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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化信息源的本体构建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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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能够在语义层和知识层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建模工具，本体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本体的构建和维护工作费时费力，本体的构建方法研究成为了实现语义 Ｗｅｂ应用的最重要技术。综述了
从不同的结构化信息源（数据库、ＸＭＬ文档以及Ｗｅｂ表格）构建本体的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与对比，并给出其
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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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是用来描述广泛范围内或某个领域内的概
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些概念和联系在共享的范围内

有着明确唯一的定义，达成一种共识，这样人机就可以进行交

流［１］。随着本体在人工智能、信息检索以及知识管理等研究

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扩展，人们对本体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近年

来，研究者们利用本体思想从不同角度对信息集合进行标引，

表示信息内容与知识组织体系之间的链接关系，可以将本体与

信息系统进行链接，从而使用户在使用信息的过程中更加便捷

地浏览和理解相关概念和资源，还可以利用本体中的语义关系

及推理规则集合进行推理，从而实现基于本体的智能分析和知

识组织，并通过智能分析来预测知识增长点。目前已经有很多

建成并在实践中应用的本体，这些本体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成功。

本体的应用建立在本体的构建基础上，优质的本体构建正

成为本体开发与应用的一个瓶颈。本体构建方法直接影响所

构建本体的质量及效率，规定本体在特定应用或特定环境中的

性能和适用性，影响本体能否在语义网中大规模应用。本体构

建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重

视和研究最适合的本体构建方法。由于本体工程到目前为止

仍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每一个工程拥有自己独立的方法。

结构化数据作为巨大的数据源，从结构化数据中提取知识是当

前本体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从基于结构化数据源本体自动构建方法论的角度出

发，总结分析了现有领域本体的构建技术与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展望了本体构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结构化信息源的本体创建方法综述

本体的质量贯穿从本体构建到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如何

选用合适的数据源及挖掘手段快速获取高质量本体是当前和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研究领域。从文本（包括Ｗｅｂ文本）数
据资源中抽取信息，需要进行词法分析和句法分析，目前该领

域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存在着自然语言固有的

模糊性，所以抽取本体的准确性不高。当前 Ｗｅｂ上最大的数
据资源是以结构化的形式展示的，基于结构化数据来源获取本

体的方法是一种能很好地解决低准确性弊端的方法。Ｗｅｂ上
的数据库、ＸＭＬ文档和表格数据源结构化程度有所不同，但都
是能以简便、快捷的方式构建高质量本体的数据源。以下分别

针对从三个数据源构建方法进行分类和归纳。

"


"

　基于数据库的领域本体学习方法

目前万维网上绝大多数数据仍然以关系数据库的方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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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约占７７．３％）［２］，实现关系数据库和本体之间数据的互操
作性可以通过构建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间映射的途径来解

决。从广义上将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本体学习问题分为两大类：

从关系数据库抽取本体；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间映射。

第一类方式又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基于逻辑数据模型

的抽取方法；基于概念模型的抽取方法；基于模式描述本体的

方法；基于辅助知识的方法。

基于逻辑数据模型的抽取方法将关系模型作为关系数据

库的逻辑模型，从中抽取本体。在关系模型中，用二维表表示

实体，用列表示实体属性，实体之间联系无法显式表示出来，而

是通过主键和外键的方式隐式表达的。为了抽取本体，需要从

关系模型中挖掘出这些隐含的语义关联，并发现表之间联系的

基数比约束和参与度约束，这是该方案的难点。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ｉｃ等
人［３］利用所定义的规则将关系模式转换为一个本体，通过数

据迁移过程将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转换为本体的实例。该方

法为了保持关系模型中的数据类型信息，将每个数据类型也转

换为本体中的一个概念。另外，Ａｓｔｒｏｖａ等人［４］将数据库定义

用ＳＱＬ表示出来（ＤＤＬ），将ＤＤＬ作为系统的输入，构建表映射
规则、列映射规则、数据类型映射规则、约束映射规则和行映射

规则。该方法同时指出需要对转换的质量进行评价，即考察是

否能够根据所生成的本体还原原来的数据库。

基于概念模型的抽取方法是将 ＥＲ模型转换为本体的方
法。由于关系模式一般是从 ＥＲ模型转换而来的，而在 ＥＲ模
型转换为关系模式时，一些语义信息会丢失，如类层次关系等。

所以通过将ＥＲ模型直接转换为ＯＷＬ本体能够获取更多的语
义信息。这种方式的输入是设计关系数据库时生成的 ＥＲ模
型或扩展的ＥＲ模型，然而ＥＲ模型往往是一种图形化表示，所
以很难被计算机所理解和操作。Ｃａｌｖａｎｅｓｅ等人［５］讨论了利用

描述逻辑来表示ＥＲ模型的方法，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 ＥＲ模
型转换为一种模型表达语言（如转换为 ＸＭＬ文档），然后再用
程序进行解析。

基于模式描述本体的方法引入一个用于描述数据库模式

信息的本体（以下称为模式描述本体）来描述关系模式［６］。该

方法中数据源的相关元数据可以利用这个本体中所提供的词

汇进行描述。这种方式只是利用模式描述本体中所定义的概

念术语对数据模式进行描述，即将数据库的模式信息（如表

名、列名等）作为模式描述本体的实例信息。该方式实质上是

自动化地将数据库模式信息转换为计算机可以操纵和识别的

本体表示语言。该方式转换算法简单，自动化程度高，但只注

重数据模式结构信息的转换，而对于模式中的约束信息一般不

能完全地转换到本体中。

基于辅助知识的方法为了获取更为丰富的语义信息，利用

一些辅助知识生成本体。除了基于模式的方法外，还可以利用

一些辅助知识来对要生成的本体进行优化。例如，针对数据库

中的实例数据信息进行学习，根据学习到的知识来辅助本体的

抽取；根据用户对数据库的查询日志［７］获取辅助知识等。通

过这些方法可以为进一步修改本体提供依据，使所生成的本体

更加符合用户的要求。实例数据的处理所需时间较长，但是能

够从数据库中挖掘出更加丰富的语义信息。前三种类型基本

上都是基于数据库模式的抽取方法，通过转换规则将其转换为

本体，没有考虑语义保持性。

第二类方式从数据库模式和本体间建立映射的目的出发，

又可以进行分类：基于模型转换途径的分类；基于映射所针对

的数量的分类；基于映射结果表达形式的分类。

目前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间模型转换的途径主要有两

种：把关系数据库模式转换为类似本体形式表达；把关系数据

库模式和本体分别转换到某种中间模型。有些研究工作［８，９］

采用了把关系数据库模式用本体的形式表达的转换途径。通

常这类工作首先通过一些转换规则，比如采用关系数据库逆向

工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的思想，自动或半
自动地把关系数据库模式表达为本体的形式（以 ＲＤＦＳ或
ＯＷＬ最为常见），然后再寻找转换本体和输入本体之间的映
射。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种模型转换途径上，即把关系

数据库模式和本体分别转换到某种统一的中间模型［１０，１１］。通

常这类工作首先定义一个表达能力适中的中间模型，比如有根

的有向无环图（ｒｏｏ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和ＷｅｂＰＤＤＬ中间
模型等，然后分别把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转换到中间模型。

对于关系数据库模式到中间模型的转换，可以增加某些语义信

息，比如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方法获取更多更复杂的关

系；而对于本体到中间模型的转换，则需要裁剪丢弃不兼容的

语义信息，比如把本体图模型转换为树型的连接公式。

从映射方法针对的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的数量上将映

射方法分为三种：两者皆为任意数目［１２］；两者数目都固定［１０］；

两者之一数目固定。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面向任意多个关

系数据库模式和一个已知本体之间的映射［１３］。通常此类方法

主要面向某些特殊领域的数据集成问题，在这些领域中存在被

普遍认同的通用本体，且这些通用本体覆盖了该领域中绝大多

数的概念知识，这时只需要考虑多个关系数据库模式到该通用

本体的映射问题。

目前关系数据库模式和本体间映射结果的表达形式有简

单对应关系的表示方式［９，１０，１２］和较复杂的包含语义信息的表

示方式［１１］。

除了可以从关系模型中获取本体外，还可以从面向对象模

型中获取本体。面向对象模型与本体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从

面向对象模型中获取本体的方法比较简单。另外，由于目前面

向对象数据库应用范围有限，所以这方面不是研究的重点。由

于篇幅有限，本文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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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本体学习方法

ＸＭＬ的文档结构可以嵌套任意复杂的句子，因此它适于
构成大型和复杂的文档。这不仅使用户可以指定一个定义了

文档中元素的词汇表，而且还可以指定元素之间的关系。ＤＴ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是ＸＭＬ文档的模式，
用来对ＸＭＬ文档的逻辑结构进行定义。ＸＭＬ文档的模式规
定了ＸＭＬ文档中的元素、属性、元素间以及元素和属性之间的
关系。可以将基于ＸＭＬ的本体学习方法分为两大类：从 ＸＭＬ
文档抽取本体；ＸＭＬ文档和已存在的本体间映射。

第一类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利用 ＸＭＬ文档模
式的转换方法；关注ＸＭＬ文档原始内容的转换方法。

利用ＸＭＬ文档模式的转换方法只关注 ＸＭＬ文档的模式
（ＤＴＤ或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一般忽略 ＸＭＬ文档中的许多原始信
息，即利用一些映射规则将其中的一些元素映射到本体。其中

的研究重点是映射规则的发现，现有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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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ａ）基于学习的方法，即利用一些自学习的手段自动获取映
射规则，如Ｋａｖａｌｅｃ等人［１４］重点研究了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自动

地得到映射规则；ｂ）基于预定义规则，即用户使用预定义的规
则，从ＸＭＬ文档的模式中提取语义信息生成相应的概念模式，
然后对这些概念模式进行语义集成得到本体。这类方法以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等人［１５］提出的为代表，即从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生成 ＯＷＬ
本体和将ＸＭＬ文档转换到ＲＤＦ图的方法。从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到
ＯＷＬ映射是基于预定义规则：从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复杂类型、模
型组定义和属性组定义生成 ＯＷＬ类；从复杂类型的元素生成
ＯＷＬ对象属性；从简单类型元素和属性生成ＯＷＬ数据类型属
性；从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约束性继承及扩展性继承生成类继承。
Ｔｈｕｙ等人［１６］的 ＤＴＤ２ＯＷＬ系统也是将 ＸＭＬ文档模式（ＸＭＬ
ＤＴＤ）自动映射到 ＯＷＬ领域知识和将 ＸＭＬ实例转换到 ＯＷＬ
个体的框架。该方法可以将 ＸＭＬ文档的所有元素转换成
ＯＷＬ，而且在ＸＭＬ模式的要素定义的基础上自动描述类和属
性。上述方法由于各种 ＸＭＬ文档的模式在语法上的差异，需
要使用不同的映射规则。为此，Ｖｏｌｚ等人［１７］提出将这些 ＸＭＬ
数据映射成一棵语法树，该语法树是一个四元组：非终结符集、

终结符集、开始符集、规则集；然后使用一些规则将这些非终结

符集和终结符集中的元素映射为本体中的概念和关系。通过

使用语法树，该方法克服了现有 ＸＭＬ文档的模式在语法上的
差别。但当把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映射成语法树时，该方法没有考虑
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完整性约束。

关注ＸＭＬ文档原始内容的转换方法的重点是解决提取
ＸＭＬ语义信息的问题。Ｍｅｌｎｉｋ［１８］只考虑了 ＸＭＬ文档本身不
考虑ＤＴＤ或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存在，它认为每个 ＸＭＬ文档都会
包含一个ＲＤＦ模型。该方法通过使用一个简化的语法形式来
检测ＸＭＬ实例中的语义信息，可以将 ＸＭＬ实例映射为 ＲＤＦ
文档。Ｘｕ等人［１９］提出了利用实体联系模型从ＸＭＬ文档中生
成ＯＷＬ本体的方法。该方法将 ＸＭＬ文档映射到实体联系模
型的ＸＴＲ（ＸＭＬｔ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映射方法和将实体联系模型映射
到ＯＷＬ本体的ＲＴ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映射方法。该方法
中利用表示关系数据库的特殊词汇描述ＯＷＬ本体。

第二类方式是进行ＸＭＬ／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和本体间映射的方
法。目前通过将ＸＭＬ文档与本体建立映射，为ＸＭＬ增加语义
或集成异构ＸＭＬ文档。Ｃｒｕｚ等人［２０］提出了利用本体作为媒

介集成异构ＸＭＬ数据源的方法。本体的集成处理包括模式转
换和本体集成两个阶段。该方法为将每个ＸＭＬ数据源做成局
部ＲＤＦ本体利用了 ＲＤＦＳ，从 ＸＭＬ转换到 ＲＤＦ的方法为：将
复杂类型元素转换到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将属性和简单类型元素转换
到ｒｄｆ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元素—部分元素关系利用 ｒｄｆｘ：ｃｏｎｔａｉｎ编码为
类—类关系。另外，Ａｎ等人［２１］在模式和本体之间的映射中，

利用了某种中间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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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0

表格的领域本体学习方法

表格是一种表达结构化信息强有力的手段，当前许多领域

信息都采用表格形式展现。因此能够简明清楚地表达出数据之

间的关系的、且不需自然语言分析的表格是能够构建高质量本

体的数据源。属于关系数据库的数据表格是其单元格按照关系

模式的严格规定布置的表格，它的结构一目了然。但网页上用

于向用户展现结构化信息的表格（以下称为Ｗｅｂ表格）是以非
结构化语言 ＨＴＭＬ编码的，因此对 Ｗｅｂ表格信息获取比较困

难。Ｗｅｂ表格是按照设计者的想法任意地布局，表格中的句法
和语义概念是相互混合的，以表格逻辑单元格的相对位置信息

来获得该内容，因而此类句法结构比自然语言更为复杂。

从Ｗｅｂ表格构建本体的过程大致分为表格信息抽取和本
体学习两个阶段。Ｗｅｂ表格信息抽取包括：Ｗｅｂ表格定位、
Ｗｅｂ表格结构识别、Ｗｅｂ表格内容识别等。

Ｗｅｂ表格定位是指从 Ｗｅｂ页内找到表格区域，并判断真
假表格。目前有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基于人工构造规则分类及

基于本体辅助分类三种方式的真假表格分类方法。Ｗａｎｇ等
人［２２］提出了 Ｗｅｂ表格定位时需考虑的三类特征，即布局特
征、内容类型特征和词组特征，并且给出了基于决策树和 ＳＶＭ
学习方法的真假表格分类算法。Ｊｕｎｇ等人［２３］提出了基于决策

树学习方法的独立于具体领域的表格定位方法。

Ｗｅｂ表格结构识别是指生成表格的逻辑结构模型，其包
括标题行和内容行识别、表格展开方式识别以及表头和表体识

别，如Ｐｉｖｋ等人［２４］比较表格行之间相似度和列之间相似度的

数值大小来确定表格的展开方式，依据匹配表格区域的内容模

式来识别属性—值区域并规整表格逻辑单元；Ｙｏｓｈｉｄａ等人［２５］

使用特定领域的词汇信息，通过期望最大化算法匹配预定义的

九种表格结构模型。

Ｗｅｂ表格内容识别是指对于其存放的内容进行识别并存
储到数据库中。在表格内容抽取中，目前可以使用的方法有：

基于规则的抽取、基于决策树的抽取以及基于本体的抽取。例

如，Ｃｕｉ［２６］通过表格中关系源属性到本体中目标属性的推理映
射实现内容整合；Ｃｈｅｎ等人［２７］利用Ｗｅｂ表格单元格的一些标
记规则对属性单元格进行内容规整，如 Ｒｏｗｓｐａｎ、Ｃｏｌｓｐａｎ属
性等。

Ｗｅｂ表格本体学习过程包括：利用已抽取的表格信息本
体元素生成、本体内部的映射发现和本体合并。这方面的代表

性工作是ＢＹＵ研究小组的ＴＡＮＧＯ系统［２８］，其基本过程包括：

理解Ｗｅｂ表格的结构和概念内容、发现概念内容间的相互约
束关系并生成小型本体、利用已构建的应用本体对小型本体进

行概念匹配来发现本体内部的映射、将小型本体合并到应用

本体。

&

　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方法的分析与对比

本体的构建是对概念本身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进

行形式化描述，多是面向特定领域。由于应用领域的不同，对

本体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出于对不同学科领域和具体

工程的不同考虑，领域本体构建的过程各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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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方法的分析

现行的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方法都不是经权威标准化

机构认证的方法，而是从具体的本体构建项目中总结获得的。

由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很难对以上提到的三种结构

化数据源本体创建方法进行定量的评价。上述的每个构建方

法对其他结构化信息源本体构建有着参考意义，但不能直接套

用，因此需要对结构化信息源的特点进行分析。

下面从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的角度对结构化数据源的

特点进行分析。

ａ）从数据源获取的难易程度来看　出于安全和保护商业
秘密等因素的考虑，网站后台的数据库中数据往往对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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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见的，Ｗｅｂ上很少提供现成的关系模型的模式和数据；
Ｗｅｂ上大多数信息以 ＨＴＭＬ文档的格式呈现，但 ＨＴＭＬ不能
描述结构化数据，目前Ｗｅｂ上大量使用ＸＭＬ文档描述结构化
数据，ＸＭＬ已成为当前因特网上信息交换的一种标准语言，因
此ＸＭＬ文档较为容易获取；大量的 ＨＴＭＬ文档中包含动态和
静态表格，其中动态表格是基于后台数据库生成并以 ＨＴＭＬ
形式展现的，包含了结构化数据，因此，Ｗｅｂ表格较容易获取。

ｂ）从是否包含模式信息来看　关系数据库一般都包含模
式信息，它采用的是关系模型，在该模型中，关系是元组的集

合，而关系模式是用来描述关系的结构的，即它由哪些属性构

成、这些属性来自哪些域以及属性和域之间的映像关系；ＸＭＬ
文档也大多包含模式信息，而 Ｗｅｂ表格通常不含模式信息以
及表格标题（表格名）。

ｃ）从数据间联系程度来看　关系数据库一般面向特定的
领域应用设计搭建，因此其中的关系表格之间联系程度高。表

格之间通过外键约束保持联系，实体及实体间的联系都是用表

来表示的。无论是概念的获取还是概念间关系的获取，首先必

须区分出哪些表是用来描述实体的，哪些表是用来描述实体间

联系的，然后才能将实体信息转换为本体中的概念，将联系信

息转换为本体中的关系；ＸＭＬ文档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而
Ｗｅｂ表格通常不含表格间的联系信息（表格单元格中的超链
接元素将其他网页关联起来，但很难实现表格间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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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方法的对比

与以上三种结构化信息源相比，本体是一种具有更多语

义、结构更为复杂的模型，所以本体创建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结

构化信息源中蕴涵的语义信息，将其转换到本体中的相应部

分。而由于输入信息源类型的不同，结构化信息源的本体创建

中采用的方法及创建结果也有所不同。

下面从基于不同结构化数据源构建本体方法的成熟度来

进行对比。

由于关系数据库的模式明确，结构清晰，基于关系数据库

构建本体的研究工作提出的方法较多，也相对成熟。本体描述

语言ＯＷＬ虽然基于ＸＭＬ构造，但不能在 ＸＭＬ文档上简单添
加字段来构建本体，而必须根据 ＸＭＬ文档本身的模式信息来
构建本体。基于ＸＭＬ文件构建本体的研究工作进展居于其他
两者之间，成熟度次于基于关系数据库构建本体；由于 ＨＴＭＬ
语言用于在浏览器中展现Ｗｅｂ页面，缺乏对数据的描述，因此
Ｗｅｂ表格不含模式信息。基于Ｗｅｂ表格构建本体的研究工作
最为困难，提出的方法较少，相对不成熟，尚待研究的问题仍然

很多（表１）。
表１　结构化信息源本体创建方法的比较

比较项 数据库 ＸＭＬ文档 Ｗｅｂ表格

获取的难易程度 难 容易 容易

模式信息的包含程度 包含 包含 不含

数据间联系程度 高 较低 低

方法的成熟程度 成熟 较成熟 不成熟

'

　总结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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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本文从广义的角度考察影响本体构建的整个过程的因子

（依据的数据源、构建的步骤、构建结果），据此，详细分析了从

现有的三种结构化信息源（数据库、ＸＭＬ文档、Ｗｅｂ表格）构建
领域本体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源需要

采用不同的本体学习技术，虽然结构化信息源是一个能以简

便、快捷的方式构建本体的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相关领域的

研究成果可以供其借鉴，但是由于结构化数据源具有自身的特

殊性，在利用上述方法构建实用的领域本体时，该领域仍然存

在不足之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ａ）在当前的本体构建研究成果中还没有某种标准的方法
能够支持所有形式的领域本体构建。而本体学习方法大部分

依赖于本体的构建者所采用的方法，因而对于任何领域都适合

的途径或典型模式不存在。

ｂ）在构建不同领域的本体时，没有能够明确表达本体的
构建要求的手段和能够评价构建的本体是否符合其要求的

方法。

ｃ）领域本体构建方法还未能像软件工程那样成为一种成
熟的工程方法，更没有构建过程的规范管理。

ｄ）领域本体构建的目标是获取相关的领域知识，提供对
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确定领域内共同认可的概念，并从不同

层次的形式化模型上给出这些概念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明

确定义，提供其领域中发生的活动以及主要理论和基本原理

等，即领域本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不同系统提供语义交流的手

段，因而共享和重用是领域本体构建中很重要的问题。但当前

的构建方法忽视构建后的本体共享和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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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

从结构化Ｗｅｂ数据源构建本体的研究尚属较新的研究领
域，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值得研究

和解决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ａ）从关系模式生成语义映射
在当前的关系数据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中，现有方法一般

只考虑关系模式的语义，而没有进一步去挖掘大量元组中包含

的语义信息，所以获取的概念数量和关系种类都非常有限。一

般来说，数据模式总伴随着数据实例，因此如何利用数据实例

来辅助生成语义映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因为很多具体

映射问题都是针对具体领域而言的，所以在关系数据库与本体

映射的研究中，采用领域知识来提高映射的准确度是一个可行

的思路。

ｂ）关系模式与本体之间语义映射结果的评价
对于关系模式与本体之间的映射，需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方

法。现在的一些映射方案中，有些采用正确映射和自动生成的

候选映射之间的比较来评价其算法。如何对所生成的模式与

本体之间的映射进行定量的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它的

研究有利于推动相关软件方法和工具的进一步发展。

ｃ）从Ｗｅｂ表格语义信息抽取
为了准确地抽取表格信息，需要利用自然语言词语特征抽

取表格中隐含的语义特点。例如从 Ｗｅｂ表格抽取 ＯＷＬ属性
时，利用自然语言词汇特征可以生成Ｉｓａ关系及类—实例关系
等［２９］。表格中的句法和语义概念是相互混合的，只是以表格

逻辑单元格的相对位置信息来获得语义非常有限。在目前的

本体构建研究中，只着重利用表格的结构信息转换成本体元

素，很难获取准确的语义信息。因此，采用基于自然语言文本

·９０４２·第７期 车成逸，等：基于结构化信息源的本体构建方法综述 　　　



的本体抽取方法构造符合表格本体建设任务自身的构建方法

具有重要的意义。

ｄ）较为完整的属性元素抽取
目前从 Ｗｅｂ表格抽取本体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类、实例

和三元组的获取，构建的本体属性元素还较少且有限。为了生

成更加符合语义Ｗｅｂ特点的本体，需要进行更为丰富的、能够
应用于本体推理等实证研究的属性获取。

总之，基于结构化Ｗｅｂ数据源本体构建是语义 Ｗｅｂ建设
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其研究成果将极大地促进本体管理和

应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目前有些领域还不具有领域内通用

的本体，这就给该领域中的语义交互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所以

从现有的结构化数据源中快速、自动地生成本体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今后的研究工作会沿着结构化数据源的语义特点抽

取和本体属性元素获取两个方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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