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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服务模式是一种信息集成服务、面向内容的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正确处理这三种

信息服务模式中的知识产权与经济学问题、改善信息系统人机界面、应用网络计量学是实现这些信息服务模式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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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服务模式

(一 ) 信息集成服务

信息集成服务是指将大量分散的资源按一定的主题、一

定的任务进行智能化的聚集,并通过统一的检索服务,最终

实现信息资源 1加 1大于 2使用效果的一种服务。

网络信息资源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的差异性、资源的分

布性以及管理的自治性。由于不同的网络信息服务系统提

供不同的资源与服务,具备不同的功能, 人们希望能将这些

不同的资源与服务进行集成, 形成一个大系统。再说,用户

不再满足于通过网络检索出一大堆原始信息,而是要求一个

综合集成、媒体丰富以及深度加工的信息,甚至是一个包含

知识和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 [ 1]。这就提出了信息综合集成

服务的需求。

1、信息集成系统。在信息集成系统中, 由于数据管理是

由不同的服务器完成的, 一旦这些不同的服务器之间需要相

互联系, 采取一致操作时就有一个协调问题, 如某服务器发

生故障, 怎么保证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运转; 又如某个服务

器不允许随意删除索引中的记录,那么整个系统的资源更新

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索引。

在信息集成系统中还有一个查询处理的问题。在分布

式的环境下, 查询表达式或不同的查询子句将被分配到不同

的资源上去, 这时同样的一个查询表达式被分配到不同的资

源上会产生不同的查询路径,由此会有不同的结果返回, 这

样会导致查询质量的下降。

网络信息资源量大,种类繁多, 管理模式各异,加上某些

网络信息提供商的商业动机也将导致信息的误差, 因此, 需

要研究为迷茫、多种类的信息资源提供导航检索功能以及多

媒体支持的信息集成服务系统的技术基础构架,具有涉及数

据库的查询路径、数据库的互操作以及数据库的协调管理等

问题,从而为分布式的信息资源提供统一的查询界面。

2、资源集成内容。信息资源集成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

问题是信息内容选择, 如数据库的选择, 具体涉及如元数据

的确定问题、数据库性能与价格问题等。尤其是元数据问

题,更是研究的重点, 这对于未来的以信息集成为基础的数

字图书馆来说尤其重要。

(二 )面向内容的信息服务

尽管网络信息资源庞大,人们查询信息很方便, 但查询

的质量仍然不尽人意,因此人们将信息服务的研究重点放在

了精确信息内容提供上和信息内容的增值处理上。

1、词表导航

在信息集成环境下,人们需要实现跨主题资源的相互操

作,实现用户与系统的一种交互式的导航, 实现专业指度很

高的概念检索,这就用到了词表技术。当今, 词表技术研究

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与网络检索这类应用系统的结合。

目前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与亚利桑那大学正在研究被称为

/信息交互空间0 ( Interspace )的项目, 目的是建立一种多媒

体信息的语义索引。这种语义索引是建立在一种概念空间

( Concepspace)基础上的,它是基于概念与分类的聚类统计

这样一种思路,首先需要从某一网络上的各资源单元中逐步

抽取出某一主题领域的相关概念, 形成某一主题领域的概念

空间词表, 然后利用 /自组织图像0 ( Se lf- O rganizing M ap,

SOM )方法形成概念图,由此形成概念空间。

通过概念空间词表界面, 用户可以随意输入任何一单

字、词组或多种检索词。这时搜索界面会在一个显示杠中显

示与用户检索词相关程度排序的概念空间词汇, 用户可以从

中选择合意的词添加到搜索框中, 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

2、自动摘要



从网上自动跟踪索引的大量文件根本无法用传统方式

去做摘要, 而用户希望在检索结果中为每篇文献提供一个简

短的内容摘要以迅速判断文献的相关性,哪怕有点内容的特

征和线索也行。日本富士通公司宣称,它已研制成功比现有

软件能更准确地从长达 100页的文件中抽取 1至 2页摘要

内容, 按照题目、主题和其他标准把文件划分为若干章节, 并

利用关键词判断章节的起始。把文件划分章节后,该软件根

据出现的选定关键词判断章节的起始。把文件划分章节后,

该软件根据出现的选定关键词分析句子,对每一块分别进行

内容摘要。上海交通大学计算中心的 /自动编制中文科技文

献文摘的实验性系统 0也具有相同的性质。自动文摘 ( Auto-

m aticAbstrac ting)从来就是信息内容加工处理自动化的重要

课题, 已有近 40年的历史, 但是要求自动文摘能够将原文的

主题思想或中心内容自动提取出来,具有概况性、客观性、可

理解性和可读性, 过于野心勃勃, 这个难点只有计算机智能

化的分析和辨识主题结构的技术得到突破才可望解决 [ 2]。

3、知识的可视化显示

知识的可视化显示能更好帮助人们对信息内容及其隐

含知识进行感知与理解。当前这类研究一个是集中在词表

的可视化显示中, 另一个则是分析处理的信息可视化显示。

( 1)词表的可视化显示。用于概念空间图像显示的图像

词表技术, 用于大规模可视化检索与分类检索的自组织图像

( SOM )技术, 并利用这些技术研究开发了各种概念图的实

验模型, 特点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说明采用了三维图形化的

表达形式。用户进入该系统界面, 通过相应的选择, 屏幕会

以线形列单形式显示主题概念,选择其中一个, 点鼠标右键,

系统会显示该概念的注释; 点鼠标左键, 系统会以三维立体

结构形式显示与该词汇相关的不少于 26个的近邻词。

( 2)分析处理信息的可视化显示。传统的引文统计信

息表达往往让人感到那么枯燥难懂。借助于可视化技术, 可

为传统显示方式注入新的生命力。

(三 ) 个性化信息服务

所谓个性化信息服务就是针对个人不同的需求提供特

殊信息的一种服务。目前, 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几乎渗透于

社会的每个经济活动中。在信息服务业中提出个性化服务,

乃是人们迫切希望信息资源能够被有效利用的动机所致。

1、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系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专门召开了题为 /以用户为

中心的智能系统 (HC IS)研究: 信息、交互与智能 0的学术研

讨会, 目标是探讨一个被称为令人兴奋的重要的新领域 ) 以

人为中心的智能系统的未来发展。研讨会上人们一致认为

这一新的研究可能会产生各种开发工具,促进人们利用计算

机, 利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信息资源来解决社会与经济问

题。与会专家认为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资源开发与以人为

中心的思想存在着距离, 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人们提供信

息, 并改善信息与人之间通信的工具, 并且为了使人们能够

直接观察与熟练操作信息, 还需要对直觉的交互界面进行研

究。因为如果没有人机智能交互, 超级计算机的巨大功能,

超高速的网络, 庞大的多媒体馆藏就不能被最有效地使用。

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必须能够服务于社会每一个人, 他们

有的可能是计算机使用的行家,有的却是生手。此外, 他们

年龄还不相同,他们说的语言也不同, 甚至在灵活性、视力、

听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以人为中心系统的设计者必

须要考虑所有可能的用户, 对他们每一个人提供服务, 不仅

能够适应于一般的用户信息消费模式, 而且还应该满足个性

化的要求。

当前很多的研究已体现了这一思想, 比如建立在对用户

信息查询需求与查询任务的相关数据研究与总结基础上的

搜寻模型,它们可以用来指导用户对整个资源的搜寻, 不仅

搜寻存在于文献中的信息, 而且还要搜寻直接存在于图形、

活动行为图表、具有一定含义的图标以及人与系统的请求交

互中的各种信息,并还能让用户根据面临的问题与系统进行

交互。在这其中,可视化的信息研究, 尤其是虚拟环境以及

三维图像技术的研究是特别必要的, 这有利于人们在解决问

题中对信息资源的感知与有效利用 [3]。

2、检索帮助

从个体用户的角度来看,检索帮助导航无疑是满足个人

的各种检索需求而提供的一种检索帮助。这时用户需要的

是无需花很多努力去学习的检索方法, 需要的是易懂易会甚

至是十分令人轻松愉快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最近美国的

可视化医学检索系统非常成功地开发出了这种界面。

3、推送服务

Push技术软件开发及应用已在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在

技术与金融领域,对实时信息需求很迫切。美国 Boston银行

就特别重视推送技术的利用, 他们利用 IP M ulti- cast协议,

通过因特网以及后来的内联网广播频道向它的客户提供关

键的实时金融信息。通过服务器,这些信息被推送、筛选,最

后只将那些个别用户想要看的内容在桌面上进行显示。

利用 Push技术, 企业还可以在企业内联网上向企业雇

员传递公司内部的各种信息。Push服务提供商还可以为企

业用户直接提供技术框架,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建立自己

的频道,由此向雇员以及客户传递所选择的信息。比如, 营

销主管可以接收到有关行业趋势以及竞争者的信息; 人力资

源部可以将有关工资方面的信息推送到各个办公室的雇员。

Push技术能提供及时的、个性化的信息。但是, 有时也

会像一个喷水的水龙头喷出许多用户不需要的信息。关键

是如何保持用户信息界面的专业特性, 只有那样, 用户才能

得到有用的数据。

4、智能代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 IT )媒体实验室软件代理研究小

组认为 /智能代理是一种能够完成委托任务的计算机系

统0, 如用于航班预定,在线书店图书订购,从最喜欢的音乐

家那里寻找最新的歌曲等。它们不同于普通的软件, 可以快

速地在网络寻找我们所要的各种信息。

代理的智能化机理一致的看法是, 作为一种智能代理,

它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即实时操作与用自然语言进行通信的

能力。据此,它们必须能够适应环境, 能够适应面向目标的

行为,换句话说, 智能代理必须要根据用户特定问题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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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操作; 智能代理必须要用一种用户理解的语言与他们进

行通信, 比如告诉他们任务已经完成, 或任务被终止了。

人们认为智能代理以及它的自动搜索处理是一种未来

的搜索引擎。一个用户可以依赖智能代理技术进行一种搜

索, 数据库有新记录被添加时, 可以命令搜索引擎的代理通

知用户。这样一个静态的系统就会变成有效的由用户驱动

的动态信息源。有人还描述了未来智能代理在 Carta lk系统

中的一个有趣的应用:人们可以在汽车上安装广播中心, 里

面编有一套用户感兴趣的数据。地方上的经营商可以利用

智能代理来接收这些来自驾驶员的广播信息 [ 4]。比如,驾驶

员可以通过广播希望在附近找一家意大利餐馆,或其他什么

兴趣。一个合适的提供商代理就会应答,告诉驾驶员在多远

的地方有这样的餐馆 ,门牌号是多少, 有什么样的行驶路线。

(四 )数字图书馆

综观全球形势, 因特网环境下以拥有学术性信息资源为

特色的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组织数字图书馆, 提

供以数字图书馆收藏为基础的智能化的信息集成服务。

数字图书馆含义目前难以统一。但是,数字图书馆肯定

不是指馆藏资源电子化后的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如我国北

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

点: 通过创造一种信息环境来提供获取分散存贮的信息的智

能途径, 不仅提供电子途径获取原始数据,而且还提供更高

级的智能途径获取原始数据中的知识内容信息 [ 5]。

在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与欧洲联盟 ( EU )联合开发

国际数字图书馆项目的有关文献中对数字图书馆是这样描

述的: 数字图书馆代表了一种集计算、通信与大规模的数字

内容于一体的新型信息基础结构 ( Infrastructure )与信息环

境。它将有力地支持从电子商务到科技合作领域里的个人

与组织对分布于全球的各种知识的利用活动,帮助各行各业

接受来自新时代的挑战。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目标是将因特

网变成一个虚拟的统一的信息空间,为用户提供统一的智能

化的知识获取手段。

二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模式实现对策

(一 )正确处理信息集成服务中知识产权与经济学问题

知识产权与经济学问题与网络信息集成问题是密切相

关的。比如网络资源开发中的原始数据的利用、复制与获取

问题对于数据的索引制作、元数据及其登记是很重要的, 而

在互操作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将涉及到知识产权与经济学问

题。目前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对以信息集成服务思想为基础

的全球性数字图书馆领域里的知识产权与经济学问题。

(二 )改善信息系统人机界面

对于网络信息集成系统来说, 需要研究如何提供一个便

于用户使用的统一检索界面的问题。如目前人们正在研究

举例提问、自动提问扩展以及交叉参考提问等技术, 由此来

实现用户提问帮助,构建一个有针对性的搜索结构。检索结

果的可视化表达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常检索

结果都是按文献清单排序显示,现在人们试图用图像形式展

示枯燥检索结果,从而使被检索的文献内容能被更好理解。

(三 )应用网络计量学

自从 1997年人们首次提出 /网络计量学0 (W ebm etrics)

以来,人们已将其应用于信息资源内容开发和服务的研究领

域中。人们应用网络计量学对因特网站点的数量、超文本节

点链接的深度、科学文献的标识和特征、文件的延伸、引文的

数量和结构、关键词的命中率、用户点网页的频率、各种类型

信息的地理分布、各种语言出现的频率等方面进行统计分

析,建立数学模型、网络图表和矩阵图, 以达到找出W eb信

息源,分析用户的检索行为和引文形式或行为, 评估网络信

息的即时响应和网上科技期刊的影响因素, 分辨科学的知识

结构,考察搜索引擎的检索功能和稳定性, 开发功能更强的

搜索引擎和服务软件等目的 [6]。

[参考文献 ]

[ 1]  郭佳慧. 信息集成服务研究概述 [ J]. 图书馆学刊,

2009( 2).

[ 2]  栗久珍. 网络论坛情报收集系统研究 [ J]. 现代情报,

2007( 12).

[ 3]  李  玮. 论数字档案馆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 J].法制与

社会, 2009( 2).

[ 4]  梁启娟, 秦  斌. 浅谈智能代理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

用 [ J]. 图书与档案, 2009( 1) .

[ 5]  朱凤荣. 数字图书馆是网络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

势 [ J]. 黑龙江史志, 2007( 1) .

[ 6]  邱均平, 张  洋. 网络信息计量学综述 [ J]. 高校图书

馆工作, 2005( 1).

On Info ServiceM odels in Context of Internet and Their Implem entation

ZHOU Cui- li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Serv ice models in the contex t of internet re fer to an in fo- integ rated serv ice, a content- targeted se rv ice and an ind-i

v idua lized info service. These models are imp lemented m a inly by a proper treatment o f the inte 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 y in these

services, a be tterm ent of the human- com puter inte rface in the in fo rm ation system, and an appropr iate app lication of the net m etro lo-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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