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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目前主题词表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词汇老化、结构陈乏，以及无法适应当前知识服务等问

题，应用知识组织的方法对新型档案领域词表的构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实际应用角度对档案知识组

织体系构建及可开展的知识服务形式进行探究，所提出的档案领域词表具备可扩展性，其完善的知识体系、智能

化的分析、个性化的服务能够有效提高档案服务的效率和能力，更好地发挥电子档案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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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领域词表自动化辅助构建

及知识组织应用探析

21世纪以来，信息资源的知识化管理和服务已经

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知识组织和知识

链接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突破，信息与信息技术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国家和

社会全面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知识组织

与知识服务已成为现代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而构建

档案领域词表是做好档案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体系的

基础。

本文针对档案主题词表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词汇

老化、结构陈乏，以及无法适应当前知识服务等问题，

探讨基于知识组织的档案领域词表构建与应用，从而

提升电子档案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1  档案数据知识组织研究现状

档案数据知识组织研究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面向应用、面向服务、面向社会，以应用需求为导向，不

断升级技术体系，完善词表结构与内容，从而有效实现

档案的知识组织与精准服务。贾玲等[1]提出档案的知识

组织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档案知识源组织起来，通

过知识组织达到揭示档案知识资源内在联系，并开展

知识服务的目标；吕元智[2]对数字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数字档案资源知

识组织框架，建议加强档案资源管理领域的本体建设，

处理好档案知识元间的关联问题，设计科学合理的知

识关联获取模式；李建忠[3]提出档案信息资源知识组织

方法包括分类主题法、主题地图法、元数据方法等，强

调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方法是传统档案信息载体

知识组织方法的进一步深化，更符合档案信息资源自身

的特点和需要，更有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和研究；

段荣婷[4]以《中国档案主题词表》为例，阐述知识组织

与规范化控制的具体实现，以及推进主题词表、分类法

等知识组织系统的语义网络化应用。基于上述分析，建

议我国应尽快加强简单知识组织系统主题词表语义网

络化的研究与应用，从根本上实现一般性主题词表动

态修订、维护、管理的电子可视化与网络化，乃至语义

网络化的扩展应用。

国际上，在档案词表领域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是荷

兰和英国，荷兰视听档案公共叙词表[5]和英国档案叙词

表[6]已通过应用简单知识组织系统发布在语义网上，

极大地提高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文化遗产的标引与检索

利用效果。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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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档案领域词表构建

传统电子档案的知识组织主要基于《中国档案主题

词表》和《中国档案分类法》。其中，《中国档案主题词

表》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档案局组织建设的，《中国档

案分类法》于20世纪90年代由档案出版社出版。二者都

存在建设时间久，后期没有及时更新维护的问题。如果

采用人工审核方式为主、自动化方式为辅的方法对《中

国档案主题词表》和《中国档案分类法》进行更新而形

成新型的档案领域词表，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应用的

可行性。档案领域词表是在《中国档案主题词表》及其

他相关领域词表基础上，基于可开放的档案领域语料，

通过词表合并、新词发现、词间关系推荐、档案领域范

畴的更新维护、词表逻辑一致性检测方法构建而成。

2.1  词表合并

词表合并旨在保留多个词表中同时出现的词及词

间关系。合并操作需要先识别两个词表中词形相同的

词条，根据词条相关信息（可能包含关系、属性等）的

计算，给出词条全部合并的可信度，并进一步计算出两

个词表合并的可信度，供用户处理参考。对于所有合并

词条，都在界面上给出确认提示，经过加工者确认后，

确定保留的词表部分。

2.1.1  词条合并可信度计算

输入：两个词条W1和W2的相关信息S1和S2。
S1＝｛（P11，V11），（P12，V12）…（P1m，V1m）｝

S2＝｛（P21，V21），（P22，V22）…（P2n，V2n）｝
输出：两个词条的可信度值如公式（1）。

T（W1，W2）＝
｜S1∩S2｜
｜S1∪S2｜

（1）

T（W1，W2）＝                ＝    ＝0.67｜S1∩S2｜
｜S1∪S2｜

6
9

如“柱状晶”在有色金属（W1）、黑色金属（W2）词

表中均出现。假设其在有色金属词表中有以下相关信息。

定义（P11）：一种晶体形态（V11）。

属性-特点（P12）：偏析比等轴晶少（V12）。

属性-特点（P13）：结构致密（V13）。

属性 - 优点（ P 1 4）：有较好的各向异性性能

（V14）。

属性-特点（P15）：具有抗蠕变能力（V15）。

分类-CLC（P16）：材料（V16）。

分类-行业（P17）：材料（V17）。

关系-铸锭（P18）：层次（V18）。

则：

S1＝｛（定义，“一种晶体形态”），（特点，“偏析比

等轴晶少”），（特点，“结构致密”），（优点，“有较好的

各向异性性能”），（特点，“具有抗蠕变能力”），（CLC，

“材料”），（行业，“材料”），（铸锭，“层次”）｝

假设词“柱状晶”在黑色金属词表中有以下相关信息。

定义（P11）：一种晶体形态（V11）。

属性-特点（P12）：偏析比等轴晶少（V12）。

属性-特点（P13）：结构致密（V13）。

属性-优点（P14）：有较好的各向异性性能（V14）。

属性-特点（P15）：具有抗疲劳能力（V15）。

分类-CLC（P16）：材料（V16）。

分类-行业（P17）：材料（V17）。

则：

S2＝｛（定义，“一种晶体形态”），（特点，“偏析

比等轴晶少”），（特点，“结构致密”），（优点，“有较

好的各向异性性能”），（特点，“具有抗疲劳能力”），

（CLC，“材料”），（行业，“材料”）｝

S1∩S2＝｛（定义，“一种晶体形态”），（特点，“偏

析比等轴晶少”），（特点，“结构致密”），（优点，“有较

好的各向异性性能”），（CLC，“材料”），（行业，“材

料”）｝

故｜S1∩S2｜＝6

S1∪S2＝｛（定义，“一种晶体形态”），（特点，“偏

析比等轴晶少”），（特点，“结构致密”），（优点，“有

较好的各向异性性能”），（特点，“具有抗蠕变能力”），

（特点，“具有抗疲劳能力”），（CLC，“材料”），（行

业，“材料”），（铸锭，“层次”）｝

故｜S1∪S2｜＝9

两个词表中的词条“柱状晶”的合并可信度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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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词表合并可信度计算

假设两个词表分别为Thesaurus1和Thesaurus2，
二者有k对相同的词条，相应的相同词条的集合为W，

则这两个词表合并的可信度T定义为公式（2）。

（3）HL（t）＝－∑ p（x｜t）log p（x｜t）
x

HR（t）＝－∑ p（y｜t）log p（y｜t）
y

（4）

MI（t）＝log                        ＝log（       ）p（x）p（y）
p（t）

nanb

Nnt
（5）

p（y）＝ N
ny （8）

p（x）＝N
nx （7）

p（t）＝N
nt （6）

（9）

其中，p（x｜t）表示字符x是候选词t的左邻接字符

的概率，p（y｜t）表示字符y是候选词t的右邻接字符的

概率。

（3）互信息。互信息是新词发现中常用的统计量。

假设对于候选词语“联合全宗”（词t），如果想确定

“联合”（词x）和“全宗”（词y）这两个字符在语料中

的紧密程度，可按照公式（5）进行计算。

（2）

这里，即两个词表合并的可信度为所有相同的词

条的合并可信度的和除以相同的词条数目。

2.2  新词发现

采用基于启发式规则的、多测度融合的新词发现

方法，通过线性加权，将词频、左右邻接熵、互信息结

合进行判断，根据一定规则组合的候选词串是否可作

为相应词表的新词，最终由领域专家审核。

（1）词频。针对语料库中的所有候选词串，通过

统计计算其频次，频次低于一定阈值的词串作为候选

词串[7]。

（2）左右邻接熵。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邻接熵被

研究者广泛用来判定一个词串是否能构成一个合乎语

法规则的词。通过信息熵来评测一个候选词与其左右

邻接字符合并的可能性。

假设针对词串t，用字符x和字符y表示t的左邻接字

符和右邻接字符，则本文采用以下公式来计算t的左邻

接熵HL（t）和右邻接熵HR（t）。

频率形式来估计概率。

值越大代表两者间的相关性越高，两个字符串连

接后形成新词的可能性越高。通常可采用简单归一化

其中，nt，nx，ny分别表示t、x、y字符在语料中出现

的频次，N是集合中所有长度满足阈值（本项目设定为

6）的候选字符串总数。

根据上述指标发现的候选新词，采用成词阈值筛

选方法来确定最终的新词。具体方法如下。

由于用户提供的语料没有标注，因此采用无监督

学习方法，即对词频、左邻接熵、右邻接熵和互信息4个
统计量均设定一个阈值，如果一个候选字符串满足这4
个阈值，就会被判定为一个新词。

wordset＝｛t│Freq（t）＞a1∧MI（t）＞a2∧

                 HL（t）＞a3∧HR（t）＞a4｝

其中，a1、a2、a3、a4分别表示词频、互信息、左邻

接熵、右邻接熵的阈值。

基于以上计算方式，选用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导入

语料库，将达到一定阈值的词作为候选新词供专家审

核，审核成功后列入词表。

2.3  词间关系推荐

在进行词间关系构建时，一方面根据汉语的组词特

性，基于组词成分分析方法辅助构建词间等级、等同关

系；另一方面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构建词间相关关系。

（1）等级关系。基于字面相似度算法，根据后方一

致性原则进行词的入族处理并进行上下位类的划分，即

根据字面相似度的结果，如果两个词包含相同的词素，

且相同的词素位于词的后方，那么包含字数少的词作为

包含字数多的词的上位词；反之，作为下位词处理[8]。

（2）等同关系。通过词汇间的前方一致、后方一

致及两边一致3种途径进行字面匹配，识别同义词[9]。

（3）相关关系。针对给定的语料库和词库，根据

word2vec工具，将词进行向量化，根据两个词间的动词

向量均值或加权值等与系统中已有的关系进行对比，计

算给定的词条与词库中的词条可能存在的关系。

张昱  于薇 档案领域词表自动化辅助构建及知识组织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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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档案领域范畴的更新维护

针对范畴表的更新，本文主要采用人工为主、机器

为辅的更新方式。首先，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制订一级、

二级类目；然后以不涉密的语料为基础，通过关键词

查询到的文献覆盖度、主题挖掘方法确定三级及以下

类目；最后，请领域专家进行审核，形成最终档案领域

范畴表。主题挖掘主要基于LDA模型[10]，首先对文本

语料进行分词、去停用词处理，然后调用主题模型（如

LDA）挖掘主题，通过多种知识工程方法对LDA挖掘

的主题补充标签。

2.5  词表逻辑一致性检测

对半自动化形成的档案领域词表进行逻辑错误检

测，可能出现的逻辑错误有：词间出现空格、全角等；

族首词不能有属项；非正式主题词不可有属、分、代、

参；一个词只能在其用代属分参项出现一次；词族中下

位词的属、分不可跨层；代项不可为用项；两个词间如

果具有上下位关系，不能再有参照关系；属分链中不能

有非正式叙词；参项中不能有非正式叙词。通过设置程

序可自动完成这部分内容的检测，借鉴论文[11-12]中提到

的基于图的检查方法，实现相应的一致性检查，发现错

误并及时纠正。

3  档案领域词表的知识组织应用

在档案领域词表构建的基础上，本文从实际应用

角度对档案知识组织体系的构建、可开展的知识服务

形式等角度设计如图1所示的整体系统架构。

图1  整体系统架构

针对传统的纸质档案数据，首先采用图像扫描及

OCR识别技术进行电子化，然后通过自动校错和人工审

核的方式处理电子化的档案数据，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

更新后的《档案领域词表》支撑下，通过自动标引、文本

分类、主题图和文本聚类等技术构建档案专业知识库，从

而在档案专业知识库的基础上提供多种知识服务方式。

3.1  数据资源组织和检索

利用已构建完成的领域词表对电子档案数据资源

进行标引，并基于标引结果提供基本检索服务。知识组

织服务主要是知识资源的主题标引。主题标引以特定的

领域词表为来源，精选代表性词汇进行标注，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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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注词汇代替资源进行简化计算。知识检索主要利

用领域词表对用户的检索需求进行明确交互、对检索

结果进行扩检和缩检，以及分类展示或聚类展示等。

3.2  知识导航

知识导航是利用已有领域词表的分类体系或上位

概念对知识服务提供的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资源，

以及百科、图片等片段化条目知识进行组织，并在知识

服务中按照分类体系进行树形关联导引，帮助用户逐步

定位到所需资源和知识。

3.3  智能检索服务

（1）针对知识问答提供知识的精准匹配。将重要

问答知识与查询词条一一对应，针对查询内容给出标准

的问答结果。

（2）针对深度搜索提供检索结果的筛选与重新组

织。基于通用检索策略得到的检索结果，利用已有领域

词表对查询结果进行再次甄别，识别出不符合检索领

域的结果，使检索结果更加精准，以便进一步用于情报

分析。

（3）针对知识地图提供领域知识概貌。利用领域

词表的主要层次结构，提供对领域知识概览的支持；利

用网状结构，提供对领域知识脉络展示的支持。

（4）针对科技评价提供评价对象，界定评价范

围。提供主要体现档案资料中关键事件、人物、机构的

评价对象，便于确定科技评价中趋势分析等处理的对

象范围，做好科技评价工作。

（5）针对热点发现提供概念关联支撑。提供词汇

间的关联，使得表现不同的词汇间能够通过概念层面

建立联系，可以进一步提高热点分析的准确度。

4  结论

本文深度探讨档案领域词表的自动化辅助构建方

法、相应的知识服务架构、关键技术及可能的知识服务

形式。构建的电子档案领域词表具有复用性和扩展性，

可用于不同层次的电子档案数据挖掘的建设，基于领

域词表提供电子档案的智能化分析、个性化服务将大幅

提高公众获取档案的效率和能力，充分发挥电子档案的

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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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pplication of Archives The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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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sauri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vocabulary, unable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issues of knowledge service, 
from the angl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vocabulary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building are studied, on this basis, the archives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service form, the proposed archive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extensibility, the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intelligent analysis, personalized servi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rchives service and the ability, more effective play to the social value of electronic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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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247元。两卷均

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