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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
于秀慧1 李宝山2

( 1 同方知网( 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
2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知识元为基础，进行知识资源的知识元量级碎化管理和知识元库整体集成管理，将知识碎化为不同类型的知

识元，并集成为学习型知识元库、发现型知识元库、创新型知识元库等不同层次的知识元库，可以细化知识粒度，提高知识精

细化管理程度，同时有利于开发隐性知识，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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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的泽它时代和知识的精细化需求

近些年来，全世界的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即

使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 2009 年，全球信息量仍达

到 80 万 PB，比上一年度增长 62%。［1］美国国际数

据公司一项名为“数字世界”的调查显示，2010 年全

球共产生近 1． 2 泽它( zetta，10 的 21 次方) 字节的数

字信息。而未来 10 年，全球总体信息量将是现在的

44 倍。［2］全球将进入信息和数据存储的“泽它时代”。
信息量的增长使人们从表面看起来不必再为获

取信息而绞尽脑汁，各种各样的信息似乎触手可及，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但是，这样丰富的信息资源下面却也

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 一方面，信息和知识的高量级

增长给精细的知识获取造成了非常大的难度，降低

了知识获取的效率; 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信息和知

识很容易使知识利用者产生“博物馆效应”，降低了

知识的利用效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们对获取知识的精准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如何挖掘富有启示性的隐性知识成为提高知

识利用效果的迫切需求。

2 知识元及其意义

2． 1 知识元的含义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精细化的知识获取和利

用的需求，有必要将承载着图书、期刊等传统载体的

知识进行碎化，使知识载体的粒度细化为知识元，从

而提高知识获取和利用的效率和精准程度。对于知

识元的含义，众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学者关于知识元含义的阐释

学者 知识元的含义 时间

弗拉基米尔·斯
拉麦卡

知识的控制单位将从文献深入到其中的数据、公式、事实、结论等最小的独立的“知识
元”( 当时他把这称为“数据元”) 。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孙成江，昊正荆
知识元是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基本元素，知识元的构成为: 知识元 = 信息元 + 经验 + 智慧
+ 问题的解决。 2002 年

温有奎，徐国华，
赖伯年等

知识元是知识的最小单位，它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知识单元。同时，知识
元也是知识结构的元素，在知识结构中可以由知识元直接组成新的知识单元。 2003 年

文孝庭 知识元应该是可以自由切分、表达、存取、组织、检索和利用知识的最小的、独立的知识单位。 2003 年

赵蓉英
知识元( knowledge element) 就是知识元素，是组成知识的基本单位和结构要素。知识元
是最小的知识节点。 2006 年

周宁，余肖生，刘
玮，张芳芳

知识元是一个有确定意义的词组集合，是不可再分的知识单位。 2006 年

李锐，王泰森
将知识按学科层次划分成多个层次的模块及其相应的知识子模块，每个知识子模块构成
一个知识单元，称为知识元。 2008 年

付蕾 知识元是指具有独立意义且不可再分的一个知识单位，它是知识表示的基本单元。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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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知识元的含义，可以看出知识元具有独立

性、拓扑性、链接性、外显性、便于存储等特点［3］，可

以为精细化的知识管理提供新的视角。
2． 2 知识元的意义

将传统载体上的知识碎化成为知识元，并以知

识元为基本单位对知识进行组织和集成对于知识的

获取、传播、普及和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1)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知识获取效率

知识元将传统文献载体承载的知识细化，通过

知识元人们可以直接检索并直接深入到所要了解的

知识点，而不是必须浏览整篇文献来自己找到自己

所需要的知识。
( 2)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

知识碎化为知识元之后，可以通过知识元组织

和整合技术将不同内容特征的知识元和不同载体类

型的知识元围绕特定的领域、问题、目标等集成起

来，使人们的学习过程不再依赖于单一的文本形式，

而是综合利用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

知识表现形式，提高知识学习过程形象性和综合性，

有利于人们学习能力的提高。
( 3)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

不同知识之间可以通过知识元链接形成了不同

的知识链，进而形成整个知识结构的知识网络。［4］在

这个知识网络中，某些知识元链接所揭示的知识关

联可能是人们从未发现甚至是意想不到的一种联

系，通过分析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发现新的

创新切入点。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强大的知识元

网络有助于人们快速、全面的了解某一领域的系统

知识，为创新奠定基础，提高创新能力。

3 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

3． 1 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框架
以知识元为基本知识单位的知识管理，通过对

知识的量级碎化管理和对知识元的整体集成管理，

形成各种类型的知识元库。知识的量级碎化管理主

要是通过知识挖掘和知识抽取等相关技术将隐藏在

传统载体中的知识元挖掘和抽取出来，并进行聚类，

形成具备不同特点的各种类型知识元。这些知识元

在知识的内容表现上更加收敛，能够独立的针对某

一内容进行清晰地描述，并且可以作为知识的基本

单元为知识元库的构建奠定更细粒度的知识资源基

础。知识元的整体集成管理主要是通过知识组织和

知识整合等相关技术将碎化后的知识元按照各种不

同逻辑进行知识关联，形成知识元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同时综合集成各种知识服务功能和知识平台建

设，构建出针对不同需求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知识元库。上述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框架具体如

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框架
3． 2 知识的知识元量级碎化管理

知识元量级碎化管理主要是指对知识资源进行

基于知识元的细粒度碎化、拆分、标引，使内容资源

以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元进行存储、聚类和展示等。
知识元的量级碎化有多种方式，根据内容特征的不

同，可以将知识资源碎化为数值型知识元、定义型知

识元、术语型知识元等; 根据知识元载体表现形式的

不同，可以将知识碎化为文本型知识元、图片型知识

元、音频型知识元、视频型知识元等。碎化后各种典

型知识元的主要特征如表 2 所示。
在传统的知识载体中，多种知识元与该载体是

同时绑定在一起的，对于知识元的拆分只能是用户

在浏览该知识载体中所包含的所有知识的过程中自

行拆分。通过知识资源的知识元量级碎化管理，可

以将文献等传统载体中隐藏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元分

离和抽取出来，实现细粒度知识的直接检索和查询，

为知识的深入准确定位奠定基础。用户检索的过程

中，可以选择更精确的关键词与知识库中知识元进

行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因检索词的含义或

范围过窄而导致在知识库中无精确匹配项的问题。
这种底层的数据结构不仅可以提高查询速度，也提

高查准率，避免模糊检索的诸多弊端。同时，知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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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度加工碎化为知识元后，其内容和形式都实现

了有效的收敛，为深入分析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进
行精细化的知识组织和知识元库集成管理奠定了细

粒度的知识基础。
表 2 各种典型知识元

碎化的依据 类型 主要特征

知识元内容

特征的不同

定义型 指对一个定义进行描述和解释的知识元。

术语型 对一个术语进行全面、完整、准确、概括的描述的知识元。

数值型
数值型知识元是以数值的形式存在，包含着完整的数值信息。这些数值是有意义、有
价值的、可供研究分析的。

事 实 ( 信 息 报

道) 型

描述事件的发生或反映一个事实，具有真实性、准确性或及时性等特点，时间、地点、人
物等特征性很强。如历史现象、地理现象、社会现象等。

理论( 原理) 型 理论型知识元是对复杂现象、问题和事物，提出清楚、完全和系统性的观点。

步骤( 过程) 型 步骤型知识元多指有固定的最终结论、或是具有固定顺序或步骤的知识。

方法型
方法型知识元是指对结果具有共识或是学科规范的知识。多反映出专家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方式。

问题描述型 提出一个新问题，并进行独创性思考或有价值的回答。

技能( 经验) 型 大多是隐性知识，是由人们从经验得来的被证明是有价值的知识元。

属性型 指描述对象的特点、优缺点的知识元。

符号型 符号性知识元是指包含非语言文字内容的知识元。

类别型 指描述对象分类及类别的知识元。

引用型 又称文献引证型知识元，是指引用他人成果或观点的知识元。

知识元载体

表现形式的

不同

文本型 知识元的内容以文本的形式表现。

图片型 知识元的内容以图片的形式表现。

音频型 知识元的内容以音频的形式表现。

视频型 知识元的内容以视频的形式表现。

3． 3 知识的知识元库整体集成管理
知识的知识元库整体集成管理是以知识元为基

础和核心，通过知识关联技术建立知识元与知识元

之间、知识元与其他知识载体之间的链接，并综合集

成相关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功能，通过知识组织和

知识整合技术建立不同层次的、面向不同用户需求

的知识元数据库。通过知识元库可以对碎化后的知

识元进行重新组合，使不同内容特征和不同载体形

式的独立知识元按照特定的目标和逻辑关系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面向知识精细化利用的细

粒度知识集成。
根据构成层次和主要用途的不同，可以将知识

元库集成管理中所涉及的知识库大体分为五大类

型，即基础型知识元库、相关知识库、学习型知识元

库、发现型知识元库和创新型知识元库。其中基础

知识元库由各种基础类型的知识元组成，它是不同

层次知识元库的最底层、最核心的知识资源基础，也

是知识元库满足用户需求的必要前提; 相关知识库

主要由各种与知识元相关的知识库组成，如来源文

献知识库、引文知识库、关联关系知识库等，这些知

识库是知识元库与其他类型知识资源库之间重要的

连接桥梁，使知识元库在收敛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

的特点; 学习型知识元库、发现型知识元库和创新型

知识元库是建立在基础知识元库和相关知识库基础

上的综合性知识元库，这三大层次的知识元库可以

按照用户学习和研究过程的深入程度提供不同的知

识服务。
( 1) 学习型知识元库

学习型知识元库对现有的显性知识进行全面梳

理和整合，将各种类型的独立知识元按照学科、行

业、应用领域、研究问题等不同的方式进行聚类，建

立知识元之间的关系链接，形成针对某一领域相对

比较完整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在学习型知识元库中

围绕某一聚类核心，定义知识元、术语知识元、原理

知识元等内容型知识元可以结合文本、图片、音频、
视频等不同形式的表现形式，全面形象的展示与该

聚类核心有关的各方面知识，为学习者提供一个全

面、立体、形象的知识体系，提高人们的学习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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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同时，构建知识元与其他各种各类知识资源

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形成知识网络，满足人们快速

了解各学科知识基本内容的需求和发现知识之间内

容关联的需要，促进显性知识的整合、普及和利用。
( 2) 发现型知识元库

知识发现的定义是 1996 年由 Fayyyad 等人给出

的: 是指从大量数据中获得有效的、新颖的、有潜在

应用价 值 的 和 最 终 可 理 解 的 模 式 的 高 级 处 理 过

程。［5］基于知识元的知识发现以知识元的内容分析

为主，用规范的方法读取知识元所包含的内容，获

取知识元中潜层或隐含的本质性信息和知识，通过

对已有知识元的深入分析和加工，将大量的知识元

以量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发现知识元之间的潜

在关联。
发现型知识元库的关键是通过统计分析法、人

工神经网络、决策树和关联规则等方法，对海量的知

识元进行定量分析、推理分析等，发现知识元内部的

隐性知识及知识元之间的隐性关联，推动和促进隐

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发现型知识元库通过对现有

知识的深度挖掘，可以实现可知知识存量的持续累

积和增加，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

深入，为创造新知识奠定基础。
( 3) 创新型知识元库

创新型知识元库在发现现有知识之间潜在关系

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潜在关系的内容、性质和价值，

同时综合利用所挖掘的隐性知识和所积聚的显性知

识辅助研究人员进行科研创新。
创新型知识元库对海量知识元数据按照研究领

域、所解决的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使用

的原始素材和资料等不同方面，进行聚类分析、时间

序列分析、拐点分析等统计学分析，使隐藏在海量数

据中的人脑很难驾驭和分析的现象或规律利用计算

机强大的定量分析能力分析和展示出来。其中，非

常重要也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总结和构造不

同领域的创新评价指标和标准，建立相对科学合理

的创新评价体系，帮助研究人员对已有的创新成果

进行衡量和评价，从而从中获得持续创新的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人脑所特有

的定性分析能力，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研究经验、
科研嗅觉等探索可能的创新切入点。创新型知识元

库通过辅助人们创造新知识，使整体的知识存量不

断增加，推进知识生命周期的不断螺旋式上升，进而

提高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学习型知识元库、发现型知识元库和创新型知识元

库三种主要类型的知识元库结合人类认识和改造客

观世界的过程，不断深入探索、挖掘和开发知识元的

价值，形成逐层递进、逐层上升的知识元结构体系。
在该知识元体系中匹配相应的互动功能设计，加强

用户与知识库之间的互操作，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

研究思路在知识元库中进行大量数据分析，从而推

动研究的进展。甚至对于自己的某些大胆猜测或突

发奇想，用户都可以通过互动功能方便的在知识元

库中进行验证，从而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元的知识管理一方面可以

通过知识元的量级碎化管理，细化知识粒度，提高显

性知识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知识

元库的整体集成管理对知识元进行不同层次的组织

和整合，对开发困难较大的隐性知识挖掘进行有益

的探索，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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