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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地图到数字地球
———谈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演变

摘　要　人类社会信息基础环境的每一次发展 ,都辩证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及其信息基础设施的良

性循环和发展。从“知识地图”到“数字地球”,本质地昭示出人类信息不断朝着“有序化”和“序变

能力”双向递进发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性和虚拟化是其物化的技术保障。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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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hum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as dialectica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and it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nowledge Map to

Digital Earth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formation. Digitization , networking , intelli2

gence and virtualization are its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s. 1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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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的出现和提出是

科学家长期努力、积淀的结果。从“知识地图”到“数

字地球”的发展本身就能充分说明人类社会的信息基

础环境逐步趋于向“有序化”和“序变功能”两个方向

双向递进发展。因此 ,研究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变化

是十分重要的。

1 　学者的早期探索
自从有了信息需求和信息活动 ,有效地改善信息

基础环境 ,使其更好地为用户使用 ,一直是各国学者

们孜孜以求的努力目标。由于图书情报学家特殊的

地位和优势 ,最初改善信息基础环境的重任责无旁贷

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1895 年 ,比利时文献学家奥特莱 (P. Otlet) 和拉芳

丹 (H.La Fontaine) 创立了国际书目学会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 ,目的是想要编辑一个国际性

的书目 ,以整理全球的文献 [1 ,2 ] 。奥特莱希望将这个

书目建成国际性资料索引 ,并希望图书馆不要只是一

个文献寄存处 ,而应是一个能提供特定情报服务 ,满

足所有使用它的用户的文献中心。他期望图书馆能

转型为文献中心 ,然后结合国家性与国际性的传播系

统组成国际性文献网络。为了汇集全部文献 ,他们在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 (Dewey) 的 DC (Decimal

Classification)的基础上 ,发展成为国际通用的 UDC(U2
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以达到其编制“世界书

目大全”的目的。尽管此计划未获成功 ,但作为其工

具 UDC却沿用至今[3 ] 。

1936 年 ,英国学者维尔斯 ( H. G. Wells) 提出创建

“世界大脑”(World Brain) 的“思想实验”:以世界上每

个个体的智能为背景 ,在学术组织的推动下 ,建立一

个有生命力 ,能不断成长变化并不断被新的思想所扩

展、修正及替代的 ,能成为任何个体即时使用的世界

的百科全书 (World Encyclopedia) 。人们在其中可看到

宇宙全貌、世界的通史、构建新社会及新秩序的主要

观念、任何学科知识的主要思想 ,如有需要 ,还可以得

到所需文献的原件 [4 ] 。

2 　布什的 Memex

1945 年 ,美国学者、战后“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

长万尼尔·布什 (V. Bush)发表对情报科学影响深远的

文章《诚若所思》( As We May Think) ,即布什信件。他

希望科学家应该思考如何使现有的人类知识 ,能够让

大众更方便地获得。文中 ,他提出创建个人机械化的

文档 ———Memex。他指出 ,我们可以想像有一部这样

的机器 ,在其中 ,可以利用缩微的方式储存个人的书

籍、期刊、档案等资料 ,也可以将买来的缩微资料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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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书籍、期刊、报纸、图片等)插入储存设备中 ;这部机

器可以按个体所需和习惯进行检索 ,通过键盘可将所

要的资料检索出来 ,并在屏幕中将原件显示出来阅

读[5 ] 。显然 ,正因为布什所构思的 Memex 可以依据个

人“思维”的需要而变化 ,这种装置与现代“超文本”的

思想是基本一致。因此 ,布什亦被认为是现代“超文

本”技术的奠基人。

3 　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
英国著名情报学家 B·C·布鲁克斯对情报科学的

发展是极有建树的。他所援引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

( K. Popper)的“世界 3”理论在情报学哲学基础方面至

今仍然无人比肩。布氏在其经典著作《情报学基础》

中 ,对情报科学的远景作了十分宏伟的规划 :情报科

学的真正任务应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知识 (即世

界 3) ,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地图 ,一旦

这种“知识地图”相对稳定 ,便进而形成人类的体外大

脑[6 ] 。布鲁克斯所提出的“知识地图”的绘制 ,企图以

知识网络的形式说明知识单元发展变化 ,进而形成新

学科知识的变化过程。这种信息环境的特点是 :当用

户实施检索时 ,只要以某一知识节点为始 ,就可以任

意非现性地、交互地、机动灵活地改变检索途径 ,从而

实现真正地由文献检索变为对知识库的浏览。

4 　现代“超文本”等信息技术的出现
现代超文本 (hypertext)和超媒体 (hypermedia) 技术

基本是基于 V·布什 Memex 思想而发展起来的。超文

本系统是采用一种非线性的网状结构组织块状信息 ,

各种信息块之间采用链式连接 ,人们通过链路在信息

块之间迅速移动和浏览 ,进而实现类似联想式思维的

任务顺序检索。而多媒体与超文本结合而形成的超

媒体技术则可以将整个系统集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交

叉参照的网络系统 ,促使人们同时使用形象思维和抽

象思维来认识世界 ,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机交互 [7 ] 。这

种信息环境的最优越之处在于 :它能适应人们阅读、

检索中思维的变化 ,将人们传统的线性阅读方式改变

为联想式的、非线性的、以实际需要灵活应变的阅读

方式。在这种信息环境中 ,人们利用信息的速度和质

量极大地提高了。可见 ,V·布什的 Memex 和布鲁克

斯的“知识地图”的功能在技术上基本可以通过“超文

本”来实现。

5 　给予政策重视的“白宫报告”
1963 年 1 月 10 日 ,由美国一流科学精英组成的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向白宫提交了题为“科技团体和

政府在情报传递中承担的责任”的报告。为此 ,当时

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中肯的声明 ,指出 :强有力

的科学和技术是国家所必需的 ,而充分的交流又是强

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关

于现期研究与以往努力成果之间情报交流能力的改

进 ,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做的努力进行良好交流的

重要性。该报告旨在唤起人们重视科技团体和政府

在情报交流中所承担的职责 ,并对当时美国情报系统

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如对机械化、情报处理技

术、引文索引以及报告和预印本等问题作出了很有见

地的研究[8 ] 。该报告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情报系统

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与随后的 NII(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和数字地球计划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6 　“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
1993 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份向美国国会提供

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并

确保 1997 年建成。该计划由通讯线路、计算机、数据

库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完备的网络 ,能使所有美国人

享用信息 ,并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声音、图像、文表

相互传递信息。由于美国的影响 ,世界各国纷纷掀起

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目前 ,采用超文本和

多媒体先进信息技术的因特网用户的迅猛发展和电

子商务的日益普及 ,以及网络化社会和网络经济的初

见端倪本身就是该计划实施结果的一个明证。继“信

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 ,1998 年美国副总统戈尔 (Al.

Gore)率先提出了建立“数字地球”(The Digital Earth)这

一信息基础环境的计划 ,即以多元方式、从三维空间

汇聚对整个地球进行描述的、所有与全球相关的以

“地理位置”为节点的信息资源而组成的一个全球式

的集成数字信息系统 [9 ] 。这种信息基础环境是以“概

念”为节点的“超文本”技术的延伸 ,并按照地理位置

来组织、链接信息资源。美国宇航局在这方面的工作

具有开创性[10 ] 。

6. 1 　建立数字地球所需要的技术支持

(1)高速计算机技术 :通过高速计算机的应用来

模拟那些无法观察的现象并可同时更好地理解这些

数据。

(2)海量存储技术 :数字地球是以地理位置为节

点来存储信息的 ,它必须具有海量信息的存储能力。

(3)宽带网络 :所需数据并非单一的数据库 ,必须

采用以地理位置为节点的宽带的 ,如 10G/ s 的网络技

术。

(4)兼容性 :正如 TCP/ IP 协议保证因特网和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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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资源相互使用一样 ,对于数字地球也需要制定相应

的某种协议 ,以保证其兼容性。

(5)元数据 :对于图像或以地理位置链接的信息 ,

人们非常需要了解其“原始性”信息 ,如 :名称、地址、

作者、来源、日期、数据形式和分辨率等。国际上已经

有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对网络资源的描述记录。其目

的是促进不同元数据系统之间的兼容性 ,且促进因特

网上资源的发现[11 ] 。

6. 2 　数字地球的应用远景

数字地球作为一种新型的深层次的信息基础设

施 ,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三维信息操作平台。除

了常规的信息检索和应用 ,其应用远景非常具有广谱

性 ,如 :

(1)虚拟外交 :例如 :为了支持波斯尼亚地区和平

谈判 ,美国“五角大楼”开发了一个“虚拟现实”的场

景 ,它能使谈判代表做一次虚拟的边界旅游。在谈判

中 ,当塞尔维亚总统通过虚拟边界旅游看到原来的那

条狭窄走廊是不切实际的之后 ,同意在萨拉热窝和伊

斯兰教戈拉日德被占领土之间提供一条宽阔的走廊。

(2)打击犯罪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了减少青少

年持枪暴力事件 ,采用 GIS 数据传感系统 ,探测犯罪

形式和团伙活动。通过由此所获得的信息的分析 ,采

取决策重新分配警力。

(3)保护物种 :通过对数字地球所得到的某一地

区信息 ,如土壤类型、年降雨量、植被、土地使用情况

的分析 ,科学家们制定某一地区的种植计划。

(4)预测天气变化 :通过分析卫星成像所得到的

信息 ,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有关天气变化方面的研究。

(5)提高农业产量 :通过使用数字地球方面的卫

星成像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 ,对某一地区的土地状况

的具体分析 ,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耕种。

总之 ,“数字地球”这一人类信息基础环境也会随

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 ,其从多途径整合和揭示

信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加强和完善。

7 　结论 ———信息基础环境演变的分析
随着人类社会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

类的信息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从传统的书目大

全和网络化的文献系统到“世界大脑”和“知识地图”

的构想 ,经机械化的检索系统 Memex ,再演变为现代

超文本技术 ,网与网的连接所形成了的因特网 ,并在

信息高速公路上向“数字地球”方向发展。人类社会

信息基础环境的每一次发展 ,都辩证地促进了人类社

会及信息基础设施的良性循环和发展。从布鲁克斯

的“知识地图”到戈尔的“数字地球”,本质地昭示出人

类信息不断朝着有序化 (将杂乱无章的信息系统化和

整合 ,以使其符合耗散结构原理)和“序变能力”(对同

一信息多维度揭示 ,以满足个体的变化和个性化的需

要)双向递进发展[12 ]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

化是其物化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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