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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Ls more and nlore mformat Lon available Ln the Web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we ell 

countered to acquire the information One of the reason is that the Web Lacks knolwedge~epresent[ng 

capabi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www information st ructtire mode L called “0hjective Semantic Net— 

work(OSN)”，with know Ledge representing capabi[ity，and a corresponding reasoning mechanism lor the 

W eb This makes it possible to acquire ad—hoc—direct．and precismn location and ctistom[zation informa— 

t1on 

Keywords Information process，Computer network·AI，Object oriented，Interne[·WW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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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基于 HTTP的 www 在 信息定位 和定界(infor— 

mat[on Locating and narrowing)上存 在着单步定位和 

偏差定界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造成 信息获 取困难的同 

时 ．也造成 冗余信息传输的浪费。 

目前这一同题已成为关注 的焦点之一 有许 多工 

作 f例如文 [4])通过 引入智能机 制来提高信息检索效 

率 ，但是它关心的对象为数据库这样 的良结 构信息。也 

有工作(例如文[3])锺过 扩展 www 来减少文档传输 

开销 ，但它是 文挡为基本单位的。由于 Internet上 已 

经存在有大量的和不断增加的 以HTML书写的信息， 

因而研究 HTML文档中信息的高技获取是有意义的 ， 

本文认为造成 www 上获取信 息困难 的主要原 

因是 ，www 既不“理解”它所 处理的 信息．也 无法 对 

其内容作 出自动处理 ．从而增加了 客户端用户手工 操 

作 的负担 HTML写书的文档中有大量的知识 ．但 这 

些知识是隐含在图形、文字等媒体中 的，必须将这些知 

识有效地表示出来，才能做到信息获取的 自动化处理。 

本文分析 了在 www 上获取信 息的过程 与方 式 

中存在的同题 ，针对它建立了一种称为 对象语 义网络 

【OSN)”的知识表示方法 。并介绍了 0SN 相应的推理 

机制 ，即 InfoSer er，它是对 www 的扩充 。 

2 www 上的信息获取 

www 是受 TCP／IP支持的应用协议集 它采用 

URL、HTTP、HTM 和 CGI等协议和标准进行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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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存取 和显示。www 已成为 Internet上最主要的 

应用之～，有无数的以 HTML书写的信息传输于世界 

各地之间 

2 1 www 的信息结 构 

www 可被静态地看作 是一十全球范 围的相互 

铰 链 的 多媒 体 信 息 网，也可 被 逻辑 地 视 为 一 十 用 

HTML书写的巨大的分布式超文本结构 。该超文本结 

构是 由分布在许 多物理站点上的超文本文档通过热键 

(Internet地址指针 '互连而成的 一个文档中的任何 

一 处都可 以有一十指向另一文档或者其 自身某处的热 

键 。 

2 2 WWW 上信息获取的过程与方式 

www 上的信息获取是 在导航机 制的协助下 ，依 

照信息地址实现的。显然 ，在已知信息地址 的情况下这 

种方式是快捷的。另外 ．文件级 的文档是 www 获取 

信息的基本单位 ，这些特点在信息定位和定界上引发 

了 下问题 ： 

1)单步信息定位 ：导航 只允许 沿着热键一步 一步 

地追踪信息 在这个追踪过程中客户机接 收了许多最 

终被排除的信息， 

2)非即席 信息查询 只有有限 的服务器提供信息 

查询服务或代理这种服务 查询需要用户在服务器同 

来回切换，这也是造成迷失和冗余信息传输的一十原 

因 

3)偏差信息定位 ：客户机在得到 了一些不需要信 

息的 同时 H得 到 所需 的 一 部 分 信息 。其 原 因在 于 

www 既不能排除一十文槽 中对用户无用 的部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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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时从不同 的文档呼一获取信息．即www 目前还 

不能定制信息。由于文挡是由提供者接 自身设 想制作 

的 ．并没有 个规范，所 以这种偏 差往往不能控制 ，而 

且 根严 重 

5 对象语义网络 (OSN) 

对象语 义网络(O~o)ectire Semantic Network．简称 

OSN)表示法是由语义网撂表示法和面向对象表示法 

结台而成的 一种混台知识表示方法 ，在后面的讨论中 

可以 看到．OSN 表示法能适应 为 www 增强 智能 的 

需 要 。 

5 1 OSN结构 

在 OSN表示方法中，⋯个 OSN 是由一些 有向 

图表示的三 元组 (Objectl，Arc，Object2)连接而成 的， 

例如图 1中的(A．IS—A，F) 其 中对象表 示事物 ，弧表 

示 对 象问的关系 例如三元组 (University．HAS A， 

Cortlputer—Dpt)表示 University大学有一个 Comput 

er系 。 孤 的 标 注 可 以 有 HAS—A，ISA、PART—OF、 

HREF等多种 

图 1 对象语义网络 

5 2 OSN对象和 OSN对象娄 

OSN对象 由～些属性和方法封装而成。与面向对 

象的方法相似．方法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 同样地 ．具 

有相同属性和方法的对象属同一个对象类 。类间可以 

继承进而形成娄屡次。系统提供 IMG、B、HREF等 一 

些基本对象类 ．并允许从这些 基本对象类 派生 自定义 

对象类。例如我们可 以从 IMG类派生 IMGX类。方法 

可 用来表述对象 类的行为，例如我们可 为一个 图 

形对象类 IMGX定义 OnLBmClk方法 响应 单击 鼠 

标左键事件。其中 HREF及其派生类的某些方法可 

用来刻画信息检索行为 及从 己知信息获得未知信息 

的推理行为 ．这使得 信息的表示与信息的获取 以及组 

织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5 5 外部属性和内部属性 

OSN对象属性有 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两种。内部 

属性相 当于面向列象表示方法中的属性，用于表 示对 

象自身的性质。如定义图形对象的大小等 外部属性则 

用于描述对象l 的语义联 系．如 Is—A、HREF、PART— 

OF等。外部属 只能由相应的推理机制访问 OSN 中 

所有对象共事相同的外部属批类 。 

5 4 环境对象与寄居对象 

OSN方法不支持嵌套的类定义 ．但是可以通过对 

象“奇居”允许更为灵活的对象嵌套 对象甲寄居 在对 

象乙中是指对象甲自动菝得了对象乙中的那些对 象甲 

所不具备的属性和方法．同时对象甲的那些与对象 乙 

同名的属性和方法将被对象己的属性和方法取代 。这 

种方式与生物界中生物受环境影响的情况类似 对象 

甲被称为对象乙的一十 寄居对象”．对 象乙被称 为对 

象甲的“环境对象”。例如图 1中的对象 C和 D是 对象 

B的“寄居对象”，而对 象 B是 c和 D的 环境对象 ” 

很明显 ，多层次的寄居将使环境与寄居成为一对 相对 

的概念 例如图 1中的对象 B同时也是对象 x的一个 

“寄居对象”。寄居对象与它所寄居的环境对象也可 

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并被称为“复合对象”。圈 1中的对 

象 B、C和 D的整体构成 了一个“复台对象” 而那些不 

是 任何对象“环境对象”的对象则被称为“简单对象 

比如 ．图 1中的对象 A c．E等都是“简单对象 ”。 

5 5 OSN表示法及其它表示法 

语义阿络法与 OSN法均用弧表示关系，用结 点或 

对象表示事物 。然而 OSN对象可以有更复杂的嵌套结 

构和丰富的方法 。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深度的三维复杂 

网络。 

与面向对象表示法相 比，OSN对象的外部属性允 

许表达更丰富的对象间语义联系 ．同时对 象寄居也使 

OSN有更好的开放性。 

4 信息的 自动获取与组织 

本节以超超文本为基础讨论分布式环 境下 OSN 

推理机制 ——lnfns er。与语义网络推理机制类似 ． 

InfoServer主要依靠继承和匹配推理 。但是 IMoServer 

的主要 目标是从 已知信息 A按 照它与位置信息 x的 

关系 r导 出 X。 

4．1 “客户机／服务器组”计算模型 

InfoServer运 行在分布式环境 下 ．它采用 了成为 

客户机／服务器组 ”的这 种由“客户机／服务器 推广而 

来的计算模型。亦即在客户机提出一个求解要求后 ，将 

会有一组服务器协调 求解 ．联台作答 。构成服务器组的 

服务器不是固定不变 的。 

4．2 增量式逐步求精的求解策略 

未知 信息除了其细节是 未知的以外 ，其数量和结 

构也是未知的。InfoServer采用增量式逐步求精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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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策略 逐步 由粗到精地在深度 上和由少到多地 在广 

宦上完善解答(图 2)。应注意的是深度和广度是多个 

层吹的相对概念 ．因而这种策 略有好的 并发性 ．适 合 

“客户机，服务器组”计算模型。 

图 2 有组 织地获取中的信息 

4．5 深度搜索和广度归并 

InfoServer为获取 未知信 息 x，从当前 已知 信息 

A 出发 ．逐步 向深度(包括元索的嵌套深度和热键连接 

深度)推进。每一步推理都 引起搜索历史的变迁和当前 

目标的变化 ，并且从当前元素开始依据当前历史记录 

和 目标寻求一些能使 目标范围缩小的语义连接或嵌套 

指 示的路径继续搜索 ，直到 目标披尽可能 多地满 足。在 

搜 索过程中可能会有多个相同元素出现‘例如 有 多个 

元素满足查找连接 )，这时搜索过程会按照知识 的结构 

建 立归并框架 ，将它们归为一个对象 ，然后再对它展开 

搜索 图 2是 在客户要求查找各大学的计算机 系的有 

关信息后 InfoServer进 行搜索所得到的中闻结果 。图 

3展示 了图 2对 应的搜索状 态。这 些搜索过程是在元 

素所在服务器上独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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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搜索状态 

4 4 推理控制与解答组织 

利用网 页中的关系(University，HA A．Comput— 

e卜Dpt)以 及 InfoServer规 则 库 中 的规 则 (U~[ver— 

sity，HAS—A ，X—College)＆ {X—College．HAS—A ，Com— 

puter Dpt )= (Umvers[ty．HAS A ，Computer—Dpt．) 

等对各大学甚至其下属学院一 连进行推理一 边搜索。 

在 IMorServer中 ．推理控制与解答组织是相关的 服 

务器在得到来 自客户的求解 目标 后．对 它进行分析 ，部 

分求解和分 解，与此同时 ，形成解答框架交给客户机 ． 

并将子 目标及其解答在上层框架 中的位置一起交给下 
一

轮求解。这些子 目标及其解答 在上层框架中的位置 

被返 回到客户机．以便客户机将他们 逐步整理到当前 

解答框架中(圈 2)。 

4 5 InfoServer的特点 

与 www 相 比．InfoServer有 以下特 点： 

1)通过 查找热键的支持 ．实现 在现行信息环境中 

的即席查询。 

2)通过继承 ，使客户机不经过 中间过 程即能 得到 

目标信息 ．实现直接定位 。 

3)以元素为查询单位可以最 大限度地排除冗余信 

息 ；通过 目标被尽可能多地满足搜索 ．又使客户端能得 

到完整的信息。这两种处理使 InfoServer实现了精确 

定位 。 

4)通过在深度上 的信息缩写和广度上 的综合 ，提 

供定制信息。 

5 OSN的描述语言——HTML“ 

超超文本是一种在逻辑结构上受 OSN规范的具 

有复杂热键联系的文本 超文本是超超文本 的一种特 

倒。HTML 是一个超超文本标记语 言，是 HTML的 

超集 。HTML++是在 HTML上 扩充类 定义、对 象标 

识、热键标注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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