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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ＣＳＨ，ＳＫＯＳ和关联数据
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１　ＡｎｔｏｉｎｅＩｓａａｃ２　ＣｌａｙＲｅｄｄｉｎｇ１　ＤａｎＫｒｅｃｈ１
１（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
２（荷兰自由大学　荷兰）
姚小乐　刘　炜 （译）　　 张春景 （校）

【摘要】论述将美国国会图书馆ＭＡＲＣＸＭＬ格式的主题标目转换为ＳＫＯＳ（ＲＤＦ编码格式）的技术方法。着重阐述
ＳＫＯＳ词表的优势、可能的扩展方向以及与其他语义网词表的整合，如都柏林核心集。还介绍一个利用关联数据
（ＬｉｎｋｅｄＤａｔａ）技术在网上发布词表的Ｗｅｂ应用。
【关键词】元数据　语义网　受控词汇　ＳＫＯＳ　ＭＡＲＣ　ＲＤＦ　都柏林核心　标识符
【分类号】Ｇ２５０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ａｎｄＬｉｎｋｅｄＤａｔａ

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１　ＡｎｔｏｉｎｅＩｓａａｃ２　ＣｌａｙＲｅｄｄｉｎｇ１　ＤａｎＫｒｅｃｈ１
１（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ＵＳＡ）

２（Ｖｒｉｊ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ｄｓｕ＠ｌｏｃ．ｇｏｖ，ａｉｓａａｃ＠ｆｅｗ．ｖｕ．ｎｌ，ｃｒｅｄ＠ｌｏｃ．ｇｏｖ，ｅｉｋｅｏｎ＠ｅｉｋｅｏｎ．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ＭＡＲＣＸＭＬｔｏ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ＯＳ）ＲＤＦ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Ｏ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ｖｏ
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ｓｌｉｎｋｅｄｄａｔａｏｎｔｈｅＷｅｂｉｓａｌｓ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ＳＫＯＳ　ＭＡＲＣ　ＲＤＦ　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０９
　　注：姚小乐（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２００７级研究生）；刘 炜（上海图书馆）；张春景（上海图书馆）。
　　①　ＬＣＳＨ：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
　　②　简单知识组织体系，Ｗ３Ｃ提出的一种用于知识组织体系的编码规范。

１　引　言

　　美国国会图书馆自１９０２年就开始向美国和世界发布书目数据，提供书目元数据的共享和重用。图书馆的编
目工作一般可分为两个方面：描述性编目和主题性编目。描述性编目主要是维护目录中术语的描述，主题性编目

负责受控词表的维护，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用于描述性编目的主题标目和分类系统（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正如

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７）所说，利用语义Ｗｅｂ技术使ＬＣＳＨ①之类的受控词表逐渐上网服务，对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标目是以机器可处理的ＭＡＲＣ形式存在的，近来已转为 ＭＡＲＣＸＭＬ编码形式。美国
国会图书馆的ＭＡＲＣ服务拥有２６．５万条ＬＣＳＨ规范记录，传统上以ＭＡＲＣ２１格式进行发布。简单知识组织系统
（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ＯＳ）②是一套ＲＤＦ词表，用于将传统的叙词表、受控词表、主题标目和民
俗分类法（Ｍｉ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转换成Ｗｅｂ可用的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转换为ＳＫＯＳ编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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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Ｗｅｂ上发布 ＬＣＳＨ的具体方法，最后对需要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的内容提出建议，供有兴趣的同行

参考。

　　文中将以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指代“国会图书馆主题标
目”，特指以 ＭＡＲＣＸＭＬ形式存在的机读数据，并以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指代以 ＳＫＯＳ形式编码的 ＬＣＳＨ数据。
阅读本文需要对ＲＤＦ、ＳＫＯＳ和ＬＣＳＨ有基本的了解。

２　以ＳＫＯＳ表示ＬＣＳＨ

２．１　基本模型
　　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最早对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向 ＳＫＯＳ的转
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提供了具体的 ＸＳＬＴ转换代
码，能够将 ＭＡＲＣＸＭＬ规范数据映射为 ＳＫＯＳ。ＳＫＯＳ
和ＬＣＳＨ／ＭＡＲＣ都有自己的概念模型，ＬＣＳＨ／ＭＡＲＣ
将不同的标目（规范／非规范）聚集为记录，成为表达
语义关系和附注的抽象的概念实体。类似地，ＳＫＯＳ词
表也主要是由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实例构成，成为以 ＵＲＩ标
识的“思想单元”，并且 ＳＫＯＳ的概念也都有词汇标签
和说明文本，以及指向其他概念的丰富的语义链接。

２．２　概　念
　　每个 ＬＣ的 ＭＡＲＣ规范记录都在００１字段著录有
国会图书馆控制码（ＬＣＣＮ），这让其成为标识 ＳＫＯＳ概
念的最好候选。ＬＣＣＮ具有永久性和唯一性的特点，
ＳＫＯＳ需要ＵＲＩ来标识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实例。正如２００４
年ＦｒａｎｋＭａｎｏｌａ等人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语义网技术
所采用的 ＲＤＦ以及“链接数据”所推荐的 ＨＴＴＰＵＲＬ
方式都需要用ＵＲＩ来标识资源（对于ＳＫＯＳ来说，每个
概念都是一个以 ＵＲＩ标识的“资源”，以下称为“概念
资源”。———译者注），这样才能使资源更容易地被获

取（Ｓａｕｅ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当然，ＬＣＣＮ毕竟不是
ＵＲＬ，还需要通过模板：ｈｔｔｐ：／／ｌｃｓｈ．ｉｎｆｏ／｛ｌｃｃｎ｝＃ｃｏｎ
ｃｅｐｔ进行规范化，并加入到ＵＲＩ中。
　　以ＬＣＣＮ作为ＵＲＩ的做法与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提出的
方法稍有不同，Ｈａｒｐｅｒ是以规范标题文本构建ＵＲＬ，如
这种形式：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ｒｇ／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
论文的作者一般都喜欢用 ＬＣＣＮ作为 ＵＲＩ标识，因为
标题总是在发生变化，而 ＬＣＣＮ记录号一般都能保持
相对稳定。万维网以及当前热门的语义万维网实践都

建议 ＵＲＩ应该相对稳定，尽可能不要随时间而变化
（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１９９８）。由于概念的标识采用了永久性

的ＵＲＬ，也使得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概念的元数据描述具有了
持久性。

２．３　词汇标签
　　ＭＡＲＣ２１规范数据格式规定了规范标题（１ｘｘ）和
非规范标题（４ｘｘ）的区别，相应地，ＳＫＯＳ词汇表也提供
了两个属性元素：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和 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ｂｅｌ，这使
得一个概念可以对应两种自然语言表达：首选项和交

替项。也就是说，这样就能够使 ＬＣＳＨ的规范标目和
非规范标目分别直接映射到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和ｓｋｏｓ：ａｌｔ
Ｌａｂｅｌ属性上。
　　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信息丢失。ＭＡＲＣ用
以著录规范标目的字段还包括下面这些：时序 （Ｃｈｒｏｎ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ＲＣ２１的 １４８字段）、主题（Ｔｏｐｉｃａｌ，１５０字
段）、地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１５１字段）、体裁／格式（Ｇｅｎｒｅ／
ｆｏｒｍ，１５５字段）等，对于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来说，能够获取这
些概念的描述也十分重要（下文详述）。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还有大量的规范标目来自于其他标
目的合并，也就是常说的“先组”（Ｐｒ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方
式。举个例子，一个主题标目“Ｄｒａｍａ”可以与一个时
序标目“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进行组合，形成规范标目 Ｄｒａｍａ—
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通过主副标目的“分面”应用，信息被清晰
的表示。而在ＬＣＳＨ／ＳＫＯＳ表示中，标目之间仅是一种
平面的文字关系，即“Ｄｒａｍａ—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这是
ＳＫＯＳ需要扩展的一个地方。
　　ＳＫＯＳ是为多语言环境而设计的，ＳＫＯＳ鼓励用户
使用语言标签（Ｉｓａａ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来标识语种，例如：
　　 ｅｘ：ａｎｉｍａｌｓｒｄｆ：ｔｙｐｅ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ａｎｉｍａｌｓ＂＠ｅｎ；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ａｎｉｍａｕｘ＂＠ｆｒ．

　　然而，不是ＬＣＳＨ／ＳＫＯＳ里的所有词汇标签都是英
语的，例如：ＣｕｅｖａｄｅＬａＧｒｉｅｇａ（Ｓｐａｉｎ）。由于这个标题
含有西班牙语和英语，就很难决定到底使用哪种语言

标签。除此之外，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记录没有标题中使用
哪种语言的指示符，因此，要想以编程的方式转换

ＳＫＯＳ十分具有挑战性。
２．４　语义关系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使用５ｘｘ字段连接相关的规范标目。
ＳＫＯＳ则通过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等元素提供丰富的概念资源之间的语义联系。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里的语义关系是非常容易转换为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ＬＣＳＨ／ＭＡＲＣ采用标目建立参考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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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而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使用概念资源的 ＵＲＩ建立相互联
系。转换程序要为被转换的特定标题寻找 ＵＲＩ，以建
立链接关系。除此之外，ＬＣＳＨ／ＭＡＲＣ没有标注下位
类关系，只是通过上位类关系来缺省表达，因此建立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链接时，需要同时创建明确的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
ｗｅｒ属性联系。一旦完成了用 ＵＲＩ标识概念资源，就
会形成类似图 １一样的结构。图 １描述了与概念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相关的概念。

图１　ＳＫＯＳ概念图示

２．５　文件属性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中有许多有关标题的说明性字段，
例如：说明（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ｔｅ，６６７）字段、数据来源（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６７０）字段、举例（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６８１）字段等。ＳＫＯＳ词
表也包括一些说明性属性可以用于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编码，
如ｓｋｏｓ：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ｋｏｓ：
ｓｃｏｐｅ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ｔｅ，ｓｋｏ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ｔｅ等。这些
属性只需稍加琢磨，就能应用于将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转换
成ＬＣＳＨ／ＳＫＯＳ。
２．６　使用非ＳＫＯＳ的说明性属性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包含一些其他ＳＫＯＳ词汇本身所缺乏
的特性，比如国会图书馆分类号范围、记录创建日期、记

录最后修改日期等。然而由于ＲＤＦ的灵活性，允许使用
其他词汇，如都柏林核心元数据的术语：ｄｃｔｅｒｍｓ：ｌｃｃ，ｄｃ

ｔｅｒｍ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ｄｃｔｅｒｍ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等，混搭到 ＳＫＯＳ描述
中，以获取这些属性信息。混搭使用其他ＲＤＦ词汇当然
也可以，这种不需要事先进行编码模式定义的灵活性是

采用ＲＤＦ的一个强大而吸引人的特性。
２．７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映射
　　文中涉及的转换可以总结成如表１所示的字段元
素映射表。

２．８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插图
　　一旦一个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记录被转换成 ＬＣＳＨ／
ＳＫＯＳ，即创建了一组 ＲＤＦ表示，参见图１（注：为了显
示方便，说明性属性已被删除）。

　　这是一个关于“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概念的例子。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记录之间的文本链接已转换为资源之间
明确的ＵＲＩ链接（参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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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字段元素映射表

ＭＡＲＣ
Ｆｉｅｌ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０１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ｕｍｂｅｒ ｒｄｆ：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ＵＲＩｆｏｒｔｈｅ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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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概念间的语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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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以链接数据方式提供ＬＣＳＨ／ＳＫＯＳ

３．１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概念的酷ＵＲＩｓ（ＣＯＯＬＵＲＩｓ）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转换成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毫无疑问将创
建成千上万个概念资源的ＵＲＩ。所有的资源都需要用
ＨＴＴＰＵＲＩ方式进行解析，这是语义 Ｗｅｂ和“链接数
据”技术的关键所在（Ｓａｕｅ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万维
网上“跟着感觉走”意味着必须首先对分布式的资源

建立机器可读的描述，目前万维网的架构对信息资源

的ＵＲＩ（对事物的描述）和非信息资源的 ＵＲＩ（事物本
身）做了明确的区分（Ｊａｃｏ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很明显，
ＳＫＯＳ的概念（如数学）在网上是没有的，因此在为之
创建ＵＲＩ时要格外小心。Ｓａｕ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８）对于如何
在网上创建语义 Ｗｅｂ的“资源”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如２．２节所述，对每个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概念都创建了这样
的ＵＲＩ：ｈｔｔｐ：／／ｌｃｓｈ．ｉｎｆｏ／｛ｌｃｃｎ｝＃ｃｏｎｃｅｐｔ，这里为 ＳＫＯＳ
概念使用带“＃”号的 ＵＲＩ简化了 Ｗｅｂ服务的实现，因
为当概念 ＵＲＩ被请求时，服务器不需要使用３０３重定
向至其他的ＨＴＴＰ状态。

３．２　内容协商

　　推荐采用“内容协商”机制实现以多种方式在
Ｗｅｂ上呈现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概念。当需要确定应该向
ＨＴＴＰ客户端发送什么内容时，Ｗｅｂ服务器会去检查客
户端发来的头信息中“Ａｃｃｅｐｔ”代码，进而决定需要发
送的偏好格式（Ｂｅｒｒｕｅ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ＣＳＨ／ＳＫＯＳ传
输服务目前返回的是如下描述：ｒｄｆ／ｘｍｌ，ｔｅｘｔ／ｎ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ｘｈｔｍｌ＋ｘｍ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ｎ，参见图３的具体
说明。

图３　ＵＲＬ类型

　　由于采用了上述内容协商机制，对于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
概念体系中相关概念的浏览几乎只需要“跟着感觉

走”（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０８），点击浏览中的链接即可（见图
４）。并且这种机制还允许语义网或 Ｗｅｂ２．０的客户端
直接向ＬＣＳＨ概念的相同ＵＲＩ请求相同内容不同格式
的机读数据。如果采用了ＲＤＦａ，浏览器还能够从供人
阅读的ＸＨＴＭＬ页面中自动探测并获取机器可读的语
义内容。

图４　以ＲＤＦａＸＨＴＭＬ形式存在的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概念

４　实现细节

　　需要指出的是，转换和提供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数据还需
要编写少量的代码。Ｐｙｔｈｏｎ编程语言有几个开源代码
库可以实现这两项任务：

　　－ｐｙｍａｒｃ：用于 ＭＡＲＣＸＭＬ处理 （ｈｔｔｐ：／／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

ｐｙｐｉ／ｐｙｍａｒｃ）；

　　 －ｒｄｆｌｉｂ：用于 ＲＤＦ处理 （ｈｔｔｐ：／／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ｐｙｐｉ／ｒｄ

ｆｌｉｂ）；

　　－ｗｅｂ．ｐｙ：一个轻型的 Ｗｅｂ框架 （ｈｔｔｐ：／／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

ｐｙｐｉ／ｗｅｂ．ｐｙ）；

　　－ｗｅｂｏｂ：ＨＴＴＰ请求／响应对象，支持内容协商机制

（ｈｔｔｐ：／／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ｐｙｐｉ／ＷｅｂＯｂ）。

　　这里将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转换成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方法
与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所采用的方法略有不同。笔者没有使
用ＸＳＬＴ，而是采用 ｐｙｍａｒｃ库，该库为 ＭＡＲＣＸＭＬ格式
的记录提供了一个面向对象的流形式的接口。此外，

作者也没有使用关系型数据库，而采用支持 ｒｄｆｌｉｂ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ＤＢ三元组存储，来存储和查询所有２６２５０２０
条三元组记录，这些便是所有的ＬＣＳＨ／ＳＫＯＳ数据。转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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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分两步：第一步创建概念及其 ＵＲＩ，第二步将它
们链接起来。利用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４ＣＰＵ３．００ＧＨｚ
计算机，对整个数据集（３７７ＭＢ）进行转换，大约耗时两
小时。

　　如果有读者对此转换过程或者 Ｗｅｂ应用有兴趣，
可以到ｈｔｔｐ：／／ｉｎｋｄｒｏｉｄ．ｏｒｇ／ｂｚｒ／ｌｃｓｈ查询相应的代码。
这些代码由Ｂａｚａａｒ版本控制系统（ｈｔｔｐ：／／ｂａｚａａｒ－ｖｃｓ．
ｏｒｇ）管理。

５　改进和未来发展方向

５．１　拓展的ＳＫＯＳ
　　由于ＳＫＯＳ被视为知识组织系统的通用工具（叙
词表、分类法、主题标目表、分类系统、民俗分类法），因

此它缺乏某些描述ＬＣＳＨ／ＭＡＲＣ细节的专门特性。如
同２．３节讨论的一样，ＬＣＳＨ／ＭＡＲＣ区分了以下几类
概念：地理、论题、载体／形式和时序，而ＬＣＳＨ／ＳＫＯＳ只
能通过一种实体类型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来描述上述所有概
念。当然，作为一个ＲＤＦ词表，ＳＫＯＳ可以方便地扩展
一些新的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ｌｃｓｈ：Ｔｏｐ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ｃｓｈ：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ｌｃｓｈ：Ｇｅｎ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和 ｌｃｓｈ：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等。
　　对于ＬＣＳＨ／ＭＡＲＣ由多个标题先组而成的规范主
题标目，由于采用了多种子字段以获取标题的不同的

“分面”概念，在转化为ＳＫＯＳ时，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属性元
素只能连同“—”连接符一起转换，就不可避免地失去

了原有的语义信息。毫无疑问，用户肯定希望将来的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能够表达先组概念的各组成部分。某些
ＬＣＳＨ／ＭＡＲＣ记录描述了规范子字段标题（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５），这在原先的数据转换中是被忽略的，而使用
扩展的ＳＫＯＳ就能够描述那些概念了。ＳＫＯＳ目前还有
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Ｍｉｌｅｓ，２００７），即如何表达 ＳＫＯＳ
中的组配概念，或者可以提供一种扩展方法。这个问题

一旦解决，将有助于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应用普及。
５．２　开放数据的链接
　　语义Ｗｅｂ和链接数据的好处是可以使传统孤立
的数据集得到整合，Ｂｉｚｅｒ（２００７）曾经就各类语义 Ｗｅｂ
资源进行连接的技术进行总结。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数据
可以从多个层面上与外界数据进行链接，例如：

　　（１）地理标目：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ｈｔｔｐ：／／ｇｅｏｎａｍｅｓ．ｏｒｇ）
和ＣＩＡ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４．ｗｉｗｉｓｓ．ｆｕ－ｂｅｒ

ｌｉｎ．ｄｅ／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２）ＬＣＳＨ概念链接：ＲＤＦＢｏｏｋＭａｓｈｕｐ（ｈｔｔｐ：／／
ｗｗｗ４．ｗｉｗｉｓｓ．ｆｕ－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ｂｉｚｅｒ／ｂｏｏｋｍａｓｈｕｐ／）。
　　（３）ｄｂｐｅｄｉａ（ｈｔｔｐ：／／ｄｂ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其他词表，如：国会图
书馆分类法、人名规范档、ＬＣＣＮ永久链接服务等，都可
以转化为ＲＤＦ服务。笔者还参与了 ＲＡＭＥＡＵ转换项
目，ＲＡＭＥＡＵ是一个与 ＬＣＳＨ非常相似的受控词表。
一旦这些词表实现了转换，将对 ＬＣＳＨ的互联产生积
极的作用。

５．３　服务器日志分析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网络应用还未正式对外宣布，每天
就收到来自网络爬虫机器人（Ｙａｈｏｏ，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Ｇｏｏｇｌｅ）
和语义网应用（像 Ｚｉｔｇｉｓｔ和 ＯｐｅｎＬｉｎｋ）成千上万次的
点击。服务器日志除了来源、用户代理、ＩＰ地址、概念
ＵＲＩ，还采取抓取接受的ＨＴＴＰ头信息。６个月过去了，
分析机器和人是如何使用本网站是非常有益的，可以

获得各种表现形式被检索的数量，以及被各类搜索引

擎如 Ｇｏｏｇｌｅ，Ｙａｈｏｏ，Ｓｗｏｏｇｌｅ（ｈｔｔｐ：／／ｓｗｏｏｇｌｅ．ｕｍｂｃ．
ｅｄｕ／）和Ｓｉｎｄｉｃｅ（ｈｔｔｐ：／／ｓｉｎｄｉｃｅ．ｃｏｍ）获取的情况等。
５．４　用ＳＰＡＲＱＬ发现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网站在一个文件中存储了所有的
ＲＤＦ数据共２６２５０２０条，对于希望与 ＬＣＳＨ／ＳＫＯＳ的
概念建立链接的开发者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如果能

通过ＳＰＡＲＱＬ查询语言对一定量的 ＲＤＦ数据进行编
程查询，就不需要下载和索引整个数据集了。例如，

ＭＡＲＣ书目数据没有主题的 ＬＣＣＮ标注，这种间接关
系造成无法在不知道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的情况下查询到
ＳＫＯＳ／ＬＣＳＨ概念的ＵＲＩ，而采用ＳＰＡＲＱＬ提问，这个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

６　结　语

　　以ＳＫＯＳ转换并提供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标目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本试验突出

了ＳＫＯＳ和语义网技术的优点：资源的标识和链接、词
表的重用和混搭能力（如 ＳＫＯＳ与 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的混
搭）、通过词表的扩展来弥补通用词表的不足等。希望

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图书馆社区提供的此类数据服务，

能够为过去１０年来发展起来的语义 Ｗｅｂ技术提供更
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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