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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词表自动化构建的技术流程框架 

传统主题词表编制中人工参与为主，自动化程度较低，造成编制

成本高、周期长，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尽可能提高自动化程度

是当前及未来的主题词表编制趋势，降低人工参与的代价，让编制人

员从机器推荐结果中，通过判断和选择为主的方式进行编制，这也符

合大数据时代下对大型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理念。 

主题词表编制在技术层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编制主题词表的素

材规模大、多源异构、缺少统一规范等。拟采用当前人工智能较为成

熟先进的技术方法，解决编制素材中噪音高、分布不均衡及缺少标注

样例等问题，以无监督学习和递进迭代学习方面的技术方法为主，并

结合深度学习技术挖掘分析术语特征及语义关系特征，在编制过程中

把专家的编制结果作为训练样本，达到专家人工编制与机器自动推荐

相互促进相互增益的目的。 

 
图 1 技术流程框架图 

 术语素材来源：来源的广泛性和可靠性决定了术语素材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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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获取术语的信息源主要包括词表（主题词表、词典、术

语表、词库等）、文献（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网络文本

（学术技术类的网文、百科、博客、微信公众号等）。 

 多来源术语采集：首先通过采样评价不同信息源的术语质量，识

别出低质量的术语并进行清洗去噪，对进入基础词库的素材术语

在表达形式上做统一的规范化。 

 标准规范：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知识分类特征、知识描述特征、术

语分布特征和知识组织系统集成应用模式，制订主题词表编制标

准和规范，用来指导整个流程中数据管理和操作执行。 

 元数据体系：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信息源导致的元数据不一

致的问题，依据相应的编制标准规范，建立完整的元数据体系，

把不同信息源的术语和语义关系都统一在这个元数据体系下。元

数据主要包括术语的唯一标识命名规则、属性信息类型和语义关

系类型等。 

 范畴分类体系；与元数据体系类似，不同信息源的术语素材通常

使用不同的范畴分类，比如中图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DDC)

等，首先要建立主题词表自己的范畴分类体系，并进一步将不同

信息源的范畴分类体系向其映射，既为术语赋予了统一的范畴分

类，又可以依据范畴分类对课题二到课题五划分编制任务。 

 主题词表编制平台：半自动化的编制工具，不同学科领域的编制

专家可以以协同方式在自己领域内根据推荐结果，选取术语并构

建及修正术语间的语义关系。编制平台主要特点是：自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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