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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个人名称规范记录的实体匹配与聚簇∗
∗

王瑞云　 贾君枝

摘　 要　 本文尝试解决国内个人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检索结果集基于实体匹配的聚簇问题，分析国内

名称规范联合库 ＣＣＣＮＡ 的检索服务和数据库记录特点，提出对结果集记录合并聚簇的思路：首先预处

理去除重复和明显的名称语义不匹配记录，再根据提取出的个人实体属性名称、出生年、个人关联的书

目题名及关联的外部记录，基于个人实体的语义进行个人名称规范记录聚簇。 实证统计结果显示，处
理后结果集内的簇数都显著低于处理前的记录条数，与 ＶＩＡＦ 的关联聚簇结果也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

效性。 但本文书目匹配采取题名匹配，这会丢失一些有用的聚簇信息，后续研究将进一步集成图书机

构的书目数据库，抽取更多的书目信息进行聚簇。 图 ４。 表 ６。 参考文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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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名称规范档根据控制规范规则，将名称信息

按照统一的标目形式展现，为用户查询名称实体

提供更高效的途径。 由于单一机构构建的名称

规范档规模较小，随着机构之间合作的深入，名
称规范档资源之间的共建共享成为必然。 ２００３
年，国家图书馆（ＮＬＣ）、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管理中心（ＣＡＬＩＳ）、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协作

咨询委员会 （ ＨＫＣＡＮ） 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ＣＣＳ）协同成立中文名称规范协作委员会（ＣＣＣ⁃
ＮＡ），致力于中文名称规范档的共享使用。 其提

供的“中文名称规范一站式”查询系统，可实现对

各种名称规范数据的查询，采用的模式是各家单

位在物理空间上独立建库，通过网络环境来共享

数据的分布式模型［１］ 。 但 ＣＣＣＮＡ 仅仅将各个机

构之间查询结果合并显示，重合记录没有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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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库内及多库之间同一个人的记录没有聚簇，为
用户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阻碍了与国外

其它名称规范档的共享。
语义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跨机构的

名称规范档、名称规范档与其它知识库的共享。
现实世界由众多相互联系的实体组成。 名称规

范数据库中的记录是对实体的多方面属性的描

述，将这些记录进行语义分析关联，则上升为语

义网本体［２－４］ 。 如何对中文人名规范档进行语义

描述与关联成为研究重点［５，６］ 。 其中与虚拟国际

规范文档 ＶＩＡＦ 互联共享成为当前机构关注的问

题，中文名称规范档与 ＶＩＡＦ 的互联共享将对中

文名称的识别与归一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台

湾地区已经处在测试阶段，旨在为其提供台湾地

区已建设好的中文名称规范数据［７］ 。 与 ＶＩＡＦ 连

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名称之间的匹配算

法，成为连接共享的关键。 Ｂｅｎｎｅｔｔ 等学者开发了

自动名称匹配算法，实现了德意志图书馆和美国

国会图书馆规范记录的 ７０％ 的自动匹配［８］ 。
Ｈｉｃｋｅｙ 给出处理 ＶＩＡＦ 规范文档的渐进精炼方

法，先使用相当宽松的匹配形成粗糙集合，再将

粗糙集改进为代表同一实体的所有记录的 ＶＩＡＦ
聚类［９］ 。

国内名称规范档与关联记录研究在图书情

报领域已有一定的成果。 贾君枝、白林林和李燕

等人研究 ＭＡＲＣ２１ 元数据与 ＣＮＭＡＲＣ 元数据的

比较与映射［１０，１１］ ，张鹏图研究大英图书馆书目数

据的关联化［１２］ ，贾君枝、石燕青研究中文名称规

范档 与 ＶＩＡＦ 的 共 享 问 题 以 及 关 联 数 据

模型［１，１３］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析 ＣＣＣＮＡ 的个人名

称检索结果界面及详细页面的信息结构特征和

统计特征，并实证批量下载 ＣＣＣＮＡ 对 ３００ 个中文

个人名称检索结果的 ＭＡＲＣＸＭＬ 格式文件，进行

基于实体的语义研究。 利用个人名称、出生年、关
联外部记录及个人相关的书目，识别出描述同一

实体的多条记录并进行聚簇合并，最后将聚簇结

果进一步与 ＶＩＡＦ 关联，提高聚簇的准确度和簇

的信息含量。

２　 规范记录实体关联匹配分析

由于个人名称规范档中的人名普遍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本文从学科及相关的教材作者译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

物卷）》 ［１４］选取 ３００ 个中国现当代人名进行实验。
根据人名中包含的汉字个数将其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两个汉字人名 １００ 个，另一类是三个及以上

汉字人名 ２００ 个。 根据经验，假设两个汉字人名

可能出现重名的几率大于三字及以上人名，每个

名称检索出的结果集大于三个字及以上人名。
在 ＣＣＣＮＡ 的“中文名称规范一站式”查询系

统中［１５］ ，使用 ３００ 个名称的简体形式进行检索输

入，目标为检索到符合名称的所有个人名称记录。
对于每次检索得到的结果集合，人工分析整个集

合中各条记录与检索式的匹配情况（真实匹配还

是伪匹配）、重名记录出现的情况等。 希望从检

索结果分析中明确当前中文名称规范记录四大

库中各个库内部记录的特点，探寻名称实体识别

合并过程中可依据的信息，为下一阶段自动化实

体聚合的探索做准备。

２ １　 检索结果及重名记录分布

由于存在重名的人物，更重要是 ＣＣＣＮＡ 不

精确的匹配算法，导致检索命中的结果集过大。
表 １ 分别从匹配记录、检索记录数进行统计，可以

看出 ＮＬＣ、ＣＡＬＩＳ 两者记录命中率较高。 同样，其
检索两个汉字的结果中出现的重名甚至伪匹配

记录（汉字名称和注释串接的字符串包含检索名

称）也最多，伪匹配超过准确匹配的记录数。 检

索结果存在数据库内部聚合和跨数据库的同一

实体聚合的可能。

２ ２　 各个库内部记录的特点

ＮＬＣ 的规范记录库中，存在记录号不同、规
范标目及内容完全相同的记录且占比很高，本实

验中有 １７８ 个人名出现此类问题，由于这类记录

不是完全重复记录，因此记录归并难度增加。
ＣＡＬＩＳ 将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西文、日文等

同时作为并列规范标目，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规范

标目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检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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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有相同记录控制号的同一条记录在检索

结果中重复出现多次，结果集变大，干扰项或不

符合项太多，降低了查准率。 ＣＡＬＩＳ 记录中的参

考数据源包含书目题名信息，同时建立了与百度

百科、维基百科的链接，可以将人名记录实体扩

展关联到这些知识库，进一步丰富实体识别判断

依据，可进行更广泛的实体关联。
ＨＫＣＡＮ 将中文名称作为连接标目，等同于

其他数据库的规范标目。 其所提供的数据来源

较广泛，其中书目名称中有大量英文题名，因此

如果与中文书目题名匹配涉及到多语言处理功

能；同时其多数记录中有一个外部链接记录号，
链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与国外名称规范的联

接具有重要作用。
ＣＣＳ 命中记录较少，明显低于其他三个本地

库，有大量的参考数据源字段，可以用来挖掘书

目题名，但也存在多语言匹配问题。 但 ＣＣＳ 已处

在 ＶＩＡＦ 的测试阶段，对名称聚簇到 ＶＩＡＦ 的关联

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 １　 ＣＣＣＮＡ 各个库的检索覆盖和匹配记录统计

数据库名
记录数　 　 　 　 　 　 　 　 　 　 　 　 　 　 　 　 　 　 ＮＬＣ ＣＡＬＩＳ ＣＣＳ ＨＫＣＡＮ

两字名称检索有匹配记录的集数（总 １００） ９７ ９２ ６８ ９５

三字及以上名称检索有匹配记录的集数（总 ２００） １８５ １６６ ９４ １３５

两字名称检索记录总数 １１４０ １６９１ ５９９ ３８１

三字及以上名称检索记录总数 ３７２ ６２９ １３９ １５３

两字名称单个检索结果集最大记录数 １６０ ２３０ １４２ ４８

三字及以上名称单个检索结果集最大记录数 １２ １９９ １６ ５

２ ３　 匹配检索点的构成及特征

能够进行匹配聚合的检索点取自检索结果

中的字段和数据库记录内的字段，各备选检索点

统计信息如表 ２ 所示。 ＣＣＣＮＡ 的规范标目（ＨＫ⁃
ＣＡＮ 是连接标目）包括中文简体名称、生卒年，这
些可看作是最强检索点信息。 关联外部记录号

可以通过关联的外部记录准确地关联该组记录

到 ＶＩＡＦ 聚簇，是强检索点。 规范记录中的附注

和参考数据源中的出版翻译书目，对个人实体有

较强的辨识作用，可作为强检索点。 其它信息为

弱检索点信息，包括名称附注、变异名称、附注、参
考数据源。

ＣＣＣＮＡ 四个来源库中，ＨＫＣＡＮ、ＣＣＳ 的参考

数据源结构较复杂，有多种情形：除强检索点的

个人出版翻译作品外，还有描述研究个人的传记

作品，收录个人和众多其他人的各种形式的名人

录、作家笔名录，而最后一种情况与个人实体的

关联性弱，不能用来匹配。

表 ２　 ＣＣＣＮＡ 中备选检索点

检索点名称 包含记录数 检索点特征

中文简体名称 ５１０４ 最强匹配点：构造粗糙的原始检索结果集，全部记录均包含，但伪匹配和重名多。

生卒年 ２６３６ 最强匹配点：各机构统一，适于跨机构、多语言聚簇；但若干记录该信息缺失。

书目题名 ４０３５ 强匹配点：包含在附注、参考数据源中，语义上对实体匹配作用强；但存在多语言
题名困难，跨机构书目信息格式复杂，匹配准确度受限，有些书目与人名弱关联。

外部链接记录号 ４８６ 强匹配点：关联外部记录，丰富记录信息，供与 ＶＩＡＦ 等关联使用。 但包含该信息
的记录少。

记录控制号 ５１０４ 弱匹配点：用于单个库内细分记录，不能供实体聚合，但是记录标识关联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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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索点名称 包含记录数 检索点特征

名称附注 ２３０４ 弱匹配点：其中有 １４８６ 条出现在 ＣＡＬＩＳ 中，分类体系多，包括职业、专业、民族、性
别等，缺乏分类叙词表支持，匹配作用弱。

变异名称 ３６０１ 弱匹配点：包含该信息的记录较多，有简繁体、多语言形式，辅助中文简体名称
匹配。

附注 ２１７７ 弱匹配点：大段文本，仅挖掘书目题名。

参考数据源 ５０６１ 弱匹配点：多种机构多格式书目信息，供挖掘出版翻译书目题名。

３　 自动聚簇实现

ＣＣＣＮＡ 系统提供在线检索和 ＡＰＰ 下载导出

数据，在线检索结果页面如图 １ 所示，记录对应的

详细页面如图 ２ 所示。 ＡＰＰ 下载提供了 ４ 种输出

格式，包括文本格式、ＭＡＲＣ－ ２７０９、ＭＡＲＣ－文本

格式和ＭＡＲＣＸＭＬ 格式。 本文选择第 ４ 种输出格

式 ＭＡＲＣＸＭＬ 格式作为实验的源数据。
ＭＡＲＣＸＭＬ 文档包含了在线检索的结果和详

细记录信息，ＣＣＣＮＡ 利用工具对其中规范标目和

其他内容进行语义转换处理，形成结构化文档，

如表 ３ 所示。 文档外层采用 ＸＭＬ 语法，包含便于

机器处理的元语言标记，用 ｒｅｃｏｒｄ 标签标识结果

集中每条记录的起点和终点。 记录内层字段采用

ＭＡＲＣ 标记，语义上与 ＭＡＲＣ２１ 和国内图书馆业

界规范 ＣＮＭＡＲＣ 相近，参考国内学者对 ＭＡＲＣ２１
格式的解析以及 ＣＮＭＡＲＣ 与 ＭＡＲＣ２１ 格式的映

射［６，１６］，我们可以分析出 ＸＭＬ 记录内部字段的语

义。 每个检索结果集以 ＭＡＲＣＸＭＬ 格式下载到本

地保存，作为实验的原始输入数据，分别存放在本

地以检索名称编号的 ３００ 个 ＸＭＬ 文件中。

图 １　 ＣＣＣＮＡ 查询结果网页

图 ２　 图 １ 第 ５ 条记录详细内容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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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查询结果网页、输出 ＸＭＬ 文档与数据库表字段的对应关系（∗表示没有该部分信息）

检索结果 输出 ＸＭＬ 文档记录

结果总

页面

记录详情

页面

ＸＭＬ 记录

字段
子字段

ＲＤＦ 映射
数据库

表字段

数据库表字段

含义说明

∗ ∗ ∗ ∗ ∗ ＳＮＯ 检索人名编号

∗ ∗ ∗ ∗ ∗ Ｓｎａｍｅ 检索人名

记录来源 记录来源 ８０１ ＄ａ ｓｃｈｅｍａ Ｏｒｇ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ＤＢＣ４ 来源库

∗ 记录控制号 ００１ ＄ａ ∗ ＳＲＮＯ 记录控制号

∗ 外部控制号 ００９ ＄ａ ∗ ＳＲＬＯ 外部记录控制号

标目值
中文个人

规范名称

∗
西文个人

规范名称

∗ 变异标目名称

∗ 标目信息附注

２００ （第 １ 条） ＄ａ

＄ｆ

＄ｃ

２００ （第 ２ 条） ＄ａ

４００（多条） ＄ａ

３００ ＄ａ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 ｎａｍｅ ＣＮａｍｅ 中文简体规范名称

ｓｃｈｅｍａ ｂｉｒｔｈｄａｔ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ａｔｈｄａｔｅ

ＢＤＹ 生卒年

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ＣＮ２ 人名附注

ｓｃｈｅｍａ ｎａｍｅ ＥＮａｍｅ 外文规范名称

ｓｃｈｅｍａ ｎａｍｅ ＶＮａｍｅｓ 变异名称集

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附注

∗ 参考数据源 ８１０（多条） ＄ａ
ｓｃｈｅｍａ
ｂｏｏｋ

ｓｃｈｅｍａ ｎａｍｅ Ｒｅｆｄａｔａｓ
参考数据源集合

（以 ｜ ｜分隔）

∗ ∗ ∗ ∗
ｓｃｈｅｍａ
ｂｏｏｋ

ｓｃｈｅｍａ ｎａｍｅ ｂｏｏｋｓ
书名集合，由 Ｎｏｔｅ 和

Ｒｅｆｄａｔａｓ 计算得到

３ １　 数据库表的构建

每个 ＸＭＬ 文件包含检索结果集中的所有记

录（包含重复记录），建立字段与数据库表属性对

应表（见表 ３）。 编写程序算法从每个 ＸＭＬ 文件

分析出所有的记录，从每条记录中提取结构化属

性：检索名称、记录控制号、来源库、中文简体名

称、生卒年、名称附注、英文名称、变异名称、备注、
参考数据来源等，运行程序计算得到书目题名集

合，形成两个数据库表。
算法： 从 ＸＭＬ 文件构建数据库表

输入：１００ 个两个汉字检索结果全部下载的

ＸＭＬ 文件；２００ 个三个及以上汉字全部下载的

ＸＭＬ 文档，每个文档根据检索名称的编号命名，
如 ａｍａｒｋ２００２ ｘｍｌ。

（１）构建数据库表的结构，设计表的属性，共
２１ 个，预先设计了计算属性和分簇属性。

（２）从 ＸＭＬ 文档中根据标记 ｒｅｃｏｒｄ 标签划分

出每条记录，对应用户检索结果页面的一行及其

链接，对应输出数据库表中的一行。

（３）循环处理 ＸＭＬ 划分出每一条记录，记录

中字段与属性的映射关系与含义如表 ３ 所示。
１）按照表 ３ 的对应关系处理 ＸＭＬ 的当前记

录，数据库表插入一行记录，各属性为 ＸＭＬ 文档

映射的值；
２）进入下一条记录的文本位置，处理下一条

记录，直到文档结束。
输出：两个数据库表，表的属性字段相同，处

理方法也相同，所以采用一个算法。

３ ２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对两个数据库表中的记录使

用 ＳＱＬ 语句过滤全部属性完全相同的记录，根据

名称语义处理删除不能正确匹配的伪匹配记录。
表 ４ 显示预处理前后两个数据库表的记录数，可
以看出预处理使结果集中的记录数大大减少，提
高了用户检索的便利性。

预处理前后，各检索结果集中的详细记录数

的累积概率分布情况如图 ３ 所示。 为了显示清

晰，左右图形中只给出累计覆盖主要的 ９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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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记录分布，对于检索名称结果集中记录条数

异常多值的没有显示出来，两个表中两步预处理

后记录数的累积分布曲线都在处理前曲线的左

上方。 尤其左图两个字的预处理后曲线的改进

效果更加显著，两步都比处理前显著向左上方

移动。

表 ４　 两个初始数据库表及预处理前后的基础统计信息

记录数 两个汉字名称检索 三个及以上汉字名称检索

检索名称总数 １００ ２００

初始下载得到（预处理前）的记录总数 ３８１１ １２９３

删除相同记录后剩下的记录数 ２９５９ ９８３

删除名称伪匹配后剩下的记录数 １０１６ ８７９

初始单个检索结果集最大记录数 ５８０ ２０４

删除相同记录后剩下单集最大记录数 ３９１ １０４

删除名称伪匹配后剩下单集最大记录数 ９０ ３５

图 ３　 两个、三个及以上汉字名称检索结果集预处理前后记录数累积概率分布

３ ３　 名称实体匹配和聚簇算法

将同一个实体的记录划分到同一个聚簇记

录，合并多条记录信息，具体实现思路如下：
（１） 将个人名称相同的记录归类

将名称相同的记录归入一个记录集，共 ３００
个记录集。 利用中英文名称、变异名称信息，合并

该集合中与检索名称语义相同的记录。
（２） 对每个记录集中的记录按照出生年聚簇

先按出生年排序再聚簇。 由于生卒年份属

性有两部分信息，由“ ～ ”分割的字符串，进行分开

计算，得到出生年和卒年，排序和聚簇要按照单

个标准，又因为本实验数据的名称实体取自当代

或现代名人录，没有卒年信息的很多，所以聚簇

算法选择按出生年排序后再聚簇。 排序后的记

录，出生年字段不为空的，进行聚簇，同一出生年

的记录分为一簇，分配同一个簇号，不同的出生年

划分到不同的组，按顺序分配不同簇号，检索名称

编号和组号一起形成聚簇号；对于出生年字段缺

失为空的记录，由于信息缺失不能聚簇，每一条记

录划分为单个记录的一簇，分配不同的簇号，一条

记录分配一个聚簇号。
（３）总体聚簇

总体聚簇对确定性的提高体现在出生年空

缺的记录。 两簇中有相同记录号的记录合并两个

聚簇为一簇。 优先向有出生年的聚簇关联合并；
两簇中的记录，书目题名相同的合并为一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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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题名的语义相同，需要进行语义计算：
先对每条记录在附注中根据“《 》”符号提取

出每个书名，每个书名在书目字段中 Ｂｏｏｋｓ 用 ｜ ｜
分割串联，再对参考数据源中的作者译者类型条

目提取书目题名，串接在 Ｂｏｏｋｓ 字段后。 每条记

录的 Ｂｏｏｋｓ 都是个人书目的不完全集合，只包含

本数据库收集的书目。
对分属于两簇的两个书目集合，两个集合中

的每一项分别比较匹配，一个集合中的任一项匹

配上另一集合的一项，两个就合并为一簇，两个

书目集合做并集运算成一个集合。 由于多语言

问题和参考数据源的不同性质类型，只能根据书

目题名文本匹配辅助判断两本书可能是相同内容

作品，从而推断同名的两簇集合的作者为同一个

人的可能性超过合并的阈值，进行人名记录簇的

合并。 书目题名语义匹配还需要借助多语言问题

研究成果，应用不太成熟，本文将在以后研究［１６］。
总体聚簇还要处理出生年相同的簇是否确

实是同一实体，是否需要分裂为两簇。 出生年相

同的簇内记录，查找额外的匹配支持信息，只要

满足下面任意一条就不再分裂：（１）规范名称和

变异名称合起来有两个以上相同；（２）记录号相

同；（３）书目题名语义相同；（４）名称附注相同。
如果所有上述匹配支持信息都没有，总体聚簇只

好分裂，划分出一个新簇。
实体匹配聚簇算法输出：对记录集内进行实体

匹配聚簇后，分配得到出生年聚簇号，总体聚簇号。

３ ４　 聚簇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聚簇算法，运行得到两阶段的聚簇

结果数据（表 ５）。 可以看到两种聚簇结果从总簇

数、单结果集最大簇数都体现出明显的合并效

果，簇数都远远小于算法运行前的记录数。 一次

检索结果合并到一个实体簇的覆盖率比聚簇前

都有显著提高，从 ５％提高到 ４５％，原因是检索结

果的多条记录实为同一个人的信息。 除了合并到

一个簇的极端情况，图 ４ 中两类聚簇后的两条累积

曲线都显著地位于聚簇前曲线的左上方。 这说明

不管是否重名或重名多少，每个结果集的记录都

得到合并，结果集簇数缩小，单个簇是合并记录的

并集，信息得到较大丰富。

表 ５　 聚簇算法运行前后基础统计信息

类　 　 型 聚簇前
出生年

聚簇（总）
总体聚簇

３００ 次检索簇数 １８９５ １１０１ １１３７

有出生年的总簇数 １４３４ ６４０ ７３８

无出生年的总簇数 ４６１ ４６１ ４５１

有外部记录号的总簇数 １９７ １９６ １９５

单个名称的最大簇数 ９０（２０７２） ５３（２０７２） ７９（２０７２）
单个名称的最大簇数

（有出生年）
６６（２０７２） ２９（２０７２） ５０（２０７２）

单个名称的最大簇数

（无出生年）
３４（２０３２） ３４（２０３２） ３４（２０３２）

９０％的检索集最大簇数 １０ ７ ８
合并为一簇检索集占

全部检索集（３００ 个）
的百分比（％）

５ ４３ ４５

注：聚簇前为记录数，聚簇后为簇数。

图 ４　 聚簇算法前后结果集中聚簇数的累积概率分布

３ ５　 聚簇结果与 ＶＩＡＦ 匹配聚簇验证
利用聚簇算法的结果，将 ３００ 个结果集中的

１１３７ 簇与 ＶＩＡＦ 匹配聚簇，与聚簇的记录数 ５１０４
条记录比较，检索匹配次数大大减少，每次匹配的

检索点信息又很丰富。 根据本文结果的聚簇及其

语义与 ＶＩＡＦ 匹配聚簇：首先根据结果簇中的外部

记录控制号和 ＣＣＳ 的记录控制号与 ＶＩＡＦ 匹配关

联，再在剩下的结果簇中分有无出生年的簇与

ＶＩＡＦ 匹配聚簇，具体处理结果如表 ６ 所示，是一个

比较可行且有效的到 ＶＩＡＦ 的匹配聚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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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结果聚簇与 ＶＩＡＦ 的匹配聚簇

处理工作 拟匹配簇数 剩余簇数 匹配结果 处理建议

外部控制号或 ＣＣＳ 的记

录号与 ＶＩＡＦ 簇匹配
４０７ ７３０ 准确匹配 同簇内其他记录加入匹配的 ＶＩＡＦ 簇

剩余簇中有出生年的簇 ４２６ ３０４ 较准确匹配
名称生卒年匹配簇内的记录加入匹配的

ＶＩＡＦ 簇，匹配不上增加一个高质量的新簇。

剩余簇中无出生年的簇 ３０４ ０ 不精确匹配 增加新簇到 ＶＩＡＦ，新簇质量不高。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对个人名称聚簇通过实体属性姓名、生
卒年以及关联书目题名基本上建立了个人名称

的实体匹配和记录关联，局限是书目题名只是根

据题名的文本信息，只能在相同姓名的记录集内

辅助支持个人实体的识别，达不到对书目的实体

识别，不利于建立广泛的个人名称和书目名称的

实体关联，书目实体匹配关联需要进一步获取更

多的书目数据支持。
论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有两方面：一，借助

多语言信息组织和检索研究［１６］ ，考虑不同语言数

据库的书目题名实体匹配问题；二，参照本体或

叙词表的研究成果，对附注信息和参考数据源进

行语义标注，得到关于名称更丰富的属性信息，
以便更加准确高效地进行个人名称和书目题名

的实体匹配和关联，进行更精确的知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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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曾建勋．知识链接及其服务研究［Ｍ］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６－１８．
５ 曹宁，仲岩．论中国个人名称标目的区分问题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６（６） ．
６ 郝嘉树，王广平．中文人名规范的语义描述与

关联探讨［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１４） ．
７ ＶＩＡ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ＶＩＡＦ．

８ 顾犇．虚拟国际规范文档———连接德意志图

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规范文档［ Ｊ］ ．国家

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６（４） ．
９ Ｔ Ｂ Ｈｉｃｋｅｙ，Ｊ Ａ Ｔｏｖｅ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ｉｎ

ＶＩＡＦ［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９－ １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ｌｉｂ．ｏｒｇ ／ ｄｌｉｂ ／ ｊｕｌｙ１４ ／ ｈｉｃｋｅｙ ／ ０７ｈｉｃｋｅｙ．ｈｔｍｌ．

１０ 贾君枝，白林林． 关联数据中 ＣＮＭＡＲＣ 到

ＭＡＲＣ２１ 的映射的实现［ Ｊ］ ．国家图书馆学

刊，２０１５（４） ．
１１ 李燕，等．ＭＡＲＣ２１ 元数据与 ＣＮＭＡＲＣ 元数

据的比较分析［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８－１３］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ｏｌｄ２００８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ｆｕｗｕｄ⁃
ａｏｈａｎｇ ／ ｃｏｎｆ２００６ ／ ｃｏｎｆ２００６＿ｌｉｙａｎ．ｈｔｍ ／ ．

１２ 张鹏图．大英图书馆书目数据的关联化分析

［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４） ．
１３ 贾君枝，石燕青．中国个人名称规范文档的

关联数据化研究［Ｊ］ ．情报学报，２０１６（７） ．
１４ 廖盖隆，等．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

卷［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２３．
１５ 中文名称规范协作委员会．中文名称规范联

合数据库检索系统［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９－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ｃｎａｓｓ．ｃｃｃｎａ．ｏｒｇ ／ ｊｓｐ ／ ｒｅｓｕｌｔｌｉｓｔ．ｊｓｐ．

１６ 司莉，贾欢．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我国多语言信息

组织和检索研究进展与启示［ Ｊ］ ．情报学报，
２０１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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