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ypersystem的发展及其特点 

董士海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近年来在计算机软件厦应用领域，一种 称 为 Hypertext，Hype~ edla以及 

Hyper；y3tem~技术或系统十分受人重视 许多国际著名的研究机构 大学及公司 

先后开发了这类系统，这类商用产品也相继推出。本文将就这类系统的发 展，典 

型系统及其影响作一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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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Hypor~ystem是什，五样的系统? 

Hypertext是一种管理信息的 技 术，也 

是一种电子化文档的形式，它将数据或信息 

存储在许多节点 (Nodes)中，而节点 用 链 

(1inl~)连接成网状结构。在节点中的数据 

可以是正文、源程序、图形、图象、动画、 

声音或它们的组合。采用 Hypertext的信 息 

组织方式而构造的系 统，称 为 Hypermedia 

system。简称Hypersystem。其中Hyperme— 

dia是超介质的意思，表示这类系统 的 信 息 

媒体是文字 图形、声音等多种介质。 

Hypertext与普通正文(text)有 什 么 不 

同昵?普通正文的信息组织是线性的、顺序 

的，而不是网状结构。从物理上看，它是以 

字符、行、页作为基本单位。从逻辑上看， 

它是以字、句子、段、节、章作为单位。由 

于普通正文是顺序组织的，因 而 对 它 的查 

找、插八、修改等操作是不灵活的。人刊信 

息的组织，往往希望它不仅是顺序的，而且 

有 。联想”的功 能，印人 希望按照他的某种 

要求，将“有关”的信息组织起来。例如，人 

们希望将他所从事专业的“有关 词旺组织一 

本词典，而不只是有一本以字母为序的普通 

大词典。 

Hypertext与 普遥正 文的另一个不 同 是 

Hypel'text所管 理的不 倪是 正文，而 且 可 以 

是图形、声音等甚他形式的信息。Hypert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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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的信息组织 、管理和查找方式和网状数据 

库相似，十分方便，但它所管理的不是普通 

的数据，而是可用正文、图形、声音多种形 

式表现的复杂数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比 
一 般数据库的应用更广泛。 

HYl~rsystem可以对其各 信 息 单 元(节 

点)进行检索、分类、插A、删除、 复 制等 

操作，也可以从一个信息单元转移至另一信 

息单元 对某一信息单元则可根据其不同形 

式(正文、图形等)予以编辑、组合。因而这 

类系统的信息管理十分灵活。 

二、发展筒况 

Hypertext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它 的 概 

念 思想由来 已久。1945年V．．1~sh在 一 篇 

文章中最早提出了这个 思想，他期望人类有 

朝一 日能在信息库 中，按“联想”方式十分方 

便地获取他所需的某类 相关 信息。1967年 

布明大学前Ted Nelson提 出 了HyPcrtext术 

语。1968年斯坦福研究所(SPd)的Doug En— 

gelbart~EngI Jsh首先研制成NLS系统，它的 

信息以一种层次的树型结构来组织，结构中 

均每个节点是可达2000字符的正文段。它是 

第一个结构编辑器，是最早的HYpersystem。 

以NLS，Frea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Hyper- 

system运行在大中型计算机上，其节点只有 

E文信息，无 图形等能力。第二代Hypersy- 

stem充分利嗣了近代计算机的工作站、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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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图形显示、网络通讯及便宜的联机存储 

等成果，在用户界面及信息表示上，将正文 

与 图形、动画、声音 结台起来 。第二 代 Hy- 

pers ￡em的几个主要代表是{卡内 基 梅 隆 

大学的KMS，布朗大学的Intermedia，Xer— 

OX公司的NoteCard，Symbolics公司 的Doc- 

ument Examiner，Tektronix公司的Neptu— 

ne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WE。 

值得 一提的是有两个事件使 Hypertaxt 

为世界范围的计算机界广泛 关 注 。 其一是 

1987年的Hype riext会议，它吸引了从 事 信 

息、文字处理、图形与图象、 软 件 工 程、 

VLSI及人机对话等领域的大量计算 机 科 学 

家前往参加，会上发表的文章展示"THyper- 

text的最新进展。其二是美国苹果公司 在著 

名的Macintosh计算机上推出的HyperCard这 
一 软件，使广大用户对Hypertext熟 悉 并 感 

兴趣起来。 

现在不仅在工作站及Mac机上有这类 系 

统，在IBM PC及其兼容机上也已有相 似 的 

软件，如BIighIbiJl—R0berts公司的Hyperp-- 

ad，Hofbauer Verlag AG公司的Hypertrain 

及Hyperties等。 

三、几个典型的系统 

I． HyperCard 1987年8月美国 苹果 

公司在Macintosh计算机上配置了 HyperCa— 

rd软件，这是一个屏幕显示十分生动，可将 

文字、图表、图片、数字化照片等一起构成 

信 息单元的Hypcrsystem。用户可以使 用 这 
一

系统来开发它的应用软件。 

HyperCard的基本信息单元为卡片(Cg- 

rds)，它相当于节点。每张卡片可 占一个 屏 

幕，卡片内容可由用户通过工具来构造。这 

类工具有编辑器，各种Icon库、剪辑板及绘 

图工具等。一张卡片有它的固定背景部分， 

包括一些按钮、r ’填充的域及图案边框等。 

每张卡片还有反映不同内容的卡H‘名、索引 

号、域的 容 、 卡 片 图 形 及 文 字 描 述 

等。 

许多卡片叼 山，t J户组成 ·个stack(堆 )， 

它 ‘用于某类应用，如一个 名 称 为Catalog 

的“产品”卡片堆，有其卡片的固定部分：J 

个按钮(往前一张，往后一张卡片，返回 到 

开始卡片，Sort by等)，几个域(产品号，类 

型，型号等)。甩户可在每张卡片上填八 各 

个硬 目，并给卡片 以索引号。通常，卡片以 

索目}号顺序排列，用户也可选取某一域重新 

排序。通过选项或按钮可在卡片堆上进行各 

种操作：加一张卡片，修改一张卡片 内容， 

按某域内容排序卡片，按用户给定字符串查 

找卡片，将最近看过的卡片保存起来，往前 
一

张，往后一张等。 

堆的耳录也是一张卡片，可用浏览工具 

漫游各种卡片堆。 在HyperCard的2，0版本 

中，已构造了一些应用卡片堆，如 电话簿， 

日历，备忘录，产品 目录，价 格 表 ， 图片 

集，象片集，看图识字本，使用 HyperCard 

的辅导本等。用户可以在HyperCard上自行 

开发应用卡片。由于Macintosh的界面 和 工 

具十分方便，因而制作、使用 卡 片 容 易学 

会。此外它还有打印卡片堆，打印一页、简 

捷键、生成菜单等很有用的命令或工具。 

HyperCard以它丰富多采的交互界 面， 

灵活方便的构造工具，加上Hypertaxt多 种 

形式信息及复杂连接的特点，向计算机广大 

用户展示了Hypersystem的生命力。 

2． KMS 这是由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工 

作站上开发的“Knowledge Management s 

stem”的简称，它是该校1972年开始研究 的 

ZOG项耳在工作站上的新版本。作为一个通 

用工具，它已用于联机手册、录相带盘的管 

理、飞机专家系统界面及交 互 任 务啪 管理 

等。它的基本信息单元称为frame， 占 一个 

屏幕(1132×805象素)。一个frame有一个名 

字，一个标题，一个正文描述或图形段，许 

多可指 向其他frame的标志 。例 如 一 篇 文 

献的第一页可构成一个frame。文奄 标 题、 

摘要可作为frame的标题和正文。文章 的 各 

节名、关键字、交叉引用、注解替均可作为 

指向柑应frame@标志。在屏幕上有 一组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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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柴单项，~llSave，Reset，Prey，Nex￡， 

Home，Goto，Info，Disp，Exit等 用 于 转 

向其他frame或退出。由于在工作站上运行， 

因而还具有多窗 口同时显示的功能，即在屏 

幕上可显示多个frame。 

3． NoteCa rd 这是Xerox公 司PARC 

研究中心为设计 、研究人员或作家开发的一 

个基于工作站的Hypersystem。它具 有 四 种 

基本结构： 电子记事卡(NoteCard)是基本信 

息单元，链(1ink)用于连接各记事卡J 浏览 

卡(BrowSer)提供卡片间的网状结 构 图，文 

件盒(FileBoxes)用于帮助用 户管理 卡 片。 

它也有多窗口结构。 

4． HyperTRAlN 这：~：Hofbauer Ve— 

rlag AG公司为CAI开发的一个课件开发 系 

统 。它在IBM PC环境下运行，其基本结 构 

是course，lesson，frame，objecto frame是 

基本单元，它相 当于一堂课的一个内容 (版 

面)。教师可用各种object(包括 图 形 、正 

文、问题或表格)来组织frame。 多 个frame 

构成一堂课lesson，多个lesson构成一 门课程 

course。由于在frame上可交叉引用其他fra— 

me，因而学生可以不按讲课次序学习，而将 

相关单元内容重新组织以科于自学复习。 

四、新一代Hypersystem的特点 

Hypertext是一种信息管理的方法。Hy— 

persystem是由这种方法构：造的信息管理系 

统 ，它特别适合人们“联想 使用，由于近年来 

工作站、图形技术成果的加人 ’使得这类系统 

有巨大吸引力。 

1． 特点 基于工作站的新一代HypersysIem 

结构上有如下特点 ①具有多窗口用户界面，能提 

供多介质的信息节点 @具有网状的复杂信息连接 

结构，以方便用户查询使用。@在每个节点中，可 

以有各类正文、数字、实俸或基于规则的操作，这 

些处理能力十分有效。④节点更新对有版本管理功 

能。@可在网上共享信息。⑥可多用户同时使用。 

0信息的存储可用文件或数据库。 

2 应用前景 对~：Hypersystem，我们可 

根据需要及它的特点来设计和对特它。它是应用系 

统的优良开发环境，又是用户界面的丰富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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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作为面向复杂对象的数据库，用子工程项引} 

又可利用其多介质特点，直用于综合目的。下面简 

要列举一些 ： 

固办公室自动化 

办公室经 常处理的是文什、报表 ，归档等文字 

处理和管理工作 ，已经推出的Hypersystem中，不 

少属于这一类。如Hypcr0rd带有许多应用卡片， 

如电话簿，备忘录，价 目表，产品目录，象片 集 

等。至于文字处理j 乍，Hypcrtext实际上是一种 

结构编辑方式，它可容易地处理文字材料的剪辑， 

归档等工作 

@大型文字资料的信息库 
一  

已经研制的牛律英文字典系统，按H~1~ertext 

的组织方式，存储了25万多条 目， 计4181万 字， 

啊86万记号。采用这种Hypcrtext的30卷百科垒书， 
交叉引用的查询时间从几分钟藏 至几秒。正在研 

制的各种病历库、文摘库、新闻索引库，联机手册 

等将显示其方便，灵活的特色。 

④ 软件工程、CAD各种工程应用的综 台数据 

库 

各静工程应用的图纸使商用数据库无能为力， 

而将文字、图形，图象合为一体的H ersystem为 

程数据库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信息管理工具，诸如 

软件环境信息库、CAD数据库均可以采用． 

④ 各类专家系统、应用系统的用户界面 

已经在武器的录象带、盘的管理，飞机专家系 

统，甚至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外壳上使用了这种}Iy— 

persystem。它为这类直用的界面提供了良好 的框 

架的开发工具。 

@电子出版、c蛆等其他应用 

各种文字材料的出版，教材组织中，从逻辑上 

灵括地组织各种文字、图形信息，Hypertext提供 

了较好的管理方式。正在或 已经 开 发 了这 类系 

统 

五、结 语 

近年来各类计算机国际学术会议 ，包括 图形 

学，人机界面，AI，软件工程等各学科 ，H21pem- 

yste／it均是热门的话题，它与当前计算 的发展嘲 

流相适应，以其多介质一体化、面向对象、支持复 

杂目标、方便的界面等为特色，受弼广大软件工作 

者所青睐 

以HyperCard，KMS，NoteCard等为{弋表 的 

新一f ypcr y日枷n，特别适台于作 各 类 应用系 

统，文字图形资料库的用户界面和开 发 环境，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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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计算机的产生及其社会影响 

冯建农 (西安公路学院) 

据 日本《读卖新闻》1988年i1月21日报遭：日本 

研制成功第五代计算机 (FGCS)样机。日车 政府 

与电子计算机业联合投资的财团法人 新一代计算 

机技术开发组织 ~COT)20日宣布，该组织在 世 

界上第一个研制成功 第五代计算机 一号样机，它 

具有记忆 联想 推理等近似于人的思维能力的机 

能。这是计算机科学和产业中自 件大事，已引起 

垒世界的关注，它意昧着又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台的 

兴起，标志着计算机在根本结构上的改变，预示着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的时代—— 

的封米。 

一

、 FGCS的发展过程殛现状 

FGCS计划的筹划工作从1 978年开 始，当时日 

本国际贸易工业部 (MITY)所属的电子 技 术实验 

室 (ETL)和其它基础研究所 以及部里，开始对第 

五代计算机进行了一些讨论，到1979年，谖祁要求 

Mrri~-个非官方组织——日本信 息处 理开发协 

会 (JIPDEC)对第五代计算机进行了全 面 研究， 

任务是花两年时间研究90年代日本和其它国家的社 

会情酏，计算机在这十年中所担任的角色，并指出 

要求国家做出何种反应，以及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方法。于是 ~PDEC组织了一个调查 委 员 会， 

由元冈 迭任主席．并分成三个专门考查小组，每组 

负责一个领域 第一组考察00年代的社会将需要什 

么样的计算机。负责人：唐津一 (Hajime Karat- 

su)I第二组考察计算机本身的体 系结 构。领导 

人 。相矾季夫 (mdco Aiso)}第三组考察基础理 

论。领导人：渊一博(KazUhi~ Fuchi)。该调查委 

再会从理解第五代计算机特性与现有计算机的区别 

开始。它的基础理论分会在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帮助 

下，考察十分基本的研究问题；其社会环境分会由 

许多计算机用卢参加，他们来自银行 贸易公司和 

各种生产企业，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这 

两年中，有一百乡人以各种方式参加了讨论，组织 

了一百多次各种彤式的会议，以及与欧美先进国家 

的学者交换意见 ，从 中收集了广泛的意见，找到了 

第五代计算机的目‰ 、经过反复讨论后，于1 980年 

1 o月在东京举行的第五代计算机国际会议上，第一 

次宣布了第五代计算机国家计 刘 (FGCS)，并昕 

取了各国与会学者的意见． 

该计划一出笼，立即}『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各 

国纷纷开展对逮一计划的研究，讨论本国的对策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系的负责人MtL·Derto 

tlZOS甚至多次怀疑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刘窃取了 

他们的人工智能计划，因为它们十分相似。 

下面来看看 日本的FGCS计划在世界上目I起的 

反响。 

英国于1981年 立 即组 织 7 以John Alvey 

为主席的委员会，讨论对日本FGCS计划应做出什 

么反应，1 982年秋提出了一份报告，极力主张英国 

必须对计算机研究提供政府支持，1983年英国政府 

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拨款五亿英磅实施英国的计算 

机计划。 

在美国，对日本计划的反应是既控铷数据有限 

公司 (CDC)为中心，由一批生产厂家 (但不包括 

IBM)组成了一个叫做MCC (徽电子学和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的研究会，开始讨论 日本的FGCS计 

划。美国国防部防务应用研究所工程署(DARPA) 

于1988年也开始了一个计划，该计划在， 工智能计 

算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参加的有大学和生产厂家 

等。DARPA对该项研究提供一千亿美元 的 费用。 

西德对FGCS计射反应较慢，于1 984年 才决定 

盯有关信息的前沿技术开发，为期五年，预算3B亿 

马克。他们首先进行了数据处理方面的研究，这是 

可直接面向最终用户，因而 显 示 了 巨大的 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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