹配的结果见表 ２。 通过分析这些

映射结果，发现多表映射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

出解决办法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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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数据范围

来源表 简称 范畴号 范畴名 叙词（个） 非叙词（个）

大气科学主题词表 大气表 ０７ 大气化学、大气污染 １２３ ２４

煤炭科技文献检索词典 煤炭表 １４ 矿区环境保护 １２５ １６

钢铁工业主题词表 钢铁表
Ｘ５ 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Ｘ７ 三废处理与综合利用
２５８ ３８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主题词表 有色金属表 ２３ 环境科学 ２５８ ６４

化工汉语叙词表 化工表 ２７ 化工污染与环境保护 １ ５１９ １２５

交通汉语主题词表 交通表 ＣＫ 环境科学 ２２２ ２８

环境科学叙词表 环境表

０２ 环境污染与净化

１５Ｃ 大气污染防治

１５Ｄ 水处理与水污染防治

１５Ｆ 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１５Ｇ 放射性污染防治

１５Ｈ 废物处理工艺、设备与材料

１ ０５４ １９８

环境保护档案主题词表 环保档案表 ＳＡ３ 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１ ５６１ ２６３

汉语主题词表 汉表 Ｘ 环境科学 ８ ３２９ １７ ６７４

表 ２　 八部叙词表概念与《汉表》自动匹配的结果

指标 叙词表 大气表 煤炭表 钢铁表 有色金属表 化工表 交通表 环境表 环保档案表 合计

抽
取
数
据

叙词 １２３ １２５ ２５８ ２５８ １ ５１９ ２２２ １ ０５４ １ ５６１ ５ １２０

非叙词 ２４ １６ ３８ ６４ １２５ ２８ １９８ ２６３ ７５６

环
境
科
学
大
类
匹
配

ＳＰＴ－ＯＰＴ ３２ ６９ １２３ １０８ ２９４ １００ ３０３ ３３９ １ ３６８

ＳＰＴ－ＯＮＰＴ ２９ １７ ４２ ４５ １５８ ３５ １４５ １５１ ６２２

ＳＮＰＴ－ＯＰＴ ６ ４ ７ １１ １９ ６ ４８ ３４ １３５

ＳＮＰＴ－ＯＮＰＴ １０ ６ ９ ２４ ２８ １１ ５０ ４３ １８１

词汇匹配 ７７ ９６ １８１ １８８ ４９９ １５２ ５４６ ５６７ ２ ３０６

叙词匹配 ６２ ８６ １６５ １５４ ４５７ １３８ ４５４ ４９３ ２ ００９

　 　 （注：①ＳＰＴ 和 ＯＰＴ 表示来源表叙词与目标表叙词的匹配；ＳＰＴ 和 ＯＮＰＴ 表示来源表叙词与目标表非叙词的

匹配；ＳＮＰＴ 和 ＯＰＴ 表示来源表非叙词与目标表叙词的匹配；ＳＮＰＴ 和 ＯＮＰＴ 表示来源表非叙词与目标表非叙词

的匹配。 ②由于有部分叙词是通过非叙词匹配上，所以存在“叙词匹配”的结果大于“ ＳＰＴ－ＯＰＴ”与“ ＳＰＴ－ＯＮＰＴ”
之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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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映射逻辑问题表现形式

借助计算机，自动映射虽可减少叙词表映

射的工作量，降低映射的复杂度，但仍需要人工

对叙词表术语的概念语义进行正确判断，这也

是保证映射质量的关键因素。 由于依赖计算机

辅助的自动映射使得概念脱离原有的语义环

境，同时不同的叙词表在词形、词义和结构等方

面存在差异，使得多表映射不可避免存在一些

逻辑问题。
在 ＩＳＯ２５９６４ － ２ 提 出 的 三 种 映 射 类 型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中，等同映射（符号为 ＥＭ）优先级

别最高，是识别和处理其他映射关系的基础，等
级映射（分为向上 ／ 宽泛映射和向下 ／ 限定映射）
和相关映射（符号为 ＲＭ）则可在等同映射的基

础上建立，从而丰富概念节点之间的网络关系，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等同映射产生的逻辑问题。

一般来说，两个概念间的等同映射应该是

一对一的，由于等同关系的词语间有完全同义

词也有准同义词、相关词、上 ／ 下位词等，当来源

表和目标表对同义词的处理方式不一致时，基
于计算机自动映射产生的各种逻辑问题在所难

免，比如单个概念等同映射到多个概念或多个

概念等同映射到一个概念等情况。 模型表示见

图 １（注：以下符号“ Ｄ”表示代项词，“ Ｆ”表示下

位词，“Ｃ”表示相关词，“ Ｓ”表示上位词，“ ＢＭ”
表示上位映射，“ＮＭ”表示下位映射，“ ＲＭ”表示

相关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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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映射的逻辑问题表示模型

图 １ 中，概念 ｍ 与概念 ｎ 在内涵上或为完

全同义词或为准同义词（ ｎ 可能是 ｍ 的完全同

义词、近义词、下位词、上位词、相关词），而其等

同映射的两个概念 Ｍ、Ｎ 在另一部表中，表现为

相关关系、属分关系，或没有建立起任何关联，
即 ｍ ＝ ｎ，ｍ ＝ Ｍ，ｎ ＝ Ｎ 时，出现 Ｍ≠Ｎ 的逻辑问

题。 具体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１）当概念 ｍ 与 ｎ 来自来源表，Ｍ 与 Ｎ 为目

标表概念时，表现为一对多的映射问题。
（２）当概念 ｍ 与 ｎ 来自目标表，Ｍ 与 Ｎ 为来

源表概念时，表现为多对一的映射问题。
（３）当一对多和多对一交叉并存时，衍生出

多对多的映射问题；当概念 Ｍ 不存在时，而 ｎ 为

ｍ 的下位词或相关词时，衍生出一对一的映射

问题。
通过对表 ２ 等同映射的结果统计，各来源表

存在一对多和多对一的等同映射逻辑问题，数
量见表 ３。 其中，两部环境专业叙词表的数量最

大，例如《环境表》 中有 ６０ 个概念与《汉表》 中

１４０ 个概念有一对多的映射关联，有 １１６ 概念与

《汉表》中 ５３ 个概念间存在多对一的映射关联。
下面以实例来分析这些逻辑问题产生的原因及

其影响因素，从而提高映射的准确性并制定统

一的处理原则。

表 ３　 来源表一对多和多对一映射数量统计结果

来源表
一对多 多对一

概念量 映射量 概念量 映射量

大气表 ５ １１ １４ ７

煤炭表 ７ １４ ０ ０

钢铁表 １１ ２３ １４ ７

有色金属表 １６ ３６ ２０ ９

化工表 ２２ ５１ ６６ ３０

交通表 ６ １５ ４ ２

环境表 ６０ １４０ １１６ ５３

环保档案表 ６７ １４８ １４８ ６６

由于一对多的等同映射问题和多对一的问

题是互逆的，二者产生的原因以及二者交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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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衍生出来的逻辑问题，其原因也基本一致，所
以只分析其中一个方向的问题即可。

２　 映射的逻辑问题分析

２．１　 来源表代项为同义词

当来源表代项本身是同义词或近义词，表
达一个概念，但在目标表中却将它们建立了其

他关系或者没有建立任何关联，使得它们在目

标表中表达两个概念，这样来源表中的概念与

目标表建立映射时，就会产生一对多的映射

问题。
（１）同义词在目标表为属分关系

一般来说“电除尘器”都是“静电除尘器”，
《有色金属表》中二者为等同概念，《汉表》中编

制者依据字面理解将它们处理为属分关系，实
际上从《汉表》的“电除尘”下位词来看也只不过

是“各种形式的除尘器”而已（见图 ２ 与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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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来源表的同义词在目标表为属分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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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汉表》“电除尘器”等级关系

（２）同义词在目标表为相关关系

如图 ４ 所示，《环境表》中“水污染”和“水体

污染” 本身为等同关系， 《汉表》 中将“水体污

染”和“污染水体”两个不同语义的概念合并为

同义词，与“水污染”建立了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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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来源表的同义词在目标表为相关关系示例

（３）同义词在目标表为兄弟关系

如图 ５ 所示，《环保档案表》中“飞机噪声”
的代项“机场噪声”含义为“飞机噪声的汇合”，
其实质就是“飞机噪声”，二者为同义词。 但是

《汉表》 中依据字面理解为两个不同内涵的概

念，在“环境噪声”族下互为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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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来源表的同义词在目标表为兄弟关系示例

（４）同义词在目标表中无关联

如图 ６ 所示，《钢铁表》中等同关系的“防潮

剂”和“干燥剂”两个近义概念，等同映射到《汉

表》的“防潮剂”和“干燥剂”，但二者在《汉表》
中分别属“防护剂”和“除水剂”，分属两个不同

词族，没有建立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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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来源表的近义词在目标表中无关联示例

２．２　 来源表代项为上位词

如图 ７ 所示，《大气表》将“本底浓度”限定

在“大气科学”范围内，与“大气本底值”建立了

用代关系，但“本底浓度”实际含义为“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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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前的环境状态下，地球生物圈中的大气、水
体、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在自然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其本身原有的基本化学组成和能量分

布”。 从综合词表的角度看，“本底浓度”应该是

“大气本底值”的上位词。 在《汉表》中“本底浓

度”恢复本义与“大气本底（ Ｄ 大气本底值）”建

立了属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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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来源表的代项在目标表为上位词示例

２．３　 来源表代项为下位词

如图 ８ 所示，在《煤炭表》中从其专业的角

度考虑，“水源保护”就是对“地下水保护”，所以

二者建立了用代关系，但从综合词表的角度看，
“水源保护”除了“地下水保护”还有“地上水源

的保护”，所以在《汉表》中二者是上下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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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来源表的代项在目标表为下位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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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来源表的代项在目标表为相关词示例

２．４　 来源表代项为相关词

如图 ９ 所示，《环保档案表》 中“ γ 射线辐

射”与其核心概念“γ 射线”建立了用代关系，自
动匹配到《汉表》的“ γ 辐射”和“ γ 射线” ，二者

为相关关系更合适， 《 汉表》 的处理方式更

合理。

２．５　 衍生的逻辑问题

图 １ 中，当 Ｍ 不存在时，ｍ 代项 ｎ 为下位词

或相关词时也会衍生同样的逻辑问题。
（１） 目标表代项为下位词的多对一问题

衍生

如图 １０ 所示，《化工表》中有概念“苯酐生

产尾气”，基于词形精确匹配到《目标表》 “尾

气”，原因是《汉表》 中“尾气” 代“苯酐生产尾

气”，推导的“苯酐生产尾气 ＝ 尾气” 是错误的，
二者实为属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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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代项为下位词导致的一对一映射问题

（２） 目标表代项为相关词的多对一问题

衍生

如在《有色金属表》中，“毒物脱除”自动匹

配到《汉表》“毒物控制”，二者实质为相关关系，
在来源表中没有“毒物控制”一词（即阴影部分

不存在），“毒物脱除”与目标表的“毒物控制”
建立相关映射更合适（见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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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代项为相关词导致的一对一映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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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映射影响因素分析

《希望工程指南》 （ Ｄｅｓｉ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中提出，因不同的叙词表编制规则及应用等方

面存在差异，映射是一个复杂、耗时的过程。
Ｄｏｅｒｒ［１３］ 认为术语选择、先组和后组程度、学科

覆盖范围、语义概念和语义关联的不同是影响

叙词表映射的主要问题。 叙词表的映射需要考

虑词表的学科背景（应用方向）、编制规则、专指

度等异质性问题，综合实际需要，才能达到预期

的映射效果。

３．１　 概念专指度

一般来说，某一学科范畴的核心概念基本

是确定的，每部词表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和编

制规则来选词收词。 通常情况下，综合叙词表

的概念专指度相对较低，专业叙词表概念专指

度相对较高；小型叙词表概念专指度相对较低，
大型叙词表概念专指度相对较高。 而叙词表概

念专指度高低直接影响映射结果。 例如，《化工

表》的“有害废弃物海上焚烧”“空心毛细管填充

柱”等，《环境表》“电子射线脱硫” “玻璃棉过滤

器”等，在《汉表》仅收录了其上位或相关概念。

这是因为《化工表》 仅收录化工相关的专业词

汇，所以可收录更为专业的词汇，而《汉表》是一

部综合词表，考虑其收词量有限，一般收录的词

较为宽泛。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化工表》中

过于专指的概念在《汉表》中没有能直接与其等

同映射的概念。

３．２　 概念语义模糊

在研究背景中提到同义词处理，由于代项

中加入下位词、相关词等，使得概念的语义模

糊，这会直接导致映射的准确性问题。
如表 ４ 中，前面 ４ 例为代项中代入下位词而

不宜采用用代推导建立等同映射，建立上位映

射更妥。 除了《汉表》对低频词的处理规则，也
存在编制人员对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做的处理，
第 ５ 个例子来源表将“大气监测”等同于“大气

污染监测”，但在《汉表》中这两个词处理为上下

位关系，处理时可依据《汉表》的思维理解为此

处是以大代小；第 ６ 个例子也是目标表以大代

小，但是这个大的概念却被上位词“辐射剂量”
做了限定，而来源表没有对该词做学科限定，这
样既不能建立上位映射更不能建立等同映射，
可以建立相关映射。

表 ４　 概念大代小示例

编号 来源表 概　 　 念 《汉表》概念

１ 大气表 工业污染云 烟云（Ｄ 工业污染云）

２ 大气表 光化学烟雾 化学烟雾（Ｄ 光化学烟雾）

３ 化工表 苯酐生产尾气（Ｓ 空气污染物） 尾气（Ｄ 苯酐生产尾气）

４ 大气表 体积排放速率（Ｃ 质量排放率） 排放速率（Ｄ 体积排放率）

５ 大气表 大气监测（Ｄ 大气污染监测） 大气监测（Ｆ 大气污染监测）

６ 有色金属表 最大允许剂量（Ｓ 最大允许水平 Ｚ 标准） 允许剂量（Ｄ 最大允许剂量 Ｓ 辐射剂量）

　 　 我国词表编制高峰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前，当初收录的词在随后的时间中可能被用得

少，或有新生词出现，所以来源表中有一部分叙

词，因其低频使用，《汉表》在编制时被作为上位

词的入口词处理。 也即源词表中某一叙词，在

《汉表》中为非优选词，且对应的优选词概念范

围比该词大（上位词）。

３．３　 语义关系结构

叙词表中的概念并非孤立存在，与其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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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关系息息相关。 概念映射需要综合考

虑词语以及词间关系，除了等同关系，还要考

虑上、下位和相关等语义关联。 每一部词表都

是一套独立的知识组织体系，因编制规则、编
制人员知识背景以及收词专指度等的不同，编
制的语义关系也会不一样，从而影响概念的

映射。
例如“废物综合利用” 一词，在 《化工表》

《环境表》《有色金属表》 《汉表》 中的关系结构

见表 ５。 其中《化工表》中“综合利用”与“废物

综合利用”没建立任何关系，《环境表》中二者为

用代关系，《有色金属表》中“废物利用” 与“综

合利用” 是属分关系，而在《汉表》 中“废物利

用”与“废物综合利用” 为用代关系， “废物利

用”的上位词“资源利用”和“综合利用”都指引

参到“利用”。 《环境表》的下位词基本可直接与

《汉表》中相应下位词映射，但是《化工表》的下

位词都不可以。 《有色金属表》的“废物利用”与

“余热利用”“尾矿综合利用”为同级关系，但在

《汉表》中三者分别在不同词族中，意味着映射

到三个不同词族。

３．４　 学科背景

叙词表中任何一个叙词的内涵，除了受其

上下位词、相关词的限定外，还需要考虑所在词

表的学科背景和叙词表应用的范围，词形相同

的概念有可能表达不同的含义，因而不能直接

建立等同映射。
如上例《环境表》中“废物利用”代“综合利

用”，意味着“综合利用”的内涵限定在“废物利

用”的范畴内，而《汉表》中“综合利用” 是一个

通用性概念，外延比《环境表》的“综合利用”要

宽，所以尽管《环境表》 “废物利用” 和《汉表》
“综合利用”通过非叙词词形匹配上了，但不能

建立等同映射。 而《有色金属表》的“综合利用”
没有任何上位限定，其代项中近义词也不具备

太多限定意义，所以可以和《汉表》 “综合利用”
建立等同映射。

综上所述，虽然基于词形或同义词匹配的

表 ５　 “废物综合利用”语义结构示例

《化工表》 《汉表》

废物综合利用 废物利用（摘录）

Ｓ 化工污染与环境保护 Ｄ 废物资源利用率

Ｆ１ 废物 Ｄ 废物综合利用

Ｆ１ 废物处理 Ｄ 三废综合利用

Ｆ１ 废物处理装置 Ｄ 变废为宝

Ｆ１ 废物管理 Ｄ 废弃物利用

Ｆ１ 废液回收 Ｄ 废品利用

Ｓ 资源利用

综合利用　 Ｆ２７ Ｆ１ 废气利用

Ｓ 生产管理 Ｆ１ 污泥利用

Ｆ１ 废液利用

《环境表》 　 　Ｆ２ 废水利用

废物利用 　 　Ｆ２ 废酸利用

Ｄ 综合利用 　　 Ｆ２ 废油利用

Ｄ 三废综合利用 Ｆ１ 固体废物利用

Ｆ１ 废气利用 　 　Ｆ２ 废渣利用

Ｆ１ 废水利用 　 　Ｆ２ 废纸利用

Ｆ１ 废物资源化 　 　Ｆ２ 废玻璃利用

Ｆ１ 粪便利用 　 　Ｆ２ 废塑料利用

Ｆ１ 固体废物利用 　 　Ｆ２ 垃圾发电

Ｆ１ 污泥利用 Ｆ１ 污泥利用

Ｆ１ 余热利用 Ｃ 利用

《有色金属表》 综合利用（摘录）

废物利用 Ｆ１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Ｓ 废物处理 Ｆ１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Ｓ 综合利用 　 　Ｆ２ 矿石综合利用

　 　 　 　 　Ｆ３ 尾矿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Ｘ７５ 　 　 　 　 　Ｆ３ 煤矸石综合利用

Ｄ 综合回收 Ｆ１ 煤气综合利用

Ｆ１ 废物利用 Ｆ１ 木材综合利用

Ｆ１ 尾矿综合利用 Ｆ１ 水资源综合利用

Ｆ１ 余热利用 Ｃ 利用

Ｃ 炉渣处理 Ｃ 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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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度很高，但是并非词形相同或相似就等于

概念内涵相同。 总之，影响映射的因素有很多，
可能不止笔者上述列出的几类情况，如要建立

正确的映射关系，需要根据该术语的语义环境

进一步判断其正确的含义，从而确保映射的准

确性。 人工对概念内涵判定时，需要从以下四

个方面考虑［１４］ ：①词表学科范畴；②术语的释

义；③术语的语义结构；④术语的用代关系。 从

范畴、释义、语义结构、用代关系的角度来确定

来源表概念的真正内涵与外延，继而与目标表

建立正确的映射关系。

４　 映射中逻辑问题的处理规则

４．１　 一对多的逻辑问题处理规则

不论是叙词表的编制者对词间关系处理不

一致，还是来源表或目标表本身对概念处理错

误所导致的一对多映射问题，因为来源表与目

标表构建好的词间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在处理

这类逻辑问题时，能做的就是修改映射类型。
针对一对多的映射情况，统一的处理规则为以

优选词表达的概念为准，断开基于非优选词词

形自动匹配的映射关系。
如图 １２ 所示，不论目标表中 Ｍ、Ｎ 之间是何

种关系，都以来源表优选词 ｍ 为准，断开非优选

ｎ 映射关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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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一对多映射问题处理规则

４．２　 多对一的逻辑问题处理规则

当目标表中同义或近义的两词在来源表中

未构建等同关系或建立其他关系时，则保留自

动推荐的映射关系。 当目标表代项为下位词或

相关或核心概念的方面词时，处理情况则以《汉

表》的优选词（或核心词）表达概念为准，由自动

推荐的等同映射改为上位映射或相关映射。 如

图 １３ 所示，ｎ 为下位词时，与 Ｍ 建立上位映射；
Ｎ 为相关词时，与 Ｍ 建立相关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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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目标表代项为下位词 ／相关词的处理规则

４．３　 衍生的逻辑问题处理规则

衍生的多对多映射问题处理规则为断开因

非优选词等同映射的关系链即可。 在来源表概

念 ｍ 不存在的情况下，当 ｎ 为 Ｍ 下位概念，与 Ｍ
的等同映射关系改为上位映射；当 ｎ 为 Ｍ 相关

概念，与 Ｍ 的等同映射关系改为相关映射。

５　 结语

映射过程中为了确定正确的映射类型，需要

对等同映射涉及的概念及词群进行语义分析，对
于语义不明确的词群一般以优选词表达的概念

为主。 等同映射的判断依据为两个概念的位置

互换后，原来概念体系的语义关系仍然成立。 在

等同映射的基础上，可对各自语义关系中无等同

映射的概念建立等级映射或相关映射。
一般来说，来源表的一个概念只能等同映

射目标表的一个概念，但等级映射和相关映射

都有可能出现一对多映射情况，从逻辑上是允

许存在的。 在没有等同映射的前提下，在进行

等级映射或相关映射时，判断该概念映射完整

的依据如下。
（１）来源表的概念 Ｓ 在目标表中至少要有

一个对应的上位概念 Ｍ 和一个对应的下位概念

Ｎ，这样才能在目标表的知识组织体系中找到该

概念的确定位置（见图 １４）。 如《交通表》中“鸟

兽害”在《汉表》中没有与之等同映射的概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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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位映射到“动物灾害”，下位映射到“鸟害”，
该概念在《汉表》的知识组织体系中准确定位在

“动物灾害”和“鸟害”之间，如此才算完整，两者

缺其一都不能算完成映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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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中间完整映射

（２）来源表概念 Ｓ 的上位映射概念 Ｎ 是目

标表中最小的（即等级关系链的最底端），目标

表中不存在一个概念比 Ｎ 小，同时又比 Ｓ 大的

情况（见图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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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上位映射的完整性

（３）来源表中概念 Ｓ 下位映射上的概念 Ｍ
是目标表中最大的（即等级关系链的顶端，族首

词），即目标表中不存在一个概念比 Ｍ 大，同时

又比 Ｓ 小的情况（见图 １６）。
来源表中一个概念等级映射到目标表，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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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下位映射完整性

述三种情况下才表示该概念的映射工作完成。

但是实际上存在如图 １６ 中有上位映射概念 Ｍ，
没有下位映射概念 Ｎ，而概念 Ｓ 又不在等级链最

低端的情况，这表示目标表的等级关系构建不

完整，此种情况除了上位映射到概念 Ｍ，还应该

建立 １—２ 个相关映射才算完整。 例如，《环境

表》中“玻璃棉过滤器” 上位映射到“纤维过滤

器”，其与“纤维过滤器” 下位词“纤维球过滤

器”又不能建立上位映射，此种情况需要再建立

合适的相关映射来表达正确的概念内涵，例如

ＲＭ“纤维棉”。
（４）相关映射的完整性：相关关系的无方向

性，使得相关映射也无方向性，相关映射的完整

性也很难从逻辑角度进行判断，需要对概念进

行语义分析。
总之，通过不同词表的语义映射，不仅对不

同词表间的兼容性和语义规范以及国家叙词库

的质量提升有很大帮助，还能够丰富和补充《汉

表》自身的语义关系，促进我国词表的集成应

用。 而通过分析语义映射的逻辑问题及影响因

素，可以为实际映射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也

就是说，概念的映射既要考虑其语义环境，判断

映射的准确性，也需要判断概念映射的完整性。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受实验数据的限制，可能还

有一些逻辑问题并未完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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