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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词表概念优选名称自动生成机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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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多词表整合中概念优选名称 自动生成机制 , 以U M 巧 超级叙词表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 并对该

机制的正确性进行数据验证 , 分析评价其应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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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为中心的多词表整合中 , 需要完成的一

个重要工作是推荐概念的优选名称 。因各个来源词

表应用领域的差异 , 在表达同一概念时 , 往往存在

多种不同表达方式的多个概念名称 。目前 , 概念优

选名称的生成方法主要为领域专家依据自身经验的

主观推荐法 、基于概念名称在生物医学文献中使用

频率的选择法 。这些方法的原理本质上相同 , 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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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概念下多种不同表达方式中选择其一; 在传统

的纸本环境下 , 词表收录量相对较小 , 且概念名称

的表达方式几乎固定 , 此类方法的确值得考虑 。但

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 , 研究人员可访问及获得的资

源越来越多 , 词表的收录量也越来越大; 并且随着

研究人员在实际应用环境中对词汇的不断调整 , 概

念名称的表达方式也经常发生变化 , 从而导致词表

编制者需要重新选择概念优选名称 , 显然传统的概

念优选名称生成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本

文以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U ni fied M ed ic al La ngu ag e

System , UM 巧 )川超级叙词表 (M etathesauru , ) 为

例 , 对概念名称标识及生成机制的作用原理进行详

细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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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概念名称标识

U M LS 源 自上百种医学词表 , 例如 《医学系统

化术语表 一临床术语 》 (System atized N om encla-

ture of M ed ieine 一 C linieal T erm s , SN O M E D

eT )[' 〕、 《医学主题词表 》 (M edieal subj eet H ead-

in g。, M es H )[ '〕, 其超级叙词表便是通过广泛集成
各部源词表 中的生物 医学概念 、 词汇及其涵义 、

等级范畴之后 , 所形成的多用途 、 多语种的词汇

数据库 。在超级叙词表 中 , 来源于多部词表的表

达同一概念的不同概念名称 , 通过概念惟一标识

符 (C oneept U nique Ident击er , CU I) 联系起来 , 而

全部概念名称及相应原始来源表信息存储于 M R -

co N so 表川 中 , 见 表 l 。其 中 , 概念 名称 列 于

STR (String) 字段 , SA B (Sourc e A bbreviated ) 字

段为相应的来源表缩写名称 , TTY (Te rm Type )

字段为来源表中术语类型的缩写 (如 SN O M ED CT

中 F̀N ' 表 示 完 全 指 定 名 称 ( Fu场 speeified

nam e) , M esH 中 M̀ H ' 代表主题词 (M ain H ead-

ing) ) , su PP RE Ss (Suppre ssion) 字段为而概念名

称的禁用标识 , 而前 8 个字段即为 UM LS 在整合

各个来源表的概念名称时所生成的惟一标识符或

标 识 , sA u l ( souree A tom U nique Identifier ) 、

SCU I ( Sourc e Coneept U nique Ident迅er) 及 SD U I

(Sourc e Deseriptor U nique Ident访er) 为 U M LS 充分

继承于来源表对概念名称赋予的标识符 。

表 1 概念名称和来源 (M R C O N S O )

字段名 U M 巧 注释 描述

U nique iden成 er for eoneePt

肠 ngu ag e of te rm

Te rnl stat u s

U n iq u e ide n断 e r fo r teryn

S tri n g tyP e

U n iq u e ide n t沂er for stri n g

A *om statu:一pre fe 二d ( Y ) or not (N ) fo r th is stri ng w ithin th is eoneept

U ni明 e iden曲 er fo r atom 一 v画 ab le lengt h field , 8 or 9 ehara eters

So u二e as se rt ed ato 州iden曲er [optional 〕

So urc e 姗 erted 。one叩tidentifier 仁optional ]

阮urc e as serted desc riptor identifier [optional 〕

A bbre viat ed :o二 e nam e ( SA B )

A b b re viati o n fo r 比rm ty pe in so urc e v oc ab ul 呵

M o at use fo l so 眼 e as sert ed id e ntifi er , o r a M e tath e sau ru s 一 ge n era te d

so u rc e e ntry id e n r讯er

S苗 n g

5 0峨 e 佗欧石etio n lev el

S u p pre ssib le fi 鳍

C on te nt V iew F lag

概念惟一标识符

语言种类

词项状态

词项惟一标识符

词串类型

词串惟一标识符

原词状态一概念的优选词申 (Y ) 或非优选词串 (N )

原词惟一标识符 一可变长度字段 , 8 或9 个字符

来源表赋予的原词标识符 (可选)

来源表赋予的概念标识符 (可选)

来源表赋予的叙词标识符 (可选)

来源表缩写名称

来源表中术语类型的缩写

来源表描述符 , 或超级叙词表所生成的来源表人口标

识符

词串 (概念名称)

来源表限制等级

禁用标识

目录视图标识

巧解SUICUILATLUI

恻sAUIsCUIsDUISABAUI﹃STRSRL

S U P P R E S S

如表 1 所示 , U M 巧 超级叙词表中的概念名称

有四种惟一标识符: 概念惟一标识符 (c ul ) 、词项

惟一标识符 (玩xieon U nique Identifier , Lul) 、词串

惟一标识符 (Stri ng Unique Identifier , SU I) 及原词

惟一标识符 (A to m U nique Identifier , A U I) , 对应于

三种标识 : 词项标识 (Te rm St at us , 铭 ) 、 词串标识

(Stri ng 肠ve , S竹 ) 及 原词 标 识 ( xs prefe rre d ,

IS PRE F) , 这三种标识的赋值列于表 2 中。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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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概念名称标识

标识 取值 U M 岱 注释 描述

V C W

哪VOVCNY

P re fe rr e d L U I of th e C U I

N on 一P refe 讹 d L U I of th e C U I

P re fe rre d fo rm of te rm

C as e an d w o记 一ord er y面 an t of th e P re fe rre d fo rm

C脱 v面 an t of th e Pre fe rr ed fo rm

W o司 一。司er y斌 an t of th e p re fe rre d fo rm

V 而 an t of th e p refe rr ed 〔〕rm

阮 fe rre d for th is stri n g w ith in this eo n eep t

N ot pre fe rr ed fo r th is stri ng w ith in th is eo ne ep t

概念的优选词项

概念的非优选词项

词项的优选形式

词项优选形式的大小写及字顺变体

词项优选形式的大小写变体

词项优选形式的字顺变体

词项优选形式的 (其它) 变体

概念的优选词串

概念的非优选词串

表2 所列出的三种标识将提供重要的概念名称优

选信息 。首先 , 当某概念名称的词项标识 仆 赋值为

P̀ ' , 即可知该概念名称为同一概念下多组词项的优

选词项; 由于词项是经过忽略大小写 、符号 、字顺及

屈折变形等处理后 、具有相同原形一组概念名称的集

合 , 具有相同原形的概念名称的词项标识符 LU I相

同 , 因此概念的优选词项往往有多个 。其次 , 具有词

串标识 STT 为 P̀F ' 的概念名称 , 为词项的优选词

串; 而这组词项中的其他概念名称 , 即为优选词串的

大小写 、 字顺等变体形式 。再者 , 原词标识 ISP RE F

的取值 Ỳ ' 或 Ǹ ' 决定了概念名称是否为当前概

念的优选词串 , 一个概念下包含多少种完全不同的词

串 (即SU I) , 便有多少个优选词串。最后也是最重

要的 , 这三种标识共同决定了概念的优选名称 , 即对

于同一概念下具有不同表达形式的多个概念名称 , 只

有词项标识 仆 赋值为 P̀ ' 、词串标识 STT 取值为

P̀F ' 、原词标识 ISPRE F 等于 Ỳ ' 的概念名称 , 才

是概念的优选名称 , 而且是惟一的 。

为了直观地从标识上理解概念优选名称的生成

机制 , 本文引用了 UM 比 201 1 A A 版中的一些概念

名称 , 见表 3 。因来源表及术语类型不 同 , 在以

C̀000 00 52 ' 为代号的概念中 , 存在 8 个概念名称 ,

且以8 个不同的原词标识加以区别; 通过三种标识

可知 , 概 念 优 选 词 项 的词 项 惟 一 标 识 符 为

l̀工旧00 05 2 ' , 且其优选词串的词串惟一标识符等于

以̀〕007584 ' (对应于来自不同来源表的两个原词);

词项惟一标识符为 任众刃61 29 ' 的一组词项 , 虽然

并非概念的优选词项 , 但依然具有词串惟一标识符

等于 岌̀刃204 79 ' 的优选词串; 原词标识为 ' Y '

的概念名称共计有 5 个 , 代表了5 种不同变体的概

念优选词串; 而概念的惟一优选名称却是原词唯一

标识符为 À001 6536 ' 的概念名称 。

表 3 U M LS 概念名称实例

C U I 甘玲 L U I S T T S U I IS P R E F A U I S A B I ,1 ,Y S U P P R E S S

MHPNMTHMSHvwVoVCVCPFPFPFC 0( 心加 5 2 P l刃0 [X 刃 5 2 3 X 旧7 5 8 4 Y A 以)165 36

C 0( 心刃 5 2 P l办阅 0() 5 2 S洲刃7 5 8 4 A 0 0 165 35

C (X 心阳 5 2 P 印 57 5 7 17 PMPMPMOPEP巧人4 7 6 92 5 4】刃O 汉刃5 2

1D( 乃阅 5 2 A (X) 1 65 2 9

S N O M E D C T

M S H

P l刃0 0( X] 5 2 52 06 9 19 9 Y A 194 53 3 8

11 洲 拓1 2 9

ID 以拓 12 9

Y A (X) 3 2 5 14

M S H

M S H

A 4 77 3 6 3 1

5 1刀仪拓 1 29 V W 3 刃3 8 1 67

S N O M E D C T

M S H

1 , 4 一al p h a 一G lue an B ra n eh in g E n zym e

l , 4 一al P h a 一G lue an B ra n eh in g E n zym e

l , 4 一al p h a 一G lue an b ran eh in g e n叮m e

I , 4 al p ha G luc an B ran eh in g E n即m e

B ran eh in g E nzy m e , l , 4 一al p h a 一G lu ean

B ran e h in g E n zy m e

B ran e h in g en砰m e

E n zy m e , B ran eh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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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念名称优选级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知 , 概念优选名称完全可

用标识加以区别 。例如 , 在 U M巧 超级叙词表中 ,

概念优选名称可从每个概念名称的词项标识 、词串

标识及原词标识来判断 。而 UM 璐 在整合多个来源

表的不同概念名称时 , 为这三种标识的赋值依据是

来源表 、术语类型及禁用标识的优选级 , 也就是在

基于概念标识的概念优选名称 自动生成机制中 , 为

各个来源表的多种术语类型及禁用标识分配不同的

优选等级 , 是生成机制最根本的作用原理 。

在确定不同来源表的各个术语类型及禁用标识

的优选等级时 , U M 玲 主要考虑了三种因素: 来源

表的学科覆盖率 、 更新频率以及概念名称在正规临

床或生物医学用语中的使用率 , 最终确立的来源表

及术语类型的优选级 , 记录在 M R RA N K 表['] 中 。

图 1为 U M LS 201 1 A A 版中 M R RA N K 表的部分记

录; 对同一概念下的具有不同表达形式的多个概念

名称而言 , 可根据各自的来源表缩写名称 (SA B ) 、

术语类型 (TTY ) 及禁用标识 (SU PPR ESS ) , 查找

到相应的优选等级 (RA N K ); 而具有最高优选级的

概念名称 , 即为概念的优选名称 。

P̀ , , s竹 二 即̀ ' , IspRE F = Ỳ ' ; 其次 , 为同一

概念中其他概念名称的标识赋值: (l) 为 飞 赋值:

如果该概念名称与概念优选名称具有相同的词项惟一

标识符 Lul , 设置 飞 二 P̀ ' ; 否则 , 巧 二 P̀F ' 。

(2) 为 STr 赋值: 在相同的词项惟一标识符 LU I中 ,

RA NK 值最高的概念名称为优选词项 , 设置 STr 二

P̀F ' ; 对于和优选词项存在大小写及字顺 、大小写 、

字顺或其他变体 的概念名称 , 相应地设 置 STT =

V̀ CW ' 、 V̀ C ' 、 V̀ W ' 或 V̀O ' 。 (3) 为 ISPRE F

赋值: 在相同的词串唯一标识符 SUI 下 , RA NK 值最

高的概念名称为优选词串 , 设置 Is PRE F 二 Ỳ ' ; 对

其余概念名称 , 设置 ISP RE F = Ǹ ' 。

3 数据验证

2.3 标识的赋值机制

依据优选级表 (如 UM LS 超级叙词表中的 M R-

RA N K ) , 便可为各个概念名称的词项标识 TS 、 词

串标识 STr 及原词标识 IS PR EF 分别赋值 。其基本

原理为:

R A N K !S A B !IT Y IS U P P R E S S

0 5 6 9 }M T H !P N IN I

0 5 6 8 lR X N O R M !M IN }N I

0 5 6 7 !M S H IM H !N !

O566IM SH ITQ IN I
0 5 6 5 }M S H IP E P IN I

0 5 64 IM SH !P E N 】N I

0 5 6 3 lM S H IE P }N I

O 5 6 2 lM S H }E N }N !

056 1IM SH IX Q IN
0560 IM SH IP X Q IN I
O 55 9 lM S H !N M IN !

U M巧 超级叙词表中每个概念只有一个优选名

称 , 且概念优选名称可通过词项标识 、词串标识及

原词标识来识别 。为了验证这种生成机制的正确

性 , 本文收集了201 1 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N a-

tional Li bra 汀 of M edieine , N LM ) 发布的及之后更新

的A B 共两个版本的 U M LS 超级叙词表中所有的英

文概念名称及来源 (M R CO NSO ) 。验证算法的基本

原理为: 超级叙词表的概念总数应等于以 仆 二

p̀ ' 、 S竹 = P̀F ' 、 ISPRE F == Ỳ ' 为标识的概念

优选名称的总数 , 可用结合了 SQL 查询语言的公式

表示为 :

{ eount (di stinetCUI ) } = { eount (A UI ) wh ere

TS = P̀' an d Sll , 二 P̀F , and 1SPREF = Ỳ ' }

其中 , 公式的左端用于计算概念总数 , 右端为概

念优选名称的总数。

测试结果表明 , 201 1 A A 版的英文超级叙词表

总收词量为 7258 031 , 共含有 2404 336 个概念 , 而

概念优选名称总数也为 24 04 336 ; 在 A B 版本中 ,

超级叙词表的英文概念名称总数为7651 245 , 其中

概念总数为2611 377 , 该数字也与概念优选名称的

总数完全一致 。

图 , 优选级 (M R RA N K ) 实例

4 结论
首先 , 为概念优选名称的标识赋值 : 对于具有最

高优选等级 RA NK 的概念名称 , 其标识分别为 巧 = 本文以 U M 巧 超级叙词表 (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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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习惯 , 成为具有优秀的思想文化 、道德素质和

创新能力的人才 。

4 .3 .4 加强图书馆馆员的继续教育 , 注重人才培

养 为适应新形式下图书馆发展的需要 , 图书馆支

持鼓励馆员继续深造 , 建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馆员

进修培训制度 , 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

式 , 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活动 。连续多年坚持

每年派出馆内各部门人员外出考察 、进修 , 有针对

性地学习其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 , 先后去了北京 、

上海 、广州等地的多所院校图书馆参观学习 。同

时 , 通过专题讲座 、 定期学术活动 、 每周的业务学

习 , 拓宽馆员的知识面 , 使馆员能及时了解图书馆

的发展趋势和学术动态 , 掌握多种工作技能 , 提高

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

团组织或某个部门的额外任务 , 应当是图书馆的一个

发展规划和整体目标 , 需要图书馆各级领导率先垂

范 、以身示教 , 全体馆员积极参与 , 这样的文化建设

才会有生命力 。第三 , 图书馆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 应采取长期的 、有计划 、有

组织的塑造和建设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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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 对概念名称标识及生成机制的作用原理进行

了详细阐述 。 UM LS 超级叙词表 , 优选级 M RRA NK

不仅确立了概念的优选名称 , 也决定了概念的优选

词项 、词项的优选词串以及概念的优选词串; 而优

选级又取决于各个概念名称的来源表 、术语类型及

禁用标识 。在网络环境下 , 一方面 , 概念名称的表

达方式会随时因实际应用需求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

但由于术语类型不变 , 因而生成机制将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 , 虽然词表的收录量将随着可获得资源的

增加而变得异常庞大 , 但因术语类型相对固定 , 这

种基于标识的自动生成机制的工作量并不会增大 。

基于概念标识 的概念优选名称 自动生成机制

中 , 最核心的工作仍是仔细分析每个来源表的学科

覆盖范围 、 更新周期以及概念名称的使用频率等 ,

·66 ·

而这也是任何叙词表的编制者及多来源的超级科技

词表整合者应着重研究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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