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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知识库的知识图谱构建与知识元标引实践

 曹菁菁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经典，是保留了大量上古传说的一部地理书。这本书原本分为《山

经》《海经》。秦末战火之后，典籍散佚。汉代朝廷向民间征集书籍，《山海经》从民间被

发现，但图已经亡佚。武帝之后，朝廷整理的《山海经》包括《山经》《海内经》《海外经》

《大荒经》。学者们对于《山海经》的成书过程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今存本中《大荒海内

经》五篇成书最早，《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及《山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时。

《山海经》作为古代经典，其所记载的史料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它本是图与文并存的

一种典籍。在漫长的传承中，许多地理信息随着图表的散佚而缺失了。同时，经过历朝历代

的修改，《山海经》的文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建设本知识库时，我们使用了国家

图书馆藏的 92种版本，书目基本数据如下：

序号 索书号 题名 版本

1 08272 山海经十八卷 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本

2
02607—第

304函
山海经十八卷 明正统十年（1445）刻道藏本

3 08273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成化元年（1465）吴宽抄本

4 11354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成化四年（1468）北京国子监刻本

5 09000 山海经水经合刻 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

6 03526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嘉靖十五年（1536）潘侃前山书屋

刻本

7 00215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 明嘉靖（1522—1566）刻本

8 12087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 明嘉靖（1522—1566）刻本

9 11355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万历十三年（1585）吴琯刻合刻山

海经水经本

10 A00918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一卷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蒋一葵尧山

堂刻本

11 12274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万历吴琯刻古今逸史本

12 07878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七十

五回
明万历刻本

13 08275 山海经图赞二卷 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

14 04954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 明万历刻清修本

15 17006：6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 明万历刻清乾隆十年（1745）重修本

16 A00503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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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3810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刻本

18 11125 山海经十八卷 明刻本

19 t4495 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周如山大业堂刻本

20 17689：4 新刻山海经传十八卷 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

21 A02850：16 山海经补注一卷 明刻杨升庵杂著十四种本

22 t4496 新刻山海经图二卷 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

23 06505 山海经图赞一卷 明天启刻蘉古介书前集本

24 T01026：9 山海经十八卷 明刻增定古今逸史本

25 19102：5 山海经十八卷
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14—

1715）项絪群玉书堂刻本

26 A02850：16 山海经传十八卷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项絪群玉书

堂刻本

27 A02848：43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读山海

经语一卷杂述一卷引用书

籍一卷图五卷

清康熙刻本

28 A05381：2 山海经十八卷 清康熙刻秘书廿一种本

29 15911 山海经十八卷 清乾隆黄晟槐荫草堂刻本

30 7085：7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乾隆刻艺海珠尘本

31 38296：5
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古今

本篇目考一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毕沅灵岩山

馆经训堂刻本

32 地 701/314.5 山海经图赞一卷 清乾隆刻艺海珠尘本

33 38562：9—10 山海经图赞补逸一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元年（1784—

1796）卢氏抱经堂刻群书拾补本

34
153801：13

—14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读山海

经语一卷杂述一卷图五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

35 56352：38
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篇目

考一卷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镇洋毕沅灵

岩山馆刻经训堂丛书本

36
13089：51—

52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乾隆间绵州李调元刻函海本

37
55469：62—

64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乾隆间绵州李调元刻清末广汉钟登

甲乐道斋重修函海本

38 39196：1
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篇目

考一卷图五卷
清乾隆刻本

39 XD532：7 郭璞山海经图赞一卷 清嘉庆刻汉唐地理书钞本

40 41888 山海经十八卷 清嘉庆十九年（1814）文星堂刻本

41 地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清嘉庆至光绪间刻郝氏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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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1/744.1 卷订讹一卷叙录一卷

42
地

701.1/744.2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嘉庆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

本

43 37618：29 山海经图赞一卷补遗一卷
清嘉庆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

本

44 40551：57 山海经图赞
清嘉庆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

清道光三十年金山钱氏漱石轩重印本

45 42957：37 山海经补注
清嘉庆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

清道光三十年金山钱氏漱石轩重印本

46 41848：86 山海经图赞一卷补遗一卷
清嘉庆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

清文萃堂后印本

47
地

701.1/824.1
山海经赞佚文

清嘉庆道光间秀水姚东升佚书拾存稿

本

48 地 701/314.8 山海经十八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秘书廿八

种本

49
地 701.1/846

部一
山海经四卷 清咸丰五年（1855）海清楼刻本

50 40653：1 读山海经一卷
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刻光绪

七年（1881）增刻春在堂全书本

51
地

701.1/846.1
读山海经一卷

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刻清光

绪二十三年（1897）增修春在堂全书

本

52
13359：81—

83
读山海经一卷

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刻光绪

二十五年（1899）增修春在堂全书本

53
地

701.1/846.3
读山海经一卷

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刻光绪

二十八年（1902）增修春在堂全书本

54
41653：40—

41

山海经十八卷图赞一卷补

注一卷

清光绪元年（1875）崇文书局刻子书

百家本民国四年（1915）石印本

55
58133：38—

39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光绪八年（1882）总纂升庵合集本

56
13361：38—

40
山海经十八卷

清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刻光绪

二十七年重修二十二子本

57
57962：39—

40
山海经十八卷

清光绪十三年（1887）大同书局经训

堂丛书石印本

58
55930：46—

48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五卷

图赞一卷订讹一卷叙录一

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

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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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地

701.1/846.4
山海经图赞二卷

清光绪间湘潭叶德辉刻光绪二十一年

（1895）民国八年（1919）重修民国

印观古堂汇刻书本

60
地

701.1/865.1

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篇目

考一卷图五卷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图书集

成局铅印子书二十二种本

61
38987：13—

16
山海经存九卷首一卷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汇印汪双池

先生丛书本

62
地

701.1/865.2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五卷

图赞一卷订讹一卷叙录一

卷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江左书

林影印本

63
地

701.1/865.4
山海经图赞二卷

清光绪间湘潭叶德辉刻光绪三十四年

（1908）重修观古堂汇刻书本

64
地

701.1/865.5
山海经图赞二卷

清光绪间湘潭叶德辉刻民国八年

（1919）重修观古堂汇刻书本

65
地

701.1/865.3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卷订讹一卷叙录一卷
清光绪刻本

66
141835：11

—14
山海经图赞二卷

清光绪间湘潭叶德辉刻观古堂汇刻书

本

67
37489：1058

—1061
山海经十八卷

清宣统三年（1912）上海图书集成局

铅印子书二十八种本

68 地 701/314.6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卷订讹一卷
清阮氏琅环仙馆本

69
8759：109—

112

山海经四集十八卷杂述一

卷图五卷
清刻本

70 40170：41 山海经补注一卷
清刻本，听彝堂藏版，据清嘉庆间南

江吴省兰听彝堂刻版后印

71 39611：12 山海经 清刻经余必读续编本

72 37474：54 山海经腴词 清刻小嫏嬛山馆汇刊类书本

73 10199：54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三年（1914）育文书局石印子书

十六种本

74 37306：49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五年（1916）上海书局子书三十

二种本

75 8094：1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卷订讹一卷

民国五年至六年（1916—1917）潮阳

郑国勋龙溪精舍刻朱印龙溪精舍丛书

本

76 10603：144 山海经十八卷篇目考一卷
民国八年（1919）上海扫叶山房石印

三十六子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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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42957：53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九年（1920）上海五凤楼刻子书

四十八种本

78 38537：46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十年（1921）育文书局石印子书

三十六种本

79 38537：33
山海经十八卷图赞一卷补

注一卷

民国十年（1921）上海扫叶山房石印

本

80 8830：55 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
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刻六

译馆丛书本

81 144243：5 山海经十八卷篇目考一卷
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扫叶山房石

印三十六子全书本

82 38163：2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十二至十五年（1923—1926）上

海商务印书馆正统道藏影印本

83 7793：4
山海经新校正十八卷篇目

考一卷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石

印本

84 39150：2
山海经十八卷图赞一卷补

注一卷

民国十四年（1925）扫叶山房子书百

家上海石印本

85 40581：2 山海经图赞一卷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东书局

影印指海本

86 10253：102 山海经图赞二卷
民国二十四年（1935）长沙叶氏观古

堂汇印郋园全书本

87 7086：15—17 山海经十八卷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商务印书

馆古今逸史影印本

88
20350： 675

—676
山海经类编 民国抄本

89
55395：64—

65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卷订讹一卷
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四部备要本

90 55659：64 山海经地理今释六卷
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六三年重刻求恕斋

丛书本

91
10230：70—

75
山海经图赞一卷

一九八七年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群书拾补初编本

92 8830：37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

卷订讹一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书店影印潮阳

郑国勋龙溪精舍刻龙溪精舍丛书本

上述 92种版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山海经》的十八卷本：十八卷本《山海经》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本为基础，东

晋学者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注释，含有注、赞、图。《隋书·艺文志》和《旧唐书·艺

文志》有《山海经》二十三卷，今已经不存。今本郭璞注本《山海经》为十八卷本，图画散

佚。这一版本是目前最为流行的《山海经》版本。是知识库中标引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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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图赞》：此书相传为郭璞所著，部分赞的内容存于郭璞注本《山海经》中，单

行二卷本《山海经图赞》有人质疑为后人托名之著。在知识库中，由于有图有文，我们将其

当做一种独立的文献类型进行标引。

《山海经》其他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与《山海经》相关，但文本只是与《山海经》的内

容有关系，比如引用了部分经文或词句，但文献内容主要为作者的创作。

本次建设主要需要将上述三种类型的文献数据进行深层标引，并建立一个便于读者理解

的知识图谱。

一、知识元标引流程

知识元是指语义完整、不可再分的最小知识单元。知识元逻辑关系抽取是在定义逻辑关

系类型的基础上，判断两条知识元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关系，进而构建描绘领域整体态

势的事理逻辑图谱可应用于知识体系架构、知识智能推荐、情报监测与预警等场景。
①
对知

识元的界定、抽取、处理、标引、描述是知识图谱构建的基础，也是对文本数据进行深层标

引的基本工作。

（一）选取知识元

《山海经》充满了大量的专名词，有学者统计约有 2142个，
②
涉及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次标引的主要对象即为专名词。机器在全文识别的文本基础上，必须对所有数据进行知识

元的抽取。首先，确定知识元的类型，并提供知识元的样例大约 1000个左右，然后训练机

器进行知识元+词性的识别。具有古籍训读初步实践的机器很快会对文本进行全面分析，并

切出初步的名词性知识元。得到机器提供的知识元总表后，需要人工进行审核和干预，对其

中的知识元进行标准化界定并训练机器记住这些知识元所出现的具体位置，以保证它在其他

文本中快速定位到相似性较高的知识元并进行判断和抽取。

图 1 机器初步抽取知识元的结果（局部）

①
周京艳、刘如、李佳娱等：《情报事理图谱的概念界定与价值分析》，《情报杂志》2018年第 5期，第 31

—36, 42页。

②
贾雯鹤：《论山海经专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天府新论》2007年第 1期，第 138—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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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元分类

知识元作为文本中最小的知识单位，在《山海经》中高频出现，并承载了信息动态关联

的作用。我们对每一个知识元都需要进行足够细致的标引。对于知识元本身，需要进行聚合

管理，否则难以呈现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对于专名来说，初步工作在于有效地对知识元进行

分类标引。经过对于专名的研究并参考大量研究文献之后，本知识库采用了对知识元进行三

级类目管理，第一级类目是大类目，第二级类目是子类，第三级类目是标准控制类目。一级

二级分类模板如下：

图 2 十八卷本《山海经》专名词的二级分类模版

从知识元分布的情况来看，《山海经》出现了大量的地名和丰富的动植物名，祭祀用语

和与之相关的人物名、器物名。这种知识元的分布情况大致符合《山海经》作为早期中国山

川地理与宗教信仰典籍的文献性质。

由于二级分类对于知识元的分类聚合十分重要，所以在标引知识元的过程当中，它占据

两个独立的重要字段。

（三）标引知识元

知识元虽然独立被抽取出来，但是它们在文献中的定位、内涵、外延、逻辑关系等必须

加以细粒度标引，方能支持后续知识图谱的建设。针对《山海经》的文献特征，知识元在多

个维度上需要进行细粒度标引（表 1）：

表 1：术语标引著录主要字段表：

序号 字段名称 著录内容

1 加工编号

2 术语名称

3 一级类目

4 二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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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处书名

6
出处书目加工编

号

7 出处版本

8 出处章节编号

9 地理层级 参见地理方位标引。

10 描述
此字段可重复，每个字段容纳一项元素描述，如“有花”

“黑理”。

11 能否利用 是为“1”，否为“0”。

12 利用方法 是为“1”时需具备。一项标引一种利用方法。

13 功效 一项标引一种功效。

14 关联项 ID 关联术语的加工编号。

15 关系类型说明 相关术语的关系类型说明。

唯一标识号。每一个出现的专名词都被赋予唯一的标识号。每一个知识元因为其所出现

的文本位置不同，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标引意义。

术语坐标：这是机器自动生成的、标注专名在原书叶双层 PDF 中的固定位置，以便实

现原图对照显示及原文位置跳转。

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这是知识元进行分类和聚合的重要字段。

出处书名、书名唯一标识号、出处章节编号。这是系联知识元与原书书目信息及原文位

置的重要字段。

地理层级。《山海经》每一个知识元都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出现，故而地理位置是最基

本的标引点。有一个知识元出现在多个地点的情况，将它们标引清楚，才能得到每一个知识

元的地理分布情况。地理层级与地理标引相互关联，可以系联同一个地点出现的所有知识元，

也可以聚合同一个知识元出现的所有地点。

描述。描述部分抽取知识元的上下文关键字词，是逻辑分析时使用的重要字段。

能否利用与利用方法。是专名词知识元使用场景的描述字段。

关联项与关系类型说明。这两个字段是人工干预字段，主要作用在于描述机器不能识别

的专名项之间的联系。比如描述从属位置关系，“虖勺”这个知识元下有“南流注于虖勺”

的上下文，那么关联项是南流的唯一识别号，关系类别是“注入”。又比如界定同一个事物，

唯一识别号为 GJSH20210001001SY0119的“诸毗”和唯一识别号为 GJSH20210001001SY0

089 的“诸毗”是同一个地点，故而关联项字段填写 GJSH20210001001SY0089，关系类型

填写“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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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标引字段一览表

（四）提取语义与构建语义关联

在本期建设中，《山海经》文献中的标引重点是专名词。专名词的语义分析则重点在语

义聚合方面。

在文献中，有一些专名虽然同形，但并非指向同一事物，这种专名有唯一识别号进行区

分。但有些专名同形亦指向同一语义，需要人工校验并标引。比如，文献中有 63处“河”，

都指向“黄河”。这 63处黄河虽然都有唯一识别号，但均在“关联项”字段中注明了第一

处指向黄河意义的专名“河”的唯一标识号，并将“关系类型说明”字段标引为“相等”。

同义词聚合情况主要出现在地名的标引中。由于河流流域大、山系绵延长，在多个地点中作

为参照物出现是很常见的现象。对这类专名词的语义标引有利于对于山川示意图的勾勒。

而在动植物专名的近义聚合方面，提取语义并进行语义关联同样重要。比如，豹、猛豹、

玄豹、蜼豹，都指向“豹”这类野兽，而且均多次出现。分析文献上下文语义时，豹、猛豹、

玄豹、蜼豹为同类近义词，但是有具体的指向事物。所以近义词的语义聚合，通过“三级类

目”字段进行系联。而同形专名词多次出现，上下文分析之后，又为指向为同一语义的专名

词，则依旧在“关联项”字段和“关系类型说明”字段进行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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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指向“黄河”的“河”的语义聚类

图 5 近义聚合和同义聚合的标引层次

二、地理方位标引

（一） 对于地理方位的界定

《山海经》也是上古的地理文献，记载了古人认知中的世界。山经共分东、南、西、北、

中五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若干条山系，山系以“经”为名。《海外经》和《海内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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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两个区域：海外、海内，它们可能是以同心圆的位置分布的。海外区域和海内区域都按

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划分为四个区域。《大荒经》所记载的大荒，是在《海内外经》记录的

区域之外的地方，也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最后的《海内经》，记载的区域似乎位于《山

经》和《海内外经》之间，目前看，有很多地名可以与中原地区周边的古代地名相对应。

本平台采用两层地图叠加的方法，底层地图是现在使用的实际地图，上层地图就是《山

海经》所描绘的地图。《山海经》所描绘的地图，本期建设并未建设，但是构建专名与地图

逻辑关系的标引是本期工作的重点。

（二）标引地理方位的方法

表 2 地理方位标引著录主要字段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必备性 著录内容

1 地名 ID号 必备，不可重复 地理方位唯一编号

2 地理层级 必备，不可重复 地理方位层级编号

3 地名 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4 自长（里）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5 参照物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6 方向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7 距离（里）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8 东至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9 西至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10 南至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11 北至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文献实际标引

12 经纬度 有则必备，可重复 根据地名对应的今地经纬度标引

从《山经》到《海内经》，每一部分都有分区，每一个分区都有一个标记地点。所以，

每一个标记地点都拥有一个唯一标识号“地理 ID号”。

“地理层级”的一级为山系、国家、地标等。《山经》的每一个山系中都有数座山峰，

为了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用隶属的层级关系来表示。比如“南山经之首”是南山的第

一条山系，山系的名称为“鹊山”，鹊山山系中又有九座山，各有其名。在标引时候，鹊山

山系的层级为第一层，属于鹊山山系的山峰标引为二级层级。如“鹊山山系”的地理层级为

“GJSH20210001001DM0001”，其所属的山峰招摇之山、堂庭之山、猨翼之山、杻阳之山、

柢山、亶爰之山、基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则依次标引为 GJSH20210001001DM0001—0001，

GJSH20210001001DM0001—0002，……，GJSH20210001001DM0001—0009。由于《山海经》

中详细记载了山系和山峰的自长、相距距离、走向、相连的山峰、四至等信息，所以一并标

引在其相关地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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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理方位标引

三、图像标引

《山海经图赞》文献中含有大量图像，少数十八卷本《山海经》也有插图。对这些图像

也有固定的标引方式。由于对古籍图像的标引工作尚无成熟的智能处理方式，图像标引主要

依靠人工校验。人工校验时，根据古籍文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著录内容是否符合古籍

文献著录的规范，是否符合古籍文献的真实状况。图表人工校验的主要任务有：

人工校验项 人工校验内容 备注

图表类型 根据图表的类型进行判断
参考图表类型分类表进行人工校

验

图表内容
分析图中所画事物为何种动物、植物

或事物。

根据所绘内容，结合章节、文献

内容进行判断，力求做到对图表

内事物的一一对应。

图表链接 确认图表链接是否准确有效
数据阶段为抽检，数据导入平台

后进行逐一人工校验

确认了图表之后，必须对其进行标引。对于图像来说，准确的定位和图像及图像对应文

本所包含的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源（表 3）。

表 3 图像标引著录主要字段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必备性 著录内容

1 图像 ID号 必备，不可重复

2 图像名称 必备



文津流觞 2024年第 3期

78

3 出处图像 有则必备

4 出处页码 有则必备

5 出处书名 有则必备

6
出处书目

加工编号
有则必备

7 出处版本 有则必备

8
出处章节

编号
有则必备

9
术语加工

编号
有则必备，可重复

对应的术语加工编号，可重复。一个字段对应一个术

语加工编号。

10 图像描述 有则必备，可重复 此字段可重复，每个字段容纳一项元素描述。

11 图像路径 必备

图像 ID号是标引时给定的唯一识别号。图像名称按照原文照录。关于其出处的所有信

息都由“出处图像”“出处页码”“出处书名”“出处书目加工编号”“出处版本”“出处

章节编号”标引。如果图像名称与专名知识元有关，则在“术语加工编号”中填入相关专名

知识元的唯一标识号。“图像描述”字段主要标引图像所蕴含的其他信息，是可以重复的。

图 7 图像标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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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图谱

（一）知识图谱构建

知识图谱的构建建立在知识元的基础上。知识元相对类型较多，且依附于古籍文献影像

和全文数据。平台需要既可以在文献图像的维度上展示知识元，又能在全文数据的维度上展

示知识元，还要能在地图维度上展示知识元。

利用字段进行跨库逻辑关联，是我们运用的主要处理方式。通过对关联字段的标准化和

定向关联，形成知识元与文献图像、文献全文的相互关联，并在特定的检索条件下实现多库

字段的抽取与展示。

本平台通过术语唯一识别号、术语坐标、出处章节、地理层级、图像 ID号、图像坐标、

图像路径、经纬度等字段实现知识元库与古籍图像库、古籍全文数据库之间的定位、跳转与

信息链接。

图 8 知识图谱关系图

（二）知识图谱检索的可视化

与传统检索不同，知识图谱检索提供的是一种关系网络，而非信息条目列表。在此基础

上，展现检索词的相关检索结果的最好方式应该为可视化的检索结果。

为了形成简洁的可视化页面，检索结果的筛选也进行了初步的层级控制：优先展示检索

词相关度最高的第一个知识元，并同时展示该知识元在上下文中出现的相关专名词，且标注

它们与该知识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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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以“南山经”为检索词的第一次检索可视化页面

由于知识图谱检索可视化展示的工作仍在进一步探索当中，所以很多设想暂时并未在本

平台中实现。

知识图谱检索还需要具有可探索性。所谓可探索性，即可以在该可视化页面中对部分重

要相关的知识元安置超链接，使读者可以通过超链接跳转进入该知识元的独立页面。该独立

页面中，应该展现该知识元的重要相关知识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该知识元为地名，

那么应该展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其中所存在的物产，以及它的出处章节。又如，该知识元

为人名，那么应该展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人物的相关知识元、以及其特征描述。

图 10 与地名知识元重要相关的知识元

图 11 与人物重要相关的知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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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山海经》知识库平台基于《山海经》古籍专题文献基础数据库，采用 SOA体系，基

于 HTML5 技术的Web前端设计与开发技术，开展网络应用系统建设。设计建设了多个模

块，包括：文献导航与检索，古籍文本校勘比对，知识元检索与知识图谱索引，图片检索与

图像识别，地理定位与标记等。同时，通过定位分层的全文识别技术、细粒度标引、知识图

谱构建等技术手段，知识库平台对收录的 92种《山海经》古籍的内容实现了文本、图像、

地理信息在浏览、检索、数据分析方面的多维多向关联。

《山海经》知识库平台更注重专业人员的使用体验。知识库平台按照题名、作者、成书

时代和文献分类等线索分类索引，组织分类导航树视图，便于读者定位浏览。平台提供图像

索引、全文索引、图文对照索引、题名索引、作者索引、分类索引、专名索引、版本索引、

成书时代索引，支持简繁通检和异体字通检，支持图像识别。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山海经》的知识元标引和知识图谱的建设工作只是智慧图书馆建设工程的一个初步尝

试，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过程。如何优化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结果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知识

元标引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这篇粗浅的小文也希望得到方家

们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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