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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多背景知识组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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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lassical forms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te applied to a single context．Yet，[or many 

types of problelms，knowledge Call be represent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reasoned about in a cor— 

responding contex~．A method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developed by this paper aims at multiple 

contents．A concept is defined as a knowledge unit．Concepts are constructed into a hlerachy．A 

multiple levels method is also presented to Constr~ct a controlling knowledge．Therefore the bier· 

achieal structure is beneficial to decrease search space of multiple context8．then the speed of rea— 

aoning can be increased．And the multiple level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a produce controlling 

knowledge dynamically in ditferent conte~ts to decrease information redundancy in knowledge 

base． 

关键调 Knowledge orgenizat~on，Multiple contexts． 

一

、引 言 =、概念的层次结构 

背景是事物某一时刻在某种环境下所 依赖的世 

界状 态．背景的不 同，事物所呈现的状 态也不 同．描 

述事物 属性的同时必须明确此事物所 处的背 景。传 

统专家 系统知识表达方法 ，如t规则、框架等 ，都是在 

单背景下构造知识 的，所有知识都依稹于单背 景，知 

识的变化以及推理的结 论仍用于单背景。框架 中的 

槽 只能描述事物 在单背景下某一方面的信息，无法 

描述不同背景下和罔一背景不同时刻的事物 属性的 

差异。 

实际事物的存在都是依赖于特定背景的，必须 

能在不 同背景下描述和表达知识 ，推理 在某一 时刻 

只能在某一背景下进行 ．如旅瓣线路 的制 定问题 ，旅 

游点同络椅成了背景搜索空间，线路的安排 必须满 

足旅游者的需求，假设旅游音希望更多地游览 自然 

风光 ，对“选择下一旅游点 进一要求．在不同的旅游 

景点．决策出的下一景点可能不同；即使在同一旅游 

点 ，如果旅游时问不同，那么下一景点的决 策也可能 

不同。这是由旅游背景和旅游需求限制决定的． 

针对不同背景．推理得 出的结论虽然有可 能不 

同 ，但推理所基于 的知识库在不同背景下应该是一 

样 的“]。多背景的使用提出了一十 新问题—— 如何 

有效 地组织知识 ．本文提出的知识组织方法 针对多 

背景情况，将知识单 元定义为概念 ．采用 多层次多级 

别方法构造概念，以达到减小搜索 空间 减小知识冗 

泉度 ，加快推理速度的目的。 

随着专家系统解决同题的复杂度提 高．知识单 

元逐步形成了封装结构脚，如 CBR中的事倒(ease) 

MBR中的设备(device)、TBR中的一般任务(gener— 

ic task)．多背景推理很夏杂，其知识单元昕窖蚺的信 

息根 多，我 I门将知识单 元定义为慨建=．知识表达时必 

须描述概念的属性 、概 念所依存 的背景和概念同的 

联系 。 

关于概念的说 明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采用类框 

架结构描述 ，而断言性知识采用谓词描述 。类框架结 

构为： 

(概忠类受)：{慨意名) 

(成员名)：{啦员内窖) 

《戚员方法模式>：(或员方法代码序列) 

(撅忠依存的背景名) 

图1 概念的类框架结掏 

1．概括层次 

根据背景效痘理论H ，具体事物 和特殊背景紧 

密相联 ，而抽象事物和不同背景的联 系较弱。多背景 

推理问题 中，背景构成了礁理的搜索空间．为了减小 

搜索空间．有必要将知识组织成慨括层次结构，将概 

念定义成抽象数据类型。图1中的‘概念类型>既可 以 

是一般慨念 ，又可以是特殊概念 。一般概念描述具有 

相同属性概念的共同属性 操 怍功能和依存背景，其 

中依存背景也是一种抽象类 型，是从不同背景中抽 

象出井同性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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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性知识的概括结掏用两个谓词描述 ： 

(1 ) dominate (generic-concept． specific— 

concept) generic—concept从 specific—concept中抽象 

产生，speciflc-concept除具有私有属性 外，可 以继承 

generic-concept的属性。dominate谓词 断言 了一 种 

抽象数据类型． 

(2 ) instan：iate (specific—concept． generic— 

concept)．instantiate谓 词 表 达 specific—concept是 

generic-concept的一十实例。 

2．聚集层次 

图l中的(成员名) {成员 内容)描述概念的属性 

和概念间的联系 {成员名 '说明个体的属性和特 征 

名，(成员 内窖>说明相应成员的值或对值的约束条 

件，而且 (成员内容 )还可以是 另一概念 ，掏成概念的 

聚集层次。{成员方法摸式)；(成员方法代 码序列>以 

过程形式描述 与蹬员有关的操作代码 。慨念将成员 

属性和对成员的操作封装在一起，实现了信息隐藏， 

从而可以使用数据驱动方式处理 知识 ，通过向一 个 

慨念发送消息来实现对其属性 的操作，减少了慨念 

闻的联系。 

用一十三 元谓词表示 断言性 知识的聚集结掏 

OWn(concept，memher，member—operation)．owIi谓 

词描述一十概念拥有的所有戚员 和对成员的操怍 ． 

当然．member又可以是另一十 concept。 

3-视里层次 

氍念结掏中一十氍念所依存的背景构成了氍念 

的槐图层次。不同背景可以表达世界的不同的状态， 
一 十氍念在不罱的背景下 可以有不同的值集台 ，因 

此背景是一十慨念存在的嚼f因。如前 昕述，一十氍念 

所依存的背景也可以是一十抽象数据类型，它可以 

从特殊的背景中抽象出共同性质形成，这是由背景 

的生成机翩决定的。背景是时间和环境的函数．即 ， 

context=f(time，environment)。同一时 间不同环境 

可以构成不同背景．同一环境在不同时刻可 通过 

增加或减少一些信息而形成不同的背景。如：同一时 

刻不 同旅游点掏或不同的背景 ．同一 旅游点在不同 

的旅游季节也掏成了不 同的背景，这些不 同的背景 

中有很 多的共同性质可 以抽象出来形成一般背景。 

我们把氍念所依存的背景称之为概念的揽图层次。 

断言性知识的视图层次描述形式为 ；view(con． 

eept，view—context)。v；ew谓 词 最示在 ew—context 

中，一个concept被雷作为一十概念。 

4．层次结构对推理的彤响 

多背景推理是 在背景搜索空间中寻找一条解决 

问题 瞢寮的过程。概括层次将概 念．fⅡ背景的联系程 

度进行分 缎．在抽象层 次上，概念 和其背 景联 系软 

弱 ，可以和视图抽象层次一起，删去大量与概念无关 

的背景 ．同理 ，概念层次将概念的共同属性 和特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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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开存放，可以逐层缩小搜索空问．从而加快推理 

速度 。同时 ，概括层 次实现 了数据抽象，减小 了知识 

库的冗采寝。 

在不同的背景下，概念拥有的属性值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概念必须具有短期的情景记忆能力．这正 

是聚集层次决定的，将成员 、成员方法 ，背景封装在 
一 起 ．减少丁概念 间的语义联系 ，以数据驱动的方 式 

对概念的成员进行操作，有效地实现了信息隐藏。推 

理时只需 向概念发送 消息 ，减小了知识库的维护难 

度． 

视 图层次不仅 限制了推理 时背景 空间搜索范 

围 ．而且可 以帮助在不确定或 信息不 充分情况下进 

行推理 ，作出决策 。不同的背景不仅能表示世界在不 

同时间的不同状态，而 且也能在 实际状态不明了的 

情况下表示潜在的或可能的世界不同状态。在主要 

信息迷失的情况下 ，由于不存在可用信息 ．传统专家 

系统推理无法进行．而在多背景推理中，可以为一个 

慨念假设 多十视 图，在这些规图中蚀立进行推理 ，得 

出不 同结论，实际决策时只需判断哪一个背景规图 

和实际情况相符即可．固此 ，视图层次的存在使得推 

理仍能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 

三 、控制性知识多级组织 

控制性知识是描述和控制问题求解的知识．多 

背景推理中．求解不同的问题需要 不同的拉翩性知 

识，同一目的由于限制条件的差异，推理需要的控制 

性知识也不同。如旅游线路的制定问题， 商业旅游 

和 现光旅游 是两种不 同的问题求解要求 ．因此在 

背景 阿铬 空问 中搜案 线 路时需要不同的拉秘性知 

识。同是。现光旅游”．由于 各国旅游者的 趣、爱好、 

习惯和生皤方式不 同，他们的旅游偏好也不 同，决薰 

线路时也需要不同的控制性知识。如果不加区别地 

将所有这些拉翩性 知识全部放 人知识库．必 然增 加 

知识库的信息冗 条度和对知识库的维护难度。因此 ． 

有必要动态产生控制性知识，提供一仲机制 ，在推理 

过程中动态加载控制性知识．，如图2所示 。 

囤2 控制性知识动态加载过程 

1．描述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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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知识 的类 型很多 ，影响多背 景推理 速度 

的三个重要方面是；事件啊序、限制性条件和状态优 

先权。事件顺序规定推理时某些事件出现的先 后次 

序。如 商寻旅游 由商 寻事件办理顺序决定了旅游 

线路中部分 旅游点出现的顺 序。限制性 条件是推理 

时必须满足的 ，如某旅游昔只注重 自然风光的欣赏， 

这个限制条件决定丁多背景推理时勿需考虑人文景 

琨的选择。状态优先扳表明在准理时 ，优先考虑哪种 

状态 ，如某 旅解 先考虑必顼到哪 几个旅游点现 

光。这三粪控制性 知珉能大大削减背景搜索空间，因 

此，在描述时主爵考虑这三类控制性知识。 

用一个三元组描述一条控制性知识：(控制性知 

识名，控制性知识分类标志，丹粪描述指针)， 控制 

性知识 名”是控制性知识加载 入知识库的标志 控 

制性知识分类标志 指控制性 知识的分类， 分类描 

述指针 指 向控制性知识的描述实体 。 

事件顺序可 以用一个 after渭词描述 ：alter(当 

前事件，先前事件集j．表达 当前事件 必 须在 先前 

事件集 中所有事件完成后才能进行。 

限制 性 条 件用 与／或 逻辑 表达 式 描 述 ：条 件 

1 AND条件2 0R条件3，表明在推理 中或者满足 条 

件1 和。条件2 ，或者满足“条件3 。 

状态优先权则可 “用一十 集合表示：状态优先 

集合 一(s。S的枚举或规范 描述 ，s∈背 景空间 )，状 

态优先集合是优先状态的枚举或者是优先状态的规 

范描述形式。 

2．产生级 

产生级利用描述缎信息产生一条控制性知识的 

相应概念结构。为 了嗥持知识组织的一致性 ，产生的 

控制性知识的结构必须和说明性 、过程性知识的结 

构一致。 

由于控制性知识来源于具体 的应用 ，因此 相应 

概念不再具有1匮括层次，而且控制性知识是针对所 

有背景空 间的 ，即相应概 念所依存的背景是所 有的 

背景空同，部么，产生一条控制性知识只需形成相应 

概念的聚集层次结掏． 

事件顺序谓诃描述中的“当前事件 和 先前事 

件集 构成了相应概念的成员，田一十 sequence方 法 

模式米实现 alter谓诃的功能 图3 J。限制性 条件谓 

词描述中逻辑表选式肝限制的十体构成了相应概念 

的成员，而用一十 meet方法模式 检查推理过程中 

十体是否满足限制性条件 (图4)。状态优先权谓词描 

述中的优先状态集合构成了相应概念的成员，用两 

十方法模式形成(成员方法模式 >，一是 empty方法 ， 

检查优先状态集合是否为空，从而得知优先状态是 

否全部考虑(图5)，二是 delete方洼 ，每 当考虑一十 

优先状态后 ，从优先状志集台中删除此状态(图6)。 

sepuence(事件) 

＼ 

∥循环检查 先前事件集 是否全部完成 
while( 先前事件集 来检查完) 
if(当前指针指同的事件未完 成J return失败标 

志 F 

else当前指针指向下一事件I 
执行 当前事件 } 
retu rn成功标志； 

) 

圉3 事件顺序控制性知识成员方法模式 

~aeet(个体J 
( 

∥检 查个体属性是否满足限制性条件 
while(个体属性未抽取完J( 
抽取个体属性 I 

(个体属性值使得限制性条件表达式为假) 
return失败标志； 

) 

return成功标志； 
1 

圉4 限制性条件控制性知识成员方法模式 

empty() 

( 

if(优先状态集合元素个数为O) 
r~turn成功标志f 

return失败标志； 
) 

图5 优先状态权控制性知识成员 

方法模式之一 empty 

delete(状态) 
( 

if(empty()=一成功标志) 
return失败标志； 
(1(状恋 lN优先状态集合)) 
relurn失败标志 ； 

从优先扶态集合中移去此状态 
return成功标志} 

， 

图6 优先状态权控制性知识成员 

方法模式之二 delete 

3应用级 

推理时．应用级负责将控制性知识装载入全局 

知识库 (图2)，推理结束后．负责从全局知识库 中-f 

除加入 的控制性知识 。从图2中可 以雷出，有两种途 

径激活应用缎 ，一是在产生缎形成控制性知识后 ，一 

方面将其装人控制性知识库中，另一方面将其送给 

应用缎 ，加载^全局知识库。另一种途径是由用户直 

接控制应用缎加载控制性知识 ，勿需经过描述级和 

产生级，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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