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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ＫＯＳ的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研究

刘春艳　陈淑萍　伍玉成

（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要】　针对从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中存在的没有统一转换标准的问题，引入Ｗ３Ｃ推荐的知识组织体系
ＳＫＯＳ作为叙词表转换的标准；分析知识组织体系ＳＫＯＳ的特点；实际应用ＳＫＯＳＣｏｒｅ词汇表完成ＵＫＡＴ叙词表
节选段落到本体的转换；并应用骨架法对该本体进行评价，指出该本体的特点及局限。

　　【关键词】　ＳＫＯＳ　本体构建　叙词表　　　　　　　【分类号】　Ｇ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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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是一种在语义层次上描述信息的建模工具，作
为系统内部成员进行交流的语义基础，用于知识表示和

管理、信息系统建模、信息集成、信息检索以及 Ｗｅｂ上异
构信息的处理、语义 Ｗｅｂ等。本体自提出后得到了普遍
的关注，各领域都在专家参与指导下构建本领域的领域

本体。在领域本体的构建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１）质量难以保证［１］。本体的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搜集领域内各种概念术语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由于人

为的因素，容易出现领域概念搜集不完全，概念关系定义不准

确等情况，影响本体建设的质量；

　　（２）概念关系描述不一致［２］。目前，对于领域本体的建

设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组织体系，本体中对于概念关系的描

述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标签，导致本体之间语义互通性降低，也

降低了本体重用性。

　　鉴于以上原因，学者提出了利用传统的叙词表经过
改造构建领域本体的方法。国外很多学术团体相继开始

了利用现有的叙词表建立本体的尝试，已有多种叙词表

被转换成本体系统：如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和建筑叙词

表（ＡＡＴ）转换本体的项目［３］；世界农业信息中心信息及
传播处把 ＡＧＲＯＶＯＣ叙词表转换为农业本体的项目，各
国农业叙词表包括中国的农业叙词表（ＣＡＴ）通过映射到
该系统中，实现对不同语言层面的农业词表建立相互联

系［４］；加州环境资源评估系统（ＣＥＲＥＳ）和国家生物信息
基础工程（ＮＢＩＩ）联合开发了一套基于 ＲＤＦ格式集成的
有关环境的叙词表和叙词网络工具等［５］。目前，叙词表

到本体的转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转换的过程中

各项目使用的描述语言以及描述广度和深度不尽相同，

给本体之间语义互操作和重用造成了困难。

１　叙词表转换本体使用的语言

　　为了适应语义 Ｗｅｂ的发展，更好地与本体的表示相
融合，国际标准化组织负责信息和文献的委员会正在修

订原有的叙词结构相关标准ＩＳＯ５９６４，将制定一个叙词的
转换方式标准。在关于叙词表向本体转换的项目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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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所转换叙词表本身的特点，学者们尝试使用了很多

描述语言，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用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构建叙
词标记语言；用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表示叙词内容和关系；目前
也有人探索用ＤＡＭＬ＋ＯＩＬ、ＯＷＬ语言表示叙词关系。比
较以上几种本体描述语言，从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
到ＤＡＭＬ＋ＯＩＬ以及Ｗ３Ｃ推荐的本体描述语言 ＯＷＬ，语
言的表述能力不断提高。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语义描述能力太
弱，不适合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ＯＷＬ语言虽具有很强
的描述能力，但是描述起来过于复杂，成本过高；介于中

间的资源描述框架语言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在表达能力和逻辑
严格性方面最适用于从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具有灵活

性和扩展性，易于与其他资源组织体系结合应用，从这方

面来看，适合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然而，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仅
仅提供初级的语义关系表达，没有统一的标签支持更具

体语义关系的描述，因此需要在 ＲＤＦ基础上建立支持表
达更具体的语义关系的具有灵活扩展性的统一的知识组

织体系标准。

２　知识组织体系ＳＫＯＳ

　　２００５年，Ｗ３Ｃ推荐了知识组织体系（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ＯＳ）［６］。ＳＫＯＳ是资源描述框
架语言ＲＤＦ（Ｓ）的应用，丰富扩展了 ＲＤＦ（Ｓ）的描述能
力，提供了表达各种受控词表结构和内容的通用框架［７］。

ＳＫＯＳ可以向横向、纵深扩展，可以和其他知识组织体系
结合应用。ＳＫＯＳ的目标是用机器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
一个强有力的框架表达知识结构。在语义 Ｗｅｂ领域，
ＳＫＯＳ最早应用在欧洲语义 Ｗｅｂ高级发展（ＳＷＡＤＥ）计
划中的一个子项目“分类和叙词的管理”（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ａｎｄ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现在作为与 ＩＳＯ相关标准兼容
的ＲＤＦ词表模式草案，进一步发展多语种词表和词表之
间的图示和导航工具［８］。

　　ＳＫＯＳＣｏｒｅ词汇表提供了表达知识组织体系基础结
构和内容的核心模型，该词汇表给出了一系列的标签作

为叙词表转换的统一标签，应用该标签进行转换构建的

本体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利于本体重用和互操作性。

ＳＫＯＳＣｏｒｅ词汇表由一系列 ＲＤＦ属性和类组成，这些属
性和类涵盖了各种词表中使用到的标签，词表中的概念

词条通过给出的这些标签进行标识，从而融入到 ＳＫＯＳ
Ｃｏｒｅ的概念框架中，形成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义知识组
织体系。

　　ＳＫＯＳＣｏｒｅ词汇表中标签很多，例如，标识词表的类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标识词表中概念的类 Ｃｏｎｃｅｐｔ，上位概念
属性标签ｂｒｏａｄｅｒ，首要主题词属性标签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停用主

题词属性标签 ａｌｔＬａｂｅｌ等。这些标签集合构造出知识组
织体系框架，可以用来携带各种类型的概念词表。各种

不同类型的概念词表依赖该框架可以相互连接，共同构

成跨词表的知识组织体系。ＳＫＯＳＣｏｒｅ也提供了连接概
念和人们常用词语的框架，可以用于支持多个任务，例如

Ｗｅｂ文档的自动分类，多语种术语表的自动翻译等。

３　基于ＳＫＯＳ的叙词表到领域本体的转换

３．１　本体编辑工具
　　目前，很多研究机构及学者开发出了本体编辑工具，
这些编辑工具能屏蔽当前众多的本体描述语言的不同之

处，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用户图形界面，使本体的构建和

对信息资源的本体标注变得更为简便。如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Ｐｒｏｔéｇé、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 ＫＡＯＮ、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公立大学的ＯＩＬＥＤ等。笔者比较了
几种本体编辑工具，觉得斯坦福大学的 Ｐｒｏｔéｇé界面友
好，并且可以通过插件扩展各种功能，对于本体的图示表

示灵活，可以支持多种本体语言［９］。笔者选择该工具作

为本体编辑工具，完成了基于ＳＫＯＳ的叙词表到领域本体
的转换。

３．２　ＵＫＡＴ叙词表分析
　　ＵＫＡＴ（ＵＫ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是英国档案部门创建
的主题词表，用于档案文件的标引和检索，在此基础上构

建了国家档案网。它所收录的词汇来源于 ＵＮＥＳＣ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叙词表。ＵＮＥＳＣＯ是一个涵盖了教育、
科学、文化、社会及人文科学、信息和通信、政治学、经济

学、法律的高水平的术语词汇表。到２００４年８月为止，
ＵＫＡＴ共收录词条１９６９８个，其中６３５６来自于ＵＮＥＳＣＯ
词表。ＵＫＡＴ提供了检索档案库和查阅档案目录时使用
的受控词汇，让用户能够有效地从主题角度检索和利用

国家档案网［１０］。

　　本文选择该词表进行本体转换，一是考虑该词表涵
盖的范围较宽，是综合性的叙词表，从中可以选择大家比

较熟悉的类目；二是等级排列的词表结构清晰，容易进行

等级转换；三是词表中每一个词条都有ＵＲＩ标识定位，可
以直接通过浏览器定位到相关词条。

　　以下节选了 ＵＫＡＴ中信息与通信（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子表中的计算机应用（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子类下的各级类目作为 ＳＫＯＳ表达的词条，在节选
段落中以计算机应用作为一级类目，则节选词表可划分

三级类目，如图１所示。

３．３　ＵＫＡＴ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
　　一个本体是关于一个领域概念的集合，概念的含义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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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ＵＫＡＴ节选段落图

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内，

一个概念往往具有其特有的属性，即确定了一个概念，就

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属性；反之，由一个概念所具有的属

性，也可以确定一个概念。一个本体包括一套关于某一

领域概念的规范而清晰的描述类，描述了有关概念的各

种特征的属性，还包括属性插件的限制条件，在构建完成

的本体中还可以添加一系列与某个类相关的实例，这些

实例共同构成了知识库系统［１１］。

　　本体的构建过程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１）引入名称空间 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名称空间是本体中使用

一系列词条的前提，必须准确说明正在使用的特定的词汇表。

一个本体标准的初始模块是包含在ｒｄｆ：ＲＤＦ标签中的一系列

名称空间的声明。这些声明用以准确解释文档中的标识符，

从而使本体的其他部分具有可读性。由于本例中所有词条都

来自于ＳＫＯＳ前缀名称空间，因此在名称空间中添加ＳＫＯＳ前

缀并给出对应的名称空间ＵＲＩ。

　　（２）构建本体类 Ｃｌａｓｓ。类也叫做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表示

对象的集合，它是本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建模元语，是

构建本体的基础。基于 ＳＫＯＳ的词表本体构建中，类的构建

主要用到 ＳＫＯＳ中表示词表和概念的两个类 ｓｋｏｓ：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其中，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类为所

选词表类，对于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类给出相应的描述性元

数据信息，说明所选词表的名称（ｄｃ：ｔｉｔｌｅ）、节选的段落描述

（ｄ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等信息。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类为词表中的概念类。

词表节选段落中的所有概念都是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的下位类。然

后根据词表节选段落中概念的等级树的关系构建相应类目体

系。以直观图的形式显示的类目等级关系如图２所示。

　　（３）构建本体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属性可以被用来说明类的

共同特征以及某些对象的专有特征。一个属性是一个二元关

系。可以通过指定属性的ｄｏｍａｉｎ和ｒａｎｇｅ以及定义子属性来

约束一个属性更准确的表达特定范围对象之间的关系。

ＳＫＯＳＣｏｒｅ提供的标签绝大部分以属性的形式出现，本例中

涉及到的属性主要有：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ｉ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

图２　本体类目体系图

ｂｅｌ。这些属性标签分别对应词表中的首选标签、范围注释、
所属词表、上、下位概念、相关词条、替换词条等各种等级、相

关关系。考虑到本文所做的仅仅是 ＵＫＡＴ中节选的段落，不
可能把整个ＵＫＡＴ中的相关词条都以类的等级形式列出，因
此，本例中把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标签作为注释属性。其中 ｓｋｏ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属性涉及到的关系可以通过类的关系
全部列出，因此设计为对象属性。

　　（４）为类添加属性。每一类对应着一些属性，用于对该
类的描述和限定，如相关属性、首选标签、范围注释等。根据

词表中给出的关系来添加这些属性，并给出对应的值。如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类，它具有首选标签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属
性，其属性值为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它还具有 ｓｋｏｓ：ｓｃｏｐｅ
Ｎｏｔｅ属性，其属性值为Ｕｓｅ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对于构建完成的本体，可以通过图的形式更清晰地看出
它的结构和关系，如图３所示。在图３中，每个方框代表一类
的各种描述属性，包括相关类目、首选标签、范围注释等；箭头

表明了各类之间的上下位等级关系，整体的结构清楚地展示

出来。

图３　本体类目属性图

　　（５）为本体添加实例。完成本体的构建后，将简单的实
例添加到本体中，这几个实例为单主题文献，可以直接添加到

对应类下。对于添加的实例，通过属性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
ｒｏｗｅｒ标签给出彼此间的关系。完成后的类与实例对应如图４
所示。

　　图中实例之间的等级关系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来，如
果该本体进一步扩展成完整的词表本体，那么其中实例

·４３·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００７年　第５期 数字图书馆 　　总第１５０期




图４　类与实例对应图

的关系不只限于等级关系，还包含相关的关系，实例之间

的语义关系网络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对某一实

例进行检索，除了可以得到这一实例外，还可以得到与其

相关的其他实例，实现了基于语义的检索的扩展和延伸。

４　本体的评价

　　ＭｉｋｅＵｓｈｏｌｄ和 ＭｉｃｈｅａｌＧｒｕｎｉｎｇｅｒ提出的本体构建方
法———骨架法［１２］认为，构建本体的流程中，对本体的评

价标准是清晰性、一致性、完善性、可扩展性。清晰性是

本体中的术语应被无歧义的定义；一致性指的是术语之

间关系逻辑上应一致；完整性指本体中的概念及关系应

是完整的，应包括该领域内所有概念和全部的关系，这一

点是理想化的，在实际本体的构建中是无法达到的，随着

领域不断的发展，本体需不断完善；可扩展性指本体应用

能够扩展，横向扩展该领域新出现的概念，纵向扩展描述

的深度。

　　对于本文建立的本体，依据以上的评价标准定性评
价后，可以认为基本上满足清晰性、一致性、完善性和可

扩展性的要求。从清晰性来看，本体中的术语取自专业

的叙词表中经过规范控制的正式叙词，不存在语义上的

歧异性；从一致性来看，本体的等级组织体系严格依据叙

词表中树状结构建立，其它各种关系的建立也依据叙词

表“用、代、属、分、参”的语义关联建立，因此在逻辑结构

的划分上符合逻辑上的一致性；从完善性来看，本体中概

念术语取自于领域概念术语的集合———叙词表，基本包

含本领域的大多数概念和术语，随着领域不断地发展，新

的概念不断出现，这些概念不断地充实到本体中；从可扩

展性来看，该本体基于描述语言ＲＤＦ（Ｓ），具有良好的描

述和推理能力，具有良好的扩展性。例如，需要丰富叙词

表中给出的语义关系时可以扩展使用 ＯＷＬ提供的丰富
的描述语言；需要进行复杂的逻辑的推理时，可以扩展使

用ＯＷＬ的限制约束关系。
　　从以上本体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ＳＫＯＳ基于 ＲＤＦ
表达词表的结构和内容，相对于其他用于精确推理的本

体描述语言来说逻辑上比较简单，不需要更多的约束和

限制，词表本体的构建重点在于类、属性、关系的区分和

交叉关系的把握。本文构建的本体只是初次 ＳＫＯＳ应用
的尝试，真正实现ＳＫＯＳ表示词表的完整本体构建还需要
完成更多的工作。

参考文献：

１　刘春艳，曹锦丹，李佳军．语义Ｗｅｂ环境下知识组织体系ＳＫＯＳ应

用研究．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５０（６）：２３－２７

２　刘春艳．语义Ｗｅｂ环境下基于 ＳＫＯＳ的叙词表到本体的转换研

究：［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大学，２００６

３　ＴｈｅＧｅｔｔ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ｔｔｙ．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

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ａａ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２８，２００６）

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ｒｖｅｒ（ＡＯＳ／Ｃ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ａｉｍｓ／ａｏｓ．ｊｓ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２５，２００６）

５　ＴｈｅＣＥＲＥＳ／ＮＢＩＩ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ｔｐ：／／ｃｅｒｅｓ．ｃａ．

ｇｏｖ／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２８，２００６）

６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Ｍｉｌｅｓ，ＤａｎＢｒｉｃｋｌｅｙ．ＳＫＯＳＣｏｒ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２００５／ＷＤ－ｓｗｂｐ－ｓｋｏｓ－ｃｏｒｅ－ｓｐｅｃ－

２００５０５１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Ａｐｒ．５，２００６）

７　ＳｔａｉｒＭｉｌｅｓ，Ｂｒｉ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ＤａｖｅＢｅｃｋ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ＫＯＳ：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ｂ．ｈｔｔｐ：／／ｉｄｅ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ｏｒ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ｘｔｅｃｈ０５／ｐａｐｅｒｓ／０３－０４－０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Ａｐｒ．

８，２００６）

８　Ｄａｖ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ｔｅｖｅＣａｙｚｅｒ，ｅｔａｌ．ＳＷＡＤ－Ｅｕｒｏｐ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１２．

１．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１／ｓｗ／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ｈｏｓｅｎ＿ｄｅｍｏ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ｅ

ｐｏｒｔ／ｈ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Ａｐｒ．４，２００６）

９　Ｐｒｏｔéｇé．ｈｔｔｐ：／／ｐｒｏｔｅ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２０，２００５）

１０　ＵＫ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ＫＡＴ．ｏｒｇ．ｕｋ／（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ｒ．１０，２００６）

１１　Ｂｒｉ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Ｍｉｌｅ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ｓ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ｕｒｉ

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ｃ．ｒｌ．ａｃ．ｕｋ／ＳＷＡＤ／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ｓｗｄｂｐａｐｅｒ．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Ｍａｙ．１０，２００６）

１２　ＭｉｋｅＵｓｈｏｌ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ｕｎｉｎ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６，１１（２）：９３－１２６

（作者Ｅ－ｍａｉｌ：ｔｓｇｌｃｙ＠１２６．ｃｏｍ）

·５３·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００７年　第５期 数字图书馆 　　总第１５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