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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多语种叙词本体领域的若干问题，重点研究多语种叙词表本体的构建理论与多语种
叙词本体的自动维护模型。
在改善叙词表构建、维护和扩展叙词表的应用领域和应用范围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
全书共10章，包括叙词表及其应用、本体及其应用、叙词本体、叙词本体的构建、叙词本体演化、叙
词本体信息源获取、叙词本体概念获取、概念关系抽取、专家评审机制、系统设计与实现等内容。

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适合从事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中的分类学和本体论等相关领
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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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是一种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兼容互换的系统。
这类系统通常通过在一个共同系统中对分类表和主题词表在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统一实施控制，以
统一的标记作为联结件或转换手段，实现两者的结合。
在这类一体化词表中，分类表可以在揭示主题概念系统关系的同时，通过主题词表进一步揭示主题概
念的等级关系和相关关系；主题词表也可以在揭示主题词词间关系的同时，借助分类表部分充分揭示
主题概念之间的系统关系。
这样，通过两者的结合，分类表和主题词表各自提高了自己的功能，使得一体化词表的整体功能高于
它的各个部分（分类表、主题词表）功能的总和。
　　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它可以作为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的工具，同时进行
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两种标引的数据可以相互转换，从而节省人力物力；用户通过它，可以在一个
检索系统中同时进行分类检索和主题检索，充分利用两者的优点，达到改进检索效果的目的。
　　它通过两者的结合，可以改进和完善对类表的编制，包括改进选词的全面性和均匀性、构造词间
关系的完整性、准确性，改进词表编制的质量和统一管理。
　　它可以成为不同检索语言之间互换的工具。
　　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有多种类型，其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分面主题词表。
这种表放弃了之前以范畴索引、词族索引等多个部分从不同角度提示词间关系的方式，改由一部详细
的分面类表来代替，分面类表中的类目与相应的主题词一一对应，可以作为主题词表的索引，从分类
角度查找主题词，同时又是直接用以分类标引的工具。
　　分面叙词表的编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和标引与检索的需要，划分基
本范畴，确定基本类目及其序列，建立基本框架。
例如，我国的《教育主题词表》的分面分类表部分按照教育领域的特点，划分为教育学科、体系结构
、活动、手段、人员、教育相关学科、通用概念7个基本范畴，并在其基础上设置了14个基本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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