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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环境的根本性转变ꎬ叙词表向本体的转换成为叙词表在网络环境下

应用的研究热点.在分析了叙词表向本体的映射规则基础上ꎬ根据叙词表的用、代、
属、分、参等关系符号设计了一种由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ｅ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快速

转换的转换算法.实证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以有效的大幅度的提高本体构建速度ꎬ进一

步促进叙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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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自从以 Ｔｉｍ 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为首的研究人员提出

了语义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概念后ꎬ语义技术

有了快速的发展ꎬ本体逐渐成为语义网的核心ꎬ
Ｗｅｂ２.０的基石.虽然本体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ꎬ但是手工构建本体还是一项极其繁重的

任务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叙词表这

类传统的知识组织系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ꎬ大量的叙词表随着应用领域被

编制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在信息环境发生根本

性转变情况下ꎬ这些叙词表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

视野.然而叙词表的分类分级结构ꎬ与本体存在着

许多共同的特征ꎬ且它由领域专家多年有序组织

而成ꎬ概念及概念间关系表达更加规范.如何将现

有的叙词表转换为本体以适应当前语义网建设和

语义检索的需要ꎬ成为叙词表在语义网环境下新

的发展趋势.使用叙词表构建本体ꎬ既省时省力ꎬ
又能使叙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焕发新的生命ꎬ促进

叙词表新的应用发展.因此ꎬ叙词表向本体的转换

研究成为网络环境下叙词表应用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ꎬ国内外许多研究学者致力于叙词表

向本体的转换方法研究ꎬ提出了许多根据自身问

题域的叙词表转换本体的方法. Ｓｏｅｒｇｅｌ 和 Ｌａｕｓｅｒ
等人手工从 ＡＧＲＯＶＯＣ叙词表中提取出一个基本

的 ＯＷＬ(Ｗｅｂ本体语言)模型ꎬ并将 ＡＧＲＯＶＯＣ叙

词表进行 ＯＷＬ 表示[１]ꎻ唐爱民等人提出了一种

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构建方法ꎬ此方法分为 ５
个步骤ꎬ并通过«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构建军用

飞机领域本体原型[２]ꎻ杨建伟和张志平则研究了

叙词表的 ＯＷＬ 表示方法ꎬ建立了叙词表与 ＯＷＬ
的映射规则[３]ꎻ而曾新红则提出了中文叙词表本

体概念ꎬ并采用 ＯＷＬ 方法实现[４]ꎻ李雷和厍睿则

在比较了叙词表和本体的基础上ꎬ探讨了两者转

换间的相关问题[５]ꎻ段瑞龙和宋文则从叙词表的

特征、叙词表向本体的转换过程以及转换后本体

特征总结了国内外的叙词表向本体转换的方

法[６]ꎻ而纪珊珊等人重点讨论了叙词表向本体转

换的关键技术 [７]ꎻ叶光辉提出了一种基于 ＵＭＬ
的叙词表转换成本体的方法ꎬ该方法以 ＵＭＬ为媒

介ꎬ设计了元素之间的映射规则[８] .衣治安等人提

出了基于叙词表的油田领域本体构建方法ꎬ重点

解决了概念选择的不确定性等问题ꎬ并用 ＯＷＬ方

法进行表示[９] .
根据以上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可知ꎬ利用

ＯＷＬ描述叙词表向本体转换后的文件是合理有

效的.基于此ꎬ本文尝试从叙词表中术语间语义关

系出发ꎬ制定叙词表到本体转换的映射规则ꎬ建立

一种快速的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转换算法ꎬ并进行

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的批量自动转换ꎬ使叙词表在

新的信息环境下焕发出更强劲的生命力ꎬ进一步

降低本体构建的成本ꎬ提高本体应用效率.

１　 叙词表和本体概述

１ １　 叙词表

叙词表又称主题词表ꎬ根据 ＧＢ１３１９０—９１ 定

义为“叙词表是一种将文献、标引人员或用户的

自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语言的术语控制工具ꎬ它
是概括各门或某一学科领域并由语义相关、族性

相关的术语组成的可以不断补充的规范化的词

表.”叙词表的术语由叙词和非叙词组成ꎬ术语间

规定了三种语义关系ꎬ其中叙词和非叙词间存在

同义关系ꎬ叙词间有等级和相关关系ꎬ这些关系通

过参照符号表示并清楚的区分术语间的语义关

系ꎬ如表 １所示.叙词表主要用于对信息进行标引

时的自动或者辅助选择索引词以及进行检索时的

后控制ꎬ是提高查全率、查准率、实现语义检索的

重要途径[５] .

表 １　 叙词表的术语间语义关系符号表示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ｙｍｂｏ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关系描述 叙词表中描述 国家标准符号表示 西方标准英文简称 英文全称

同义关系
用 Ｙ Ｕ Ｕｓｅ

代 Ｄ ＵＦ Ｕｓｅ ｆｏｒ

等级关系
属 Ｓ ＢＴ Ｂｏａｒｄｅｒ Ｔｅｒｍ

分 Ｆ ＮＴ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ｅｒｍ

相关关系 参 Ｃ Ｒ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ｒｍ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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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叙词表在编制时预定义了术语间的语义关

系ꎬ但在语义网环境下ꎬ无论从概念的语义及关系描述

上来说ꎬ还是从推理功能上来说ꎬ叙词表都不能满足对

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语义标注或检索的要求.因此ꎬ在语

义网建设中本体这一概念被国内外学者借用.
１ ２　 本体

本体来源于哲学ꎬ是哲学范畴的一个概念.一
般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ꎬ由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提出的.它是对客观世界中所有事物或现象本原

的一个追问ꎬ所关心的是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本
体被引入到信息科学ꎬ引申为一种描述客观世界

事物或现象的概念模型ꎬ用来组织、管理和维护信

息.Ｇｒｕｂｅｒ给出了至今为止最为流行且被信息科

学领域广泛接受的本体定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ｎ ｅｘ￣
ｐｌｉｃｉ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本体是刻

画某一领域内明确的知识体系结构和规范化描

述ꎬ是通过大家所公认的知识对客观世界事物或

现象的规范化描述.
本体被形式化地定义为五元组 Ｏ＝(ＣꎬＲꎬＩꎬＦꎬ

Ａ)ꎬ其中 Ｃ 代表概念ꎬ有时也叫做类ꎬ用来描述领

域内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组对象ꎻＲ 用来表示关系ꎬ
是指领域中概念之间以及实例之间存在的各种联

系ꎻＩ代表实例ꎬ是领域内某一特定的具体对象ꎻＦ
表示函数ꎬ是一种特殊的关系ꎬ在这种关系中ꎬ前
ｎ－１个元素可惟一确定第 ｎ 个元素ꎻＡ代表公理ꎬ是
一个永真断言ꎬ用来表示对领域内一些常识性知识

的描述.由此看出ꎬ概念、关系、实例是构成本体的

基本要素ꎬ是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义关系上

分析ꎬ本体中基本的关系有 ４种:ｐａｒｔ￣ｏｆ、ｋｉｎｄ￣ｏｆ、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４] .这些关系类型在进行

ＯＷＬ表示时ꎬ可转化为” ＩＳ￣Ａ”、”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等.在具

体的本体构建过程中ꎬ不一定要按照本体的五元组

形式化定义来完成ꎬ可省略某些成分如函数 Ｆ、公
理 Ａꎬ本体上概念间语义关系也不拘泥于上述 ４
种ꎬ如通用本体大多数只包含同义、等级和相关关

系ꎬ可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本体构建.
１ ３　 本体 ＯＷＬ语言

ＯＷ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ｅ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由 Ｗ３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在 ２００４年所发布并推

荐的一种用来描述语义网和本体的形式化标准语

言.它是根据 ＤＡＭＬ＋ＯＩＬ发展起来的ꎬ是一种定义

和具体化 Ｗｅｂ 本体的描述语言[１０] .ＯＷＬ 一共具

有 三 个 子 语 言: ＯＷＬ Ｌｉｔｅ、 ＯＷＬ ＤＬ ( ＯＷ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ＷＬ 描述逻辑)以及 ＯＷＬ Ｆｕｌｌ.
它们所具备的表达和推理能力渐渐增强ꎬ从而可

供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进行选择.
ＯＷＬ Ｌｉｔｅꎬ主要适用于只需要一个分类层次和

简单约束的用户[１１] .该语言是表达最弱的 ＯＷＬ子语

言.例如ꎬ它支持基数约束时ꎬ限定基数值只能取值为

０和 １两者之一.跟其它支持关系表达的本体描述语

言比较ꎬＯＷＬ Ｌｉｔｅ相对比较简单ꎬ它为其它分类结构

以及叙词表提供了一种快速的融合方法.
ＯＷＬ ＤＬꎬ主要适用于那些需要在推理系统上

进行最大表达且不失计算完整性(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和可决定性(ｄｅｃｉｄ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用户[１１] .ＯＷＬ ＤＬ 提供

了尽可能大的表达能力.ＯＷＬ ＤＬ 的两个特性中计

算完整性保证所有的结论都能被完整的计算出来ꎬ
可决定性保证所有的计算都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

成.该语言包含了 ＯＷＬ语言的所有约束ꎬ但是可以

被仅仅置于特定的约束下.
ＯＷＬ Ｆｕｌｌꎬ主要适用于那些需要在没有计算

保证的、语法自由的 ＲＤＦ上进行最大程度描述的

使用者[１１] .它包含了 ＯＷＬ 的全部语言构造成分ꎬ
是一种比较自由的 Ｗｅｂ本体语言ꎬ它的语法可以

根据使用者的具体情况随意定义.它允许在一个

本体的预定义的词汇表上增加使用者适用的词

汇ꎬ更进一步的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在 ＯＷＬ Ｆｕｌｌ
中ꎬ一个类既可以表示成个体的集合ꎬ也可以单独

被说明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跟 ＯＷＬ ＤＬ 最大的区

别是ꎬ在 ＯＷＬ Ｆｕｌｌ中一个被声明的数据类型属性

(ｏｗｌ: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也可以被当做逆函数属性

(ｏｗｌ:Ｉｎｖｅｒ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来进行定义.
用户应该根据应用的表达需求选择适合自己

的 ＯＷＬ子语言.在决定是选择 ＯＷＬ Ｆｕｌｌ ꎬ还是选

择 ＯＷＬ ＤＬ时ꎬ使用者应考虑在应用中自动推理

能力重要还是表达能力更重要ꎬ以及取决于用户

对 ＲＤＦ 的元模型机制的需要程度ꎻ而在选择

ＯＷＬ Ｌｉｔｅꎬ还是选择 ＯＷＬ ＤＬ时ꎬ则依据用户对整

个语言的约束的可表达性需求程度.
根据应用的需要ꎬ所转换的本体下一步主要

用于智能语义检索ꎬ故本文使用表达能力更强的

ＯＷＬ Ｆｕｌｌ来描述叙词表转换后的本体.

２　 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的转换算法

鉴于叙词表与本体间存在类似特征ꎬ将叙词

表转换成本体 ＯＷＬ方式的主要思想为:首选选择

叙词表中合适的术语作为本体概念ꎻ其次根据叙

词表中术语间的用(Ｙ)、代(Ｄ)、属(Ｓ)、分(Ｆ)、
参(Ｃ)等符号系统来形成本体中概念间的语义关

系ꎬ并同时处理与概念相关的其他问题ꎬ如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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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注释等ꎻ最后根据这些映射规则ꎬ设计了一种

快速的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转换的算法ꎬ并用算法

运行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对算法进行了性能测试.
１)本体概念的确定

叙词表中的术语由叙词和非叙词组成ꎬ这就

决定了并不是叙词表中的所有术语都可作为本体

概念或者类来使用.具体做法是将叙词表中的每

一叙词转化为本体概念使用ꎬ并声明为一个类ꎬ而
非叙词则作为对应叙词的同义属性来对待.由于

叙词表中并不存在本体 ＯＷＬ 中这样一个相对应

的术语ꎬ该术语是所有叙词的祖先概念ꎬ所以可以

人为的定义一个顶层概念 Ｔｈｉｎｇ 作为这些叙词的

共同祖先ꎬ每个概念都是“Ｔｈｉｎｇ”的子类.
２)本体概念间关系的确定

通过叙词表中术语间的用(Ｙ)、代(Ｄ)、属
(Ｓ)、分(Ｆ)、参(Ｃ)来确定本体概念间的语义关

系.其中用(Ｙ)、代(Ｄ)作为叙词与非叙词间的同

义属性对待ꎬ属(Ｓ)、分(Ｆ)转换为概念间的等级

关系ꎬ参(Ｃ)对应概念间的相关关系.
(１)用代关系符号的 ＯＷＬ转换

叙词表中的术语可分为叙词和非叙词ꎬ它们

之间存在着互为同义词ꎬ或近义词ꎬ或反义词等ꎬ
通过“Ｙ”和“Ｄ”符号来联系ꎬ其中用(Ｙ)表示后

接的词是叙词ꎬ而代(Ｄ)表示后接的是非叙词.由
于非叙词所包含的信息在叙词款目中完全可以反

映出来ꎬ它们表达的是相同或相近或相反的含义.
在叙词表中叙词和非叙词间的关系统称为同义关

系.因此ꎬ合并非叙词并不影响信息的损失.将所

有的非叙词用叙词取代ꎬ并使非叙词成为与其对

应的叙词的同义属性.
由于 ＯＷＬ没有任何预定义的数据类型ꎬ也没

有提供特别的定义机制ꎬ但可以使用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
提供的数据类型声明两个数据属性 ｈ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和 ｈａｓＮ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ꎬ分别指代叙词和非叙词.如:

高等教育(１４Ｆ)
Ｄ 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１４Ｆ)
Ｙ 高等教育

在 ＯＷＬ中转换为: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 ＝“高等教育” >
<ｈ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高等教育” / >
< ｈａｓＮ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大学教

育” / >
< /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２)分关系符号的 ＯＷＬ转换

在叙词表中ꎬ叙词间的等级关系是通过“Ｓ”
和“Ｆ”符号来描述的ꎬ其中属(Ｓ)表示该符号后面

的词是叙词款目词的上义词ꎬ而分(Ｆ)代表该符

号后的词是叙词款目词的下义词.因此ꎬ在对这类

叙词间关系进行本体 ＯＷＬ转换时ꎬ只要将它们声

明成“ｒｄｆｓ:ｓｕ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Ｏｆ”和“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就可

描述这种关系.如:
各级教育(１４Ｆ)
Ｆ 高等教育

Ｓ 教育

在 ＯＷＬ中转换成: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 ＝“各级教育” >
<ｒｄｆｓ: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 ＃高等教

育” / >
<ｒｄｆｓ: ｓｕ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Ｏｆ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 ＃教育”

/ >
< /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３)相关关系符号的 ＯＷＬ转换

叙词表中叙词间的关系除了等级关系外ꎬ其
余的关系可统称为相关关系ꎬ使用符号“Ｃ”(参)
表示.说明该符号后接的词是叙词款目词的语义

相关词ꎬ也就是声明了该概念的相关概念.用
<ｒｄｆｓ:ｓｅｅＡｌｓｏ>在 ＯＷＬ中进行声明.如:上例中

高等教育(１４Ｆ)
Ｄ 大学教育

Ｓ 各级教育

Ｃ 高等学校

将其进行 ＯＷＬ转换为: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 ＝“高等教育”>
<ｈ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高等教育” / >
< ｈａｓＮ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大学教

育” / >
<ｒｄｆｓ: ｓｕ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Ｏｆ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 ＃各级教

育” / >
<ｒｄｆｓ: ｓｅｅＡｌｓｏ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高等学校” / >
< /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４)范畴号和注释的 ＯＷＬ转换

在叙词表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符号:范畴号和

注释.其中范畴号用来表示该叙词的分类号ꎬ可声明成

属性￣值ꎬ通过定义数据属性 ｈａｓＣＬＣＣｏｄｅ来进行表示ꎻ
注释主要用于进一步解释该叙词的主要含义ꎬ可通过

使用ＯＷＬ标签 ｒｄｆ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来进行描述.如
双百方针 (０１Ｂꎻ１５Ｃ) ←范畴号

(百花齐放ꎬ百家争鸣) ←注释

将其进行 ＯＷＬ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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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ＩＤ＝“双百方针”>
<ｒｄｆ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百花齐放ꎬ百家争鸣<ｒｄｆ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
<ｈａｓＣＬＣＣｏｄｅ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０１Ｂꎻ １５Ｃ” / >
< /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３)快速转换算法设计及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的本体概念确定以及概念间关系的

转化方式ꎬ本文设计了一种快速的算法实现叙词

表向本体 ＯＷＬ的自动化转换ꎬ如算法 １所示.
算法 １
输入:叙词表存储文件

输出:叙词表的本体 ＯＷＬ表示方式

Ｓｔｅｐ１. 声明本体的一个顶层类“Ｔｈｉｎｇ”ꎻ
Ｓｔｅｐ２. 读取叙词表中的每一个术语ꎬ若某术

语前出现符号“Ｄ”ꎬ则该术语不作为本体概念使

用ꎬ只将其作为对应概念的同义属性对待ꎬ其余叙

词表术语则直接当作本体概念对待ꎻ
Ｓｔｅｐ３. 若某术语后直接出现“Ｙ”ꎬ则说明该词

条是非叙词ꎬ可将其忽略ꎬ因为该术语肯定会在其

对应的叙词中作为同义属性出现ꎻ否则ꎬ以叙词为

标识将概念声明为一个类ꎬ并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ｒｄｆ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标签加上注释以及使用 ｈａｓＣＬＣＣｏｄｅ
说明该类范畴.根据叙词中的关系符号 Ｙ、Ｄ、Ｆ、Ｓ、Ｃ
为类添加属性ꎬ包括此概念所包括的叙词、非叙词ꎬ
此概念的上下位概念、相关概念、分类号、注释等.

Ｓｔｅｐ４. 重复 Ｓｔｅｐ３ꎬ直至叙词表文件的最后

一行.
Ｓｔｅｐ５. 输出叙词表的本体 ＯＷＬ 表示文件ꎬ

结束.
使用本文算法 １对«综合电子政务主题词表»

进行自动化转换本体 ＯＷＬ 方式ꎬ并用 Ｐｒｏｔéｇé
(ｈｔｔｐ: / / ｐｒｏｔｅ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ｈｐ＃ｄｅｓｋｔｏｐ￣
ｐｒｏｔｅｇｅ)进行展示ꎬ部分截图如图 １所示ꎬ图中显示

的是有关“教育”的部分概念等级关系.所用的«综
合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于 ２００５年 １月编制完成ꎬ共收录词条 ２０２５２条ꎬ其
中叙词 １７４２１条ꎬ非叙词 ２８３１ 条.范畴索引划分为

２１个大类ꎬ１３２ 个二级类[１２] .在算法的转换实现过

程中ꎬ由于“Ｓ”和“Ｆ”符号关系是完全对称的ꎬ为了

压缩空间ꎬ减少冗余ꎬ提高转换效率ꎬ只声明了“Ｓ”
关系符号ꎬ以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效率ꎬ降低算法的

空间复杂度.

图 １　 电子政务主题词表转换的本体ＯＷＬ显示(部分)
Ｆｉｇ.１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ＷＬ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 (Ｐ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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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分析算法的效率ꎬ我们分别使用

«综合电子政务主题词表»整个叙词表以及该表

中的“教育”子族ꎬ采用算法运行时间以及空间复

杂度作为性能指标对本文算法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算法实证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待转换叙词表
性能指标

算法运行时间 / ｓ 空间复杂度

电子政务主题词表 １３ ５４７(约 ３.５７ ｈ) Ｏ(１)

“教育”子族 ２ １６９ (约 ０.６ ｈ) Ｏ(１)

从表 ２中可看出ꎬ随着叙词表规模的增大ꎬ时
间也发生较大的改变ꎬ但是对于从叙词表中分解

出的一个子族来说ꎬ这是一个可接受的时间.因
此ꎬ可将叙词表分解成子族ꎬ对每一子族进行本体

ＯＷＬ转换ꎬ再通过子族进行融合ꎬ可大幅度的降

低转换时间.而另一个性能指标算法的空间复杂

度始终维持在 Ｏ(１)ꎬ这是因为在设计算法时ꎬ只
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用于临时存储从叙词表文件

中读取的一行叙词表术语ꎬ每转换一行ꎬ就将其写

入本体文件ꎬ故在算法运行过程中并不在内存中

大量保存词条信息.
由于受到 ｐｒｏｔéｇé工具只能展示本体 ＯＷＬ 方

式的等级关系的影响ꎬ图 １并没有显示 ＯＷＬ中的

同义属性以及相关关系.

３　 结　 论

本体是语义网建设的基石ꎬＯＷＬ 是 Ｗ３Ｃ 组

织推荐的一种本体描述语言ꎬ能较好的对本体进

行语义描述ꎬ然而构建本体 ＯＷＬ表示是一项比较

繁杂的任务.叙词表在某些特征上与本体存在相

似的地方ꎬ如术语及其间语义关系.因此ꎬ本文在

分析了叙词表向本体的映射规则基础上ꎬ设计了

一种由叙词表向本体 ＯＷＬ快速转换的转换算法ꎬ
实现本体 ＯＷＬ的半自动化构建.实验结果表明该

方法可进一步缩短本体构建的时间ꎬ降低构建成

本.从而ꎬ加快本体的应用速度ꎬ也为叙词表在网

络环境下的应用探索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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