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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代表对象间被认识的关系
,

这些关系使自动推理或至少是有效的逻辑运算成为可能
.

有效地利用知识可

以实现超文本的智能
,

超文本的知识表达是实现智能的超文本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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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知识代表对象间被认识的关系
,

这些关系使 自

动推理或至少是有效的逻辑运算成为可能
。

而信息更

多是面向用户的
,

它代表人们可能感兴趣的任何事

物〔 ’〕 。

可以说
,

知识是被认识了的
、

条理化的信息
,

知

识好比树干
,

信息好比树叶
。

超文本离不开知识
,

因为超文本技术本身就是用

于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
,

少不了要和信息
、

知识打

交道
,

而且
,

利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知识可以实现超

文本的智能化
,

解决超文本在导航和检索中遇到的困

难
。

如何有效地表达知识是实现智能的超文本的关

键
。

2 超文本的知识表达 .z[
3 〕

超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在许多方面与语义网相类

似的极为灵活的知识表达环境
.

象语义网一样
,

超文

本也是由节点 (对象 ) 和链组成
。

不 同类型的知识表

达形式都可以在超文本中通过以不同的方法对节点

和链的基本类型进行结构描述和定义来实现
。

以下介

绍超文本中最常见的节点类型和链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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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点类型

超文本的节点可分为表现类节点
、

组织类节点以

及智能超文本中的推理类节点
。

表现类节点包括文本节点
、

图片节点
、

声音节点
、

动态图象节点
、

混合媒介节点和按钮节点
。

·

文本节点 它由文本块组成
。

文本本身可以是

一份文档或被定义成一个由节点表现的对象
;
也可以

表达基本信息
。

例如一份文档中所提供的文本可以表

达未被抽象成知识表达形式的信息
,

读者可以从中提

取知识
。

·

图片节点 图片节点可以嵌入文本节点中也

可以是独立的节点
.

图片和文本可以互相补充说明
:

可以用一幅画去解释达芬奇传
,

或者在看完一幅图片

后
,

再看看艺术家传记中的详细描述
。

带放大链的图

片可以用于更细致的检查
。

象文本一样
,

图片表达非

解释性的信息
,

而不是知识
。

·

声音节点 象图片一样
,

声音可以嵌于文本

中
,

或做为一个独立的节点而存在
,

它与图片表达方

式相似
。

声音也表达非解释性信息
。

。

混合媒介节点 这种节点是文本
、

图片
、

声音

的某种组合
。

在许多情况下
,

同一信息可以用被链接

的节点组合表达
,

或是用单个混合媒介节点表达
。

象

屏幕大小
、

超媒体系统中沿链浏览的难易程度
、

审美

考虑
、

内存的分配以及用户的专注能力等因索都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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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决定是否将信息分成多个节点二
·

按钮节点 一条链连接一对节点
,

而一个按钮

执行一个进程
.

带按钮的节点常被用来做某件事情
。

这些节点允许超媒体做为一个高层的程序或数据库

界面
。

复杂的超媒体将普遍采用带按钮的混合媒体节

点以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

上述 4 种信息节点是这种更

普遗节点类型的严格版本
。

以上介绍的 5 种节点用来表达信息
,

而非解释性

的知识
。

组织类节点是组织节点的节点
.

加索引是描述节

点的一种方法
,

同时也是数据库管理的需要
。

组织类

节点可以实现数据库的部分查询工作
。

组织类节点包

括各媒体的目录节点和索引节点
。

·

目录节点 目录节点包含各自媒体的索引指

针
,

指向索引节点
。

·

索引节点 这些节点由索引项组成
,

索引项用

指针指向目标节点
,

或指向索引项的相关索引项
,

或

指向相关表中相对应的一行
,

或指向原媒体的目录节

点
。

推理类节点用于辅助链的推理与计算
,

它包括对

象节点和规则节点
。

·

对象节点 这种节点描述对象
,

它们由槽
、

继

承链
、

相关进程组成
。

对象节点和 is
一 a
链能够用来表

达组织性知识
。

·

规则节点 这些节点列举规则
,

并且可以指向

满足规则的对象
、

采纳规则的理由
、

规则的使用说明

等的组合
。

2
.

2 链类型

可以在超文本中定义不同类型的节点
,

使之成为

一个极灵活的知识表达工具
,

这种灵活性将通过定义

不同的链类型得到更大的加强
。

链定义了超文本的结

构
,

并提供了浏览
、

查询节点的能力
。

超文本有许多

不同类型的链
,

它们可以划分为导航链
、

推理链及组

织链
。

2
.

2
.

1 导航链

在这儿我们来看看导航链的四种主要类型
。

这些

链的作用可以通过类似于摄象机的操作来理解
。

作为

导航实体的链对应于在一个显示屏上景观的改变
,

这

与摄象机的操作改变可见景观的外观大致相同
。

人们

可以先简单地前后移动摄像机 (移动链 )
,

然后调焦

在景致的一个特殊部分 (放大链 )
,

然后又摇动镜头

回到大图 (缩小链 )
,

最后
,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过滤

镜去高亮显示景物中的不同方面
。

在超文本中可以用

视图链使链决定于上下文限制的特殊集合中
。

这种导

航链的 4 种类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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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链 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导航链
。

沿这些链

浏览可以访问到一个相关节点
,

它们允许围绕超文本

移动或在超文本中导航
。

·

放大链 这些链把当前节点扩展到一个更详

尽的信息节点中
,

其效果类似于从一个摘要移到文本

文档的全文
,

或是类似调焦得到一个全图的一小部分

的放大图
,

更类似于从一个全市地图移到与全市地图

等大小的市中心地图
.

.

缩小链 这种链返 回却文本的一个更高层的

视图 (这些链在浏览中特别有用 )
。

缩小链正常情况

下与放大链相反
,

所以放大链将对应一个缩小链
,

反

之亦然
。

这样
,

这种链也可看作将镜头摇远
。

·

视图链 这些链的有效性与灵活性决定于用

户要说明的目的和用户的兴趣
。

它们也可用于保险目

的
。

视图链是隐藏的
,

除非某个用户对它们很感兴趣
。

例如
,

在水星和行星节点之间有一条视图链
,

它对天

文学家是显露的
。

但对化学家和气象学家却是隐含

的
。

视图链可提供基本的机制用于按不同用户的需要

与兴趣裁剪超文本
。

它们也帮助防止超文本不必要的

复杂性
,

使用户不被那些与他们需求无关的信息所纠

缠
。

2
.

2
.

2 组织链与推理链

组织链和推理链用子节点的组织以及和更通用

机器推理
、

编程能力的链接
。

这里侧重于介绍五种组

织
、

推理链类型
。

·

索引链 这些链将用户从一个索引节点引到

该节点的相应索引项
。

索引然后被用来进入关系数据

库或查找共享特定索引项的文档
。

索引超文本是控制

节点间的链的激增的好办法
.

.

15
一 a
链 这些链类似于用在语义网和对象系

统中指示一个类型的成员的链
。

·

H as
一 a
链 这些链用于描述节点特性

,

它们通

常被对象使用
。

·

隐含链 这些链用来连接推理树中的事实
,

它

们一般等同于正在使用的规则
,

或过时的规则
,

隐含

链的使用通常限制在推理超文本中
。

·

执行链 (按钮 ) 执行链将一种操作与按扭节

点相连
,

使超媒体成为一个更高层程序的界面
。

3 利用知识实现超文本的智能 4[]

当超文本系统变得庞大以后
,

导航机制和检索机

制的薄弱就暴露出来了
,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 关键

就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

开发和利用有效的知识
。

要在一个大文档中查找读者所需的某些信息似

乎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
,

但人们能够而且也确实做



到了
。

关键技巧就是读者 自然而然地应用了各种各样

的知识去帮助缩小查询范围
。

以下是其 中 3种重要的

知识形式
:

·

组织性知识
:

说明文档的内容如何组织
。

·

专业知识
:

包含在文档内容中的明确的知识
。

·

上下文知识
:

说明使用文档信息的方式
。

以下我们介绍如何把以上讨论的几种知识应用

于超文本中
。

. 31嵌人组织性知识

组织性知识描述文档的组织结构
,

它与文档内容

无关
,

所以关于面包制作的文档可 以和神经外科的文

档有着同样的组织结构
,

一些组织性知识中的典型的

描述如下
:

这一节需要阅读
。

阅读这一节以前首先需要完全理解第七节的内

容
。

第一次阅读时这一节可以跳过去
。

如果你跳过了第乓节
’

,

那么就跳过接着的五个章

节
。

如果读者没有选择
“
示例

” ,

就从文档 当前显示

中略去指导信息
。

本节是 引导章节
。

传统文档中
,

这种结构的语义描述会在文中明确

表示 出来
。

比如有些数学论文
,

难懂的章节用
“
S

”

作

标记
,

因为
“
S ”
在路标中意味着

“

前方道路曲折 ,,
,

每一章的前言列出预读章节的清单
。

在一个超文本文档中嵌入这类含语义的结构
,

就

能从显示中发现这些可以利用的关系
。

比如
,

软件知

道你还没读第三节
,

它就会隐藏紧跟的五节 (直至读

了第三节 )
。

现在的关键点就是把结构的语义用
”

如果一一那

么
”

的规则表示出来
,

简单的说明 (
’ “

第七章很难
”
)

可以用这个普通的规则代替
:

如果 真

那么 “
第七章很难

”

因为真永远是真
,

所以第七章永远很难
。

文档的

结构语义可以用更普遍的应用规则来开发
:

如果 读者一 直在阅读指导手册
,

而且他 也

一直没读参考手册

那么
·

该读者显然是 一个初学者

如果 该读者是 一个初学者

那么 跳过较难的章节

很显然
,

好的文档作者总是试图把难度大的资料

集中在某些章节 (加上警告注解 )
,

以此来协调推理

的进行
,

但是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

当这种方法应用

1 0

到纸张文档时
,

它就 比较被动
,

因为读者必须按作者

的提示阅读
。

使用计算机文档的一个麻烦就是要花时间去查

找一些实际上你不想知道 的信息
。

如果文档知道你最

可能不想读它
,

那么它就不应该让你去查找或者表明

它是可读的
。

结构语义中也嵌入了路标的观点
,

一个路标就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章节
。

路标是一个醒 目的标志一 一当

读者在某点迷路
,

就可 以把他带到最相关的路标处
,

路标使读者在纷乱复杂的环境中获得一种稳定感
。

.3 2 嵌人专业知识

组织性知识涉及文档的组织结构
,

它与文档 内容

无关
,

而专业知识则涉及文档的内容
。

专业知识告诉

你文档说什么
,

而组织性知识告诉你它是如何说的
。

在计算机系统里
,

处理专业知识比处理组织性知

识更难
,

因为它主要依靠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

让计算机系统演示常识是当前的热门课题
,

彻底解决

它还需要很多年
。

我们可以利用推理式的规则来描述专业知识
,

例

如
:

如果 研 究课题是 巴罗克音乐

那么 把研究限制在 1 5 5。 年至 1 7 5 0 年这 段

时期

表达这条规则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西方文化中

定义巴罗克音乐的时期
。

这种方法的问题就是专业知识实在太丰富了
,

结

构的语义能缩减为一个管理文档的结构和指定文档

的特定事实的规则的集合
,

但专业知识则无边无际
,

所以我们需要表达能力更强的工具
。

一个相关的 A l 技术就是概念树叉
,

它是一个能

表示某些专业知识的主要概念和概念之间关系的数

据结构
。

概念树叉能用这样的要求帮助用户理解文档

的内容
:

给我一个主要问题 的更详细的讨论

把这一节放到一个更普通的上下文去

我们不必为每一个要出版的超媒体文档发明一

种新的概念树叉
,

重复使用一个概念树叉就足够了
。

另一方面
,

如果概念树叉都要覆盖大量资料
,

那就要

冒缺乏实际内容的危险
。

oD
u g la s I

J e n a t 和 他的同事们正在 M C C 国际财

团做着相关的工作
,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智能百科全书

系统 C cy
。

C cy 将由大量的生活中的事实 (
“

玻璃是

透明的
” , “

公开裸体让人恶心
”
) 和常识 (

“

玻璃屋

中的人必须穿衣服
”
) 组成

。

建立 C yc 系统是一个巨

大的任务
,

而且利用它建立的应用系统也需要一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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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
。

但毫无疑问
,

它肯定能用更一般的结构取代

书写的专业知识语义描炸
·

概念树叉也为文档提供了有效的图示
,

它说明了

文档的内容是如何组织的
,

而不象大多数超文本关系

图说明文档是如何组织的
。

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

在

特殊情况下
,

如果你正处于超文档的边缘 (节点之间

没有链相连
,

且距离很远 )
,

你就会走到一个作者不

能带你出去的死胡同
.

为了找到边缘信息的相关信息

块
,

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找到相关信息
,

然后再沿着

链浏览
,

找到想要的块
.

这两个块在概念上是相关的
,

所以在概念树叉中距离很近
,

但你从浏览的链图中无

法推测出这种关系
。

.3 3 地方代理

结构或专门知识的语义把用于帮助读者检索信

息的知识嵌于文档之中
,

你需要这些知识
,

不管是以

用于结构语义的规则的形式
,

还是以用于专业知识

语义的概念树叉的形式组成
,

同样重要的是你要有一

定的开发知识的能力
。

解决这个关键就是代理的概念
。

代理是这样一些

程序
,

为读者利益服务
,

能实现读者的计划安排
,

可

以使用嵌于文档的知识和返回的信息
。

可以把地方代

理看作是文档作者的代表
,

能回答你一个读者想知道

的问题
:

我该先看哪一章呢 ?

能给我显示最重要的章节吗 ?

地方代理包含应用文档中的规则进行推理的推

理机
,

它必须提供一个 良好的用户界面 (可能是图形

的或是自然语言驱动的 )
,

接受用户请求
,

做出反应
,

它也负责协调总代理 的工作
。

.3 4 总代理

当一个固定的文件集被庞大的动态的文件 网所

代替
,

超媒体文档的作用将被充分认识
。

网络的概念

正顺应了当前计算机系统向容量共享
、

高速网络连

接
、

高度分布化发展的趋势
。

在现有超文档中增加一份文档可能是有问题的
,

新的文档必须适合用概念树叉表示
,

而且它们的链必

须建立在过去出版的文档基础上
。

地方代理是为超 文档的读者服务的
,

总代理是为

动态网服务的
。

当增加文档时
,

总代理就在概念树叉

的驱动下链接信息
,

然后通知地方代理网络的最新状

态
。

今天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当增加或删除网络的数

据库节点时能准确提供这种功能
。

因为总代理要管理整个网络
,

所以它们应能看到

网络的使用情况
,

这是在计算机上建立文档时所利用

的另一种重要知识
。

另外我们能用也应该使用一些明

确的
、

独立于专业知识的规则
。

比如
:

·

沿着走过的路径浏览
。

如果一个读者询间
: “

下一步我们去哪儿 ? ”

而且

你又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

就可以带他到大多数人去的

地方
。

·

地球在转动
,

相互关系也随着时间和年龄变化

而变化
。

如果读者不满意以概念树叉方式使用网络
,

那么

树叉就过时了
,

必须改变它
。

总代理密切注视人们使用网络的情况
,

当总代理

注意到某个模式重新发生时
,

他们能帮助地方代理和

读者发现有关信息
。

地方代理可以暂时成为其他代理

的用户
,

当一个读者提 出一个地方代理不能解决的信

息需求
,

代理会向总代理寻求帮助
,

总代理知道去哪

儿解决间题
,

也能调用一个或更多的地方代理为它提

供所需信息
。

4 小结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 出知识在超文本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

超文本不仅仅是信息浏览的工具
,

它

更是知识管理的工具
,

而且知识的有效利用可以使超

文本具有一定的智能
,

解决庞大的超文本系统的导

航
、

检索问题
。

超文本和其它信息管理技术相比
,

有

更灵活的使用方式
,

有更准确
、

丰富的知识表达
,

也

就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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