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7卷第 4期

2 0 0 7年 7月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 47,No. 4

Jul. 2 0 0 7

电子信息工程、管理工程 文章编号: 1000-8608( 2007) 04-0598-07

收稿日期: 2005-11-05;　修回日期: 2007-06-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60674073)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九七三” )资助项目 ( 2006CB403405)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资助项目 ( 2006BAB14 B05) .

作者简介: 邢　军 ( 1972-) , 男 , 博士生 ; 韩　敏* ( 1959-) , 女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E-mai l: minh an@ d lut. ed u. cn.

领域本体信息源选取方法研究与实现

邢 　军 1, 2
,　韩 　敏* 1

,　周 开朋 1

( 1.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 辽宁 大连　 116024;

2.大连工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辽宁 大连　 116034 )

摘要: 构造领域本体所需的信息源选取方法的研究对解决本体的构造质量、构造效率等问

题 ,以及推广与发展领域本体有着重要意义 . 传统的信息源文档选取方法只考虑概念因素 ,

不能很好地解决该问题 . 因此 ,首先利用抽象方法分析了领域本体所需信息源具有的概念

性 、关系性和预测性等特点 . 然后 ,针对这些特点分别采用改进的 V SM方法、基于本体关系

距离的方法以及神经网络方法计算文档权值 . 最后 ,通过编写的软件 OnM ake r产生模拟数

据得到概念、关系和预测 3个权值 ,从而计算出每个文档权值 ,并使用与“湿地保护”相关的真

实文档验证该模型 ,达到了较好排序选取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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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人们对本体研究的不断深入 ,本体在互

操作、信息集成、知识工程、第二代 WWW等方

面
[1～ 3 ]
所起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

构造大量可实际应用的领域本体是一项紧迫而具

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 本体的构造从开发模式上分

为自顶向下、自底向上、中间出发等开发过程
[4 ]

.

构造方式有手工与 (半 )自动化构造两种方法
[5 ]

.

不论采取何种模式、方法都需要从大量的文档资

料中提取相关的知识来完成本体的构造 . 那么如

何判定哪些文档资料具有更多的知识量需重点阅

读 ,从而加快本体的构造速度呢?这是领域本体构

造的源头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法 ,将

直接影响本体的构造效率和质量 . 这个问题也可

归结为文档的排序选取问题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自 20世纪 80年代许多

学者提出了各种方法 . Lee等提出了应用向量空

间模式的方法
[ 6]

; Egghe等
[7 ]
在 V SM基础上提出

使用模糊集技术完成文档排序的相似度方法 . 这

两种方法比 Boolean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由

　　

于只考虑了术语在文档中的频率及含有术语文档

在整个文档中的百分率 ,而没有考虑术语在文档

中位置的信息 ,其精度不是很高 . 为此 , Park等 [8 ]

把术语出现的位置转换成信号信息 ,然后使用离

散余弦转换 ( DC T, discrete co sine t ransfo rm)方

法完成文档转化 ,精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 另外 ,

Danilow icz等 [9 ]提出基于 M arkov链的文档排序

方法 , Alema-M eza等
[10 ]
提出基于关系因素的方

法 ,以及罗三定等 [11 ]提出基于概念的文档评价模

型 ,都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上述传统方

法主要考虑关键字在文档中出现频率、出现位置

等因素 ,而构造本体所需信息源排序问题中本体

结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原因是如果把本

体作为一种树型结构 ,由于概念、关系在树型结构

中所处层次不同 ,其重要程度是不同的 ,传统方法

没有区分其重要程度 ,这必将影响其准确度 . 另

外 ,传统方法只是考虑文档索引与查询索引的相

似度 ,而忽略了文档特征值与所需文档信息的内

在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 ,一篇文档重要程度的确

定 ,与该文档是否含有构造本体所需的概念和关

　　



系直接相关 ,并且还应把含有概念和关系数量作

为排序的一个判定依据 . 只有在深入研究本体自

身特点和文档信息源特点的基础上 ,才能够更好

地解决上述问题 . 为此 ,本文采用抽象方法、改进

的 V SM方法、基于本体关系距离的方法以及神

经网络方法对文档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 .

1　领域本体所需信息源特点分析

从传统信息源的需求到构造本体所需信息源

的转换 ,使得一些传统经典算法必须经过适当的

改进才能适合现在的需要 . 这就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构造本体所需信息源具有什么特

点 ,以及本体知识在信息源中是如何分布的 ;第二

个问题是如何对原有算法进行改进 ,从而适合构

造本体的需要 . 首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本质上是本体信息的表述与分布问题 .

1. 1　本体信息的表述

本体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信息是和本体的定义

相关的 . Gomez-perez等 [12 ]在本体定义的基础上

归纳出用于描述本体的 5个基本建模元语:概念、

关系、函数、公理和实例等 . 本体构造过程就是从

信息源中提取上述 5个元语所表达的数据及规则

信息 . 由于本文只关心文档重要程度的判别 ,没

有涉及本体知识提取问题 ,为了简化问题把本体

信息的表述归纳为概念与关系两种形式 .

1. 2　信息源的概念性和关系性

本体的概念和关系信息在信息源中是如何分

布的呢?本文通过抽象化的方法来解决 . 所谓抽

象化就是对于一个问题以数学或形式化的方式加

以说明、表示 ,使其具有可解性、一般性 . 这里通

过问题求解的领域应用本体类型来讲述抽象过

程 . 对于一个问题的求解 ,大多可以分解为输入

条件、处理对象、输出结果等 3个部分 ,分别对应

集合 X、集合 Y、集合 Z ,称这种模型为输入输出需

求驱动模型 . 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可以把文档集 D

中的一个文档分解成 3个概念子文档和 6个关系

子文档 ,如图 1所示 ,也就是把单一文档中的概

念、关系分布问题 ,转化为对其子文档的处理 ,大

大简化了处理方法 . 为了便于问题的分析、理解

有如下定义:

定义 1　 概 念 子 文 档 ( CSD, concept

sub-document ) ,把一篇文档中的术语按照一个集

合中的元素进行映射而得到的文档 ,称为概念子

文档 . 如 c (X )、c (Y )、c (Z )分别为含有输入集合

X元素的文档、对象集合 Y元素的文档以及输出

集合 Z元素的文档 .

图 1　文档的分解与提取
Fig . 1　 Decomposition and ex tr action o f a docum ent

　　 定义 2　关 系 子 文 档 ( RSD, relation

sub-document ) ,对于给定的一篇文档可以完成一

个集合中的元素关系提取 ,也可以完成两个集合

元素之间关系的提取而组成的文档 ,称为关系子

文档 . 如 r (X )、r ( Y )、 r ( Z )为一个集合的关系子

文档 , r (X , Y )、 r ( X , Z )、r (Y , Z )为两个集合间的

关系子文档 .

定义 3　元素距离 d ,在关系子文档中 ,两个

有关系的元素出现在同一句子、同一个段落及同

一篇文章中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相关权值 ,分别

记为 d1 ,d2 , d3 ,并且 d1 > d2 > d3 .

定义 4　词的位置 p ,元素在文档中出现在标

题、句首和一般正文等不同位置 ,分别记为 p1 , p2 ,

p3 ,并且 p1 > p2 > p3.

通过上述对文档的分析可以得出 ,构造领域

本体的信息源只有包含构造本体所需的概念和关

系才是有效的 ,否则是无用的信息源 . 也就是说

这些文档必须具有概念性和关系性 . 另外 ,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在第 2章中提到的概念权值、关系

权值的计算实际上已转化成对概念子文档、关系

子文档权值的计算 .

1. 3　预测性
一般来说 ,信息源如果具备了概念性和关系

性特点就足够了 ,但在实际构造本体工作中 ,还存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本体构造过程可以描述

为在专家的参与下完成初集本体的建立 ;然后 ,从

给定的文档集 D中提取相关知识 ,得到最终的本

体 . 在初集本体存在的情况下 ,能否通过对文档

包含初集信息特征的分析 ,来预测文档所含新知

识的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同时也

是构造领域本体的信息源应该具有的另一个特点

—— 预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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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弄清楚什么是

新增知识 ;文档中包含新增知识产生的决定因素

是什么 ;以及这些因素与新增知识是否存在函数

关系 ,如果存在函数关系如何表示等 3个问题 .

1. 3. 1　新增知识的定义

定义 5　假设一个初集本体包括概念有 {x 1 ,

x 2 ,… ,xn } ,关系有 R1: x1→ x2 , R2: x 1→ x 3 ,… ,

Rn - 1: x 1→ xn . 对于终集本体有概念 { x1 ,x 2 ,… ,

xn , xn+ 1 ,… ,xn+ i } ,有关系 R1: x1→ x 2 ,R2: x 1→

x 3 ,… , Rn- 1: x 1→ xn ,Rn: x 1→ xn+ 1 ,… , Rn+ i- 1: x 1

→ xn+ i ,则称 xn+ 1 ,… , xn+ i为新增概念 , Rn+ 1: x 1→

xn ,… , Rn+ i- 1: x 1→ xn+ i 为新增关系 ,它们统称为

新增知识 .

1. 3. 2　文档中新增知识的决定因素　一个初集

本体是由专家确定的 ,如果把本体理解成树型结

构 ,那么初集本体的大部分概念处于树的上层节

点 ,而新增知识是初集本体树的扩展 ,处在树的下

层节点 . 这样 ,在初集本体概念和新增概念之间

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称这种关系是新增知识对

初集本体的依赖关系 . 正是存在这种依赖关系 ,

在一般情况下 ,一篇文档中包含初集本体的概念、

关系越多新增知识数量也越多 . 例如 ,有两篇与

湿地分类有关的文档 ,相对于同一个初集本体 ,一

篇含有 10个初集概念 ,包含了 6个新增概念 ;而

另一篇含有 5个初集概念 ,只有 2个新增概念 . 当

然 ,也会出现包含初集概念多 ,新增概念少和包含

初集概念少 ,新增概念多等特殊情况 . 但对绝大

多数文档还是符合包含初集本体的概念、关系越

多新增知识数量也越多这一规律的 . 作者在实际

的实验中 ,对概念、关系这两个决定因素进行了细

化 ,按照概念的位置、关系的距离以及子文档的划

分原则确定了 12个因素 ,分别是包含初集本体概

念数:词数 X、词数 Y、词数 Z;包含初集本体概念

位置的数值:位置 PX、位置 PY、位置 PZ ;包含初集

本体关系距离的数值:距离 DX、距离 DY、距离 DZ、

距离 X Y、距离 X Z、距离 Y Z等 .

1. 3. 3　 函数关系　 文档中新增概念和上述 12

个因素是否存在函数关系 ,如果存在是什么样的

函数关系 ,将在第 2章中具体讨论包括概念性、关

系性以及预测性的函数确定问题 .

综合上述几方面分析 ,得到构造领域本体所

需信息源的特点 .

( 1) 概念性:文档中具有概念数量、位置的信

息 .

( 2)关系性:文档包含关系的种类和数量 .

( 3) 预测性:对于待扩充的本体 ,一个文档最

重要的是所能够提供的新知识的多少 . 而不是包

含现有知识的多少 .

2　文档权值的确定

一个文档的重要级别的判定是由它的概念

性、关系性以及预测性决定的 . 这 3个特点权值

的确定是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 作者通过查阅

大量的相关资料 ,根据上述特点涉及的内容分别

采用不同的方法确定其权值 ,其中对于概念性采

用改进的 V SM方法 ;对于关系性采用本体关系

距离的方法 ;对于预测性采用神经网络的方法 .

然后 ,把这 3个权值作线性相加 ,最终得到文档的

权值 .

2. 1　概念权值

通过对文档的分解 ,可以得出文档概念权值

实际上就是计算概念子文档的权值 . 文献 [13]通

过大量的实验在近百种 V SM方法组合方式中 ,

得出最好的方式为 BD-ACI-BCA. 其表述为式

( 1)、 ( 2) ,从传统需求的角度来看选择该公式是比

较好的 ,但对于本文提出本体所需信息源却存在

不足 ,分析如下:

wd , t = 1+ lnf d , t ( 1)

W d = ( 1 - s ) + s  
W′d

avd∈ DW′d ( 2)

式中: wd , t为文档 d中术语 t的权值 ; f d , t 是术语 t

在文档 d中的频率 ; W d为文档 d的权值 ; s是斜率

(通常为 0. 7) ; W′d = ∑
t∈ T

d

w
2
d , t , Td是出现在文档

d中查询术语的集合 ,相当于出现在初集本体中

的元素集 ; avd∈ DW′d是文档集合中所有文档 W′d

值的平均数 . 从式 ( 1)、 ( 2)中不难看出它们只考

虑词频一个因素 ,而忽略了概念在文档中的位置

以及概念在初集本体中的位置这两个重要的因

素 ,从而造成概念权值计算的误差 . 为此 ,对式

( 1)中的参数作相应的改进 . 针对第一个因素 ,按

照定义 4确定相关系数为 p1+ p2+ p3 = 1,这里

取 p1、 p2、 p3系数分别为 0. 5、 0. 3、 0. 2;另一个影

响因素概念在初集本体中的位置 ,用符号T表示 ,

其取值范围为 0～ 1,按照线性划分 , 1到 10层对

应的系数为 1到 0. 1,每层相差 0. 1,大于 10层按

0. 05计算 . 于是得到式 ( 1)的改进公式:

wd , t = 1+ Tln(p1 f 1d , t + p2 f 2d , t + p3 f 3d , t ) ( 3)

式中: p1 f 1d , t表示文档 d中概念 t在标题出现的频

率 ; p2 f 2d , t、 p3 f 3d , t分别为在句首、一般正文中出现

的频率 . 把式 ( 3)代入式 ( 2)就得到文档 d的概念

权值 . 类似地 ,把上述过程应用到本文提出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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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子文档 c(X )、 c( Y )、 c( Z )中 ,它们的和为文档

的概念权值 ,如式 ( 4)所示 .

W
c
d = W c(X ) + W c(Y ) + Wc( Z ) ( 4)

式中: W
c
d为文档 d的概念权值 ; Wc( X )、W c(Y )、W c( Z )

分别为概念子文档 c (X )、c (Y )、c (Z )的概念权

值 .

为了克服传统的 V SM方法带来的不足 ,本

文采用经典 V SM方法和相关本体信息相结合的

方法来确定权值 ,包括概念的数量、概念在文档中

的位置、概念在初集本体中的位置等因素 ,大大提

高了文档权值的精度 .

2. 2　关系权值

关系权值确定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课题 . 文

献 [10]采用关系遍历的方法来确定 ,涉及的参数

多 ,缺乏普遍性 . 而本文通过计算关系子文档权

值来确定其权值 ,其主要思想是假设已知初集本

体中的关系 ,包括直接关系和经过推理得出的间

接关系 ,通过查找、计算一个文档中关系出现的位

置和频率来计算关系权值 . 这里只关心文档中两

个元素同时出现的情况 ,不考虑关系的名称 ,也就

是说只要两个元素同时出现就认为有关系 . 影响

权值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两个相关元素同时出

现的位置不同其权值也不同 ,按照定义 3,元素的

距离分为 d1、 d2、 d3 ,这里它们分别取 0. 6、 0. 3、 0.

1,且满足 d1+ d2+ d3 = 1;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关

系元素在本体中的位置 ,以及它们的层次差 . 类

似概念权值的计算方法 ,采用对数方法计算一种

关系在文档 d中的权值如式 ( 5) ,计算关系子文档

的关系权值如式 ( 6) .

wd ,r = 1+ Uln(d1 f 1d , r + d2 f 2d ,r + d3 f 3d, r ) ( 5)

W r = ∑
r∈ R

w
2
d, r ( 6)

式 ( 5)中 wd , r为关系 r在文档 d中的权值 ,U是关

系元素在本体中的位置系数 ,它的确定是该公式

的难点 ,实际上是相关度问题的研究 . 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有不同的方法 ,由于本文是以领域本体

为研究背景 ,文献 [14 ]给出的定义比较适合 ,其

定义如下 .

定义 6　概 念 A、B 之间的相关度记为

Rel ( A ,B ) ,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如果 A ,B两个概念直接相关 ,则 Rel ( A ,B )

= 1;

如果 A ,B两个概念通过 n个概念间接相关 ,

则 Rel ( A ,B ) =
1

n + 1;

如果 A, B 两个概念直接继承相关 , 则

Rel ( A ,B ) = 0. 75;

如果 A ,B 两个概念间接继承相关 , 则

Rel ( A ,B ) =
3

4(n + 1) .

另外 ,d1 f 1d ,r表示关系 r在文档 d中出现在同

一句中的频率 ,d2 f 2d ,r、 d3 f 3d ,r分别表示在同一段、

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 . 式 ( 6)中W r表示文档

d的关系权值 ,R为初集本体中包含的直接关系

和经过推论得到的间接关系 .

由于一个文档可以分解为 r (X )、r ( Y )、

r ( Z )、 r ( X ,Y )、r (X , Z )、 r (Y ,Z )等关系子文档 ,

可得出一个文档的关系权值如式 ( 7)所示:

W
r
d = Wr ( X ) + Wr ( Y ) + Wr ( Z ) + Wr ( X ,Y ) +

Wr ( X , Z ) + Wr ( Y , Z ) ( 7)

式中: Wr
d 为文档 d 的关系权值 ; Wr ( X )、Wr ( Y )、

Wr ( Z )、W r (X , Y )、Wr ( X , Z)、Wr (Y , Z ) 分别为关系子文档

r ( X )、 r ( Y )、 r (Z )、 r (X ,Y )、 r ( X , Z )、 r ( Y , Z )

的关系权值 .

2. 3　预测权值

根据第 1章的分析 ,得出领域本体信息源的

评测由 3个特点决定 ,其中预测性计算是本文的

一个重点 ,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 首先给出其基本

思想: 参照初集本体的概念、关系 ,对给定文档进

行分析 ,提取相关特征 ,找到这些特征与预测权值

的函数关系 . 从目前的分析中 ,可以得出这种关

系并不是精确的 ,很难用传统的线性函数表达 .

而在软计算方法中神经网络方法对该类问题有较

好的处理能力 .

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种神经网络模型 ,

这些网络模型都是针对某种特殊用途的 ,各有优

缺点 . BP( back propagation)网络是目前为止最

有影响的一种 ,它是在感知器中加入隐含层并且

使用广义W算法进行学习之后发展起来的 ,表现

为多层网络结构 ,相邻层之间为单向完全连接 .

由于 BP网络对输入输出节点的数量没有限制 ,很

多问题可以转化为用 BP网络能够解决的问题 ,如

模式识别、信号检测、自适应滤波、函数逼近以及

逻辑映射等 . 可以利用 BP网络的这一特点来逼

近原始数据与期望数值之间存在的关系 ,即通过

学习和训练来拟合文档特征与文档蕴涵知识量的

内在关系 . 具体步骤如下 .

( 1)输入特征值确定: 包括词数 X、词数 Y、词

数 Z、 位置 PX、位置 PY、位置 PZ、距离 DX、距离

DY、距离 DZ、距离 XY、距离 X Z、距离 YZ等 12个特

征 .

( 2)神经网络模型: BP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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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输出值确定: 由文档的新增概念和新增

关系的数量决定 .

文档预测权值 W
n
d可以通过输入文档特征值

在 BP算法中得到 . 针对 BP神经网络存在的收敛

速度慢问题 ,本文使用自适应学习和附加动量项

的方法 ;为了避免局部最小值的影响 ,采用多次随

机初始化网络权值的方法 ;对于隐层节点的确定

问题 ,本文采用 5倍率的交叉检验方法 . 上述方

法的采用 ,避免了 BP算法存在的缺点 ,达到了较

好的结果 ,其实验过程将在第 3章中给予介绍 .

2. 4　文档级别的判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文档的级别判定由

3个因素决定 ,分别是概念权值、关系权值和预测

权值 . 文档级别可通过两种方法得出: 一种直接

根据线性关系得出具体的文档权值 ,得到排列顺

序 ,如式 ( 8)所示 ;一种根据具体的要求确定文档

的级别为重要、一般、不重要等 3个级别 ,采用模

糊集方法判定级别 . 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

W
crn
d = aW

c
d + bW

r
d + cW

n
d ( 8)

式中: W
cr n
d 为文档 d的权值 ; W

c
d、W

r
d、W

n
d分别为概

念权值、关系权值和预测权值 ; a、b、 c为常数 ,并且

a + b+ c= 1.

以上给出了适用于构造领域本体所需信息源

的选取方法 ,当然该方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比

如:线性关系系数确定的科学性验证 ,以及文档级

别采用模糊集方法时隶属函数的确定 ,还需进行

深入的研究 . 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 ,预测权值的

考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 1　预测权值模型的产生

为了验证 BP算法是否可以反映输入特征与

预测值之间存在的隐含关系 ,本文使用 Java语

言 , 后台 使用 Oracle 数 据 库编 写了 软 件

OnMaker,它包括了如下功能:

( 1)初集本体的设定 ;

( 2)模拟文档的产生 ;

( 3)文档特征的产生 ;

( 4)训练样本的产生 ;

( 5)文档级别的确定 ;

( 6)神经网络模型的确定 ,学习训练 ;

( 7)真实文档测试 ,包括初集本体确定、导入

文档、文档特征产生、通过模型得到结果文档权

值 .

从大量相关“湿地保护”文档得出文档中集

合 X、集合 Y、集合 Z的元素分布规律呈正态分

布 . 按照正态分布规律由软件 OnMaker模拟产

生了 110组样本数据 (如表 1所示 ) ,利用 100组作

为训练样本 , 10组作为泛化样本 . 神经网络在训

练过程中 ,训练误差没有明显下降时停止网络参

数学习 ,多次随机试验表明网络学习迭代 500次

后就基本达到稳定 ,因此选择训练次数为 500次 .

为保证收敛速度 ,采用自适应学习率的方法 ,在学

习过程动态地调节其大小 ,以加快其学习速度 .

另外 ,为克服 BP网络的局部权值 ,本文采用多次

随机训练的方法来避免局部最小的影响 . 该 BP

网络输入节点 12个 ,对应着词数 X、词数 Y、词数

Z、位置 PX、位置 PY、位置 PZ、距离 DX、距离 DY、

距离 DZ、距离 X Y、距离 X Z、距离 YZ . 输出节点 1

个 ,对应着预测权值 . 训练结果如图 2所示:训练

误差为 0. 012 3,泛化误差为 0. 013 9. 从结果中发

现 ,通过该软件得到的文档初集本体特征与文档

预测值之间存在着隐含关系 ,文档的预测权值可

以经过 BP网络计算获得 .

表 1　由软件 OnM aker产生的 110组模拟数据
Tab. 1　 110 g roup o f simula ted data by so ftwa re OnM aker

文档 X Y Z PX PY PZ DX DY DZ X Y X Z YZ 输出

1 1. 58 2. 28 1. 65 0. 13 0. 17 0. 12 1. 14 1. 65 1. 14 7. 83 6. 21 7. 90 5. 00

2 2. 98 2. 67 6. 51 0. 20 0. 18 0. 52 1. 02 1. 49 0. 93 6. 48 5. 83 6. 82 4. 70

3 2. 81 0. 54 0. 54 0. 16 0. 06 0. 08 1. 91 2. 39 1. 79 11. 95　 9. 74 11. 95　 3. 30

4 0. 52 2. 69 0. 85 0. 06 0. 23 0. 18 0. 70 1. 02 0. 62 3. 87 3. 27 4. 33 5. 00

             

110 2. 37 8. 77 0. 53 0. 24 0. 55 0. 10 0. 94 1. 17 0. 88 6. 61 4. 85 6. 05 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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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由 BP算法得到的训练与泛化误差

Fig . 2　 The err or o f tr aining and genera lization by

BP

3. 2　“湿地保护”真实数据测试

OnMaker软件提供了用真实数据测试的功

能 ,利用上述训练好的 BP网络 ,输入与“湿地保

护”领域相关的 40个真实文档数据 ,产生了 40个

文档的预测权值 (见表 2) . OnMaker同时也计算

出了文档的概念权值、关系权值以及最终的文档

权值 ,分别对应表 2的第 2、 3、 5列 . 为了验证

OnMaker软件计算文档权值的正确性 ,由领域专

家对这 40个文档进行判定 ,主要根据文档包含初

级本体知识数量和专家认定增加知识的数量确

定 ,其结果如表 2第 6列 . 通过本方法与专家的判

定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出其对文档的排列顺序基本

一致 ,并且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拟合关系 . 由上

述分析可以得出 ,该方法对于计算机自动评测构

造本体所需信息源的重要程度是有效的 .

表 2　 OnMaker产生的文档值与专家判定的比较

Tab. 2　 Compa rison between exper t w eigh ts and

documents w eights g enerated by OnM aker

文档 概念权值 关系权值 预测权值 文档权值 专家判定

1 0. 230 0. 801 0. 018 0. 377 0. 327

2 0. 207 0. 852 0. 132 0. 370 0. 332

3 0. 626 2. 724 0. 084 1. 103 1. 089

4 0. 295 1. 106 0. 074 0. 485 0. 479

5 0. 268 1. 240 0. 086 0. 558 0. 498

6 0. 173 1. 281 0. 088 0. 534 0. 500

7 0. 460 2. 298 0. 125 0. 924 0. 864

8 0. 261 0. 707 0. 482 0. 331 0. 325

9 0. 275 0. 398 0. 169 0. 258 0. 215

      

40 0. 972 3. 185 0. 129 1. 504 1. 351

图 3是使用 OnMaker软件得到的最终“湿地

本体” . 其过程如下: 首先 , 领域专家通过

OnMaker输入初集本体 ,如图 3窗口左部 ,其中

“污染”这个概念有 3个子概念 . 然后 ,输入湿地

领域文档集 ,并由 OnMaker软件对文档集自动完

成排序 ,领域专家对级别较高的文档重点阅读 ,从

中提取相关概念和关系 . 最后 ,把提取的概念和

关系输入到 OnMaker软件中得到图 3窗口右部

最终“湿地本体” ,其中“污染”这个概念新增了 6

个概念 . 通过该方法 ,由计算机完成信息源选择 ,

大大提高了构造效率 .

图 3　 OnMaker湿地保护领域初集本体与

最终本体
Fig . 3　 Initial ontolog y and finished ontolog y in the

OnM aker o f we tland pro tec tion

4　结　语

构造领域本体所需信息源的研究是一个较新

的课题 . 本文通过对其特点的分析 ,提出了一个

领域本体所需信息源判定的方法 . 实验证明该方

法是有效的 ,该项技术的研究可以应用到下一代

WWW网搜索引擎中 ,同时也是领域本体自动构

造的关键技术 . 此外 ,本文还为该方法专门设计

了一个软件 OnM aker ,下一步工作将在该方法的

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把领域专家对知识的手工提

取转换为机器 (半 )自动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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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thod of information sources

selection for domain ontology building and its implementation

XING　Jun 1, 2 ,　HAN　Min* 1 ,　ZHOU　Kai -peng 1

( 1.School of Electr . and Inf . Eng . , Dalian Univ . of Technol . , Dalian 116024,China ;

2.School of Inf . Sci . and Eng . , Dalian Polytechnic Univ . , Dalian 116034, China )

Abstract: M ethod of informa tion source selection is im po rtant to bui ld domain ontolog y wi th reg ard

to improving the ontolo gy quali ty and efficiency, and develop the ontolog y. The classical methods

only take concepts into account , and fall sho rt o f so lv ing practical problem s w ell. Therefore, an

abstract m ethod ana lysis is firstly used to analy ze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info rmation sources, such as

conceptuali ty , relativi ty and predictabi li ty , and then considering these proper ties, three m ethods—

the improved vecto r space model ( V SM ) , onto logy relation distance and neural netw ork, are

int roduced to calculate these characteristics w eights, respectiv ely. Finally , the sim ula ted data is

g enerated by implem enting sof tw are OnMaker, and three w eigh ts of concept , rela tion and prediction

a re obtained, and in the following every docum ent weight is calcula ted. Com bined wi th a real

docum ent da ta set o f″Wetland Protection″, the model is tested and a good order ef fect on the

docum ent selection is at tained.

Key words: domain ontolog y; info rmation sources; ontolo g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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