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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数据: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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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研究与应用越来越重视。 关联数据将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关
联数据的核心技术为图书馆的资源集成提供保障、图书馆将自身资源发布为关联数据,提升社会价值、利用关联数据加强图

书馆与教学系统间的联系。 图书馆应用关联数据必须正视一些主要问题,如数据整合问题、关联数据的效用问题以及关联数

据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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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关联数据概述

(一)提出

2006 年,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 Tim Berners - Lee 在《关
联数据构建笔记》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 Web 的发展和演

化,提出发展数据网络的思想,而数据网络的核心和关键则

是关联数据(Linked data) [1] 。 自关联数据的概念提出以来,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快速的发展。 据统计,2007 年 5 月,互
联网上构建并发布的关联数据大约有 5 亿个 RDF 三元组;
2008 年,RDF 三元组已超过 20 亿;至 2009 年 5 月,已有超过

100 个数据集,RDF 三元组已超过 47 亿个[2] ;目前数量还在

不断增加。 关联数据技术正在使互联网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二)涵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关联数据涵义的理解尚未完全统一。
一般比较认同的是维基百科中给出的定义:关联数据是语义

网的主题之一,描述了通过可链接的 URI 方式来发布、分享、
连接 Web 中各类资源的方法[3] 。 国内学者刘炜先生认为,
关联数据强调建立已有信息的语义标注和实现数据之间的

关联,具有框架简洁、标准化、自助化、去中心化、低成本的特

点,为构建人机理解的数据网络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为实

现语义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 5] 。
(三)基本原则和原理

关联数据的构建和实现遵循 4 个基本原则:(1) 任何事

物都以 URI 作为标识名称;(2)使用 Http URI 让任何人都能

访问这些标识名称;(3)当有人访问某个标识名称时,能提供

有用的信息;(4)尽可能提供相关的 URI,以使人们可以发现

更多的事物[6 - 7] 。

关联数据的原理是用一种可利用分布数据集及其自主

内容格式,基于标准的知识表示与检索协议、可逐步扩展的

机制来实现可动态关联的知识对象网络,并支持在此基础上

的知识组织和知识发现[8] 。 由此可见,关联数据对于图书馆

的知识组织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摇 关联数据为图书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知识组织与处理的专门机构,图书馆的 MARC 数

据、主题标目、规范记录等都可以开放成任意互联的关联数

据。 国外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研究与应用非常重视,典型

的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瑞典国家图书馆[9] 。 2010 年 5 月,
W3C 宣布成立图书馆关联数据孵化小组(Library Linked Data
Incubator Group) [10] ,以帮助图书馆建立关联数据,增强图书

馆数字资源的互操作性[11] 。 国内图书馆界也开始着手研究

关联数据。 可见,关联数据为图书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关联数据的核心技术为图书馆的资源集成提供保障

众所周知,互联网中的信息是分散的。 为了解决用户查

询以及有效利用问题,技术人员采用将 Web 资源进行识别,
并通过相互链接集成的方式,如浏览器与搜索引擎就是两种

常见的与用户交互性极强的资源集成模式[12] 。 有些则采取

传统的超链接方式,但这些链接之间缺乏语义操作[13] 。 关

联数据的核心技术之一是 RDF(资源描述框架),为互联网

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资源集成方式,对于图书馆界也非常实

用[14] 。 RDF 是专门用于表达关于任何可在互联网上被标识

的资源的元数据,一方面浏览器可通过 RDF 三元组描述的

链接来显示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用户在浏览某一条信息时,



同时还可看到来自其他图书馆的资源。 另一方面搜索引擎

可通过 RDF 链接对图书馆的书目、电子数据库进行搜索,并
提供对图书馆集成数据的查询,查询结果以包含特定查询内

容的 RDF 文件形式显示出来。 因此,互联网上分散的图书

馆知识资源相互关联起来,给用户使用带来极大方便[15] 。
(二)图书馆将自身资源发布为关联数据,提升社会价值

关联数据不但减轻了互联网中整合分布式异构数据源

的复杂性,同时也推动了图书馆对关联数据应用的新篇章。
关联数据对于图书馆在互联网上发布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

具有重要意义,与网络时代的图书情报工作关系极为密切,
是互联网发展到语义网时代,对网上资源和数字对象进行

“编目冶和“规范控制冶的基础性技术,是图书馆进行信息资

源发布和建设的核心技术之一[16] 。 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图

书馆开始采用和发布关联数据,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瑞典国

家图书馆等。 在新信息化环境下,增强图书馆的社会服务能

力和水平尤为迫切。 知识发现对于图书馆服务而言非常重

要,关联数据为图书馆的知识发现服务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关联数据将图书馆的知识和外部世界相互连接起来,增强和

扩展了图书馆的知识发现平台,改善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17] 。 我国图书情报界应重视这一

技术,尽快进行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使我国图书馆大量的

权威数据在互联网上占据一席之地。
(三)利用关联数据加强图书馆与教学系统之间的联系

利用关联数据加强图书馆与教学间的联系,国外已进行

了积极探索。 英国的 JISC 项目提出了分步骤实现跨高等教

育机构创建关联数据的方案,从而促进机构联盟内部对教学

和图书馆资料等资源的共享,通过构建教育类本体,实现基

于本体的数据分析以及教育感知推理应用。 资源列表管理

工具的对象包括教师指定的图书、期刊文献、网页或多媒体

资料等教学参考资源。 目前,使用的资源管理工具大多缺乏

与资源发布平台、图书馆目录、虚拟学习环境之间数据的互

操作性,导致学生不能标注、评价教学参考资源,而且不支持

个体根据自身特定学习任务需要增加新资源,没有反馈和互

动。 采用语义技术可解决现有工具存在的普遍问题,具体做

法是:使用现有的本体对资源统一描述、根据关联数据原则

提高数据的互操作性、用现有的模式和本体来描述相互关

系、鼓励教师和学生丰富数据的语义以支持环境感知推荐功

能等。 利用关联数据构建起来的系统不仅实现了统一描述

学习资源,而且丰富了资源的语义描述, 2008 年,语义技术

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实施,2010 年在英国大学客户群中得到

推广和使用,这为国际上图书馆资源与教育教学资源之间的

关联提供了成功案例[18] 。

三摇 图书馆应用关联数据必须正视的主要问题

(一)用于关联的图书馆数据整合问题

数据整合是将同一对象的多个数据项整合成统一的数

据处理过程;从分布式的数据源检索到所需数据后,应在显

示给用户之前以有效的方式作进一步整合。 关联数据通常

来源于分布、异构的多个数据源,用于关联的图书馆数据也

一样,因此在用户浏览或作进一步处理前,应进行数据整

合[19] 。 但目前大多数关联数据应用只是有分别地显示不同

数据源的数据,并未作进一步整合处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难以充分发挥。 用于关联的图书馆数据整合可分为词汇映

射和数据集成两条途径,词汇映射是将多个词表或本体中的

词汇通过一定的规则对应起来;数据集成则是将现实世界中

某对象在数据网络中的不同含义集成为一个清晰的、稳定的

表述。 为了进一步整合图书馆数据,需要将来自不同数据源

的术语映射到目标应用模式中,可通过使用自己的词表体

系,或在现有的词表基础上,根据需要增加自定义的术语,增
加其关联性。

(二)关联数据的效用问题

随着国际上图书馆将自身关联数据发布在互联网上的

实践,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加入到这一行列。 但遇到了棘手的

问题:由于关联数据网络中的数据随时更新,过时的数据需

要删减或修改,数据之间的链接也相应改变。 一旦某个数据

源发生变动,数据源之间的关联可能会形成断链,这会引起

关联数据的应用随之也发生错误,进而导致关联数据失

效[20] 。 目前的一般做法是忽略这些问题,当具体的应用发

现断链时再解决[16] 。 当前的网络结构客观上存在一定数量

的死链接,但死链接过多将使客户端发出大量的无效 HTTP
请求,从而降低数据网络的效率[21] 。 为了减少应用层对断

链的处理,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图书馆对数据源应确保关联

关系的有效性。 同时,图书馆对关联数据源还应建立监测和

修正机制,以维护数据参照的完整性。
(三)关联数据的安全性问题

对于图书馆来说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书目数据、读者数据

和流通数据,无论任何一项一旦丢失,后果将不堪设想。 馆藏

文献数字化的数据,如若丢失则更令我们图书馆人心痛不已。
尽管有研究认为关联数据可依赖较完善的模式映射和链接保

存策略,安全问题还是图书馆界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22]。 关

联数据的理想目标是将目前的 Web 转化为一个全球数据库,
这既为 Web 服务带来便利,同时又带来诸多安全性问题,特别

是用户的个人数据可能会泄漏,网络隐私权较易受到侵犯。
保护关联数据文本的隐私权不仅需要技术手段与法律方式相

结合,而且也需要用户具有良好的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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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 Data:the New Research Area of Libr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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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library schola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linked data爷 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郾 Linked data will bring
new chances for library爷s development, which are as follows: the core technology of linked data offers guarantee for library爷s resource
integration; library issues itself resource as linked data so that prompting social value;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brary and
teaching system by linked data郾 The library must envisage some main problems during linked data爷s applications, such as data integra鄄
tion, the effect of linked data and security of link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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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dverb “Dou冶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LI Su鄄ying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Jinan 250021,China)

Abstract:摇 “Dou冶is an adverb used frequent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but there are many view鄄
points about its concrete usage classification and time.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we lay special stress on analysing the criterion of
typical range adverbs “Dou冶 and typical expression adverb “Dou冶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orientation,and study the property
of “Dou冶 in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and ambiguous case. We consider adverb “Dou冶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was mostly expression adverbs,but its range adverb usage has occurred.

Key words:摇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摇 adverb;摇 “Dou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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