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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系统构建① 
张明宝, 李  雨, 扈  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研究所, 南京 211106) 

摘 要: 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构建策略难以满足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知识应用需求. 提出基于非中心化策略

构建机构知识库. 设计了其系统结构和工作过程, 并对其关键技术问题作了概要阐述. 重点围绕 KM@web2.0 系

统介绍了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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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er strategy of building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iverse and personalized needs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s.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ased on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Its system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ocess are designed, a summary of its key technologies are elaborated. Some solutions to such 
critical issues are introduced and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is feasible to buil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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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知识库(IR)是指大学或研究机构为方便其成

员组织、整理、存储和利用各类相关的数字知识资源

而提供的一系列知识管理服务[1]. 机构知识库的内容

包括数字化的会议论文、论文预印本、研究报告、学

位论文、技术报告、学术单位的新闻通讯和快报及档

案、项目申请报告、图片文件、声像文件、数据集、

课件等. 目前, 国外有代表性的机构知识库及其项目[2]

有: DSpace 联盟工程、加拿大 CARL 的机构库试验项

目、eSchollarship 知识库. 我国的机构知识库项目有香

港大学的 HKUTO、浙江大学的 Dspace 系统、厦门大

学的机构存储系统等等.  
   机构知识库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机构知识库的

设计理念、服务模式、版权问题、激励机制等方面. 文
献[3]讨论了机构知识库发展中存在的版权许可、同行

评议和质量控制问题、长期保存问题、标准化问题、

内容收集问题、基金和持续性问题以及职员工作量的 
 

 
 
潜在增加问题. 文献[4]探析了机构知识库如何在网络

数字环境下为大学图书馆提供新的资源及服务拓展空

间. 文献[5]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构建知识库过程中应采

取的五项措施. 文献[6]提出了一系列保证机制来实现

机构知识库的运营成功. 文献[7]从设计理念、技术平

台、内容管理和服务功能方面对机构知识库的两个软

件系统进行了分析比较, 并对未来该类软件系统的发

展趋势做出展望.  
机构知识库是数字化图书馆以及知识库应用发展

等领域的自然延伸. 现有机构知识库研究主要聚焦于

其应用与管理, 但是对机构知识库的构建机理和技术

手段缺乏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技术

和工具是推动应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机构知识库系

统已经成为机构知识库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 现有的

机构知识库系统研究[8,9]都有一个基本假设, 即机构知

识库是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易于管理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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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但是在知识应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方面却面临诸

多挑战. 本文针对中心化机构知识库存在的问题提出

一种基于非中心化策略的机构知识库构建方法, 并且

对该方法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和技术方案作了详细的讨

论.  
 
1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系统应用场景 

传统的机构知识库系统无一例外都是基于中心化

的策略构建, 即机构知识库系统由机构的组织者负责

构建, 由它来搜集、组织、存储和发布各类知识, 并且

提供使用这些知识的工具和手段. 中心化策略 大的

优点在于易于实现, 但是所有知识都需要由知识库管

理者来提供, 很难实现海量知识供给和灵活面向用户

需求这两大目标.  
所谓非中心化策略是指在一个知识库管理者的协

调下由广大机构知识库的用户来搜集和发布知识, 知
识库管理者负责组织、存储和管理这些知识, 由用户

和管理者共同提供知识应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 非中

心化的策略强调通过用户的广泛参与构建知识库. 在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系统中, 知识由广大用户提供, 
机构知识库的管理者变成一个协调者, 由它来组织和

协调用户贡献知识和描述知识的过程. 该策略 大的

优势在于面向用户需求, 适应环境变化, 并且能够实

现机构知识库的跨组织的集成与协作, 它能为海量知

识库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非中心化的知识库系统构建 大的问题在于知识

表示的无序, 而要使知识表示有序则必须要借助于知

识表示规范或者知识表示元数据. 传统上, 知识表示

标准是由某一权威组织发布和维护的, 其构成策略也

是“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知识表示规范的构建难度非

常大, 并且知识表示规范一经建立就很难改变, 缺乏

必要的灵活性 [1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本文借鉴

web2.0 中社会化标签的发展思路, 强调通过用户自我

发展知识标签, 然后利用大家共享协作构建的标签来

描述和说明自我提交的知识单元. 我们将知识描述单

元和知识单元分别存入机构知识库中的知识描述数据

库和知识存储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 用户就可以通过

对规则化的知识描述数据库的检索和分类导航快速发

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单元. 图 1 所示为我们提出的非

中心化机构知识库系统结构图.  
图 1 所构建的应用场景中包含两类角色, 即知识

库管理者和知识库用户. 知识库管理者利用其所制定

的机构知识库规范来协调用户在表示知识、共享知识

和应用知识时所遇到的问题. 机构知识库管理者需要

管理三类知识库, 即知识存储数据库、知识描述数据

库和知识标签数据库. 虽然这三个数据库中的内容都

来自于用户, 但是, 我们所提供的机制对这些内容都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化处理.  
 
 
 
 

 
 
 
 
 
 

图 1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结构图 
 

图 1 中的用户既是机构知识库的用户也是机构知

识库中知识的贡献者. 为了使用户贡献的知识单元易

于组织、管理和应用, 用户必须对其所贡献之知识进

行详细的描述和说明. 用户要贡献知识, 首先必须要

描述其知识, 形成该知识单元对应的知识描述文档. 
该知识描述文档应该遵循规范化的语法格式和明确的

语义标准. 规范化的知识单元描述文档被组织起来存

入知识描述数据库, 成为未来用户检索和发现知识库

中资源的关键依据. 知识单元描述文档是对相应知识

单元的规范化描述, 它是用来自于知识标签数据库中

的知识标签来标注知识对象形成的. 区别于中心化策

略, 知识标签数据库中的知识标签也是由用户遵循一

定规则通过协作共享构建的.  
下面从用户的角度来完整描述非中心化的机构知

识库系统中的完整知识表示、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过

程.  
  用户首先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单元, 他需要将其递

交到机构知识库共享. 在向机构知识库递交该知识对

象之前, 用户对该知识对象进行描述, 形成知识描述

文档. 在描述知识对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知识标签数

据库中的知识描述标签. 用户上传其知识单元存入知

识存储数据库, 同时用户上传其对应的知识描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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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知识描述数据库. 知识描述文档与该知识单元之

间建立了一一对应的知识关联.  
   当用户需要使用知识存储数据库中的知识对象时, 
它是通过对知识描述数据库中的知识描述文档的检索

和分类目录导航发现相应的知识描述, 然后通过知识

关联取得具体的知识单元对象. 由于知识描述文档使

用的知识标签属于受控标签, 所以, 基于这些标签可

以实现有效的信息检索和分类目录导航.  
   知识标签数据库中的标签也是由用户贡献的. 它
既可以来自于用户的有目的的设定, 又可以来自于用

户标注文档过程中所产生的随机性标签, 还可以来自

于使用数据挖掘技术从知识描述数据库和知识存储数

据库之间的知识关联中分析所得. 为了简化用户的使

用过程, 知识标签的采集主要借助于知识库客户端工

具来完成.  
   图 1 所示的非中心化机构知识库系统的特点在于: 
1)由广大用户参与贡献知识, 能够有效实现机构知识

库的海量知识获取; 2)由用户贡献的知识单元是被自

我描述的, 并且其描述文档是一定程度规则化的, 能
够实现对机构知识库中知识的有效挖掘和利用; 3)用
于描述知识的标签也是用户贡献的, 是一定程度受控

的, 能够为知识表示的规范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系统构建的关键

问题 
社会化标签的发展一方面展示了通过社会大众参

与协作实现信息共享的巨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也揭

示了社会标签无序化所带来的信息共享缺乏深度的严

重问题. 图 1 所示的机构知识库系统构建方法正是在

借鉴社会化标签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 一方

面, 我们强调通过大众参与构建机构知识库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利用受控标签来规范化表述用户贡

献的知识. 该方法区别于传统方法的 大特点在于其

所使用的知识描述标签也来自于社会大众的参与共

享.  
上述策略面临一个突出矛盾, 即大众参与强调简

单, 而受控知识表示又带来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会极

大地抑制用户参与构建知识库的热情, 为了降低用户

描述、发现和使用知识的难度, 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系

列辅助工具, 利用这些工具来优化用户的应用体验.  
为了发展图 1 方法体系所需的各类工具, 我们首

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 其具体内容如下:  
1)知识对象描述 

  在上述机构知识库中每一个知识单元都对应着一

个或多个知识描述文档. 这些知识描述文档主要描述

知识单元的外表特征和内容特征. 为了便于不同的计

算机交换和处理知识描述文档, 这些特征描述应该遵

循一定的语法和语义规范. 语法规范即是一种计算机

可处理的数据表示方法和规则. 语义规范则是与知识

应用和知识管理过程密切相关的, 它应该建立一套导

入外部知识描述语义标签的方法.  
  2)知识标签组织 

知识标签用以说明知识单元内容特征. 由用户贡

献知识标签带来了知识标签的丰富, 但是也带来了严

重的知识标签的无序问题. 如何抽取用户知识标签以

及组织知识标签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便于计算

机工具的处理, 知识标签表述应该遵循一定语法规范; 
为了保障知识标签的语义理解一致性, 知识标签的建

立需要建立一定的管理程序; 为了保证知识标签使用

的便捷性, 知识标签还必须要选择一种有效的组织方

式.  
3)基于知识描述文档的知识共享 
知识描述文档建立了与其所描述知识单元之间的

知识关联, 这些知识关联为我们发现、应用和管理知识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知识描述文档的规范化以及其所

用知识标签的有组织性为构建知识检索和知识分类目

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应该看到, 知识标签数据库

中的半结构化的标签毕竟不是完全由一个主体建立的, 
其精确性要大打折扣. 传统的基于标记的信息组织和

共享方法不再适用, 这就需要结合知识对象描述规则

和知识标签组织规则研究合适的知识共享方法.  
 
3  KM@web2.0 --一种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

库系统 
3.1 KM@web2.0 系统概述 
  KM@web2.0 系统是我们在承担国家社科项目《基

于协同网络的行业知识库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中设

计的一个汽车行业知识库系统原型. 该原型系统强调

采用非中心化的策略借鉴机构知识库的结构来构建.  
图 2 所示汽车行业知识库是由行业内各个企业知

识库管理系统和汽车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通过协作共

同组建而成. 企业知识库系统中的知识由企业中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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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贡献者提供. 知识贡献者在提交可共享知识单元的

同时需要形成一份基于知识描述模式的知识描述

XML 文档. 该描述文档是对知识特征的抽象和描述, 
基于一定的知识描述元数据和规则. 知识贡献者使用

客户端工具将其知识描述文档和知识单元通过 SOAP
协议传递给其企业知识库管理系统. 企业知识库管理

系统将知识单元存入企业知识库, 同时将知识描述文

档上传至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 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

将其存入知识描述库. 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通过这样

一种运作模式累积了行业内各个知识库中知识单元的

描述文档集合, 通过这些知识描述文档可以直接链接

到具体的知识单元.  
 
 
 
 
 
 
 
 
 
 
 
 

图 2  KM@web2.0 系统原型系统图 
 

  为了实现用户通过其客户端工具、行业知识库管

理系统以及企业知识库管理系统这三者相互之间的灵

活交互. 我们使用了 SOA(面向服务的架构)技术, 即
系统之间采用 SOAP 协议进行通信和交互. 企业知识

库管理系统将存入其数据库的知识单元首先使用

WSDL 协议将其封装成 web 知识服务, 然后通过开放

接口将这样的 web 知识服务提供给广大用户使用.  
  为了增强知识管理和知识应用的效率, 我们的方

法特别强调了知识的描述功能. 知识贡献者在提交知

识单元时按照知识描述规则和标签对其进行说明, 这
样的结构化的知识描述就为我们使用各种分类、检索

和挖掘技术手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行业知识库管理

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其聚合的知识描述文档来构

建行业知识地图, 给知识用户提供各种手段发现和使

用其所需要的知识.  
  知识用户登陆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 按照一定规

则和标签描述其知识需求, 然后提交. 这里我们强调

了对知识需求描述的结构化处理. 行业知识库搜索引

擎按其到知识描述库去匹配相关的知识描述文档, 首
先从所取得的知识描述文档中获取相应知识单元的网

络链接 URI, 然后通过 SOAP 协议从具体的企业知识

库中获取该知识单元, 返回给知识用户.  
3.2 KM@web2.0 系统的知识管理方法 
  1) 基于 XML 模式的知识描述文档 
  为了便于用工具实现对知识描述文档的半自动化

和自动化处理, 知识描述文档应该是结构化的. 我们

选择 XML 作为表述语言, 借鉴 HTML 文档的结构特

点, 建立了图 3 所示的知识对象标记文档结构图.  
知识对象标记文档由标记文档头和标记文档体两

部分组成. 其中文档头部分主要用作工具处理, 文档

体部分用于知识描述. 标记文档头包含版本控制、管

理特征、受控标签导入说明三部分. 其中版本控制用

于说明受控标签和标记文档的版本信息; 管理特征标

记包括标记创建人、标记文档的权限, 标记的优先级

等信息; 受控标签导入说明部分标记受控标签的来源, 
这里借鉴 XML 的命名空间概念, 通过导入受控标签

的 URI 来说明使用的受控标签. 这里的受控标签主要

应用于标记文档体部分的内容特征标记.  
标记文档体分成形式特征描述和内容特征描述两

部分. 形式特征的内容借鉴都柏林核(DC)的数据元素, 
并且对其做了简单调整. 内容特征描述被划分为两个

部分: 一为标准内容标记; 二为用户自定义内容标记. 



2015 年 第 24 卷 第 3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pecial Issue 专论·综述 5

标准内容标记主要有: 主题、摘要、关键词、所属分

类、领域、上下文等, 这些内容特征标记是每一个知

识对象描述文档所不可缺少的描述标记.  

 

 

 

 

 

 

 
 
 
 
 

图 3  知识标记文档结构 
 

用户自定义内容标记则提供了扩展描述知识的机 
制, 我们将用户自定义标记限定于所导入的受控标签

中. 内容特征描述部分的属性值也受到所导入的受控

标签的约束. 图 4 所示为用户自定义标签的导入机制

示意图.  
知识贡献者维护并管理自己的知识标签库. 为了

说明这些知识标签的使用规则, 他可以建立自己的用

于知识单元描述的 XML 模式. 每一知识贡献者可以

按其需要建立若干不同的知识描述 XML 模式文件. 
当贡献者需要共享某一知识对象时, 它需要使用客户

端工具描述该对象形成知识对象描述文档. 在知识描

述文档的文档头部分通过受控标签导入机制引入该描

述文档所用的XML模式文件的URI. 并且保证该知识

对象描述文档对该 XML 模式是有效的. 知识贡献者

将该知识对象递交机构知识库的知识存储库, 将该知

识对象描述文档递交机构知识库的知识描述存储库. 
这两个库中的知识对象及其描述文档之间建立了一一

对应的关联关系.  

 
 
 
 
 
 
 
 
 

图 4  用户自定义标签导入机制 
 

  当知识消费者通过机构知识库发现了该知识对象, 
他可以通过知识对象与其描述文档之间的关联关系发

现该知识对象的描述文档. 然后通过解读描述文档的

文档头部分的受控标签导入机制找到解读该 XML 文

档的XML模式文件的URI, 通过网络将其下载到本机. 
后利用客户端工具按照该 XML 模式来解读该知识

对象的描述文档内容, 从而形成对原知识对象的理解.  
  2) 分层级的知识描述标签管理 

借鉴社会化标签(Tag)的发展, 我们引入知识描述

标签. 不同于传统的知识描述元数据, 我们所导入的

知识描述标签具有元数据的作用, 但是却强调通过社

会化标注来生成. 在 KM@web2.0 系统中采用的策略

是将工具和人工管理相结合.  
用户在使用客户端工具描述其知识单元时, 其所

使用的描述标签没有任何的限制, 与社会化标注系统

的应用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 客户端工具自动采集这

些标签, 并且将其与之对应的知识单元一起上交标签

识别和管理系统. 该系统对这些标记进行语义分析, 
首先建立这些用户标签的自动分类. 然后, 借助于统

计分析工具以及人工管理来建立这些标签的语法和语

义级别的关联性, 存入个人的知识标签数据库以备后

用.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5 年 第 24 卷 第 3 期 

 6 专论·综述 Special Issue

机构知识库中的知识描述标签分为三类, 即个人

标签、社区标签和全局标签. 个人标签为每一用户所

建立、维护和使用. 使用它形成的知识描述文档需要

共享者和消费者共享某一 XML 模式文件; 社区标签

为某一社区内大家达成共识的描述标签, 在整个社区

范围内共享. 社区内成员可以直接使用该类标签; 跨
社区的用户间可以通过访问社区共享标签库来使用该

类标签. 全局标签是指在整个机构知识库内达成共识

的知识描述标签, 所有用户通过直接使用即可获得对

其含义的共同理解.  
用户所使用的描述标签可以由个人标签逐步发展

演化成为机构知识库的全局标签. 可以建立如图 5 所

示的标签进化机制. 社区标签来自于个人标签. 首先, 
通过个人标签提交机制发现被社区内用户广泛使用的

共同标签; 然后, 被提交的标签要通过社区标签表决

机制作用以决定其是否升级为社区标签. 按照同样的

处理机制社区标签有可能演化成全局标签. 这里 关

键的问题是提交机制和表决机制的实现. 提交机制的

本质是常用标签发现算法, 表决机制的本质在于建立

一套可以使用机器推理实现的判断规则.  

 
 
 
 
 
 
 
 

图 5  用户自定义标答进化机制 
 

3.3 行业知识库应用服务 
  在 KM@web2.0 系统中知识单元存储以两种形式

存在, 一种是知识描述, 其载体为知识描述数据库; 
一种是知识对象自身, 其载体为知识存储数据库. 知
识描述数据库与知识存储数据库之间通过知识关联相

联系. 简单的方法是采用超链接技术即可实现这种

知识关联. 这种知识关联的存在可以为我们发展更为

丰富的知识服务奠定基础.  
  以图 3 所示原型系统为例, 汽车行业知识库管理

系统主要提供四大类知识应用服务:  

  1) 基于检索词的知识存储数据库检索. 类似于传

统搜索引擎, 我们使用检索词的词频匹配作为返回检

索结果的依据.  
  2) 基于受控标签的知识描述库检索. 类似于中国期

刊网的高级检索, 根据我们所建立知识单元描述文档结

构, 我们引入多个检索域, 并且使用知识标签数据库中

的知识标签作为检索域可选项值, 给用户提供一个精确

描述其检索需求的端口. 用户提交检索需求, 检索服务

器检索知识描述数据库返回满足其需要的知识描述文档. 
后由用户决定是否需要导航至具体知识源.  

  3) 基于受控标签的知识分类目录. 由于知识描述

文档是结构化的, 知识描述文档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

以作为分类依据. 此外, 由于用户描述知识资源所用

标签也是受控的, 所以, 所有知识标签数据库中的标

签及其之间关系都可以作为组织知识对象的依据. 为
了适应这种多样性, 我们根据知识描述文档模式设计

了一种知识单元分类目录导航工具. 该工具 大的特

点在于它能够根据用户的不同应用需求, 定制用户的

分类目录导航需求.  
  4) 基于用户兴趣的知识推送服务. 由于知识库中

知识都是经过规范化和规则化约束所形成的, 是可以

描述的. 用户可以根究自身需要按照知识描述规则描

述其知识需求, 将该需求递交服务器端可以实现知识

的自动推送服务. 推送服务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我们

能够提供用户描述需求的工具, 我们能够清晰定义用

户的知识需求. 用户描述其知识需求的工具是建立在

前述知识描述文档模式的基础之上的.  
3.4 KM@web2.0 系统服务器端的关键技术 
  KM@web2.0 系统的主体部分与中心化机构知识

库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不过需要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

知识库系统, 并且要强调实现这些知识库系统之间以

及其与客户端工具之间的灵活协作.  
  1) 基于标准的系统协作 
  为了实现各个知识库系统之间的协作, 我们强调

了标准的使用. SOAP、WSDL 是 SOA 架构下广泛使用

的基于www网的远端程序访问和交互标准, 它为实现

KM@web2.0 系统的软件层级的系统交互灵活性奠定

了基础. OAI-PMH 协议是为获取特定元数据信息, 有
效挖掘和发布数字学术信息资源所定义的一个标准接

口. OAI-PMH 协议的目标在于提供一种标准化的且简

单易行的元数据互操作解决方案. 该协议目前主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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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现数字图书馆之间的互操作. 我们使用该协议

来实现企业知识库系统和行业知识库系统之间知识描

述文档的交互. 上述这些技术标准都有着广泛的技术

资源可供参考, 故不再详述.  
  2) 基于 DSpace 的知识库实现 
  行业知识库和企业知识库仍然按照机构知识库的

结构来构建 . KM@web2.0 系统采用了开源软件

DSpace. DSpace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与美国惠

普公司实验室共同开发的, 是迄今为止应用 为广泛

的机构知识库构建的开源项目. DSpace 项目建立了机

构知识库的资源框架、核心类库和对外接口, 用户所

要做的是基于DSpace资源扩展自己的功能部分. 关于

DSpace 的技术资源相当广泛, 故不再赘述.  
3.5 KM@web2.0 系统客户端工具的关键技术 
    KM@web2.0 系统中的客户端工具的关键功能在

于帮助用户描述其知识对象. 纯手工的知识标记方法

易于实现, 但是效率太低, 无疑会增加用户使用的难

度, 这不利于本方法的推广应用. 为了降低用户使用

的难度, 我们需要提供半自动化的知识标记辅助工具.  
  1) 基于 UIMA 的知识标记 

客户端工具实现采用图 6 所示的基于自动分析的

知识资源管理方法. 该方法的 大特征在于强调采用

各种分析技术自动抽取知识对象的特征, 然后根据这

些特征对知识对象进行自动标注, 将非结构的知识自

动转换为结构化的知识描述, 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资

源的管理和应用. 该方法完全依赖于各种自动分析机

对知识对象的准确分析. 对知识文本进行分析需要应

用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智能文本分析以及知识

挖掘等领域的各类技术, 而这些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的

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成果可供我们使用. 现在

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将现有的各类成熟的分析技术综

合应用于我们的客户端工具中.  
 
 
 
 
 
 
 
在KM@web2.0系统中使用了 IBM发布的开放源

代码项目非结构信息管理架构 UIMA(Unstructur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UIMA 提供了在

企业级的环境中处理各类非结构化的信息资源的通用

解决方法和支撑技术. Apache UIMA提供支持 JAVA和

C/C++的免费软件包下载[11-13]. UIMA 框架是由 UIMA 
AE FACTORY 和各种 AE(Analysis Engines)构成 . 
UIMA AE FACTORY 负责各种 AE 的运行、调度和管

理. AE 负责具体的数据源分析工作, 并且向用户提供

标准的编程接口, 使用户可以编程访问分析的结果. 
AE 的核心是分析算法, 它承担分析文本和记录分析

结果的所有工作. UIMA提供一个基础的组件类型 type
来封装 AE 中运行的核心分析算法. 这个组件的实例

被称为 Annotators. UIMA 框架提供合适的方法来使用

Annotator 和创建 AE. UIMA 提供的过程框架可以将各

种简单的或复合的 AE 按照用户定义的分析过程集成

为一个满足特定分析需求的复杂AE, 这为UIMA提供

了广阔的扩展空间. 用户使用 UIMA 的关键在于开发

分析算法, 封装分析算法以及定义分析流程.  
  图 7 所示为基于 UIMA 设计的一种客户端工具系

统体系结构. 该工具分为三大部分: 分析资源库、运行

环境和组件库. 分析资源库中的资源组件以及组件库

中的分析组件和应用组件都是通过标准接口集成于

UIMA 之上的.  
2) 知识标签推荐 
上述知识标记工具为用户提供了标记知识的支撑, 

但是不能期望它能取代人的工作. 受制于当前的知识

标记分析技术的不足, 在描述知识对象时我们还是要

依赖人的手工标记. 如果能够提供标签自动推荐的功

能就可以极大降低手工标记的难度, 此外, 在前述知

识标签演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标签提交机制的实现也需

要提供标签推荐的能力. 所以, 知识标签推荐模块就

又成为本系统的一个关键支撑工具.  
标签推荐的本质在于根据现有的标记目标对可供

选择的标签进行排序. 而对于标签的排序指标并不是

唯一的, 可以考虑关键词, 词频, 领域本体, 以及词在

文章中出现的位置信息等作为决策评价指标. 所以标

签推荐问题可以看作为多目标决策问题 . 在

KM@web2.0系统中我们选择TOPSIS算法. TOPSIS算

法在众多领域得到成功的应用, 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

和可操作性[14].  
 

4 结语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构建策略 大的优势在于

其知识由用户贡献, 保证了知识库的知识多样性和丰

富性. 但是, 用户自由贡献知识带来了知识库中知识

的无序性, 这种无序性又严重影响了知识库中知识的

应用. 论文提出的解决策略是: 由用户对其所贡献知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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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非结构信息资源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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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按照受控标签进行描述和说明, 实现知识的有序. 
为了解决知识描述标签建立的困难, 论文借鉴社会化

标签的思想, 提出通过用户共享协作建立知识描述标

签库, 通过引入专门的工具和人工管理来实现这些描

述标签的语义级别的确定性和关联性. 论文对实现这

一思想的 KM@web2.0 系统做了详细的介绍, 以探讨

其实现的可行性. 通过我们对 KM@web2.0 原型系统

的研究, 我们发现: 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要取得成

功必须要吸引用户的广泛参与. 尽管我们的方法降低

了用户参与的难度, 但这仅仅提供了用户参与的必要

条件, 还需要研究一套吸引用户参与的激励机制. 未
来我们将在非中心化的机构知识库的管理运作机理方

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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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 UIMA 的客户端工具系统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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