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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细粒度聚合单元元数据的书目资源聚合
研究
卫宇辉

摘　 要　 随着书目资源中多源异构数据的增多，信息片段呈现出扩散分布的特征，这增加了用户获取

目标资源的难度、降低了信息检索效率，而聚合细粒度信息资源、构建信息单元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于知

识服务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聚合单元进行细粒度划分，根据语篇单元、句群单元、节
段单元的属性特征及 ＤＣ、ＬＯＭ 元数据，构建了细粒度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从聚合单元知识组织体系

出发，结合细粒度聚合环境下聚合单元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了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细粒度信

息语义组织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提出书目关系扩展及映射方案；通过分析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下的书

目数据聚合层次及其他书目框架实体之间的关联，实现了书目元数据细粒度与揭示内容的细化、扩展，
为细粒度书目资源聚合及检索提供了理论基础。 图 ７。 表 ４。 参考文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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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文献作为各类文章的载体，聚集了许多

关联度较低的学术信息资源，利用传统的数字化

手段无法形成规范化的知识系统，导致学术信息

检索困难、精确度不高［１］ 。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

快速更新、文献实体内容的不断变更以及文献数

据库的逐渐丰富，如果缺乏对文献编目数据的及

时更新，则会直接影响文献检索的精准度。 书目

关系是一种能够描述信息资源形态特征和内容

特征的书目记录间关系，是促进信息资源内容深

化、结构序化的主要途径［２］ 。 因此，建立规范化

的书目数据、挖掘书目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文献书

目自动更新的重要基础，对于文献资源检索、读者

服务、文献资源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信息资源聚合作为知识服务领域中的

重要基础，已成为国内外信息组织与检索领域探

讨的热门话题，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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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信息资源聚合的概念及

相关理论［３，４］ 、信息资源聚合的效果评估［５，６］ 、信

息资源聚合手段和技术［７，８］ 、信息资源聚合的应

用［９，１０］ 等。 而实现网络信息资源聚合的关键问题

在于从细粒度层面深入挖掘信息资源之间的关

联及特征，现有的细粒度网络学术资源研究主要

集中 在 关 联 数 据［１１－１３］ 、 知 识 元［１４，１５］ 、 粒 度 划

分［１６，１７］ 等层面，这些研究为细粒度网络学术资源

的抽取、识别与关联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关

于细粒度网络学术资源的划分研究侧重于从形

式结构的角度出发来构建元数据框架［１８］ ，基于逻

辑结构划分细粒度网络学术资源的研究较少，同
时也缺乏相应的元数据描述标准。 在专题数据

库开发中，书目的著录会以资源类别（比如图书

以种类区分、期刊以刊名区分）为最小单元，无法

充分揭示书目的内容特征、学术价值和发挥专题

数据库的文献整合利用功能，易于造成数据冗

余。 而基于逻辑结构划分细粒度的网络学术资

源，则会遵循“有利于检索发现，有利于读者使

用，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原则，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 “章节”或者“篇”为最小著录单元，然后再以

逻辑关系进行组配，实现细粒度书目数据的自动

化整合。 因此，本文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索：（１）
如何基于逻辑结构和形式结构划分细粒度聚合

单元；（２）如何构建反映多类型网络文献资源信

息单元层级的信息组织框架；（ ３）如何定义信息

组织框架中的知识概念、关系，揭示聚合单元与

实体之间的关联；（ ４）细粒度网络资源聚合模式

下的检索效果如何。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设

计细粒度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建立了聚合单元

元数据框架下的细粒度信息组织模型并基于元

数据框架构建了书目扩展关系的映射方案，实现

细粒度书目数据的聚合，通过设计检索任务检验

效果，为细粒度聚合单元环境下的书目分析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１　 聚合单元划分的依据与方法

目前，大多数元数据方案主要基于书目关系

来实现对文献资源的聚合与检索，集中于对可检

索书目资源的揭示与关联，较少关注文献资源实

体及其内容组织结构。 结合文献资源的内容组织

与知识单元，本文以文献资源的逻辑结构、形式结

构及不同知识单元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划分出不

同层级的聚合单元，拓展元数据设计方案，丰富书

目资源聚合与检索方式，从而实现基于书目关系

与文献知识单元的书目资源聚合功能。

１ １　 逻辑结构分析

（１）节段单元

节段单元是指根据文献框架与逻辑思路对

文章内容进行划分得到的结果［１９］ 。 划分文献节

段单元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让读者能够

根据文献各级标题了解全文的组织结构，从而判

断该文献与自身实际需求是否相符；（ ２）帮助读

者快速检索所需的段落内容并进行精确定位，节
省信息资源查找时间；（ ３）用文献各级标题的关

键词来描述节段单元主题，有利于文献主题聚合

功能的实现。
（２）句群单元

句群单元则是指具备修辞目的的语篇结构。
信息资源句群单元的划分以体裁和体裁分析为

主要依据，体裁是指社会交际活动的分类，例如学

术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件等；体裁分析是指从

体裁角度出发，通过深层解析特定语篇的微观结

构和宏观结构来掌握语篇的特定认知结构。 由于

不同类型文献体裁的分析结果各不相同，必须综

合语篇的交际功能与话语意图进行体裁分析。 本

文选取开源期刊论文进行体裁分析，以 ＣＡＲＳ 模

型为基础［２０］ ，进行句群单元划分。 Ｓｗａｌｅｓ 在 １９９０
年提出引言结构分析模型，即 ＣＡＲ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模型，包括确定研究领域、确定研究

定位、把握研究契机 ３ 个语步（ ｍｏｖｅ），以及相应

语步的步骤（ｓｔｅｐ）。 语步是作者写作目的的总体

概况，步骤是为实现语步目的的详细描述。 以

《结合地理信息的引文分析研究现状》 （鲁超、刘
清，《情报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为例，该文属于非

实证型，论文组件包括介绍、理论分析、论证及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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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介绍部分的语轮 ／ 语步划分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语轮 ／ 语步划分结果

语轮 语步 句群单元

语轮 １：提出研究领域的主题

语步 １：阐述定义
引文分析就是……对各种关联和相关关

系进行分析研究

语步 ２：归纳问题的客观知识
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对象间内在的规

律，……预测科学发展趋势等。

语步 ３：介绍研究对象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普赖斯于 １９５６ 年发表的著作……期刊

共引、主题共引和类的共引等。

语步 ４：收窄论题
期刊共引可以运用到期刊……利用共引

理论来探讨科学范式。

语轮 ２：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

语步 １：论述开展研究的理由
在引文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使

得引文分析具备了实用工具。

语步 ２：阐述以往研究的贡献
１９９８ 年美国情报科学研究所……推动了

基于引文的文献计量方法的应用。

１ ２　 形式结构分析
文献的形式结构包括摘要、图标、正文及参

考文献等组成要素。 本研究通过分析文献的形

式结构对不同组成要素进行拆分，并将反映文献

外部特征的要素（摘要、标题、作者、关键词、机

构、参考文献等）作为文献元数据信息，通过解析

论文正文部分，对图表、句群进行抽取，经过逻辑

结构分析后得到由句群单元、节段单元组成的细

粒度聚合单元。 文献中的图表通常概括了全文

的重点研究内容，是对文献主要观点的形象描

述，图表的提取对于文献资源聚合及检索具有重

要作用。 但对图表单元必须给予相应的描述以

便于用户理解，可以将主题明显的、能够解释图

表的句群单元与图表单元标题进行关联匹配，从
而为图表提供相应的情境信息。

１ ３　 不同层级聚合单元之间的关系

综合文献的逻辑分析及形式分析结果可知，
语篇单元、句群单元、图表单元及节段单元共同

构成了细粒度网络文献资源的聚合单元，这些分

布于不同层级的聚合单元之间均存在一定关

系［２１］ ，篇章单元包含图表单元、节段单元和功能

单元，且都是一对多的关系：图表单元需要篇章单

元和具有相对完整意义的相关句群单元进行解

释。 因此，图表单元需要与提及该图或表的句群

单元相关联，由于可能存在不止一个句群单元提

及图或表的情况，句群单元也可能不只提到一个

图或表，所以图表单元与功能单元是多对多的关

系：从形式结构上看，句群单元包含于节段单元之

中。 节段单元与句群单元是一对多的关系，节段

单元可以指示句群单元所在的物理和逻辑结构

位置。 如图 １ 所示。

２　 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设计

２ １　 聚合单元属性特征

本研究中聚合单元属性特征及其包含的元

素分别有复用 ＤＣ 元数据元素、ＬＯＭ 元数据元素

以及新增元素：（１）复用 ＬＯＭ 元数据。 ＬＯＭ 元数

据中的粗粒度聚合单元能够重新组合、复用，符合

本文的元数据研究目的。 （ ２） 复用 ＤＣ 元数据。
本研究包括细粒度聚合单元和粗粒度聚合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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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细粒度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

复用 ＤＣ 元数据具备较好的可移植性和访问属

性。 （３）新增元素。 为充分描述聚合单元的属性

特征还应对特征独特的新增元素进行分析。 语

篇单元的新增元素包括“体裁类型” “相关信息”，
期刊论文按照理论、实证、综述进行分类能够帮

助用户查找其所需的文献资料，因此需要增加

“体裁类型”元素。 另外，新增“聚合层级”元素来

描述句群单元与节段单元所处的层级位置，以揭

示不同细粒度聚合单元之间的关联，从而实现细

粒度元数据聚合。

２ ２　 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

语义元数据、访问元数据及物理元数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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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元数据框架（见图 ２），分别描述聚合单元的

内容特征、外部特征及物理形态。 访问元数据核

心元素包括来源、标识、关键词，语篇单元特定元

素包括作者、时间、分类、语言类型、资源类型、相
关信息、体裁类型，图表单元特定元素为描述，资
源类核心元素为标题；语义元数据资源类核心元

素为话语意图，句群单元特定元素为语义功能；
物理元数据核心元素包括存储位置、聚合层次，
图表单元特定元素为图表类型，节段单元特定元

素为节段单元层级。
下面以各类元数据的具体某一元素为例介

绍其对应的著录方式，具体内容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元数据著录方式

元数据名称 来源 聚合层级 语义功能

标签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定义 聚合单元的来源 聚合单元物理粒度层级 对句群单元内容的语义功能描述

注释 著录来源信息 著录聚合单元的粒度层级
著录反映句群单元内容语义功能

的受控词汇

元素修饰词
资源来源； 篇章单元来源； 节

段单元来源
无 无

著录细则

著录网络信息资源的来源信

息、指定语篇单元唯一标识

符、节段单元标识符

备选项（ 语篇、句群、节段、图

表），分别对应语篇单元、句群

单元、节段单元及图表单元

利用体裁微观分析结果作为受控

词汇进行著录

３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细粒度信

息聚合设计

３ １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知识组

织模型设计
　 　 本文基于支持知识发现的聚合单元元数据

框架设计了细粒度信息聚合的知识组织框架，如

图 ３ 所示。 该模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１） 资源

采集与预处理。 采集信息资源的主题及非主题

特征并对其进行规范性描述。 （２）识别主题与聚

合单元。 识别不同粒度聚合单元的主题，根据体

裁分析结果划分聚合单元。 （３）构建聚合单元本

体。 构建用于聚合处理和语义描述的知识体系。

（４）资源描述。 根据聚合单元本体识别聚合单元

语义并进行标注，形成多维复合的语义概念。

（５）聚合与呈现。 将与用户需求语义相匹配的聚

合单元进行重组，进行可视化呈现，实现交互

功能。

３ ２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的标注

在细粒度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下，聚合单元

图 ３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知识组织模型

元数据是信息组织的基本单元。 在细粒度聚合过

程中，元数据是描述各层级聚合单元、关联聚合单

元、揭示文档粒度属性的重要工具，对聚合单元元

数据进行标注是实现细粒度信息聚合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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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２２］ 。 在对不同层级聚合单元进行标注时，根据

细粒度聚合单元本体所属层级构建数据库表，并
结合语义元数据、物理元数据以及访问元数据的

属性特征设置相应的字段。 同时结合语篇单元、
句群单元、节段单元对应数据库表之间的关联，
确定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层级聚合单元标注与索引数据表

　 　 聚合单元元数据通常采用 ＸＭＬ 技术进行标

注，利用由陈述、资源、属性组成的 ＲＤＦ 数据模型

来描述元数据信息，ＲＤＦ 数据模型除了具备语义

互操作功能外，还能在与元数据交换过程中保持

其语义不变［２３］ 。 在划分不同层级的细粒度聚合

单元后，本文根据聚合单元本体实现语义标注，
按照聚合单元层级组织相互关联的细粒度元数

据来形成知识体系，为文档检索奠定基础。

图 ５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细粒度信息语义组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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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细粒度

信息语义组织模型设计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及其知识组织模

型，以及细粒度聚合环境下聚合本体的语义聚合

原理，本文构建了细粒度信息语义组织模型，如
图 ５ 所示。 在细粒度信息语义组织模型中，将网

络信息资源划分为不同层级的聚合单元后，通过

聚合单元属性提取、元数据标注及索引来构建细

粒度聚合本体，将具有语义关联的单元聚合在一

起，形成丰富的复合本体，为用户提供实现语义

关联的网络信息资源。

３ ４　 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的细粒度

信息语义组织模型的书目关系扩展
　 　 （１）基于元数据的书目关系扩展

为解决现有元数据方案在书目关系扩展上

的局限性，本文将实体资源划分为资源、主题、人、
机构以及地点等类别，各个实体均具有自身属性

和属性值，例如人的属性包括性别、姓名、出生日

期、国籍、所属机构、作品等；地点的属性包括城

镇、地区、国家等；机构的属性包括地区、作品、员
工等；书目资源的属性包括标题、名称、出版社、类
型、责任者、语言、版权、标识号、来源等；主题的属

性包括责任者、概念外链、上 ／ 下位主题等。 对实

体及其属性的划分有利于区分各类资源的表现

形式，实现具有相同属性的实体之间的关联。
根据书目关系中的实体及其属性，可建立基

于聚合单元元数据的书目关系扩展框架。 通过

对实体关系进行扩展，发现各个实体之间、实体

属性之间、实体与实体属性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关

联，即不同层次的书目关系。 基于元数据的书目

关系分类体系（如表 ３ 所示）反映了各实体之间

的关联，该关联是扩展书目关系的重要基础，有
利于实现对实体与属性之间、实体属性之间的关

系扩展，从而在书目检索过程中关联更多与检索

条目相关的实体和属性。
（２）基于元数据的书目关系扩展映射

根据元数据框架扩展元数据书目关系后，需
要设计相应的映射方案，以直观地呈现以关系为

主线的资源描述结果。 鉴于目前图书馆采用的书

目编目方案以 ＭＡＲＣ 格式为主，本文以 ＣＮＭＡＲＣ
为例分析其扩展书目关系与字段的映射情况，表
４ 介绍了部分实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书目与机

构、人、书目、地点、主题等实体之间的关系和字段

对应情况。

表 ３　 基于元数据的书目关系分类体系

类型 书目资源 人 机构 主题

书目资源

具备继承 ／ 描述 ／ 连续 ／ 等
同 ／ 整体－局部等关系及

共有特性

贡献 ／ 创立 贡献 ／ 出版 ／ 收藏

用 于 描 述 资

源 ／ 是 资 源 的

属性

人 贡献 ／ 创立
等同 ／ 血 缘 关 系 ／ 共 有

特性

人从属于机构关系 ／ 共
有特性

人 创 建 了 主

题 ／ 主题是人

机构 贡献 ／ 出版 ／ 收藏
人从属于机构关系 ／ 共
有特性

继承关系 ／ 共有特性
机构创建了主

题 ／ 主题是机构

主题
用于描述资源 ／ 是资源的

属性

人创 建 了 主 题 ／ 主 题

是人

机构创建了主题 ／ 主题

是机构

类同 ／ 整体－局

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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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于 ＣＮＭＡＲＣ 的扩展书目关系及字段映射方案

类型 书目关系 字段表现

书目－书目

继承关系

Ａ ２００ ＄ ａ ＝ Ｂ ２００ ＄ ａ，Ａ ２０５ ＄ ａ≠Ｂ ２００ ＄ ａＯＲ
Ａ ２００ ＄ ａ ＝ Ｂ ２００ ＄ ｄ ＝ ＞
Ｂ 为继承关系，２０５ ＄ ａ、２０５ ＄ ｂ 为版本说明，若为翻译关系，２００ ２０５ ＄ ｚ 为语

种说明

Ａ ４４０ 非空 ＯＲ Ａ ４４１ 非空 ＯＲ Ａ ４４２ 非空

ＯＲ Ａ ４４３ 非空 ＯＲ Ａ ４４４ 非空 ＯＲ Ａ ４４５ 非空＝ ＞Ａ 与 Ａ ４４０、Ａ ４４１、Ａ ４４２、Ａ
４４３、Ａ ４４４、Ａ ４４５ 位继承关系

描述关系 ３００ ＄ ａ 作注释说明

连续关系

Ａ ３０４ 非空＝ ＞参照 ３０４ 字段 ＯＲ
Ａ ４４０ 非空＝ ＞Ａ 是 Ａ ４４０ 的后刊 ＯＲ
Ａ ４３０ 非空＝ ＞Ａ 是 Ａ ４３０ 的前刊

记录头标区第 ７ 个字符＝ “ｓ” ＝ ＞

等同关系

Ａ ２００ ＄ ａ ＝ Ｂ ２００ ＄ ａ
Ａ ２００ ＄ ｆ ＝ Ｂ ２００ ＄ ｆ
Ａ ２００ ＄ ｂ≠Ｂ ２００ ＄ ｂ ＝ ＞ＯＲ
Ｂ 为等同关系，２００ ＄ ｂ 为载体类型说明

４５２ 非空＝ ＞Ａ 与 ４５２ ＄ ａ 为等同关系

记录头标区第 ６ 个字符说明资源类型

整体－局部关系

Ａ ４１０ 非空 ＯＲ
Ａ ４１１ 非空 ＯＲ
Ａ ４３６ 非空 ＯＲ
Ａ ４６１ 非空 ＯＲ
Ａ ４６３ 非空 ＯＲ ＝ ＞
Ａ ２００ ＄ ａ 与 Ａ ４１０ ＄ ａ、Ａ ４１１、Ａ ４３６、Ａ ４６１、Ａ ４６３ 是整体局部关系

共有特性
具有一个或多个等同字段

Ｅｇ：Ａ ２１０ ＄ ｃ ＝ Ｂ ２１０ ＄ ｃ ＝ ＞Ａ 与 Ｂ 为同一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目－人

主要责任关系

Ｉｆ Ａ ７０１ ＄ ａ ＄ ｂ 非空＝ ＞
Ａ ７０１ ＄ ａ ＄ ｂ 是 Ａ 的主要责任者， ＄ ４ 是责任方式 ｅｌｓｅ
Ａ ２００ ＄ ｆ 非空＝ ＞Ａ ２００ ＄ ｆ 第一个逗号前为 Ａ 的主要责任者

主题关系
Ａ １０５ 第 １２ 位字符≠ｙ ＝ ＞
Ａ 是传记

次要责任关系

Ｉｆ Ａ ７０２ ＄ ａ ＄ ｂ 非空＝ ＞
Ａ ７０２ ＄ ａ ＄ ｂ 是 Ａ 的次要责任者， ＄ ４ 是责任方式 ｅｌｓｅ
Ａ ２００ ＄ ｆ 非空＝ ＞Ａ ２００ ＄ ｆ 第一个逗号前为 Ａ 的次要责任者

书目－机构

贡献关系
Ａ ７１１ ＯＲ Ａ ７１２ 非空＝ ＞
Ａ ７１１，Ａ ７１２ 著录的机构对该书目实体做出贡献

出版关系
Ａ ２１０ ＄ ｃ 非空＝ ＞
Ａ ２１０ ＄ ｃ 是 Ａ 的出版机构，出版地为 Ａ ２１０ ＄ ａ

收藏关系
Ａ ９０５ ＄ ａ 非空＝ ＞
Ａ 馆藏单位是 ９０５ ＄ 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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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书目关系 字段表现

书目－主题
主题关系 ６０６ ＄ ａ、６０６ ＄ ｘ、６９０ ＄ ａ、３３０ ＄ ａ

其他概念关系 ６０５ ＄ ａ、６０５ ＄ ｘ

书目－地点

创建地
Ａ １０２ ＄ ａ 是 Ａ 的出版国（出版国用代码版国）
Ａ ２１０ ＄ ａ 是 Ａ 的出版城市

主题关系 ６０７ ＄ ａ、６０７ ＄ ｘ

其他地点
Ａ ７０１ ＄ ｅ 非空＝ ＞
Ａ ７０１ ＄ ｅ 为 Ａ 的发生地点

　 　 （３）实例分析

本文以 ＭＡＲＣ 记录为例（如图 ６ 所示），根据

ＣＮＭＡＲＣ 的扩展书目关系及字段映射方案分析

其关系的层次与构成。 通过解析 ＭＡＲＣ 记录发

现存在两个层级关系，分别为实体与属性之间的

关系和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 其中，“信息组

织”的出版日期为“ ２００４０９２８”，该书目的标识符

为“４１３ 页”“ ７⁃０４⁃０１５３４０⁃８”，分别体现了 ２００ ＄ ａ

与 ０１０ ＄ ａ 、 ２００ ＄ ｄ 之间、 ２００ ＄ ａ 与 ２１０ ＄ ｄ 之间的

关系，反映了实体与实体属性间的关系；“高等教

育出版社”与“信息组织”、“戴维民”与“信息组

织”分别存在出版关系和创作关系，“高等学校”
作为“信息管理”的下位主题，分别体现了 ２００ ＄ ａ
与 ２００ ＄ ｆ 、 ２００ ＄ ａ 与 ２１０ ＄ ｃ 、 ６９０ ＄ ａ 与 ６９０ ＄ ｘ 之

间的关系。

图 ６　 ＭＡＲＣ 记录

４　 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下细粒度模型的

书目数据聚合

４ １　 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下细粒度模型

的书目数据聚合层次设计
　 　 书目数据聚合涉及信息层、数据层和知识

层，书目数据的聚合机制反映了文献的内部特征

及外部联系。 从内部特征来看，不仅包括文献的

题名及基本内容信息，还包括文献的转载信息、出
版信息、收录情况等；从外部组织关系来看，反映

了文献资源之间的从属关系、引用关系以及作者、
机构、标题、内部主题和发行卷期等概念性内在

关系。
细粒度聚合环境下，数据层实现对多源异构

书目数据的整合，参考相关标准对文献元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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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置、著录、标注和审校，从内部信息及外部关

系来揭示文献特征，搜集期刊的影响因子、刊物

信息描述、期刊收录情况、投稿指南、期刊分类信

息等数据作为聚合的数据基础；信息层实现对书

目数据的序化，通过建立元数据方案对信息资源

进行规范化描述，揭示数据的外在关联及内部特

征，该过程需要利用聚合本体或 ＲＤＡ、 ＭＡＲＣ、
ＤＣ、ＬＯＭ 等元数据进行语义标注，实现书目数据

的语义关联；知识层利用基于聚合单元元数据的

细粒度知识组织体系来揭示实体之间的联系及

本质特征。
在书目数据聚合过程中，首先利用分类法与

叙词表划分期刊文献的细粒度聚合单元，建立基

于聚合单元的元数据框架；然后，采用语义网技

术对逻辑关系进行定义，根据不同层级聚合单元

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入描述元数据属性并进行语

义规范；最后，结合关联数据建立文献关联，实现

细粒度信息聚合。 该过程实现了数据层、信息层

与知识层的有效聚合，形成了发现知识的聚合本

体，从而为文献资源的关联发现、语义检索及导

航检索奠定了基础。

４ ２　 书目聚合层次与书目框架实体的

关联
　 　 聚合单元元数据框架下细粒度信息语义组

织模型通过以下结构层次来实现书目数据聚合，
如图 ７ 所示。 该聚合机制的原理在于：利用书目

数据对期刊资源核心元素进行附注，比较分析期

刊资源间的关联度与内部特征，从而实现期刊资

源在不同信息层面的聚合。 在现实应用中，可借

助元数据关联技术实现多层级知识检索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这有利于资源获取与知识的自动发

现，能够为信息检索与利用提供更便捷、快速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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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书目聚合层次与书目框架实体的关联

　 　 该聚合机制中包含两个层级结构：（ １）基于

细粒度信息单元属性及语义关联建立文献资源

数据。 在实体－属性书目关系体系下，根据实体

之间的关联及其自身属性来组织文献资源编目

数据，对不同层级聚合单元的核心元素进行语义

描述，建立规范化书目数据。 期刊书目编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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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编目工作涉及的主题标引、版本项、发行项、
附注项、文献题名、标准编号、载体形态项以及获

得方式项进行描述与著录，重新编排书目数据，
再根据这些内容分析期刊资源的再版、改名、流
传等情况。 （２）利用书目数据聚合文献资源。 一

是运用资源表征描述实现资源的数据层聚合，将
书目数据置于更加广泛的网络环境中，使不同语

言形式和包装形式的书目元数据都能在国际范

围内展现，从而形成具有较强关联的元数据系

统，为增强资源学科分类属性、促进信息层关联

聚合奠定基础。 二是借助元数据本体实现资源

的信息层聚合，结合用户任务建立核心元素集

合，从而提供目次表跳转、关键词检索以及跟随

链接等服务。 三是利用标准词表实现资源的知

识层聚合，运用学科内容定制、学科知识索引、资
源推荐与导航等元素，促进期刊资源在知识层面

上的聚合，为用户提供语义检索、关联发现、文献

索引等知识服务。

４ ３　 书目资源聚合模式下的检索示例

在传统的粗粒度文献检索模式下，由于书目

资源之间的关联度较低，且内在内容逻辑联系分

散，导致书目资源无序排列在文献中，检索主要

通过选择对应类型的数据库来获取部分数据；而
在细粒度聚合环境下，通过书目资源的关联聚合

就能实现语义检索，精确获取目标数据。 因此，在
书目资源细粒度聚合模式下信息检索流程可细

化为以下五步：
第一步，确定检索词汇。 用户根据其所需资

源选取适当的检索词汇，表达检索对象的主题、
作者、标题、类型等信息。 本文以“爱迪生” 为检

索词，分析细粒度信息聚合机制下的信息检索途

径。 第二步，识别检索点。 该过程通过构建基于

细粒度聚合单元的元数据标准，提高识别书目资

源的可视化程度，对检索实体进行识别，筛选出

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体。 由“爱迪生” 确定检索实

体为“Ｔｈｏｍａｓ Ａｌｖａ Ｅｄｉｓｏｎ”，中文名为托马斯·阿

尔瓦·爱迪生，发明家、企业家，拥有四大发明。
根据该描述实体，识别出“爱迪生的发明” “爱迪

生人物故事介绍”“爱迪生发明与专利介绍”等类

型的文章。 第三步，选择目标源。 根据用户需求

选取载体、内容、来源均能符合其需求的资源。 在

细粒度信息聚合模式下，书目检索资源包含各种

载体形式、出版形式的信息资源，因此对于“爱迪

生”这一检索词，目标源可以设置为报纸、增刊、
正刊、会议集等形式。 第四步，获取资源。 通过细

粒度信息聚合模式实现书目数据的初步筛选，呈
现相同或相似内容的所有资源，利用载体类型、出
版社、发表时间、语言类型等检索条件缩小检索范

围，实现书目资源的精确检索。 第五步，浏览检索

结果集。 序化检索选定的书目资源，建立检索结

果集中各实体之间的关联。 例如，根据介绍“爱

迪生”人物事迹的文章，关联出其他相关的书目

及文章，由初始检索目标关联查找到书目 １，由书

目 １ 关联查找到人物 ２，再由人物 ２ 关联查找到

其他书目或文章，经过多次关联积累更多书目资

源，扩展检索结果集的范围，为用户提供更全面、
详实的信息资源。

５　 结语

针对网络文献资源的细粒度聚合问题，本文

根据逻辑结构和形式结构对聚合单元进行了细

粒度划分，根据不同层级聚合单元的属性及关系

特征建立了细粒度元数据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元

数据进行语义标注和规范化著录，构建了聚合单

元元数据框架下的细粒度信息语义组织模型。 该

模型通过对书目资源各类实体与数据层、信息层、
知识层的聚合来实现对信息资源的分解、重组，从
而实现检索系统的知识发现、语义检索等功能；通
过深入挖掘并扩展书目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为
用户提供更全面、高效、便捷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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