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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科技档案异构数据的高效整合与检索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信息的集成平台和知识环境。信息集成中XML是

广泛应用的数据交换语言接口，数据仓库在信息集成中有强大的功能，．NET在分布式应用中表现出优势。平台异构的科技

档案信息整合技术，能够较好地运用于数字档案文献的标题或摘要的信息标引，实现质量更高的科技档案主题概念检索。最

后，介绍了笔者开发的一个NET框架信息检索实验系统。

关键词i数据整合；信息检索；MicrosoR．NET；科技档案；异构数据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D01：10．3772／j．issn．1674—1544．2009．05．008

1 引 言

科技档案异构数据的整合是数字档案馆建设

的关键。数字档案馆建设是进行档案自动化管理、

实现档案资源共享的重要内容，目前国际上对数

字档案馆的研究和建设已有很大发展，一些档案

馆和技术部门正在加快进行数字档案馆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已经开始研究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与建设工作尚处于起

步阶段。对整合的档案数据进行检索，是实现档案

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利用档案资源的关键工作环

节。档案著录过程中实行自动标引是提高档案著

录质量、提高档案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利用基于

词首最长匹配的词典分词法，并结合基于段句分

割符表及停用词表的切分标记分词法，即“正向扫

描+最大匹配+最小推进”的中文分词，对数字档

案文献的标题或摘要进行自动标引，进行检索研

究，是提高检准率、检全率和充分利用档案资源的

关键。因此，运用当前先进的Web信息技术和开发

平台，对异构档案数据的整合与检索技术进行研

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2 异构数据集成方法及其

信息整合技术

数据集成的核心是从数据源抽取信息，按照

需求和数据模式转换成公共的数据格式，加载到

数据仓库中并提供给目标程序使用。但数据转换

过程中还必须实现对数据的转移，因此数据集成

是将许多不同的功能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系

统⋯。当前的几种主流异构数据集成架构为：(1)

基于传统数据仓库的集成架构；(2)虚拟数据整合

系统；(3)联邦数据库系统(FDBS)。目前联邦数据

库系统的实现方法有数据库转换法和模式转换的

方法f2_61。根据模式转换器功能的不同，模式转换

的方法可以分成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映射，其

中多对一映射是一种逻辑上异构、物理上同构的

集成系统，所有操作都在核一b库上进行，其他方法

是要转化为对系统中某一局部数据库的操作，所

作者简介：王兰成(1962一 )，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数据库与信息处理。

收稿日期：2009年7月14日。

一3手一
万方数据



理论研究·科技档案异构数据整合及其检索的研究

以模式转换的方法不会产生完整性和安全性方面

的问题。

2．1 XML与信息集成

由于XML具有扩展性好、数据表达能力强以

及具有自描述性、设备和平台无关的特点，已经在

信息转换和集成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数据集成

中的核心问题是信息描述的标准化，主要解决信

息可理解性的问题，包括人和机器对信息的理

解。更重要的是机器对信息的识别，并能根据数据

进行自动处理。因而XML可以充当数据交换的中

间语言。

在科技档案信息集成中对XML的支持可分

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集成支持用SQL直接访问

XML文件中的数据，其机制是动态地将XML的层

次型结构映像为一张或多张关系型的表来实现，

数据的层次关系转化为虚拟表之间的主外键关

系，这样对本地或远程XML的访问就转化为对虚

拟表的访问，在应用XML作为标准信息接口规范

的同时，大大简化了访问的复杂性；二是信息集成

可以提供一组用于生成XML的函数，直接将数据

库中的内容动态地转换为XlqL格式的输出，并在

此基础上提供了XML元素分类及排序等功能。

XML技术和信息集成技术的结合能够更有效地发

挥XML的价值，满足不同层面的集成需求。

2．2 数据仓库与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建立数据仓库的基本要求。从数

据仓库的建立过程来看，由于数据仓库是面向主

题的，所以首先应该根据具体的主题进行建模，然

后根据数据模型和需要从多个数据源加载数据。

由于不同的数据源的数据结构可能不同，因而在

加载数据之前要进行数据清洗和数据集成，使得

加载的数据统一到需要的数据模型下。

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数据仓

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要求涉及数据的时效

性和可扩展性，其目的在于使用户在需要时可以

得到当前的、远程的或非结构化的数据。传统的不

断将新的数据源数据加载到数据仓库的方法成本

很高，而且有些数据由于用法、大小或格式不适合

于数据仓库或用户查询，因而不能或不需要保存

在数据仓库中。通过信息集成对数据仓库进行扩

展是数据仓库技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档

案信息集成的最终目的是屏蔽数据源的复杂性，

为用户提供单一的数据视图，而数据源可以分布

在不同的地方，存储语义、格式不同，访问方法也

不相同。用户通过SQL或XML、标准网络服务等对

数据进行访问。目前，IBM DB2、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等主流数据库管理系统都支持数据

仓库。

2．3 Web Services新兴分布式应用技术

Web Services技术是一项新兴的Web应用技

术，是建立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

台。当把应用扩展到广域网时，传统的DCOM模型

就不能完全满足分布式应用的要求，一是DCOM

在进行网间数据传递一般采用Socket套接字，要

求开放特定的端口，这就给有防火墙的网络带来

安全隐患；二是DCOM进行远程对象调用使用的

协议是远程过程调用RPC，这使得基于DCOM的

构件无法与其他组件模型的构件进行相互调用，

比如CORBA使用的是IIOP协议，J2EE使用的是

远程方法RMI。新出现的Web Services技术的特点

是跨平台调用和接口可机器识别，使用简单对象

访问协议SOAP作为服务调用协议。SOAP是在

XML基础上定义的，完全继承了XML的开放性和

描述可扩展性；使用基于TCP／IP的应用层协议

(如HrITP，SMTP等)，可以很好地解决穿越防火墙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各种组件模型都可以将数据

包装成SOAP，通过SOAP进行相互调用13】。SOAP

可以消除组件平台之间的差异。因此，Web Services

是目前较好的一种分布式应用的层问交换技术。

实现科技档案异构数据集成的方案较多，一些

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公共图书馆异

构检索与用户统一管理平台171、异构数据库信息资

源整合系统的实现Is-w]、Web数字文献统一检索系

统flll、数字资源整合的模式与解决方案等¨2】。考察

上述的技术水平和主流平台，可以认为XML是目

前得到广泛应用的数据交换语言接口，数据仓库在

信息的组织和信息提供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NET

在分布式应用中表现出优异的特性。

2．4 平台异构的科技档案信息整合技术

现有的数据整合系统在解决数据异构性问题

时，大多是从其数据库系统异构性出发(例如SQL

SERVER的数据转换服务)，并没有考虑到平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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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而现实情况中很多档案馆的数据库服务器

可能并非都基于Windows平台，而且在数据库结

构方面，由于档案管理缺乏标准化的协议，各办公

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源和数据结构都与归档系统不

一致。这样在进行异构数据整合的时候，我们就必

须重点考虑其平台的异构等特性。

本文利用．NET Framework平台实现异构数据

库转换模型，该模型的中间层(逻辑层)的具体实

现依赖于若干．NET Framework提供的相对独立的

类，这些类并不依赖于所在的操作系统，它们在应

用逻辑和功能上通过相互的协作来实现更为复杂

的应用逻辑和功能，直至实现整个应用系统。同时

设计了一个数据转换模块，功能是将每个数据源

各自的数据接口转换到统一的接口，并协调数据

整合的过程，来满足系统应用的跨平台性和可扩

展性。

3 基于知识环境的信息自动标引

与检索技术

科技档案信息的自动标引研究目前已有词典

标引法、切分标引法、单汉字标引法、词句分析及神

经网络模型理解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有利弊。真

正在各领域通用、能够保证标引质量的自动标引系

统还没有实现。如果将基于词首最长匹配的词典分

词法的研究，结合基于段句分割符表及停用词表的

切分标记分词法，即“正向扫描+最大匹配+最小

推进”的方法，运用于档案文献的标题或摘要的自

动标引，则能改进由于缺少知识环境而使目前的信

息整合检索系统满足不了用户需求的状况。

3．1 领域知识环境及切分词表设计

切分标志词表分为段句分割符表和停用词表

的设计，其中段句分割符表存有各种标点符号，用

来分割句子和段落。停用词表包括句子切分符号，

例如《、》、(、)、一等，还有停用字(词)，如“的、了、

是、在、通知、命令、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停用词

表有两个字段unuse(停用词)和wzdw(文种、单位

词标记)。对已切分的摘要句子正向扫描，遇到停

用词表中的词剔除。经停用词表处理后标题被分

为n块，分别存放在sourcej，soHrce-2，⋯，sourcej

中。

一38一

主表设计是基于档案领域的电子主题词表，并

对该词表的各关系项进行了合理安排。主表结构为

4个字段：主题词(T)、范畴号(N)、用词(Y)、指针

(P)，其它语义参照词(C、D、S、F、Z)和注释项在主表

关系表中保留，并在主表的P字段中指向关系表中

相应的记录；Y表示正式主题词，匹配成功后，查看

该词Y字段，若不为空则用其替换该词再登记截词

结果。另外，N皆应记录在截词结果中。对主表的访

问是通过建立的索引表进行的，以提高检索速度。

当系统提交需定位的汉字时，先将该汉字的国标码

利用一定算法进行处理，得到在索引表中的地址；

再访问索引表，根据索引表指针到主表中以该汉字

开头的记录集合中；最后执行匹配操作。

3．2 词首最大匹配最小推进标引方法

对已经初步分好的各块sourcel—source．n进

向正向扫描，与主题词表进行最大匹配。指针移位

按照“最小推进原则”，然后继续按这种方法处理

后续文字，输出分词结果。词首最大匹配最小推进

分词算法(图1)。

对各source正向扫描，进行最大匹配。最大匹

圈1 正向最大匹配及最小推进的中文信息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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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是汉语截词常用方法，准确性相对较高，但完全

依据最长的词来截词，会使标引结果忽略了主题

概念组配的情况。因此，补充了“最小推进”的原

则，即当在词表中按最大匹配的原则匹配到长度

为max的词后，在以P一>word为首字几条记录中

找到最小匹配的词，并按最小匹配词的长度移动

指针P。若没有最小匹配的词或max的长度为2，

则指针P向右移一位。如，在题名为《建设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的决定》中，“建设部”、

“关于”、“的”、“决定”被停用词表剔除。经分词处

理，“进一步加强”无法匹配则被剔除。当旷word
指向“产”时，最大匹配得到“产品质量”，而主表中

有“产品”一词，所以P指向“质”，最大匹配后得到

“质量管理”，而在主表中有“质量”一词，P再指向

“管”，得到“管理”。分词结果是产品质量、质量管

理、管理。若分词结果为0，则被视为不理想的结

果。对各source块从后向前进行二次扫描，并在开

头和结尾的段落中进行词匹配。若source中某词

在段落中出现，则赋予此词一个权值。处理完毕后

将5个以内权值最高的词作为参考结果。

目前，我们在自动标引技术中引入了“首字匹

配”的概念，即先将主题词的第一个字符与要标引

的文本进行对照，过滤掉无用信息，在保留信息中

再进行二次匹配，以提高检索速度。但中文自动标

引一直是难点，该方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接入应

用系统还需要继续完善。

4 一个．NET框架的

信息检索实验系统

运用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开发了一个档案

信息自动检索系统1131。其功能包括：(1)数据处理，

有数据导入和数据加工两个子功能。数据导入是

将Visual Foxpro数据库、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Excel电子表格等分布式异构档案数据导入到Mi—

crosoft Sqlserver数据库中，再通过源文档与目标文

档的字段映射来实现的；数据加工是对在档案数

据库中的主题数据项内容进行自动标引，再通过

档案主题词表扫描匹配档案题名抽词入库来实现

的。(2)信息查询，有简单查询、组合查询和主题查

询3个子功能。简单查询提供档案依MARC标准

的目录信息必选项的单项检索；组合查询提供各

单项档案信息的“与”检索；主题查询提供基于档

案主题词表的主题词人口信息检索，及其上位检

索、下位检索和同位检索。(3)系统维护，对系统的

维护性进行设置，包括对登陆用户的账号和密码

的修改。修改登陆口令是对具体操作员所能进行

的数据处理权限进行设置，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4)其他的系统帮助功能。

系统是建立在．NET框架上的网络应用集成

系统。微软．NET平台为连接计算机、设备和服务

群组，提供更广泛更丰富的解决方案，系统本身可

以作为一种服务，并能够集成在高度分布式的应

用服务框架中。系统采用ASP．NET技术，在开发

中大量用到．NET平台的类库、数据访问和内存管

理，使用Visual Basic作为CODE BEHIND，安全性

和效率更好。

系统开发环境为：(1)硬件环境服务器。CPU

主频PentiumⅢ1G，内存256MB，硬盘20GB，网卡

10M／lOOM；客户端CPU主频赛扬900MHz，内存

256MB，硬盘10GB。(2)软件环境。Windows NT或

Windows2000 Server版网络操作系统，．NET框架；

数据库管理系统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软件工

具Visual Studio 7．0。系统开发在保证多个模块同

步性上采用了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6．0，开发

期间建立临时服务主机，数据库存储过程存于其

上，确保了系统接口和样式的统一。

主要数据库表的设计：(1)档案信息表Marc：

DH(档号，如J009一01—00226—0048)，TM(题名，

如关于设在上海市的外资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

机构税收优惠问题的批复)，ZRSM(文号，如沪价

涉(90)第257号)，ZLDWXCSJ(著录时间)，ZTI'M

(主题词A，如银行)，JLLY(责任者，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z1ZN(主题词B，如文物出境)，ZTC

(主题词)。(2)主题词表ZT：ZTZN(主题词)，C1(参

考词1，用于同位词查询)，c2(参考词2)，c3(参考

词3)，s1(上位词1，用于上位词查询)，Fl(下位词

1，用于下位词查询)，F2(下位词2)，F3(下位词

3)，F4(下位词4)，F5(下位词5)。(3)用户密码

UserTable：usemame(用户名，存储用户名，如ad—

rain)，password(用户密码)。

为实现对异构档案数据的整合，与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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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检索工作流程

的自动标引和主题词查询的需要，该软件可实现

基于异构档案数据的整合，档案基本信息的单项

查询和组合查询，基于主题词和参考词(下位词、

上位词)的查询，以及对档案标题信息的自动标引

和手动标引。在自动标引技术中引入了“首字匹

配”的概念，即先将主题词的第一个字符与要标引

的文本进行对照，过滤掉无用信息，在保留信息中

再进行二次匹配，以提高检索速度。基于档案主题

词表，能够实现质量更高的主题概念检索，并用正

向扫描最大匹配的方法实现档案主题的信息自动

标引(图2)。

系统工作流程显示用户首先通过检索界面输

入关键词，业务层通过主题词表对关键词进行查

询分析，并转换为规范化的主题词，而后再根据主

题词表当中上位词、下位词和参考词字段在数据

表中进行扩展检索，输出后供用户选择相应的查

询结果。例如，用户输入“文档”一词，查询分析器

先在主题词表中查找该关键词，然后将该关键词

转换为标准主题词“档案”，再根据其下位词“电子

档案”、“科技档案”、参考词“资讯”来进行扩展检

索，得到多个结果集，用户可以选择输出。另外，在

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各种新词汇的不断出现，经

常导致用户输入的词汇无法在词表中检索到，这

就需要一个及时的用户反馈机制。针对这种现象，

系统中设计了一个自由词表，专门来存储用户输

入的新词汇，并进行词频统计，最后专家通过系统

将这些新词加入到主题词表当中或者直接上升为

主题词，保证了系统的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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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科技档案异构数据整合及其检索的研究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Technique Archives Information

and Retrieval Based on．NET Framework

Wang Lanche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hanghai Political College PLA，Shanghai 200433)

Abstract：The knowledge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retrieval must be studied for digital

archives．In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XML is extensively applied for the data exchange，the data warehouse

has strong fun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NET expresses advantage in the distributed system applica-

tion．Now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knowledge environment can’t already satisfy a higher request．The method

of positive scanner,the longest word match and the shortest word push has been realized

Keywords：data integration，information retrieval，Microsoft．NET，technique archives，isomer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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