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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 本体概念模型的构建和描述*

王摇 昊摇 苏新宁

摘摇 要摇 现有的数据结构导致 CSSCI 信息服务产生了检索方式简单化和隐含知识获取难两大问题。 通过对CSSCI
数据结构和内容特点的分析,提出基于本体面向对象的知识组织方式来重构 CSSCI 学术资源知识结构的解决方案,
并试图通过建立概念层次结构和设置概念属性来构建 CSSCI 本体概念模型,用于表达该领域的知识组织。 可以使

用 Prot佴g佴 工具以 OWL 编码方式和图形可视化方式对概念模型进行合理描述。 图 5。 表 1。 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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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existing data structure has caused two problems: one is that the retrieval mode is too simple, and the
other is that implicit knowledge is difficult to obtai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SSCI data
structure and content, the authors propose the solution of changing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SSCI academic resource based
on object orient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ode of ontology, and try to construct conceptualization of CSSCI ontology by
building concept hierarchy and setting concept attributes, used to expres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 this field. They point
out that the CSSCI ontology conceptualization could be rationally described by Prot佴g佴 with OWL coding method and
graphical visualization method. 5 figs. 1 tab. 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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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鄄
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CSSCI)自诞生以来,以
其规范、权威的信息检索和引文分析服务得到

了一致认同。 然而就现有的 CSSCI 信息服务来

看,存在着两大问题:淤检索方式简单化。 仅能

查询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其他学术资源均围

绕两者展示。 于隐含知识获取难。 学术资源间

关联揭示不充分,研究热点表达不明确,学科发

展趋势难以把握。
为了进一步完善 CSSCI 学术资源服务,需

要改变其原有的数据结构;随着语义网(Seman鄄
tic Web) [1]概念的提出,具有语义描述能力的本

体机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为此,笔者提出基

于本体来组织 CSSCI 学术资源的方案,试图借

助本体对知识的有效组织,从本质上改变 CSSCI
现有的数据结构,建立基于本体的 CSSCI 学术

资源网络模型,以新的语义检索服务和引文分

析模式代替原有的服务模式,解决用户需要更

完善的知识服务和现有 CSSCI 提供学术资源服

务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
CSSCI 本体(以下称 CSSCI_Onto)的构建从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知识组织和知识描

述。 知识组织是指建立知识结构框架,明确知识

领域中的概念、概念关系以及概念间约束(公
理),即概念模型的建立;知识描述则是基于知识

组织所定义的知识框架,标注领域中具体的对

象、对象间关联和约束。 本文重点探讨 CSSC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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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 构建的知识组织过程和方法,试图建立能够

用于指导 CSSCI 数据语义标注的本体概念模型。

2摇 CSSCI_Onto 的建模过程

CSSCI 从全国 4000 多种期刊中遴选出 400
- 500 种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比较规

范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精品期刊作

为来源期刊,收录刊载论文及其相关的关键字、
作者、机构、期刊、学科、被引文献、时间等重要

的学术资源。

2. 1摇 CSSCI 来源数据的基本情况

从数据结构来看,CSSCI 来源数据以关系数

据库的形式存在,共包含 6 个关系:淤来源文献

表:收录 CSSCI 选用刊所载的期刊论文的基本信

息;于来源作者表:收录来源文献的作者信息,以
文献编号与来源文献表建立关联;盂被引文献

表:收录来源文献的引用文献信息,以文献编号

与来源文献表建立关联;榆期刊载文表:收录来

源期刊各期的载文情况,以期刊号与来源文献表

建立关联;虞来源刊表:收录了 CSSCI 来源刊的

基本情况,以期刊代码与期刊载文表建立关联;
愚字典表:收录了在上述各表中使用的类型代码

及其中文释义,包括引文语种、来源文献类型、引
文类型、基金类别、机构类型、地区代码等。

从数据内容来看,CSSCI 庞大的数据量包含

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实例知识。 本文收集了 2000
- 2006 年共 7 年的实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包括近 56 万个主题实例,50 余万篇来源文

献,160 余万篇被引文献,涉及近 31 万名作者。
在这些实例集合中,存在一些隐含关联在原始

数据中没有直接体现的信息,需要进一步挖掘

和探索。 如某一作者的关联作者、某一具体来

源文献的相似文献、某一机构的同被引机构、某
一年度的发文引文量等。

2. 2摇 CSSCI_Onto 构建模型

根据来源数据特点以及学术资源本体的构

建目标,本文建立如图 1 所示的 CSSCI_Onto 构建

模型。 该模型共有 6 个子模块,分别是概念抽

取、数据整理、本体实例化、CSSCI 本体库、本体评

价和本体应用。 从总体上确立了本体构建的基

本思想:首先从 CSSCI 元数据中抽取学术资源概

念,建立概念模型,用于指导学术资源实例及其

关系的抽取;由数据整理和本体实例化子模块在

算法库的支持下共同完成实例的语义标注;本体

概念模型和实例库一起进入本体库进行存储和

描述;本体库一方面接受领域专家的正确性和合

理性评价,另一方面提供给用户使用,根据实际

应用情况进行有效性评价;在评价中发现问题,
并对概念模型进行调整,进而完善本体。

图 1摇 CSSCI 学术资源本体构建模型

摇 摇 基于上述的本体构建思想,可以将 CSSCI_
Onto 的构建过程分为 6 个步骤:

(1)CSSCI 概念层次结构的建立。 包括:淤
概念的抽取和扩展;于概念层次结构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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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概念属性。 仅仅通过概念不足以

确切地描述一个领域,还需要定义属性来表示

概念间的语义联系。 因此,概念属性的定义过

程实际上是关联概念的探测过程,同时也规定

了实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3)概念实例化。 也称为语义标注,即根据

概念模型从原始数据中获得实例,并为每个实例

属性设置属性值,建立实例间关联。 CSSCI 庞大

数据量的特点决定了其概念实例化是本体构建

的难点,也是本体是否能够被有效应用的关键。
(4)本体存储和展示。 本体库由概念库和

实例库两部分构成:淤对于概念模型,可以使用

Prot佴g佴鄄OWL 进行系统规划,以 OWL 语言描述,
其层次结构可使用 OWLViz、TGVizTab 等图形化

插件展示;于对于学术实例,可以采用自动生成

OWL 文件或关系型数据库等形式进行存储,并
以列表或图形方式展示实例间的关系。

(5)本体评价。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用户和

领域专家从评价准则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进

行:淤根据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按照一定的评

价原则(如 Gruber 提出的 5 大准则[2]等)进行本

体评价;于由用户在本体应用实践过程中发现

问题,完善本体。
(6)本体应用。 主要包括基于本体的知识

检索服务和引文分析服务。
上述 6 个步骤并不采用“瀑布冶模式,而是

基于“循环式增量迭代冶模式(见图 2)实际展

开,即在下一个步骤开始之后如果发现问题,及
时返回到上一步骤中进行修改,前后步骤之间

存在迭代(overlap);整个开发过程“循环往复冶,
通过领域专家和用户的评价和实践应用发现问

题,继而进行本体再开发。 其中,前两个步骤即

建立概念层次结构和定义概念属性属于领域知

识组织的任务范畴,它们的完成标志着 CSSCI_
Onto 概念模型的实现。

图 2摇 基于“循环式增量迭代冶模式的 CSSCI 知识本体的构建过程

3摇 CSSCI_Onto 概念层次结构的建立

本体是对概念与概念关系的明确描述。 概

念是本体中的基本元素,只有明确了概念的定

义和划分,才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属性设置建立

概念之间的关系。

3. 1摇 CSSCI 主要学术概念的抽取

目前建立领域本体概念模型的方法主要有 4
种[3]:淤自顶向下(Top鄄Down)方法。 存在两种理

解:一是鉴别出领域中所有概括性抽象概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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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步细化,由抽象概念派生出具体概念;二是

以现有的上层本体(通用或领域本体)为基础分

离出领域或应用本体[4],如基于 Sensus 本体的剪

枝等。 于自底向上(Bottom鄄Up)方法。 先确定领

域中大多数具体性概念,然后通过二义性处理、
归纳、概念聚类等手段从具体概念中泛化(gener鄄
alize)出综合性的抽象概念。 盂混合(Hybrid)方
法。 结合上述两种过程,首先定义顶层的综合性

抽象概念和底层的特殊性具体概念,然后分别从

细化和泛化两个方向扩展,最终关联到同一中间

层概念。 榆由里而外(Inside鄄Out)方法。 亦称为

核心扩展(Middle鄄Out),也是结合淤和于,但和混

合方法不同的是,其扩展的起点是中间层概念,
即首先确定领域中的核心概念,然后泛化和细化

出其它概念,以扩展本体概念模型。
上述 4 种方法在实际本体构建过程中都有

广泛采用,但是适用环境不同。 方法淤适用于

原来就存在本体概念模型或抽象概念容易获取

的情况;方法于适用于具体概念容易获得,但是

所属类别不清或概念间关系不明的情况,可以

采用层次聚类或形式概念分析等自动化技术进

行概念泛化;方法盂是在淤和于的条件都足够

成熟时,为了加快本体概念模型的设计或使本

体构建始终保持一个合理的方向而采用的一种

方法,然而在实际本体开发中,这种方法的条件

往往很难得到满足;方法榆适用于领域的核心

概念容易获得的情况下。 具体采用何种方法主

要依赖于领域知识自身的特点(数据环境)以及

本体开发人员对领域知识结构的理解程度。
在 CSSCI_Onto 概念模型的构建中,没有现

成可利用的上层本体存在,现有资源以关系型

数据库的形式存在,具有明确的元数据结构,主
要概念作为关系的主关键字或外部关键字。 根

据领域数据的这一特点,本文决定采用核心扩

展方法来构建 CSSCI_Onto 概念模型。
考察 CSSCI 元数据,在领域专家的帮助下,

经过慎重的识别、分析和统计,笔者确定主题、
文献、期刊、学科、作者、单位、时间等 7 个概念作

为主要概念,并将其中的主题定为核心概念。
主要概念是 CSSCI_Onto 的描述重点,其本身具

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满足无二义性、互不相

交的特点,CSSCI 中的其他知识都是用于描述主

要概念而存在的。

3. 2摇 CSSCI 概念集合的扩展

明确了 CSSCI_Onto 的主要概念之后,即可

对本体雏形进行扩展。 扩展的方向取决于主要

概念在概念层次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就需要

明确 CSSCI_Onto 概念层次结构中概念关系的组

织方式。 一般来说,领域中的知识组织存在两

种方案:
(1)使用部分 - 整体关系( part鄄of)组织概

念层次结构,即认为下位类是上位类的部分,例
如“市冶是“省冶的下位类。 基于这种观点,根据

对象范围,可以把整个领域分为来源文献和引

用文献两大类,其他概念作为两者的组成部分。
例如来源文献包括主题、作者、期刊、机构、学科

等部分,机构又分为高校、研究所、社科院等。
这是一种面向结构的知识组织方式。

(2)使用子 - 父类关系(kind鄄of)组织概念

层次结构,即认为下位类是上位类的子类,例如

“省冶和“市冶都是“地区冶类的子类。 基于这种

观点,根据对象类型,可以把整个领域分为主要

概念和辅助概念,再从这些概念中派生下位类,
上下位类之间是继承关系(IS_A)。 这是一种面

向对象的知识组织方式。
本文选择方案(2),原因在于:淤面向对象

的知识组织方式以其封装性、继承性等特点更

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其稳定性和可扩展

性已经在软件工程领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于
概念继承的思想可以避免冗余类的产生,例如

在来源文献和引用文献类中,都存在年代类,按
照方案(1),年代类将被定义两次。

基于子 - 父类关系的概念层次结构,本文

将主要概念置于层次结构的顶层,于是 CSSCI_
Onto 核心扩展的方向主要有两个:

(1)同级扩展

对 CSSCI 元数据再进行分析、总结和抽取,
结合 CSSCI_Onto 的应用目的和领域专家的意

见,可以获得领域中其他具有应用价值的概念

作为辅助概念,和主要概念一起作为顶层概念,
完成对整个 CSSCI 领域的知识覆盖。 在 CSSC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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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 中存在包括地区、基金、项目、类型、出版社

等在内的 5 大辅助概念。 这些概念一方面可以

作为提供信息检索服务的辅助元素,例如检索

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发表的所有论文等等;另
一方面,也是引文分析的重要对象,例如统计某

地区各年度的发文、引文情况,可以分析获得该

地区学术活动的发展变化等。
(2)向下扩展

根据已经定义好的抽象父类,自顶向下逐步

细化,扩展出下位子类。 概念细化实际上是一个

概念分类或预分类的过程,包括:淤根据数据收

录情况进行细化。 CSSCI 中包含来源文献和被引

文献相关信息,可以根据来源或被引关系将概念

进一步分类,如文献可细化为来源文献和被引文

献两个子类,类似的还有期刊、作者等;对于时间

概念,根据数据的颗粒度可以将发文时间精确到

年期,而引文时间和统计时间以年代为准。 于根

据实际应用情况细化。 例如,对于来源期刊概

念,为了讨论单期期刊间的相互关联,需要将期

刊对象以“期冶作为讨论单位。 因此,根据颗粒度

的不同,可以从来源期刊中派生出来源单刊(以
期为单位)和来源种刊(以种类为单位)。 又如,
根据不同类型引文对象的被引次数统计具有现

实的引文分析意义,可以对引用文献进行细化

等。 盂根据概念模型可扩展的需要细化概念。
类型概念是为了概括 CSSCI 中所有具有有限编

码的分类准则而定义的,在现有的数据基础上派

生出机构类型、文献类型、语种类型等子概念。
随着分类准则的增加,可以从类型中继续派生子

类,实现概念模型的可扩展。
基于学术概念的抽取和扩展,本文建立如

图 3 所示的 CSSCI_Onto 三层概念层次结构。

图 3摇 CSSCI 学术资源本体的三层概念模型

4摇 CSSCI_Onto 概念属性的设置

概念层次结构是本体骨架,而其血肉则是

以属性形式存在的概念间关系(或约束)。 结合

来源数据,参考领域专家意见,可以分别为图 3
所示的各种概念设置属性,建立概念间关系,约
束概念间行为,并最终生成概念模型,为实例属

性值的设定和实例间关系的计算奠定基础。 针

对 CSSCI 概念的具体特征,笔者认为它们的属

性可以分为两大类:
(1)数值属性(Datatype Property)
用于描述概念的自身状态和结构等信息的

属性,其取值仅与概念实例自身本质相关,其他

对象的变化以及周围环境因素等不会对其产生

影响,如“主题名称冶、“文献篇名冶等。
(2)对象属性(Object Property)
以某一概念的对象作为属性值,用于描述

实例间关系,其取值随着对象间关系的变化或

环境状态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例如主题的“来
源文献冶属性就是一个典型的对象属性,揭示了

主题与来源文献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
在 CSSCI_Onto 概念模型中,对象属性根据

属性值来源可以分为:淤同类对象属性。 如主

题概念的上下位、共现和交叉主题等属性的取

值均为主题,用以描述同类概念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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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地图、知识地图等的绘制,就是对同类

概念之间关联的语义描述;Astrova[5] 在从关系

数据库中进行学习本体的研究中,也提出了通

过对关系数据库元组的分析来获得概念间 “继
承冶关系,指的也是建立同类概念间的关系。 在

CSSCI 中存在着丰富的同类对象潜在关系需要

挖掘。 于异类对象属性。 以其他类型对象作为

概念属性值的属性,例如主题的来源种刊、学
科、来源作者等属性分别以期刊、学科和作者等

对象作为属性值,揭示的是主题对象和期刊、学
科、作者等对象的相互关系。 异类概念属性通

常用于描述本体实例之间的非分类语义关系。
CSSCI_Onto 中学术概念属性设置的主要依

据包括:淤原始数据结构中对象之间的相互依

赖。 将原来关系数据库中的对象依赖直接移植

到本体中,例如来源文献概念的文献作者、所属

期刊、所属学科等属性直接来自原始元数据中

的关系字段。 于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 在 CSS鄄
CI 分析中,经常根据同类概念之间的关联,或探

讨相互合作的程度,或向用户提示关联入口,或
分析学科交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 例如研究

作者间关联可以揭示作者的社会关系,构建作

者知识地图等。 此外,由于引文分析的需要,可
以在概念中设置统计属性,例如发文类型的“年
度发文量冶、“年度引文量冶等属性,揭示研究论

文、综述、评论等文献类型的年度分布情况等。
盂考虑概念层次结构中的概念继承。 父类的属

性通过继承被所有子类所共享,因此,子概念的

通用属性可以在父概念中设置,以减少属性冗

余。 例如被引期刊论文、被引论著等概念除了

来源不同(前者具有“所属期刊冶属性,而后者具

有“出版社冶属性),其他属性均一致,可以将两

者相同的属性设置在其父概念被引文献上,通
过继承它们可以获得这些属性。 榆领域专家的

意见。 构建本体概念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领

域的知识标注,因此,概念的抽取以及概念属性

的设置都应该以领域知识为背景,以应用为前

提,时刻接受领域专家的监督和意见。
基于上述依据,本文为概念模型中的各种

概念设置了数值属性、同类对象属性和异类对

象属性。 以主题概念为例,笔者认为其属性包

括:主题名称、上位(hyperonymy)主题、下位(hy鄄
ponymy)主题、共现 ( co鄄occurrence) 主题、交叉

(intersection)主题、来源文献、来源单刊、来源种

刊、关联学科、来源文献类型、来源作者、部门、
机构、机构类型、省、市、发文年度、引文年度、项
目、基金、引证期刊文献、引证论著、引用期刊、
引文出版社、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作者等。
限于篇幅,其他概念的属性不再一一列出。

概念属性的设置决定了整个本体的使用价

值和知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

为概念属性的定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

据实际使用的情况以及属性值获取的可能性来

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这也是一个循环往复

和增量迭代的过程。

5摇 CSSCI_Onto 概念模型的描述

概念模型设计完成之后,可以使用标准语

言(如 OWL)对其进行形式化表达,方便用户重

用、修改和完善其所表达的知识框架;也可以采

用可视化方式(如星型图)对其进行图形化展

示,便于领域知识框架的揭示。 本文借助现有

的本体概念模型描述工具 Prot佴g佴[6] ,实现对

CSSCI_Onto 元模型的编码和图形化描述。

5. 1摇 概念模型的 OWL 编码描述

在 Prot佴g佴 中输入概念、属性和约束,可以自

动生成相应的 OWL 代码,借此可以将 CSSCI_
Onto 概念模型转化为 OWL 文档形式存储。
Prot佴g佴 提供了建立概念间继承关系的机制,对
于描述概念间关系的属性,则需要分情况讨论:
淤数值属性的属性值通常为单值,可以使用 3 元

组 <概念,属性,属性值 > 来描述,例如 < 主题,
主题名称,值 > 。 于对象属性揭示概念间关系,
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概念称为主体,属性概念

称为客体,主客体关系有时是二元的,可以通过

3 元组 <主体,属性,客体 > 描述,如 < 主题,下
位主题,主题 > ( <竞争情报系统,下位主题,企
业竞争情报系统 > )。 然而,主客体关系在更多

的时候是多元(N鄄ary)的,例如主题概念的“交
叉主题冶属性,其属性值不仅需要指出具体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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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还需要设定主客体关联度,客体概念和主客

体关联度一起构成属性值,此时就需要使用多

元组描述主客体关系: < 主体,属性,客体,主客

体关联度 > (如 < 语义网,交叉主题,RDF,0.
12975 > )。 使用多元组描述的对象属性又称为

复合属性,在使用 OWL 编码时需要对其进行 N鄄
ary 关系分解[7] 。

N鄄ary 关系分解的方法主要有 3 种:淤引入

属性类。 当实例之间不仅存在关联,还需要明

确描述关联的确定性(certainty)、强度(strength)
等时,可以将属性值整体定义为一个属性类,各
个子属性值则成为该属性类的属性。 例如可将

<主体,属性,客体,主客体关联度 >分解为 3 个

3 元组 <主体,属性,属性类 > 、 < 属性类,名称,
名称 >和 <属性类,关联度,关联度值 > 。 于定

义关系类。 在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把主客体

看作一个整体(关系类),主客体都是关系类的

属性值。 例如上述 4 元组可被分解为 <关系类,
属性,主体 > 、 < 关系类,属性,客体 > 和 < 关系

类,属性,主客体关联度 > 。 盂引入顺序类分解

排序语义。 当属性值是有秩序的对象集合时,
可以在主客体之间引入若干顺序类(相互之间

通过排序属性形成链结构),把 N鄄ary 顺序关联

转化为了一系列顺序类之间的 2鄄ary 关联。 例

如 <来源文献(主体),来源作者(属性),来源作

者 1(客体),来源作者 2(客体),… > ,可以分解

为 <来源文献,第一作者(属性),第一作者类

> 、 <第一作者类,作者名称(属性),名称 > 、 <
第一作者类,下一作者(属性),第二作者类 > ,
……等等 2鄄ary 关联。

通过 N鄄ary 关系分解,可以将 CSSCI_Onto
概念模型中的所有关联转化为 3 元组形式,进
而实现 OWL 编码。 图 4 为采用 OWL 描述的

CSSCI_Onto 概念模型片段。

< owl:Class rdf:ID = "cited_literature" >

摇 < rdfs:subClassOf >

摇 摇 < owl:Class rdf:ID = "literature"/ >

摇 < /rdfs:subClassOf >

< /owl:Class >

摇 摇 < owl:ObjectProperty rdf:ID = "article_citing" >

摇 摇 < rdfs:range rdf:resource = "#cited_literature"/ >

摇 摇 < owl:versionInfo rdf:datatype = " http://www.w3.org/

2001/XMLSchema#string"

> 1.0 < /owl:versionInfo >

摇 摇 < rdfs: comment rdf:datatype = " http://www. w3. org/

2001/XMLSchema#string"

摇 摇 摇 摇 > 描述来源文献概念的被引文献的基本情况 < /

rdfs:comment >

摇 摇 < rdfs:domain rdf:resource = "#source_literature"/ >

摇 摇 < rdfs: label rdf:datatype = " http://www. w3. org/2001/

XMLSchema#string" > 引证文献 < /rdfs:label >

摇 < /owl:ObjectProperty > ……

< owl:Class rdf:ID = "city" >

摇 < owl:disjointWith >

摇 摇 < owl:Class rdf:ID = "province"/ >

摇 < /owl:disjointWith >

摇 < rdfs:subClassOf >

摇 摇 < owl:Restriction >

摇 摇 摇 < owl:onProperty >

摇 摇 摇 摇 < owl:TransitiveProperty

rdf:ID = "part_of"/ >

摇 摇 摇 < /owl:onProperty >

摇 摇 摇 < owl:allValuesFrom >

摇 摇 摇 摇 < owl:Class rdf:about = "#province"/ >

摇 摇 摇 < /owl:allValuesFrom >

摇 摇 < /owl:Restriction >

摇 < /rdfs:subClassOf >

摇 < rdfs:subClassOf >

摇 摇 < owl:Class rdf:ID = "area"/ >

摇 < /rdfs:subClassOf >

< /owl:Cl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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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摇 基于 OWL 的 CSSCI_Onto 概念模型片段

5. 2摇 概念模型的可视化描述

基于 OWL 能够实现对本体概念模型的完

美描述,然而形成的文档类似计算机程序,非专

业人员很难读懂,因此可以借助图形化工具将

OWL 文档可视化,使普通用户也能够清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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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总体框架及其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同
时也为本体开发人员修改或完善本体概念模型

提供可分析和可检查的条件。
Prot佴g佴 是一款基于插件的本体编辑工具,

可以通过附加插件扩展其功能。 目前,已经出

现了多种用于 Prot佴g佴 的可视化插件,其中常用

的有 OWLViz、 Jambalaya、 OntoViz、 TGViz、 Onto鄄
Sphere 3D 等。 各种插件具有不同的表现能力,

表 1 列出了上述 5 种工具提供可视化功能的比

较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TGViz 和 OntoSphere
3D 的可视化功能比较齐全,是 2D 和 3D 可视化

工具的典型(图 5 为使用 TGViz 描述的呈星型

状的 CSSCI_Onto 概念模型);OWLViz 相对来说

功能较少,但是也相对直观;Jamabalaya 和 TGViz
支持本体检索,这是目前本体可视化的发展趋

势,便于快速定位。

图 5摇 基于 TGViz 的 CSSCI_Onto 概念模型

表 1摇 5 种 Prog佴g佴 可视化插件的功能比较

插
件功 能

OWLViz Jamabalaya Ontoviz TGViz OntoSphere 3D

层次结构树的可视化 姨 姨 姨
双曲线(hyperbolic)树的可视化 姨 姨

可视化的操作 姨 姨 姨 姨
图形化的选择 姨 姨 姨 姨

深度控制 姨 姨
高亮显示 姨 姨 姨 姨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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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插
件功 能

OWLViz Jamabalaya Ontoviz TGViz OntoSphere 3D

类层次结构( IS_A)的可视化 姨 姨 姨 姨 姨
实例的可视化 姨 姨 姨
属性的可视化 姨 姨 姨
本体图形导航 姨 姨 姨
字符串检索 姨 姨

摇 摇 除上述介绍的插件外,可以集成在 Prot佴g佴
中的本体可视化工具还有很多,例如 ezOwl、On鄄
toBase、Cloud Views 等等,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

试图增强本体的可理解性和可编辑性。

6摇 结束语

改变 CSSCI 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检索和引

文分析等服务)的现状,改善服务质量,关键在

于调整其原有的知识结构。 本文提出了使用本

体面向对象的知识组织方式来重构 CSSCI 学术

资源的解决方案。 根据本体构建的 6 步循环增

量迭代法,笔者认为,CSSCI_Onto 概念模型的建

立包括概念层次结构的架构和概念属性的设置

两个过程。 本体概念模型确立了领域知识的组

织结构,是本体实例化和应用的基础。
CSSCI 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重要学术资

源。 类似的,本体面向对象的知识组织方式也

可以应用于数字图书馆的其他对象的知识组织

中,即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采用本体来统一组

织图书馆中的所有资源,包括图书、期刊、人员

等,将各类资源置于一个巨大的本体概念模型

中,从而实现对各种对象的语义描述,充分揭示

各类对象之间的潜在关联。
CSSCI_Onto 的特点在于其丰富的实例知识

以及隐含的实例间关联。 因此,本体概念模型

的建立仅仅是 CSSCI_Onto 本体构建的一部分

(知识组织),应用的主体还在于基于概念模型

实现 CSSCI 大规模数据的语义标注(知识描述)
和本体评价。 这也是笔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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