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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前沿研究领域选评

摘摇 要摇 元数据与数字信息组织、本体论与知识管理技术、图书馆 2. 0 与数字图书馆研究、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

检索、智能信息处理、h 指数与学术评价六大研究领域,具有明晰的基础文献、清晰的问题域和明显的国际活力,
是当前值得关注的图书情报学前沿领域。 其中有的研究领域或技术方法之间存在交叉,例如元数据、语义网络

与本体论相互交织、数字图书馆集成了多种技术应用等,正是当今前沿研究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表现,因此应

鼓励面向问题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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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否存在一些可以客观判定的

前沿领域,是一个值得讨论和探究的话题。 2006 年 8
月,赖茂生教授等在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

上做了“关于情报学前沿领域的识别与选择冶的报告,
用专家问卷调查法、论文统计分析法、研究项目统计分

析法综合分析出 15 个领域为情报学前沿领域[1]。 本

文则采用客观识别与主观选择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图

书情报学前沿研究领域。 客观识别是指通过重要基础

文献、主要研究问题和国际前沿进展所体现出的历史

基础和学术活力,判别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的新

兴研究和学术热点,再经主观抉择选出了元数据与数

字信息组织、本体论与知识管理技术、图书馆 2. 0 与数

字图书馆、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检索、智能信息处理、h
指数与学术评价等六大研究领域作为图书情报学前

沿,并对其研究资源和研究动态进行评述。

1摇 元数据与数字信息组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随网络信息的增长和数

字化的发展,1994 年 10 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二

届万维网协会(W3C)年会期间,专家们针对互联网上

的信息组织与检索问题讨论建立一套元数据(Metada鄄
ta)来描述网络资源。 1995 年 3 月在美国俄亥俄州都

柏林市(Dublin)召开了第一次元数据会议,提出由 13
个元素(Subject, Title, Author, Publisher, OtherAgent,

Date, ObjectType, Form, Identifier, Relation, Source,
Language, Coverage) 构成的 “都柏林核心冶 (Dublin
Core: DC),标志元数据的诞生,为信息组织尤其是数

字信息和网络信息组织提供了新思想和新方法。 目前

承担维护和推广 DC 元数据的组织叫做“都柏林核心

元数据创始冶(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DCMI),
其网站上集成了有关 DC 的大多研究资源[2]。
1. 1摇 研究资源

第一次 DC 会议(简称 DC -1)后,很快于 1996 年

又召开了 DC -2 和 DC -3,1996 年 9 月仍在都柏林召

开的 DC -3 将 DC 核心集扩展成 15 个元素,奠定了被

称为“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冶(Dublin Core Metada鄄
ta Element Set: DCMES)的基础。 15 个元素中内容元

素有 7 个:题名(Title)、主题词(Subject)、内容描述

(Description)、资源类型(Type)、来源(Source)、关系

(Relation)、范围(Coverage);知识产权元素 4 个:作者

或创造者(Creator)、出版者(Publisher)、其他责任者

(Contributor)、权限管理(Rights);形式元素 4 个:日期

(Date)、格式 ( Format)、资源标识 ( Identifier)、语言

(Language)。 如今,DCMES 已被澳大利亚、丹麦、英
国、芬兰、美国(NISO 标准 Z39. 85 - 2001)等国作为国

家标准,被 ISO(ISO15836:2003)、IETF(Internet Engi鄄
neering Task Force, RFC2413)、CEN 工作组协议 CWA
(CWA/ ISSS 13874 -2000)等批准为国际标准,被翻译

成 33 种语言。 围绕 DCMES,DC 还逐步发展了一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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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和扩展规则,包括扩展元素、抽象模型、编码规范、
应用指南、相关领域的应用纲要等,DC 已不仅是简单

的 15 个元素的集合,而是包括词表、编码规范、模型、
流程、工作文件等一系列文档的标准规范体系。 对此,
可参考国内外专家的有关介绍[3 -4]。
1. 2摇 研究动态

早在 DC - 1 上就确立了元数据发展的一些基本

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DC 元数据

的研究,为 DC 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主要有[4] :
简单性原则:要求定义一个能得到最广泛应用、

被全球所理解和接受的最小元素集,并能作为特殊用

户详细描述需求的一个核心。
易用性原则:要求能方便作者和信息提供者描

述自己的文档,而不给他们增加太多的负担,并能方

便地实现资源发现工具之间的互操作。
内在性原则:指 DC 元数据以揭示描述对象自身

的内容属性为主,外部属性为辅。
可扩展性原则:希望 DC 作为一个核心元素集而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展为适应各领域资源描述需要

的元数据方案。
句法独立原则:指 DC 元数据的元素可以以多种

方式编码,应用于各类技术平台中,而 DC 只规定元

素的基本语义。
如今,已经在 DC 基础上发展出数十种元数据标

准,通常按适用对象区分,如文本倡议 TEI、档案描述

EAD、艺术品著录 CDWA、可视化 VRA、地理空间 FG鄄
DC、公用信息 GILS 等等[5 - 6] 。

当前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元数据互操作性等[4 -8],解
决元数据互操作性的一种思路是建立一个标准的资源

描述框架,用这个框架来描述所有元数据格式,只要一

个系统能够解析这个标准描述框架,就能解读相应的元

数据格式,这就导致了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鄄
guage) 和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的联用。

XML 通过其标准的 DTD / Schema 定义方式,允
许所有能够解读 XML 语句的系统辨识用 XML_DTD /
Schema 定义的元数据格式,从而解决对不同格式的

释读问题。 RDF 定义了由 Resources、 Properties 和

Statements 等三种对象组成的基本模型,其中 Re鄄
sources 和 Properties 关系类似于 E - R 模型,而 State鄄
ments 则对该关系进行具体描述。 RDF 通过该抽象

数据模型为定义和使用元数据建立一个框架,并定义

标准 Schema,规定声明资源类型、声明相关属性及其

语义的机制,以及定义属性与其它资源间关系的方

法,还规定利用 XML Namespace 方法调用已有定义

规范的机制。 因此,XML - RDF 成为元数据的重要

技术支持。
元数据与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建设关系密

切:在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中,元数据提供对数

字资源各种属性的描述,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通

过管理元数据而管理资源,元数据可以决定数字图书

馆和数字档案馆的信息组织和利用方式,因此,基于

元数据的信息组织[9] 渐成主流,在图书馆专业方法

上也有取代 MARC 之势。
DC 传入中国后,研究者众多,以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张晓林和上海图书馆刘炜等为代表,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也分别成为国内实践 DC 的重

要基地。

2摇 本体论与知识管理技术

本体论(Ontology)起源于哲学,在哲学意义上,
本体是存在的本质抽象,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

的理论。 一种本体论规定了一种哲学的元结构即第

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

由此生成。
1993 年以来,本体论的概念被大量移植到科技

领域尤其是计算机相关领域,迅速兴起了工程技术形

式本体论( formal ontology)研究[10] 。 1995 年,Gruber
正式提出本体设计应遵循明晰性、一致性、可扩展性、
最小编码和最小承诺[11] 的五条规范性原则,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 2001 年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柏林将保罗

奖(Wolfgang Paul Award)授予美国布法罗大学的胡

塞尔哲学专家、哲学教授史密斯(Barry Smith),用于

资助其将形式本体论的哲学方法和理论应用于信息

科学系统,使形式本体论及其应用(领域本体论)成

为引人关注的研究热点。
2. 1摇 研究资源

形式本体论的研究资源主要涉及语义网资源和

技术支持资源。 语义网是万维网的发明人 Tim鄄Burn鄄
ers Lee 倡导的下一代万维网,旨在赋予万维网上所

有资源唯一标识,并在资源之间建立起机器可处理的

各类语义联系。 作为本体论的前端,语义网具有桥接

元数据与本体论的功能。
语义网资源以国外的 WordNet(http: / / www. cogs鄄

ci. princeton. edu / ~ wn / ) 和国内的 HowNet ( http: / /
www. keenage. com)为代表。 WordNet 是一个基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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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机器辞典,由普林斯顿大学的 Miller 等人研

制。 WordNet 2. 0 包括 152059 个词(words)、115424 个

同义词集(synsets)、203145 个词义(senses),描述了上

下位、同义、反义、部分、整体等词汇的语义关系。
HowNet 即知网,是由董振东先生逐步建立起来的。
2004 版在语义方面记录中文词 75524 个、英文词

73127 个、条目总数 150100,在句法方面标引中文动

词 23812 个、英文动词 19988 个、汉语句法结构 72
个。 这些语义网资源可以作为构造本体论的基础。

技术支持资源包括技术标准和软件工具。 目前

已经出现一些核心技术标准, 如资源描述框架

(RDF)和 Web 本体语言(OWL) 等,影响将非常深

远。 W3C 网站(http: / / www. w3. org)上还有许多相关

技术资源,并可通过 RDF 和 OWL 将有关技术资源及

应用联系在一起。
目前用于本体论研究开发的主要软件工具是美

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开发的 Prot佴g佴(http: / / protege.
stanford. edu)和德国 Ontoprise 公司开发的 OntoEdit
(http: / / www. ontoprise. de),它们构成对本体论研究

的重要技术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Prot佴g佴
使用 Java 和 Open Source 作为操作平台,可用于编制

本体论系统和知识库,可自行设置数据输入格式来输

入数据,也可插入插件来扩展一些特殊功能,如提问、
XML 转换等;输出格式有文本、HTML、 JDBC、RDF
Schema 及 XML Schema。 OntoEdit 则可根据知识结构

图确定类名、定义类目含义、导入专业分类表,提供本

体论系统工程环境,支持构造概念、关系、定理,不依

赖于某一表述语言,利用模块和插件结构,灵活性强,
并能够方便地引进专门功能和词库;支持 RDF 和

DAML(DAPRPA Agent Markup Language,美国国防高

级研究项目部智能代理置标语言),并能输入和输出

数据库 Oracle、MSSQL、DB2 等的结构和数据;可从专

业词表选词,与领域专家合作确定定义和用词,确定

特性,参考元数据标准,参考专业标记语言标准,确定

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等。
2. 2摇 研究动态

目前图书情报界有关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将形

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12 - 15] ,领域本体论则

沿着分类主题向语义本体“升级冶的路径发展[16] ,直
接应用是期望引导信息标引向知识标引“进化冶 [17] 。
本体论与元数据、语义网结合可应用于数字图书馆建

设[18] ,本体学习和本体自动构建[19] 则是值得关注的

发展方向。

由于各知识领域对本体论的认识不同,造成一定

程度的概念混乱。 为此,可用三元组 T = < F,C,R >
统一形式本体论,其中 T 代表形式本体论,F 代表特

定领域,C 代表元概念,R 代表元关系。 一个领域的

元概念建构该领域的基本术语(范畴)系统,而一个

领域的元关系则建立该领域内的基本术语之间的基

本联系和基本结构。 若用符号“*冶表示内在结合,
则“元概念*元关系冶也就规定了形式本体论的基本

内容:元概念提供形式本体论中的基本概念系统和基

本语词范畴,规定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术语内涵;元关

系规定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使线性排

列的元概念之间建立起树型或网型联络。 元概念与

元关系相结合,构成具有内在结构和外在功能的有机

体系,这就是形式本体论三元组 T = < F,C,R > 。 不

同领域可选不同本体,这就是可以有多种领域本体的

原因;而选择反映本质特性的概念范畴作为本体才能

满足 Gruber 提出的本体构建五原则。
形式本体论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其主要价值是

可以通过本体论将信息资源按照知识形式组织起来,
尤其适用于网络时代的信息组织和知识组织[18] 。 如

果说在手工操作时代要想对海量文献信息管理深化

到“知识单元冶层次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的话,
那么语义网和本体论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网络技术和

网格技术的结合,已经从技术手段上为实现这一梦想

提供了可能。 因此,语义网和本体论技术与网络技术

和网格技术相结合,可能引发知识管理变革。
本体论研究的学术领域也因此归属知识管理,它

将影响知识处理技术,有望成为知识组织、知识检索、
知识利用的重要技术支撑。

3摇 图书馆 2. 0 与数字图书馆研究

Web2. 0 的发展和应用造就了 Lib2. 0、Learning2.
0、Education2. 0 等,其中,图书馆 2. 0 是最有特色的应

用领域之一。 图书馆 2. 0 通常被定义为 Web2. 0 的

理念和技术在图书馆行业中的应用[20] ,和第一代数

字图书馆即图书馆 1. 0 相比,它在理念上强调通过将

馆员主导转换为用户参与以及馆员—用户互动,在技

术层面引进博客(Blog)、维基(Wiki)、简易信息聚合

(RSS)等新技术,在服务层面更加关注用户体验等,
从而引起了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变革。

统观全局,真正的图书馆 2. 0 范式仍未确立,国
内外对图书馆 2. 0 的讨论仍局限在概念的重复传播

和移植上,尚未见深刻的理论推进和独创的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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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因此需要继续深化研究。
目前有关图书馆 2. 0 的研究动态[21 - 22]可通过资

源 -技术 -服务轴心理解:
资源是基础。 在依赖元数据和全文数字资源的

同时,图书馆 2. 0 将更多地依赖具有微结构的微内容

支撑,而这些微内容则由广大网络用户参与提供,主要

通过博客 /播客 /秀客 (Blog / Podcast / Showker)、维基

(Wiki)、简易信息聚合与推送(RSS / ATOM)、社会性网

络(SNS)、标签与民间分类法(Tag / Folksonomy)、即时

通讯(IM)等实现,图书馆 2. 0 研究需要把资源内容建

设成具有微结构的微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宏服务。
技术是关键。 图书馆 2. 0 是利用开放资源提供

开放服务的数字图书馆阶段,其技术具有模块化、组
件化特征,具有较强的平台和设备独立性,符合各类

协议标准,可以方便地进行组合搭配。 目前看来,
Ajax(异步传输)技术与 Macromedia 的 Flex 技术、微
软的 Atlas 技术结合而成的 Ajax / Flex / Atlas 技术可能

成为 Web2. 0 技术的核心内容。 由于 Ajax 结合了 Ja鄄
va 技术、XML 以及 JavaScript 等编程技术,使用客户

端脚本与 Web 服务器交换数据的 Web 应用开发方

法,打破了页面重载惯例,故能较好地优化用户体验。
而对于真正实现图书馆 2. 0 来说,则需要有核心引擎

(无妨称为 X 引擎)来整合资源与服务,这是目前的

弱点和难点。
服务是目的。 图书馆 2. 0 理念倡导个性化服务,

数字图书馆也正在走向个性化图书馆时代,因此,个
性化服务正是图书馆 2. 0 和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结合

点,也是数字图书馆所需要的发展模式,图书馆 2. 0
和数字图书馆由此合流。

这样,图书馆 2. 0 可视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一个

阶段,借助 2. 0 的理念和技术,可望把数字图书馆研

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正是数字图书馆研究需要

图书馆 2. 0 的理由,也是图书馆 2. 0 需要与数字图书

馆结合的原因,而个性化数字图书馆将是它们结合的

体现。 图书馆 2. 0 也只有落实到个性化数字图书馆

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4摇 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检索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以专门网站形式呈

现在互联网上的检索系统,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检索

工具。
最早的搜索引擎是 1994 年问世的 Yahoo! 和

Lycos。 1995 年后,搜索引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演

化出包括通用万维网搜索引擎 (Web Search En鄄
gines)、通用元搜索引擎(Meta鄄Search Engines)和各种

专用搜索引擎三大类型的庞大体系,被誉为仅次于门

户网站(Web Portal)的互联网第二大核心技术。
搜索引擎技术发展很快,变化也快,在搜索引擎

观察(Search Engine Watch)网站[23] 上可以看到其动

态资源。 从技术上看,一个搜索引擎通常由搜索器

(Robot / Spider)、索引器(Indexer / Catalog)和检索软件

(Search Engine Software)三部分构成,除简单检索、加
引号词组检索和逻辑组配高级检索外,搜索引擎发展

的专有检索技术或方法有:
加词检索( + ):在搜索词前冠以加号“ + 冶可以

限定搜索结果中必须包含 +号后的词,相当于逻辑与

(AND)。
减词检索( - ):在搜索词前冠以减号“ - 冶则限

定搜索结果不能含有 - 号后的词,相当于逻辑非

(NOT)。
标题检索( t:):在 t:或 title:后输入检索词表示

仅当标题中出现同样词才符合检出要求,可使搜索结

果更准确并缩小范围。
站点检索(site:):在搜索框中输入“site: DN冶是

在某个特定的网域或网站中进行搜索,其中 DN 为

域名。
链接检索(link:):在搜索框中输入“link: DN冶是

指检索显示所有指向该网址的网页。 例如,“ link:
www. google. com冶 将找出所有指向 Google 主页的

网页。
随着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发展,有的搜索引擎如

Ask(http:/ / www. ask. com)已开始支持自然语言检索。
搜索引擎的设计希望达到快、准、全三大目标。

其中快是最关键的,目前适用的搜索引擎都能在毫秒

或分秒级给出响应结果,让用户等待数秒已经难以被

接受;准也是关键性的,不准确的结果毫无意义;全则

只是力所能及的要求,因为网络空间太大,很难求全。
因此我们看到搜索引擎的使用排行不断刷新,从过去

的 Yahoo! 变成了现在的 Google[24] ,专业学术搜索引

擎 Scirus、Google Scholar 也直逼 DIALOG 等专业检索

系统“防线冶。
搜索引擎是打开互联网宝库的一把钥匙,其检索

技术值得关注。 搜索引擎技术发展迅速,是进化最快

的信息检索技术。 随着互联网用户使用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搜索引擎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的搜索引擎技

术的发展将更加专业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而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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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叉语言)检索和跨媒体(多媒体)检索的研究与

开发正成为搜索引擎技术研究的重点。

5摇 智能信息处理

5. 1摇 研究资源

智能信息处理的研究资源主要涉及自然语言理

解理论和实现算法。
可供参考的国外代表性自然语言理解理论(作

用于英语理解) 主要有: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

法[25 - 26] 、Schank 的概念依存理论[27 - 28] 、Miller 等的

WordNet 等。 可供参考的国内代表性自然语言理解

理论 (作用于汉语理解) 主要有:鲁川的句模理

论[29] 、黄曾阳的概念层次网络(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 HNC) [30]和董振东的知网 HowNet 等。

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标准,一般按美国认知心理

学家 G. M. Olson 提出的“理解四标准冶判断,即已理

解的话语应具备下列四属性:淤可以进行变形复述;
于可以正确应答问题;盂可以进行摘要;榆可以进行

翻译。 按这四条标准,机器如果理解了一种语言,就
能进行自动摘要;如果理解了两种语言,就能进行机

器翻译。 该标准至今不能实现,表明机器不能理解自

然语言。
目前常用的智能信息处理算法包括:反馈型神经

网络、细胞神经网络(CNN)、遗传算法、进化算法等

等[31] 。 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一般也通过各种计算机应

用算法和专门方法实现,既有通用方法,也有专用方

法,前者如各种学习算法、遗传算法、进化算法、神经

网络算法、BAYES 方法等;后者如用于自动分类的支

持向量机(SVM)、向量空间模型(VSM)等;用于自动

标引的绝对频率加权法、相对频率加权法;用于自动

文摘的频率统计法、特征字串法、理解分析法等;用于

智能检索的 PageRank 算法等;用于机器翻译的基于

规则的方法、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等。
5. 2摇 研究动态

智能信息处理涉及的研究技术性很强,以下仅就

自动分类、自动标引、智能文摘、智能检索、机器翻译

等重点领域的主要方法和研究动态略作归纳。
(1) 自动分类

主要涉及两类方法:一是基于规则的方法,一般

由知识库和推理机两大基础部分组成。 知识库储存

了从专家那里获得的关于某领域的专门知识,推理机

具有推理的能力,即根据知识推导出结论,而不仅仅

是简单搜索现成的答案。 由于需要由知识工程师手

工编制大量的推理规则,因此其开发费用是相当昂贵

的。 二是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研究从观测样本

出发,寻找规律(即利用一些做好标识的训练数据自

动地构造分类器),利用这些对未来样本进行预测。
现有机器学习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统计学。 传统

统计学研究的是样本数目趋于无穷大时的渐近理论,
现有学习方法也多是基于大数定律的结论。 由于基

于相对简单的机制,以及实际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良

好性能,而为大部分文本自动分类系统所采用。 当前

研究较多的是用 KNN 作为查重算法和用 VSM 作为

类特征判别算法。
(2)自动标引

主要方法有:淤统计标引法:在文献中使用越频

繁的实词越可能是指示主题的标引词。 这种标引方

法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易用,而且符合人类语言应用的

一般特征;于概率标引法:依据相关概率、决策概率和

出现概率来决定标引词。 这种标引方法目前还处于

理论阶段;盂句法分析法:利用计算机自动分析文本

的句法结构,鉴别词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和词间句法

关系 ,最终抽出可做标引词的词语。 但该方法难度

大效率低;榆语义分析法:通过分析文本或话语的语

义结构来识别文献中与主题相关的词;虞人工智能

法:让计算机模拟标引员完成标引文献的工作。
目前研究重点包括语词切分和自动标引专家系

统等。
(3) 智能文摘

主要方法有:淤位置法:在人工摘要中,句子为段

首句的比例为 85% ,为段尾句的比例为 7% ,故 G.
Salton 提出寻找文章中心段落作为文摘核心的思

想[32] ;于特征字串法:文章中常常有一些特殊的线索

词(短语、字串、字串链),它们对文章主题具有明显

的提示作用,可以用来获取文章的主题;盂频率统计

法:能够指示文章主题的所谓有效词(或称实词)往

往是中频和高频词;榆信息提取法:常用于对一些特

殊领域(如气象预报等)的文献资料做摘要;虞框架

法:借助于文章的大小标题与语义段做目次性摘要,
99. 8%的科技文献标题都能基本反映主题。

目前研究重点是基于自然语言理解的智能文摘。
(4) 智能检索

智能检索与搜索引擎的发展相联系,新的智能检

索技术通常首先被应用于搜索引擎,常通过运用搜索

算法实现,如 VSM、PageRank 等。 如 4. 2 所述,目前

的研究重点是跨语言检索和跨媒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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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分为两大类:基于规则

(Rule鄄based)的方法和基于语料库(Corpus鄄based)的
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也称理性主义方法,具有较长

的发展历史;基于语料库的方法也称经验主义方法,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33] 。 基于规则的

机器翻译又可以分为基于转换的方法 ( Transform鄄
based)和基于中间语言( Interlingua鄄based)的方法;而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又可以分为基于统计( Statistic鄄
based)和基于实例(Example鄄based)的方法。

目前研究重点是建立在双语语料库基础上的机

译系统,而 WordNet 和 HowNet 则直接被作为语料库

使用。
智能信息处理至今尚无通用的支持软件体系,这

是一个弱项,也是一个制约发展的瓶颈。 对此,研究

开发 NLU 支持软件包是一个重点和难点,而基础工

作首先是需要建立和完善语料库、知识库、规则库,然
后在 NLU 技术上采用“语义优先、语境配合、语法辅

助冶原则,在系统设计上遵循“分级建设、逐步扩展、
自动学习提高冶的思路,才可望逐步提升到建立智能

信息分析系统的境界[34] 。
智能信息处理至今仍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领域,但

其围绕自然语言理解形成核心的技术体系已初现端

倪,一旦自然语言理解有所突破就能带动相关智能信

息处理技术快速进步,而任何一个智能信息处理领域

的突破都将引起图书情报研究领域的变革,故值得提

早重视。

6摇 h 指数与学术评价

2005 年,美国科学家 Hirsch 引进一个兼顾论著

数量和质量的新指标———h 指数来测评科学家的成

就[35] ,立即引起学术界关注[36] 。 2006 年,Eggle 和

Rousseau 建立了 h 指数的数学模型[37] ,Eggle 同时提

出了 g 指数[38] ,Batista 等提出 hI 指数[39] ,使 h 指数

和 h 型指数的研究[40 - 42]很快成为信息计量学和科学

评价学的前沿研究热点。
Hirsch 将 h 指数定义为:一位作者的 h 指数等于

其发表了 h 篇至少被引 h 次的论文数,即一个作者的

h 指数表明其至多有 h 篇论文被引用了至少 h 次。
Braun 等将原来针对作者的 h 指数概念用于期

刊[43 - 44] ,提出一种期刊的 h 指数等于该期刊发表了

h 篇每篇至少被引 h 次的论文数,或者说一种期刊的

h 指数是该期刊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中最多有 h 篇论

文至少被引用了 h 次。 这就开始了 h 指数的推广。
一般地,设 r 是按被引次数降序排列的论文的序

次,TCr 是论文 r 的被引总数,CCr 是论文 r 从 1 到 r
的累积引文数,则有以下序列:

r = (1,2,…r,…z) (1)
TC = (TC1,TC2,…TCr,…TCz);TC1叟TC2叟…TCr叟TCz

(2)

CC = (CC1,CC2,…CCr,…CCz);CC1 =TC1,CCr =移
r

i =1
TC1

(3)
h 指数和 g 指数在理论上就是:

h = max{ r:r燮TC} (4)
g2 = max{ r2:r2燮CC} (5)

即把一位作者发表的论文按其被引次数(TC)从
高到低排序( r)后,h 指数等于按被引从多到少排列

的单篇论文总计被引次数(TC)大于等于 r 时对应的

最大序数 r,而 g 指数则等于按被引从多到少排列的

前列多篇论文累积引文数(CC)大于等于 r2 时对应

的最大序数 r。
h 指数的提出时间不足两年,系统的实证研究还

比较欠缺,运用信息计量学和信息学方法,以 Thom鄄
son / ISI 编制的国际 WoS (Web of Science)、ESI (Es鄄
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JCR ( Journal Citation Re鄄
ports)三大数据库、 Elsevier Scopus 数据库和国内

CSTPC、CSSCI 两大数据库为基础,利用 SPSS 等支持

软件通过数据实验和试算发现更多 h 指数的扩展形

式和类 h 指数,建立 h 指数和 h 型指数的实证支持体

系,应是今后 h 指数研究的重点[45] 。
最近,金碧辉、Rousseau 等在“Hirsch 核心冶这一

概念基础上提出了 A 指数、R 指数等 h 指数的衍生指

数[46] ,扩大了 h 指数家族。 Rousseau 等将 A 指数、R
指数和 h 指数、g 指数的关系总结为:

R = A·h叟 g·h叟h (6)
为 h 指数和 h 型指数的统一研究增添了素材。 笔者

带领的课题组也正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101)
支持下分学科、类别从作者、期刊、大学、国家、专利权

人等层面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
作为 2005 年国际上新提出的评价指标,h 指数

和 h 型指数与已有计量指数结合具有发展成为下一

代核心评价参数的可能,因而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

重要学术意义和价值。 这是学术评价为图书情报研

究开辟的一个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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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摇 小结

综上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后兴起的元数据与数

字信息组织、本体论与知识管理技术、图书馆 2. 0 与数

字图书馆研究、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检索、智能信息处

理、h 指数与学术评价六大研究领域具有明晰的基础

文献、清晰的问题域和明显的国际活力,是值得关注的

实证研究型图书情报学前沿。 其中有的研究领域或技

术方法之间存在交叉,如元数据、语义网与本体论相互

交织,智能信息处理兼及搜索引擎,XML - RDF、Word鄄
Net 和 HowNet 有演变成通用支持技术的趋势,数字图

书馆集成了多种技术应用等等,这正是当今前沿研究

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表现,因此应鼓励面向问题的

学术研究,而不应以学科或领域划定边界。 此外值得

指出的是:国内比较关注的某些领域,如基础理论、信
息分析等,在国际上并不是清晰的前沿研究领域,但由

于对学科建设和优化非常重要,故完全可以作为本国

特色研究或优势研究加以发展。 有的研究领域,在国

内外都是研究热点,如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但历史溯源久远且问题域过于宽泛并有标准形成,故
宜归属常规研究而非前沿;还有一些研究,如网络计量

学(webometrics),是 1997 年后兴起的前沿研究,但问

题域又过于单一狭窄,暂不独立成域。 本文对不属实

证研究的讨论话题则一概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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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冶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

为配合国务院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6 月 14 日至 7 月 20 日,由文化

部主办、部际联席会议单位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冶在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展出。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展品最精的一次大型古籍展览。
全国 80 家单位和个人参展,其中既有图书馆、博物馆,也有出版社、书店等出版经营单位,还包括一些个

人收藏家,涉及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院、社会

科学院和军队等各个系统。
此次展出的近 400 件展品都是从荣登 2008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的 2392 种古籍中遴选出来的,或为宋元旧本、明清精椠,或为旧钞名校、珍秘未传之本,更有生动优美的

六朝隋唐写本、墨气逼人的宋明拓本、版画等,均为国家一、二级古籍。 其中最早的一件为旅顺博物馆收藏的

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集经》残卷。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展品中有不少是首次公开登记、公开展出

的珍贵古籍乃至孤本,如目前存世的最早、保存最好的《十三经注疏》版本等。 另外,这次展览对中国多元文

化也有所反映,展品除汉文古籍外,还包括 33 种少数民族语文古籍。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灿烂的文化,展览从书籍史的角度划分单元,系统地向公众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官刻

本、坊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稿本、碑帖等古籍知识。
此次展览是全国古籍精品和古籍保护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对于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普及古籍保护

知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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