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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的完整性。
在研究的设计和实施中，本书全面把握相关理论、技术和方法，从基础概念与方法、理论模型与语法
、应用工具与开发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主题图相关问题，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主题图技术提供了
翔实的学习读本。
第二，研究的实践性。
本书突出技术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结合四川省阿坝州旅游文化信息资源组织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实证
分析和实验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四川省阿坝州旅游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开发工具。
第三，研究的扩展性。
本书在旅游文献知识管理模型和信息系统模型构建与实现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较为突
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主题图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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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多议题并不是直接由信息资源本身来揭示的，也就没有明确的、网络可寻址的地址。
对于这些不可寻址议题来说，要进行身份识别就只能采用间接方式。
在主题图标准中借鉴RDF对议题的识别方法，借助概念议题指示器（Subject Indicators）间接进行身份
识别。
7.1.4.1针对人的议题身份识别：议题指示器（Subject Indicators）　　议题指示器是用来针对适用的对
象进行议题身份的识别。
议题指示器本身就是信息资源，它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明确的议题身份指示。
议题指示器既可以是文本定义、描述或名称，也可以是视频、音频或其他议题表现形式，或是几种混
合媒介形式。
总之，议题指示器能够把它所指示的议题清楚地区别开来。
　　在使用议题指示器时，用户能清楚地知道引用的是哪个议题。
无论什么时候，应用系统都被认为是一种媒介。
议题指示器作为一种通用的引用，把用户与系统连接在一起，因此议题指示器可以作为议题身份外部
表达方式。
　　7.1.4.2针对计算机的议题识别：议题指示符（Subject Identificrs）　　根据定义，议题指示器
（Subject Indicators）可以是信息资源，因此它们通常会有明确的地址，这些地址可以被计算机用来作
为议题识别的基础，同样这些地址就成为可寻址议题的议题地址。
根据定义，如果两个主题有同样的议题指示器，那么这两个主题应视为代表相同的议题。
从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如果两个主题是通过议题指示器来建立的身份识别，并且有相同的地址，那
么就应该认为这两个主题代表了相同的议题。
在主题图标准中把这样的议题指示器（Subject Indicator）地址称为议题指示符（Subjcci Identifier）[8]
。
　　议题指示器和议题指示符是议题识别机制的两个方面，前者是针对人类用户来识别议题，后者则
针对计算机系统来识别议题。
在网络环境中，议题身份识别机制是应用程序之间、系统用户之间以及应用程序与系统用户之间建立
数据交流协议的基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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