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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网的可拓领域信息元库的构建方法

陶星，李卫华，汪中飞
（广东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为了解决某个领域的矛盾问题，须构建领域信息元库以提高计算机语义理解能力。 结合知网的表达知识的

形式化特点，提出了对基元进行改造，增强语义互操作性的方法。 在知网 ２０００ 版中，以教育领域为案例，提取出教育

领域的概念及其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与更新，构造可拓学的教育领域基础库。 在实验过程中采用关系型数据库

实现了信息元的存储，表明了可以提高语义互操作能力，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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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拓学是由中国学者于 １９８３ 年提出的一门原

创性横断学科，它以形式化的模型，探讨事物拓展的

可能性以及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并用于解决矛

盾问题［１］。 所谓矛盾问题，是指在现有条件下无法

实现人们要达到的目标的问题。 要解决某个领域的

矛盾问题，使计算机自动生成可拓策略，必须有该领

域的知识库做为支持。 这是可拓策略生成系统亟需

解决的一个关键且基础的问题［２］。

文献［３］提出“可拓信息－知识－智能形式化体

系结构”这一构想，指出研究以物元、事元和关系元

为基本元的信息表示体系，以建立信息元库。
知网（ＨｏｗＮｅｔ）是一套知识描述规范体系，一个

通用的常识知识库，描述了世间万物所有的概念、概
念的属性及属性之间的关系［４］。 但是知网并不能

解决矛盾问题。 以知网的知识资源为基础，借助可

拓学基元表达体系，将有望让其计算机自动生成

（或人机结合引导生成 ）解决矛盾问题的策略。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知网来建立领域可拓信息元

库的方法，并以教育领域为研究案例，探讨改进后的



基元如何表达可拓知识和解决语义二义性问题，是
未来解决某一领域的矛盾问题的基础研究。

１　 可拓信息元库

在“可拓信息－知识－智能形式化”体系［３］ 研究

中提出了该体系的主要功能模块：信息元库、知识表

示库、可拓策略库。 为了实现该体系，信息元库的建

立是首要工作。
信息元库集成了领域的基础知识，是支持策略

生成系统的基础库。 由于信息元库容量庞大，且其

中涉及领域繁杂，又有非结构化组织，对于许多的复

杂情况根本不存在查询结果，必要时，仍需要查询整

个信息元库，查询效率极低。 本文将分别建立信息

物元、信息事元、信息关系元模型，并将其存储在信

息元库中，每次查询时先在信息元库中查询；若不能

得出查询结果，再进行可拓变换，这样可提高查询

效率。

２　 知网的理论概述

２．１　 知网的知识网络体系

知网是一个以英、汉双语所代表的概念以及概

念的特征为基础，以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

所具有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常识知识

库［４］。 知网知识库中的概念是通过义原与义原之

间的关系来描述的。
知网所描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上下位关系、

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对义关系、部件—整体关系、属
性—宿主关系、材料—成品关系、施事 ／经验者 ／关系

主体—事件关系、受事 ／内容 ／领属物、属性关系、实
体—值关系、事件—角色关系、相关关系。 这些关系

形成了一个网状的知识系统，进而使计算机对其可

进行操作。
２．２　 知网知识库描述语言

知网知识库描述语言是一种面向计算机的结构

化描述语言［５］。 为了实现计算这一设计目标，知网

的创立者进行了 ２ 个工作：１）将概念分解为义原，
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分类体系；２）将义原通过各种关

系的组织表达一个概念。 因为知网中的每个义原都

表示一个唯一的特定的意义，这样就能解决自然语

言处理的语义的歧义性问题。
在知网知识库描述语言（ＫＤＭＬ）２０００ 版中，通

过一些特定的符号来描述义原之间的关系的。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ＫＤＭＬ 符号及其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ＫＤＭＬ

符号 属性关系

＄ “受事 ／内容 ／领属物等—事件”关系

∗ “施事 ／经验者 ／关系主体—事件、工具—事件”关系

％ “部件—整体”关系

＠ “场所—事件、时间—事件”关系

＆ “属性—宿主”关系

？ “材料—成品”关系

＃ 相关关系

＾ 表示不存在的关系

　 　 例如：
Ｗ＿Ｃ ＝ 大学生

Ｇ＿Ｃ ＝ Ｎ
Ｅ＿Ｃ ＝
Ｗ＿Ｅ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Ｅ ＝ Ｎ
Ｅ＿Ｅ ＝
ＤＥＦ ＝ ｈｕｍａｎ ｜ 人，∗ｓｔｕｄｙ ｜ 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大学生是 Ｎ 范畴。 是“人”
类别的一员，是施行“学”行为的，属于教育领域类

概念。

３　 基于知网的信息元的构造方法

知网的哲学思想：世界上一切事物（物质的，精
神的或事情）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不停地运动

和变化。 它们通常是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

态，并通常由其属性值的改变来体现［２］。 这一思想

与可拓学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初步的研究显

示，将可拓学与知网这 ２ 个中国原创的理论和应用

工具相结合，研究解决矛盾问题的策略生成问题，可
为策略生成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由于知网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语义的通识知识

库，可以借助知网中义原及其语义关系的表达方式，
对信息元的结构进行重新构造。
３．１　 信息物元的构造

信息物元，是指具体对象、其特征和量值构成的

有序三元组，而知网中的义原均为概念，并非具体的

对象，所以，对信息物元并不需要基于知网进行重新

改造，仍然使用可拓学中对于物元的定义。 例如：

Ｍ ＝
学生 Ａ， ｎａｍｅ， 张三

ｓｅｘ， １８
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ｃｅ， 广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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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信息关系元的构造

信息关系元主要描述的是信息物元和信息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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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知网的描述，可以知道知网在

描述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上，已经有完备且有效

的关系，只是知网不具备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 基

于此，本文提出信息关系元模型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信息关系元的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关系名 关系含义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继承或上下位关系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组成 ／整体与部分关系

ｈａ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某个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属性关系

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概念实例和概念关系

　 　 在此信息关系元结构中，定义了 ４ 种关系属性。
１）ｉｓＫｉｎｄＯｆ，即具有继承关系或者上下位的信息元，
譬如：“笔－钢笔”、“白－雪白”等；２）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表示具

有整体与部分关系或者包含关系的信息元，又可细

分为组合和聚合，譬如：“中国－上海”、“森林－树”
等；３）ｈａ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表示与该具有属性关系的信息

元；４）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表示概念及其概念实例关系。
譬如：“学校”的上位属性是“场所”，其属性有很多：
名称、地点、级别等。 “学校”又可分为：“小学”、“中
学”、“高中”、“大学”、“研究院”等。 通过这样的关

系定义，希望其不仅可以支持基本的可拓变换：置换

变换、增（减）变换、扩（缩）变换、分解变换和复制变

换，并能具有一定的智能，帮助对矛盾问题的理解。
本文规定，每种信息关系元，都有某些固定的特

征，譬如：关系前项（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关系后项（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ｔ），其余特征需根据知网中的知识表达，进行相

应的改造。 详细的改造方法如下。
基于知网中的关系符，本文分别进行如下处理。
１）空符号

在知网中，空符号义原主要存在于概念词典中，
一般有 ３ 种含义。

在知网中，实体、事件、属性 ／属性值、数量 ／数量

值定义的第 １ 项均为空符号义原，用来表示其主要

特征。 对于实体和事件概念来说，该第 １ 项表示上

下位关系。 在信息物元中，将定义为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属性。
例如：

ＮＯ． ＝ ０１８８５４
Ｗ＿Ｃ ＝ 大学

ＤＥＦ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ｄｅＰｌａｃｅ ｜ 场所，＠ ｔｅａｃｈ ｜ 教，
＠ ｓｔｕｄｙ ｜ 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其对应的信息关系元为

Ｒ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大学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场所

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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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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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属性和数量的概念，因为其含有的“＆”关
系，可不对第 １ 义原进行处理，将在之后的“＆”关系

的处理中详细介绍。
２） “＆”关系

在知网中，“＆”表示“属性－宿主”关系。 对此

类概念，不提取第 １ 义原，改为提取该概念和第 ２ 义

原之间为上下位关系。 因为第 ２ 义原描述了具体的

数量 ／属性类，可以更加准确地对概念的语义范围进

行界定。 例如：
ＮＯ． ＝ ０６０４２１
Ｗ＿Ｃ ＝ 模式

ＤＥＦ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 属性，ｐａｔｔｅｒｎ ｜ 样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物质

按照上述转换规则，可以得到上下位信息关系

元（ｉｓＫｉｎｄＯｆ）：“模式”－“样式”，其对应的信息关系

元为

Ｒ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模式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样式

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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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示的意义为：“模式”是属于物质的样式

类别。
３）“％”关系

在知网中，“％”表示“整体－部分”关系，与属

性 ／数量关系类似，不再提取第 １ 义原作为其上下位

关系，而是直接提取“％”关系作为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属性。
例如：

ＮＯ． ＝ ０６８２２８
Ｗ＿Ｃ ＝ 琴键

ＤＥＦ ＝ ｐａｒｔ ｜ 部件，％ＭｕｓｉｃＴｏｏｌ ｜ 乐器

从中，可以提取 ２ 个信息关系元，上下文关系元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琴键”－“部件”、整体部分信息关系元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琴键” －“乐器”。 其对应的信息关系

元为

Ｒ１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琴键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部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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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 ＝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琴键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乐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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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等关系

在知网中，对于这些关系的提取，都可以直接进

行，不再赘述。
３．３　 信息事元的构造

对于信息事元的改造，一方面要保证其语义的

完整性，另一方面，更要规定其模型，针对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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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事件模型不一样。 对于某一领域内的知识，
应该进行分类，并建立相应的事件模式。 譬如：“报
考”这一事件一定有考生（ ａ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和学校（ ｒｅ⁃
ｃｅｉ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的参与，所以在建立这类事元时，施动

对象（ ａ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和接受对象（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特

征是固定的必不可少的。
知网 ２０００ 中使用到约 ７０ 个动态角色是指概念

在实际的语言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如施事、受事、
经验者、时间、处所等［６］。 有了这些动态角色的注

释，通过形式化的表示，计算机就能更好地理解其

含义。
本文针对信息事元的构造，采用的方法为：提取

第 １ 义原为信息事元的上位属性，提取动态角色为

信息事元的第 ２ 属性。 譬如“报考”这一事元，在知

网中对其的定义为：
ＮＯ． ＝ ００３７０１
Ｗ＿Ｃ ＝ 报考

Ｇ＿Ｅ ＝ Ｖ
Ｅ＿Ｅ ＝
ＤＥＦ ＝ ｒｅｑｕｅｓｔ ｜ 要求，ＲｅｓｕｌｔＥｖｅｎｔ ＝ ｅｘａｍ ｜ 考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其对应的信息事元为

Ａ ＝

报考，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要求

ａ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考生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学校

ｒｅｓｕｌｔＥｖｅｎ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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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动态角色的义原，例如：
ＮＯ． ＝ ０２６７３０
Ｗ＿Ｃ ＝ 放学

Ｇ＿Ｅ ＝ Ｖ
Ｅ＿Ｅ ＝
ＤＥＦ ＝ ｆｉｎｉｓｈ ｜ 完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直接取第 １ 义原为该事元的上位属性，即

Ａ ＝

放学，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完毕

ａ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学生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学校

︙ ︙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３．４　 信息复合元的构造

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复杂事件的描述，需要使用

复合元。 复合元包括多种形式，包括：物元和事元的

复合，物元和关系元的复合等。
前面已经详细讨论了信息物元、信息关系元和

信息事元的构造，那么至于信息复合元的构成，即它

们的复合，唯一不同的是在信息关系元与其他信息

元的复合中，信息关系元将做为其他信息元的特征。
例如：“张三要报考广东工业大学”这一事件，可以

建立如下信息复合元：

Ａ ＝

报考， 上位关系， Ｒ１

ＲｅｓｕｌｔＥｖｅｎｔ， 考试

ａｃ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Ｍ１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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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报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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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 ＝

考生，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ｎａｍｅ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ｅｘ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ｃｅ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ｃｏｒｅ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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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２ ＝

学校，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场所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ＩＤ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ａｒｔＳｃｏｒｅ，
ｈａｓＡｔｒ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ｙｅａｒ
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Ｍ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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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 ＝

考生， ｎａｍｅ， 张三

ｓｅｘ， 男

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ｃｅ， 广东

ｓｃｏｒｅ， ５６７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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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４ ＝

广东工业大学， ｓｃｈｏｏｌＩＤ， １１９１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广东广州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５６０
ａｒｔＳｃｏｒｅ， ５７９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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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 ＝ １，即表示理科；ｓｕｂｊｅｃｔ ＝ ２，表示文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 ０， 表示国家重点 “ ９８５” 院校， ｃｏｌ⁃
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 １，表示国家重点“２１１”或者一本院校，二
本院校、三本院校等其他类院校，以此类推。

综上，分别确定了信息物元、信息关系元、信息

事元和信息复合元的结构，并举例说明该结构是可

以反映一个无语义二义性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具有

表达可拓知识并支持可拓变换的能力。

４　 案例分析———可拓教育领域信息元
库的建立方法

　 　 在之前文献的研究中，利用可拓学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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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个矛盾问题，譬如：租房可拓策略生成系统、自
助游可拓策略生成系统［７］，而并未涉及到某个领域

的矛盾问题的求解。 也有文献讨论了基于本可拓模

型的复合元［８］，基于可拓模型的本体进化研究［９］，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本文以教育领域

为案例，说明如何用改进语义能力的信息元解决领

域矛盾问题。 譬如，高考填报志愿，理想中的学校分

熟线和自己高考分数存在矛盾；学习中，学习能力方

法和预期成绩存在矛盾等。 为此，建立一个教育领

域的概念体系是研究的关键基础步骤。
４．１　 教育领域概念结构

教育概念体系反映了教育体系概念和及其属

性［１０］。 本文总体上将教育客体分为 ３ 类：自然类教

育客体，如学科，专业等；社会类教育客体，如学校的

各类管理组织机构、教学设备等；精神类教育客体，
如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等［１１］。 教育领域的概念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教育领域概念体系

Ｆｉｇ．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４．２　 教育领域信息元的构建

以高考填报志愿为例说明可拓领域信息元库的

建立方法。 实践证明，多年来，考生在报考时的关注

重点在于：高校名称、高校地点、高校声誉、专业设

置、学科排名、分数线、招生人数和就业前景几个方

面［１０］。 这种由于咨询用户自身对高考填报志愿咨

询领域语义信息理解一致的惯性及咨询目标十分明

确的特点，大大降低了专家的参与度，在确定类、属
性和关系的处理上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本文采

用自底向上建模方法，先行确定核心概念和关系，保
障语义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在知网知识库 ２０００ 中，分别查询“学校”、“专
业”、“指标”等义原。 发现：

ＮＯ． ＝ ０１８８５４
Ｗ＿Ｃ ＝ 大学

ＤＥＦ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ｌａｃｅ ｜ 场所，＠ ｔｅａｃｈ ｜ 教，
＠ ｓｔｕｄｙ ｜ 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ＮＯ． ＝ １１１３２１
Ｗ＿Ｃ ＝ 专业

ＤＥＦ ＝ ａｆｆａｉｒｓ ｜ 事务，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教育

ＮＯ． ＝ １０８７７０
Ｗ＿Ｃ ＝ 指标

ＤＥＦ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数量，ａｍｏｕｎｔ ｜ 多少，
＆ｒｅｓｕｌｔ ｜ 结果

建立对应的信息复合元为

　 　 Ｍ１ ＝ 大学，　 上位关系，　 Ｒ１[ ]

　 　 Ｒ１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大学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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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２ ＝ 专业 　 上位关系，　 Ｒ２[ ]

　 　 Ｒ２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专业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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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３ ＝ 招生指标，　 上位关系，　 Ｒ３[ ]

　 　 Ｒ３ ＝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招生指标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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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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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再具体到某一个事件的表述：“张三要报考广

东工业大学”这一事件，可以建立语义关系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报考事件的语义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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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清楚直观的表示后，可以方便计算机理解

并处理此语义关系，即可清晰的表达出具有清晰的

语义互操作性的信息元。
４．３　 实验结果

应用前面所讨论的理论知识，考虑到关系型数

据库具有查询、插入、修改和删除操作的简洁性，从
执行效率和成本角度考虑，本文使用关系型数据库

建立教育领域的概念体系［１１］。 本文使用的是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 关系型数据库。

知网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且具有语义

可操作性。 所以，将知网 ２０００ 知识库存入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１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 数 据 库 中， 数 据 库 名 为：
Ｅｘｔｅｎｉｃｓ＿ＨｏｗＮｅｔ，并提取其中关于“教育”的所有词

汇，共 ６０６ 条记录，建立表：Ｅｄｕ＿ＨｏｗＮｅｔ。 再按照

Ｇ＿Ｃ属性值的不同，分别建立 Ｅｄｕ ＿ ＨｏｗＮｅｔ ＿ Ｎ，
Ｅｄｕ＿ＨｏｗＮｅｔ＿Ｖ，Ｅｄｕ＿ＨｏｗＮｅｔ ＿ＡＤＪ ３ 张表，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信息元表结构

Ｆｉｇ．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如何才能证明计算机是否能理解我们的语义关

系呢？ 本文主要通过基元语义相似度算法来判断。
如果算法的输入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判定

该领域信息元库具有语义互操作性。
在可拓信息－知识－策略形式化体系研究过程

中，一个待求解问题最初可能是用自然语言表达的

信息，如果自然语言存在二义性，计算机无法识别，
就无法对该问题建立正确的可拓模型，更无法进一

步处理。 假设一个考生想要报考华师，但是在知识

库中并没有“华师”这个基元，所以，利用文献［１２］
的词汇相关度算法，找出所有与其相关的词语。

首先，建立“华师”信息物元，

Ｍ ＝
学校， 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场所

ｈ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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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信息元库中查询相应信息物元信息，发

现并未存放“华师”这一信息物元的具体信息。 通

过与知识库中的基元比较，得出结果如下：

Ｍ１ ＝

华中师范大学，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 １０５１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湖北武汉

ａｒｔＳｃｏｒｅ， ５３３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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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２ ＝

华南师范大学，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 １０５７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广东广州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５６０
ａｒｔＳｃｏｒｅ， ５７９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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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 ＝

华东师范大学，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 １０２６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ｖｅｌ，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上海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４２３
ａｒｔＳｃｏｒｅ， ４４４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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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查询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查询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ｑｕｅｒｙ

于是，可以将计算结果：“华中师范大学”，“华
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推送给用户。 再通

过与用户的交互与反馈，确定哪所“华师”，从而消

除语义模糊，以达到理解用户意图的目的。

５　 结束语

本文基于知网这个通用的语义知识库，借助知

网义原表达方式，解决概念语义二义性问题并提出

了一种建立可拓领域信息元库的创建方法，并以教

育领域的高考信息咨询问题为例，用计算机实现了

该建库方法，验证了该方法可行性，得到了可接受的

结论。 这个基础工作的完成对今后可拓策略生成系

统解决教育领域矛盾问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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