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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是随着网络信息海量增长而迅速兴起的新型网络信息组织方式，与传统的信息组织方式本
体结合的研究和应用价值正在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概述的基础上，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对本体构建的核心问题展开论
述，重点对比主流构建方法，归纳评价方法，并预测应用和研究趋势，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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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互联网上各种用户参与的网页、论坛、社交网

络等数据，无意间构成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自然标注资

源［１］，标签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显式自然标注．通过用
户自发为感兴趣的资源赋予标签，并与他人分享的过

程，汇集大众标签形成的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由“ｆｏｌｋ或者 ｆｏｌｋｓ”
和“ｔａｘｏｎｏｍｙ”组合而成，意为民间的分类法［２］），体现了
用户的群体智慧，蕴含了丰富的语义知识，被视为社会

化本体，受到网络用户和研究者们的青睐．
如果用散落树叶的随意堆积来形容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那

么传统本体就是一棵完整意义上的分类树．本体是得到
大多数人认同的、关于概念体系明确的、形式化的规范

说明［３］，是自然语言处理、Ｗｅｂ信息检索、语义网、数字
图书馆等领域的核心问题，是领域内部共同认可的知识

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规范描述，是不同主体（人、机器、代

理）系统之间共享和重用的语义基础．

本体构建是本体研究的基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本体构建通常需要领域专家的参与，并多以工具

辅助手工方式来完成［４］，耗时费力且不免主观；第二，如

果要求推理，本体就要用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复杂表示

语言而不是简单概念图的形式表示，理解和使用本体表

示语言［５］对普通用户并非易事，也就无从为本体反馈和

更新知识；第三，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领域本体无

法自适应到其他领域，共享和重用性不高．这些问题使
我们思考寻找新的途径来研究解决传统本体构建的难

题．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从大量“草根”用户的标签中发现、获取

和组织本体，及时更新和反映网络群体的共识，降低了

本体构建和使用的门槛，有效缓解了知识获取的瓶颈，

是解决传统本体构建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但是，Ｆｏｌｋｓｏｎ
ｏｍｙ标签本身的随意性、模糊性和缺乏有效的组织，如
果不与规范的传统本体相关联，对语义协助的贡献是有

限的．本文旨在通过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这种新资源研究本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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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核心问题，以期对传统本体构建中难题的解决和

克服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缺陷有所助益，并对更多基于此问题
的研究和应用提供支持．

２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概述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概念由美国著名互联网专家 Ｔｈｏｍａｓ
ＶａｎｄｅｒＷａｌ于２００４年首次正式提出，是基于“开放性元
数据标准”和“自然语言社群聚类”，采用自底向上的方

法，依靠用户贡献和协同分类来实现．网络社区中每个
用户都有一个自身对概念知识体系理解的“本体”，但整

个社会最初并没有定义统一规范的本体，用户之间通过

不断的交流，理解对方的“本体”，传播自己的“本体”，逐

渐形成统一的语义本体，常表现为标签云的形式．
图１［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用户在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

系统中添加标签的行为将用户、标签、资源三者关联起

来（实线），同时，也将用户和资源分别隐性关联起来

（虚线），这些关联产生了丰富的可供挖掘的潜在语义

信息，为本体构建提供可能．许多网站都提供为感兴趣
的资源（如对象链接地址、图片、视频、书籍等）自由标

注标签的功能．比如，美味书签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照片分享
Ｆｌｉｃｋｒ，目标分享４３ｔｈｉｎｇｓ，学术参考资料 ＣｉｔｅＵＬｉｋｅ，视频
分享ＹｏｕＴｕｂｅ，豆瓣，博客，微博等．

２１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特点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作为本体构建的新数据源，与传统本体

构建的无结构文本，半结构网页和结构化数据库不同，

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实体（标签）已经被用户人工“抽

取”出来，这样就避免传统本体构建中实体识别和抽取

的一系列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如分词、词性标注、句法

分析等；其次，发现能精确描述某领域主题的代表性文

本语料是很困难的，尤其对于专业性强或者快速变化

的领域［７］，但是标签却可以更及时、自由地表征领域的

热点主题和新词；再次，标注是在亿万网络用户浏览网

页或发布信息的过程中轻松完成，虽然标注质量不能

与付费的专业标注相比，但及时更新和零成本等优势

使这种海量数据具有很大研究价值．
诚然，这种新数据源缺少明显可供挖掘关系的来

源和应用的语境（如图２，“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
长的一条支流，位于桂林市．”这样的背景知识和其中

所涉及标签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标签和图片之外

的）．标签词汇本身也存在无统一标准（如图２，标签“风
景”属于通用域的抽象概念；“阳朔”属于特定域的地

名）、无层级结构（如图２，“桂林”属于“中国”这种上下
位的层次关系没有标明）等缺陷，给本体构建带来一些

新问题．

２２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概念模型
根据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形成过程中的标注行为，国内外学

者展开一系列概念模型方面的研究．荷兰科学家 Ｍｉ
ｋａ［８］率先提出在概念和实例构成的传统本体中加入用
户这一社会维度，形成适合表达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三元组本
体模型＜ａｃ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Ｉ）．在此基础上，后
续出现一些较典型的模型．

（１）系统协同模型 Ｇｒｕｂｅｒ［９］的理论模型 Ｔａｇｇ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ｔａｇ，ｔａｇｇｅｒ，ｓｏｕｒｃｅ，＋／－），考虑到标签系统之间
的协同标注扩展了 ＡＣＩ模型．ｏｂｊｅｃｔ指被标注的内容，
ｔａｇ指用于标注的标签，ｔａｇｇｅｒ指标注 ｏｂｊｅｃｔ的人或者代
理，ｓｏｕｒｃｅ指标注行为所保存的系统，即标签的来源（如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或 Ｆｌｉｃｋｒ等），＋／－的极性判别参数表示对标
注行为是否认可．

（２）跨界协同模型 跨界协同模型支持跨系统、用

户、资源之间共享标注行为．ＳＣＯＴ［１０］是应用最广泛的扩
展模型，采用ＯＷＬ语言定义，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表达
标签数据，并为异构系统数据的共享和重用提供互操

作．它同时链接 ＳＩＯＣ，ＦＯＡＦ和 ＳＫＯＳ三个本体．ＳＩＯＣ连
接在线社会化服务网站，描述“标签网站”以及“网站
网站”中的关系；ＦＯＡＦ描述人或者机器代理，以及他们
之间的关系；ＳＫＯＳ从语义上把标签用属性关联起来．

（３）语义标注模型 语义标注模型，旨在提供机器

可读的语义模型．ＭＯＡ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ａＴａｇ）［１１］在经典三
元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含义类表达习惯性或者用户

自定义的标签含义，采用ＯＷＬ语言形式化表示．
（４）数学模拟模型 数学模拟模型通过数学模型

模拟用户的标注行为，辅助分析标签的语义．如将主题
模型（ＬＤＡ）的思想引入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模型，出现了基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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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的标签主题（ＴＴ）模型［１２］，用户词主题的（ＵＷＴ）
模型［１３］，以及用户概念实例主题（ＡＣＩＴ）模型［１４］．ＡＣ
ＩＴ模型融合了 ＡＣＩ和 ＬＤＡ模型的思想，引入隐含的主
题层，避免了 ＡＣＩ模型三元超图到二元图的化简；同
时，用户标签资源之间的三元关系被同步建模，比 ＴＴ
和ＵＷＴ模型更有效．

可见，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概念模型基本组成元素已经达成
共识，即用户、标签、资源．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本体，建
议以数学模型为主，适当融合其他模型的思想．

３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本体构建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本体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
分为三类：基于聚类的方法、基于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的

方法、基于聚类和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结合的方法．实验
数据是支持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网站标注数据（如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并无特殊要求．

基于聚类的方法主要通过分析元素的共现信息，

包括标签标签、标签资源、标签用户之间的共现，发
现标签之间潜在的层次关系，但无法明确标签的语义

和挖掘出标签间隐含的非层次关系．基于已标注语义
知识源的方法，通过标签与语义实体的关联，明确标签

的含义和标签之间的关系，但依赖所引入的外部语义

知识源的种类、规模、质量、更新和开放程度等因素．基
于聚类和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结合的方法，通过不同结

合方式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明确标签的含义和标签间

的语义关系．
３１ 基于聚类的方法

根据聚类分析对象的不同，将研究方法分为三种：

第一种分析对象仅含标签集合，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二种分析对象是用户标签集合，即考虑用户的影
响，区分不同用户给出的标签；第三种分析对象是标签

元数据，在语义角度上更细化．
（１）标签集合 Ｚｈｏｕ等人［１５］受到物理和化学领域

的启发，把 ＤＡ模型用在标签集合的每一次分裂过程
中，自动从标签空间浮现出层级语义．从根节点包含所
有标签开始，通过统计共现计算标签之间的语义相似

度，循环迭代，不断分裂得到由“核心标签”准确表示出

语义主题的一系列聚类．与其他聚类算法需要指定聚
类数目不同，ＤＡ算法能够借助一个参数在分裂过程中
自动控制聚类的数目和每个聚类的大小，确保每个节

点的语义最终能通过一些标签来识别，缺陷是未能明

确标签的语义和关系．
类似的方法还有，Ｂｅｇｅｌｍａｎ等人［１６］使用谱平分聚

类在资源中发现了共享共现模式的标签组，但在每个

组中标签的含义或者在不同组中标签之间的关系没有

阐述．Ｓｃｈｍｉｔｚ［１７］统计词频并基于父类包含子类的思想，

建立类的层次体系．方法基于统计技术，准确性会随数
据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为了排除重叠关系需要反复遍

历节点，效率较低．Ｈｅｙｍａｎｎ等人的方法［１８］是一种自顶
向下的只利用标签共现关系的层次聚类方法．这个方
法简单高效，但父标签只是比子标签更宽泛的概念，并

非严格的包含关系．
（２）用户标签集合 这类方法区分不同用户提交

的标签，辅助分析标签的含义和关系．比如，Ｈａｍａｓａｋｉ等
人［１９］将与用户直接相连邻居的标签作为用户的间接标

签，克服某些用户标注信息缺失的问题．假设一个标签
被不同组的用户（或邻居）用于标注不同的资源，标签

就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否则，标签仅有一个（或非常相

似的）含义．方法受到所选择用户组及其标注信息的影
响．

（３）标签元数据 在聚类方法中，只有 Ｋｅｎｎｅｄｙ等
人［２０］在标签的元数据信息上识别与位置和事件相关的

标签．该方法利用地理标注资源的纬度和经度以及时
间戳信息，得到与每个标签相关的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为了识别位置和事件标签，聚类算法应用到空间分布

发现共享空间模式的标签组，应用到时间分布发现共

享时间模式的标签组．但是，方法仍然没有明确标签的
含义．
３２ 基于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的方法

按照是否需要用户的参与，分为自动方法和半自

动方法．
（１）自动方法 通过标签与 ＷｏｒｄＮｅｔ、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等

已标注语义知识源中的概念自动关联，用正式的语义

丰富标签的语义．
Ａｎｇｅｌｅｔｏｕ等人［２１］首先从 Ｆｌｉｃｋｒ数据集中过滤掉数

字、特殊符号和非英文标签．过滤后每个标签所有可能
的单词描述（单数、复数或者复合标签的各种分解情

况）作为标签的背景知识与标签一起映射到 ＷｏｒｄＮｅｔ．
如果一个标签对应ＷｏｒｄＮｅｔ中多个概念（即一词多义），
从ＷｏｒｄＮｅｔ中抽取出每个概念的上下位词汇与该标签
背景知识中的所有词汇进行相似度计算，相似度最高

的概念作为标签的含义．进而，将此概念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
的同义词和上下位关系词抽取出来，补充到标签的背

景知识集合中．然后，通过本体映射把扩展后的标签集
合与语义网搜索引擎 Ｗａｓｔｏｎ中的语义实体关联，推理
发现标签对之间的关系，构建 ＦＬＯＲ标签本体．实验证
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通过已标注语义知识源能自动获取标签
之间的语义关系并对标签消歧，精确率 ９３％，召回率
４９％．但是，许多标签无法映射到已标注语义知识源中
的概念．研究者继而考虑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及相关的 ＤＢｐｅｄｉａ、
ＹＡＧＯ等开放联合构建的本体，克服由相对封闭成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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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的本体更新缓慢的问题．ＧａｒｃｉａＳｉｌｖａ等人［２２］使用
含有大量标签元数据的关联数据服务站点 ＴＳＲ检索与
有歧义标签相关的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候选页面的集合．根据页
面中出现最频繁的术语确定与标签最相似的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页面．由于 ＤＢｐｅｄｉａ中每个概念都有一个页面对象属
性，连接ＤＢｐｅｄｉａ概念和对应的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页面，因此通
过最相似的页面找到对应的 ＤＢｐｅｄｉａ概念．方法使用术
语在对应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页面出现的频率作为术语的权重，
其实可以通过探索目前信息检索方法中更加复杂的术

语权重如 ＴＦＩＤＦ，或者关键词密度值来改善结果．
（２）半自动方法 当标签与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的

映射无法自动完成时，就需要用户参与．Ｐａｓｓａｎｔ［２３］提出
在标签创建时就应由标签的使用者赋予其语义．假设
标签有歧义，系统就会要求用户从多个概念中选择，如

果没有合适的，用户可以向管理员提出增加新的概念，

由管理员将此概念添加到已有本体中．虽然让用户参
与到整个标注过程是避免标签歧义最直接的方式，但

方法只在公司内部测试，对于大量用户是否认可这种

控制他们标注的行为还有待商榷．
３３ 基于聚类和已标注语义知识源结合的方法

这类方法的主要思想是融合基于聚类和已标注语

义知识源两种方法，但是融合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方法
采取顺序结合的方式，即先聚类标签后关联语义知识

源，或者先关联语义知识源后聚类标签；有的方法采取

嵌入结合两者的方式，即在聚类方法中嵌入语义知识

源的影响．两种结合方式的出发点都是认为仅从标签
本身不足以分析构建出令人满意的本体，需要进一步

扩展标签的语境信息，深入分析语义．
（１）顺序结合 Ｓｐｅｃｉａ等人［２４］以与其他标签的共现

统计作为该标签的背景知识向量，对比寻找相关的标

签．对于相关标签的每个聚类，用户通过语义网搜索引
擎（如 Ｓｗｏｏｇｌｅ）查找包含聚类中标签对的本体，并用找
到的语义信息建立标签间的关系．方法在训练时没有
预先定义关系发现或者映射的类型，因而是无监督的．
但需要人工分析从语义网搜索引擎检索到的本体．Ｌｉｕ
等人［７］通过语义知识库为每个关键词推断概念集合并

从搜索引擎获得该关键词的上下文信息．然后，从知识
库和上下文信息两方面丰富关键词的信息．最后，基于
贝叶斯的层级聚类方法自动归纳分类体系．

（２）嵌入结合 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ｄｏｕ等人［２５］基于标签共现
和语义相似度混合的策略，对标签和资源聚类，发现标

签的语义．其中，标签和资源之间的相似性是标签与标
注该资源的所有标签之间的最大相似性．两个标签之
间的相似性是它们社会相似性（共现）和语义相似性

（把标签映射到语义资源 ＷｏｒｄＮｅｔ）的加权之和．资源和
标签关联的二元图随后用光谱图聚类算法得到彼此不

相交的聚类．如果一个标签有多个含义，这个方法只能
根据标签共现的模式识别出标签最常用的含义．Ｔｏｍｕｒｏ
等人［２６］使用ＤＳＣＢＣ聚类算法，将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作为标签的
特征先验，自动识别标签的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领域，并把标签聚
类到不同的含义，用层级聚合聚类自动构建标签本体．
方法考虑到标签消歧，但仅用到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中文章的主
题信息，如能结合利用资源结构抽取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的相关
研究，效果会更好．

综上，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很难简单地说三

类方法哪个更好，但根据目前聚类技术和已标注语义

知识源的发展状况来看，两者结合的方法应该是研究

趋势．

４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本体评价

本体评价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统一的标准和

特定的指标体系，对本体的建设理念、应用需求、概念

组织、功能设计和实际运行状况等进行综合测评的过

程和方法［２７］．缺少统一的测试平台和标准是传统本体
和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本体的共同难题．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
ｍｙ的本体评价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１）人工评价 根据人工预先设定的标准对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ｏｍｙ学习产生的本体打分，通过协调不同评价人员的
结果得到最终的评分．如 Ｔａｎｇ等人［１２］就要求社会标签
的提供者直接评价系统最终产生的标签本体，对是否

满意标签之间的关系打分，精确率为满意数与反馈总

数的比率．
（２）语义评价 将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学习产生的本体与参

考本体使用词召回率（术语或者概念分别在两者对应目

录中出现的数目）和分类法重叠率（父亲孩子对处于正
确顺序的数目），还有增强的精确率和召回率以及 Ｏｎ
ｔｏＲａｎｄ进行对比［２８，２９］．参考本体可以是普遍认可的标准
本体，如 ＯＤＰ、ＬＡＣＣ、ＤＣ、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ＷｏｒｄＮｅｔ、中图分类法
等；也可以是数据来源本体，如 Ａｌｉ等人［１４］就是将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学习产生的本体与来源本体对比，评价提出
的本体构建方法；还可以是较先进技术生成的本体．

（３）实用评价 将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学习产生的本体应用
到具体任务中，通过对任务支持效果的评价，间接评价

生成本体的质量．如 Ｈｅｌｉｃ等人［３０］把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算法和
网络中的分散搜索关联，提出一个新颖的框架，从实用

的角度评价不同算法得到的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本体，核心思想
是把标注系统的探索导航任务构建成标签网络的分散

搜索，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中学习产生的本体作为搜索时的背
景知识，通过对探索导航任务的支持效果间接评价学

习本体的质量．
（４）分布评价 通过概念的分布效果评价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

ｍｙ学习产生的本体．Ｔｏｍｕｒｏ等人［２６］提出本体密度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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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认为所有被赋予同一个资源的语义相关的标签应

该被置于本体中靠近彼此的位置上．通过测量本体中
赋予资源的标签间连接边的数目，估计资源的本体密

度，就可以统计出所有资源的平均密度，继而就能评价

本体的质量．
总之，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选择其中一种或者综

合多种方法来评价．人工评价简单常用，但是评价指标
的设定和评价过程都依赖人工参与；语义评价关键是

参考本体的选择，随着可用参考本体的丰富，是较为通

用的评价策略，有助于本体评价的规范化；实用评价多

用于应用需求驱动的任务本体，但对于以知识积累为

目标的本体，增加了评价的难度；分布评价直观新颖，

值得深入探索更多用于描述本体质量的评价指标．

５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本体应用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的本体，是传统本体和社会化
本体的折中，虽然是初步的、轻量级的本体，但应用也

很广泛．
（１）用于揭示网络资源 近几年国外研究人员非

常关注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对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产生的影响，积
极开展实证研究，如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项目、ＦＬＯＲ项目等，通过
丰富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语义信息，优化网络信息资源组织，
便于发现和重用．

（２）用于个性化检索 陈毅恒等人［３１］通过本体对

标签进行抽取和筛选，实现了对检索结果聚类的优化．
张志强等人［３２］的研究说明，除了分析搜索日志，还可以

结合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的本体实现更好的个性化服务．
（３）用于辅助自动标注 标注数据是许多研究领

域的宝贵资源，但人工标注成本高，自动标注准确率

低．司献策等人［３３］用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的本体辅助
自动标注，捕获到短文本的言外之意．

可见，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本体构建研究，在理论和
实践上都极具前瞻性的探索空间．

６ 结论和展望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技术兴起于国外，目前已拥有较成熟的
概念模型和方法，而且也举办多次以此技术为主题的

学术会议，如欧洲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会议（ＥＣＭＬ／
ＰＫＤＤ）２００８年垃圾标签用户的识别任务，２００９年标签
推荐在线评测等．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
研究工作有待深入．多数从概念认识、特征层面研究，
逐渐出现社会标签分析与推荐系统方面的研究［３３］，但

与本体构建相关的研究［１２，１４，３２］较少，尤其研究中文本

体构建的文献截止到本论文完成还没有调研到．
本文对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本体的关键问题展开

论述，包括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特点和概念模型的概述，本体

构建主流方法的对比分析，评价方法的归纳及应用成

果的阐述等．从文献调研来看，基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构建本
体的方法论、表示语言（工具）与传统本体构建并无差

别，故不在此赘述．此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些具有价值
的研究点，列举如下，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启发．

（１）传统本体与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融合 传统本体和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这两种本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如何将两者
结合，发挥彼此的优势，相互促进，是本体研究者共同

努力的方向．标签语义信息抽取文本和半结构化数据
中相对成熟的信息抽取技术，如何调整和应用到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ｏｍｙ这个新的数据源是要进一步探讨的．

（２）本体进化 动态更新是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数据源的一
大优势，如何在不重新构建本体的前提下，将局部的更

新反映到本体概念和关系的变化中，是值得深入思考

的．
（３）跨语言 对跨语言的研究，不仅可以借助国外

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也有益于解决中文本体构建资源

不足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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