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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检索结果形式单一、语义关联性差的弊端，以及用户日益多元化和精准化的需求，图书馆知识服

务模式亟待突破和创新。本文在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现状梳理的基础上厘清多粒度的概念与内涵，并提出基于多

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型。该模型主要分为四层，即馆藏资源层、知识组织层、知识聚合层和知识服务层。最

后，详细阐述该模型的三大知识服务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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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

在科学技术和人文需求的不断发展中，图书馆已经

由传统的物理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等形态逐步朝智慧图书馆的方向发展。按

照Web技术发展划分，图书馆的发展及演变历经图书

馆1.0、图书馆2.0，以及当前的发展目标——图书馆3.0
三个主要阶段，其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也从传统的文献

服务、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1-2]。

图书馆2.0仍是当前图书馆服务的主流，泛在的[3-4]、

无障碍的[4-5]、用户参与的[5-6]、个性化的[4,7]信息服务是其

主要特点，但其信息服务存在加工程度低、数量大而质

量低、语义关联性差等弊端。尤其在信息爆炸和信息泛

滥的大环境下，图书馆2.0的信息服务面对用户日益精

准、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显得力不从心。针对图书馆2.0信
息服务存在的问题，知识服务及图书馆3.0概念应运而

生[8]。早在2000年，张晓林[9]曾提出知识服务是新世纪

图书情报的生长点，是基于分布式多样化动态资源，贯穿

用户实际问题解决过程的个性化、专业化服务。图书馆

3.0更是将知识服务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旨在将无组织

的Web内容转变为系统的、有组织的知识，提供给用户智

能的知识服务[10]。实现该目标的核心任务是对图书馆馆

藏资源的组织方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重组。

1  图书馆知识服务现状

国外对知识服务的研究，起源于以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和竞争力为目的的知识管理，此后该理念被引入图

情领域。1997年，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SLA）在其会

刊Information Outlook上专门设立栏目开展对知识管

理的研究[11]；2001年，Clair[12]（SLA前任会长）明确指

出专业图书馆最新发展趋势即开展知识服务，图书馆

员和信息专家应在新形式下为用户提供创新的、获取知

识的知识服务，使知识服务成为一种信息使用的管理

方法。根据知识生命周期划分，知识服务的流程包含资

源的采集、组织、挖掘、创新、分发、利用和反馈[13]。然

而，在当前网络搜索引擎强大的竞争态势下，知识服务

流程各阶段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组织方式。传统

的资源组织存在明显的资源异构及语义关联性差的问

题，使用户在检索过程中需要尝试不同的检索入口。此

外，以关键词匹配的模式，使用户难以从大量的返回结

果中获取有规律、有关联的信息或知识。

在当前信息爆炸与信息泛滥的环境下，用户对网

络信息服务的内容、方式及效果的要求愈来愈高，如

以知识为单元的“微信息”“知识元”等细粒度检索结

果[14]、一站式检索方式[15]，以及语义相关度较高的检索

结果[14]。信息的组织方式通常可直接反应信息检索和

信息服务的效果，当前普遍使用的DC、MARC等元数

据标准主要以粗粒度的信息资源为单位（一本书、一个

网页等），缺少对细粒度单元（章节、段落、句子等）的

描述标准，无法真正满足图书馆资源组织的迫切需求，

而针对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多粒度知识服务更加匮乏。

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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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针对图书馆服务现状，本文针对当前用户的多粒

度精准服务需求，提出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创新模型。

2  多粒度的概念与内涵

粒度的概念由Zadeh[16]于1997年在其模糊信息粒

化和词计算理论中提出，并明确粒化、组织和因果三个

基本概念。粒化指将整体分解为部分；组织是粒化的

逆过程，即将部分合并为整体；因果是部分间的因果关

联。根据粒化的分解程度（即粒度），可分为粗粒度（最

大粒度）、细粒度（基本粒度，不可再分的粒度）、中粒

度（介于粗粒度和细粒度间，可以有不同分解程度的多

粒度）三个层次[17]。多粒度指不同粒度（细粒度、中粒

度、粗粒度）共存的现状。本文提出的多粒度概念主要

体现在用户需求的多粒度和资源组织的多粒度两个维

度。用户需求的多粒度主要区别于图书馆用户传统的

文献查新、文献检索等以文献为单元的粗粒度信息服

务需求；资源组织的多粒度区别于当前图书馆信息组

织过程中单一粒度的文献、文件、书目等，是用户需求

多粒度作用后的结果。

2.1  用户需求的多粒度

随着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冗余、信息迷航、信息焦虑

等问题日益加剧，用户的信息服务需求不再是以文献、

网页等为单位的单一信息传递或推送服务，而是面向问

题解决方案的不同层次的知识服务。从当前图书馆的核

心竞争对手网络搜索引擎看，大众越来越偏向细粒度的

精准信息服务，而学习型用户偏向以文献为单元的粗粒

度信息服务。

2.2  资源组织的多粒度

要满足用户的多粒度需求，首要任务是改善当前仍

以文献为单一粒度的信息组织方式，即控制信息组织

的粒度，使其从文献细化到知识，从而实现多样化粒度

的组织方式。具体到资源内容的组织过程，即实现对文

献信息中更小粒度知识点的抽取、标注、揭示和聚合。

细粒度知识点通常指文献中包含的概念、公式、图表或

数据，即当前在精准信息组织中提到的“知识元”[18]。

知识元是知识组织的基元，是构成知识结构的最小独

立单元，用来表示针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是概

念、方法、规则、公理等数据或事实，以及实例化的知

识。因此，细粒度的知识组织要抽取文献信息中的知识

元，建立以知识元为核心的知识元关联及知识元库。

3  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型

面对用户日益精准与个性化的多粒度、语义化信息

需求，本文提出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型。如

图1所示，整个模型分为馆藏资源层、知识组织层、知

识聚合层及知识服务层。馆藏资源层主要包含图书馆

各类型的实物版（如期刊文献、书目著作、报纸、报告、

专利等）及电子版资源（如pdf、音频、视频、图片等），

其他依次是基于多粒度的知识组织层、基于语义的知

识聚合层及知识服务层。

3.1  知识组织层

资源的组织方式直接决定了信息的检索方式及信

息服务的效果，传统的信息组织方式是基于文档篇章

粗粒度的单一组织方式，即对整个文件或整篇文献进

行标注，而未深入文档内部进行标注。虽然全文检索实

现了对全文内容的索引，但基于单汉字或语词的索引方

式并未表现出文档内部结构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依照多粒度的概念，可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粒度

划分为细粒度、中粒度、粗粒度三种。以科技期刊为例，

三种粒度分别具体表现为以句子为单位的知识元、以小

节为单位的知识单元和以篇章为单位的知识群。知识元

作为最小粒度的信息，多代表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一

个结论等，其能解决某一简单问题并给出直接答案；知

识单元属于中粒度的信息，通常指文献中的一个小节，

是相关知识元相互关联的集成，可以解决复杂的用户问

题；知识群属于粗粒度的信息，多指一篇完整的文献或

书目，是相关知识单元的汇聚，可以解决用户较复杂的

问题。图2为本文提出的多粒度资源组织的逻辑模型。

基于多粒度知识组织的核心思想是实现文献内容

结构化、多层次、多粒度的组织，以一篇期刊论文为例，

主要过程分为3个步骤。

3.1.1  文本结构分析

期刊文献由物理结构和逻辑结构两部分组成[19]。



2018年第3期（总第166期） 27

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陈燕方

图2  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馆藏资源组织模型

文献的物理结构包括题目、作者、摘要、篇章、段落、句

子、词语、引文，针对文献的物理结构信息可较容易地

对整篇文章的作者、机构等元数据信息进行标引；逻辑

结构信息包括标题、层次、段落、句子、主题词、标识

词、中图分类号，因此，对文献多粒度的标引即根据文

献的逻辑结构对其篇章、小节、段落等逐一以主题词进

行标引。此外，在本文的多粒度知识组织过程中，还须

对文献段落间的关系、句子间的关系、上下文及位置进

行记录，为下一步抽取知识元的地址信息作铺垫。

3.1.2  基于多粒度的主题词标引

在主题词多粒度的提取过程中，本文将一篇文献

分为三个粒度，即整篇文献、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其

中，整篇文献的标引为粗粒度，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下

的段落为中粒度，二级标题下文本内容所包含的知识

点，即抽取的知识元为细粒度。主题词的标引旨在解决

文献资源粗粒度和中粒度的标引工作。针对不同粒度

（粗粒度或中粒度）的文本信息，以该粒度为单位，将

该粒度下的文本块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去停用词、计

RDF

.doc/.dox pdf

图1  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馆藏资源集成知识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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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TF-IDF权重，最后确定该文本块的候选主题词。

3.1.3  构建知识元库

知识元是知识元库构建的基元，知识元的抽取是

实现资源细粒度检索的开始。针对结构化期刊文献知

识元，本文采用一个七元组来表示，即K=｛编号，导

航，地址，特征词，属性，属性值，内容}。
①编号：是针对知识元所采用的一种编码符号，主

要用于知识元的标识。②导航：主要标识该知识元在

期刊文献中的逻辑结构信息，即具体的位置信息。③地

址：指该知识元所在期刊的存储信息。④特征词：指针

对知识元内容提取出的具有一定描述知识元信息能力

的词语或短语，通常是领域本体库中的相关概念。⑤属

性：特征词的谓语动词，可称为关系。⑥属性值：特征

词的宾语，可称为客体。

本文抽取的知识元并非针对整篇文献的全部内

容，而是针对第二步提取出的粗粒度、中粒度的主题词

所包含的知识内容，即将粗粒度、中粒度的主题词作为

知识元的特征词，并以特征词为向导在其对应的文本

位置提取主题句。然后，对主题句进行分词、词性标注

等初步处理，为进行依存句法语义分析提供基础。依存

句法理论能对句子进行形式化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使

计算机能以依存树的形式显式地界定句子成分（词或

者短语）间的依存关系，实现对语义的理解，为知识元

抽取提供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20]。如图3例句

所示，知识元是最小的知识元素，是构造知识系统的基

元。依据其中的SBV（主谓关系）、VOB（动宾关系）即

可提取相应的谓语和宾语。

3.2  知识聚合层

面对资源异构带来的“信息过载”和“信息孤岛”

问题，图书馆紧随时代信息技术前沿，不断完善知识服

务环境并进行模式创新，从Web环境下基于OPAC系统

的资源整合、基于资源导航的资源整合、基于跨库检索

系统的资源整合到如今基于语义的资源深度聚合[21]，

图书馆逐步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聚合的方向发展。

目前使用广泛的基于跨库检索系统的资源整合方式，

虽较好解决了前端的统一检索，但在用户实际使用过程

中，由于信息资源内部语义关联性较差，因此检索效果

依旧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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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依存句法分析示例

注：下方标识为词语的词性标注，上方标识为依存句法分析中语句成分间的关系，具体含义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语言技术平台。

知识聚合指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如统计分析、数据

挖掘、文本分析等），对可能存在的隐性关联知识单元

进行凝聚，以提取知识单元间的内在关联为手段，构建

多维、多层、互相关联的知识体系[22]。随着语义网技术

的不断发展，关联数据成为当前语义网实现过程中的

最佳实践，为知识聚合提供有效途径。关联数据采用三

元组<主语，谓语，宾语>作为基本数据模型。知识组织

层提取出的知识元特征词、属性和属性值分别映射为

关联数据三元组<主语，谓语，宾语>，其中宾语可对应

属性值或新知识元，从而将不同的知识元相关联。知识

聚合主要利用关联数据对馆藏资源间的概念关系、隶

属关系、引证关系、映射关系等进行揭示，以实现基于

语义的关联。

3.3  知识服务层

随着用户信息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由图书馆单一粒

度的信息组织返回的检索结果已无法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非学习型用户在查询日常简单问题时，常倾向

于使用网络搜索引擎。仅当用户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需

要大量系统、完整、严谨的文献或文件时，才会转向使

用图书馆服务。

多粒度馆藏资源分层组织有效地解决了用户获取

各种粒度的信息或知识问题，但如何根据用户的检索

提问和搜索行为，推送给用户最合适粒度的信息资源

仍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焦点。直接的方式是在用户检

索过程中，让用户根据自身信息需求选择期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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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当用户想要了解更多所选粒度的信息时，可进一

步了解。但更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仍依赖于对用户行

为和兴趣的建模，实现用户需求、资源和知识间的映射

关系。

4  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功能

4.1  基于多粒度的一站式知识检索服务

当前图书馆馆藏数据资源基本处于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访问的状况，读者在检索过程中需要对各数据

库逐一访问，同时基于关键词的检索方式与匹配机制

对用户的关键词提取能力及语义扩展能力要求较高，否

则返回的结果通常语义关联性较差，导致大量冗余信

息以粗粒度的文件或网页形式展现给用户。因此，知识

检索服务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基于多粒度的语义

检索结果和一站式的检索环境。

相较传统检索方式仅给出文献链接列表信息，基

于多粒度的一站式知识检索服务通过多粒度知识组织

方式和基于语义的知识聚合方式，将大幅降低用户信

息检索成本并减弱对用户搜索能力专业性的要求。用

户以自然语言表达自身检索需求，检索系统通过一定规

则的需求描述模型来抽取用户需求概念，建立用户需

求概念与知识元间的映射，从而聚集相关资源内容，并

返还给用户知识元（细粒度）、知识单元（中粒度）、知

识集群（粗粒度）三种粒度层次的知识，使用户获得所

需的知识服务。

4.2  基于可视化展示的知识导航服务

语义导航是一种基于本体网络的馆藏资源知识结

构及其分布的可视化展示方法，能有效地描述资源间

的语义关系[23]。基于可视化展示的图书馆知识导航服

务将对检索结果从结果聚类、结果关联两个维度进行

全方位展示。结果聚类指应用文档聚类技术，将文献检

索结果分成若干称为“簇”的子集，每个簇中的文献之

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簇之间的文献具有较小的相

似性[24]；结果关联指对检索结果按照研究时间、研究领

域、研究地域等进行关联可视化，形成以检索对象为中

心的知识图谱，并得出相应的研究趋势。结果聚类提高

了检索结果的查准率，结果关联得到检索结果的知识图

谱，二者相辅相成，旨在全面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4.3  基于用户动态需求的知识推荐服务

基于用户动态需求的知识推荐依赖两个方面：一是

根据用户的浏览痕迹、浏览行为，与用户数据库中其他

用户的相似行为进行匹配，并给出相应的关联推荐；二

是借助语义匹配的方式，将用户具体某次的检索需求

映射为本体概念，然后与知识元库中的全局集成本体

进行动态匹配，并将与之关联的资源推荐给用户。在此

过程中，用户需求模型的表达是关键，用户需求通常分

为用户检索输入的显性信息需求，以及通过其日常检索

行为特征、职业、兴趣等表现出的隐性信息需求。

5  结语

馆藏资源的多粒度精细化组织方式及资源间的语

义聚合，一直是图书馆知识服务工作中知识组织、知识

发现的研究重点，因此将二者结合，应用到图书馆今后

的知识服务工作是必然趋势。本文基于提升和完善图

书馆知识服务效果的目标，提出基于多粒度的图书馆知

识服务模型，并给出基于多粒度知识服务的具体功能。

本文对今后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开展方向有较强的理论

指导意义，但在具体应用实践上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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