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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优化空间信息管理为目标。在网格中引入本体技术。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的空问信息资源管理方法。该

方法很好地结合了基于元数据方法管理的优点，又提高了资源发现的效率。该方法在管理空间信息方面具有

优越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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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ethod of semantic—based 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presented and ontology

is introduced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The method well combines the

merits of meta—data based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discovery．The method shows a higher degree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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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技术的出现，使用户可以透明并且无缝地

使用网格上的所有资源。资源发现机制为上层的资

源调度和应用提供透明的全局资源视图，然而如何

有效地组织资源和发现资源，提高资源检索的效率

成为新的问题。语义网格的出现为此提供了可能，从

服务定位的观点来看，网格环境中的语义网格可以

划分为以下4个层次[1]：计算服务层、数据服务层、

信息服务层和知识服务层。计算服务层主要是大规

模的利用计算资源，建立在计算服务层之上的数据

服务层，主要提供大规模高强度的计算和对大规模

共享数据库的分析，知识服务层是最高服务层，它可

以使得计算机在已知的数据库中找寻一定的模式，

并进行管理信息服务。由于是建立在数据服务的最

高层，知识服务层可以从一大堆信息中利用数据筛

选的方法发现并总结出知识。这个服务层是域定位

的，它还可以为信息服务层总结出的信息提供语义

描述。语义网格就是在利用现有的空间元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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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基于语义的一体化空间元数

据管理与服务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空间元数据管

理是基于语义和分布式协作的，用户可以在空间元

数据的语义层从单一的逻辑门户透明地对所有空间

元数据实现基于语义的访问。基于语义网格的空间

元数据管理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把Internet上的不同

节点上的元数据在语义层连接起来，实现基于语义

的集成。本文以优化空间信息管理为目标，在已有成

果的基础上引入本体技术，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的空

间信息资源管理方法。该方法很好地结合了基于元

数据方法管理的优点，又提高了资源发现的效率。

1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管理体系结构

为了实现基于语义访问的透明性，我们在

Berners—Lee[1]提出的语义网格体系结构(图1)中的

第3层和第4层，即RDF和Ontology身上进行修

改，并结合文献E23设计如图2所示体系结构。该结

构的最底层为空间元数据库，这一层实现各节点的

物理连接，并没有实现逻辑上的信息共享；第2层的

主要功能是屏蔽网格基础设施中空间信息的异构特

 



214 广西科学院学报第25卷第3期 2009年8月

性，消除语义歧义，负责管理各个分布异构的空间节

点元数据和用户之间的交流，为用户提供透明的基

于语义的服务，从而对用户的应用形成一个虚拟的

同构环境；最上一层是应用层。

第5至7层Logic、Proof、Trust

第4层Ontology vocabulary

第3层RDF+rdfsehema

第2层XML+NS+xmlsehema

第1层Unicode和URI

图1 Berners—Lee的语义网体系结构

图2基于元数据的空间信息管理体系结构

2基于本体的元数据信息库

实现空间信息基于语义的共享面临的一个重大

问题就是元数据标准问题。不同行业的元数据标准

体系有很多差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语义的

空间元数据共享必须要解决不同标准体系之间元数

据的有效地交流与协作。我们在语义网格中加入本

体技术[3~5]，通过本体技术、元数据和语义网格建立

一个空间信息管理方法(图3)。该方法主要是在元

数据库的基础上构造一个虚拟的同构环境。在这个

同构的环境中，每个节点都对应着各个本体系统的

概念的元数据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本体进行描述。例

如，一个本体元数据对象类可以描述为：

Object class node

{requires：

Name／名称；

ld／本体标志符；

Attribute／特征属性；

Status／结点状态；

Source／结点地址

allows；

图3基于本体的语义空间信息管理方法

3方法描述

采用基于本体的元数据管理，第一步是建立对

不同领域的本体系统的元数据信息进行描述的各个

条目。第二步是各个领域的本体系统的元数据信息

通过语义转换变为通用集成本体的形式，以便于能

够进行对象类封装。第三步是将需要注册的本体元

数据信息填写到管理目录中的相应位置。由此可见，

基于本体的元数据库是将本体中的概念与底层的空

间数据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利用本地本体将空间

信息系统封装起来。各个空间节点自动发布关于本

节点空间信息资源的本体元数据，元数据经过本体

语义转换变为通用的集成本体描述的形式后，注册

到用通用本体概念描述的空间元数据库中¨J。

4模型分析

4．1实例分析

如图4所示，在某石油部门对钻井平台进行资

产管理的过程中，来自不同生产单元BNT平台和

JZ20—2SW平台的设备在统一的界面中进行个性化

注册时，利用本文的方法可以将本体概念引入到两

个生产单元的基于语义网格的元数据管理系统中，

从而消除同一数据在不同生产单元存在的语义冲

突。针对不同设备管理的需求，系统界面根据用户相

应的注册信息启动相应领域的本体系统来满足用户

的描述需求。首先构造两个部门的元数据管理系统，

并且实现两者在语义层上的相互独立；然后在此基

础上建立两个领域通用的集成本体系统，实现语义

上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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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设备管理信息

4．2模型评价

基于本体的语义空间信息管理方法恰好可以很

好的将传统的元数据管理方法与本体技术结合，在

具体的应用中可以将用领域本体语言表述的用户需

求转换为通用本体语言描述。而其中某些概念例如

计量单位和数据类型，本身就是通用本体的概念的

情况则不需要进行概念间的转换，用户查询语句也

将保持不变。然后用户需求由集成本体系统转换到

选定的领域节点本体。目标节点选定后，将用户需求

从通用集成本体描述的形式转换为目标节点的本体

描述形式。利用中间构件部件查找与本体概念对应

的数据，并按用户需求对数据将进行相应的加工[6。。

最后就可以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并将各级结果返

还给用户。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根据XML灵活的结构性，

由URI索引的NS而带来的数据可确定性及XML

Schema多数据类型及检验机制，对语义网格中的语

法进行了研究，通过使用基于本体的元数据转换机

制将网络信息的表现形式、数据结构和内容分离。在

Berners—Lee语义网体系结构中的第3层即RDF+

rdfschema，利用各种元数据的优势，进行基于Web

的数据交换和再利用。RDF解决的是如何采用

XML标准语法无二义性地描述资源对象的问题，使

得所描述的资源的元数据信息成为机器可理解的信

息。在目前基于中间件技术或者自行开发的应用程

序中，无论是传输数据库查询的结果，还是将该结果

传输到客户机应用程序，使用的一直是XML格式，

XML格式定义了解释结果集需要的所有数据。

实例分析和模型评价证明我们提出的基于语义

的空间信息管理方法在管理空间信息方面具有优越

性和可行性。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管理方法是网格

研究的关键点之一[7]，关系到资源发现效率的优劣，

是实现网格资源管理的开放性、高效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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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食用高热量食物会使人变得愚蠢和懒惰

我们已经知道长期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对身体不健康，但是短期食用高热量食物同样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因为会使肌肉和大脑缺少能量，让人变得懒惰和反应迟钝。

科学研究研究了食用低热量食物(含有7．5％热量的脂肪)和食用高热量食物(含有55％热量的脂肪)的

老鼠。食用高热量食物的老鼠的肌肉在4天内，使用氧气产生能量去运动的的能力变低，这使得他们的心脏

负担加重，并且增大了体积，9天后相比于那些食用低热量食物的老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走出迷宫并且犯的

错误也更多，10天高热量的食物就会造成老鼠短期的记忆力衰退并使行动困难。在食用高热量食物的老鼠

的体内，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名为解偶联蛋白3(uncoupling protein 3)的蛋白质水平升高，这种蛋白质使老

鼠制造氧气产生的奔跑需要的能量效率降低。

啮齿类动物在研究中被认为和人类非常类似，这项作用在老鼠身上的研究能促使人们对减少摄入食物

热量引起重视，这可以给人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幸福和身体灵活带来直接的好处。

(据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