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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面对信息环境的变迁， 图书馆馆藏资源正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馆藏

资源发展迅猛、 分布离散， 成为集纸质文献资

料、 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于一体的综合馆藏资源

体系； (2)馆藏文献资源基本完成由纸质文献到数

字化资源的转换， 并将不断朝着数据化的方向发

展； (3)馆藏资源的类型不断拓展， 不仅包括图

书、 期刊、 报纸、 手稿、 研究数据等实际馆藏资

源， 还包括建立在实际馆藏资源之上的各种描

述， 即衍生馆藏资源， 如书目数据、 各种元数据

方案、 主题表、 分类表以及规范文档[1]。
大数据时代， 馆藏资源从形态到内容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 这给馆藏资源组织与利用带来重大

挑战。 图书馆试图从系统层面、 元数据层面乃至

资源层面将各种资源加以融合， 然而无论是资源

导航、 OPAC 整合、 资源发现系统、 网络信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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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信息共享空间等整合方式， 均在数据融合范

围、 深度及效果等方面不尽如人意。 关联数据

(Linked Data)为突破馆藏资源组织困境提供了全

新的思路， 借助关联数据技术以细粒度、 语义

化、 开放关联的方法组织各类馆藏资源， 继而进

行知识的深度挖掘、 发现与利用， 已成为图书情

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然而关联数据的实际应

用离不开知识本体的支持， 因此目前图书馆界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建立馆藏资源底层整体数

据关联的通用框架， 以实现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资

源动态、 关联、 开放与多维的揭示与利用。

1 馆藏资源数据关联的理论基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

鲁克斯就指出了文献组织与知识组织的区别， 并

认为理想的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的知识单元进行

分析， 找到人们创造与思考的相互影响与联系的

结点[2]。 但学者们同样敏锐地意识到， 文献资源

组织的实质就是一种知识组织[3]， 文献资源组织

和知识组织只是组织层次的区分而已[4]。 文献资

源组织和知识组织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文献资

源组织主要依据元数据标准对文献资源外部特征

信息进行组织， 而知识组织主要依据各种知识组

织系统对文献资源内部知识进行组织。
根据布鲁克斯的设想， 利用知识单元之间的

逻辑关系表达， 可将文献资源网络转变为由知识

单元直接连接的概念网， 这是一种理想的知识组

织状态， 是知识组织的最高目标。 如果实现了文

献资源的全语义化表达， 在知识网络中即可进行

各种知识单元的检索、 推理和整合， 那么知识网

络是否可取代文献资源本身呢？ 这一问题值得我

们思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则无需在知识

组织模型中建立知识单元与文献资源之间的关

联， 反之则需要建立这种联系， 因此， 这一问题

的答案直接影响着馆藏资源知识组织模型的整

体设计。
本文认为， 无论知识网络中建立了多么丰富

的关联， 它始终无法取代文献资源本身， 原因在

于： 知识即联系， 对知识的组合与拆分形成了不

同粒度的知识单元。 文献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单

元， 它是由人脑对细粒度知识单元进行分析、 推

理与综合等创造性活动后， 得到的粗粒度知识单

元。 为了区分知识单元的粒度， 一般使用文献代

替粗粒度知识单元， 使用知识单元代替细粒度知

识单元。 对于知识服务而言， 何种粒度的知识单

元最合适， 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定论。 从学术研

究层面而言， 文献的略读和精读一直都是交替进

行的， 计算机还无法取代人脑进行知识创新。 因

此， 文献资源在过去、 现在及未来都是人类最宝

贵的知识资源。
王松林认为， 目前文献资源仍是图书馆的组

织对象[5]， 这是图书情报学科与其他领域知识组

织研究的重要区别。 然而， 馆藏资源组织不能仅

停留在传统元数据方式的信息组织层面， 而是要

深入资源内容层面进行知识组织， 这一点毋庸置

疑。 伴随着大量数字化科研成果的产出， 馆藏资

源不仅有图书、 期刊、 学术博客、 研究数据等众

多记录形式， 而且往往以复合数字对象的形式存

在[6]， 需要同时处理文献资源、 知识单元各自及

其之间的各种复杂关联关系。

2 馆藏资源数据关联的技术基础

图书馆学领域一直致力于寻求文献、 信息和

知识序化与关联的最佳组织模型， 从早期的目录

索引， 到 MARC 机读目录、 DC 元数据标准、 本

体模型(Ontology)， 再到关联数据。 以 MARC 机

读目录为代表的现行元数据标准， 是一种以文献

为基本单位的粗粒度资源组织方法， 因无法解决

资源描述的异构性和语义性问题[7]， 所以无法使

图书馆摆脱信息孤岛的束缚。 而本体模型虽可实

现图书馆资源的语义化描述和知识组织， 但在资

源关联的广度和深度上未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此

外， 元数据方法和本体模型， 均不支持资源的开

放获取。
近年来， 关联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及图

书馆界新一代编目标准 RDA 的发展， 为馆藏资

源最佳组织模型的探寻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然

而关联数据仅仅是一个技术框架， 在此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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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融入元数据和本体模型， 以解决资源描述的

异构性和语义性问题， 进行知识与资源的深度关

联。 美国、 德国、 法国、 瑞典等国家图书馆纷纷

发布了包含书目、 规范主题词、 规范人名等资源

在内的关联数据集[8]。 由于这些数据集以特定馆

藏资源为对象， 缺乏整体的数据关联框架， 因此

数据集关联的范围和程度有限， 有些仅是内部关

联， 与非图书馆数据集的粘合度并不高， 难以成

为开放数据网络中的交通枢纽或核心节点。
以 FRBR 模型为核心的新一代编目标准RDA，

正处于实施与应用的初级阶段[9]， 虽设计了关联

准备， 然而如何利用关联数据技术为 RDA 的元

素、 概念词表及其相互关系提供表达、 描述和管

理———是选择将完整的 RDA 编目数据发布为关

联数据， 抑或选择其核心元素进行转换， 仍需进

一步研究[10]。
国内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国外关联数据的

概念、 技术框架、 典型数据集等相关研究的引介

以及我国图书馆利用关联数据重组馆藏资源开展

知识服务的思考[11- 12]。 学者们对于关联数据的发

布与消费技术、 开放应用协议等进行了分析[13- 15]，
并探讨了基于关联数据的馆藏数字资源语义聚合

模型[16- 17]。 在应用实践方面， 虽然国内尚未有图

书馆彻底将书目资源发布为关联数据集[18]， 关联

数据中枢 Datahub 中收录的中文关联数据集极

少， 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

机构搭建了关联数据实验系统， 其中上海图书馆

在 2015 年底将家谱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 并于

2016 年 3 月首家率先推出提供了标准消费接口

的家谱关联数据开放平台， 以提供家谱数据的开

发与利用[19]， 这标志着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关联数

据的研究已经进入应用阶段。
总体来说， 关联数据为馆藏资源细粒度、 语

义关联的开放组织奠定了技术基础， 国内对于关

联数据的应用实践刚刚起步， 还处于借鉴国外先

进经验阶段。

3 底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构建

馆藏资源的组织不能仅停留在传统元数据方

式的信息组织层面， 而是要深入到资源的知识内

容层面。 从文献资源的整体揭示与组织， 深化到

文献中的数据、 公式、 事实、 结论等知识单元的

关联组织， 这是科技进步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

果。 然而， 在知识控制单位重心发生转变的过程

中，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需用全面的视角来研究

知识单元与文献资源间的组织与关联， 即需揭示

和表达文献资源、 知识单元各自及其之间的三重

复杂语义关联， 以满足知识整体且快速的联通，
以及检索与发现的功能。

因此， 本文在综合借鉴各种知识组织理论与

方法， 充分考虑与现有相关元数据标准的兼容

性， 在 FRBR/FRAD/FRSAD 三者集成与扩展的

综合概念框架之上， 通过引入包含研究背景、 材

料方法、 模型假设、 实验数据、 结果讨论等项目

的学术元数据框架， 构建图书馆资源底层通用的

整体数据关联模型(Bottom Common Organiza-

tion Model of the Whole Library Knowledge

Resource， 以下简称“ BCOM 模型” )， 详见图

1。 BCOM 模型为馆藏资源、 知识单元各自及其

之间的各种复杂语义关系建立了 3 层关联结构，
即资源层、 知识层和中间层， 极大地增强了馆藏

资源数据关联网络的整体连通性， 无论是从资源

出发， 还是从知识单元出来， 都能迅速关联并发

现用户所需的知识或资源。

3.1 资源关联层

该层主要揭示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 DC、 MARC 等传统资源组织模型中， 资源之

图 1 底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

知识层
基本语义关系

各种领域本体

中间层
学术元数据

书目元数据

资源层
引文关联

同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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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关系是粗糙的、 隐含的。 例如， DC 模

型通过“ 相关” 属性建立了资源之间的关联， 然而

没有具体定义资源间语义关系的类型。 在BCOM

模型中， 将资源关联作为独立层次进行构建， 以

增进资源之间关系的语义表达与快速连通。
BCOM 模型将采用 RDF 框架和 URI 标识符

描述资源之间的关系， 即以“ 资源 - 属性 - 值”
三元组形式进行描述， 并对第一组元“ 资源” 赋

予 URI 号码。 由于该层描述的是资源与资源之间

的关系， 因此第三组元“ 属性值” 的取值是资

源， 同样应赋予 URI 号码。 资源关联层主要通过

文献之间的引用与概念同现建立关联。

3.2 资源与知识关联层

该层又称为中间层， 主要揭示资源与知识单

元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同现关联的基础上， 附加

学术元数据和书目元数据， 建立各种语义关联。
在中间层， BCOM 模型致力于将资源的内

容特征描述深入化， 同时兼顾外部特征描述， 从

而形成了学术元数据和书目元数据这两套不同的

元数据标准。 其中书目元数据主要借鉴和吸收了

MARC 和 DC 相关元数据项， 用以描述资源外部

特征， 而学术元数据则将重点探寻比关键词方式

要具体， 比文献资源本身要凝练的一种内容表达

框架。 换言之是将 MARC 和 DC 中的关键词和

分类号等主题描述元素项抽取出来， 进行具体

化， 以充分揭示资源的主题内容。
在中间层， BCOM 模型仍将采用 RDF 框架

和 URI 标识符描述资源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关系，
其中第二组元“ 属性” 即为学术元数据项和书目

元数据项， 第三组元“ 属性值” 的取值是知识单

元。 知识单元是否应设置 URI 标识符的问题将在

下一小节中讨论。

3.3 知识关联层

该层主要揭示了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关系。
无论是复杂的知识组织系统(知识本体)， 还是简

单的知识组织系统(词表)， 语义关系主要包含等

级关系、 等同关系、 相关关系和并列关系这 4 种

类型。 不同学科领域对这 4 种类型语义关系进行

更加细致、 具体而深入地表达， 从而构建了各种

领域知识本体。
在 知 识 层 ， BCOM 模 型 将 融 合 FRAD 与

FRSAD 模型中的人、 机构、 概念、 实物、 事件、
地点等概念， 以及 FRBR 模型中的作品层概念，
重新梳理、 定义各知识概念间的基本语义关系。
所谓基本语义关系是指与领域无关的事物之间通

用的语义关系， 包括人物关系、 地点关系、 时间

关系， 以及通用主题概念关系等。 此外， BCOM

模型将采用开放的方式， 逐步构建领域知识本

体， 以进一步丰富知识层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学研究数据是一个特例，

它既可归属于资源层， 又可归属于知识层。 本研

究将从文献(著作、 论文)中分解出的研究数据作

为知识单元， 利用学术元数据框架与资源层文献

进行关联和映射， 而将围绕某项科学研究， 实验

前后所产生的一系列、 整套数据作为一种资源，
除了在资源层利用引用和同现方式建立各种关联

外， 还将利用书目元数据框架与知识层概念建立

联结。
在知识层， BCOM 模型仍将采用 RDF 框架

和 URI 标识符描述知识间的关联关系， 其中第二

组元“ 属性” 除了包含基本语义关系外， 还将包

含各种领域概念关系， 第一组元“ 资源” 和第三

组元“ 属性值” 的取值都是知识单元。 由于该层

包含人、 机构、 实物、 地点、 时间、 事件等各种

知识概念， 对其进行规范控制十分必要， 因此

BCOM 模型对存在同义现象的知识单元将赋予

URI 符号进行标识， 以解决语义异构问题。

4 BCOM 与 RDA、BIBFRAME 框架的

对比分析

1998 年国际图联构建 FRBR 本体模型， 定

义书目描述的 4 层结构， 即“ 作品(work)- 内容

表达(expression)- 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 单

件(item)”。 RDA 是 FRBR 模型的实践者， 因此

RDA 中的元素设计全部与 FRBR 模型的层次结

构相对应。 然而有机构和学者始终认为 RDA 过

于复杂， 对其推广与应用前景十分担忧。 2011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LC)设计并推出了新的书目

专题： 图书馆资源组织方法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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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计划 BIBFRAME(Bibliographic Framework

Initiative)， 它将 FRBR 模型中的 4 层结构简化为

“ 作品(work)- 实例(instance)” 两层结构， 并且

增加规范数据(authority)和注释数据(annotation)

以适应规范控制和扩展描述的需求[20]。
显然， BIBFRAME 是作为 RDA 的竞争者出

现的， BIBFRAME 对 RDA 的概念层次进行了简

化， 与 RDA 不完全一致。 然而这种简化其实是

一种更一般化， 使得 BIBFRAME 成为一个更大

的容器， 对其进行扩展， 完全可以容纳 FRBR 模

型所有的描述功能。 同时， BIBFRAME 还吸收

了 MARC/MODS、 DC、 Schema.org 中的元素

定义， 共设计了约 300 个属性， 分属 52 个类。
然而 BIBFRAME 的开发尚未完成， 还存在

许多不确定性， 主要是规范控制和注释模型的争

议较大。 2015 年 6 月， 在 BIBFRAME 词表修订

中， LC 曾建议取消规范控制类及其属性， 将规

范原有子类直接归属于顶级类资源， 如将 ISBN

等均作为顶级类[21]。 由此可见， 国际图联、 美国

国会图书馆， 以及 OCLC 对于开放数据时代，
以关联数据为基础的馆藏资源描述与组织框架

仍 在 不 断 探 索 之 中 ， 谁 也 无 法 预 言 RDA 和

BIBFRAME 最终发展形态。
无论是 RDA， 还是 BIBFRAME， 都将资源

与知识单元放在同一个层次进行讨论， 未深入揭

示资源的主题内容， 并且对于主题概念间的关系

描述较弱， 仍侧重书目关系描述。 BCOM 模型

则将资源与知识单元分层处理， 单独构建了资源

层、 知识层关联， 并将资源的内容特征描述和外

部特征描述进行分离， 形成中间层元数据标准。
这不仅强化了资源主题内容的揭示功能和主题概

念关系的描述功能， 而且增强了整个资源组织框

架 在 资 源 层 和 知 识 层 的 整 体 连 通 性 。 这 是

BCOM 模型相比于 RDA 和 BIBFRAME 模型的

重要区别。
此外， 除了增强馆藏资源数据网络的整体连

通性外， BCOM 模型还具有一定的领域通用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资源层、 知识层和

中间层， 这 3 层架构对于任何领域的资源组织都

是通用的， 利用 BCOM 模型无论是从资源， 还

是从知识单元出来， 都能迅速关联并发现用户所

需知识或文献资源； (2)学术元数据框架和书目元

数据框架也是领域通用的， 旨在连通资源层与知

识层； (3)采用 RDF 和 URI 描述资源、 知识概念

及其之间各种语义关系， 满足了通用、 语义化、
开放与互联的需求。

最 后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由 于 RDA 和

BIBFRAME 框架侧重资源外部书目属性表达，
因此其语义关系是相对固定的， 而 BCOM 模型

则 将 具 有 学 科 差 异 性 ， 因 为 要 想 完 全 发 挥

BCOM 模型资源组织与发现的功能， 需强化知

识层概念语义关系的表达。 BCOM 模型在知识

层将采用完全开放的形式， 构建各种领域知识本

体， 以丰富知识层各种语义关系的表达。 未来本

研 究 将 借 鉴 BIBFRAME 和 DCMI 应 用 纲 要 机

制， 制定 BCOM 模型的领域纲要， 以适应特定

领域知识本体的构建需要。 纲要将规定领域知识

如何继承和分解， 可以复用哪些词表和属性等，
使 BCOM 成为一个更大的通用“ 容器”。

5 结语

现代研究表明， 大脑神经细胞的数量约有

150 亿之多， 它们之间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网络结

构， 彼此沟通， 相互影响， 每个细胞与其他细胞

可产生 2000 多种联系[22]。 科学知识存在普遍联

系， 序化并还原知识间的连接关系是知识组织的

重要目标。 相比于人类神经细胞间的广泛联系，
在传统人工组织的知识系统中， 每个知识节点与

其他节点的联系却十分有限， 远远无法满足知识

普遍联系、 高速传递的需要。 因此， 需要对粗粒

度的知识进行碎片化处理与挖掘， 提取出研究对

象、 背景、 问题、 目标、 方法、 过程、 结果、 结

论、 讨论； 分析出概念、 原理、 观点、 规范、 标

准、 设计、 技巧、 事实、 数据、 人物等知识单

元， 并揭示文献资源、 知识单元各自及其之间的

各种复杂语义关联， 从而构建复杂知识关联网

络， 以使文献资源及其所承载的知识在开放数据

网络中， 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利用。 有鉴于此， 综

专题： 图书馆资源组织方法与模型

11



合借鉴各种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 尤其是关联数

据技术， 本文尝试构建馆藏资源底层整体数据关

联的通用架构， 即通用数据关联模型 BCOM，
该模型旨在提供更加一般化、 普适性的资源组织

框架， 以充分满足馆藏资源、 知识单元各自及其

之间各种复杂语义关系的深刻揭示与表达需求。
BCOM 模型通过丰富知识节点间的联系， 使人

工知识网络尽可能接近真实、 客观存在的知识网

络， 以促进知识广泛而深入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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