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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研究背景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我国开始研究主题检索语

言,到目前为止,已编叙词表约 100 多种,这些无规律、
不受任何控制地增长的众多词表,给文献检索增添了

新的困难和麻烦,于是,出现了叙词表兼容化的趋势。
由于各个叙词表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要实现它们之

间的转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近年来,国内外学

者一直在探讨检索语言的互操作问题,提出了多种解

决方法,主要有自动匹配转换、中介词典、集成词表、叙
词词库、映射、翻译[2]等,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很多互

操作的项目[3],为用户的信息检索带来了很大方便。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要实现统一的词

表兼容体系。 1991 年,傅兰生撰文分析了我国叙词

兼容的两大方案———大词表方案和词库方案,论证了

词库方案是现实可行的方案[4] ,并最终在 1989 年由

国家科委立项,开始了“国家叙词库冶构建项目。 计

划将国内几十部叙词表用集成词表方式汇合成一个

国家叙词库,以促进全国情报检索语言的互操作。 此

后,朱岩、洪漪等都先后撰文[5 - 7] ,对“国家叙词库冶
的构建进行了具体的设计与分析。 中国农科院科技

文献信息中心成功地利用计算机建立了农业叙词

库[8] 。 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加之经费短缺,项
目只实施了第一期计划就中断了。 但是该项目为我

们提出了建立集成词库、实现不同检索语言之间互操

作的思想,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侯汉清早在 1998 年

就提出了建立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
分表》)为核心的检索语言兼容体系[9] 。

基于以上经验和思想,本文采用构建集成词库的

方法实现不同词表间的兼容。 所谓集成词库,就是将

某一特定主题领域的若干叙词表或分类表融合在一

起,在各源词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含全部词条及相关

参照的母表。 可以通过识别等价词及准等价词建立

一个词汇转换系统,从而实现词表间的互操作。
具体是建立一个以《中分表》为核心的兼容体

系,即集成词库。 这个集成词库包括:《中图法》与国

内外分类法的互操作,《汉语主题词表》 (以下简称

《汉表》)与专业叙词表的互操作,以及受控语言与自

然语言的互操作。 本文主要研究叙词表的互操作技

术,以教育类数据为例,选取了《中分表》、《教育主题

词表》(以下简称《教词表》)、《社会科学检索词表》
(以下简称《社科表》)等叙词表,具体介绍了基于词

表结构的自动匹配和基于同义词表的语词匹配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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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互操作技术的实现过程。

2摇 基于词表结构的自动匹配

2. 1摇 基本原理

主题词表都具有规范的结构形式,除主题词本身

外,还包括代、属、分、参等参照项内容,在实现不同主

题词表间的互操作时,也要考虑这些参照项内容,最
终在表达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形式的主题词之间建

立映射关系。
自动匹配转换实质是借助各词表本身结构的兼

容性,当词汇以机器可读形式存在时,使两词表相互

对应的词由计算机自动进行匹配转换。 通常情况下,
两词表的结构越相似,学科覆盖重合率越高,则可自

动转换的词就越多。 对词表兼容性影响较大的主要

是词表的微观显示结构,即每一条叙词款目的构成。
两表的显示结构越相似,数据处理就越容易,二者的

兼容转换就越容易实现。 张雪英在她的硕士论文中

曾利用这种方法设计了经济叙词表———叙词表的转

换系统,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10] 。
2. 2摇 实验过程

本文也利用这种思想,通过词表本身的结构形式

和款目参照关系,进行自动匹配,实现词表中部分词

汇的转换。 选用的 《中分表》、 《教词表》 和 《社科

表》,都属于分面叙词表,款目格式几乎完全相同,所
以利用其结构形式进行词表间的自动匹配是完全可

行的,下面具体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
(1)词表数据格式转换:主题词表对应的记录字

段包括主题词、分类号、用(Y)、代(D)、属( S)、分
(F)、参(C)等,即将每个词汇及其所有参照项组成

一条记录,记录格式如表 1 所示。 通常情况下,人们

习惯用这种方式存储词表,以尽可能与原表保持一

致。 但在联机集成词表中,这样的存储格式既不便于

词表数据的读取,也不便于词表的动态维护。 所以,
利用程序进行转换,将每个词汇对应的参照项逐条显

示,形成词、关系、词及其词表来源的格式,具体格式

如表 2 所示。

表 1摇 词表记录格式

叙词 分类号 代(D) 属(S) 分(F) 参(C) 词表来源

本科 G64 本科教育; 高等教育; 大专; 中分表

家长教育 BD925. 92 父母教育; 家长工作;家长学校; 教词表

勤工俭学 Q093. 555 勤工助学; 半工半读; 社科表

表 2摇 词汇关系表

word1 relation word2 source

本科 D 本科教育 中分表

本科 S 高等教育 中分表

本科 C 大专 中分表

摇 摇 (2)反参照的生成。 对实验过程(1)中生成的对

应词汇,利用计算机程序生成对应的反参照条目,
“D冶对应“Y冶,“S冶对应“F冶,“C冶对应“C冶。 经过上

述处理后,将所有叙词、非叙词及其对应参照项集成

在一起,方便数据的读取。
(3)自动匹配。 通过上述转换后,将词表中所有

叙词、非叙词逐一列出,然后分别实现由《教词表》、
《社科表》到《中分表》的自动匹配转换,匹配类型分为

三种:淤 完全匹配:指将两词表的叙词进行完全匹配,
即《教词表》或《社科表》中的叙词在《中分表》中可以

找到完全对应的叙词,则直接将其对应到该词下。 于
同义词匹配:此处的同义词指在某一词表中具有

“用冶、“代冶关系的词汇。 可以根据各表提供的不同参

照将这些词汇集中起来,即将两词表的叙词与非叙词、
非叙词与非叙词进行匹配。 盂 组配匹配:因为《中分

表》主题词中很多是采用组配方式构成的主题词串,
而《教词表》、《社科表》中都是独立的叙词,在这种情

况下,将独立叙词也同样采用组代形式构成词串,进而

与《中分表》的主题词串对应。 匹配模式见图 1:

图 1摇 自动匹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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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T1 表示源词表中的叙词,NPT1 表示源词

表中的非叙词; PT2 表示兼容词表中的叙词,NPT2
表示兼容词表中的非叙词; 1 表示叙词和叙词匹配,
即 PT1 和 PT2 直接匹配; 2 表示叙词和非叙词匹配,
即 PT1 和 NPT2 匹配,又 NPT2 Y PT2,则 PT1 和 PT2
匹配;3 表示非叙词和叙词匹配,即 NPT1 和 PT2 匹

配,又 NPT1 Y PT1,则 PTI 和 PT2 匹配; 4 表示非叙

词和非叙词匹配,即 NPT1 和 NPT2 匹配,又 NPT1 Y

PT1,NPT2 Y PT2,则 PTI 和 PT2 匹配。 5 表示如果

PT1 是主题词串,则用 PT2 + PT2忆组配匹配。 匹配过

程按 1、2、3、4、5 的顺序进行,最终在各词表的正式叙

词之间建立关系。
2. 3摇 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分别完成《教词表》和《社科表》
到《中分表》的匹配,匹配结果见表 3。

表 3摇 自动匹配结果统计

匹
配

类
型

兼
容

词
表

完全匹配

(A)
同义词匹配(B)

PT1
PT2

PT1
NPT2

NPT1
PT2

NPT1
NPT2

去重总计

(A + B)
叙词总数

百分比

(A + B)
组配匹配

(C)
主题词串

百分比

(C)

教词表 446 48 102 76 574 915 62. 73% 424 736 57. 6%

社科表 216 24 56 31 299 915 32. 68% 206 736 28%

摇 摇 由表 3 看出,采用自动匹配转换实现叙词表之间

的互操作是完全可行的,可以在各词表中完全相同或

同义词相同的叙词之间实现兼容,尤其是《教词表》,
其覆盖度达到了 62. 73% ,因为该词表是教育专业词

表,本身收录有《中图法》的教育类目数据,所以转换

率比较高;而《社科表》的覆盖度偏低,因为它是一部

综合词表,教育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参与转换的

数据就少。 另外,通过组配也可以实现《中分表》中

主题词串的部分匹配。
3摇 基于同义词表的语词匹配
3. 1摇 基本原理

对于不能完全兼容的语词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来

匹配。 基本方法是识别出不同词表中的同义词,将其

进行匹配,此处的同义词包括意义完全相等以及意义

相近或相关的词。 由于汉语构词特点,大部分意义相

同或相近的语词大多包含有相同的字,所以基于单汉

字或词素的字面相似度算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但该方法最大的不足是对于字面不相似的异形同义

词不能很好地识别。 针对此不足,本文考虑在该算法

中引入同义词表,以提高计算的准确度。
首先编制一部语义精良的同义词表,该同义词表

包括受控词、非受控词、表达完整概念的语词以及不

可再切分的词素等;然后将匹配词采用自动分词技

术,基于上述同义词表进行切分,成为一系列词或词

素的集合;再根据切分的词或词素设计算法计算相似

度,在设计算法时,先将同义词表中出现的词或词素

进行语义匹配,对无法采用语义匹配方法的词采用基

于词素的字面匹配;最后提取相似度在一定阈值范围

内的词作为同义词或相关词,匹配到对应《中分表》
主题词下。
3. 2摇 实验过程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同义词表的编制。 收集教育类语词,编制同

义词表。 为计算方便,为每个词赋予一个 ID 号,则将

同义词用相同的 ID 号标注。 主要有以下途径完成同

义词表的编制:淤主要是采用陆勇提出的基于模式匹

配的汉语同义词自动识别方法[11] ,对不同的语料库

定义不同的模式,从而提取和挖掘相应的同义词。 本

系统分别从《教育大辞典》、Web 网页和期刊论文中

进行了同义词提取。 于现有词表中具有“用冶、“代冶
关系的词汇,直接作为同义词对,赋予其相同的 ID
号,加入到同义词表中。 此处包括《中分表》、《教词

表》及《社科表》的所有具有“用冶“代冶关系的叙词和

非叙词。 盂利用《同义词词林》中的同义词对。 《同
义词词林》是一部对汉语词汇按语义全面分类的词

典,对不同的词汇进行分类,并赋予相应的语义编码,
具有相同语义编码的词即为同义词。 根据上文已建

立的词素词典,从《同义词词林》中抽取这些词素及

其对应编码,并将同一语义编码下的词作为该词素的

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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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处理,将收集到的三种同义词数据整

合去重,加入适当的人工识别,删除明显错误的记

录,基本的同义词表编制完成。 每个词对应一个 ID
号,同一 ID 号下的词为同义词。 因为此处的同义词

表还将作为分词词典使用,对于没有同义词的词素

也要添加在内,供下面分词使用,这些词素可以不赋

ID 号。
(2)对匹配词进行切分,将其切分成多个词或词

素的集合。 采用最大正向匹配算法(MM 法)对匹配

词进行分词。 基于步骤 1 中建立的同义词表进行分

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如果匹配词可以直接在同义

词表中找到,则直接用对应的 ID 号来标识该词;如果

匹配词被切分的词素有对应的 ID 号,也将其用词素

对应的 ID 号标识;如果词素没有对应 ID 号,则直接

用对应的词素对其进行标记。
(3)利用相似度计算公式,计算两个词之间的相

似度。 经过上述分词后,将每个词用词素或 ID 号进

行标识,然后采用基于词素的相似度计算公式来进行

计算。 此处的计算单位可以是 ID 号也可以是词素,
通过计算两个词所含的相同 ID 号或词素个数以及它

们在各词中的位置来计算其相似度。

图 2摇 同义词相似匹配算法示意图

(4)确定上述计算公式后,然后利用程序进行计

算。 实际计算过程中,仍然要考虑不同词表的不同表

达形式,分别计算匹配词表和源词表中的叙词与叙

词、叙词与非叙词以及非叙词与非叙词之间的相似

度,需要进行四次交叉匹配,这里用 PT 表示叙词,
NPT 表示非叙词,则需要进行如下匹配:PT1 / PT2、
PT1 / NPT2、NTP1 / PT2、NPT1 / NPT2。

(5)确定阈值,筛选主题词。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

计算出不同词表中每两个词之间的相似度,但不可能

都作为映射结果,需要设定一个标准,筛选出合理的

对应主题词,即可为《中分表》每个主题词提供一系

列对应的主题词数据,供用户进一步选择。 系统通过

一定的实验后,确定阈值为 0. 6,即提取出结果大于

等于 0. 6 的词,认为这两个词相似,从而完成两个词

表的对应。

整个过程可用以下流程图表示:

图 3摇 基于同义词表的语词匹配流程图

3. 3摇 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分别完成《教词表》和《社科表》
到《中分表》的匹配,匹配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摇 相似度匹配结果统计

匹
配

类
型

兼
容

词
表

叙词

匹配

非叙词

匹配

组配

匹配

去重

总计

叙词

总数
百分比

教词表 608 302 524 1274 1651 77. 17%

社科表 451 203 376 970 1651 58. 75%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采用基于同义词表的语词

匹配算法是完全可行的,加入同义词表,明显提高了

相似度计算的准确性,从而使匹配覆盖度有了明显的

提高。 《教词表》的覆盖度达到了 77. 17% ,也就是说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大部分的叙词实现转换,证明了

该种方法的可行性。

4摇 教育集成词库的结构

教育集成词库是以《中分表》为核心,由若干词

表构成的一个兼容体系,实现了各种分类语言、主题

语言等之间的互操作。 这个集成词库可以由多种形

式、多种结构的众多兼容工具组成,该系统采用两种

主要兼容结构形式:淤字顺兼容矩阵。 以每个主题概

念为款目词纵向展示,即将《汉表》中的每个主题词

或主题词串按字顺方式显示,并标明其相应的《中图

法》分类号,把其他参与兼容的主题词表横向展示,
与《汉表》的主题词或主题词串相对照,列出其等值

兼容或近似兼容的一个或多个主题词。 于分类兼容

矩阵。 以《中图法》分类号为主干竖向展示,即按分

类号顺序显示《中图法》类目,并列出其对应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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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专指主题词和附属主题词,把其他参与兼容

的分类法横向展示。 将参与兼容的分类表类号与

《中图法》的类号相对照,列出其等值兼容或近似兼

容的概念。 最终形成一个以《中分表》为核心的兼容

体系,实现不同词表之间的兼容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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