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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的学位论文本体库构建研究∗

———以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专题研究学位论文为例

□卢章平　邵澍赟

　　摘要　针对高校图书馆学位论文数据库多数只提供面向文献特征、不能深入文献内容层面

揭示的问题,提出构建基于内容的学位论文本体库.以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专题研究学位论文

为例,设计包含学位论文基本信息、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和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的«大地三部曲»专题

学位论文本体库,对该本体库进行建模,以此为例,尝试在满足用户学位论文文献基本特征信息

查询的同时,提供具体内容特征的检索点和知识关联、知识发现信息.
关键词　文献检索　学位论文　本体　知识发现

分类号　G２５０．７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

１　引言

本体作为语义网的关键技术,在对资源的语义

关联、资源关系的定义表达、资源信息的聚合扩展等

方面有很大优势.我国学位论文的本体建设,目前

已有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的陆敏等人提出了一种基

于本体的医学学位论文检索系统[１],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的王莉也提出利用本体工具建模过程中

应该遵循的原则、步骤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２],然
而这些大都是以学位论文的外部文献特征作为构建

的主要内容,深入内容层面的学位论文本体库构建

尚未见报导.本文采用本体技术,以赛珍珠«大地三

部曲»专题研究学位论文为例进行探索,深入到内容

层面设计高校图书馆学位论文知识库,将文献外部

特征与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等内容特征放在一个整

体中描述,利用概念间的类、属性联系,实例的设置

与关联,构建既包含作者、题名等传统文献著录信

息,又覆盖文献研究具体对象、文献所属研究方向信

息的学位论文本体库.在用户使用模糊检索词时,
自动实现对检索内容的系统聚类,提供多元选择,可
以实现对系统数据库中同一研究方向文献全覆盖式

查询,同时掌握单一文章中未能全面涉及的研究对

象信息,便于用户自主完成深层次的知识拓展.希

望能为学位论文本体建设的深入拓展提供一点借鉴

与启发.

２　以«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为例的本体库

设计

以江苏大学图书馆国际赛珍珠文献资源中心

“赛珍珠研究学位论文库”作为文献来源,选择赛珍

珠«大地三部曲»研究硕、博学位论文文献,提出了一

个具体的专题学位论文本体库.将«大地三部曲»专
题学位论文本体库的构建分为三个部分:①学位论

文基本信息库;②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库;③学位论文

研究方向库.基本信息库主要方便用户了解学位论

文文献的外部特征,例如作者信息、学位信息等;研
究对象库主要针对文献内容,揭示学位论文研究的

主要对象«大地三部曲»书目信息;研究方向库则对

学位论文的具体研究方向信息进行了组织.

２．１　从现有的学位论文元数据方案到学位论文基

本信息本体

知识本体是元数据方案的立体化,有哪些元数

据元素决定着需要设计哪些类和属性[３].学位论文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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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设计需要参考现有的学位论文数据项,并且

掌握这些数据项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是CALIS高校学位

论文数据库元数据规范.CALIS 高校学位论文数

据库元数据规范是由 CALIS全国工程文献中心项

目管理组依照国家标准«书目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

(GB/T２９０１－９２)»及该标准推荐执行的«中国公共

交换格式(CCFC)»制定的,对数据格式进行了完整

详细的定义.共包含１４个必备元素,包括题名 (TiＧ
tle)、作者(Creator)、主题(Subject)、附注(DescripＧ
tion)、导师(Contributor)、日期(Date)、资源类型

(Type)、资源格式(Format)、资源标识(Identifier)、
语种(Language)、相关文献(Relation)、权限管理

(RightsManage)１２个各类资源通用核心元素和学

位(Degree)、馆藏信息(Location)２个学位论文个别

元素.
在实际的论文资源组织工作中,各高校主要应

用基于CALIS的学位论文提交系统来实现学位论

文数据库的建设.目前我国高校采用的论文提交系

统主要有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RS)、清
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TPI)、杭州麦达电子有

限公司(IDL)和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等研发的４
套系统.江苏大学图书馆使用的是方正 TASi论文

授权提交系统.该系统定义学位论文元数据信息项

包括姓名、学号、培养单位、学科、专业、入学年份、答
辩日期、授予学位、导师、论文题名、外文论文题名、
论文关键字、外文论文关键字、论文摘要、外文论文

摘要、论文总页码、参考文献总数、密级、中图分类

号等.
在设计本体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对已有本

体的复用,在已有本体难以表达具体领域的数据及

关系时,进行自定义,参考DC元数据标准及CALIS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元数据规范.结合方正 TASi
论文授权提交系统元数据信息项,本文定义了学位

论文基本信息本体的类及数据属性,表１为学位论

文元数据元素与学位论文基本信息本体中类和属性

的对应.
定义题名、作者、学位、导师、主题、日期、关联文

献、语种、资源标识、资源格式、馆藏信息类,根据«大
地三部曲»学位论文文献个性特征省略资源描述、资
源类型、权限管理项,同时去除冗余元素姓名汉语拼

音、导师姓名汉语拼音、导师号、查询号,并将 Email

统一为中文表达方式电子邮件地址.在主题类下再

划分子类关键词和摘要,日期类下设子类入学年份、
提交日期、答辩日期和可获得日期,资源格式类下划

分论文总页码、插入图表数子类,资源标识类下设中

图分类号、UDC分类号,馆藏信息类下划分馆藏号、
馆藏地点.

本体的属性包括表示概念内在属性的数据属性

和表示概念间关系的关系属性,本文定义关系属性

写作(Write)与被写作(be Writtenby),指导(DiＧ
rect)与被指导(beDirectedby),引用(Quote),获得

(Receive),时间(Time).如题名与作者通过写作与

被写作相关,作者与导师通过指导与被指导相关,题
名与关联文献通过引用相关,作者与学位通过获得

相关.其中写作与被写作,指导与被指导是互逆

属性.
表１　学位论文元数据与学位论文基本信息本体的对应关系

学位论文元数据 学位论文本体

元数据项 元数据元素 类 属性

题名

创作者信息

学位信息

中文题名

外文题名

姓名

姓名汉语拼音

学号

专业

培养单位

电话

EＧmail

级别

学位名称

学科名称

题名 Title

作者Creator

中文题名

外文题名

姓名

学号

专业

学校

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导师

主题

资源描述

导师姓名

导师姓名汉语拼音

导师单位

导师号

关键词

摘要

目录

成果目录

资助

附录

学位 Degree

学位名称

学科名称

学级

导师

Contributor

导师姓名

导师单位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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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资源类型

入学年份

答辩日期

提交日期

可获得日期

学位论文

主题Subject

日期 Date 公元纪年

资源格式

资源标识

语种

关联

论文总页码

参考文献总数

插图数

插表数

中图分类号

UDC分类号

查询号

记录语种

组成部分

版本关联

参照

被参照

关联文献

Relation

写作者

题目

来源

出版时间

语种Language
语种名称

语种代码

资源标识

Identifier

权限管理

馆藏信息

保密年限

访问权限

使用权限

馆藏号

资源格式

Format

馆藏信息

Location

　　单篇学位论文是一个集成的概念,用户在寻找

学位论文信息时不仅希望获取文献实体信息,更大

的需求是挖掘内容信息.由于原有的学位论文元数

据方案对资源内容层面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因此笔

者提出构建基于文献内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

向”本体,希望实现文献外部信息与内容信息的知识

关联,通过推理完成知识发现.研究对象为«大地三

部曲»书目内容,同时利用文献调查与内容分析,结
合专家咨询法等对研究方向进行了定义.

２．２　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本体设计

选取的学位论文文献的研究对象为«大地三部

曲»书目,«大地三部曲»是美国著名旅华作家赛珍珠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被瑞典皇家学院誉为

“对中国农村生活”具有“史诗般描述”的作品.小说

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

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向西方读者展示神秘而历史

悠久的中国文化,内容翔实,同时蕴含了大量历史

细节.
现有的开放性本体例如 DBpedia、freebase等大

多来源于国外,国内的大部分本体都参照国外相关

系统构建,可参考性不大,因此«大地三部曲»本体的

构建只能在相关研究启发下,利用骨架法[４]、评价

法、七步法[５]等本体构建方法进行重新开发.在构

建过程中首先需要从学位论文文献中提取研究对象

的核心知识框架,了解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书目

的基本组织模式,利用抽象的类概念表现核心知识

对象,并通过数据属性和关系属性来描述其特征与

关联,梳理书目知识脉络,实现书目内容间的语义关

联,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内容.
«大地三部曲»相关学位论文文献中主要涉及对

书目中人物、事件、时间、地理等内容的研究.目前

相关的知识本体可参考的有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本体(RelationshipOntology)[６],事件本体(Event
Ontology)[７]、时间本体(TimeOntology)[８]、地理本

体(GeoNamesOntology)[９],还有描述个人信息和

其相关社会网络的 FOAF(FriendＧOfＧAＧFriend)[１０]

本体等,同时由于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为历史类

长篇小说,可参考历史领域相关本体.在这些本体

的基础上,结合学位论文文献中涉及的«大地三部

曲»书目内容知识的具体个性特征进行建模,首先定

义了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四个基本类.其中人物

类为主体类.人物类包含主要人物和涉及人物,其
中涉及人物子类作为主要人物类的补充类,指与主

要人物相关的人物集合.其次根据事件、地点、时间

与人物之间的关联与描述信息确定类的属性.以人

物类为主体类,添加人物的数据属性,包括姓名、性
别、身份、职业、籍贯等,为展示事件的概况,定义了

主题、概要的属性;由于小说文本表达方式的特点,
在时间的数据属性设置上包含公历民国纪年以及以

人物经历标记的人物纪年.同时定义关系属性相关

人物(RelatedCharacters)、发生时间(atTime)、发
生地(inPlace)、参与事件(Participatein)等,如人物

与事件通过参与事件相关,与时间通过出生年月、死
亡年月相关,事件与地点通过发生地相关.图１为

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本体的概念属性设置.
根据人物、事件等涉及的内容信息划分层次关

系,具体概念层次结构如图２所示.
«大地三部曲»系列包括«大地»«儿子»«分家»三

部,研究文献涉及家族三代人物形象,因此定义三级

子类第一代父辈、第二代子辈和第三代孙辈.根据

人物生平经历概括将事件类分为婚姻、事业、学业,
同时结合«大地三部曲»贯穿全系列的主题“土地”定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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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概念的属性

图２　«大地三部曲»本体概念模型

义该本体特有类土地;将时间类分为出生时间、死亡

时间、事件发生时间;文学作品的特性决定了地点与

事件之间的关联较为密切,设置子类事件涉及地点

便于实现与事件相关的地点信息的整合.

２．３　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本体设计

依据文献调查及内容分析的方法,对选择的学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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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方向本体概念层次

位论文文献进行知识分析和抽象,在相关领域专家

的帮助下进行了«大地三部曲»相关学位论文研究方

向本体的设计,对知识节点的确定是对学位论文文

献内容提取的过程,随着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多,研究

内容不断地更新和增加,可结合实际需要对概念层

次的划分进行修正与补充.目前初步确定人物形

象、传统文化、外来思想、救国思路、地理特征、同类

比较、艺术风格七大类.下划１８个子类,具体见图

３研究方向本体概念层次结构.
对于类的设置,人物形象特指«大地三部曲»中

涉及的一系列人物设定,具体涉及到中国形象和异

国形象.传统文化主要指涉及的中华传统民族特质

和风貌,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

涉及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由于目标书目中设定

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农业社会受到西方外来思想冲击

的时期,部分学位论文文献对一些新兴的外来思潮

进行了重点探究,因此设置外来思想类,具体涉及人

道主义、女性思想、爱情理想和宗教立场.救国思路

指分析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混乱的大变革时代下对救

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分为对待外来及对待传统两部

分.部分文献对«大地三部曲»书目中涉及的中国地

域特色和传统民俗进行了介绍,因此设置地理特征

类,具体涉及到地方风情和历史风俗.同类比较指

将«大地三部曲»书目与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或将美籍

旅华作家赛珍珠与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进行比

较研究.具体分为作品和作家两部分.艺术风格指

研究艺术创作呈现出的一种独特个性,具体涉及到

创作立场、叙述视角、叙述风格、情节结构.
其次,定义多个关系属性:描述(Describe),被

描述(beDescribedby),展示(Show),被展示(be
Showedby),冲突(Conflict),影响(Affect),被影响

(beAffectedby),比较(Compare),关联(Related).
(１)描述,逆属性为被描述,用于艺术风格与人

物形象、传统文化、救国思路、地理特征、外来思想

之间.
(２)展示,逆属性为被展示,用于人物形象与传

统文化、救国思路、外来思想之间.
(３)冲突,用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之间.
(４)影响,逆属性为被影响,用于传统文化与救

国思路、地理特征,外来思想与救国思路,人物形象

与地理特征之间.
(５)比较,用于同类比较与艺术风格、人物形象

之间.
(６)关联,表示两者间具有相关关系.

２．４　«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本体库建模

选择利用 Protégé本体构建工具尝试建模,将
学位论文基本信息本体、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大地三

部曲»本体、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本体三者进行知识关

联,得到基于内容的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研究学位

论文本体库模型(图４).定义“研究对象(Research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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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本体库模型

Object)”“研究方向(ResearchDirection)”属性,学
位论文基本信息与«大地三部曲»通过研究对象相关

联,与«大地三部曲»研究方向通过研究方向相关联,
«大地三部曲»与«大地三部曲»研究方向通过研究对

象相关联.通过这种模型可以将学位论文基本信息

及内容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一体化的组织与管理,
便于有效的知识发现.

３　本体实例化

实例是类的具体化,完整的本体是由类、属性和

实例共同构成的.每一个类都对应着很多不同种类

的实例,对实例的设计是构建本体库的一项重要内

容,实例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知识检索的效率.
文章从江苏大学“赛珍珠研究学位论文库”«大

地三部曲»研究硕、博学位论文文献中提取基础实例

元数据,将文本挖掘技术与人工修订相结合,围绕文

本的核心知识内容确立对应本体的实例属性及关

系.整理文本表达别称词表,使用自动标注技术完

成语义标注,实现对多篇文献中知识对象的提取,定
义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研究文献的特定识别规则,
自动抽取学位论文作者、学位、书目相关人物、事件、
时间、地点等信息.结合关系抽取技术提取相关语

句,发现关联事实,同时根据«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

论文本体库中类、数据及关系属性的设置制定关系

抽取规则 “n－v－n(名－动－名)”三元组,如“作
者－写作－题名”“人物－参与－事件”“事件－发生

－地点”等,并结合文本语句分析文本中显性和隐性

的语义关系,将其作为构建实例的基础.
利用机器自动处理可以减少人工构建的工作

量,节省了构建时间,同时帮助发现一些隐含知识.
但自然语言的复杂性限制了文本挖掘的准确度,因
此在本体库的构建过程中需要与人工修订相结合.
相关领域专家与研究人员在进行审核、筛选与知识

补充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１０２个题名与作者,２３
个人物,４９６个事件,８０１１个关联文献等规范化的实

例数据,添加至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研究学位论文

本体库.
由于涉及实例较多,篇幅有限,在此仅以其中的

«大地三部曲»专题硕士学位论文«‹大地三部曲›人
物组群与作品旨归研究»为例.设计学位论文基本

信息的实例:添加题名实例“«‹大地三部曲›人物组

群与作品旨归研究»”,作者实例“陈磊”,学位实例

“硕士学位”,导师实例“阮航”,关键词实例“赛珍珠;
«大地三部曲»;人物组群;启蒙”,入学年份实例

“２００４年”,提交日期实例“２００７年”等.设计学位论

文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的实例:添加内容相关人

物实例“王龙”“王虎”“王源”等,事件实例“美国留

学”“学校教书”等,地点实例“海滨城市”“老家祖屋”
等,时间实例“少年时期”等.设计学位论文研究方

向的实例:添加中国形象实例“家族世代”“知识分

子”“男性形象”“女性形象”“他者形象”“普通民众”
等,异国形象“宗教人员”“外国教师”“外国友朋”等.
并对具体实例的属性进行赋值,如学位论文基本信

息中作者“陈磊”实例:姓名“陈磊”,专业“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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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文学”,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学位论文研究

对象«大地三部曲»人物“王源”实例:姓名“王源”,性
别“男”,身份“王家第三代代表人物”,职业“教师”.

４　基于 Protégé的«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本

体库实现

Protégé软件是斯坦福大学基于Java语言开发

的本体编辑和知识获取软件,属于开放源代码软件,
是语 义 网 中 本 体 构 建 的 核 心 开 发 工 具.利 用

Protégé能有效完成对«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

本体库的形式化表达,同时实现知识检索的可视化,
建立知识导航图谱,通过例间关系网络实现知识的

推理与发现.

４．１　OWL描述语言

构建本体的语言是计算机可读的形式化语言,
现在 可 使 用 的 本 体 语 言 已 经 有 很 多,如 RDF、

DAML、KIF、Ontolingua等等,伴随语义网的发展,

OWL描述语言被广泛应用.OWL的编写形式是

XML,在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间兼容性较强.在

Protégé中实现了«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本体

库,可以获得本体库的 OWL文件,以下是 OWL文

件的片段:
＜Prefixname＝＂owl＂IRI＝＂http://www．w３．org/

２００２/０７/owl＃＂/＞
＜Prefixname＝＂rdf＂IRI＝＂http://www．w３．org/

１９９９/０２/２２－rdf－syntax－ns＃＂/＞
＜Prefixname＝＂xml＂IRI＝＂http://www．w３．org/

XML/１９９８/namespace＂/＞
＜Prefixname＝＂xsd＂IRI＝＂http://www．w３．org/

２００１/XMLSchema＃＂/＞
＜Prefixname＝＂rdfs＂IRI＝＂http://www．w３．org/

２０００/０１/rdf－schema＃＂/＞
＜Declaration＞
　＜ObjectPropertyIRI＝＂＃被描述＂/＞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NamedIndividualIRI＝＂＃«论赛珍珠笔下中西合璧

的男性形象»＂/＞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NamedIndividualIRI＝＂＃学校教书＂/＞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NamedIndividualIRI＝＂＃知识分子＂/＞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NamedIndividualIRI＝＂＃«大地上的寻根者»＂/＞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bjectPropertyIRI＝＂＃被影响＂/＞


４．２　可视化知识图谱

目前,Protégé软件常用的有 OWLViz和 OnＧ
toGraf两种可视化插件.与 OWLViz 相比,OnＧ
toGraf呈现效果更加的丰富,能够展示类之间的层

次关系,同时还能显示类的实例及实例的属性.两

者之间的关系用连线表示,不同颜色的连线代表的

关系不同,通过连线的颜色和数量可以判断例间关

系的复杂度.

OntoGraf插 件 可 实 现 检 索 功 能,本 文 使 用

Protégé５．０版本,检索条件包括:Contains(包含)、

StartWith(前词匹配)、EndWith(后词匹配)、Exact
Match(精确匹配)和 Regexp(正则表达式)[１１].根

据需求限制检索条件,在检索框里输入检索词,点击

“Search”进行检索,可以获取可视化知识图谱.以

下做部分举例说明.
(１)学位论文题名检索.检索学位论文题名可

以查阅到该学位论文的著录信息,同时可以了解该

文献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向等内容信息.
图５为学位论文«‹大地三部曲›人物组群与作

品旨归»实例检索 OntoGraf可视化图谱.由图可

见,通过对«大地三部曲»专题学位论文本体库的检

索,既可以查阅到该学位论文的著录信息,如作者陈

磊,学位文学硕士等,又可以了解内容信息,如论文

研究对象“王源”“王龙”、论文研究的具体方向“男性

形象”“知识分子”等.图中«‹大地三部曲›人物组群

与作品旨归»与事件“学校教书”“与爱琳恋爱”,时间

“少年时期”,地点“海滨城市”等是研究对象的关系,
与“他者形象”“家族世代”是研究方向的关系.而研

究方向“男性形象”的研究对象又与人物“王源”相
关,人物“王源”与人物“王虎”则存在父子关系.

(２)研究对象检索.检索单一研究对象可以查

询到与该对象相关的文献及针对该对象已有的研究

方向.
图６为研究对象«大地三部曲»人物“王源”实例

检索 OntoGraf可视化图谱.可以看到,人物“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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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大地三部曲›人物组群与作品旨归»检索可视化图谱

图６　研究对象人物“王源”检索可视化图谱

相关的研究学位论文文献有«论赛珍珠笔下中西合

璧的男性形象»«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等,涉及到的

研究方向有知识分子、男性形象等.同时“王源”相
关的事件有“美国留学”,相关的人物有“王虎”等.

(３)研究方向检索.检索某研究方向可以查询

到该方向的研究文献及该研究方向涉及到的具体研

究对象.
图７ 为研究方向 “知识分子”实例检索 OnＧ

toGraf可视化图谱.可以看到,研究方向“知识分

子”的研究对象有人物“王源”,该方向相关的研究学

位论文文献有«‹大地三部曲›人物组群与作品旨归»
«论赛珍珠笔下中西合璧的男性形象»等.

４．３　推理与知识发现

推理与知识发现是本体真正价值的体现.通过

推理可以实现信息的聚合,完成深层次的知识发现

和逻辑的验证.针对本体的推理,以 OWL等标准

的本体语言为基础,一些机构开发了 RACER、HerＧ
miT、Pellet、FaCT等推理机.推理机是实现知识推

理与发现的重要部件,是在计算机系统中完成推理

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的 Protégé５．０
中提供了基于 HermiT１．３．８．４１３ 推理机的推理

功能.
根据定义的本体逻辑关系进行相关概念间的推

理,结合知识发现需求,可以自主选择推理机的呈现

结果,获取想要的知识内容,通过DirectSuperclasses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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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研究方向“知识分子”检索可视化图谱

图８　研究方向“人物形象”推理界面

发现上级父类,Superclasses发现全部父类,Equivalent
Classes发现相同类,DirectSubclasses发现下级子类,

Subclasses发现全部子类,Instances发现类的实例等,
从而进一步定制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本节仅以学位

论文研究方向“人物形象”为例作相关说明.
图８为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人物形象”查询推理

界面.在Query查询页面对研究方向“人物形象”进
行查询,使用StartReasoner执行推理操作,可获取

推理结果.确定目标查询内容,在完成对“人物形

象”的知识推理后,可以发现,“人物形象”是从属于

«大地三部曲»研究方向的一个子类,同时,它包括下

级子类中国形象和异国形象.还可以发现学位论文

中针对该研究方向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实例男性形

象、家族世代、知识分子等.
在完成推理后,通过 OWLViz本体结构图可以

明确地显示概念之间的关联,使用推理机制实现对

本体逻辑性的验证.对比自定义与推理后的层次结

构模型,可以检验本体设计是否逻辑无误,从而达到

对本体的修正和完善.图９为推理机制下的学位论

文研究方向“人物形象”与中国形象、外来思想等在

«大地三部曲»研究方向本体中的关系结构.由图可

见,“人物形象”与«大地三部曲»研究方向,中国形

象、异国形象是逻辑上的从属关系,与外来思想、艺
术风格、地理特征、传统文化等是逻辑上的并列关

系,与自定义的层次结构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该本体

的设计是逻辑合理的.

５　结语

以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专题研究学位论文为

例,探索深入内容层面的学位论文本体库构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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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以往高校图书馆一般按照时间、作者等属性

提供知识服务所导致的信息资源之间属性关联与语

义关联缺失,内容揭示不够深入的问题,利用本体技

术建立知识导航图谱,图谱中的节点、连线等都具有

一定的属性含义,通过知识节点间的关联方便检索,
用户在使用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知识的获取

与选择,利用推理机制进行知识发现,结合自身特点

定制个性化的知识图谱,便捷地获取个性化的知识

服务,最终实现对馆藏学位论文资源的全面挖掘与

利用.

图９　研究方向“人物形象”相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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