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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中图法》可视化的几种途径*

欧阳宁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南京 210009）

摘要：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实现《中图法》可视化系统的几种途径进行分析，讨论了各自的优缺点，并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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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信息可视化是用可视的形式表示抽象数据，将大

量抽象的信息映射到图像上，以利于人们通过图像的

结构、特征等来洞察数据、发现信息，作出决策或解释

数据。可视化将数据用有意义的图形表示出来，为用户

直观、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1,2]。

文献分类法的分类体系一般为等级列举式结构，

对知识的组织采用从总到分、从宽到窄、层层划分的

方式，形成比较纵深的等级结构，其优越性在于较强

的系统性和族性检索功能。但是典型的树型结构体系

不能反映现代科学的交叉和综合性发展特征，不能满

足类目的多维检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户的多途径

检索[3]。

1979年《杜威十进分类法》（简称DDC）第19版
在其新出版的手册中，用地图来显示DDC的地区复分

表，在地图的某一区域内标明其地区分类号，便于用户

查找，这是可视化显示在分类表的首次尝试。到21世纪

初，在网络、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分类法的可视化技

术也迅速发展起来，可视化系统主要采用树（Trees）、
图（Graphs）及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隐喻方

式，知识组织工具包括主题地图（Topic map）以及本体

（Ontology）等[2]一系列可视化显示技术。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不同的文献分类法已经进行了多种尝试，例如：

由丹麦、芬兰、德国、荷兰、瑞典、英国的图书馆与研

究中心共同合作开发的集成化的网络信息资源门户站

Renardus项目，将自身网站的结构和DDC结合成一个

开放的公用系统；OCLC研究署的研究项目OverView，
采用了信息可视化技术，将检索结果表现为由虚拟本

体模型语言（VRML）构筑一个DDC的三维信息空间，

用柱形图显示检索结果在各个类的相关度[4]；还有国内

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电子版，检索系统界面上各种

浏览方式之间和各窗口之间可随意跳转，用户可根据个

人习惯和查询需求自主切换窗口；这些例子对于其他体

系分类表的可视化，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 实现《中图法》可视化的几种途径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是一部大

型列举式等级体系分类法，该分类法历经五版，相对成

熟完善，是国内图书馆编目标引、检索查找和排架的权威

工具之一；在文献分类、编制检索工具、组织排架等方面

有广泛应用；是我国图书馆与情报单位普遍使用的一部

综合性分类法[5]。国内学者们对《中图法》的可视化一直

在进行研究，采用的技术也有所不同，本文对近十年来

国内学者研究出的几种《中图法》可视化检索系统进行总

* 本研究得到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2013年度课题“基于用户服务的《中图法》网络化研究”（编号：2013-R-2588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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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分析一下各自的优缺点，以期能抛砖引玉，对今后的

研究有所帮助。

2.1 基于本体的《中图法》可视化系统的实现

基于本体的可视化系统，首先是利用本体编辑工具

Protégé对《中图法》大类进行了本体构建，以W3C标准

中的OWL语言作为本体的描述语言实现了对本体的描述

并保存为XML文件格式，然后利用Jena的持久性存储组

件对本体文件进行存储，在创建本体模型时采用了OWL
推理。最后借助Java开发平台，设计了可视化查询系统的

结构框架，实现了《中图法》类目的可视化检索系统（如

图1）[6]。

因这个系统是本人研究设计的，所以对其不足之处

感触较深。此可视化系统采用XML文件方式来进行本

体库的存储，每次调用不同的文件数据都需要修改文

件的URL来进行操作，不适合较大的本体库。而且在系

统的检索途径方面，随着检索点的增多，内存占用越来

越大，调用速度很慢，达不到的效果。另外，本体工具

Protégé毕竟是国外开发的软件，设计思路和原则与《中

图法》有一定的出入，并且部分插件不支持中文输出，

需要对其进行改造。

2.2 基于双曲几何的《中图法》可视化系统

的实现

基于双曲几何的可视化系统，是使用了J. Lamping
和R. Rao的“基于双曲几何的大型层次结构的可视化” 图2  基于双曲几何的《中图法》可视化检索系统

的理论，采用了信息可视化中著名的“focus+context”
（聚焦+关联）技术，主要思想就是将层次关系显示在

一个双曲平面上，使得既能将更多的显示空间给予当前

层次结构中受关注的部分，同时又能够显示整个层次结

构。在这个系统中使用Java的开放源代码HyperTree，
将《中图法》分类体系存储成XML文件，然后将XML
文档解析为DOM，使用JAXP（Java API for XML 
Processing）技术实现对文档内容的检索。针对用户的

输入，系统对整个DOM树进行遍历，查找出所有匹配

结果（如图2）[7]。

这个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出局部类目在整个分类体

系中的位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任何可见的节点，或用

鼠标拖拽可见点到任何位置。但是本人认为不足之处

在于DOM技术在解析XML文档时需要把整个结构化

的XML文档加载到内存之中，建立一个反映XML文档

间层次关系的DOM树，而《中图法》的类目体系非常繁

杂，所以使用传统的DOM技术来解析以XML格式存储

的《中图法》分类体系存在数据处理效率低、与用户交

互功能简单等缺点。

2.3 基于SAX解析的《中图法》可视化系统

的实现

基于SAX的可视化系统，集成了传统树型结构简

单易懂的特点和新技术的动态交互功能，采用SA X
解析技术来处理以XML形式存储的《中图法》，并用

JAVA技术实现了放大、缩小、拖拽、检索、颜色定位等

图1  基于本体的《中图法》可视化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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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功能，利用开源的动态交互可视化工具Prefuse，
参考IVRM模型，实现了动态交互的《中图法》可视化

系统（如图3）[8]。

图4  基于放射树的《中图法》可视化检索系统

这个系统使用了处理XML文件时占用内存小、速度

快的SAX技术，克服了DOM技术的占用系统资源大、效

率低、速度慢等缺点，可以用来解析例如《中图法》这样

拥有庞大类目体系的大型的、复杂的XML文档。但是，本

人认为此系统的不足在于，没有突破分类法传统的树形

结构，类目之间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定义，相关类目之间的

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另外如果增加用户的检索历史查

询，可以更好地实现系统与用户的动态交互功能。

2.4 基于放射树的《中图法》可视化系统的

实现

放射树能够达到与双曲树类似的效果，但是放射

树的空间利用率更高，展示的效果比双曲树好。基于放

射树和传统树的可视化检索系统，利用数据库技术来

存储《中图法》的类目体系，采用了一个开放源代码的

对象关系映射框架hibernate技术，然后利用Java语言编

写的开源可视化工具Prefuse和JUNG（Java Universal 
Network/Graph Framework）来对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和可视化，实现《中图法》可视化系统（如图4）[9]。

基于放射树的系统提供了多种形态的放射树，能够

根据用户的选择来可视化分类体系，而不仅仅是可视化

整个分类体系；而且图形之间可以直接转换，便于用户

随时以各种形式查看类目体系。另外数据库持久层使用

了hibernate技术，整个系统没有写具体的SQL语句，对

数据库的访问都是通过数据对象的方法，大大减少了

代码的编写量，同时也提高了系统的运行速度。此系统

实现时参考了其可视化模型和动态交互式技术，放射

树提供了放大、缩小、关联邻近节点、显示节点的详细

信息等交互式操作。本人认为这是以上几种实现《中图

法》可视化方法中最为成熟的一个系统。但是可能《中

图法》类目体系太过庞大与复杂，所以在有限的显示空

间中显示海量信息的整体视图时，可视化视图不够清

晰和直观，有时会出现显示信息不完整的现象，不是所

有的类目以及其上、下位类都能全部显示出来；但是双

击图中任一类目，可以链接到新窗口查看该类目的详细

上、下位类。

3 结语

从以上四种途径可以看出，不同的可视化算法所

要求的格式不统一，所用的存储方式和解析方法各有

不同，生成的可视化系统也各有其优缺点。本文最后

提出两点建议：①《中图法》的类目众多，大类少则数

千，子类多则数万；而且类目的上下位之间还要有统一

性、继承性，类目之间有纵向、横向关系，这就需要类

目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定义，除类名、类号及上下位关系

图3  基于SAX解析的《中图法》可视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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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为类目定义若干的属性和注释，而且类目若能

设计出有针对性的、特色鲜明的图符，就具有比较丰富

的语义，若将此《中图法》可视化检索系统应用到图书

馆的OPAC系统中，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也更完美。②以

文件方式存储数据轻便快捷，因为它不需要过多的配

置，而且便于备份、复制，还可以随时编辑修改，而且

查询速度快，所以适合于小型的库。这也是本文中讨论

的三个可视化检索系统都采用了以XML文件存储的原

因。基于数据库的存储方式虽然需要复杂的数据库配

置，但是比文件存储方式能处理更大的模型，而且不需

要显式的保存数据模型，效率更高。考虑到系统的可

扩展性，本人认为《中图法》的可视化系统应采用基于

数据库的存储方式，因为利用数据库可以生成符合要

求的不同类型格式的《中图法》，用于不同的可视化算

法。同时因为不用直接将整个树加载到内存中，而直接

从数据库中查询和检索，利用数据库可以提高查询和

处理的效率。但是基于数据库的存储方式对服务器等

硬件的配置以及后期的维护要求都比较高，希望学者

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这一方面能进行进一步的尝试和

探讨。

本文通过总结《中图法》可视化的几种途径，旨在

抛砖引玉，希望能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随着以后进一

步工作的展开，通过不断的研究，逐步地解决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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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各家之长，逐步地完善检索系统，最终能找

到最适合《中图法》的可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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