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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面向对象技术表示知识 

刘启和 杨国纬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成都610054) 

摘 要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利用面向对象的技术表示语义和常识的方法。将知 网 中的义原(即最小的语义单位) 

表示 为类 ，同时将概 念之间、属性之 间的语 义关 系转换为类之 间关 系以及类的属性之 间的关 系；将知 网概 念词典 中的 

概念 表示为所在范畴属性 类的予类，并将 DEF项 中其它义原设置 为该类中的变量 。通过这种转换 ·知 网中的语 义和常 

识就被表示 为类和对象。在 实践 中表明该方法是实际可行 的，更重要 的是 为我们今后进行从文本 中提取知识 的研 究打 

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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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uggest a method of representing semantic and common knowledge by oriented—object 

technology．The smemes in HowNet，which are the smallest meaning units，are represented by classes，then 

transform inter—concept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inter—attribute semantic relations into inter—classes relations and 

inter—attribute of classes relations；concept meaning in the HowNet’S dictionary represents a subclass of categorical 

attribute class，the other sememes in the DEF itern of the concept keep Ln the variables of the class．After processing， 

the semantic and common knowledge are represented by classes and objects．These show our method is practically 

feasible．and these results are critical bases of further researches of representing knowledge acquired from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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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从自然语言中提取各种语义知识已经成为计算语 

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难点之一在于构建一个能够表示知 

识的方法。在自然语言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在利用人工智能中 

的框架结构、语义网络方法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语义理解模型， 

如语义网络、概念依存理论等。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计算机 

语义知识库 ，如 WordNet，FrameNet，HowNet等知识库。这 

些语义知识库为 自然语言的分析和理解提供可计算的知识。 

其中，HowNet(知网)是董振东教授在因特网上公布的汉语 

和英语语义知识库 ，为汉语的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和理解提 

供了一个重要资源。目前 ，对知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的自 

动标注，单词的语义消歧以及利用知网研究汉语动词句法。 

知网含有丰富的语义知识和常识知识，它使用知识描述 

语言(KDML)来表示这些知识。知网以上下位关系为核心来 

组织义原，并用这些义原来描述概念，形成概念词典。因此在 

知网中，上下位关系是组织和表示知识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面向对象的技术来表示从文本中提取 

的知识。既然知网含有丰富的语义知识 ，本文首先就用面向对 

象的技术来表示知网中的知识。要实现这一 目标，就必须将知 

网中所表示的知识和各种关系(见第2节)用面向对象技术表 

示出来 。我们的基本思想是把义原表示为类 ，利用继承机制来 

表示上下位关系，其它关系用类的变量表示出来，这些变量表 

示了类(即义原)之间的关联以及是何种关联。我们使用 Java 

语言创建义原类库，在类库的基础上，建立了概念与概念之间 

以及概念的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信息 

表示结构。同时．将概念词典中的概念表示为其所在范畴属性 

的一个子类．使用这些类 ，我们可以方便地找到与之有关的各 

种知识和关系，为进一步应用打下基础，也说明了利用面向对 

象技术表示知识是实际可行的。 

2 知网简介 

知网是一个以汉英双语来表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 

的属性之间关系的知识库。知网是通过义原来标注概念，所谓 

义原，是不可再分的语义单位。在知网中，包含了大约1500个 

义原。知网中的概念是通过义原来描述概念和概念的属性 ，因 

此，概念之间以及概念属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义原之间的关 

系。这些义原以上下位关系为主干 ，组成一个层次树结构。知 

网所表示的关系主要包括：(1)上下位关系 ；(2)同义关系；(3) 

反义关系；(4)对义关系；(5)属性一宿主关系；(6)部件一整体关 

系；(7)材料一成品关系；(8)事件一角色关系。以上关系包含在 

概念词典和各种特征文件中。在概念词典中，这些关系主要体 

现在每个记录的概念定义项(即DEF项)中(图1)，所有这些， 

都是通过知识描述语言(KDML)来实现的。 

在图1中，DEF是用义原来表示词条，第一位置表示其词 

条 的范畴属性 ，这 是最 重要 的属性，“#”表 示“教 师”与 

“occupationl职位”相关，“*”表示“教师”可以是“teachl教” 

的施事。第四位置表示另外的属性。因此。概念词典中词条的 

语义是定义在 DEF项中，DEF项中表示了概念与属性、属性 

与属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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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词典中的一个词条 

entityl实体 

t-thingl~"物 

卜physicall物质 

卜animatel生物 

卜AnimalHumanl动物 

卜human1人 

l L humanizedl拟人 
L animall兽 

卜beastl走兽 
卜livestockl牲畜 

卜birdl禽 

图2 知网义原的层次树 

由上可知．知网的语义知识结构和WordNet的语义知识 

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WordNet通过同义关系将概念组织在 

层次树 中，在知网中，概念是通过义原以及知网描述语言 

(KDML)来描述的，概念本身并不组成一个层次树结构 ，而义 

原被组织成层次树的结构 (图2)。知网通过一个有限义原集 

合·使用知识描述语言(KDML)来描述概念。因此 ，义原成为 

知网描述知识的关键要素。 

知网共有1500左右义原 ，这些义原被分成9类：1)Entity l 

实体 ；2)EventI事件 ；3)attributeI属性；4)aValueI属性值；5) 

quantity1数量；6)qValueI数量值；7)SecondaryFeature1次要 

特征；8)EventRole I动态角色和EventFeatures I动态属性；9) 

syntax I语法。其中．前8类是最基本的，是对概念进行定义的 

重要义原，第8类用于动词的概念描述，其描述方法类似于格 

语法中的格关系，第9类是用来描述词的语法特征。 

5 基本思想 

知网使用一个有限的义原集合和知识描述语言(KDML) 

来表示概念 ，而义原本身被组织成一个层次树结构，义原与义 

原之间有各种复杂的关系。概念之间、概念与属性以及属性之 

间的关系是通过义原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正因为义原的关 

系错综复杂t在计算机进行处理时难以进行操作．所以应将知 

网的各种知识结构转化为一个易于操作的结构。 

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其继承机制可以被描述为一 

个层次树结构(Java语言是单根继承)．可以表示义原的上下 

位关系，因义原是通过上下位关系进行组织的，所以可以把一 

个义原用一个类来表示，这样义原的上下位关系就表示为对 

应类的继承关系．义原之间的其它关系在知网中是通过知识 

描述语言 (KDML)表示的，这些关系我们可以在类中设置变 

量表示出来(图3)，从而把这些关系转化为类之间的关联。通 

过这种转换，就可以把知网中的各种关系利用面向对象表示 

出来。使用类来表示义原，就可以把语义知识表示为一个可以 

操作的类结构。不仅如此，类还可以提供方法，这些方法为我 

们操作提供了方便。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面向对象技术中其 

它方法为系统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知网符号 类中的表示 类型 

# relation 集合类 

定义为一个引用对象 

canSubject 集合类 

$ canObject 集合类 

isPartOf 集合类 

+ hideRole 集合类 

图3 知网的KDML被表示为类的变量 

在知网中，概念是用～个或多个义原来描述概念的(如图 

l中的 DEF项)．这些义原与该概念的关系是由位置和知识描 

述语言 (如“*”)决定的。其中第一位置(如 图1中“human1 

人”)称为概念的范畴属性．是最重要的一个描述。我们将概念 

表示为所属范畴属性类的一个子类，另外一些义原可以设置 

为类的变量或为变量的初始化值 ，这样，一个概念就表示为一 

个类。对具体词所表示的概念就对应为概念类的一个对象。例 

如在图1中，我们创建一个“Teacher”类．它是“Human”的子 

类．并在类中设置3个变量来表示此类与“occupation1职位”， 

“teachI教”，“educationI教育”的关联。 

通过以上处理 ，就实现了知网中的知识使用面向对象的 

技术表示出来，同时在具体实现时，我们把整个系统设计为一 

个开放的形式．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新的义原和概念。为其上层 

应用提供接口。 

4 系统的具体设计 

系统的具体实现使用的 Java语言，并使用 Jbuilder工具 

进 行开发 。 

由于类库是对义原的表示，义原之间的上下位关系反映 

为类之间的继承关系，所有类库的组织按知网中的义原分类 

和组织方式进行设计，为便于今后的扩展和方便，为所有的类 

提供一个公共基础类“HowNet”，使用 UML表示的部分继承 

图如图4 

图4 义原类库的继承图 

由于知网有1500左右的义原 ，则对应的类库中有1500左 

右的类·如果用人工编写类库，其工作量相当大，因此，我们编 

写了一个转换器 ，这个转换器完成从知网中提取各种关系，并 

将这些关系用类表示出来。在知网中，一些关系通过知网描述 

语言(KDML)已经显示地表示出来，我们根据其语义提取出 

来即可(图3)。 

知网中还有一些关系是通过其位置或特殊书写方式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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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 

本文使用中国证券市场1997~2001年共1125个交易日近 

500支股票的收盘价时间序列作为测试集，比较了 E—Apriori 

和 ES—Apriori算法 的性 能。 

实 验使 用 PIII667，512M 内存 ，操 作系统 是 Win2000 

Server的计算机。每支股票的涨跌幅度分成两段，频繁项最大 

长度为6，时间窗口为3，最小支持度为1％，分别使用含有5k～ 

30k个数据项的数据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由图中可知．当项的总数小于20k时，E-Apriori和 ES— 

Apriori的执行效率都很高。但是随着数据的增加，E—Apriori 

的内存使用量将急速增加．导致运算时间骤然变长；而 ES— 

Apriori无论在内存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呈现平稳增加的态势。 

在试验中，当项的个数大于30k后，E—Apriori会耗尽计算机 

内存而无法继续运行：而 ES—Apriori却可以顺利运行。实验 

结论证明，分析较大数据量的多元时间序列的跨事务关联规 

则时，ES—Apriori算法在时间／空间性能上要优于 E—Apriori 

算法。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时间序列的跨事务关联 

规则分析方法 ES—Apriori。由于 ES—Apriori在计算中使用了 

分步策略 ，使得每步计算的搜索空间急剧下降，内存的开销也 

较 EH—Apriori小很多。所以，在增加数据、增大时间窗 口、加 

大涨跌幅度分段数时，算法仍然能够顺利运行。本文使用中国 

证券市场1997～2001年间1125个交易日，近5oo支股票的m~l'M 

序列作为实验数据 ，证明 ES—Apriori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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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的。如上下位关系使用一种缩进的书写方式来表示 ，对 

义和反义关系是分别用对义和反义关系表表示的。我们首先 

提取出这些隐式关系，然后将这些关系表示在类中。 

总之，这个转换器就是将义原的各种关系挖掘出来，并用 

类表示出来。在图3中，将变量“canSubject”定义为集合类是为 

了它能容纳多个事件。 

概念词典中有62000左右词条，我们同样使用一个转换 

器，以把每个概念表示为范畴属性的子类(如图5)。 

图5 概念类 Teacher的继承关系以及部分关联 

现在，假如判别“教师”是不是“动物”，如果在知网里面， 

需要找到“教师”的范畴属性 ，然后看“动物”是否是其范畴属 

性的上位义原，才能判断，其操作不易。但如果使用类库，其操 

作就在“教师”和“动物”类中进行即可完成。由此 ，使用对象技 

术表示知识后，其各种操作将得到简化并提供更高的灵活性。 

另外 ，为便于系统的扩展，我们将为上层提供的接口从义 

原类库中分离出来 ，提供一个公共的接口，实现对各种关系的 

查询和判别 ，经过这样的设计，系统变成一个开放式的系统， 

便于今后的扩展和补充。 

结论 本文在充分理解和分析知网的基础上．使用面向 

对象的技术来表示知网的语义知识 ，把知网中的上下位关系 

用继承机制表示出来，其它关系在类中设置变量来表示，进而 

把义原集合转化为面向对象技术中的类库，将概念词典表示 

为词条的DEF中的范畴属性类的子类。通过以上的处理，就 

可以将知识转化为利用面向对象技术表示的知识，使得这些 

知识变得容易操作 ，为上层的应用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更重 

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处理，说明利用面向对象的技术表示知识 

是确实可行的，为我们今后利用面向对象技术表示从文档中 

获得的知识提供基础。 

利用面向对象的技术表示知网中的知识是我们从文本中 

提取知识的第一步，为我们今后从文本中提取知识提供丰富 

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从文本中提取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利用 

面向对象的技术表示出来，这样既可以用计算机加以处理 ，又 

为信息检索、文本过滤、信息检测提供方便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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