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报资料工作 2021年9月 第42卷 第5期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历史演化与未来展望*

朱晓峰 蒋旭牧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211816)
张 卫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210023)

摘 要：[目的/意义]文章针对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以期把握领域知识组织的

发展脉络，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首先从研究体系演化路径维度对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主

要分支与关键环节进行阐述，涵盖理论与方法、系统与应用两个层面；接着，从研究热点演化脉络维度，阐述了领

域知识组织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变化；进而，从研究主题演化态势维度呈现了领域知识组织研究聚焦的

主题与变化；最后，分析了领域知识组织面临的问题与研究趋势。[结果/结论]与知识组织一脉相承又有显著区别

的领域知识组织，需要完善与夯实基础理论、变革组织模式、创造组织方法与策略和拓展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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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Method/process] The thesis first describes the main
branches and key links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research sys⁃
tem, which covers two aspects: theory and method, system and application. The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evolu⁃
tionary changes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elaborated,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re⁃
search hotspots. Further, it presents the research themes and their changes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evolution situation of research topic.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search trends faced
by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Results/conclusion]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which is not only in the
same line with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ut also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knowledge organization, needs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its basic theory, innovate its organization model, create organization method and strategy, and expand its ap⁃
plication field.
Keywords: domain knowledg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ode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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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领域知识是某一领域内的概念、概念之间的相互

关系以及有关概念约束的集合[1]。随着信息技术的更

新迭代以及网络资源形式的日益多样，领域知识面临多

方面的约束和影响，各个不同学科领域在知识组织时的

需求也有差异，传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组

织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领域知识组织的

需求。当然，已有的知识组织研究为领域知识组织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参考，实现知识表示、知识关联、知

识聚类、知识组织与存储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仍然

是领域知识组织不可分割的历史基石和进化源泉。

因此，本文拟基于共词、聚类等分析技术，从研究

体系演化路径、研究热点演化脉络和研究主题演化态

势三个维度对 2001—2020年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

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旨在探索国内外领域知

识组织的历史演化过程和最新研究进展，把握领域知

识组织的发展趋势。

2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体系演化路径分析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体系的演化路径分析，是指在

梳理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整合梳

理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主要分支与各个关键环节。

文献诞生以后，就有了知识组织概念。近些年，知

识的加工与组织研究开始关注领域知识的组织。国内

外对领域知识加工与组织的研究涉及面较广，囊括了

领域知识加工组织的基础理论、手段与方法、系统与技

术、应用与实践等。为了探究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体系

的演化路径，本文从理论与方法、系统与应用两个维度

进行整合（如图1所示）。

2.1 理论与方法的演化路径

由于知识组织的概念、原则、策略、方法等研究颇

为丰富，为领域知识组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总体而言，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演

化路径表现为：结构认知→组织模式→组织方法→知

识网络。

领域知识的结构认知与组织模式始终是学者们的

研究重点之一，如关联结构、属分结构、概念网络、主题

树等。研究表明，引入知识组织框架-概念网络，构建

特定领域知识项或者知识点，可以有效降低领域知识

库构建的难度[2]。随后，面临各个领域海量多源异构数

据的冲击，学者们开始探索领域知识组织方法，如关联

组织法、语义组织法等，以期解决数据量庞大、数据类

型众多、数据结构松散和数据关联复杂等难题[3]，实现

图1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体系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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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知识的快速关联组织与分析。为了分析、研判领

域知识的发展趋势，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逐渐兴起。

知识网络是对知识进行结构化组织[4]，科研合作网络、

引文网络和共词网络等类型在学科知识层面应用广

泛。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网络分析方法被用来

对领域知识扩散的中介性特征以及中间人角色特征进

行剖析[5]。除此之外，领域知识发展过程中的聚类演

化[6]、多源情境下异构知识网络的知识网络融合[7]正在

深化领域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2.2 系统与应用的演化路径

自从1929年英国著名分类学家布利斯提出了“知

识组织”概念，至少图情领域的知识组织研究主要以网

络知识组织系统（Networke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NKOS）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研究。领域知

识组织最初同样比较依赖传统的知识组织系统，如分

类法、叙词表、SKOS等。

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知识组织系统主要揭示概念

之间的关系，且其一维的组织方式不利于充分揭示多

维的网络信息资源，学者们开始研究语义关系，对知识

组织技术进行拓展，如本体[8]、关联数据[9]、专家系统[10]、

知识图谱[11]（即Knowledge Graph，是一个以真实世界中

存在的实体或概念为节点，通过实体或概念间的语义

关系链接而成的语义知识库，本文中的知识图谱均属

于此类）等。其中，专家系统是国内外领域组织研究共

同关注的知识组织技术。究其原因，专家系统具有很

强的系统易用性，不仅可以通过学习和推理机制实现

知识的重构，还能够准确表示用户提问并准确输出满

足意义查询的数据，并启发用户准确表达自己的知识

需求，有效解决了专家系统中不同领域知识的判别问

题[12]，故而在知识组织方面比其他知识组织方法都更灵

活和先进。

自从知识图谱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组织系统 [13]以

来，无论是基于领域本体模型的领域知识图谱构建[14]，

还是利用关系抽取技术构建领域知识图谱[15]，领域知识

图谱受到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本文的领域知识图谱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Graph，DKG）是指聚焦在

特定垂直领域的知识图谱，涉及的实体和概念大多与

该特定领域相关。

无论是系统设计、技术工具，还是应用领域、实践

探索，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中系统与应用的演化路径主

要为：传统组织系统→组织技术拓展→领域知识图谱，

此外，经过多年的发展，领域知识组织目前在航天[16]、军

事[17]、人工智能[18]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

3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演化脉络分析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的演化脉络分析，是指基

于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

析，从时间线展现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的变化和演

进发展。

3.1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

本文的原始数据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WOS）与中国知网（CNKI）。WOS核心合集中构建检

索式：TI=(domain knowledge OR knowledge organi*)，出
版年选择 2001—2020，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
OR“REVIEW”进行高级检索，初步获得1572篇文献；

在CNKI数据库中，本文将“领域知识”“知识组织”作为

检索词，出版年选择2001—2020，通过篇名途径检索，

初步获得1154篇文献。然后，将诸如“生态文明领域知

识产权战略”“国际泛在学习领域知识图谱研究”（此文

的知识图谱为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即科学知识

图谱绘制，是指以现有科研成果为基础，用可视化的图

谱清晰展现学科领域的内部知识结构与发展过程，关

注的焦点在于科学计量与数据可视化，不属于本文研

究的领域知识图谱）“Domains of Subject Matter Knowl⁃
edge”等非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文献删除，最终获得

WOS 核心合集文献数据 1342 条，CNKI 文献数据

1056条。

具体而言，国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以“knowledge
management”为核心关键词（出现频次为163）。推究根

源，自1997年英国出版商Emerald出版了知识管理的

专业期刊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以来，有关

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受到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被

视为知识管理研究核心之一的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

要集中在基于本体的知识表示、语义网等技术改进对

数据和服务的描述，从而改进和完善知识库，推动知识

管理系统的构建。具体而言，通过电子政务领域知识

库建模方法[19]等探索，促使政府、企业等机构重新描述

其知识组织框架、知识组织评价、领域知识融合等。也

正是如此，导致国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中出现频次排

名靠前的关键词还有model（115）、performance（105）、

system（100）、framework（62）、ontology（43）以及 domain
knowledge（38）。一言以蔽之，国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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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知识管理、模型、表现、系统等关联密切。

国内领域知识研究则以“知识组织”为核心关键词

（出现频次为406）。知识组织是对知识进行整序和提

供，自从1964年文献情报学家袁翰青教授提出“知识组

织”一词[20]以来就备受关注，并逐渐引起人工智能、语言

学等领域的关注, 对图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工作内

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有的知识组织原理与原

则、目标与研究范围、方法与技术等，都为领域知识组

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国内领域知识

组织研究中排名靠前的关键词还有本体（107）、领域知

识（98）、知识组织系统（63）、数字图书馆（61）、知识管

理（46）、知识组织体系（31）、知识表示（30）以及图书馆

（29），表明国内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要聚焦于本体、领

域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组织系统等，相关热度始终

较高。

3.2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变化与演进分析

为了分析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热点演进态势，本

文按照时间线对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进行分类和描

绘，根据最高频关键词以及与其共现频次较高的关键

词，绘制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演进分析图（图

2）。需要说明的是，近20年来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发

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变化呈现三个阶段性特

征。第一个阶段是2001—2006年，这期间国内外该研

究主题的发文量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国外发文总量

显著高于国内，此外，这一阶段的文献主要与知识组

织、领域知识有关，其中，较多文献引入了领域知识的

概念，但与领域知识组织不直接相关。第二个阶段是

2007—2015年，这一阶段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

发文量波动较大，但总体上仍然在增加，国内该研究发

文量的增速明显加快，超过国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

发文总量（573篇），达到608篇，说明国内学者在此期

间对领域知识组织的关注度更高。第三个阶段是

2016—2020年，这一阶段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

发文量出现一个下滑点（2017年），其他时间段都保持

快速增长态势，且国外增速迅猛，年均发文量超过

90篇。

由图2可知，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在时间

线索上存在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研究了领域知识、知识

组织方法、知识组织体系等。彼此的差异性主要表现

为：国外学者更侧重于领域知识的应用研究，探索领域

知识在数据挖掘标准框架[21]、医学领域知识融合等具体

应用中的可能路径和具体策略；国内学者更关注领域

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化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通

过知识网络中心性的动态分析[22]等方式和维度，揭示领

域知识发展过程的规律与模式。

具体而言，在 2001—2006年，国外领域知识组织

侧重于基于传统的知识组织研究领域知识的实现与应

用，如计算机辅助教学领域知识的组织技术[23]、软件工

程领域知识组织[24]，核心关键词主要有digital libraries、
KMS、knowledge creation以及knowledge transfer。

图2 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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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对知识组织的方法、

概念模型、理论基础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学者们先

探讨了如何用本体层次化表示领域知识，实现领域知

识共享[25]；进而，面向学科领域，提出并分析了领域知识

本体构建的基本流程和方法[26]。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领域知识组

织不能简单地作为各个领域的知识组织案例，它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科学、严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热点。所

以，2007—2015年国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关注点主

要为领域知识组织框架、领域本体；国内领域知识组织

研究的关注点主要为：学科领域知识、领域知识组织系

统，核心关键词有：知识组织、领域知识教学、词表互操

作等。具体而言，为了实现基于知识树的领域知识组

织和应用，以旅游领域为背景构建了概念知识树模

型[27]；为了探索领域知识的学科学习与教学问题，建立

了学科领域学习模型[28]; 为了精炼准确地反映领域知识

的内容和上下文结构，如何组织领域知识、构建领域知

识本体成为研究热点，本体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方法[29]。

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为领域知识组织提供新手

段和新源泉，通过构建基于Wikipedia的食品领域知识

图谱[30]等研究，2016—2020年的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要

聚集于领域知识深度学习与优化、领域知识图谱等，国

外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有 domain knowledge、domain
knowledge graph、deep learning等；国内的核心关键词主

要有学科交叉、演化模式、领域知识结构、领域知识组织

等。由于知识图谱能够从多维角度对领域知识进行组

织和分析，使其迅速成为领域知识组织的新热点。通过

从叙词表内部结构中提取实体类型、关系类型的算法，

为构建领域知识图谱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31]。

总体来看，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的演化

脉络逐渐清晰，发展方向大致明确。早期主要依托传

统知识组织研究的发展与进步，虽然已经考虑到不同

领域知识的差异，但实际上仍然未彻底脱离传统知识

组织范畴，与现代意义上的领域知识组织相差甚远。

随着时代发展变革，更加复杂的数据形式、更加多样化

的知识组织方法、更加精准化的用户需求及更有针对

性的结果呈现，必然不断探索领域知识组织的新需求、

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思路，并设计对应的领域知识组织

模式。

4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题演化态势分析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题演化态势分析，是指基于

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期发现领域知识组织的

研究主题及其变化态势。关键词是作者为文献标引需

要从学术论文中选择出来，用以表达其主题内容[32]；而

且聚类分析能够呈现相关文献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

上的相似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的热点领

域[33]。所以，本文对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高频关

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到4个类团，并从“理论研究-
方法研究 -应用研究”三个层面进行整合，呈现了领域

知识组织研究聚焦的主题与变化（如下页图3所示）。

由图3可得，整体来看，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

聚类中有一类是相同的，即本体论，说明该主题是国内

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也表明利用本体概念与技术，

对各领域知识设计知识组织模型成为常规手段。就国

外研究而言，领域知识组织研究聚成4类，分别是知识

管理(B1)、知识组织系统(B2)、本体论(B3)、深度学习

(B4)。从国内来看，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要聚类为：知

识(A1)、分类法(A2)、本体论(A3)、人工智能(A4)。
4.1 理论研究

作为科学基础理论，信息组织、系统论、逻辑学、知

识表示、知识组织等基础理论有力支撑了领域知识组

织的研究。除此之外，由于领域知识之间的复杂关联

（知识单元结构、知识单元关系等），必然需要突破传统

树形知识组织的桎梏。无论是基于特定载体的领域知

识研究[34]，还是基于内容的领域知识及其关联关系研

究[35]；无论是领域知识群落的基本生长路径，还是紧密

型领域知识群落动态演化[36-37]；无论是上层的知识组织

探究中知识组织的理论探究，还是底层实践构建上，计

算机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推进着知识组织的革新[38]，相关

的基础支撑理论都在多维度多层次拓展领域知识组织

视野。

除了基础支撑理论之外，领域知识组织的基本理

论体系研究必然是核心焦点，它涵盖了领域知识的基

本概念、内涵、作用、特征、类型、结构等诸多方面。已

有文献系统梳理和讨论领域知识结构的概念、构成、类

型和构建等[39]；聚焦领域知识的生长演化问题，解释了

领域知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验证了基于频度演

化的领域知识关联关系、生长模式与机制[40]；分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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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聚类演化问题，揭示知识聚类的特征和规律[41]；揭

示了领域知识中的学科交叉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小世

界特征和近似的无标度分布特征[42]。总体而言，能够全

面梳理和全景展现领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框架尚未

显现，需要进一步明晰。

4.2 方法研究

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在方法研究层面的

共同主题为本体论（A3/B3），不同的主题表现为分类法

（A2）、知识组织系统（B2），具体剖析如下：

（1）本体论。本体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知识组织

技术, 可以建立数据间的联系，从单纯的显性知识描述

转变为揭示其潜在深层的语义关系，并支持机器理解

与推理[43]。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方式通过提供对领域

知识的共同理解实现知识共享，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学

者们的深入探讨。

为提高领域知识表示效率，领域本体应运而生。

作为描述指定领域的一种专门本体，非常有利于表示

软件工程领域知识、提升软件工程领域知识组织的效

率[44]，从而受到软件工程领域学者的关注。随着学者们

对本体认识的深入，本体被认为是对领域知识进行组

织最有效的技术和方法。基于本体构建领域知识组织

核心体系框架，可以理清领域知识组织中各部分的关

系、有效地支持领域知识组织的动态利用[45]；基于本体

构建领域知识图谱，提高领域知识图谱构建的准确性

和效率[46-47]。显然，本体在领域知识的表示、组织，领域

知识组织系统构建方面均有涉及，然而，不容忽视的

是，如何利用本体准确、高效地对领域知识进行组织仍

需要大量研究。

（2）分类法。在分类法主题中，国内领域知识组织

研究主要聚焦于知识组织体系的构建、拓展与重构。

具体而言，随着人类信息活动由纸质环境向数字环境

迁移，传统知识组织体系的数字化、网络化势在必行，

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体系构建方法受到国内学者的密

切关注。随后，为实现中文叙词表、分类法等传统受控

词表的全描述，进而利用分类法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

先进的网络化共享服务，知识组织的互操作、语义规

范、语义关系及语义描述成为国内领域知识组织研究

的重点[48-50]。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尝试借助主题词

表等重构领域知识组织体系，拓展领域知识组织的应

用领域，以期满足特殊领域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需

求[51]。需要强调的是，特定领域知识组织体系已经颇为

丰富，但是如何在分类法、主题词表的基础上，提升语

义关系扩展的效率和准确度、优化和完善领域知识组

织体系，始终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和方向。

（3）知识组织系统。在知识组织系统主题中，国外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主要关注简单知识组织系统、分面

图3 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的主题演化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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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法、互操作三个方面。在简单知识组织系统

（SKOS）层面，主要论述了SKOS的构成，表示及应用效

果[52]，并以实例论述拓展SKOS的方法，以期提升领域

知识获取能力[53]。在分面分类法层面，多基于实例论述

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知识组织的实际表现以及效率的提

升[54]。在互操作层面，主要论述不同知识组织系统之间

的映射方法，以期提升异构信息源之间的互操作性[55]。

总之，由于知识组织系统本身是一种解释知识结构的

有效工具，对于结合领域知识组织理论与应用，探索不

同领域知识组织模式意义重大。

4.3 应用研究

国内外领域知识组织研究热点在应用研究层面的

主题分别为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具体剖析如下：

（1）深度学习。在深度学习主题中，国外领域知识

组织研究主要关注领域知识在机器学习、特征提取、人

工神经网络等方面的应用。具体而言，机器学习方面

主要论述领域知识如何辅助机器学习，进而提升机器

学习的效果[56]；特征提取层面多聚焦于融入领域知识提

升相关算法的准确性，以期验证相关模型在AUC等方

面的性能[57]；人工神经网络层面主要探讨如何整合领域

知识与神经网络，试图提高受训网络的易理解性、可解

释性[58]。总而言之，领域知识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应用较

多，主要围绕机器学习及其技术展开，说明机器学习是

国外领域知识组织应用研究的重要热点。

（2）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主题中，国内领域知识

组织研究主要表现为领域知识在数据挖掘、自然语言

处理等领域的应用以及带来的巨大作用。将领域知识

融合嵌入机器学习过程，可以优化数据挖掘模型构建

策略，提高知识发现结果的可靠性和置信度[59]；将领域

知识应用于自然语义处理，能够拓展词义消歧的方法，

提高语义标注的准确度[60-61]。无论是数据挖掘，还是自

然语言处理，都是目前国内领域知识的重要应用领域，

也必然会成为国内领域知识组织研究持续关注的

热点。

5 领域知识组织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无论是激活蕴藏在海量数据资源中的多维度知

识，形成可整理、可拓展、可关联、可展示的领域知识库

和知识图谱；还是动态展示核心技术发展趋势与热点；

亦或探究大数据等新环境下领域知识加工与组织的研

究范式，与传统的知识组织相比，领域知识组织在数据

源、数据规模、数据结构化程度等方面更为复杂。因

此，在基础理论、组织模式、技术方法等方面有着根本

的不同，也给领域知识研究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5.1 领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需要完善与夯实

新环境新技术下的领域知识组织研究，需要借助

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需要明确基本理论知识加以诠

释与升华。在基础支撑理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系

统科学理论、情报学中的相关定律等对领域知识组织

的支撑作用；在基本理论体系层面，需要重新界定领域

知识的基本概念，重新分析和强化领域知识的结构认

知，研究领域知识组织的目标、原则、构成要素、发展历

程、内涵外延，明确用户对于领域知识的需求等，构建

完善坚实的领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框架。通过完善

基础支撑理论、基本理论体系两个层面，架构全新框架

夯实领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

5.2 领域知识的组织模式研究需要变革与凝练

领域知识与传统文献、通用知识不同，需要突破传

统知识组织模式的羁绊，在已有的诸如数据库、主题

树、知识库和分类主题一体化模式等知识模式之外，探

索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领域知识组织新模式。具体而

言，就是针对海量数据的不同来源，运用大数据技术、

知识组织技术，对不同的数据设计面向不同领域知识

服务要求的知识组织模式，将零散的领域知识组织研

究凝练提升为可以广泛推广的标准环节、关键要素和

规范方式。

5.3 领域知识组织的方法与策略需要创造与升华

领域知识组织，不仅需要传承过去知识组织方法，

更需要创造和完善知识组织新方法、新策略，具体而

言，就是在已有文献组织方法、信息组织方法、通用知识

组织方法基础上，系统研究并重新构建领域知识组织方

法，包括：第一，基于海量数据内涵知识的领域知识关联

组织法；第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领域知识聚类组织法；

第三，面向具体领域应用的领域知识语义组织法等。

5.4 领域知识组织的应用领域需要丰富和深化

特定领域知识组织需要在理论研究、组织模式、方

法探索的指引下，进行实证研究，即针对该学科领域知

识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知识结构分析，明晰符合该学

科领域特点的合理的知识关系与关联，构建对应的方

法体系与组织模式，为该学科领域知识组织提供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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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推广、可行的具体实现路径与手段，从而拓展和

强化领域知识组织的应用领域。

6 结语

作为与传统知识组织一脉相承，但又有着显著区

别的领域知识组织，已经悄然兴起。总结过去，已有的

众多研究为领域知识组织的深度探讨提供了厚实基

础，为凝聚领域知识组织的基础理论、技术手段、方法

体系提供了有效思路。展望未来，尚需构建一套适合

于领域知识的科学组织方法体系。因此，后续研究必

然需要进一步夯实领域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增强领

域知识的结构认知，变革领域知识的各种组织模式，探

索领域知识的新方法、新策略，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

证、补充，实现领域知识的科学、合理组织，以适应领域

知识服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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