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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的发展与分析

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特点的异

同，辨析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相关亲缘概念，总结其发展历程。研究认为，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的

研究特点包括：丰富的知识源作为研究背景，与大数据研究联系紧密，知识融合应用研究为主，以提供知识服务

为主要融合导向。图书情报领域关于知识融合的研究趋势是通过知识融合实现分布式知识库中多源、异构的知

识资源的深层加工，提供更精准化、智慧型以及预测型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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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知识资源的多源、异构等特点，推动

了分布式知识库的广泛应用和网络技术、知识服务要

求的提升。分布式知识库的有效管理对于高效利用知

识资源、开展高质量的知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知识融

合（knowledge fusion）的目的是在现有知识资源基础

上，通过融合规则实现对分布式知识库系统中的知识

资源的转化、集成和融合，产生有价值的新知识，并提

供更为有效的知识服务。在很多应用领域，对知识融合

的理论、框架、实现模式等方面都开展了丰富的研究，

尤其是在机械制造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产生大量以

知识融合为主题的相关文献。相比之下，图书情报领域

对知识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一经提出便引起较高

的关注度。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知识融合相关

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总结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

域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以及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

趋势，以期为情报研究和知识服务研究等提供借鉴与

参考。

1 国内知识融合研究概况

在CNKI中以“主题=知识融合”进行检索共得到

1373条结果，检索日期为2015年11月4日，按照主题相

关性排序逐条查阅，其中符合本文研究范围的文献有

80篇，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1.1 时间分布

从CNKI已收录成果的发表时间看，知识工程层面

的知识融合概念的产生早于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科学视

角下的研究。早在2002年信息融合应用中就出现了知

识融合的概念，这一时期的知识融合属于信息融合的

高级阶段，在原有信息融合基础上开展的知识融合理

论和应用研究很快在计算机科学、机械制造等工学领

域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并在2005年以后出现大量对

知识融合技术、应用的探讨。知识科学视角下的知识融

合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相关研究是2006年李智霞在

进行知识管理与图书馆期刊管理研究中提到的期刊知

识融合的概念[1]，后来工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引起图书情

报领域的关注，逐步演化成知识科学视角下的知识融

合，2012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

1.2 学科分布

按学科分类，发现教育学领域对知识融合的研究

成果数量最多，其次是计算机科学领域和机械制造及

自动化技术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取得的成果数量与以上

学科产出数量相比并不丰富。笔者选取以上各研究领域

的高被引文献、综述性文献等代表文献进行深入研读，

对每个学科研究的知识融合含义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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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融合在各学科的含义和应用存在明显的区别。

教育学领域的知识融合多关注对教育对象将各类

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根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

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不同，教育学

领域的知识融合所指的知识类型也随之变化。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主要研究学生对不同课程的知识融合、

综合运用能力[2-3]；职业教育则更关注专业知识和职业

技能的融合能力[4]；高等教育对知识融合的关注面较为

广泛，既包括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科知识融合能力培

养方法，又包括基于知识融合思想的学科划分、发展研

究和跨学科知识融合方法研究等[5-7]。总的来看，教育

学领域关注的知识融合对象以隐性知识为主。计算机

科学和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领域的知识融合概念从

知识工程发展而来，以知识融合算法和应用研究为主，

属于三级、四级高层信息融合的一个范畴。该领域中，

知识融合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通过流程、算法和应用

检验来实现分布、异构和多源知识的转换与创新[8-9]，

以期消除实例知识的冗余和不一致性，提高融合知识

的语义规范性和准确性，以便能够基于融合的知识作

出正确有效的推理与判断[10]。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融

合研究是知识科学视角下的知识融合研究，即知识融

合的第二种含义，融合对象为第三世界的“知识”，特别

是现存知识库中的知识资源。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融合

的研究侧重于知识源的规范化、知识表现规则的完备化

等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可以说，以各类知识库为主要载

体，以知识科学视角研究第三世界的“知识”对象是图

书情报领域或管理学学科关注的知识融合焦点。

本文对知识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完善的梳理，

对现有的知识融合相关技术进行总结，认为图书情报

领域知识融合对于处理、综合利用分布式知识库资源，

既是一种有效工具，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理模式，知识

表1 不同学科领域知识融合的研究对象与重点

学科 研究重点知识融合对象

以隐性知识研究为主，旨在充分利用隐性知识，创造学习价值

以融合算法、融合模型、融合系统研究为主

教育学 第三世界的“知识”对象，人脑中的知识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传感器数据、探测器数据等信息中转化、抽

取的知识

知识库组织、知识表示、本体、语义网等技术研究为主计算机科学 知识库的知识

结合语义网等知识标识、组织技术，对多源异构的知识资源，借助融

合规则进行抽取、转换等操作产生新知识，提供精准、智慧的、预测性

的知识服务

图书情报 第三世界的“知识”对象，知识库的知识

融合的目的是针对不同信源的知识，通过融合处理，形

成新的知识，从而提高知识的内涵、层次和置信度，以

及提升实现系统任务目标的能力[11]。知识融合在不同学

科领域的融合对象的差异和研究重点如表1所示。

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晚于上述其他学

科领域的发展，其发展充分运用已有学科领域对知识

融合相关技术手段的技术基础。知识融合是知识工程

与知识科学的交叉学科，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方

向与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交叉部分。如图1所示，A
表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计算机科学领域；B表示图书

情报领域；C表示教育学领域。

图1 各领域知识融合研究方向关系

2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的基
础与焦点

国内知识融合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计算

机科学等相关基础性研究，该部分是图情领域开展知

识融合研究的基础工程；另一部分是针对大数据知识

源的知识融合应用研究，即图书情报领域最为关注的

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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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的发展与分析张心源，邱均平

（1）计算机科学相关基础研究

图书情报学所研究的知识融合是以第三世界的

“知识”为融合对象的知识科学背景下的知识融合，

与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领域的知识工程有显著的区

别。但是计算机科学对知识库组织、知识库系统以及知

识表示、融合算法的研究引起了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对知

识融合的关注。计算机科学对知识融合相关技术、算法

和融合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图书情报领域开展知识融合

研究的基础，并在后续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中，

提供技术支持与借鉴，为图情领域知识融合目标提供

实现模式。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计算机科学相关基础研究

包含以下研究方向：一是知识表示技术研究。如鲍军

鹏等提出了一种基于XML的知识表示方法——XKR
（XML-base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利用

XKR将规则、框架、过程、表格、语义网格等多种知识

表示方法统一在一个形式描述语言之中[12]；曹存根阐

述了Web中的多信息源存在的内涵和外延的异构，论证

了Web信息的同步处理机制，给出了一种基于概念空间

的XML信息源集成模型，并提出多匹配策略的本体映

射方法[13]。二是实现模式、方法研究。如赖朝安对产品

设计中的知识工程进行研究，提出了服务于人机协同创

新的知识融合流程结构[14]；刘忠途等认为在三维CAD
系统中，工程问题和任务可以先分解为知识项，再分

解至知识约束，并实现设计知识融合驱动的知识约

束模型[15]。三是融合实现算法研究。如韩立岩等[16]在

处理企业失败预警问题时，提出基于D-S（Dempster-
Shafer）证据理论进行融合处理的实现方法；蒋黎黎等

在解决分布和多源知识的融合与创新问题时，提出并验

证了分众分类法并在知识融合研究中引入了粒度计算

理论和微商空间法[10]。四是知识融合发展综述研究。缑

锦对知识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关学科研究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并对知识融合运用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细致的

研究[17]；郭强等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融合理论研究发展

现状，为后续知识融合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18]。五是

知识融合应用研究，如在网络科研社区等知识分享平台

中进行知识融合提升知识价值[19-21]。

（2）图书情报领域新焦点

知识融合的研究从 2 010年开始达到快速发展

阶段，近五年知识融合相关研究成果的年产量相对

1990-2000年有了明显提高。虽然相对大数据、语义网

等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但说明知识融合在知识科学研

究中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对知识融合的研究呈

现出增长的趋势。基于知识的共享和服务已经成为研

究者关注的热点，而知识融合，尤其是隐性知识发现逐

渐成为基于知识的共享和服务中知识处理和优化的核

心部分。自2012年开始，知识融合研究在图书情报领

域也逐渐引起重视，并借助语义网、关联数据等技术

研究基础 [21-24]，发挥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研究中的作

用[25]。但现有图情领域关于知识融合的研究方向较为

分散，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热点[26]。

3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的亲缘主
题分析

知识融合、知识集成、知识整合、知识聚合均是基于

知识对象的知识服务方式，四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

CNKI中，以“主题=知识集成”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004篇文献；以“主题=知识整合”进行检索，得到3338篇
文献；以“主题=知识聚合”进行检索，得到61篇文献。检索

时间为2015年11月4日。从相关研究数量上看，知识整合

的研究较为丰富，研究也相对成熟，而知识聚合的研究

仍处于发展阶段。

从研究学科角度分析，知识融合以计算机科学、

机械设计及自动化技术领域研究为主，图书情报领域

的知识融合研究从以上领域的知识工程的研究发展而

来，是知识工程与知识科学的交叉学科，图书情报领

域赋予知识融合更丰富的理论铺垫。知识集成与知识

融合相似，以计算机、自动化和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为主

导。知识整合则是主要存在于企业经济研究，其次是图

书情报领域对知识整合的关注。知识聚合则是图书情

报领域原生态的概念、方法，并在图书情报领域已有丰

富成果产出。

从概念角度来看，知识集成是指通过对不同层次

的知识与知识、知识与人、知识与过程的集成，实现知

识创新，最终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动态过程[27]。知识

整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突出组织知识向结构性

知识转化，知识整合就是以知识组织方法为指导，以数

据整合、信息整合为基础，以知识组织体系为支撑，组

织资源知识结构中概念及概念关系的一种整合方式，分

为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两种形式。另一方面是强调知识

的组合或连接，知识整合的核心本质在于组合知识[28]。

知识聚合在知识组织和管理领域中是指从多个知识资

源获取知识、检验知识的一致性和冗余、消除知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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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并剔除知识冗余的过程。知识聚合的过程既可

以发生在知识融合之前，又可以处理知识融合后产生的

新知识[29]。

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集成多应用于学科服务和机

构知识库的建设[30-32]，知识整合多用于数字图书馆建设

过程、数字资源体系与知识仓库建设研究[33-34]，知识聚合

的研究主要包括聚合方法体系和知识图谱两方面[35-36]。

根据知识集成、知识整合、知识聚合以及知识融合

的相关定义与研究，四个相关概念在对知识资源的整

合层次、整合依据以及整合结果产出上均不同，具体见

表2所示。四个理论概念对应知识管理研究过程的不同

处理层次，不同研究主题对应不同的知识管理需求，具

备不同的信息环境背景和技术发展水平。

表2 知识融合及其亲缘主题对比

类型 整合结果整合依据

知识类型、所属范畴
知识集成 物理层面的

资源整合知识整合

整合层次

有序、规范化的知识

集合或知识库

知识聚合

叙词表、分类表、语义

网、本体等知识组织

工具

内容相互关联的、多

维度、多层次的知识

资源体系

根据求解需求选择的

融合算法
新知识资源

语义层面的

资源整合

知识融合

4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的
特点

通过以上对不同学科领域知识融合的对比分析，

以及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亲缘主题的对比，本文

结合现有研究认为知识融合的概念最早产生于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技术领域，是信息融合的高阶模式。随着教

育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领域对知识融合

的扩展研究，知识融合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一般的

信息融合对象，尤其是在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领域，

知识融合是知识工程与知识科学交叉研究成果，知识

融合的主要知识源来自各类知识库。特别地，在图书情

报领域，进行知识融合是为了在大数据环境下对多源

异构的知识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利用，最大化地挖掘

知识价值，知识融合的结果用来进一步作用于知识服

务。所以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融合研究具有其独特的

研究特点。

（1）图情领域为知识融合提供丰富的知识源

广义上知识融合的对象涵盖传统的数据资源和新

数据源，不仅包括数据库、知识库、传感器获取的数据

和信息，还包含各种规则、模型、方法，甚至经验、思想

等[28]。图书情报学关注的知识融合对象以知识库形式

为主，即包括业内已形成的知识库，或者从既有信息库

中抽取而来的知识，如网络知识库、文献知识库等。而

图书情报学研究具有丰富文献数据库、馆藏资源库等

资源数据库，在知识整合、知识集成、知识聚合等相关

知识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对文献数据库、网络数据库

等中抽取信息、加工、转换，形成种类丰富的知识库资

源，如分布式知识库、机构知识库、专家知识库、网络

文献知识库等。种类多、数量大的知识库资源促进了图

书情报学研究者对知识融合的关注，尤其是语义网、本

体等知识表示、知识标识、知识组织技术的发展，知识

融合为图书情报领域实现知识库资源深度加工提供了

可能，同时知识资源丰富也为知识融合的研究和实证检

验提供了数据基础。

（2）图情领域关注大数据与知识融合的关联研究

图书情报学是对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学科，也

是对信息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密切关注的学科。自

2012年，麦肯锡正式提出并定义大数据后，在图书情报

领域关于大数据的研究成果、项目课题日益丰富，无论

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相继取得了众多优秀成

果，知识融合的大数据背景已经形成。知识融合作用于

多源异构的知识资源，同时面临大数据环境下知识资

源的大数据特征带来的挑战，基于图书情报领域已有

的大数据研究基础的知识融合研究是将知识融合引进

图书情报领域的主要研究焦点。在2015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中就有关于大数据环境下知识

融合的研究。

（3）图情领域注重知识融合应用研究

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应用的一般过程是，从

知识库中进行知识的抽取、转化、集成，根据合适的融

合算法或融合规则进行融合处理，经过融合结果评价

反馈后取所得结果中正确、有价值的新知识，提供知识

服务。由此可看出，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的应用具有

典型的工具性质，知识融合的研究是一项过程研究。在

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融合的研究成果主题中，关于知

识融合的应用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沈旺等[37]针对数字

参考咨询的知识服务能力，提出的知识融合框架，以及

成全[38]对协同标注的科研社区的知识融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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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由于图书情报领域关于知识融合研究的

成果总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基于知识融合机制的

应用实践数量并不丰富，但综合现有关于知识融合的

综述性文章以及现有研究中对知识融合的定性，知识

融合的工具性质明显，是针对多源、异构的知识资源实

现知识元深加工的有效工具。

（4）图情领域以提供知识服务为主要融合导向

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知识

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利用，充分挖掘、发挥知识资源价

值，提供知识服务。大数据环境为知识服务带来的不

仅有丰富的数据源、数据技术，更有大数据环境特征

造成的对知识服务的新需求，即在庞大繁杂的数据环

境中，从多源、异构的数据资源中抽取有价值的信息，

加工、处理形成知识，提供知识服务，解决大数据环境

下信息迷茫的情况。知识融合在对多源异构知识资源

的挖掘、处理方面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因此图书情报

领域以提供知识服务为导向对知识融合的理论、框架

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图书情报

领域已有的在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中累积的经验

与成果，如对馆藏资源的深度聚合研究、计量本体研究

等，对图书情报领域运用知识融合提供知识服务起到

了推动作用。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图书情报领域基于知

识融合系统提供的知识服务相比传统知识服务理念是

更精准化、智能化以及预测型的知识服务。这种更为精

准的知识服务在于准确预测、理解用户的知识需求，有

针对性、准确地提供知识，继以用户服务反馈提升服务

过程。以提供知识服务为主要融合导向一方面是由图

书情报学科研究性质决定，另一方面是大数据环境背

景促使的知识融合技术手段与知识服务新需求的关联

关系。

5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融合研究的
趋势

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广泛关注，特别

是在业内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申报结果上也出现了知

识融合的相关研究课题。本文在分析图书情报领域知

识融合研究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图书情报领域

的知识融合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点趋势：一是知识融

合的框架研究探讨，框架是对现有知识融合技术、方法

等功能模块的具体求解需要进行合理组合，是构建知

识融合系统的关键，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融合的技术、方

法研究虽不及计算机科学领域学科研究的专业性、技

术性强，但图书情报学科具有知识资源管理、知识服务

等学科研究基础，是合理、优化特定求解需求的知识融

合框架的良好理论铺垫，国内现已出现依托于本体、大

数据技术等的知识融合框架研究，但尚未构建一个被学

术界广为认可的统一框架模型。二是融合检验研究，又

称为融合评价，是融合结果提交前的保障环节，不仅

包括对融合结果正确性的检验，而且包含对融合过程

的评价、反馈。融合检验的目的是保障融合结果的质

量，检验所用融合算法和融合步骤的适用性，提高知

识融合效率。三是融合应用研究，图书情报领域知识

融合研究的工具性质突出，为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等

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已

有知识融合在参考咨询和协同标注研究中的应用，并且

广泛关注通过知识融合提升知识服务质量研究，国内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知识融合是大数据环境下提供精

准化、智能化以及预测型的知识服务的有效途径。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融合研究

的发展历程，总结发现知识融合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

起步相对较晚，但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具有明显

学科特点，知识融合研究对象与热点在图书情报领域

与教育学、机械制造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

有显著区别，图书情报领域是专门研究信息、知识的学

科，已有研究中存在与知识融合概念相近的亲缘主题，

如知识整合、知识聚合等，但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处理

知识粒度的不同。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国内图书情报

领域知识融合研究具有知识融合对象丰富，与大数

据研究结合度高、知识融合呈现出典型的工具性质并

且知识融合研究以知识融合为融合导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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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Knowledge Fusion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of China 

ZHANG XinYuan1,2, QIU JunP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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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 of knowledge fusion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pedag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according to documental analysis method, carefully defines similar concepts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knowledge fusion research. It shows that there exist some features about knowledge fusion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hat is, rich knowledge origins, 
close links with big data, applicability and aiming to provide knowledge services. The research trend of knowledge fusion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i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as well as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by the deep processing of multisource and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in distributed knowledge base throughout 
knowledg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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