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仅供会员审议、评审，不得转摘、传播！举报邮箱 cujsa@qq.com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传播：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HTTP://WWW.CUJS.COM 意见反馈专用信箱 cujsa@qq.com 

什么是语义技术 
王   姝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部） 

1  语义技术 

1.1  语义 

语义(semantic)是数据符号的含义，是在相关领域里的解释限定和逻辑表达。通俗地说，

语义是数据符号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含义和关系。 

1.2  语义技术 

语义技术(semantics technology)的定义是：期望通过在网络信息创作和发布中嵌入机器

可读的、代表某类知识内在含义的语义标注，使机器能够自动地处理和集成网上可用的信息，

从而能够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并开拓各种崭新的、智能化的服务。早在 2001 年，蒂姆·伯

纳斯就预测：“语义网将有可能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深刻地改变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共享”
[1]。 

1.3  语义技术的实质 

语义技术的实质是在撰写、录入、发布过程中，将每段信息中的关键数据、图片、表格、

摘要、结论、参考文献等进行标记（计算机业内称为“锚点”），通过自动化程式化的链接

将这些标记关联到其他相关信息。当读者需要获取某个方面的信息时，相关的信息链接可以

被快速准确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就使单个的信息变成了无限延展的内容，变成了五彩斑

斓、栩栩如生的动态信息世界。基于语义技术的信息发布、集成与交互设计已经逐渐成为科

学交流系统发展的前沿。它增强了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关联，通过提高数据和信息的获取效率，

从而更方便用户发现、学习和理解复杂的知识体系。 

 

2  语义技术与科技期刊 

2.1  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 

科技期刊出版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出版模式，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出版模式。后者在出版的

整个过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磁盘等介质中，

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格式、生产模式、运作流程、

传播载体、阅读消费和学习形式的数字化。随着科研效率逐步提高，科研成果增长迅猛，科

研产出的数字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海量的数字化科研数据和学术文献也给学术交流和学术出

版带来了新的挑战[2，3]。 

2.2  科技期刊的语义出版 

基于语义技术及其他相关信息技术，通过语义标记丰富期刊文章表现形式及显性内容，

提高文章信息可操作性和交互性，增强文章关联度，改进出版流程，实现智能化出版的方式

可以称为“语义出版”[4]。语义出版是在传统互联网技术和语义网技术基础上，结合自然语

言处理、本体和信息可视化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出版形态。它的目的是实现数据库中的

数据、图片、结论、参考文献等可以很简单地被用户识别、提取、加工、再整合，最终达到

信息再利用的目的。相比数字出版，语义出版在出版内容、形式和服务上具有以下 5 个特征：

1）内容结构化，2）数据混合化，3）信息可视化，4）对象关联化，5）阅读个性化[1,5]。应

该说，语义出版是数字出版的更高级形态。 

2.3  语义出版的发展构架 

语义出版的发展构架应该分为 4 个层次：1）数据层（data）：是语义出版系统构架的

基础。除了用于存储传统的单篇文献，还分解、转化和存储大量具有完整知识表达和二次利

用潜能的语义单元。如原始数据、图片、表格、摘要、关键词、结论、参考文献等。2）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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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层(business)：即相关的数据库或网络运营商。他们将实现更精细的语义单元的划分，并

将相关语义单元进行整合，实现各个资源的自动关联。3）交互层（interaction）：是语义

出版系统的前台展示及用户交互及界面。主要用于指导用户发现、阅读和使用站内资源。4）

用户层(user)：主要用于识别用户的需求、构建用户兴趣网络和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提高

信息的再利用率和绩效[4]。 

2.4  科技期刊语义出版的实施形式 

科技期刊是报道相关研究领域前沿或综述的载体。从科学的角度看，理想的出版应该实

现自动、无缝、快速、广泛的信息获取。从传播的角度看，理想的出版应该实现个性化和智

能化。针对以上目标，语义出版分别从发展构架的四个层次进行了语义增强，具体的实施形

式包括：1）识别文章本体，生成原始文档，2）识别文章实体，建立外部链接，3）识别文

章主题，勾勒文章结构，4）归类原始数据，方便二次利用，5）开放程序接口，开展信息混

合，6）了解读者个性，开展推荐阅读，7）借助浏览软件，进行语义增强，8）借助专用终

端，进行智能订阅[4,6]。 

虽然语义出版的研究应用才开始起步，在技术运用、表现方式和运营模式上还不完善，

有待在长期实践中做进一步的改进，能否开创出版行业的新时代还有待检验。但是语义出版

必将深入改变信息发布的方式和信息获取的途径，是解决数据超载和迈向语义世界的必然之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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