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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

学科研究领域[1]。数字人文研究在推进知识的跨学科

交流，发掘人文科学隐含成果，拓展信息科学应用范围

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可以

看作对历史、社会、考古等人文科学进行内容表示的视

觉层面的数据资源，包括实体视觉对象的数字化与一

次生成的数字资源，通常包括图像与视频，由于视频可

以看作连续图像的构成，因此本文研究集中于对图像

的知识聚合研究。在这一领域中，视觉资源具有双重

角色，其既是跨学科研究的依据，也是研究的对象[2]，因

此，在面向领域与过程的科研服务中，构建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以资源为中心的服务模型成为数字人文领域

研究的重要工作[3]。

在大数据环境下，信息技术方法不断发展，资源总

量不断增加。数字人文研究在内涵不断深入、外延不

断拓展的同时，其知识服务的难度也不断提升。人文

资源本身方面，实体资源的数字化以及直接生成的数

字资源总量均在高速增长，结构上表现出结构弱化与

无序性；从资源内在关系上看，数字人文资源语义内容

丰富，不同类型资源之间关联关系复杂，且存在大量隐

性相关关系。数字人文资源的特征直接导致了利用上

的困难，限制了利用的深度与广度。从信息科学角度

看，知识服务和资源利用的基础是资源的有序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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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聚合方法对资源进行有序化处理是知识服务的常

用手段，如利用信息计量方法进行资源的语义层面聚

合[4]，利用信息单元概念进行跨领域资源聚合[5]，或利用

异构信息网络对信息进行融合[6]，然而，由于数字人文

资源类型丰富，资源关联复杂，传统的面向文本的聚合

方法不完全适用于数字人文资源聚合工作，限制了聚

合服务的开展。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充分分析领域用户需求基

础上，明确以视觉资源语义层次为核心的聚合思想，提

出一种基于多源数据的知识聚合服务框架，对资源从

语义层、元素层、物理层进行分级化、细粒度表示，在此

基础上设计聚合服务原型，并以中国知网图像数据库

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知识服

务保障与拓展方法，为数字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

提供参考与借鉴，为相关领域用户的工作提供参考。

2 相关研究

视觉资源信息的聚合服务工作不同于传统文本聚

合，而对应的服务保障实现也需要在聚合服务模型特

征的基础上开展。

资源聚合研究中，曹树金等[7]给出信息聚合的概

念，提出信息聚合是指根据用户的复杂信息需求，对来

源分散的多类型信息资源进行采集、筛选、组织、整合

和呈现的信息组织与检索方式。从定义的内容看出，

聚合的目的是在之前的直接组织与关联的基础上，对

信息的一次深度加工。牟冬梅等[8]基于关联数据提出

一种数字资源的聚合策略，提出了语义网环境下的资

源多维聚合模式，较好地引入语义组织思想，然而并未

在实践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深入；胡昌平等[9]针对少数民

族文化资源特征，以资源传播与可视化展示为目的提

出了基于地理位置的聚合模型，推动了物质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工作，但资源关联仍仅从系统

提供的元数据角度入手，未能揭示资源的深层关联；郭

少友等[10]提出一种基于最小知识单元的信息聚合方法，

结合叙词表中词语的语义关系对医学信息资源进行聚

合，以知识网络和文档网络的方式对聚合结果进行展

示，提出了知识元级别与文档级别的区别聚合策略，但

过于依赖领域叙词表构建的完整性与合理性；胡潜等[11]

针对行业信息特征与用户需求，提出一种基于日志分

析法的聚合策略，并以母婴健康行业为案例进行聚合

效果验证，从行业入手的聚合研究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然而就方法而言过多依赖领域特征，方法的泛化能力

有待考量。信息资源聚合相关的众多研究，涵盖了宏

观行业视野和微观的资源角度，为资源整合活动研究

的进展做出较大贡献。国外研究中，Y. Ding等[12]从语

义与语法角度进行引文分析，为科研服务中的细粒度

聚合工作提供思路，然而对资源的结构化程度要求较

高；S. Anderlik等[13]构建语义维度独的数据仓库，在此

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概念级的聚合，研究具有一定的深

度，但其聚合效果过于依赖数据仓库的质量；F. Wen⁃
zel[14]将基于LBS的社交模式与知识融合相结合，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现聚合的物理空间，为聚合研究

提供新的切入点，然而并不适用对地理信息不敏感的

资源类型；S. Spanglerg等[15]认为实体与关联的知识在

某一方面具有功能相似性，基于这种相似性知识聚合

可以推进知识发现与推荐研究，然而这种方法未考虑

知识单元在不同语境下功能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应用

场景具有一定的局限。

国内外知识资源聚合研究均推动了资源的序化组

织与知识服务水平，然而，无论从宏观的行业角度，还

是中观的知识载体，或者具体的知识元角度，聚合工作

依然围绕文本信息开展，分析文本信息之间的网络关

系，难以应对大数据环境下跨学科领域多类型资源的

知识聚合需求；这种以资源为中心的聚合方式导致服

务保障同步停留在资源特征中心，其方式并不适用于

场景化、细分领域下的用户知识服务保障与推进。另

一方面，资源获取后进行语义分割再关联描述是大数

据换环境中资源语义化表征的通用范式，而知识服务

中的针对模型做出合理的保障调整是较为通用可行的

做法，因此，本文提出一种以数字人文视觉资源为核心

的知识聚合服务体系，并根据体系特征、用户特征与领

域特征，提出相应的保障方案。

3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体系结构

构建全面系统的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体系，在

分析资源特征的基础上，从资源采集、知识表示、知识

关联聚合三方面切入，在此基础上针对用户个性化需

求和领域研究主题，提供知识服务方案以及对应的保

障措施。

3.1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特征分析

在面向数字人文领域的知识服务中，资源建设处

于核心地位，进行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的基础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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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资源的特征。分析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即资源的内

容特征、结构特征与分布特征。

3.1.1 语义内容丰富

从内容特征角度看，数字人文视觉资源信息量大，

语义内容丰富，这种丰富性体现在资源所表示的人文

内容上。以叙事型图像为例，资源所描述的历史、地

理、文化、人物信息十分丰富的同时，其创作上的特征

也反映出资源生成时的历史文化背景[9]，这种丰富的语

义内容一方面给人文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

面也给资源的序化组织带来困难，进一步加深服务与

利用的难度。因此在构建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服务

体系时，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的著录、标引信息，以及用

户以自然语言对资源进行的描述，构建领域词表与描

述框架，揭示视觉资源的语义内容；同时，资源的语义

层次明显，根据用户的研究主题和关注重点不同，视觉

资源内容深度可分为物理层、元素层、语义层，不同的

层次对聚合水平、展示结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3.1.2 资源关联关系复杂

从结构特征角度看，数字人

文视觉资源与其他资源关联关系

紧密，联系方式复杂，在人文领域

研究中，文本资源和视觉资源共

同对研究主题进行揭示，同一主

题下不同类型的资源在时间上表

现出共时或历时关系，在逻辑空

间上存在解释与被解释关系。不

同类型资源的标引信息既有联系

的部分，也有区分的部分，然而由

于资源语义丰富的特性，其复杂

关联已深入至语义关系复杂层

次，这种复杂联系一方面加剧了

利用不便与离散分布，另一方面

也为资源的关系网络构建与知识

聚合提供了基础。

3.1.3 物理空间分布零散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在空间上

呈现零散分布状态，同一视觉资

源可以在多处物理空间，如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知识服务机

构均有所保存，这种多部门的分

布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形式存

在，在进行深度揭示的同时，需要考虑到选取有代表性

的版本，对物理空间上分散的资源形成逻辑上的统一；

另一方面，对一个人文科学主题进行描述的多种视觉

资源也可能与该主题的文本资源空间分散，这时需要

在建立关联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资源间的语义聚合。

3.2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服务体系

对数字人文资源的内容特征、结构特征、分布特征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文本资源、多媒体资源、关联

数据方法，构建面向数字人文领域的视觉资源知识聚

合体系。整个体系包括资源采集层、知识表示层、关联

聚合层、知识服务层，整体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

3.2.1 资源采集层

视觉资源的获取是体系构建的基础工作，从获取

能力上讲，这种资源采集层需要具备获取异构数据的

能力，从数据分布角度讲，资源采集层需要实现多源获

取、判断后去重的能力。即聚合体系在资源采集环节

已经实现了基本的清洗与整合工作，利用跨部门协同

图1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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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式，实现物理分散资源的逻辑位置统一。对于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对各知识服务机构的资源进行协

同采集以及去重整合，对于与之相关的关联资源，为保

障知识服务的质量，选取与之相关的文本视觉资源为

聚合对象。

3.2.2 知识表示层

对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及相关的文本资源进行采集

整理后，在知识表示层对两种类型资源分别进行描

述。对视觉资源提取视觉描述符，建立视觉索引，对采

集结果中已包含的与之相关的文本资源进行描述框架

设计，并进行基本的著录与标引，与视觉描述符共同构

建视觉资源数据库。视觉索引方面可以使用图像重要

内容特征：颜色、纹理、形状等信息，根据色彩对资源的

意义不同采用不同的内容表示方法，如颜色丰富的资

源采取RGB矩表示，对于碑帖拓片、黑白照片采用灰度

矩阵等偏向于纹理层的索引建立方法。对于关联的文

本数据，在进行预处理的基础上，利用改进 tf-idf、互信

息、PageRank等方法进行文本特征提取，并以合适的方

式进行表示，进行领域术语词典构建，将提取出的特征

文本在领域词典中进行映射；在此基础上形成视觉资

源与相关文本资源领域词典的关联使用模式，从不同

的角度为视觉资源的聚合奠定基础。

3.2.3 关联聚合层

作为模型的核心层，知识聚合工作需要根据资源

的特征和用户的需求，从不同的层次进行具体聚合工

作。从描述层次的深度来看，数字人文视觉资源需要

从三个方面进行聚合服务与展示：物理层、元素层、语

义层。物理层次的聚合需要以视觉资源的内容信息为

出发点，即以视觉资源内容特征为基础进行聚合，包括

资源的颜色特征、纹理特征、形状特征，纵向对比随时

间变化表现出的差异；元素层聚合以视觉资源的创作

者信息、时间信息、地点信息等资源描述的基本元素为

特征进行聚合，可以对资源作者特征、资源地域风格、

资源时间演化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语义层是数字人

文视觉资源高层特征，表征用户对资源的理解，主要从

资源的主题和情感两方面进行聚合。同时允许用户根

据需求实现资源的跨层次聚合。

确定聚合层次以及各层次的目的、意义、内容后，

利用关联数据方法对与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相关的人文

科研数据资源进行组织，对视觉资源关联数据利用

MPEG-7、VAR CORE进行描述，利用DC核心集描述传

统文本字段，根据资源特征对多字段进行分割或合并，

制定符合领域特征的本体结构；同时基于知识元对视

觉资源进行细化聚合，对领域词典中的知识元进行提

取，分析领域知识间的层级关系与关联关系，实现元素

层、语义层深度聚合；利用视觉资源库实现物理层深度

聚合。

3.2.4 知识服务层

视觉资源聚合的结果主要以检索、浏览、推荐形式

进行知识服务。根据资源聚合层次与用户的需求层

次，将资源按照物理特征、元素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展

示，并根据用户的领域属性和要求，提供检索与推荐服

务，这一环节中需要综合分析用户的情景特征，在 e-
science环境下提供协同、嵌入式的知识服务，对于任何

聚合层次的检索反馈，可以提供相关的其他层次关联

结果，同时将聚合结果以关联展示方式应用于推荐服

务或订阅服务中，提供给用户高水平知识服务。针对

用户的科研阶段不同、行为习惯不同，提供面向环节

的、融合情景的、支持视觉搜索模式的知识服务，并提

供相应的保障措施，确保聚合模型合理有效。

4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设计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的关键是在对资源的

知识单元进行充分标注的基础上，实现分层次的聚合

服务，在本文研究中，即对聚合服务体系中的第三层在

逻辑层次上进行形式与内容上的设计，提出服务体系

原型图。

4.1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层次

对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进行聚合服务的基础是分析

资源的逻辑空间分布特征，这种分布是独立于前文所

分析的数据来源，即物理空间分布。在逻辑空间及基

本的逻辑关联梳理清晰的基础上，设计聚合服务的原

型系统。从资源的语义分布看，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可

以视为不同语义层次上的特征向量，同一层次处于平

行结构，跨层次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关系。这种忽视空

间距离，以拓扑距离描述的视觉资源语义分布结构如

图2所示。

资源在三层语义中反复出现，表现形式为资源的

特征描述向量在不同的语义空间表征资源的不同方

向，在本语义层次中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次语义聚合；

资源也可能随着资源类型的不同在某一层语义不存在

某些特征信息（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存在材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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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来说数字人文资源都会表现出高层语义丰富且

结构化特征不明显、中层语义完整且结构化特征完整、

低层语义随资源类型不同而完整性不同的特征，临近

语义层次一般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如高层语义中，资源

表示出特定的情感和主题，而这种高层主题可能集中

反映在某中层特征中，比如某朝代、作者或地区的人文

作品倾向于集中表达某一个主题或情感；对于中层和

低层来说，可以表现出某朝代、作者或地区的人文作品

偏好利用某种技法或工艺材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

化。因此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的聚合，应当在实现本层

聚合的基础上，实现跨层次的协同聚合以及分面检索。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中最重要的类型是图像资源，

视频资源一方面在领域研究中使用较少，另一方面，视

频资源可以看作是语义标注，是关联组织的基础，也是

层次聚合的基础。具体的语义标注方式可以使用短文

本特征提取方法，视觉资源知识的关联组织可以结合

领域特征对已有的人文领域本体进行调整。在获取视

觉资源的知识内容后，进行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标注的

过程，也是对知识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过程。对资源进

行标注的样例如表1所示。

从视觉资源本身的内容特征和关联文本中获得了

基本的描述信息后，利用关联数据的方法对资源进行

基本的组织，组织方法详见本专题系列论文《基于关联

数据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组织研究》。获得了数

字人文视觉资源的层次语义信息后，不仅仅需要实现

本层的语义聚合，实际上基于关联数据的组织是一种

线性的基于知识链接的简单聚合，更多是揭示知识的

内容和关联，而在逻辑空间内分语义层次的聚合，需要

允许资源在跨层次上组合，揭示深层次的聚合，可使用

探寻式思想中的分面检索系统实现，设计聚合服务平

台。在进行检索后首先根据物理层特征，即颜色、纹

理、形状进行基本的聚合服务，在根据用户提出的中

层、高层语义要求，进行细化聚合以及展示，基于此设

计逻辑形式上的聚合服务平台，如下页图3所示。

聚合服务平台的主要工作是对系统中的资源在后

台进行聚合，以交互界面的形式向用户提供知识服

务。知识服务包括三部分：检索服务、推荐服务与订阅

服务。其中用户通过检索词向平台发起信息检索工

作，由于用户对资源的认知一般是中层认知或高层认

知，所以文本检索的索引来自知识表示层的领域词典，

即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模型第二层的左半部

分；而当用户关心图片的低层信息，包括技法特征、材

质信息时，则认为该特征包含在资源的颜色、纹理、形

状特征中，此时提供以图搜图服务，即检索索引使用模

型第二层的右半部分。对于检索后的信息，按照用户

对语义层次的要求提供聚合结果展示，如设计图中的

样例，用户以“散花飞天”为检索词，在对感兴趣图片进

行点击后，选择以莫高窟（语义层：舞蹈）、盛唐（元素

层：时间）、莫高窟（元素层：地点）为跨层次聚合依据，

此时平台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聚合展示。展示后的结果

可视为基于需求的推荐服务内容，在系统积累了一定

的用户行为日志后，以及用户的订阅需求描述后，提供

定向定题的专题服务。

目前我国专门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服务平台

较少，同时其设计思路与资源关联形式依然与文本资

图2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语义空间分布图

表1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层次标注样例

视觉资源 关联文本
金龙墓出土的

彩绘漆屏风上，也
画着《孝子列女》的
图画，南方北方，礼
乐说教如出一辙。
唐代阎立本《步辇
图》上，唐太宗被画
得伟岸高大，比宫
女高出一倍，西藏
使节禄东赞谦卑地
站在旁边，比唐太
宗矮了一头:人物大
小的鲜明反差，正是
为了突出“礼”。莫
高窟唐五代《经变
图》……[展开全文]

语义信息

语义层

元素层

物理层

主题：

情感：

时间：
地点：
作者：

颜色：

纹理：

形状：

礼乐说教、舞蹈、
步辇图、唐太宗、
节禄东赞

谦卑、伟岸、高大

唐五代
金龙墓、莫高窟
阎立本
RGB 直 方 图 、RGB 矩、HSV 直
方图
灰度矩阵、随机
场模型
兴趣热区、边界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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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组织形式类似。本文服务设计原型拟与中国知网学

术图片库进行比较，中国知网学术图片库是我国第一

个学术类图片的知识库产品，图片总数量已逾4000万
张，图片的学科来源涵盖13大学科门类，其中人文学科

资源内容如历史、地理、社会、考古等较为丰富[10]。图片

库提供检索、浏览等服务，从内容展示的角度看图片库

即是基于检索关键词的资源聚合，该库的开发与建设

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重要的数

据来源支撑。将本文设计原型

图与中国知网学术图片库进行

对比，可以发现，知网学术图片

库的分面体系设计尚有值得改

进之处，如检索结果的分面导

航系统设计仍然与其学术论文

检索系统类似，没有考虑到图

像的分层次语义特征，即没有

将“关键词”字段进行细化表

示，同时对于图像低层语义特

征只包含颜色选型，且细分点

“彩色”与“黑白”也过于粗略。

中国知网学术图片库搜索页面

如图4所示。

而本文提出的基于语义

层次信息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

聚合服务设计图中，允许用户

根据自身的需求、领域特征和

工作环节，选择跨语义层次的

聚合与展示方式，内容不再以线性、单一关联的方式进

行聚合与展示，而是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和探寻式思

考方式，进行多面组配问题表达。另一方面，从资源的

角度来看，资源包含的特征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在聚

合结果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聚合结果的

展示本身即构成知识服务。相较于传统的参考文本资

源聚合服务的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优势。

图3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服务平台设计

图4 中国知网学术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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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服务保障

在构建全面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知识聚合服务模

型后，为保障模型正常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项知

识服务工作顺利开展，需要对用户特征和领域知识进

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服务保障策略，需要从资源获取、

服务嵌入、融合情景三方面进行保障，综合提升模型适

用性。

4.2.1 资源跨部门协同采集

数字人文视觉资源聚合服务的基础是各类相关资

源的采集与集成，数据是聚合工作与服务的基本保

障。数字人文视觉资源需要利用跨部门协同建设方

法，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众多知识服务机构进

行资源跨源异构集成，促进数据的智慧化建设[11]，同时

重视有价值的用户生成内容类资源，实现物理空间分

散的知识资源在逻辑层面上的统一。不同知识服务机

构的数据建设，字典规范、存储结构均有较大差异，需

要在采集过程中进行字段统一，成立资源协同共建共

享中心，统一调度，利用云服务实现资源的多源并发调

用与存储，在相同、相似数据源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有

较高集成价值的资源进行协同建设。

同时，对资源相关的文本描述资源进行采集、整理

与基本序化。由于聚合模型服务对象是数字人文领域

专业用户，因此需要采集有价值的视觉资源关联信息，

如科学研究成果类的文本信息，从类型上，包括研究报

告、学术论文、会议论文等，资源层的服务保障环节需

要对文本信息的研究对象，即与目标视觉资源的关联

关系进行分析与跨部门协同采集。多知识服务部门对

资源的描述重点、内容会有一定的差异，需要利用协同

思想进行内容上的选择，为后续的保障工作奠定基础。

4.2.2 面向用户需求的嵌入式推送

对于已完成聚合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需要从用

户个性化需求的角度，以嵌入式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

推送服务。从学科领域上看，历史、社会、人文、地理等

均属于数字人文科学研究的范畴与对象，然而各个细

分领域中用户需求以及资源的细化特征各有不同，同

时各个学科中的用户理解深度、科研习惯、研究进展、

前期积累均有不同，需要综合考虑数字人文用户的一

般属性和细分领域用户的个性化特征，以及研究状况，

实现嵌入用户工作环境、工作阶段的推送服务。在服

务保障的用户需求环节，可以利用科学学与知识服务

领域研究成果，对用户工作内容进行科学评价，分析研

究类型、与跨学科研究的相关关系，提供符合用户工作

习惯、满足当前工作环节需求的层次信息。

在领域用户科研工作的开始阶段、对聚合模型中

的元素层、物理层知识内容嵌入式推送，让研究者更全

面系统地了解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时代背景、作者发生

地等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人文化探讨的不断加深，

服务保障工作应当更多地展示语义层聚合内容，帮助

用户理解并分析视觉资源研究对象中的主题意义与情

感特征，以及这种特征随时间推移的演化，将相应的服

务嵌入至用户的研究阶段，推进数字人文研究的进步

与发展。

4.2.3 服务融合情景特征

在完成了服务保障中的数据跨部门协同建设任务

与推荐工作中的针对用户特征进行环节嵌入后，需要

在搜索服务中实现融合服务情境，并满足用户的移动

视觉搜索需求。由于人文研究领域的范式特殊性，用

户不局限于固定的科研场所或实验室，会根据研究进

展和需要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与分析资源特征，如石窟

壁画、金石拓片等，当服务环境改变时，需要有相应的

保障机制为用户提供融合情景的检索服务，即移动视

觉搜索服务。这一环节的服务保障工作需要满足用户

在移动情境下的知识资源获取需求，为保证科研效率

与效果的统一，用户可以使用各种智能移动设备，在获

取信息的同时传递自身的情景特征，便于后续的用户

行为建模工作。

同时，计算用户在不同场景下对视觉资源的兴趣

热区变化，允许用户以交互方式重构视觉检索式，并根

据用户的行为记录和学科领域特征提供语义关联、内

容详尽的知识聚合结果，在大量获取服务记录以及用

户行为后建立服务与评价模型，构建完整的情景案例

库，优化基于热区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移动搜索工作，

提供区分语义层次、满足领域特征、符合用户获取习惯

的数字人文视觉资源与关联的文本资源。

5 结语

数字人文研究逐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点，近年

来被人文科学、信息科学、社会科学所重点关注。数字

人文研究领域中视觉资源的分布存储对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造成不便，同时其语义信息丰富、与其他资源关联

关系深刻而复杂，也为资源的知识服务工作开展提出

了挑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语义层次分析的跨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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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服务方案，针对数字人文中资源关联紧密、语义内

容复杂且分布分散的问题，构建以视觉资源为核心，多

部门协同资源共建共享的聚合服务模型，提出对领域

内各类型知识资源进行知识表示与著录标引方案，构

建全面的资源知识库，以此为基础对资源进行关联组

织，从资源外部特征即物理层、元素层与内部特征即语

义层进行知识聚合，并以逻辑原型的形式进行聚合服

务设计，同时和中国知网学术图片库进行展示效果和

分面点的比较。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聚合服务体系提出对应的服

务保障方案，从资源的跨部门协同、科研用户需求与领

域特征等方面，构建完整的保障实现策略，为相关实践

问题的解决和理论研究深化做出参考与借鉴。本文研

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未能区分数字人文具体子领域中

资源的特征和用户偏好，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服务模

型的普适性，针对具体领域或具有明确主题的资源进

行深度聚合，将是本研究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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