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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学种间关系的叙词表相关关系分类研究
■ 李永泽　常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目的／意义］叙词表相关关系在标引和检索中具有重要作用，相关关系的分类与关系属性定义在信
息组织中有重要研究意义。［方法／过程］分析生态学种间关系与叙词表相关关系的特征，建立二者的联系，通
过不同特征的组合实现相关关系到种间关系的分类，并从种间关系角度探讨相关关系的构建。［结果／结论］相
关关系可以唯一地分类到捕食、竞争、寄生、共生四类种间关系中，不同类别相关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能够为

相关关系的构建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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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相关关系是叙词表重要的词间关系，是连接不同

词族的桥梁，其揭示了非等级关系概念间较强的语义

联系，能够拓展检索标引的思路。相关关系定义的模

糊性、性质特征的复杂性，导致其构建中人为因素影响

较大［１］。相关关系以较为便捷的方式指示概念间的联

系，但未能表达出具体的关系含义，也掩盖了概念关系

的特征。为了满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检索

需求，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关关系的内涵，对相关关系内

容进行分类。

　　国际标准ＩＳＯ２５９６４－１［２］将相关关系分为两大类

共１２种关系。国家标准 ＧＢ１３１９０－１９９１［３］罗列了１０

种相关关系，新修订的 ＧＢ／Ｔ１３１９０．１－２０１５［４］基本上

是完全遵循最新国际标准，与ＩＳＯ２５９６４－１保持一致。

袁旭对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将相关关系划分

为４个大类、２５个小类，其中４个大类相关关系有自身

关系、与其它事物的关系、未建立等级关系的整体与部

分关系和特定范围的事物［５］。薛建武等面向本体构建

时细化了叙词表的词间关系，根据国防领域本体的需

求并将叙词表相关关系细分为９种［６］。顾德南认为叙

词表相关关系表现为因果、对立、类似、渗透、属性、原

料、对象、手段、方法、应用、设备、工具、整体与部分等

多种关系［７］。任瑞娟［８］、孙亮［９］、刘丽斌［１０］等学者也

从不同角度细化相关关系。裘江南［１１］通过层次聚类

对语义关系进行分类、周佳逸［１２］通过神经网络分类相

关关系，不同算法分类结果不同。不同标准、不同领

域、不同算法相关关系分类不同，概念关系颗粒度粗细

不均，相关关系种类数量、关系属性特征多为列举方

式，没有一致结果。

　　２０１６年，常春课题组将生态学思想引入到知识组
织系统的研究当中，提出知识组织生态系统（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ＫＯＥＳ）的概念，概念与文

献环境是系统中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概念与物种对

应，文献信息环境与生态环境对应，基于知识组织系统

的生态性研究概念个体的生态特征、概念群体的生态

特征、概念关系的生态特征，并取得阶段性成果［１３－１６］。

本文以知识组织生态系统为基础，将生态学种间关系

对应相关关系，试图利用种间关系对叙词表国际标准

中的相关关系进行分类，并选取国际标准中相关关系

实例、《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１７］（以下简称

《汉表》）相关关系实例验证分类结果，为相关关系的

分类、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２　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特征分析

　　生态学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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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知识生态链在知识管理中的作用。生态学

种间关系通常分为捕食关系、竞争关系、寄生关系和共

生关系。捕食关系指一种生物摄取其他生物个体的全

部或部分为食。竞争关系是指两种生物或者多种生物

共同利用同样的有限的资源而产生的相互竞争的作

用。寄生关系中，寄生物寄居在寄主的体内或表皮依

靠寄主的营养生存。共生关系中，广义的共生有原始

合作、共栖和共生，狭义的共生关系指两个物种相互依

赖，分开后两个物种都不能正常的生存［１８］。种间关系

说明两个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相关关系表达两个概念

间的关系。种间关系具有方向性、依赖性等特征，相关

关系也具有方向性、依赖性等特征，种间关系与相关关

系特征具有相似性。分析种间关系与相关关系特征的

相似性，实现二者特征的对应，并将相对应的特征作为

相关关系的分类基础，具体分析如下。

２．１　语义特征与种间关系自身特征对应分析
　　概念语义特征与种间关系自身特征对应如图１所
示。相关关系方向性与物种间的方向性对应，包括单

向性和双向性。概念的方向表明涵义上的指向关系，

如发生的先后顺序、动作的发出者与承受者等，有单向

和双向之分；单向性只能由一个概念指向另一个概念，

如“数据”与“数据分类”，“数据分类”是对“数据”的

操作，只能由分类过程指向被分类对象；因果关系的概

念只能由事件原因指向结果。捕食关系中，由捕食者

指向被捕食者具有单向性；寄生关系中，是由寄生物到

寄主的单向过程，如寄生蜂的幼虫寄生在螟类体内，具

有单向性。双向性指两个概念之间可以相互指向，如

“数据仓库安全”与“数据仓库”，“数据仓库”必然具有

“数据仓库安全”的问题，而“数据仓库安全”设计内容

是与“数据仓库”有关的，两个概念具有双向性。概念

间的双向性与共生关系、竞争关系的双向性相对应。

图１　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特征对应分析

　　概念间的依赖性指语义上一个概念需要以另一个

概念为前提，如“海量存储”与“海量存储系统”，“海量

存储”的实现需要有具体的系统做支撑，“海量存储系

统”的实现需要有“海量存储”相应的技术作为支撑，

两个概念相互依赖；与共生关系的两个物种互利共生，

缺一不可的特性相对应。再如“数据仓库”与“数据仓

库质量”，“数据仓库质量”是“数据仓库”的评价指标，

“数据仓库质量”以“数据仓库”为前提，具有单方向的

依赖性，与寄生关系的物种间单方向依赖具有相似性。

　　互补性，是指概念含义上互有指示，功能上相互补
充，如“恒温器”与“恒温控制”，“恒温器”具有“恒温控

制”的功能，“恒温控制”需要“恒温器”实现，两个概念

互为补充。概念间的互补对应共生关系，互补性的概

念间，其功能、含义互为补充，共生关系的物种间相互

提供生存优势互补。

２．２　字面匹配特征与物质能量流动对应分析
　　概念字面匹配特征，从匹配程度分为全部匹配和
部分字面匹配，从匹配位置可以分为前方一致匹配、后

方一致匹配等；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流动在不同的

物种间传递，能量物质无差别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

个物种；字面匹配的词素与物质能量对应。如图２所
示，生态系统的中捕食和寄生关系中有能量转移，捕食

是将被捕食者的全部（狼吃羊）属于能量的全部传递

对应相关关系概念间全部匹配；捕食者获取被捕食者

部分（羊吃草）属于能量的部分传递对应相关关系概

念部分字面匹配。不同的捕食者获取同一被捕食者的

位置不同，如蚯蚓吃植物的根、腐叶等，而山羊吃叶子，

捕食位置的不同与前方一致匹配、后方一致匹配、部分

匹配等与不同位置的字面匹配相对应。

图２　字面匹配特征与能量物质流动对应

２．３　数量特征的对应
　　一些概念可以与多个其它概念建立相关关系，如
族首词外延范围广其相关关系概念也相对较多，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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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概念相关关系概念较少，这里将三个及三个以下

相关关系概念定义为数量特征为少，而三个以上定义

为多；生态系统中，杂食动物的食谱较宽，以多种不同

的物种为食；捕食和竞争的对应数量特征为多。寄生

关系、共生关系的物种经过长期的进化形成的稳定关

系，所以寄生和共生对应的物种都较少，通常只有一

种，对应数量特征为少。

　　通过对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特征分析，实现方向
性、字面特征、数量特征等属性特征的对应，建立了相

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的联系。不同的特征能够区分不同

的种间关系，如寄生关系具有单向性、依赖性，而竞争

关系为双向性，不具有依赖性；通过不同特征的组合区

分不同的种间关系。类似地，尝试将种间关系与相关

关系对应特征作为区分不同相关关系的桥梁。

３　相关关系分类过程
　　国际标准将相关关系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指概
念含义重叠的两个语词，在一定的语境下两个语词可

以被互换，而某些情况却无法替换。如“船”（ｓｈｉｐｓ）、
“艇”（ｂｏａｔｓ），两个概念用来表示不同的内容，两个概
念的范围有交叉重叠的部分，在一定语义下可以互换，

这类概念需要建立相关关系；另一部分综合归类为其

它需要建立相关关系的１１种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类
型相关关系特征，分类相关关系并结合标准和《汉表》

实例进行解释说明。

３．１　相关关系的分类
３．１．１　竞争关系的相关关系　竞争关系的物种处于
同等的地位，相互之间有抑制作用，具有双向性；竞争

的物种不具备依赖性，而是互斥性。物种可能和一个

物种发生竞争也可能和多个物种发生竞争。概念范围

有交叉重叠，两个概念内容有交叉重叠，说明概念间有

相互的指示能力，需要建立语义关系。两个概念在某

些语义环境下可以互换，具有对称性和双向性；概念之

间没有必然的依赖性，单独的概念都可以存在，不具有

依赖性；符合竞争关系的特点。如“行舟蓑笠翁”中的

舟和船是同一个意思，船和舟可以相互替换，没有依赖

性。对概念生态位的研究中认为一个概念对应一个生

态位，使优选词符合一词一义的特点［１５］。具有竞争关

系的相关关系概念，在某些状态下生态位相互重叠而

产生竞争，符合物种间竞争关系的特点。例如鹰在食

物充足时会去捕食蛇、鼠等小动物，而在食物匮乏时也

会去吃腐肉，则会与吃腐肉的鬣狗产生竞争。概念范

围有交叉的优选词只是在特定的语句中才能够互换，

也只是在特定语境中才具有竞争的相关关系。所以概

念含义交叉的语词归类为具有竞争关系。

３．１．２　捕食关系的相关关系　捕食关系中，捕食者以
被捕食者为食，被捕食者是被动的接受者，物质能量由

被捕食者传递给捕食者，具有单向性。两个相对独立

的物种，捕食者的食物范围广，有不同的食物来源，不

具备依赖性。捕食的过程伴随着能量的传递，被捕食

者的能量部分或全部被捕食者包含。

　　如研究的学科或领域和研究的对象或现象，学科
或领域的下位词一般是与之相关的细分的学科或领

域，而具体的现象或研究对象不在其下位概念内，能够

给用户提供检索提示，需要与研究对象建立相关关系。

一个学科可能有多个研究对象或者现象，具有一对多

的特点；学科的概念外延范围较广，甚至是族首词，具

有多个相关关系概念，数量特征为多，而不同的相关关

系概念所涉及的内容分属不同层次。如“图书馆学”，

相关关系概念有“图书馆”“文献工作”“情报科学”。

对比这三个概念，“图书馆”研究实体同时也是一个建

筑实体，“文献工作”为具体研究内容，“情报科学”是

图书馆学中引申的内容，三个概念内容含义并不属于

同一层次。通过对以上特征分析对应种间关系中的较

高营养级杂食性动物的捕食关系，如熊，具有较高的营

养级，其食谱较广，既捕食兔、羊等，也会捕食鱼、昆虫

甚至植物。通过对学科概念的特征分析，将其分类为

捕食关系。

　　类似的属于捕食关系的相关关系有：行为和它的
对象或目标、人工制品和它的部分，如果它们没有限定

为整体 －部分等级关系、物体或过程和它的反作用者
和复合语词和它的中心名词，表明两者没有真正的等

级关系。

３．１．３　共生关系的相关关系　共生关系中，广义的共
生有原始合作、共栖和共生，狭义的共生关系指两个物

种相互依赖，分开后两个物种都不能正常的生存，本文

中主要指狭义的共生关系。共生关系的两个物种，均

从对方获得生存优势，具有双向性；双方离开任何一方

都不能生存，具有依赖性，同时依赖也是双向的。共生

关系是长久进化的结果，共生的两个物种关系较稳定，

共生的对象一般只有一个。

　　如物体或材料和它们定义的属性，物体、材料的上
下位概念为材料内容的细分，属性的上下位概念为属

性的内容，物体、材料必然具有某种属性，而属性必须

依赖于实体才有意义，二者具有语义关系需要建立相

关关系。如“毒药”与“毒性”、“磁铁”与“磁铁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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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具有毒性，毒药是毒性的载体，磁铁具有磁性，磁铁

是磁铁性的载体，具有双向性和对称性；同时相辅相成

具有依赖性；对称性和依赖性符合共生关系的特征。

磁铁不止具有磁性同时具有其它性质，但叙词表建立

关系时通常只与具有核心特征的属性的概念建立相关

关系，如《汉表》中“放射性物质”在物质与属性这一类

下只与“放射性”建立了相关关系。材料其属性相关

概念数量特征较少，对应依赖性共生关系。如固氮菌

与豆类植物，两个物种在物质能量上相互补充，固氮菌

给豆类提供含氮类物质，豆类给固氮菌提供生存空间，

没有固氮菌植物生长受影响，没有豆类植物固氮菌不

能生存，二者依赖性强。物体或材料和它们定义的属

性为共生关系。类似地具有共生关系特征的相关关系

还有操作或过程和它的行为者或工具概念间的相关关

系。

３．１．４　寄生关系的相关关系　寄生关系中，寄生物寄
居在寄主的体内或表皮依靠寄主的营养生存，寄主是

被动承受者，能量物质由寄主流向寄生物，具有单向

性。寄生物只有依靠于寄主才能够生存，缺乏寄主则

寄生物缺少必要的生存条件包括物质、能量等，寄生关

系具有依赖性。一般寄主环境稳定少变，寄生物和寄

主的关系相对稳定，一种寄生物通常只对应稳定的一

两个寄主，具有一对一的特征。

　　如概念和它的测量单位，概念描述事物本身属性，
测量单位是衡量概念属性强弱的指标，概念与测量单

位间具有非等级的语义关系，需要建立相关关系。概

念本身具有物质性即不论其测量单位存在与否，概念

一直存在；测量单位是人为的划分规定的概念，其依赖

于被测量的概念，所以具有依赖性；概念的物质性，与

测量单位的依赖性决定了单位与概念之间的单向性，

测量单位依赖于概念，而概念并不依赖于测量单位；依

赖性与单向性决定了概念与其测量单位属于寄生关

系。如“电流”与“安培”，电流是真实存在的物质，而

其测量单位“安培”是人为规定的，只有与实际物质相

联系时才有意义，所以“安培”对“电流”是单向依赖关

系，即测量单位对概念的依赖是完全依赖，属于寄生关

系中的全寄生。如菟丝子与豆科植物不仅从豆科植物

获取无机盐水分，还要从植物获取光合作用产物，而植

物没有菟丝子仍然可以正常生活。所以概念与其测量

单位归类为寄生关系。

　　通过分析相关关系特征的对应，类似地，属于寄生
关系的相关关系还有：起源于另一种的生物体或物质、

因果依赖关系连接的概念和行为及行为的产物的相关

关系。

３．２　分类结果唯一性
　　分类结果的唯一性是指任意一对相关关系有且仅
有一种分类结果，而不能存在一种相关关系同时属于

两类种间关系的情况，是衡量分类是否合理的重要标

志。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分类结果示意

相关关系 单向性 双向性 依赖性 非依赖性 数量特征多 数量特征少 功能互补 形态变化
能量传递／
字面匹配

捕食关系

研究的学科或领域和研究的对象或现象 √ √ √

行为和它的对象或目标 √ √ √

人工制品和它的部分 √ √ √ √

物体或过程和它的反作用者 √ √ √ √

复合语词和它的中心名词 √ √ √ √

竞争关系

两个概念内容有重叠交叉的部分 √ √ √

寄生关系

概念和它的测量单位 √ √ √

起源于另一种的生物体或物质 √ √ √ √

因果依赖关系连接的概念 √ √ √

行为及行为的产物 √ √ √

共生关系

物体或材料和它们定义的属性 √ √ √

操作或过程和它的行为者或工具 √ √ √ √

６２１

ch
in

aX
iv

:2
02

30
8.

00
32

4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李永泽，常春．基于生态学种间关系的叙词表相关关系分类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８）：１２３－１２９．

　　相关关系分类是多特征共同决定结果，种间关系
与相关关系有９个相对应的特征，是保证分类结果的
唯一性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探索相关关系的特征，确保

其多个特征只符合一类种间关系，以实现唯一性分类。

如研究的学科或领域和研究的对象或现象具有特征单

向性、非依赖性、数量特征多、形态变化，而在种间关系

中只有捕食关系唯一的对应这几种特征。通过对国际

标准、《汉表》的相关关系的分类，保证相关关系均可

实现唯一分类，进一步说明分类的可行性。另一方面，

未来研究中还需挖掘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更多的特

征，不断丰富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的联系，以保证分类

结果的唯一性。

　　分类结果的唯一性也表明四种相关关系具有各自
不同的性质。捕食关系的相关关系是指两个概念在时

间上、行为上具有明显的前后顺序，强调概念间的主动

与被动特征。寄生关系的相关关系强调一个概念对另

一概念的依赖行为，属于单向的依赖，需要区分方向、

区分寄生物与寄主。对于寄生物而言，寄生物依赖于

寄主，查询拓展时寄主的重要性比较大；而寄主概念对

寄生物没有依赖性，查询拓展时寄生物对寄主的重要

性相对较弱。竞争关系的相关关系表明两个概念有交

叉、不同操作但有一定的相似性，竞争关系是双向的，

两个概念具有对等的指示作用。共生关系的相关关系

相互依赖，具有双向性。一般表明概念间具有功能和

实体间的相互依赖，功能的实现需要依赖实体，实体具

有特定功能是其核心作用。不同类型的相关关系并不

是完全对称的。

４　种间关系视角下的相关关系构建

　　物种间通过种间关系形成有机的联系，分类后的
相关关系满足不同种间关系的生态特征。不同类别相

关关系的生态特征相互区别，可以作为相关关系的识

别的方法。捕食关系的相关关系强调概念的被动主

动、时间前后顺序，具有单向性、非依赖性等特征；竞争

关系的相关关系具有双向性、非依赖性，数量特征多；

寄生关系强调不同概念间的寄生物对寄主的单向依赖

性；共生关系的相关关系强调不同概念间的相互依赖。

对于给定的一对概念，可以通过判断其方向性、是否具

有依赖性等特征决定两个概念是否需要建立相关关

系。如共现率较高的两个概念“精度”和“精度控制”，

“精度控制”表明对概念“精度”的操作，具有单向性，

“精度控制”是一系列操作过程对“精度”不具有依赖

性，因此“精度控制”和“精度”需要建立相关关系且属

于捕食类型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的对应

特征能够识别相关关系，提供了生态视角下的相关关

系的构建方法。

　　物种间关系存在一定的制约和联系，通过这种联
系可以简单推测其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从捕食者

的角度看，其捕食对象往往具有相似性，可能具有竞争

关系。竞争关系的两个物种，争夺相同的食物、生存空

间，占据相同或相近的生态位，可能被同一物种捕食或

者寄生。为了验证分类的相关关系是否满足种间关系

的规律，抽取《汉表》中的概念进行分析验证，并利用

种间关系的特征探讨相关关系的构建。

　　竞争关系的物种，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态位，其生
物习性可能相同，两个物种可能具有相同的种间关系，

即同一片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可能具有相同的食性，具

有相同的捕食者等。知识组织生态系统中，一个概念

占据一个生态位［１５］，相关关系中的竞争关系概念也存

在生态位的竞争，则两个竞争关系的概念可能具有相

同的捕食、共生等概念。相关关系可以从竞争关系出

发，发掘其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概念，为相关关系的构

建提供一定的参考。如表２所示，“视频对象分割”与
“视频对象提取”具有竞争的相关关系，同时“视频对

象分割”与“视频对象”具有捕食的相关关系，则“视频

对象提取”与“视频对象”也应具有捕食关系，《汉表》

中“视频对象提取”与“视频对象”存在相关关系，验证

了该假设推理的成立。

表２　竞争关系概念拓展

概念Ａ“竞争”概念Ｂ
狼“竞争”虎

概念Ａ“捕食”概念Ｃ
狼“捕食”羊

概念Ｂ“捕食”概念Ｃ
虎“捕食”羊

视频对象分割———视

频对象提取

视频对象分割———视

频对象

具有捕食关系

数据仓库结构———数

据仓库模型

数据仓库结构———数

据仓库

具有捕食关系

　　相反地，如“视频数据处理”与“视频数据采集”具
有竞争关系，而“视频数据采集”与“视频数据”具有捕

食关系，借鉴竞争关系的物种具有相同的特征，可以推

测“视频数据处理”与“视频数据”具有捕食关系，而

《汉表》中两个概念没有建立相关关系，则可以推荐在

更新维护时考虑将这两个概念建立相关关系。

　　类似地，可以通过寄生物的不同寄主具有相似性、
被捕食者的不同捕食者之间可能具有相似性进行相关

关系的拓展构建，只要符合种间关系逻辑推理，均可以

获取相关关系的辅助推理。利用概念相关关系的分类

进行推理检验相关关系，能够发掘出一些相关关系概

念，但具体关系的建立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１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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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等级关系建立相关关系等，因此通过分类后的相关

关系进行关系的验证和拓展主要作为一种关系推荐的

辅助手段，具体关系的建立还需要综合不同的因素进

行判断。

５　结语

　　对于叙词表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的特征，概念含
义的方向性对应种间关系的方向性，概念间语义上的

相互依赖对应物种间的依赖特征，概念实体功能的相

互补充对应共生关系物种相互提供生存优势，概念相

关关系数量特征对应物种种间关系的数量。通过对应

特征建立相关关系与种间关系的联系，不同特征组合

区分不同的相关关系，类似地利用不同特征的组合实

现相关关系到种间关系的分类，将相关关系分为捕食、

寄生、竞争和共生四种关系，并保证相关关系唯一地分

类到一种种间关系中。以叙词表国际标准相关关系实

例结合种间关系实例解释分析验证分类情况，说明可

以通过种间关系分类相关关系。分类结果说明不同类

型相关关系具有不同特征，在检索标引中发挥不同作

用，并从种间关系的角度探讨相关关系的构建。分类

结果一方面分类不同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了

相关关系的特征。通过种间关系分类相关关系，提供

了一个分类框架，区分了不同的相关关系，不同类别的

相关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以往的分类往往只能关

注到逻辑特征或语义范围，导致分类结果繁杂多变。

本文主要讨论了国际标准中的相关关系，未来研究中

还需要探索更多标准、叙词表中的相关关系，进一步验

证分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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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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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泽，常春．基于生态学种间关系的叙词表相关关系分类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８）：１２３－１２９．

ｔｈｅｓａｕｒ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Ｔｈ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ｙ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ｃａｎｂ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ｓｉｔ
ｉｓ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ｃａｎｐｒｏ
ｖｉｄｅ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ａｕｒ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ｃｏｌｏ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ｇｙ

关于举办２０１８年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学术研讨会的征文与会议通知

　　当前是知识主导的时代，知识的价值与作用日益凸显。在图书馆、情报研究所、企业、政府部门等机构，知识管理与知识

服务正在重塑整个业务体系与管理体系，带来思维方式、运行模式、服务能力和管理效能新的飞跃与发展。知识管理与知识

服务正在从隐性走向显性，带来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变革与创新。

　　现定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２７日在长春市召开“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学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知识

管理与知识服务领域重要专家学者与一线工作者共同总结和探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相关理论、方法与技术，分析和解决

当前和未来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所面对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同时，《图书情报工作》《知识管理论坛》面向专家学者和广大作者征文，评选优秀论文，并遴选发表在两刊上。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承办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二、会议主题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

　　分主题：

　　１．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２．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理论进展与实践创新

　　３．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方法与路径

　　４．驱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主要技术

　　５．不同场景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需求分析

　　６．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能力建设

　　７．从一般管理与服务到知识管理与服务的转型变革

　　８．其他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２７日（６月２５日报到，６月２７日

下午离会）。

　　地点：吉林省长春市

　　议程：开幕式，主题演讲，案例分析，问答互动

　　四、参会人员

　　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政府相关部门等的管理者、

业务骨干，相关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及相关人员，以及从事

知识管理与服务研究与实践的专家、学者、研究生。

　　五、会议报名

　　１．费用

　　本次会议收取１２００元／人（交通食宿自理）。交费方式：

　　银行汇款：５月３１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以下账户，报到现

场领取发票。汇款时请注明“长春会议＋单位名称＋姓名”。

转账需要通过单位公对公转账，个人转账仅能开个人抬头的

发票。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账号：１１００１００７３０００５９２６１０５９

　　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会议现场交现金（会后快递发票）

　　会议现场刷公务卡（会后快递发票）

　　２．报名方式

　　赵老师：电子邮箱：ｚｈａｏｆａｎｇ＠ｍａｉｌ．ｌａｓ．ａｃ．ｃｎ，电话：０１０

－８２６２３９３３；手机：１３７１８１１９８９３

　　六、报到地点

　　另见报到通知。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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