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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结点粒度划分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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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710069．西安太白北路 1号；第一作者 26岁．女 ，研士) 

摘 要 讨论 j超文本结点的粒度问题和粒度划分的原则，提出j动态增加超文末链的算法． 

。。并叙述 了一个原型束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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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Hyper~ext)是一种新颖的信息表示方法和管理技术。它改以往线性方式组织信息为非线性 

方式，从而提供用户对信息快速、灵活，而且符合人们阅读习惯的检索和查询方式。同时，用户可以动态 

地重构信息的链接ii点组成新的、满足自己需要的阅读文本。由于上述特点，它特别适合于大型软件设计 

中文档的动态管理，以及文献的管理。因此，近年来超文本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MS-WINDOWS中的 

HELP窗口即为一超文本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中地图的处理也常采用超文本技术。目 前，超 文 本 在 

INTERNET中也被作为一种传输对象。 

人们在实际阅读文本时，通常不是以一章或一个图集为单位，而常常针对一章中的某一句话、某一 

个诃、某一地区图、某一点图进行检索查询。所以，我们在进行文档管理、地图检索管理时，采用超文本技 

术，同时引入超文本粒度的概念，确定了粒度划分原则，设计了数据结构t并利用 C++语言实现了一个 

原型系统。本文就超文本结点粒度财分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就设计和实现细节进行详细的阐述。 

1 超文本基本概念 

1．1 超文本是一种新颖的信息表示方法和管理工具 
一 个超文本系统的基本成分是结点和链，结点用于存储信息，链用于形成不同结点之间的相互关 

系．其基本特征为：①超文本是以结点为单位，用链联接起来的阿状结构}②结点与窗口一一对应，每一 

结点有一名字或标题，在窗口显示。 

l_2 超文本粒度 

实现超文本系统时，考虑到人们的阅读习惯，表示信息的结点不能太大，否则， 
· 翻闭较慢。 
· 在阅读结点内的信息时，仍是线性谢览。 

如果粒度太小，则造成 

· 结点太多，结点库庞大，难于管理。倒如，若超文本中有如图1的存储结构·那么，要得到 

完整的 A信息，需要调用多次B，消耗时间 
一 信息不完整，每个结点所示信息有限，极可能使其含义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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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现超文本系统时，每一个结点表示的信息在含义完整的前提 

下，应是多大范围，是一完整的章节，还是一个标题、一个图索 ，亦即超文 

本的粒度是多大?这是成功地实现超文本系统的关键 。 

2 超文本粒度的划分 

国 

囚一：固 
、固 

图 1 存储结构图 

2．1 划分原刚 

结点为一完整的信息单位，例如书的一个章节、地图集中的一个地区图或一个城区图。结点内可根 

据阅读需要划分成块，一块可为一段文字，或一个单诃。当结点内不划分块时，即默认块为该结点本身· 

2．2 数据结构 

实现时 ，我们采用邻接表的存储结构·如下所示； 

Name Link bl b2 

蹶结点 

名 称 

具体描述采用c++语言 ，链结点结构为 

struct Node{ 

char Name
—

DestE3] 

int Sourse
． ．

block
． ．

begin； 

int Sourse block end； 

int Dest
—

block
—

begin； 

int Dest block end； 

strLlct node *next； 

} 

struct hyper
—

link{ 

char *Name Sourse； 

struct Node *link； 

匦亟圈噩 一 匝亟圈吁 ⋯· 

／／目的结点名称 

／／源结点索引块的相对起始位置 

／／源结点索引块的相对终止位置 

／／目的结点索引块的相对起始位置 

／／目的结点索引块的相对起始位置 

{{瞧 

／／源结点名称 

ff撩针 

圈 2示例采用上述数据结构可表示为 

D ESTINATIo N B 

圈 2 数据结构示倒圈 

B 1O 20 2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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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数据结构，当Dest
—

block
—

begin~l8【& Dest
—

block
—
end=EOF时 ，目的块即为目的结 

点的全部，此时，系统与通常的超文本系统完全一致起来。 

根据上述的数据结构，我们设计了超文本动态增加文本链和调用的算法。 

2．3 算 法 

算法 I，增加超文本链： 

(1)确定源结点(设为 A) 

(2)确定源结点内的块(利用功能键完成块的定义)，记下起始与终止位置 Bs，Es(以字符为单 

位) 

(3)确定目的结点(设为 B) 

(4)确定目的结点内的块(同(2))，记下起始与终止位置 Bd，Ed 

(5)确认块(Y／N) 

Y：做 (6) 

N：做 (1) 

(6)生成一新结点 New Node．使 

New
． ．

node~ Name
—  

Dest=B 

New
— —

Node~ Sourse
． —

block
— —

begin=lM 

New
． ．

Node~ Sourse
— —

block
． ．

end=Es 

New
． ．

Node~ Dest
． —

block
． —

begin= lkl 

New
—

Node~ Dest
—

b10cK
—

end= Ed 

New
—

Node~ Next
一

= NULL 

(7)在邻接表中查找 Name=A的一项，遍历链表，将 New
—
Node插入适当的位置 。 

算法 I：超文本的使用，设从结点 A中块 i指 向结点 B中的块 (块 不止一个) 

(1)将结点 A的文本显示于窗口内 

(2)在窗口内移动文本，直至块 i出现 

(3)选中块 通过文本属性来翔断，例如颜色 

(4)计算块 首地址在结点A中的绝对位置Bs和 Es 

(5)在链接表中A链中检索所有 

Sourse
． —

block
． —

begin= Bs 

Sourse
． ．

block
． ．

end= Es 

的结点，根据 Name—Dest和 Dest—block—begin，Dest—block—end的值依次显示即可。 

依据算法 I和算法 I，用上述数据结构，我们实现了具有动态增、删、改超文本链功能的原型系统。 

． 3 原型的设计与实现 

我们采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c++，在 DOs环境下实现原型系统。利用 c+一浯言的特点，特 

超文本中的结点及其对结点的操作 ，如生成一新结点 插入一条新的链等操作封装成一个类，并利用面 

向对象语言特有的封装和继承特性，使整个系统更易于动态扩充，代码的效率更高 

原型类定义如下： 

class klypertext【 

struct node【 

(同 2．2处的定义) 

)Node[Ⅳ]； ／／链结点结构 

struct cood【 

int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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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end} 

} 

publicl 

struct cood *DeI Block()I 

struct cood *Def Node()I 

struct *Gen New Node()l 

Insert
—

Nod e(Sourse，Node)i 

Disp
—

Node(Nod e,WIN)； 

Disp
—

B10ck(B10ck，WIN)I 

／／其他成员函数说明 

) 

／／成员函数描述 

以增加超文本链为倒 ，说明实现过程 

void Hyper text：：Insert
—

Node() 

{ 

／／块首尾位置 

／／成员函数说明 

／／确认块 

／／确认结点 

／／生成新结点 

／／插新结点 Node至 Sourse链中 

／／显示 Node信息于 WI N窗口 

／／显示 Block信息于WIN窗口 

Sourse Node=Def Node0 { 

Sourse Block=Def Block(){ 

Dest Nod e=Def BlockO } 

confirm=getcbar 0{ 

if(confirm= 一 

{ 

New node=Gen New Nod e()} 

for(／=0；／<N I + +) 

if(strcrnp(Node[i]．nanle，A)一=O) 

／／将 New—Node插入A的链中 (代码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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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ranularity of nod e in hypertext and the rule~of partitioning the granularity 

of node are discussed，and a prototype is di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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