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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揭示和组织的方式已经具有和信息内容的创作同等分量的重要性。
信息组织工作的时代意义不言而喻。
信息组织也自然成为当代学术活动中最具有现实价值、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活力的研究主题之一。
该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并极大地推动了网络信息组织的实践。
然而，客观地讲，网络信息组织的现状仍然不尽如人意。
人们逐渐认识到，网络信息组织面貌的根本性改观，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些局部改良性质的方法、途径
来实现，比如对传统信息组织方法如分类法、主题法等的网络化改造及应用，再比如对当下网络上的
主要信息组织方式即搜索引擎的改进等。
究其本质，在于万维网初始设计只是为了便捷人际间交流与合作，而这一主导思想决定了其技术路线
的选择。
相应地，万维网主流语言HTML仅是一种面向人类的格式显示标记，万维网上的信息对于计算机来讲
，只是通过超链接简单关联起来的海量堆砌的字符串，计算机不能从它们中间发现任何语义关联。
网络检索总是带来“望文生义”之憾的原因也即在此。
　　本书通过对语义网信息组织原理与机制的剖析，通过对本体语言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发展了
检索语言的传统方法，系统建立了本体语言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编制规范可作为国家标准的基础，
促使尽早出台国家标准，从一开始就对本体语言编制进行规范。
本书共八章、一个附录，分别从理论、技术及应用层面研究和探讨语义网信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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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信息组织模型是一种按事物主题集中信息资源并提供主题检索途径的信息组织模型。
主题信息组织模型的优点：1）可以方便地检索关于某一事物或主题的信息资源；2）通过主题词之间
的组配可以达到很高的专指度；3）可以实现跨学科跨专业搜索；4）通过一定的排序算法可以实现比
较高的检准率；5）检索请求容易扩展，检索方式灵活。
主题信息组织模型的缺点：1）按事物或主题组织信息资源造成学科、专业角度的信息分散；2）主题
词的任意组配虽然可以达到很高的专指度，但主题词的一词多义造成误检率很高；3）主题、词之间
相互关系揭示不足，检准率不理想。
集成信息组织模型集成信息组织模型综合了上述两种模型的优点，在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组织的前提
下，提供主题检索途径。
集成信息组织模型基本上弥补了分类信息组织模型的不足，其缺点主要集中在对主题词之间相互关系
的揭示及其检准率上。
这些常见的信息组织模型都有一些共同的不足：首先，对概念之间关系揭示不足；其次，语义表达不
充分；最后，没有形式化的描述语言。
本体的出现和发展则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使得建立基于本体的信息组织模型成为
可能。
依据本体而建立起来的信息组织模型具有其他信息组织模型所无法比拟的功能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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