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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资源的知识融通：从异构资源元数据应用纲要到一体化本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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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探索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 馆 等 机 构（ＧＬＡＭ）中 多 源 异 构 文 化 记 忆 资 源 跨 领 域 跨 机 构 的 知

识融通解决方法和路径。［研究设计／方法］在“元数据应用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应用纲要”的概念，以上海图书馆

手稿档案元数据应用纲要扩展为本体应用纲要为例，阐述了本体应用纲要设计的原则、方法和流程；以历史人文“数据基

础设施”进一步构建了一体化本体及其知识融通模型，并验证基于本体应用纲要在一体化本体框架下的扩展以实现跨领

域知识融通的方法。［结论／发现］元数据应用纲要为文化记忆资源的知识融通提供了结构化数据储备，本体应用纲要兼

顾了特定资源类型的个性化需求，一体化本体的知识融通模型则用于保证知识建模的统一性和知识表示的一致性。［创

新／价值］基于多种本体应用纲要的一体化本 体 设 计 方 法 和 关 联 数 据 与 知 识 图 谱 技 术 结 合 后，作 为 一 种 新 的 知 识 组 织 方

法，为跨机构跨领域的知识融通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　本体应用纲要　知识融通　文化记忆　数字人文　数据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Ｇａｌｌａｒｉ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Ｍｕｓｅｕｍｓ（ＧＬＡＭ）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ｔｏ"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ｅｒ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Ｗ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ｓ　ｄｅｅｍ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引言

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奠基人爱德华在《知识大融

通：２１世纪的科学 与 人 文》一 书 中 说：“科 学 和 人 文 是

由同一台纺 织 机 编 织 出 来 的”。他 认 为，无 论 是 自 然

科学领域的物理、生物、信息科技，还是人文学科的历

史、文学、艺术 领 域，在 知 识 的 层 面，必 然 存 在 着 某 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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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秩序和广泛的联系，而建立这种秩序和联系的

过程，称之 为“知 识 大 融 通”［１］。对 于 自 然 科 学 来 说，

构建统一 的 知 识 体 系 的 可 能 性 比 人 文 学 科 大 得 多。

而人文学科被划分为许多独立的门类，尽管强调专业

上的用词必须准确，但是不同的专业很少采用相同的

术语。随着数 字 人 文 的 勃 兴，数 据 驱 动 的 量 化 计 算、

可重复验证的实验、基于高层次的抽象理念和原理创

造的新工具 等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的 研 究 范 式 被 引 入 人 文

研究中。在 人 文 学 界，跨 专 业 的 交 流 也 变 得 愈 加 频

繁，基于互联网的数据传输交换和基于机器智能的跨

学科知识整 合 创 新 创 造 了 新 的 知 识 生 产 模 式 和 交 流

环境。“知识大融通”不仅是一种梦想，而是亟待解决

的需求。

“知 识 融 通（Ｋｎｏｗｌｅ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与“知 识 组 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知识聚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既 有 联 系，又 有 区 别。“知 识 融 通”建 立 在

“知识组织”对知识的整理、加工、揭示、控制和 有 序 化

组织的基础上，涵盖“知识聚合”对知识单元进行凝聚、

以形成多维多层且相互关联的知 识 体 系 的 过 程［２］，但

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互操作，通过自上而下的

知识组织来抽象出独立于领域、与资源的载体和格式

无关的高层互操作层，通过自下而上的知识计算来构

建知识间统一的广泛的联系。知识组织、知识 聚 合 和

知识计算是达到知识融通的方法和手段。具备跨学科

特性的 数 字 人 文 对“知 识 融 通”的 需 求 为ＧＬＡＭ（美 术

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记忆机构的简称）领

域提供了用武之地。这些文化记忆机构是文化记忆资

源的集散地，长期致力于资源采集加工、知识组织与传

播传承、跨机构资源共建与数据共享，为文化记忆资源

的知识融通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与方法论基础。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机器智能时代，“知识融通”往

往发生在机器世界中，由大规模、多种类、跨领域、粒度

不一、格式各异、来源不同的数据驱动，通 过 定 量 到 定

性的分析达成。机器世界中的“知识融通”要求统一的

知识建模和一致的知识表示，前者作为高层、抽象的知

识共享模型，超越学科话语体系，在不同领域的术语间

建立映射和关联；后者提供一致的知识编码规范，以支

持与 原 生 数 据 格 式 无 关 的 数 据 传 输、交 换 和 融 合。

ＧＬＡＭ领域基于分类主题法、元数据和本体的知识组织

方法，结合关联数据、知识图谱和机器学 习 技 术，可 为

机器世界 的“知 识 大 融 通”提 供 一 定 的 路 径 和 解 决 方

案。ＧＬＡＭ领域的元数据方案（包括元数据描述规范和

编码格式）由于所描述的资源对象不同而千差万别，而

本体则提供了一种抽象的高层视角，用面向对象的方

法，通过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模拟、对主观知识的客观表

达、对隐性知识的显性表示，将异构资源元数据方案纳

入到统一的知识模型中，用一致性的知识表示格式编

码后形成 本 体 应 用 纲 要（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实现机器世界中跨领域的知识融通。本文将以上海图

书馆历史人文“数据 基 础 设 施”中 的 本 体 设 计 为 例，探

讨如何利用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方法，将众多遗留系

统（Ｌｅｇ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的 不 同 元 数 据 方 案 和 元 数 据 应 用

纲要（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升级（ｕｐｇｒａｄｅ）为本体

应用纲要，基于一体化的本体模型进行知识建模和知

识表示，助力跨领域的知识融通。

２　现状调研

分类主题法、元数据方法、本体方法代表了ＧＬＡＭ
领域知识组 织 方 法 发 展 的 三 个 阶 段，在 前 两 个 阶 段，

ＧＬＡＭ分别有各自 的 领 域 标 准，而 随 着 本 体 方 法 的 广

泛应用，逐渐呈现出跨领域融合的趋势。

在图书馆界，试 图 改 善 ＭＡＲＣ的 封 闭 性、复 杂 性

和专业性的ＤＣ元数据及其方法论得到广泛而深入的

应用，超越了 图 书 馆 的 范 围，延 伸 到ＧＬＡＭ领 域 和 互

联网，在国内 成 为 科 技 部、国 家 图 书 馆 推 出 的 涵 盖 纸

本资源、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多媒体资源的数字图书

馆系列标准 规 范 的 基 础。对 图 书 馆 领 域 产 生 深 远 影

响的国 际 图 联ＦＲＢＲ模 型 及 其 家 族ＦＲＡＤ、ＦＲＳＡＤ为

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方法奠定了基础。它以“实体－关

系”分析方法来重新构建书目记录、规范记录、主题规

范记录的功能需求框架，于２０１７年整合升级为“图书

馆参考模 型（ＩＦＬＡ　ＬＲＭ）”，旨 在 更 好 地 支 持 图 书 馆 的

关联数据应 用［３］。图 书 馆 界 广 受 瞩 目 的 关 联 书 目 数

据模 型ＢＩＢＦＲＡＭＥ是 旨 在 将 ＭＡＲＣ数 据 转 换 为 关 联

数据的本体模型和 词 表，它 的 三 层 核 心 模 型（作 品－实

例－单件）是ＦＲＢＲ四 层 模 型（作 品－内 容 表 达－载 体 表

现－单件）的 简 化。除 了 核 心 模 型 外，ＢＩＢＦＲＡＭＥ还 包

括人物、机构、地点、事件、注释等类和属性，设计初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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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 仅 是 应 用 于 图 书 馆，而 是 希 望 能 描 述 所 有 的

ＧＬＡＭ 资 源［４］，其 创 始 人 之 一 Ｅｒｉｃ　Ｍｉｌｌｅｒ领 衔 的

Ｚｅｐｈｅｉｒａ团 队 维 护 了 数 个ＢＩＢＦＲＡＭＥ的 本 体 应 用 纲

要，其中包括 用 于 档 案 资 源 描 述 的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Ｌｉｔ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①。ＢＩＢＦＲＡＭＥ于２０１６年发布了 第 二 版，目 前

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领衔的各类图书馆测试和完善。

本体 应 用 纲 要 使 得 在 统 一 的ＢＩＢＦＲＡＭＥ本 体 模 型 框

架下，仍然能 兼 顾 不 同 领 域 的 知 识 组 织 需 求，同 时 促

进跨领域的知识融通。

在博物馆界，用 于 描 述 艺 术 作 品 或 作 品 集 合、建

筑、其它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数字化影像的本体包括盖

蒂中心（Ｔｈｅ　Ｇｅｔ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维护的ＣＤＷＡ、国际文献工

作委员 会（ＣＩＤＯＣ）的ＣＩＤＯＣ－ＣＲＭ。最 新 版 的ＣＤＷＡ
于２０１９年９月更新，包含分类、名称、创建者、物理形

态、材 料、标 记、语 境、时 间、地 点、所 有 者、流 藏 历 史、

相关作品、主题规范等３１个大类，共５４０个类目（Ｃａｔ－
ｅｇｏｒｙ）。ＣＤＷＡ的“类 目”可 理 解 为 元 数 据 项，只 有 解

释性定义，没 有 定 义 域 和 取 值 范 围 的 说 明，所 以 它 并

不是数据模型，但可以为设计数据模型提供概念参考

框架。ＣＩＤＯＣ－ＣＲＭ的 第 一 版 于 国 际 图 联 推 出ＦＲＢＲ
后不久发布，试图在博物馆的各种文物信息之上建立

一个抽象的概念层［５］，以支持文物信息的整合、交 换、

共享和重用。与ＦＲＢＲ相比，ＣＩＤＯＣ－ＣＲＭ更进一步地

采用了面向对象的思想［６］，明确地定义了文化遗产领

域的各种实体（概 念）、属 性（关 系），并 发 布 成 可 共 享

重用的术 语 词 表［７］。ＣＩＤＯＣ－ＣＲＭ在 博 物 馆 领 域 得 到

了广泛的 应 用［８］，早 在２００６年，就 有 学 者 和 工 程 师 研

究利用该模型和语义网技术构建多博物馆文物信息集

成的虚拟 博 物 馆［９］；经 过 多 次 的 扩 展，除 了 文 物 本 身

外，ＣＩＤＯＣ－ＣＲＭ能够描述与文物相关的历史事件、艺术

特征、考古遗迹、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于２０１４年成

为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标准（ＩＳＯ　２１１２７：２０１４）。此外，

ＣＩＤＯＣ－ＣＲＭ得到 了 图 书 馆 领 域 的 关 注，为 了 支 持 与

ＦＲＢＲ之间的互操作，２００７年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来维护

ＣＩＤＯＣ－ＣＲＭ与ＦＲＢＲ之 间 的 映 射，ＦＲＢＲ也 开 始 借 鉴

ＣＩＤＯＣ－ＣＲＭ的面向对象分析法，形成ＦＲＢＲｏｏ框架［１０］；

近年来，基于ＣＩＤＯＣ－ＣＲＭ本体模型和词表的知识组织

方法也被应用到数字人文实践中［１１，１２］。

与图书馆界相比，档案界的元数据标准制定稍显

滞后，国 际 档 案 著 录 标 准（ＩＳＡＤ）由 国 际 档 案 理 事 会

（ＩＣＡ）于１９９０年开始制订，与图书馆ＭＡＲＣ齐名的档

案元数据标准ＥＡＤ的第一版于１９９８年完成。ＥＡＤ基

于ＩＳＡＤ设计，著录详尽且适 用 范 围 广 泛，其 比ＭＡＲＣ
更有先天优势 的 地 方 在 于 一 开 始 就 应 用 了ＸＭＬ　ＤＴＤ
来定义元数据 元 素，具 有 较 好 的 易 用 性、兼 容 性 和 可

扩展性。与图书馆界的元数据标准不同的是，档案的

描述还要强调档案产生的背景，因而还有ＩＳＡＡＲ（ＣＰＦ）

和ＥＡＣ这样用于描述与档案有关的团体机构法人、个

人及其 家 庭 背 景 的 元 数 据 规 范 和 编 码 规 范，可 用 于

ＧＬＡＭ领域的个人传记、机构沿革、家庭历史信息的编

码。其中ＩＳＡＡＲ（ＣＰＦ）是ＩＳＡＤ的 补 充，在 欧 洲 国 家 应

用广 泛，ＥＡＣ是ＥＡＤ的 延 伸 和 扩 展，在 美 国 应 用 较

多［１３］。尽管国 内 有 基 于ＣＩＤＯＣ－ＣＲＭ来 构 建 数 字 档 案

资源描述框架的研究［１４］，国外有复用多种ＧＬＡＭ领域

已有模型和词表来建立领域本体词表的案例，例如西

班牙国内战争图像档案项目［１５］，但是档案领域尚未产

生具有深刻影响的本体模型。

从国际范围来看，本体方法促进了ＧＬＡＭ领域的

知识融通，尤 其 是“应 用 纲 要”的 应 用，在 兼 顾 领 域 特

殊性的同时 保 证 知 识 模 型 的 统 一 性 与 知 识 表 示 的 一

致性方面 提 供 了 方 法 和 路 径。２０１９年 的ＤＣＭＩ国 际

年会举行了一个以“应用纲要”为主题的研讨会，旨在

探索应用纲要的方法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３　从元数据应用纲要到本体应用纲要

３．１　元数据与本体的联系与区别

元数 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的 定 义 是“关 于 数 据 的 数 据

（Ｄａｔａ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ｔａ）”，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特指 Ｗ３Ｃ语义网

技术框架中的 本 体，非 哲 学 意 义 上 的 本 体，其 定 义 是

“对概念的明 确 的、形 式 化、可 共 享 的 规 范 说 明”［１６］。

元数据和本体在本质上都是信息的结构化描述方法，

但在构成、描述对象、描述重点、词表定义、标准规范、

编码、存储与 查 询 技 术 方 面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区 别，详 见

表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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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元数据与本体的区别与联系

元数据 知识本体

相同点 对信息的结构化描述

不

同

点

定义 “关于数据的数据。” “对概念的明确的、形式化、可共享的规范说明。”

构成 元 数 据 元 素、取 值 词
表，元数据记录

模型、术语词表（类、数据属性、对象属性），形式化编码，
实体／实例对象

描述对象 文献、信息资源 知识

描述重点 文献资源的特征 概念、概念的特征及其关系，领域知识的规则和公理

词表定义 元 素、元 素 修 饰 词、编
码体系修饰词 类、父类，属性、父属性、域、范围，规则，公理

标准规范 ＭＡＲＣ／ＥＡＤ／ＤＣ　 ＦＲＢＲ／ＥＤＡ／ＣＩＤＯＣ－ＣＲＭ／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ＦＯＡＦ／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编码 ＩＳＯ２７０９／ＲＤＦ／ＸＭＬ　 ＲＤＦｓ／ＯＷＬ／ＳＫＯＳ
存储与查询 ＲＤＢ／ＳＱＬ　 ＲＤＦ　Ｓｔｏｒｅ／Ｇｒａｐｈ　ＤＢ／ＳＰＡＲＱＬ

联系 元数据元素可作为本体中概念的属 性；本 体 可 看 做 是 关 于 元 数 据 的 元 数 据，为 不
同元数据方案提供高层互操作的解决方案。

　　元数据标准规范一般由元素集（也叫“元数据术语

词表”，在ＭＡＲＣ中是字段和子字段）、著录规范、编码规

范组成。特定应用领域的元数据方案是对元数据标准

规范在特定领域应用的进一步规定，除了采用一定的元

数据标准规范外，还会在标准规范的元素集基础上进行

扩展，以形成适用于特定应用领域的扩展集，并制订更

为细致的著录规则和与系统实施技术相关的编码规则。

元素集是元数据标准规范和元数据方案的核心组成部

分，一 般 由 元 数 据 元 素（ｅｌｅｍｅｎｔ）、元 素 修 饰 词（ｒｅｆｉｎｅ－

ｍｅｎｔ）或 称 子 元 素 （ｓｕｂｅｌｅｍｅｎｔ）、编 码 体 系 修 饰 词

（Ｓｃｈｅｍｅ，元素的取值词表，一般来自于某个规范的受控

词表）组成。

一个完整的本体一般应包含三个层面：①模型（概

念和概念间的关系）、②术 语 词 表（以 特 定 的 明 确 的 语

词表征的概念、概念特征、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③机

器可读的形式化编码。术语 词 表 由“类（Ｃｌａｓｓ）”和“属

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组成，其中用来表征概念的术语叫“类”，

表征概念特征和概念间关系的叫“属性”。对本体设计

者来说，往往关注的是模型和术语词表，其形式化编码

容易被忽略，但却是语义网框架下本体实施的关键，因

为本体是为机器服务，目的是促进机器之间的语义互

操作。对 术 语 词 表 进 行 形 式 化 的 本 体 语 言 有 ＲＤＦ

Ｓｃｈｅｍａ（ＲＤＦｓ），ＯＷＬ，ＳＫＯＳ，其 中 ＯＷＬ和ＳＫＯＳ是

ＲＤＦｓ的子集。ＲＤＦｓ可以定义类及其子类、属性的范围

和域。与ＲＤＦｓ相比，ＯＷＬ具有更强的定义能力：根 据

属性的取值为数据还是为另一个对象将属性区分数据

属性（ｄａｔ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对象属性（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定义术

语之 间 的 关 系，如 等 同 关 系ｏｗ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ｏｗ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同指 关 系ｏｗｌ：ｓａｍｅＡｓ等；还 可 以 定

义规则和公理，用于知识挖掘和推理。ＳＫＯＳ主要用于

对知识组织体系中的概念词表如索引典（ｔｈｅｓａｕｒｉ）、分类

法（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主 题 标 目（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ｓ）、分类体系（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ｓ）、大众分类法（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ｉ－

ｅｓ）等受控词表进行形式化定义，可定义概念的各种标

签（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ｂｅｌ）、象 征（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ｂｅｌ）、概 念 间 的 关

系，例如一个概 念 的 上 位 概 念（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下 位 概

念（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顶 层 概 念（ｓｋｏｓ：ｈａ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

等。ＳＫＯＳ的高级扩展还可以定义不同概念词表之间

的映射。

元数据以文献、信息资源为描述对象，描述重点在

于资源的物理特征（例如对印本书的题名、著者、版本、

载体形态的揭示，对电子资源的格式和存储获取路径

的揭示），目的 是 管 理、检 索 和 获 取。本 体 以 知 识 为 描

述对象，粒 度 不 拘、种 类 多 样、范 围 广 泛，可 以 描 述 文

献、信息资源，还可以描述其内容中隐含的知识，如人、

机构、地点、时间、事件、物体、主题词、关键词等实体或

概念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元数据是以资源为

中心的辐射结构，本体则是去中心化的立体网状结构，

任何描述对象 都 可 以 作 为 管 理、检 索、获 取 的 切 入 点。

元数据元素 可 以 作 为 本 体 中 概 念 的 属 性，例 如“题 名

（ｄｃ：ｔｉｔｌｅ）”这 个 元 数 据 元 素 可 以 作 为“音 乐（ｓｈｌ：Ｍｕ－

ｓｉｃ）”这个类的属性，而本体则可以看作是 关 于 元 数 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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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数据，是元数据的进一步抽象和规范，为不同的元

数据方案提供高层的互操作方案。

３．２　元数据应用纲要和本体应用纲要

应用纲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由 都 柏 林 核 心 元 数

据组织（ＤＣＭＩ）于２００７年 在 新 加 坡 举 行 的ＤＣ元 数 据

国际 年 会 上 提 出，被 称 为“新 加 坡 框 架（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或“ＤＣＡＰ（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ｆｉｌｅ）”。该框架为ＤＣ元数据标准规范在特定领域中的

应用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施流程上的指南，为面向实

际应用的元 数 据 方 案 的 组 成 和 实 施 步 骤 提 供 参 考 规

范。在“新加坡框架”中，应用纲要的组成部分包含：经

过功能需求 分 析 后 建 立 在 领 域 标 准 基 础 上 的 领 域 模

型，使用已有元 数 据 标 准 规 范 词 表 的、利 用ＲＤＦ（ｓ）语

言且依据ＤＣ抽 象 模 型（ＤＣＡＭ）进 行 形 式 化 定 义 的 元

素集和建立在ＤＣＭＩ句法指南规范基础上的编码规范

与数据格式规范三个部分［１７］。可以看出，应用纲要是

对已有模型 和 词 表 在 特 定 场 景 应 用 实 施 的 进 一 步 细

化，并强调编 码 和 句 法，也 就 是 说 应 用 纲 要 是 面 向 机

器、以规范的形式化语言固化下来的元数据应用规范，

便于在相同领域和相似场景中共享和重用，以促进不

同元数据方案之间的语义互操作。自“新加坡框架”提

出之后，应用 纲 要 成 为 一 种 系 统 性 的 方 法 论，真 正 将

ＤＣ元数据从标准 规 范 的 层 面 推 向 各 个 具 体 的 应 用 领

域，在整个ＧＬＡＭ世界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１８］。

应用纲要的方法也在互联网尤其是语义网领域得

到了继承和发扬，Ｗ３Ｃ将其定义为特定应用领域的数

据描述规范，包括从已有的一个或多个标准中复用术

语，同时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更进一步定义术语的必备

性和可重复性、取 值 范 围 或 推 荐 使 用 的 受 控 词 表。根

据Ｋａｒｅｎ　Ｃｏｙｌｅ的 定 义，“应 用 纲 要”是 为 特 定 应 用 设

计、描述数据集 的 内 容 和 结 构、机 器 可 操 作、与 应 用 程

序无关的文档；至少包括三个部分：描述数据集的数据

元素、元素取值约束、元素的人读标签与说明。应用纲

要应同 时 满 足 人 读 和 机 读 的 需 要，可 用 于 数 据 的 验

证［１９］。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书目框架）作为旨在取代ＭＡＲＣ的关联

书目数据框架，也采用了应用纲要的方法，是应用纲要

方法在语义网技术驱动下ＧＬＡＭ领域应用的典型范例。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项目 制 订 了 书 目 框 架 应 用 纲 要（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规 范［２０］，是 如 何 将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核 心 模 型 和 本 体

词表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指南性规范，定义了如何为领域

应用构 造 一 个 应 用 纲 要 的 规 则 和 语 法，以 支 持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的核心 本 体 模 型 和 词 表 在 特 定 领 域 的 应 用 实

施。书目框架应用纲要具体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文件，以

一定的格式编写而成，且可被机器处理。它由遵循一定

语法规 则 的“纲 要 定 义（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资 源 模 板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属性模板（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三个组件构成。“纲要定义”声明该应用纲要描述的领

域资源类型，“资源模板”规定具体应用纲要包含的类，

“属性模板”定义一个类包含哪些属性、各个属性的域与

范围以及属性值的数据类型约束与取值约束。上海图

书馆基于ＢＩＢＦＲＡＭＥ设计的家谱本体即是一个书目 框

架应用纲要的例子［２１］。

笔者为了规范 领 域 本 体 设 计 的 方 法 和 流 程，既 保

证不同资源类型本体在模型上的一致性和词表的可重

用性与一致性，同时又充分满足描述与揭示的特殊性

和多样性需求，故提出“本体应用纲要（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的概念 和 基 于“应 用 纲 要”方 法 的 本 体

设计方法和流 程。本 体 应 用 纲 要 是 一 种 特 别 的“应 用

纲要”，沿用“应用纲要”的定义：是为特定应用设计、描

述数据集内容与结构、机器可操作且与应用程序无关

的文档。相对于元数据应用纲要本体应用纲要的组成

部分有所不同，根据本体的特点，至少包括三个部分：表

示领域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模型，由特定机构或组织维

护、有着特定命名空间的术语词表，以及同时支持人读

和机读的对每个术语的形式化定义。本体应用纲要的

设计遵循以下原则：①模型尽可能基于现有领域本体模

型扩展，以最大限度地支持领域模型的共享和互操作；

②术语尽可能复用现有的本体词表，复用术语时不改变

该术语维护机构给出的定义，也可依据应用需求自定义

新的术语；③依据特定应用需求以机器可读的形式化语

言（ＪＳＯＮ，ＲＤＦ，ＸＭＬ）定义术语的应用规则和约束，对复

用的术语在与原定义不冲突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定义其

在特定应用中的各种应用规则和约束，同一术语在不同

的应用纲要中的应用规则和约束可以不同。

３．３　从元数据应用纲要到本体应用纲要设计

为了说明一个特定领域的本体应用纲要在设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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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如何利用已有的元数据应用纲要的成果，如何遵

循上述三个原则，笔者以名人手稿的本体应用纲要为

例进行阐述。

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元数据应用纲要中的元数据

元素集分为核心集和扩展集，复用了ＤＣ元数据规范中

的１５个核心元素和ＤＣ　Ｔｅｒｍｓ的部分元素，同时根据名

人手稿１２种 不 同 资 源 的 特 殊 需 求 自 定 义 了 若 干 元

素［２２］。元素集的定义主要是对元素及元素修饰词的定

义与取值约束的声明，如图１所示。元素尽可能地复用

已有的在 Ｗｅｂ上公开发布的元数据术语词表，但在应

用纲要中可进一步对元素和元素的取值进行具体的约

束，如对元素的“必备性”和“可重复性”的规定，对元素

取值的数据类型约束或取值词表的约束，即指定取值须

来自 某 个 标 准 规 范 的 词 表，称 为 编 码 体 系 修 饰 词

（Ｓｃｈｅｍｅ）。以复用自ＤＣ　Ｔｅｒｍｓ词表中的ｄｃｔ：ｃｒｅａｔｅｄ元

素为例，对元素和元素值的各项约束如表２所示，并以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进行形式化编码。

图１　元数据应用纲要中元数据元素集的组成和定义

　　本体应用纲要的组成和定义框架如图２所示，包括

类与属性的定义及属性与属性值的约束，其中类和属性

尽可能地复用已有的术语词表。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

本体应用纲要在元数据应用纲要的基础上设计。基于

以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为核心模型的家谱本体应用纲要扩展

而来，元数据应用纲要中元素描述的对象以手稿档案资

源为中心，在本体应用纲要中，手稿档案资源按照ＢＩＢ－

ＦＲＡＭＥ的三 层 模 型 分 为 作 品（ｂｆ：Ｗｏｒｋ）、实 例（ｂｆ：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单件（ｂｆ：Ｉｔｅｍ）三 个 层 面，除 此 之 外 还 定 义 了 人

（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机 构（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地 点（ｓｈｌ：Ｐｌａｃｅ）、

时间（ｓｈ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事 件（ｓｈｌ：Ｅｖｅｎｔ）等 与 资 源 相 关 的

类。部分描述手稿资源的属性复用了元数据应用纲要

中的元素。但本体属性的定义与元数据元素的定义相

比，除了对“必备性”和“可重复性”的约束外，还增加了

域（Ｄｏｍａｉｎ）和范围（Ｒａｎｇｅ）的 约 束，域 指 定 属 性 所 描 述

的对象，范围即是对属性取值的约束。与元数据元素相

比，属性的取值还可以是另一个类，使得属性的定义具

备了 更 为 丰 富 和 明 确 的 语 义。表３以 自 定 义 的ｓｈ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和 复 用 自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的ｂｆ：ｈｅｌｄＢｙ属 性 为

例，说明了在本体应用纲要中如何通过对已有类的继承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定义新的类，如何在复用属性原始定义的

“域（Ｄｏｍａｉｎ）”和“范围（Ｒａｎｇｅ）”之外，根据领域 应 用 的

特殊需求对属性的“必备性（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可重复性（Ｒｅ－

ｐｅａｔａｂｌｅ）”“用于描述（ＵｓｅｄＷｉｔｈ）”的类和“预期取值（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进行更为具 体 的 定 义 和 约 束。在 本 体 应

用纲要中，“用于描述（ＵｓｅｄＷｉｔｈ）”的类应和原始定义的

“域（Ｄｏｍａｉｎ）”保持一致或为其子类，“预期取值（Ｅｘｐｅｃｔ－

ｅｄＶａｌｕｅ）”的类与原始定义的范围（Ｒａｎｇｅ）保持一致或为

其子类，这样就不会与原始定义产生逻辑上的冲突，笔

者称之为“术 语 复 用 一 致 性 与 应 用 纲 要 差 异 性 原 则”。

如对ｂｆ：ｈｅｌｄＢｙ属性规定其“用于描述（ＵｓｅｄＷｉｔｈ）”的类为

“ｂｆ：Ｉｔｅｍ”，与原始定义保持一致，规定其“预期取值（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的类为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和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

原始定义“范围（Ｒａｎｇｅ）”的ｂｆ：Ａｇｅｎｔ的子类。

４　异构资源本体应用纲要与一体化本体设计

４．１　异构资源本体应用纲要设计

家谱、手稿档案、古籍以及与上海历史文化相关的

各种电影、音乐、老照片、近现代期刊报纸、上海优秀历

史建筑、物质文化 遗 产 名 录 等（下 文 统 称“上 海 记 忆”）

都是ＧＬＡＭ领域典型的特色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其著

录所用的元数据标准规范和格式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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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资源的知识融通：从异构资源元数据应用纲要到一体化本体设计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ｒｏ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夏翠娟

表２　名人手稿元数据应用纲要中元数据元素的定义示例

元素／元素修饰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ｄｃｔ：ｃｒｅａｔｅｄ

标签（Ｌａｂｅｌ） 创作时间

修饰（Ｒｅｆｉｎｅｓ） ｄｃ：ｄａｔｅ
必备性（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必备

可重复性（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不可重复

值的数据类型（ＤａｔａＴｙｐｅ） ｘｓ：ｓｔｒｉｎｇ
编码体系修饰词（Ｓｃｈｅｍ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ＳｃｈｅｍｅＴｙｐｅ

说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手稿资源的创作日期，用中国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表示。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

＜ｘｓ：ｓｃｈｅｍａ
ｘｍｌｎｓ：ｘ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１／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
ｘｍｌｎｓ：ｄｃ＝"ｈｔｔｐ：／／ｐｕｒｌ．ｏｒｇ／ｄ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１／"
ｘｍｌｎｓ：ｄｃｔ＝"ｈｔｔｐ：／／ｐｕｒｌ．ｏｒｇ／ｄｃ／ｔｅｒｍｓ／"

＜ｘｓ：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ａｂｅｌ＝" 创作日期" ｎａｍｅ＝"ｄｃｔ：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ｙｐｅ＝"ｃｒｅ－
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ＳｃｈｅｍｅＴｙｐｅ" ｍｉｎＯｃｃｕｉｒｓ＝"１" ｍａｘＯｃｃｕｒｓ＝"１"／＞
＜ｘｓ：ｓｉｍｐｌｅＴｙｐｅ　ｌａｂｅｌ＝"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ＳｃｈｅｍｅＴｙｐｅ"＞
＜ｘ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ｘｓ：ｓｔｒｉｎｇ" ＞
＜ｘｓ：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ａｔｅ"／＞
＜ｘｓ：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ｘ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ｘｓ：ｓｉｍｐｌｅＴｙｐｅ＞
＜／ｘｓ：ｓｃｈｅｍａ＞

图２　本体应用纲要中术语词表的组成和定义

同。其中７万余种家谱以《中国家谱总目》的联合目录

数据为基础，包括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源于５９７家包括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在内的机构家谱馆藏，

以及若干宗亲会和私人收藏，数 据 格 式 为 半 结 构 化 文

本和ＭＡＲＣ格式。７万余种名人手稿档案来自上海图

书馆文化名人手稿馆多年来 的 收 藏，元 数 据 记 录 的 格

式为ＤＣ／ＸＭＬ。１００万余条古籍书目数据来 源 于 上 海

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以及各种现代联合目录、历代

史志目录、官修目录、藏书楼目录、私家藏书目录、避讳

字知识和印谱等，格式主要为ＭＡＲＣ格式和 半 结 构 化

的 文 本。 “上 海 记 忆 ” 的 资 源

主 要来源于上海图书馆的馆 藏 和 文 旅 机 构 发 布 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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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名人手稿本体应用纲要中类和属性定义示例

类（Ｃｌａｓｓ） ｓｈ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标签（Ｌａｂｅｌ） 资源

父类（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 ｒｄｆ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说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上海图书馆所有的信息资源。

ＲＤＦ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ｅｆｉｘｒｄｆ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０／０１／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 ．
＠ｐｒｅｆｉｘｓｈ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ｓｈ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ｒｄｆ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上海图书馆所有的信息资源。" ；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资源" ．

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ｆ：ｈｅｌｄＢｙ
标签（Ｌａｂｅｌ） “收藏者”

父属性（ＳｕｂＰｅ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
域（Ｄｏｍａｉｎ） ｂｆ：Ｉｔｅｍ

范围（Ｒａｎｇｅ） ｂｆ：Ａｇｅｎｔ
说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单件的收藏者。

ＲＤＦ　Ｓｃｈｅｍａ

＠ｐｒｅｆｉｘｒｄｆ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０／０１／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 ．
＠ｐｒｅｆｉｘ　ｂｆ：＜ｈｔｔｐ：／／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ｖｏｃａｂ／＞ ．
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　ａ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收藏者" ＠ｃｈｓ；
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ｓｈ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ｂｆ：Ａｇｅｎｔ；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单件的收藏者。”＠ｃｈｓ．

用于描述（ＵｓｅｄＷｉｔｈ） ｂｆ：Ｉｔｅｍ
预期取值（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必备性（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必备

可重复性（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不可重复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ｄ"："ｂｆｐ：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ｔｉｔｌｅ"：" 名人手稿 " ，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本体应用纲要。" ，
"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ｊｘｉａ＠ｌｉｂｎｅｔ．ｓｈ．ｃ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ｉｄ"："ｂｆｐ：Ｉｔｅ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ａｂｅｌ"：" 单件"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ＲＩ"："ｈｔｔｐ：／／ｉｄ．ｌｏｃ．ｇｏｖ／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Ｉｔｅ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ＵＲＩ"："ｈｔｔｐ：／／ｉｄ．ｌｏｃ．ｇｏｖ／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ｈｅｌｄＢｙ"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ｂｅｌ"：" 收藏者 " ，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ｔｒｕｅ"，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ｆａｌｓｅ"，
"ｔｙｐ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ｖａｌｕ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Ｒｅｆｓ"：

［"ｂｆｐ：Ａｇ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
"ｂｆｐ：Ａｇ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据，多种类、多媒 体、多 格 式 是 其 显 著 特 征。上 海 图 书

馆近年来利用数字人文理念、方法和技术试图建设一

个兼容各种ＧＬＡＭ机构资源类型的历史人文大数据平

台，为数字人 文 研 究 提 供“数 据 基 础 设 施”。其 中 本 体

作为一种与关联数据、知识图谱技术相结合的知识组

织方法，为异构资源的描述和揭示提供了自上而下的

知识建模和自下而上的知识表示路径，通过本体应用

纲要中术语的复用和继承可以实现跨ＧＬＡＭ领域的知

识融通。

于２０１４年开始设 计 的 家 谱 本 体 应 用 纲 要 复 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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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发布的ＢＩＢＦＲＡＭＥ模型和词表，于２０１６年之前

升级到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除 了 以ＢＩＢＦＲＡＭＥ的 词 表 来 描

述家 谱 文 献 的 各 种 信 息 之 外，还 自 定 义 了 人（ｓｈｌ：

Ｐｅｒｓｏｎ）、姓 氏（ｓｈｌ：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机 构（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地点（ｓｈｌ：Ｐｌａｃｅ）、时间（ｓｈ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事件（ｓｈｌ：

Ｅｖｅｎｔ）及其子类迁徙事件（ｓｈ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并定义

了各种 类 特 有 的 属 性，如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继 承 了ｆｏａｆ：Ｐｅｒ－

ｓｏｎ类和ｂｆ：Ｐｅｒｓｏｎ类，还定义了各种 中国人独有的属

性，如谱名、字、号、字辈、排行等。紧随其后设计的手稿

档案本体应用纲要复用了家谱本体模型和词表，并自定

了印章（ｓｈｌ：Ｓｅａｌ）、藏 书 票（ｓｈｌ：ＢｏｏｋＰｌａｔｅ）、信 封（ｓｈｌ：

Ｅｖｎｖｅｌｏｐｅ）、信纸（ｓｈｌ：ＬｅｔｔｅｒＰａｐｅｒ）、多媒体特征（ｓｈｌ：Ｍｅ－

ｄｉ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等 手 稿 档 案 特 有 的 类 及 其 属 性。于

２０１７年设计的古籍本体应用纲要，在已有的家谱和手

稿档案本体应用纲要的基础上，复用了其中自定义的

人、地点、时间、事件等类和属性，但由于古籍文献特征

的丰富性和作 品、版 本、单 件 之 间 关 系 复 杂 性，无 法 完

全复用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模 型，而 是 继 承 了 其“作 品－实 例－
单件”的 三 层 模 型 并 加 以 扩 展，自 定 义 了 作 品（ｐｍｂ：

Ｗｏｒｋ）、版本（ｐｍｂ：Ｉｎｓｔａｎｃｅ）、单件（ｐｍｂ：Ｉｔｅｍ）、分类体系

（ｐｍｂ：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注释（ｐｍｂ：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这五个核 心

类及其属性。２０１８年设计的上海记忆本体应用纲要在

家谱、手稿档案、古籍本体应用纲要的基础上进行大幅

扩展，继承和复用了ＤＢＰｅｄｉ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的本

体模型和词表，资源类型除了图书类型的文献外，还增

加了期刊报纸类型的连续出版物文献，另外还有电影、

音乐、老照片等多媒体资源以及优秀历史建筑和物质文

化遗产等实物对象。表４列出了上述４个本体应用纲

要的领域模型、核心类和所复用的词表。

表４　异构资源本体应用纲要的复用与继承

应用纲要名称 领域模型 核心类 复用词表

家谱本体
应用纲要

复用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自定
义家谱相关实体属性

ｂｆ：Ｗｏｒｋ，ｂｆ：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ｂｆ：Ｉｔｅｍ，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ｌ：
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ｓｈｌ：Ｐｌａｃｅ，ｓｈ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ｌ：Ｅｖｅｎｔ，ｓｈ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ｆｏａｆ，Ｗ３Ｃ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３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手稿档案
本体应用

纲要

复用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和 家
谱本体模型，自 定 义 手 稿
档案相关实体属性

ｂｆ：Ｗｏｒｋ，ｂｆ：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ｂｆ：Ｉｔｅｍ，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ｌ：Ｐｌａｃｅ，
ｓｈ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ｈｌ：Ｓｅａｌ，ｓｈｌ：ＢｏｏｋＰｌａｔｅ，ｓｈｌ：Ｅｖｎ－
ｖｅｌｏｐｅ，ｓｈｌ：ＬｅｔｔｅｒＰａｐｅｒ，ｓｈｌ：Ｍｅｄｉ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ｆｏａｆ，Ｗ３Ｃ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３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古籍本体
应用纲要

继承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０，Ｗ３Ｃ
Ｏｐｅ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自定义古
籍相关实体属性

ｐｍｂ：Ｗｏｒｋ，ｐｍｂ：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ｐｍｂ：Ｉｔｅｍ，ｐｍｂ：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ｍｂ：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ｍ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ｍｂ：
ｔａｂｏｏ，ｓｈｌ：Ｓｅａｌ，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ｌ：Ｐｌａｃｅ，ｓｈｌ：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ｆｏａｆ，Ｗ３Ｃ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３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Ｗ３ＣＯｐｅ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上海记忆
本体应用

纲要

扩展家谱、手稿档案、古籍
本 体 模 型，继 承 ＤＢＰｅｄｉ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和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自定 义 上 海 记 忆 相 关 实
体属性

ｓｈｌ：Ｍｏｖｉｅ，ｓｈｌ：Ｍｕｓｉｃ，ｓｈｌ：Ｐｈｏｔｏ，ｓｈｌ：Ｍｅｄｉａ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ｈ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ｈｌ：Ｐｅｒ－
ｓｏｎ，ｓｈｌ：Ｐｌａｃｅ，ｓｈ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ｈ：Ｅｖｅｎｔ，ｓｈ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ｌ：Ｔｈｅａｔｅｒ，ｓｈ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２．０，ｆｏａｆ，Ｗ３Ｃ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３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ＤＢＰｅｄｉ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Ｍｕｓｉｃ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在设计异构资源的本体应用纲要时，为了既保持

术语词表定 义 的 一 致 性 同 时 又 兼 顾 应 用 需 求 的 特 殊

性，需遵循“术语复用一致性与应用纲要差异性原则”。

对复用的外部术语词表保留其原始定义，对自定义的

术语词表也在不同的应用纲要中保持一致。在特定的

应用纲要中，同 一 个 属 性，其 域 和 范 围 是 一 致 的，但 用

于描述的类和预期取值及取值约束则根据具体的应用

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由于本体应用 纲 要 方 法 的 灵 活 性 和 易 扩 展 性，可

以先后依次为不同的资源类型设计本体应用纲要，同

时保证知识模型统一性；根据本体应用纲要的定义，采

用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技术对遗留系统中不同编码格

式的元数据 记 录 进 行 清 洗、规 范 和 丰 富，统 一 转 换 为

ＲＤＦ序列化格式，则保证了知识表示的一致性。

４．２　从应用纲要到一体化本体设计

家谱、古 籍、手 稿 档 案、电 影、音 乐、老 照 片、老 建

筑、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在各类文化记忆机构中具有

典型性，在杨．阿 斯 曼 的 文 化 记 忆 理 论 中，被 统 称 为 文

化记忆资源（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是以一定的形

态固化下来、可长时间传承、大范围传播的文化记忆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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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２３，２４］。在上述各种特定文化记忆资源的本体应用纲

要中，存在着共通的部分，主要是客观世界中存在过的

各类实体和人们对客观实体的主观认识而形成的概念

体系，其 中 实 体 包 括 人（Ｐｅｒｓｏｎ）、机 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地点（Ｐｌａｃｅ）、时间（Ｔｉｍｅ）、事件（Ｅｖｅｎｔ）、物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概念体系则具体表现为各种领域的 分 类 主 题

词表（Ｓｕｂｊｅｃｔ）。无论这些文化记忆资源以什么形态存

在，都是客观的实体和主观的概念体系承载于一定载

体上的文化记忆，单独的文化记忆资源反映了某个实

体或概念的某一个侧面，要尽可能地完成某个实体或

概念的完整拼图，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将各类相关的文

化记忆资源联结在一起。例如要构建“胡适”人物实体

的完整知识图谱，需要为与之相关的每一个文化记忆

资源（家谱、书 报 刊 作 品、照 片、音 视 频 等）建 立 与“胡

适”实体的关联，这 样 就 能 以“胡 适”为 中 心，集 中 类 型

多样、位于不同文化记忆机构中的文化记忆资源。

本体应用纲要弥合了模型和格式不一致导致的信

息孤岛之间的沟壑，而在本体应用纲要基础上建立一

体化本体，对关于实体和概念体系的特征和关系以统

一的知识模型和一致的知识表示形式化之后，构成了

高层抽象的、共用共享的知识层，为多种类文化记忆资

源在互联网和机器之间的知识融通奠定了基础。图３
表示了跨越多种文化记忆资源类型的一体化本体知识

融通模型，旨在厘清各类实体和概念体系与文化记忆

资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高度抽象，且与具体的资

源类型无 关。在 为 特 定 资 源 类 型 设 计 本 体 应 用 纲 要

时，有意识地遵照此模型设计出表示资源与实体和概

念之间关系的属性，并在著录中实施，就能保证不同的

资源尽可能地与相同的实体和概念建立关联。同时为

同类实体和概念 体 系 建 立 独 立 的 知 识 图 谱（知 识 库），

作为各类文化记忆资源的链接中心。例如上海图书馆

的人名规范库就是一个关于人物的独立实体库，其中

的每一个人物实体都尽可能地与上海图书馆的家谱、

古籍、手稿档案、电影、音乐、老建筑等文化记忆资源建

立关联。

图３　一体化本体的知识融通模型

　　一体化本体的设计旨在为不同的应用纲要在类的

复用和继承上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图４展示了家谱、

手稿档案、古籍、上海记忆等应用纲要在类的复用和继

承关系。其 中 人（ｓｈｌ：Ｐｅｒｓｏｎ）、姓 氏（ｓｈｌ：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

机构（ｓｈ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地点（ｓｈｌ：Ｐｌａｃｅ）、时间（ｓｈｌ：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事件（ｓｈｌ：Ｅｖｅｎｔ）等实体类为所有应用纲要共用，

每种实体本身也有自己的应用纲要，例如：描述人及与

之相关的生平大事、任职经历、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的

人物本体应用纲要，描述机构及其沿革和机构间关系的

机构本体应用纲要，关于地点及其历史变迁的地点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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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纲要，描述各类历史纪年的时间本体应用纲要，描

述事件及其涉及到的人物、时间、地点的事件本体应用

纲要，以及揭示各种古籍分类体系的分类法本体应用纲

要等。

图４　一体化本体中类的复用和继承关系

４．３　一体化本体的扩展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是本体知识组织方法的重要优

势。一体化本体的扩展 包 括 两 个 层 面，一 是 在 统 一 的

知识模型下为更多种类的文化记忆资源设计新的应用

纲要，二是在原有的应 用 纲 要 上 进 行 扩 展。前 者 将 更

多的文化记忆资源纳入统一 的 知 识 模 型 中，后 者 则 是

对已有本体应用纲要的进一步完善。

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库的人物本体应用纲要是在

设计家谱、手稿档案、古 籍、上 海 记 忆 本 体 应 用 纲 要 的

过程中逐步完善而成。通过对人物本体应用纲要的扩

展，还实现了人名规范库和中 国 历 代 人 物 传 记 资 料 库

（ＣＢＤＢ）的跨领域知 识 融 通。人 名 规 范 库 作 为 图 书 馆

界的规范控制方法与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技术相结合

的成果，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实 现 互 联 网 上 的 人 名 规 范

控制，但是在“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逐步发展成为

超越于资源类型的知识共享层和各类文化记忆资源的

知识链接中心。人名规范库中的人物主要来源于资源

整理和编目过程中产生的人 名 规 范 档，选 取 范 围 是 文

化记忆资源的责任者和内容 中 涉 及 的 重 要 人 物，除 了

个人的籍贯、生卒年、字 号 排 行 等 基 本 信 息 之 外，还 与

大量现存于文化记忆机构中的各种文化记忆资源建立

了关联。而ＣＢＤＢ则是由领域研究者从历朝历代的人

物传记资料中整理出来的用于历史人文研究的结构化

关系数据库，包含人物 生 平 大 事、任 职 经 历、丰 富 的 社

会网络关系等。对于数 字 人 文 研 究 者 来 说，人 名 规 范

库和ＣＢＤＢ各有 侧 重，可 以 互 相 补 充 和 丰 富。为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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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ＤＢ的数据与人名规范库融合，笔者对原有的人物本

体应用纲要进行了扩展，通过自定 义 任 职 事 件 类（ｓｈ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ｖｅｎｔ），使之继承原有的“事件（ｓｈｌ：Ｅｖｅｎｔ）”类，用

来描述ＣＢＤＢ的 任 职 经 历 数 据，通 过 自 定 义“关 系 类

（ｓｈ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类，用来描述ＣＢＤＢ的社会网络关系

数据。图５以苏轼为例，展示了ＣＢＤＢ的关系数据库格

式的数据是如何融合到人名规范库的本体模型和关联

数据之中。

图５　人名规范库与ＣＢＤＢ的知识融通

５　结语

ＧＬＡＭ领域的文化记忆机构长期致力于文 化 记 忆

资源采集加工、知识组织与传播传承、跨机构资源共建

与数据共享，一贯重视制订和遵循一定的领域标准规范

进行数据加工，积累了大量高度结构化的元数据和规范

数据记录。然而数字人文研究对跨机构、跨领域、跨网

络、跨平台的数据融合和知识融通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由于ＧＬＡＭ领域的元数据主要描述的是文化记忆资源，

而本体描述的是文化记忆资源中蕴含的知识。知识由

实体和概念体系组成，是资源之上的抽象层，可作为资

源之间链接的桥梁；知识是领域之上的共享层，可作为

领域之间融通的中介。因此，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方法

为数字人文系统提供了直接操控知识的工具，通过对知

识的管理、检索、获取，来达到对不同领域不同资源的管

理、检索和获取的目的。

然而文化 记 忆 资 源 的 多 样 性 和 数 据 格 式 的 异 构

性，为实现跨领域跨机构的知识融通的同时还能满足特

定资源的个性化描述与揭示带来了困难。笔者在“元数

据应用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应用纲要”的概念及

其设计原则和流程，以规范特定资源的本体应用纲要的

设计同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之后在家谱、手稿档案、古

籍、上海记忆本体应 用 纲 要 上 抽 象 出 文 化 记 忆 资 源 的

“一体化本体”知识融通模型，以保证不同资源类型的本

体应用纲要在知识建模上的统一性，从而促进跨机构的

知识融通；进而通过类和属性的复用和继承，以方便地

对一体化本体进行扩展，甚至可与更多人文领域的知识

进行融合，从而促进跨领域的知识融通。总之，元数据

应用纲要为文化记忆资源的知识融通提供了结构化数据

储备，本体应用纲要兼顾了特定资源类型的个性化需求，

一体化本体的知识融通模型则可保证知识建模的统一性

和知识表示的一致性。“本体应用纲要”设计方法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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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本体”知识融通模型与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技术结

合后，为跨机构跨领域的知识融通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鉴于目前“应用纲要”的方法和技术已在国外图书

馆和语义网领域有着深入的应用，本文提出的“本体应

用纲要”设计方法和“一体化本体”融通模型，已经应用

于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档案、民间文献和实物等资源的

描述与揭示，在与其 他ＧＬＡＭ机 构 的 古 籍 家 谱 等 资 源

的整合中，构建了人名 规 范 库、地 理 名 词 表、历 史 纪 年

词表、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优秀历史建筑知识库等与

特定资源类 型 和 数 据 格 式 无 关 且 广 泛 关 联 的 实 体 层

（人、地、时、事、物）和概念体系层（主题、分类），已成为

链接不同机构不同资源的数据链接中心和融通不同领

域知识的知识共享中心，在跨 机 构 和 跨 领 域 的 知 识 融

通上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建 议 档 案 馆、博 物 馆 等 文 化

记忆机构尝 试 使 用“本 体 应 用 纲 要”的 方 法 和 关 联 数

据、知识图谱技术，融入并完善“一体化本体”知识融通

模型，以实现跨机构的开放互联和跨领域的知识融通。

支撑数据

数据开放获取地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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