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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的 XTM 构建方法研究*

夏立新摇 王忠义摇 张摇 进

摘摇 要摇 专家知识地图实质上是以专家为节点的图书馆知识网络,在各节点上通过专家模型对专家所具有的知

识及各种技能等进行显性化的标引,以此来实现专家的定位功能。 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的绘制方法

能够有效地提高知识地图绘制的自动化程度,实现知识地图的及时更新和有效集成。 图 4。 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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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map in
library, this paper, based on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the technology of XTM, proposes a new metho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map,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of constructing knowledge map, but also improve
the update frequency and reduce the workload of update. 4 figs. 1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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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图书馆是知识资源的重要存储地,深层次

开发利用图书馆知识资源,为用户提供优质服

务,是目前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之一。 图书

馆的知识按其属性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

识[1] 。 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文字、公式、图表等

形式化符号进行编码的结构化知识,因此,对其

的组织、开发、利用比较简单;而隐性知识是指

那些难以表达的非结构化知识,由于其本身所

具有的专属性,导致其难以表达、收集和交流,
管理起来也比较困难,进而导致其无法被用户

检索使用,不能为用户提供服务[2] 。 知识地图

是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面上描述知识的模

型,目的在于以一种通用、直观的方式对知识进

行获取、组织、呈现和检索,是知识管理的重要

工具[3 - 4] ,可以有效地实现对隐性知识的管理。
但目前有关图书馆知识地图绘制的理论和实践

还较少,而且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地图的绘制也

只局限在单个图书馆内部,造成图书馆之间知

识共享困难,知识重复建设严重。 为此,本文在

深入分析 XTM 在知识描述、可合并性和可视化

等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绘制方法。 该方法的最

大优点是:一方面,提高了知识地图绘制的自动

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提高知识地图更新频率的

同时减少了对知识地图更新维护的工作量。

2摇 构建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的关键技

术分析

XTM 是 TopicMaps. org 制定的使用 XML 语

法来描述基于 Web 的主题地图的抽象模型,由
标记和内容组成,是用来描述知识结构并将其

与信息资源联合的国际标准。 它可以用来描述

和管理无限复杂的信息世界,但其基本构成却

非常简单,主要由主题 ( Topic)、出现 ( Occur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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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e)和联系(Association)构成。 通过 XTM,用
户能够组织信息资源、建立索引、描述主题间的

关系、建立起语义关系网络,从而方便地定位到

用户感兴趣的知识点及其相关的信息资源[5 - 7] 。
之所以使用 XTM 来构建图书馆专家知识地

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XTM 可通过 < topic > 、 < association > 、

< occurrence >等元素来有效地描述知识地图中

的各个知识节点、知识节点之间的关系以及知

识资源地址。
(2)由于 XTM 是基于 XML 标准的,这有利

于基于 XTM 的知识地图在分布式环境中的交换

和知识地图的可视化。
(3)XTM 的可合并性使基于 XTM 的知识地

图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 这不仅有

利于知识地图的及时更新,而且有利于不同图

书馆之间知识地图的合并与综合,为各馆联合

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一个有效平台。
(4)XTM 描述的是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关系,

这有利于围绕主题来构建知识地图,而不仅仅

按照分类罗列知识资源的目录。 此外,围绕主

题还可以确保知识地图的表现深度。

3摇 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构

建方法

知识地图主要由知识单元、知识关联和知

识资源地址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因此,知识地图

的构建过程也主要是围绕这三个基本构成要素

进行。 在本文中,知识单元是指对专家所拥有

的隐性知识的一种显性化标引,也即知识款目;
知识关联,是指各知识单元之间具有的各种关

系,通过这些关系可在知识单元之间建立有机

的联系;知识资源地址也即知识的拥有者,它通

常用知识拥有者的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来代

替。 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的构建方

法具体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

识地图构建主要包括五个功能模块:淤专家知

识获取模块:主要功能是将隐性知识进行显性

化表示,为专家知识标引模块提供标引信息。

于专家知识标引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定义知

识款目项,规范对知识的描述。 盂专家知识关

联模块:主要功能是根据主题信息建立各知识

单元之间的关联。 榆XTM 合并模块:主要功能

是将各图书馆的专家知识地图合并,形成一个

综合专家知识地图,以便于各馆之间联合开展

知识服务,满足用户需求。 虞XTM 查询模块:主
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一个检索知识的接口,根
据用户特征实现用户服务个性化。

 

 

 

 

 

 

 

 

 

 

 

 

 

图 1摇 知识地图构建

4摇 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

构建

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是关于图书馆知识拥

有者的元知识的总览与有机合成,是图书馆隐

性知识载体的导航系统。 其实质是以专家为节

点的图书馆知识网络,在各节点上通过索引款

目对专家所具有的知识及各种技能等进行显性

化的标引,以此来实现专家的定位功能。 因此,
在构建基于 XTM 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时,首
先要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专家所拥有的隐性知

识;然后对这些显性化的隐性知识进行标引,建
立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接着用 XTM 来描述知

识单元、知识单元之间的关系和知识单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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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成单个图书馆的专家知识地图;最后,利
用 XTM 的合并机制实现各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

的合并,最终生成一个可用于各图书馆之间联

合开展知识服务的专家知识地图。 具体构建过

程如下:

4. 1摇 专家知识获取

由于专家知识大多存储在专家的头脑中,
具有隐蔽性和不易外化性,因此,对于这类知识

的获取难度较大,一般只能获得这些隐性知识

的线索,如专家的知识本领、所擅长的领域、研
究成果、联系方式等。 但正是这些知识线索为

进一步实现对隐性知识的获取和共享提供了途

径,便于知识地图的使用者快速准确地找到某

领域的专家,通过直接交流获取知识。 直接交

流也是获取隐性知识的最有效的途径。
专家隐性知识的获取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个人填写。 个人填写是获取隐性知识最

重要的途径,因为个人对自己的隐性知识状况最

为了解,能最确切地将自己的隐性知识显性化。
图书馆可以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和先进信息技术,
激励员工的表达欲望、提高表达能力,鼓励他们

表达自己的经验、知识、直觉和灵感等隐性知识,
使一些难以表达的思想直观化和易于理解。

(2)文献调查。 文献调查是获取专家知识

的另一种有效途径,如可以通过检索该专家已

发表的期刊、会议论文和所从事的项目研究来

获取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和专长。
(3)网络调查。 网络调查法主要是通过检

索专家在博客、维基等发表的言论来获取专家

所表达出来的隐性知识。
专家知识获取过程的最后一个也是较为重

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专家知识审查,在该过程中,
主要审查专家知识及其来源,并确定专家所拥

有的关键知识。

4. 2摇 专家知识标引

获得专家知识后,接下来就是专家知识标

引。 根据知识地图的概念可知,知识地图主要

由两部分构成:知识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联。
而对于知识节点的标引必须有统一的标准,这
种标准即为索引款目,统一标准的目的主要是

规范对知识的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家

所拥有的隐性知识较难显性化,因此,这里所说

的标引,是指对员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的显性

化描述,并非对隐性知识本身的显性化标引。
但是,尽管这种显性化的标引不能完全描述个

人及图书馆内部的隐性知识,却是实现隐性知

识共享的一个最佳途径。
根据图书馆专家知识的特点,我们将索引

款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专家专长、专家基本信

息和专家人际网络(见图 2)。

   

 

 

 

 

 

 

 

 

 

 

 

图 2摇 专家索引字段

4. 3摇 专家知识关联

知识节点必须以一种方便有效的方式呈现

给用户,知识节点的组织或关联方式对知识检

索和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在图书馆专家知

识地图中,节点之间的关联主要有两种:一是知

识之间的关联。 图书馆专家知识之间的关联主

要是根据专家知识之间的相关性建立各元知识

之间的联系,实质上也就是建立有关专家知识

的简单本体。 在构建专家知识的简单本体时,
元知识可以从专家知识标引过程中生成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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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而元知识之间的关联有很多种,如属关

系、分关系、同义关系、近义关系等,可以根据领

域概念的实际情况建立。 二是隐性知识的所有

者———专家之间的关联。 图书馆中专家之间的

关联主要是建立专家之间的人际网络,可以采

用各种关联方式,如根据工作岗位进行关联、根
据员工的专长与技能进行关联、根据共同参与

的项目或经历进行关联、根据员工共同发表的

文章进行关联等。 建立专家之间人际网络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便于找到专家或通过某一专家找

到其他专家,以及便于建立实践社区、讨论组、
项目组等。 但这两种关联在 XTM 中都可以归为

主题之间的关联,为了便于在 XTM 中加以区分,
只需将其限定在不同的范围内即可。

知识之间的关联和专家之间的关联构建好

之后,便是建立知识和专家之间的对应关系,该
对应关系可根据专家知识标引阶段生成的索引

中的专家专长与专家姓名的对应关系来构建。
这样就在知识关联层和专家关联层之间建立了

联系(见图 3)。 至此,一张图书馆专家知识地图

就构建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用 XTM 去描述这张

知识地图,以便于各图书馆之间的专家知识地

图的合并。

 

图 3摇 专家知识地图

4. 4摇 专家知识地图合并

专家知识地图合并是综合各图书馆专家知

识地图的重要一步,可以实现各图书馆之间知

识地图的有效集成。 为了便于各图书馆的知识

地图的合并,我们用 XTM 来描述各知识地图,这
是因为在 XTM 中制订了各种合并规则,实现了

合并的自动化。 合并规则主要包括:一般的主

题合并、基于事物的合并、基于主题命名约束的

合并、主题图之间的合并等。 合并时应遵循的

原则是:任何代表同一事物的主题、联系将被合

并,重复的主题或者联系被删除;当两个主题被

合并时,结果是一个主题,其特征元素是原来两

个主题的并集[8 - 9] 。 其合并过程见图 4。
将第(1)张主题图合并到第(2)张主题图后

生成的综合主题图(3)对应的 XTM 代码为:
mergetest2. XTM

<? xml version = 冶1. 0冶 encoding = 冶gb2312冶? >
< topicMap >

<mergeMap xlink:href = 冶mergtest1. XTM冶 >
< topicRef xlink:href = 冶# wangluoyingjian冶 / >
< topicRef xlink:href = 冶# wangluoruanjian冶 / >
< / mergeMap >
< topic id = 冶 t3冶 > < baseName > < scope > < topciRef
xlink:href = 冶#jisuanjikexue冶 > < / scope >
< baseNameString > 计算机网络 < / baseNameString > <
baseName >
< occurrence > < resourceRef xlink:href = 冶张某冶 > < / oc鄄
currence >
< occurrence > < resourceRef xlink:href = 冶李某某冶 > < /
occurrence >
< / topic >
< topic id = 冶juyuwang冶 >
< baseName > < baseNameString > 局域网 < / baseName鄄
String > < / baseName > < / topic >
< topic id = 冶chengyuwang冶 >
< baseName > < baseNameString > 城域网 < / baseName鄄
String > < / baseName > < / top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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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ic id = 冶guangyuwang冶 >
< baseName > < baseNameString > 广域网 < / baseName鄄
String > < / baseName > < / topic >
< / topicMap >
< topic id = 冶wangluoyingjian冶 >
< baseName > < baseNameString > 网络硬件 < / baseName鄄
String > < / baseName > < / topic >
< topic id = 冶wangluoyingjian冶 >
< baseName > < baseNameString > 网络软件 < / baseName鄄
String > < / baseName > < / topic >
< ! -省略部分为各主题之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topicMap >

这样,通过专家知识地图的合并就实现了

各图书馆之间专家知识地图的集成,生成了可

用于各图书馆之间联合开展知识服务的专家知

识地图。 这种各图书馆绘制自己的专家知识地

图,然后通过 XTM 的合并机制,自动生成一个综

合的专家知识地图的策略,一方面有利于各图

书馆发挥积极主动性,绘制本馆的知识地图,提
高专家知识地图绘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另一

方面有利于提高知识地图生成的自动化程度。
此外,这种合并机制也有利于知识地图的及时

更新,将新的知识和专家集成到专家知识地图

中来,克服了当前知识地图的“静态性冶缺陷,很
大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地图中的“死链接冶。

 
  

 

  
 

 

  

  
 

  

 

  

 

 

 

 

 

  

 

 

 

  

 
  

 
 

 

图 4摇 主题图合并示意图

4. 5摇 专家知识地图展现

专家知识地图展现就是用可视化技术把知识

地图展现出来,既可以选择传统的目录等级层次,
也可以采用树形结构或者更好的网状结构[10]。

5摇 绘制各图书馆之间的综合专家知识

地图的意义

绘制各图书馆之间的综合专家知识地图的

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有利于各馆联合开展知识服务,发挥

各自在某个领域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避免重

复建设,减少资源浪费。
(2) 有利于实现各馆知识资源的可视化配

置,明确各馆知识的分布以及分布于不同空间

的知识资源间的内在联系。
(3) 有利于各图书馆间联合开展数字参考

咨询服务[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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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利于充分挖掘图书馆中的隐性知

识,更充分地利用图书馆中的隐性知识资源。
(5) 有利于用户获取图书馆馆员的检索专

长和馆员具有的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知识,读者

可与某一馆员进行相关专业的信息检索等方面

问题的探讨,进而要求馆员为其提供个性化的、
点对点的知识服务。

(6) 有利于创建一个有关某个领域的项目

组、讨论组或课题组等。

6摇 结语

专家知识地图实质上是以专家为节点的图

书馆知识网络,在各节点上通过专家模型对专

家所具有的知识及各种技能等进行显性化的标

引,以此来实现专家的定位功能。 本文提出的

基于 XTM 的专家知识地图的绘制方法能够有效

地提高知识地图绘制的自动化程度,实现知识

地图的及时更新和有效集成。 在今后的研究

中,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依照该方法,实现一个

基于 XTM 的专家知识地图的原型系统,并进一

步验证、完善该方法,为其在图书馆建设中的具

体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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