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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实战开发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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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知识图谱设计框架

围绕业务规划产品 基于团队选择方法原
则

方
法

专家法

自上向下
总体规划

参照法

标杆对照
业务适配
增补裁剪

归纳法

自下向上
单点切入
模式抽取

混合法

自上向下
自下向上
居中调整

领域专家 行业标准 技术专家 参考标准



1.2 数据价值链模型



1.2 主要的知识表示方法：知识因子的描述

产生式表示法 框架表示法 面向对象表示法 语义网络法逻辑表示法

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形
式逻辑的一个分支。
它通过符号系统来表
达客观对象以及相关
的逻辑推理。常用的
是命题逻辑和谓词逻
辑。
逻辑表示研究的是假
设与结论之间的蕴涵
关系，即用逻辑方法
推理的规律。它可以
看成自然语言的一种
简化形式，由于它精
确、无二义性，容易
为计算机理解和操
作，同时又与自然语
言相似。

表
示
方
法

主
要
特
点

产生式表示，又称规
则表示，有的时候被
称为IF-THEN 表

示，它表示一种条件
-结果形式，是一种
比较简单表示知识的
方法。IF 后面部分
描述了规则的先决条
件，而THEN 后面部
分描述了规则的结
论。规则表示方法主
要用于描述知识和陈
述各种过程知识之间
的控制，及其相互作

用的机制。

框架是把某一特殊事
件或对象的所有知识
储存在一起的一种复
杂的数据结构。其主
体是固定的，表示某
个固定的概念、对象
或事件，其下层由一
些槽(Slot)组成，表
示主体每个方面的属
性。框架是一种层次
的数据结构，框架下
层的槽可以看成一种
子框架，子框架本身
还可以进一步分层次
为侧面。槽和侧面所
具有的属性值分别称
为槽值和侧面值。

面向对象的知识表示
方法是按照面向对象
的程序设计原则组成
一种混合知识表示形
式，就是以对象为中
心，把对象的属性、
动态行为、领域知识
和处理方法等有关知
识封装在表达对象的
结构中。

语义网络是知识表示
中最重要的方法之
一，是一种表达能力
强而且灵活的知识表
示方法。它通过概念
及其语义关系来表达
知识的一种网络图。
从图论的观点看，它
是一个“带标识的有
向图”。语义网络利
用节点和带标记的边
构成的有向图描述事
件、概念、状况、动
作及客体之间的关
系。带标记的有向图
能十分自然的描述客
体之间的关系。

XML表示法

在XML中，数据对
象使用元素描述，而
数据对象的属性可以
描述为元素的子元素
或元素的属性。
XML 文档由若干个
元素构成，数据间的
关系通过父元素与子
元素的嵌套形式体
现。在基于XML 的
知识表示过程中，采
用XML 的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s)来
定义一个知识表示方
法的语法系统。

本体表示法

本体是一个形式化
的、共享的、明确化
的、概念化规范。本
体论能够以一种显
式、形式化的方式来
表示语义，提高异构
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性，促进知识共享。
用本体来表示知识的
目的是统一应用领域
的概念，并构建本体
层级体系表示概念之
间的语义关系，实现
人类、计算机对知识
的共享和重用。五个
基本的建模元语是本
体层级体系的基本组
成部分：类、关系、
函数、公理和实例。



1.4 主要的知识组织方法：知识单元的组织

叙词表 语义网络 本体组织法 知识图谱分类法

分类是指：按照事物的性
质、特点、用途等作为区分
的标准，将符合同一标准的
事物聚类，不同的则分开的
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事
物区分和聚类。类方法是人
类最本能认识世界的方法，
可用于任何资源；
分类法是指：分类法是指将
类或组按照其相互间的关
系，组成的系统化结构，并
体现为许多类目按照一定的
原则和关系组织起来的体系
表，是分类工作的依据和工
具。《杜威十进分类法》。

组
织
方
法

主
要
特
点

叙词：是指从自然语言中抽
取出来的，经过规范化处理
的一种词汇。叙词具有概念
性、规范性、组配性、语义
关联性、动态性和可上机
性。
叙词表：是从自然语言中精
选出来的、经过严格处理的
语词作为主题标识，通过概
念组配方式来表达各种主
题。

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是一种以网络格
式表达人类知识构造的形
式。是人工智能程序运用的
表示方式之一。由奎林(J. 
R. Quillian)于1968年提
出。开始是作为人类联想记
忆的一个明显公理模型提
出，随后在AI中用于自然语
言理解，表示命题信息。
由结点和结点之间的弧组
成，结点表示概念(事件、
事物)，弧表示它们之间的
关系。

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的规范
说明(Gruber提出的)。
本体定义了组成「主题领
域」的词汇表的「基本术
语」及其「关系」，以及结
合这些术语和关系来定义词
汇表外延的「规则」。
五个基本的建模元语是本体
层级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类、关系、函数、公理和实
例。本体主要用于领域建
模。

知识图谱本质上是一种语义
网络。其结点代表实体
（entity）或者概念
（concept），边代表实体
/概念之间的各种语义关
系。
知识图谱最初由Google在
2012年提出，是当前人工
智能应用最为广泛的知识表
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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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案例一：构建音乐知识图谱语义类型



2.2 设计方法一：参照法（参照与对标）-知识建模



2.2 设计方法一：参照法（参照与对标）-数据建模



2.3 设计方法二：归纳法（适配与裁剪）-对象梳理

填词 谱曲

作词家 作曲家

演唱

歌手

录音

专辑

发行 媒体

听众

点播

发行商

组合

乐队

歌曲



2.4 参考设计：音乐领域语义类型

概念实体

实体

物理实体

事件

活动

现象或过程

音乐组织 音乐学说

地理位置 音乐学科

发
行
商

乐
队

作
词
家

作
曲
家

歌
手

听
众

出版发行

行为

填词

谱曲

录音

专辑制作

发行

试
听

收
藏

下
载

演艺活动

发布会

见面会

歌唱比赛

组
合

KTV

存
储
介
质

歌
迷

唱片

CD

M
P3

M
P4

Pad

演唱会

评
论

乐器

电
脑

手
机

音
箱

播
放

播放设备

DVD

体
鸣
乐
器

膜
鸣
乐
器

气
鸣
乐
器

弦
鸣
乐
器

电
鸣
乐
器

磁带

蓝光

当事人

音乐文献

播
放
历
史

播
放
列
表

排
行
版

歌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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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案例二：构建音乐知识图谱语义关系



2.2 设计方法一：参照法（参照与对标）-UMLS



2.3 设计方法二：归纳法（适配与裁剪）-关系梳理

填词 谱曲

作词家 作曲家

演唱

歌手

录音

专辑

发行 媒体

听众

点播

发行商

组合

乐队

歌曲



2.4 参考设计：音乐领域语义关系

相关关系

时间相关

同时发生

先于...发生

衍生的

测量

方法

评价

标签

诊断

...之中的焦
点问题

概念部分

分析

概念上相关

物理上相关

由...组成 部分 由...汇合

与...相连 分支 ...成分 包含

与...相邻 位于 包围 穿越

空间上相关

功能上相关 管理

治疗

扰乱

复杂化

相互影响

防止

上下位关系
Is-a

展示

做法

展品

产生

引起

执行

现象表达

使用

影响

造成

证实

发生于...下

结果

进程

互连

程度为

措施

发展形式

评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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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案例三：构建音乐知识图谱本体对象



4.2 设计方法一：参照法（参照与对标）-对象识别



4.3 设计方法二：归纳法（适配与裁剪）-对象识别

概念实体

实体

物理实体

事件

活动

现象或过程

音乐组织 音乐学说

地理位置 音乐学科

发
行
商

乐
队

作
词
家

作
曲
家

歌
手

听
众

出版发行

行为

填词

谱曲

录音

专辑制作

发行

试
听

收
藏

下
载

演艺活动

发布会

见面会

歌唱比赛

组
合

KTV

存
储
介
质

歌
迷

唱片

CD

M
P3

M
P4

Pad

演唱会

评
论

乐器

电
脑

手
机

音
箱

播
放

播放设备

DVD

体
鸣
乐
器

膜
鸣
乐
器

气
鸣
乐
器

弦
鸣
乐
器

电
鸣
乐
器

磁带

蓝光

当事人

音乐文献

播
放
历
史

播
放
列
表

排
行
版

歌
单



4.4 工具平台：Protégé（protege.stanford.edu）



4.4 工具平台：实体



4.4 工具平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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