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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知识组织的概念关联研究
∗

王忠义　 彭思源　 夏立新

摘　 要　 大科学时代,跨学科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给跨学科知识服务带来了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 为

提供跨学科知识服务,图书情报人员需要对不同学科知识进行跨学科组织,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是实现跨学科知

识组织的关键。 为此,本文首先从概念归纳和概念移植两种概念生成方式出发,对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

进行分析,为跨学科概念关联发现提供理论支撑;而后,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构建跨学科概念关联发现的

概念表示模型,充分揭示学科概念的特征,实现学科概念的全息表达;接着,基于学科概念表示模型,从语法关联、语

义关联和语用关联三个维度探讨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实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七

种方式,为实现跨学科知识组织奠定基础;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学科概念表示模型、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法

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式在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发现中具有跨学科性、多维性、学科针对性、语义性和系统性等

优势,这对于支撑跨学科知识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 图 9。 表 2。 参考文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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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ig
 

science
 

era with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log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
 

discipline
 

knowledge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re
 

gradually
 

exposed.
 

In
 

this
 

context there
 

is
 

an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
 

to
 

break
 

through
 

discipline
 

barriers
 

and
 

integrate
 

different
 

discipline
 

knowledge
 

to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refo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bring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challenges
 

to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ervices.
 

To
 

provide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ervic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ff
 

urgently
 

need
 

to
 

organiz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the
 

key
 

to
 

achieving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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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correlation
 

ought
 

to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At
 

present although
 

some
 

concept
 

correlation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such
 

as
 

co-word
 

analysis knowledge
 

mining
 

method and
 

literature-related
 

discovery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in
 

using
 

these
 

methods
 

to
 

realize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ys
 

of
 

discipline
 

concept
 

generation.
 

By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in
 

the
 

ways
 

of
 

concept
 

induc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deduc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metaphor it
 

is
 

concluded
 

that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discovery.
 

Second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abo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ncept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discover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hich
 

not
 

only
 

fully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concepts
 

but
 

also
 

realizes
 

the
 

deep
 

semantic
 

mining
 

of
 

concepts.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discover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
 

similarity
 

calculation semantic
 

similarity
 

calculation and
 

pragmatic
 

similarity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seven
 

way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concepts
 

are
 

related
 

in
 

the
 

three
 

levels
 

of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hich
 

contributes
 

to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inally from
 

Chinas
 

discipline
 

system discipline
 

pair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pairs
 

under
 

these
 

discipline
 

pairs
 

are
 

randomly
 

selected
 

to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usability
 

of
 

the
 

discipline
 

concept
 

representation
 

model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method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s
 

a
 

result the
 

cas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scipline
 

concept
 

representation
 

model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methods and
 

way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ve
 

the
 

advanta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multi-
dimensional disciplinary

 

specific semantic and
 

systematic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correlation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supporting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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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2
 

tabs.
 

4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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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大科学时代,许多科学问题(如经

济、科技和生态等领域的复杂问题) 的范围、规
模不断扩大,呈现出高度综合性特征。 在这一

背景下,单一学科知识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议题。 随

着跨学科研究逐渐增多,科研人员对跨学科知

识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给图书情报学

带来严峻挑战。 图书情报人员需要对不同学科

知识进行跨学科组织,以突破学科壁垒,整合不

同学科知识,满足人们的跨学科知识需求。 知

识组织的基础是知识组织系统(如叙词表、本

体、语义网等),若要实现跨学科知识组织,就需

首先构建跨学科的知识组织系统。 知识组织系

统的核心在于概念及概念间关联的描述和揭

示[1] ,有效挖掘学科概念间的跨学科关联就成

为实现跨学科知识组织的关键。 当前已经存在

一些概念关联的方法,如文献计量的方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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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的方法、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等,然而

在借助这些方法实现跨学科概念关联时仍存在

一些困难,究其原因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在研究

范式、学科文化等方面存在严重隔阂,各学科都

构建了自己的术语体系,由此形成的一个个学

科知识孤岛,给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带来了

严重阻碍。 可见,若要实现跨学科知识组织,急
需打破学科隔阂,深入剖析学科概念特征,探索

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问题。 为此,本文对学

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跨

学科知识组织提供支撑。

1　 研究综述

揭示概念关联是知识组织研究的起点[2] 。
依据概念关联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已有的概

念关联方法可划分为通用概念关联方法和跨学

科概念关联方法。

1. 1　 通用概念关联方法

依据方法性质的不同,通用概念关联方法

又可细分为基于文献计量的概念关联和基于相

似匹配的概念关联。
1. 1. 1　 基于文献计量的概念关联

基于文献计量的概念关联主要通过共词分

析来实现,基本思想是通过统计文献集中两两

概念的共现情况来反映其关联强度。 如 Rokaya
等[3] 采用共词分析揭示领域内术语之间的联

系;王立学等[4] 以情报学领域为例,通过关键词

共现来揭示领域内研究主题(关键词)之间的关

联关系;叶鹰等[5] 利用关键词共现揭示概念之

间的关联关系。 基于文献计量的概念关联方法

虽然可操作性强,但是该方法较少从语义关联

的角度揭示概念间的关联,准确性低,所以采用

该方法进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分析时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1. 1. 2　 基于相似匹配的概念关联

基于相似匹配的概念关联主要借助知识挖

掘方法,通过概念相似度计算来实现,经历了基

于字面匹配的概念关联和基于概念匹配的概念

关联两个阶段。
(1)基于字面匹配的概念关联

基于字面匹配的概念关联通过计算概念间

名称的相似度来揭示概念是否相关,比较经典

的算法有编辑距离法[6] 、Jaccard 系数[7] 等。 其

中,编辑距离法通过衡量一个字符串转换为另

一个字符串的最少操作次数来计算概念名称相

似度;Jaccard 系数通过计算两个概念字符串集

合的交集和并集的比值大小来得到概念相似

度。 然而,由于名称相同的学科概念在不同学

科中的含义可能不同,或者不同学科中语义相

似的学科概念名称也不一定相似,因此,用基于

字面匹配的方式来发现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

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2)基于概念匹配的概念关联

基于概念匹配的概念关联强调对概念语义

的理解,可细分为基于语料库的概念关联、基于

语义词典的概念关联和基于混合资源的概念关

联三类[8-11] 。
基于语料库的概念关联通过概念上下文信

息的概率分布来计算概念语义相似度。 如 Sal-
ton[12] 提出了词袋法( Bag

 

of
 

Words),该方法将

词汇上下文中其他词汇的概率分布表示为词汇

情境向量,通过计算向量间的夹角余弦值来得

到词汇语义相似度;Deerwester 等[13] 提出的潜在

语义分析法(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是对词袋

法的改进,该方法通过构建词汇—文档矩阵来

降低原始向量空间的噪音;韩普等[14] 基于中文

大规模语料库构建了词汇共现网络,并在复杂

网络的基础上进行词汇相似度计算。 基于语料

库的概念关联方法能够通过概念上下文情境反

映概念语义相似度,但是仅通过上下文信息很

难反映学科概念的学科特性,因此在学科概念

的跨学科关联发现中具有局限性。
基于语义词典的概念关联主要依据语义词

典所描述的概念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等计算

概念语义相似度,主要包括基于语义距离的方

法、基于特征匹配的方法、基于信息量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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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四种类型。 具体而言,基于语义距离

的方法依据概念在语义词典中的路径长度来计

算相似度,如 Rada 方法[15] ;基于特征匹配的方

法依据概念的特征如性质、作用等属性的重合

度来计算概念相似度,较为经典的是 Tversky 方

法[16] ;基于信息量的方法依据两个概念共享信

息的多少来计算相似度,如 Resink 方法[17] ;混
合方法是指将上述单一方法混合起来,具有代

表性的是 Rodriguez 提出的 MD 模型[18] 。 基于

语义词典的概念关联方法能准确反映出概念语

义的相关性,但揭示的概念关联是普遍意义上

的语义关联,不具有学科针对性,所以利用该方

法进行跨学科概念关联分析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由于单一的概念关联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

端,所以基于混合资源的概念关联方法应运而

生,如 Li 等[19] 探讨了基于多种信息源计算词汇

语义相似性的算法,张硕望等[20] 将知网与搜索

引擎融合起来计算词汇语义相似度,吴克介和

王家伟[21] 提出一种融合知网和搜索引擎的词汇

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 基于混合资源的概念关

联方法在概念相似度计算上能够得到更加客观

准确的结果,但是它所发现的语义关联仍然不

具有学科针对性。

1. 2　 跨学科概念关联方法

跨学科的概念关联方法是指揭示不同学科

概念间关联关系的专门方法,具体表现为非相

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

方法是 Swanson 教授[22] 于 1986 年创建的,旨

在从表面上不存在任何联系的独立学科文献

间发现跨学科的隐含未知的联系[23-24] 。 依据

知识发现的模式,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可

分为基于非相关文献二阶知识发现和基于非

相关文献三阶知识发现的跨学科概念关联

方法。
1. 2. 1　 基于非相关文献二阶知识发现的跨学

科概念关联

基于非相关文献二阶知识发现的跨学科概

念关联建立在 Swanson 提出的 ABC 模式上,基
本思想为:用 A、B、C 代表三个概念,若在已经发

表的某学科文献中表明 A 与 B 存在关联,而在

另一个学科已发表的文献中表明 B 和 C 存在关

联,由逻辑递推关系可知 A 和 C 之间可能存在

隐含联系,且这种关联事先并未被任何文献所

记载。 Swanson 最早将这一模式应用至生物医

学领域,发现了“雷诺氏病” 与“鱼油”、 “偏头

痛” 与 “ 镁 ” 两 对 跨 学 科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联

性[25,26] ;我国学者黄水清[27,28] 等为验证非相关

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中文文献中的适用性,先
后采用闭合式和开放式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

法在中文文献中重现“雷诺氏病” 与“鱼油”、
“偏头痛”与“镁”两对概念的知识发现过程;刘
小慧等[29] 运用闭合式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

挖掘潜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主题。 基于非相关

文献的二阶知识发现是目前跨学科概念关联的

主流模式[30] ,但是该方法不能完全反映出概念

的语义内涵,准确性有待提高。
1. 2. 2　 基于非相关文献三阶知识发现的跨学科

概念关联

非相关文献的三阶知识发现方法由我国学

者李勇等[31] 提出,基本思想为:用 A、B、C、D 代

表四个概念,若 A 和 B、B 和 C、C 和 D 分别在不

同组的文献中共现,由逻辑递推关系可知 A 和

D 之间可能存在隐含联系,且尚未有文献记载 A
和 C、A 和 D、B 和 D 之间的关系。 基于非相关

文献三阶知识发现的跨学科概念关联能够挖掘

出许多基于非相关文献二阶知识发现无法发现

的潜在关联,但其仍无法揭示概念语义内涵,因
此存在局限性。

综上,目前通用的概念关联方法和已有的

跨学科概念关联方法在实现学科概念跨学科关

联时均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为:①通用的概念

关联方法缺乏学科针对性,它主要通过概念的

名称相似或语义关联来揭示相关概念,揭示的

关联只是从概念一般特征的角度出发,缺乏对

概念学科属性、学科使用情境等学科特征的揭

示,而跨学科的概念关联发现须以学科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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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充分结合概念的学科特征,发现更为具体的

概念关联;②已有的跨学科概念关联方法缺乏

语义深度挖掘,它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对不同

学科潜在的相关概念进行揭示,没有完全反映

概念自身的语义特征,因此无法实现对不同学

科概念关联的准确揭示。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

对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进行研究,以支撑跨

学科知识组织的深入发展。

2　 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

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旨在揭示不同学科

的相关概念,建立学科概念间的跨学科联系。
为此,本文提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研究框

架(见图 1)。 具体而言,首先从概念归纳和概念

移植两种概念生成方式出发,分析学科概念跨

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接着,在学科概念跨学科

关联形成机制的指导下,基于对学科概念的语

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构建学科概念表

示模型;然后在学科概念表示模型的基础上从

学科概念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次探讨学

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实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

总结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式的复杂类型,以
期为跨学科知识组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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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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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分析

在对学科概念进行跨学科关联时,若要真

正打破学科藩篱,建立学科概念间的跨学科联

系,就需要探讨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

制。 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又与学

科概念生成方式密不可分,学科概念的生成方

式包括归纳和移植两种,在不同的概念生成方

式下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不同。 为

此,本文分别基于归纳和移植两种概念生成方

式对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进行分

析,以期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提供理论支撑。
2. 1. 1　 基于概念归纳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

形成机制

归纳作为学科概念生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是
指某学科通过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察形成经验

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实例对象的特

征属性,最后以学科概念的形式把这种思维结晶

固定下来的过程。 由此可见,基于归纳的学科概

念生成过程具有相对的学科独立性,那么在这一

情境下学科概念中的跨学科关联是如何形成的?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之所以不同学科通过各自归

纳形成的学科概念间仍存在跨学科关联,主要原

因在于学科概念所反映的实例对象间存在关联

性,也即基于概念归纳的跨学科概念关联主要是

由于不同学科实例对象间存在相似性和相关性

(见图 2)。 由于不同学科研究的实例对象具有关

联性,因此尽管从不同学科实例对象抽象出的概

念的术语名称不同(也即术语异构),但是概念内

涵(也即属性)却存在跨学科关联。 可见,基于归

纳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主要体现在概念属性

和概念实例对象的跨学科关联上。 例如植物学

和动物学研究的实例对象植物和动物在生长规

律上具有相似性,因此,通过各自归纳形成的“发
芽”概念和“出生”概念,虽然术语名称不同,但都

表征了一种新生的状态属性,体现出学科概念跨

学科关联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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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概念归纳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形成机制

2. 1. 2　 基于概念移植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

形成机制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把学科概念间的交流,
即由一个学科引入至另一个学科的现象叫作跨

学科概念移植。 跨学科概念移植在概念生成中

被广泛应用,是学科知识创新的重要方法,其优

势在于用熟悉的概念说明新现象和新知识,从

而为人们提供一个易于理解的概念框架,简化

概念生成的复杂程度。 跨学科概念移植能够直

接反映学科概念间的跨学科关联,具体包括跨

学科概念演绎和跨学科概念隐喻两种不同的移

植方式,在不同的移植方式下,学科概念跨学科

关联的形成机制不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

表现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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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跨学科概念演绎的学科概念跨学

科关联形成机制

跨学科概念演绎是指基于学科概念的本质

内涵,学科概念演绎至其他学科产生新知识的

一种方式。 在学科概念的跨学科演绎过程中,
新学科在继承原概念的本质属性的同时,会根

据学科自身需求对原概念进行适应性改造,赋
予原概念新的学科内涵以形成新概念,且原概

念和新概念在概念术语名称上也呈现出演化现

象,能够反映学科概念跨学科演绎的特征(见图

3)。 由此可见,基于跨学科概念演绎的学科概

念跨学科关联主要是由于原概念与新概念之间

的本质的同一性导致的,跨学科概念关联相应

地体现为概念名称的跨学科关联和概念属性的

跨学科关联,且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不仅存

在于原概念与新概念之间,也存在于同源演绎

出的新概念之间。 在此本文以“熵”的跨学科演

绎过程为例,“熵”最初起源于热力学,表达运动

的无序性和混乱性,后基于这一本质意义在多

个学科进行了跨学科概念演绎,如信息学中的

“信息熵”、生物学中的“负熵” 和数学中的“测

度熵”等概念,它们在概念名称和属性上都具有

一定的跨学科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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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跨学科概念演绎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形成机制

(2)基于跨学科概念隐喻的学科概念跨学

科关联形成机制

跨学科概念隐喻是指通过对一个学科(源

域)概念的理解去认知另一个学科(目标域)的事

物,进而建构出新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

段。 它具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跨学科概念隐

喻的发生离不开特定的情境空间,只有在特定情

境之中,才能顺利将源域的概念一一映射至目标

域,从而建构新学科的概念来认识新事物;其次,
跨学科概念隐喻以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相似特

征(也即属性)作为依据进行“跨域映射”,实现不

同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 参与映射的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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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域概念的部分特征,而源域特征的选择则依

赖于特定的情境空间,在特定情境之中,源域的

特征一一映射至目标域,从而建构新学科的概念

来认识新事物。 由此可见,基于跨学科概念隐喻

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是在特定的情境空间中

生成的一种跨学科语义映射,因而,基于跨学科

概念隐喻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主要表现为概

念内涵的跨学科关联和概念情境的跨学科关联

(见图 4)。 具体而言,跨学科概念隐喻通过概念

属性的映射以使目标域的概念更加明晰,进而实

现概念属性的跨学科关联。 在跨学科概念隐喻

中,情境空间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主题情

境,实际上研究主题是没有学科界限的,多个学

科可能从事同一个主题的研究,这为学科概念的

跨学科关联提供了可能性。 例如计算机科学在

认识“计算机”这一概念时,将其隐喻为生命科学

的“大脑”,从而在“信息处理”这一主题域下,实
现了跨学科隐喻概念对“大脑—计算机”之间“记
忆—存储” “记住—写入” “回忆—可读”等属性

的跨域映射,从而建立起生命科学的“大脑”与计

算机科学的“计算机”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跨学

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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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跨学科概念隐喻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形成机制

　 　 综上所述,基于概念归纳的学科概念跨学

科关联表现为概念属性和概念外延的跨学科关

联,基于跨学科概念移植的学科概念跨学科关

联表现为概念名称、属性和情境的跨学科关联。
由此可见,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主要表现在学

科概念名称、属性、外延和情境上,也即概念的

语法、语义(包括属性、外延)和语用三个层面。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全面且有效地发现学科概

念的跨学科关联关系,下文从语法、语义和语用

三个层面对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中的学科概念

表示模型进行构建,为跨学科概念关联方法的

提出奠定基础。

2. 2　 学科概念表示模型构建

学科概念表示是使概念结构化、符号化的

过程,在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前文可知,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主要体现

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上,为此,本文从语法—语

义—语用三个层面进行学科概念表示(见图 5),
以期实现对学科概念的全息表达。 具体而言,
通过对学科概念的语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

分析,得到学科概念在语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

的具体描述内容,而后集成为学科概念描述框

架。 其中,语法层与学科概念的形式结构直接

相关;语义层研究学科概念的内涵意义,在全面

揭示概念学科特征的同时实现概念语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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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语用层则侧重于研究学科概念的使用情 境,也是概念学科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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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科概念表示的分析框架

2. 2. 1　 学科概念的语法分析

学科概念的语法分析是指对学科概念进行

词法分析,研究词的组织规律。 在学科研究

中,学科术语是各个学科为准确表达本领域内

的学科概念而创造和使用的专门词语,因此学

科概念的语法分析主要体现为对学科术语进

行词法分析,即以词素为基本单元,对学科术

语的内部构造进行研究。 词素是学科术语的

构成材料,它们可以单独或联合构成学科术

语,绝大多数的学科术语都是由词素联合构成

的。 此外,术语的内部词素及词素的组合方式

决定了其词法结构,进而决定了术语的意义。
例如“科学” 和“学科” 两个术语均由“ 学” 和

“科”两个词素构成,但是两个词素的不同组合

方式决定了术语意义存在差异。 可见,学科概

念表示模型的语法层可以从术语名称、术语成

分和术语结构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其中术语名

称是学科概念的符号表示,术语成分揭示构成

学科术语的词素,术语结构描述词素之间的词

法结构。
2. 2. 2　 学科概念的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的目的是对概念意义进行揭示,
以得到学科概念表示模型在语义层的具体描

述。 概念分析法作为一种意义分析方法,能够

通过分解式分析和关联式分析两个方面从内部

和外部全面揭示概念的意义[32] 。 本文基于概念

分析法对学科概念进行语义分析(见图 6),以解

决当前大多数概念关联方法缺乏学科针对性和

语义深度关联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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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科概念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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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学科语义三角的学科概念分解式

分析

Ogden 和 Richards[33] 提出的语义三角论揭

示了概念、符号和对象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学

科概念分解式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将语

义三角论迁移应用至具体的学科概念,则可以

得到学科语义三角(见图 7)。 学科语义三角能

够揭示出学科术语、学科概念和学科实例之间

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包含以下几点含

义:①学科概念和学科术语体现了内容和形式

的辩证统一关系,学科概念是学科术语表达的

思想内容,学科术语是对学科概念的符号表示,
二者用实线连接;②学科实例和学科概念体现

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学科实例是人

类认知过程中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学科概

念是对学科实例的抽象认知,是从学科实例中

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而形成的思维形式,二
者用实线连接;③学科术语指称学科实例,二者

仅仅存在一种间接关系,用虚线连接。 这种关

系是通过学科研究主体的思维操作过程而发生

的,即学科概念是学科实例和学科术语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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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科语义三角

基于学科语义三角,本文从学科术语、学科

概念、学科实例三个维度梳理出学科概念的内

部结构。 ①学科术语揭示学科概念的符号表

示,它可与学科概念表示模型的语法层进行融

合。 ②学科概念主要反映概念的内涵,基于属

性所反映的学科特征,概念属性可分为通用属

性和学科属性两部分。 其中,通用属性不拘泥

于具体的学科特性,用于描述学科概念的抽象

特征,是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枢纽。 一般而

言,学科概念越抽象,普适性越强,跨学科关联

的潜力越大。 如在艺术世界中,艺术魅力的来

源之一就在于其具有的“空筐” 性质,所谓“空

筐”,就是艺术家为观众提供的想象力弹性空

间,是抽象的框架,可以装进世间万物。 抽象度

高的学科概念好比艺术世界的“空筐”,能够被

多个不同的学科所通用,容纳多个学科研究主

体的反复科学实践,并根据不同的领域特性去

创作升华[34] 。 学科属性描述学科概念的具体特

征,是概念结合学科特性而形成的属性,能够体

现出概念的学科针对性。 学科概念的学科属性

越显著,概念越具化,越可能成为学科的核心概

念。 ③学科实例是概念所反映的实例对象,与
概念内涵共同构成学科概念的内容。 由此可

见,基于学科语义三角,学科概念内涵在分解式

分析下可解析为通用属性、学科属性和实例对

象三部分。
(2)基于语义场理论的学科概念关联式分析

区别于传统的分解式分析,关联式分析旨

在通过学科域内概念间的复杂关联来明确学科

概念的语义。 而语义场理论从系统性角度出

发,以研究概念间的相互联系为核心,为此,本
文基于语义场理论对学科概念进行学科域内的

关联分析。 在语义场中,学科概念的语义只有

通过它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才能确定,具
体表现为学科概念的路径依赖特性,即学科概

念的内涵分析往往依赖于其上位概念和下位概

念。 具体来说,由于上位概念的概括能力强,是
较为抽象的概念,所以在揭示概念时往往是用

其上位概念进行解释,以明晰概念的基本范畴;
下位概念是对概念的进一步具化,利用下位概

念进行概念内涵描述能够揭示概念的实例对

象。 例如在“动物”这一语义场中,我们在描述

概念“狗”时,可以借助上位概念“牲畜”和下位

概念“家狗”以明确概念意义。 因此,基于语义

场理论,学科概念内涵在关联式分析下可表现

为学科概念的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
综上,基于学科语义三角的学科概念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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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和基于语义场理论的学科概念关联式分

解的讨论结果,本文得到了学科概念表示模型

在语义层面的具体描述内容,即通用属性、学科

属性、学科实例、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
2. 2. 3　 学科概念的语用分析

学科概念的语用分析是对学科概念的使用

情境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学科概念的语用分析来

得到学科概念表示模型在语用层面的具体描述

内容。 在跨学科概念关联中发现,学科概念的语

用情境是对概念学科特征的进一步明确,能够体

现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时的学科针对性。 具

体来说,学科概念的使用情境包括研究对象情境

和研究主题情境。 一方面,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首要条件,在学

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分析中,研究对象情境主要

是明确学科概念所属的具体学科;另一方面,研
究主题是在某一点、某一面上对学科研究对象展

开研究,是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收敛,研究

主题情境主要是明确学科概念所属的研究主题。
因此在学科概念表示模型中,语用层也相应表现

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二者分别揭示了学科概

念所属具体学科和具体主题。
2. 2. 4　 学科概念表示模型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从语法—语

义—语用三个层面构建了学科概念表示模型

(见表 1)。 具体来说,语法层揭示学科概念的形

式结构,包括术语名称、术语成分和术语结构;
语义层描述学科概念在学科背景下的内涵意

义,包括通用属性、学科属性、学科实例、上位概

念和下位概念;语用层揭示了学科概念的使用

情境,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综合来看,学
科概念表示模型中的语义层和语用层充分反映

了学科概念的学科特征,具有学科针对性的显

著优势,而语义层又从概念内部结构和学科域

内概念外部关联的角度实现了概念语义的深度

揭示。 因此,本文提出的学科概念表示模型能

够多维度、深层次和有针对性地描述学科概念,
进而可以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提供有力

支撑。

表 1　 学科概念表示模型

结构层次 描述内容

语法层

术语名称::={学科概念的符号表示}
术语成分::={学科术语的构成词素}
术语结构::={词素之间的词法结构}

语义层

通用属性::={学科概念的抽象属性}
学科属性::={学科概念的具体属性}
学科实例::={学科概念的实例对象}
上位概念::={学科概念的属概念}
下位概念::={学科概念的种概念}

语用层
研究对象::={学科概念所属具体学科}
研究主题::={学科概念所属具体主题}

2. 3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法

基于学科概念表示模型,本文提出了学科

概念跨学科关联方法,具体包括语法、语义和语

用三个层面的跨学科关联计算。
2. 3. 1　 语法层的跨学科关联计算

学科概念表示模型的语法层描述了概念的术

语名称、术语成分和术语结构,所以跨学科概念对

(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个概念组成)在语法上的关

联计算应以词素为单位,在考虑术语词法结构的前

提下进行语法相似度计算。 跨学科概念对的语法

相似度计算建立在公共词素的基础上[35] ,它受公

共词素的数量及其权重两个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

言,跨学科概念对 x,y( ) 的语法相似度计算见公

式(1),其中 A、B 分别为概念 x、y 的词素集合,C 为

两个概念的公共词素,S 为集合中词素的权重之

和,例如 SA 表示 A 中的词素权重之和,以此类推。
Syfa x,y( ) = 2SC / SA +SB( ) (1)

词素的权重由术语结构决定,术语结构中

不同词素对术语的整体表达作用不同,权重也

不同。 术语包括单词型和词组型两种类型,为
基于术语结构识别词素权重,本文将单词型和

词组型术语结构归纳为前焦型、后焦型和并焦

型三种类型(见表 2)。 在前焦型术语结构中,前
一部分的权重比后一部分的权重大;在后焦型

术语结构中,后一部分的权重比前一部分的权

重大;并焦型术语的各个部分权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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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术语结构分类

单词型术语结构[36] 词组型术语结构[37] 表示关系 术语结构归纳[38]

支配式 述宾结构 支配关系

补充式 述补结构 补充关系
前焦型

陈述式 主谓结构 陈述关系

偏正式 偏正结构 修饰关系
后焦型

并列式 联合结构 并列关系 并焦型

　 　 为计算词素权重,本文采用二叉树来描述

术语结构。 具体而言,二叉树的顶层节点为术

语,之后每一层都采用二分的方法对术语进行

切分,直至左右子树的底层节点全部被切分为

词素为止。 基于二叉树,词素权重分配规则为:
①首先确定左子树底层的最左侧节点权重为 2;
②对任意节点而言(根节点除外),与左侧节点

为前焦型结构的节点,其权重为左侧节点权重-
1;与左侧节点为后焦型结构的节点,其权重为

左侧节点权重+ 1;与左侧节点为并焦型结构的

节点,其权重与左侧节点保持一致;③父节点的

权重为子节点权重求和。
2. 3. 2　 语义层的跨学科关联计算

依据学科概念表示模型的语义层内容,跨
学科概念对在语义上的比较包含属性、实例和

结构相似度计算三个部分。
(1)跨学科概念对的属性相似度计算

在学科概念表示模型的语义层中属性区分

为通用属性和学科属性,通用属性较为抽象,学
科属性较为具体,而属性越具体对概念的相似度

计算贡献度越大,因此在概念属性相似度计算时

要考虑属性在跨学科关联中的不同重要性。
①属性重要性程度计算

本文借鉴 DR-DC[39] 算法思想计算出属性

的学科归属度,以此区分出概念的通用属性和

学科属性的相对重要性程度。 学科归属度较高

的属性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该属性在本学科领

域出现的频率高于在其他学科领域中出现的频

率(也即领域相关性);第二,该属性在领域内被

广泛使用(也即领域一致性)。 假设存在 n 个学

科 D1 ,D2 ,…,Dn{ } ,则属性 a 与学科 Di 的领域

相关度计算方式见公式(2)。 其中 P a | Di( ) 表

示属性 a 在学科领域 Di 中出现的频率。
DR a,Di( ) = P a | Di( ) / max

1≤j≤n
P a | Dj( ) (2)

假 设 学 科 Di 中 的 概 念 集 合 为

c1 ,c2 ,…,cm{ } ,则属性 a与学科 Di 的领域一致

度的计算见公式(3)。 其中 c j 表示从 Di 中随机

抽取的一个概念, P(a,c j) 表示属性 a 在概念 c j
中出现的频率。

DC a,Di( ) = H P a,c j( )( ) = ∑cj∈Di
(P(a,c j) log

1
P a,c j( )

) (3)

　 　 假 设 具 有 属 性 a 的 学 科 集 合 为

D1 ,D2 ,…,Dr{ } ,则属性 a 的重要性程度计算

见公式(4)。

Ia =∑r

i = 1
(DR(a,Di) + DC(a,Di)) / r (4)

②属性相似度计算

跨学科概念对具有的共有属性越多,且共

有属性的权重越大,属性相似度越大。 跨学科

概念对 x,y( ) 的属性相似度计算见公式( 5)。
其中, f x ∩ y( ) 为 x、y 的 共 有 属 性 个 数,
f x - y( ) 为 x 有但 y 没有的属性个数, f y - x( )

则相反, A 、 B 分别为概念 x 和 y 的所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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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x,y( ) =
∑ f x∩y( )

i = 1
Ii

∑ f x∩y( )

i = 1
Ii + ∑ f x-y( )

j = 1
S( j,DA) + ∑ f y-x( )

k = 1
S(k,DB)

(5)

(2)跨学科概念对的实例相似度计算

本文采用 Glue 系统[40] 提出的联合分布概率

方法来计算实例相似度,见公式(6),其中 X 、 Y 分

别为概念 x和 y的实例集合,P X,Y( ) 表示所有实

例中既属于 X 又属于 Y 的概率, P X,Y
-

( ) 表示所

有实例中属于 X 但不属于 Y 的概率, P X
-
,Y( ) 表

示所有实例中属于 Y 但不属于 X 的概率。

Si x,y( ) = P X ∩ Y( ) / P X ∪ Y( ) = P X,Y( ) / (P X,Y( ) + P X,Y
-

( ) + P(X
-
,Y)) (6)

(3)跨学科概念对的结构相似度计算

跨学科概念对的结构相似度计算分为上位

概念和下位概念的相似度计算两部分,概念 x 和

概念 y 结构相似度( Ss x,y( ) )由概念的上位概

念和下位概念共同决定,计算见公式(7)。

Ss(x,y) = c
I x( ) I y( )

∑
I x( )

i = 1
∑
I y( )

j = 1
S( Ii x( ) ,I j(y)) +

c
O x( ) O y( )

∑
O x( )

i = 1
∑
O y( )

j = 1
S(Oi x( ) ,Oj(y)) (7)

其中 I x( ) 和 I y( ) 分别表示概念 x 和概

念 y 上位概念的个数, Ii x( ) 和 I j y( ) 分别表示

概 念 x 与 概 念 y 对 应 的 上 位 概 念。
S Ii x( ) ,I j y( )( ) 表示两上位概念的相似度,
O x( ) 和 O y( ) 分别表示概念 x和概念 y下

位概念的个数, Oi x( ) 和 Oj y( ) 分别表示概念 x
与概念 y 对应的下位概念。 S Oi x( ) ,Oj y( )( ) 表

示两下位概念的相似度, c 为退变系数。
综上,跨学科概念对 x,y( ) 的综合语义相

似度计算见公式(8),其中 w1 +w2 +w3 = 1。
Syyi x,y( ) = w1Sa x,y( ) +w2Si x,y( ) +w3Ss x,y( ) (8)

2. 3. 3　 语用层的跨学科关联计算

由前文可知,跨学科概念对在语用上的关联

通过比较概念所属的研究主题来实现,而学科概念

往往从属于多个研究主题,可用主题词集合来表

示,因此本文将跨学科概念对在语用上的相似度计

算转化为两个主题词集合间的相似度衡量。
(1)相同主题词的相似度计算

两个主题词集合共有的主题词越多,集合

相似度越大,本文采用 Jaccard 系数[7] 计算相同

主题词的相似度,如公式(9)所示,其中 Tx 、 Ty

分别为概念 x 和 y 的主题词集合。
Sst x,y( ) = Tx ∩Ty / Tx ∪Ty (9)

(2)相异主题词的相似度计算

相异主题词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语义关

联,概念 x 和概念 y 在相异主题词上的相似度为

两个主题词集合中两两相异主题词相似度的均

值,其中两相异主题词间的关联度由二者间的

互信息来衡量, 具体计算见公式 ( 10), 其中

P ti(x),t j(y)( ) 为相异主题词 ti(x) 和 t j(y) 共

同出现的文档在整个文档集合中出现的概率,
P ti(x)( ) 和 P t j(y)( ) 分别 为 ti(x) 和 t j(y) 出

现的文档在整个文档集合中出现的概率, k 和 l
分别为两个主题词集合包含的相异主题词的

个数。

Ssd x,y( ) =
∑k

i = 1∑
l

j = 1
log P ti(x),t j(y)( ) / P ti(x)( ) P t j(y)( )( )( )

k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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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跨学科概念对在研究主题 上的相似度计算见公式(11)。
Syyong x,y( ) = Sst x,y( ) +Ssd x,y( ) (11)

2. 3. 4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度计算及其关联

方式判定

(1)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度计算

通过对跨学科概念对的语法、语义和语用

上的比较,可以计算出跨学科概念对的跨学科

关联度,具体计算见公式(12),从而识别出跨学

科概念关联关系。 其中, wyfa +wyyi + wyyong = 1。

S x,y( ) = wyfaSyfa x,y( ) +wyyiSyyi x,y( ) +wyyongSyyong x,y( ) (12)

(2)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式判定

根据跨学科概念对在语法层、语义层和语

用层上是否相关,可以把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

联方式划分为多种类型。 根据学科概念在语

法层是否关联分为显性关联和隐性关联,根据

学科概念在语义层是否关联分为本质关联和

非本质关联,根据学科概念在语用层是否关联

分为同域关联和异域关联,本文归纳出学科概

念跨学科关联的七种方式(见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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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方式

　 　 ①显性本质同域关联是指不同学科概念在

语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上都具有关联关系,是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最为紧密的一种方式;
②显性本质异域关联是指不同学科概念在语法

层和语义层上相关,在语用层不相关,这主要是

由于学科概念所属的学科研究主题差异较大;
③显性非本质同域关联是指不同学科概念在语

法层和语用层上相关,在语义层不相关,这是由

于不同的学科概念本身在内涵意义上不相关,

但是从属于相同的研究主题;④显性非本质异

域关联是指不同学科概念仅在语法层相关,在
语义层和语用层不相关,此种跨学科概念关联

方式较为浅显;⑤隐性本质同域关联是指不同

学科概念在语法层不相关,而在语义层和语用

层相关,发现这种概念关联有利于学科概念的

跨域交流;⑥隐性本质异域关联是指不同学科

概念在语法层和语用层不相关,在语义层相关,
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学科概念对相似的实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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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自归纳;⑦隐性非本质同域关联是指不

同学科概念仅在语用层相关,这是由于不同学

科概念对同一研究主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

3　 应用案例及讨论

3. 1　 应用案例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学科概念表示模型、学
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法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

方式的适用性和科学性,笔者从我国学科体系

中,随机抽取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经济

学、数学—物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数学—计

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建筑科学等学科对,进行

跨学科关联分析。 实证过程包括:①确定各个

学科概念在语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的具体内

容,构建学科概念表示模型;②基于学科概念表

示模型,依据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法计算跨

学科概念对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上的

相关性;③根据跨学科概念对在三个层面的相

关性,判定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方式。 最后,
本文从识别出的跨学科概念对中选出七组典型

的跨学科概念对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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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显性非本质同域关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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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显性非本质异域关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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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隐性本质同域关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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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隐性本质异域关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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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隐性非本质同域关联实例

图 9
 

跨学科概念关联实证结果

　 　 在图 9 的子图 a 中,计算机科学“本体”概

念和情报学“本体”概念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上

显现出非常紧密的相关性,因此属于跨学科的

显性本质同域关联,这主要是由于情报学和计

算机科学在信息组织、信息检索等方面具有相

同的研究主题,因而情报学将计算机科学“本

体”概念移植至本学科以进行相同主题的研究。
在子图 b 中,哲学“价值”概念和经济学“价

值”概念在语法和通用属性上关联,属于跨学科

的显性本质异域关联,这是由于经济学“价值”
概念是由哲学“价值”概念跨学科演绎产生的,
在学科概念跨学科演绎过程中,哲学“价值”概

念的通用属性被保留的同时,结合经济学的学

科特征形成了经济学的“价值”概念。
在子图 c 中,生态学“生态安全” 概念和经

济学“生态经济”概念在语法上具有公共的词素

和词法结构,在语义上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在
语用上都从属于“生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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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因而属于跨学科显性非本质同域

关联。
在子图 d 中,数学“分子”概念和物理学“分

子”概念只在语法上具有关联关系,属于跨学科

显性非本质异域关联,由此可知在不同学科中,
名称相同的概念其意义不一定相同。

在子图 e 中,数学“自信息”概念和计算机

科学“香农熵”概念在语法上没有公共的词素,
不存在语法上的关联,在语义上具有公共的通

用属性和学科属性,在语用上都从属于“信息量

化”等研究主题,因此属于跨学科隐性本质同域

关联。
在子图 f 中,信息科学“信道”概念和建筑学

“通路”概念仅在通用属性上存在关联关系,属
于跨学科隐性本质异域关联,这主要是由概念

归纳导致的跨学科概念关联,即信息科学和建

筑学在研究空间路径这一实例对象上具有关联

性,因此两个学科对相似的实例对象进行抽象

认识所形成的概念在属性上存在跨学科关联。
在子图 g 中,生态学“生物多样性” 概念和

经济学“绿色经济”概念仅在语用上关联,属于

跨学科隐性非本质同域关联,这主要是由于“生

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主题的开展

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因而不同学科对同一研

究主题的不同侧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科

概念。

3. 2　 讨论

通过应用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在对学

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的学科概念表示模型、学科概念跨学

科关联方法和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方式,能够

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实现不同学科概念的

跨学科关联,具有一定优势。
(1)跨学科性。 为真正打破学科藩篱,建立

学科概念间的跨学科联系,本文从学科概念归

纳和学科概念移植两种学科概念生成方式出

发,分析了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制。
在此基础上,指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主要表

现在学科概念名称、属性、外延和情境的关联

上,也即概念的语法、语义(包括属性、外延)和

语用三个层面的关联,这为真正实现学科概念

的跨学科关联指明了路径,有利于学科概念跨

学科关联的顺利实现。
(2)多维性。 当前的概念关联方法大多是

从语法、语义等单一维度进行分析,造成多维度

概念关联分析能力的缺失,影响了概念关联的

科学性。 本文在分析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形成

机制的基础上,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

构建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中的学科概念表示模

型,以实现学科概念多维度的全息表达。 其中,
语法层主要揭示学科概念的形式结构,语义层

描述学科概念在学科背景下的内涵意义,语用

层主要揭示学科概念的使用情境。 该概念表示

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
(3)学科针对性。 现有的概念关联方法大

多不具有学科针对性,发现的概念关联不能完

全体现出概念的学科特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在语义层从通用属性、学科属性、学科实

例、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五个方面对概念在具

体学科中的语义内涵进行全方位揭示,在语用

层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两个方面对学科概念

的学科情境进行明确。 在此基础上,对学科概

念跨学科关联进行判断,并充分结合了学科概

念的学科特征,具有学科针对性,能够实现学科

概念跨学科关联关系的有效发现。
(4)语义性。 在当前的概念关联研究中,语

义关联是主流方向,但是大都没有实现概念语

义的深度关联,因而很难满足学科概念跨学科

关联的需求。 本文基于概念分析方法,分别从

分解式分析和关联式分析两个方面探讨学科概

念的内部结构和学科域内的外部关联,以此进

行学科概念语义的深度挖掘,进而从语义深度

关联上支撑学科概念的跨学科关联。
(5)系统性。 本文根据跨学科概念在语法

层、语义层和语用层上是否相关,归纳出学科概

念跨学科关联方式的所有类型:显性本质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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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显性本质异域关联、显性非本质同域关

联、显性非本质异域关联、隐性本质同域关联、
隐性本质异域关联和隐性非本质同域关联,这
有利于系统实现学科概念之间各种类型的跨学

科关联。

4　 结论与展望

现如今,跨学科研究是综合性解决人类面

临的复杂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引发创新的重要

源泉,已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这一背

景下,人们对跨学科知识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急需图书情报人员帮助他们解决跨学科知

识的存取问题。 这就需要发现不同学科概念间

的关联,构建跨学科知识组织系统,进行跨学科

的知识组织。 为此,本文对学科概念跨学科关

联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和深层次的探索。
首先,从概念归纳和概念移植两种概念生成方

式出发,分析了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形成机

制;而后,从语法—语义—语用角度构建了学科

概念跨学科关联中的学科概念表示模型,以实

现对学科概念的全息表达;接着,基于学科概念

表示模型提出了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方法,

概括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七种方式;最后,通
过应用实例检验了概念表示模型和概念关联方

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
学科概念跨学科关联的探讨只是跨学科知

识组织研究的开端,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

步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①跨学科知识组

织系统中常识知识的嵌入问题。 现有的知识组

织方法难以支撑跨学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只重视明显的学科专业知识,而忽视

了基础的学科常识知识,导致跨学科知识存取

存在困难,原因在于一个为某学科领域中专家

所熟知的常识,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并不一定

知道。 因此,如何获取学科领域中的常识知识,
并将它们有机嵌入到跨学科知识组织系统之

中,成为跨学科知识组织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

的关键问题。 ②跨学科知识组织系统的动态更

新和维护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学科不断

发现新的知识,新的学科概念和关联不断涌现,
若要有效实现对学科知识的跨学科组织,就需

要解决跨学科知识组织系统的动态更新和维护

问题,从而有效支撑跨学科知识组织,促进跨学

科的知识深度融合,开展跨学科知识服务,进而

推进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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