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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研究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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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的研究进展，包括名称规范控制问题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名称规范控制的作用、

当前解决名称规范控制问题的主要途径及存在问题等，提出利用语义Ｗｅｂ技术进行名称规范控制的设想。
【关键词】规范控制　名称规范控制　唯一标识　语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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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２７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研究所机构知识库建设”和西部之光联合学者项目“机构知识库的语义增强方法与技
术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责任者名称是指信息机构所保存的信息产品相关责任者的各种名称标识，包括：全称、简称、昵称、网名、笔
名、缩写名、职称、中文汉语拼音及其首字母缩写等［１］。在本文中，责任者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团体组织等法人。

对责任者进行名称规范控制是一种创建并保持知识信息产品的相关责任者标识一致性的程序［２］。

　　名称规范控制本身并非一个新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卡片书目，还是联机环境下的机读目录，都存在对相关责
任者进行规范控制的问题。随着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兴起，尤其是当前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数字资源保

存与管理系统的出现，跨领域、跨平台的数据存储与检索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数字资源的迅速增长，作

者重名、多名等名称规范问题日益突出，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解决，方便数字资源管理人员的维护以及用户对

信息的提交、查询与使用。

２　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问题概述

２．１　问题的来源
　　从目前各种信息保存系统的资源采集方式来看，数字资源在名称规范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源自于［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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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用户存储提交资源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元数
据规范，导致名称规范问题的产生；

　　（２）基于ＯＡＩ－ＰＭＨ等元数据收割协议从外部数
据源自动采集相关资源时，由于不同数据源采用不同

的元数据方案而产生的名称规范问题；

　　（３）数字仓储管理人员在批量导入数据时，因数
据转换和加工方面的缺陷而导致的名称规范问题；

　　（４）在跨学科领域以及跨库检索时，由于不同学
科领域和不同系统平台各自的特征而产生的姓名冲突

等名称规范问题。

２．２　问题的表现
　　上述这些情况所产生的名称规范方面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５，６］：

　　（１）同一个责任者存在多种不同的名称标识。例
如：同一个作者，除了其正式姓名以外，还有笔名、网

名、昵称、简称、中文汉语拼音及其首字母缩写等。

　　（２）不同责任者同名冲突。例如：在跨库检索甚
至在同一个数字信息系统内部，存在同名责任者的情

况，导致在查找其相关知识产出时无法自动区分所要

的特定资源。

　　（３）责任者名称标识变化所产生的问题。例如：
责任者在不同时期的笔名等标识的变动，女性责任者

在婚前、婚后的姓氏改动，不同国籍的责任者在其知识

产出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的变动等。

　　（４）不同系统在进行跨库交流过程中的责任者名
称规范问题。在网络时代的早期，由于技术等方面的

限制，各个本地的信息知识库为了在系统内部实现责

任者名称规范控制，往往都有各自独立的标准，而随着

信息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各本地库的发展壮

大以及各库之间的联合必然导致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

问题。

２．３　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的作用
　　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通过对知识信息产品的相关
责任者的各种名称标识进行规范控制，以确保名称标

识的一致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７］：

　　（１）对于数字信息提交人员来说，名称规范控制
能够有效地杜绝不规范的名称标识，确保名称标识的

准确性与唯一性。

　　（２）对于用户来说，名称规范控制可以方便用户
区分同名作者，并自动关联相同作者的不同名称标识，

保证查全率和查准率。

　　（３）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有效的名称规范控制可
以防止同名标识以及同人多标识等现象，方便管理人

员的维护工作。

　　（４）在跨库检索阶段，分散的各个子库之间有效
的协同名称规范控制，能为系统自动整合各子库的资

源并按照规范好的名称标识进行资源的同人聚合和异

人区分奠定基础。

３　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研究进展

３．１　概　述
　　规范控制问题历来都是图书情报机构进行信息组
织与建设的重点问题，随着信息资源的指数增长，规范

控制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信息资源体系的

质量，尤其体现在对信息资源的存取和访问效率方面，

通过对责任者名称的规范控制，能有效提高查准率；而

通过规范控制过程中的参照、关联控制等，将相同责任

者的相关知识产出汇集起来，其查全率也会大大提高。

　　从规范控制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关于名称规范
的研究及解决方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出版机构、网络数据库商等信源端为统一标
识责任者名称，在信息提交程序中对责任者的名称的

各种属性信息进行统一格式规范。如《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期刊［８］在其投稿论文体例

规范文档中，就对论文作者姓名的拼音、缩写、姓名次

序等形式进行统一要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对责任者

名称标识进行规范，避免了因责任者个人随意性而导

致的浅层次的名称冲突、重复等问题。但是，不同的期

刊存在不同的责任者名称规范方案，这对于责任者名

称识别尤其是同一作者在不同期刊上标识的识别也是

一种障碍。对于其他非正式出版物，包括预印本、报

告、实验数据、课件等形式的知识产出，由于缺少相应

的规范控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名称规范问题。

　　（２）基于各种标准规范和数字信息存取系统构建
软件的名称规范控制，其主要思想是利用各种标准规

范以及构建信息系统的软件所携带的规范控制方面的

功能，对数据记录进行规范控制［３］。标准规范方面，目

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规范记录格式》［９］、ＣＡＬＩＳ

中文规范记录格式［１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Ｄａｔａ（ＦＲ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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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ｎｄＦａｍｉ
ｌｉｅｓ（ＩＳＡＡＲ（ＣＰ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ａｍｅ（Ｐａｒ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ＭＡＲ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包括ＭＡＲＣ２１Ｆｏｒ
ｍａｔ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Ｄａｔａ、ＭＡＲＣＸＭＬ、ＭＡＤＳ：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等［１１］；软件方面，如 ＥＰｒｉｎｔｓ
的自动填词（Ａ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功能，用户在输入责任者
检索词时，自动列出相似词条，供用户区分和选取特定

的责任者名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利用 ＤＳｐａｃｅ开
发的机构知识库，通过对同名作者加入部门、中文名等

属性对其进行区分［１２］。

　　（３）基于规范文档的名称规范控制［３］。通过建立

统一的规范文档，对一人多名进行关联，对多人同名冲

突进行区别，从而达到对名称进行唯一标识的目的。

目前，不管在单个数字信息资源保存系统内部，还是在

全球范围之内，通过建立统一的名称规范文档来实现

责任者名称规范居于主导地位。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图

书馆的Ｃｈａｎ和Ｙｉｋ就提出了用于机构知识库姓名存
取控制的概念模型［１２］，如表１所示。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的ＹｏｏｊｉｎＨ等人为解决数字文献作者名称的
变动（包括姓名的变更、机构名称的分离和合并等），

通过建立人物规范文档，赋予每个作者唯一 ＩＤ号，当
名称发生变动时，将当前名称作为规范名，而将旧名作

为属性字段予以保存。同样，当机构名称发生分离和

合并现象时，也在相应的名称标识之间建立参照，实现

区分和关联功能［５］，如图１所示。而在更大范围甚至
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名称标识的规范控制而产生的各

种研究层出不穷，如：ＯＣＬＣ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１３］、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的 Ｎａｍ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ＣＰ）及 Ｓｎｙｍａｎ等提出的改进方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ｕｔｈ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ＳＡＮ）［１４］。

表１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作者名称规范控制文档例表［１２］

图１　用于名称规范控制的Ｅ－Ｒ模型［５］

３．２　典型项目
　　在众多已有的名称规范问题解决方案中，目前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１）ＪＩＳＣ的Ｎａｍ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５］是由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ＪＩＳＣ）所支持，致
力于解决名称规范方面问题的项目。该项目包括两个

部分：

　　①调研已有的名称规范服务的现状，界定当前英国机构
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对于可靠地、唯一地标识个人和机构名

称服务的需求。

　　②设计一个试验性原型系统，用来决定最合适的数据格

式、建立试验数据集、从不同的数据源采集数据并进行相关

测试。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发布的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中［１６］，介绍了

该项目的进展：ＡｌａｎＤａｎｓｋｉｎ界定并分析了用于名称规
范服务所需要的数据元素集，这涉及到对 ＩＦＬＡ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Ｄａｔａ进行详细分
析，将各种已有的名称规范服务标准映射到其所界定

元素集中。这一部分的工作体现在其数据分析报告中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试验性系统方面，该项目已经
开始进行原型软件的需求分析，包括综合相关利益者

的需求和数据分析文档的结论，并开始起草规范文档。

　　Ｎａｍ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在构建试验性原型系统的过程中，
其试验数据是从Ｚｅｔｏｃ等数据库中获得，并开发了 ＪＳＰ
搜索引擎功能的 ＡＰＩ对试验数据集进行检测，其输出
格式包括ＨＴＭＬ、ＭＡＲＣ－ＸＭＬ、ＪＳＯＮ以及 Ｎａｍｅｓ的自
定义格式等。但目前该ＡＰＩ所提供的检索功能仅限于
简单查询，功能并不完善［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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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ｍ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为解决名称规范方面的问题提供了
一个可行的方案，其从已有的数据源中搜集名称方面

的数据的做法可以用来自动产生相当规模的名称规范

数据，用于更广范围的共享。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Ｄ
　　ＲｅａｓｅｒｃｈｅｒＩＤ［１８］是一个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学术研
究团体。通过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Ｄ社团内的每个成员分配
一个唯一的标识符，能够消除用户名称的冲突问题，并

且能及时获取特定作者的引文信息。通过对用户名称

标识符的标准化和清晰化控制，可以使得基于责任者名

称的信息检索方式更加简单，其检索结果也更加相关。

　　通过注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Ｄ，用户不仅能获得唯一的标
识符，而且可以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检索服务联接起
来，方便地获取相应作者的 Ｈ指数、一定时期的引用
量、总被引次数等信息，从而能较方便地建立基于唯一

标识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Ｄ的个人知识环境［１９］。

　　（３）国际标准组织ＩＳＯ的ＩＳＰＩ
　　国际标准团体标识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ａｒ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ＩＳＰＩ）［２０］为唯一标识数字环境下数据库以及
其他数据源中的团体责任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

并支持信息搜藏社团、表演者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图

书代理机构以及音像或图书出版商之间的信息交换。

ＩＳＰＩ的功能与 ＩＳＯ下的 ＩＳＢＮ、ＩＳＳＮ等类似，它定义了
一个与团体标识符相应的、能从其注册机构数据库中

获取的最小元数据集，提出一个能管理国际标准团体

标识符的系统，将其与该系统数据库中特定团体的各

种标识符关联起来。

　　ＩＳＰＩ标识号码与ＩＳＢＮ、ＩＳＳＮ等类似，由ＩＳＰＩ前缀、
１２位十六进制的ＩＳＰＩ号码及１位校验码组成，而与该
唯一标识码相对应的团体机构的详细信息则存储在其

注册管理机构的数据库中，这些信息包括团体的类型

（自然人或者法人实体）、尊称、正式名称、出生日期或

注册日期、逝世日期、出生地或注册地点、作品类型、角

色等，如表２所示。通过ＩＳＰＩ号及与其相关联的信息，
可以很好地对团体机构和个人进行唯一标识，并在不

同信息系统间实现互操作和信息共享。

　　（４）ＯｐｅｎＩＤ
　　ＯｐｅｎＩＤ［２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上身份认证系统。
ＯｐｅｎＩＤ的创建基于这样一个概念：通过 ＵＲＩ（又叫
ＵＲＬ或网站地址）来认证一个网站的唯一身份，同理

表２　ＩＳＰＩ的注册团体标识号的描述数据集［２０］

Ｄａｔａ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
ｏｒＬｅｇａｌＥｎｔｉｔｙ） Ｒ ＮＰｏｒ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Ｒ Ｍｒ－Ｍｉｓｓｏ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Ｒ
ＦｉｒｓｔＮａｍｅ Ｒ Ａｌｌ：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ｅａｎＥｄｏｕａｒｄ

Ｄａｔ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ＯＤ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ｅ（ＹＹＹＹ－
ＭＭ－ＤＤ）

ＤａｔｅｏｆＤｅａｔｈ Ｏ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ＯＤ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ｅ（ＹＹＹＹ－
ＭＭ－ＤＤ）

Ｐａｃ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ＯＤ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ｅ（ＹＹＹＹ－
ＭＭ－Ｄ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Ｒ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ｇｉｓ
ｔｒａ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ＩｔｓＯｗｎＬｅｇａ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 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ａｍｅ
ｉｓＵｓｅｄ

Ｒｏｌｅ Ｒ ＦｏｒＥａｃｈ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ｌ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
Ｎａｍｅ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Ｄａｔ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ｉｎＬａｔｅｒＤｒａｆｔｓ］…
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ａｎｄＯ＝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作为用户的身份认证。由于

ＵＲＩ是整个网络世界的核心，它为基于 ＵＲＩ的用户身
份认证提供了广泛、坚实的基础。

　　对于支持ＯｐｅｎＩＤ的网站，用户不需要记住像用户
名和密码这样的传统验证标记。取而代之的是只需要

预先在一个作为 ＯｐｅｎＩＤ身份提供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ＩＤＰ）的网站上注册，任何网站都可以使用 ＯｐｅｎＩＤ
来作为用户登录的一种方式，任何网站也都可以作为

ＯｐｅｎＩＤ身份的提供者。ＯｐｅｎＩＤ既解决了问题而又不
需要依赖于中心性的网站来确认数字身份［２２］。

　　ＯｐｅｎＩＤ为网络环境下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为多种环境下共享责任者名

称标识信息提供了新思路，方便用户对于自身各种不

同网络账户的集中管理。但目前 ＯｐｅｎＩＤ的分散注册
机制对于同一个用户在不同 ＯｐｅｎＩＤ机构注册不同账
户的情况难以区分。

３．３　存在的问题
　　目前对于名称规范控制的研究不管是在特定范围
内还是在一般的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都是研究的热点

问题。综合上述方案，可以大致了解目前数字信息系

统解决名称规范问题的途径，尤其是基于规范文档的

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其中也存在如下问题：

　　（１）无法实现动态更新［２３］。当责任者名称发生变

动，如责任者各种名称标识的变动、职位的变动引起的

职衔名称的变动、女性责任者在婚后姓氏的变动、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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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转换后的名称变动等，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人工干预，

无法较好地完成自动更新。

　　（２）合作者问题［３］。上述很多研究方案都提出通

过赋予作者唯一标识符对相关责任者进行规范控制

（如ＯｐｅｎＩＤ、ＮＡＣＰ等），但当某项知识产出涉及到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责任者时，在其中一个责任者提交该知

识产出时，如何正确提供其余责任者的唯一标识则成

为一项难题。

　　（３）中文名称方面的规范问题［２４，２５］。目前的研究

主要都面向外文领域，对于中文责任者的名称规范研

究还不够深入，中文姓名的排列顺序、拼音译名及其缩

写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４）管理模式问题［２６］。当前的规范控制基本上依

赖于某一领域内部单个权威机构来完成，这种集中式

的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利于责任者名称标识

的唯一性，但随着网络世界多样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

趋势，这种集中式的模式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范围。

　　（５）语义方面的缺失［７］。基于规范文档的名称规

范主要都是通过建立字典式的数据表对责任者的各种

不同形式的名称标识进行穷举式列举。这只是一种静

态的关联，缺乏语义层面的描述和规范，当其名称发生

变动时，则无法进行有效更新。

４　语义化的名称规范控制展望

　　目前的责任者名称规范方法大多是基于数据字典
式的规范文档，而随着日益成熟的语义网技术的发展，

通过复用和扩展 ＦＯＡＦ（见图２）、ｖＣａｒｄ等人物描述机
制，建立完善的基于 ＲＤＦ／ＸＭＬ的责任者名称规范描
述框架，对信息知识产品的相关责任者各种名称属性

进行语义标识，并利用该框架建立相关责任者名称及

其各种标识之间的自动关联，形成集中仓储（需要动态

更新）或登记注册系统即能够成为基于语义的责任者

名称规范文档，从而对机构知识库的责任者名称加以

规范控制，使传统的规范控制提升到语义层次，为智能

检索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将该规范框架以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形式发布出去，从而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知
识共享［７］。

　　万维网的创始人Ｔｉｍ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于１９９８年提出
了有关下一代万维网的构想，即语义 Ｗｅｂ。Ｂｅｒｎｅｒｓ－
Ｌｅｅ对语义Ｗｅｂ做了如下描述：语义 Ｗｅｂ并不是一个

图２　ＦＯＡＦ词表［２７］

孤立的万维网，而是对当前万维网的扩展；语义 Ｗｅｂ
上的信息都是具有良好定义的语义，使得计算机和人

类之间能够很好地合作完成工作；语义 Ｗｅｂ将更利于
计算机理解与处理，并具有一定的判断、推理能力［２８］。

而语义Ｗｅｂ概念的提出，其原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
解决开放世界（ＯｐｅｎＷｏｒｌｄ）环境下的非唯一性命名
（ＮｏｎｕｎｉｑｕｅＮａｍｉｎｇ）问题［２９］。目前，已有少量的研究

正意图通过利用语义Ｗｅｂ技术，将传统的名称规范控
制提升到语义层面。Ｋｕｒｋｉ和 Ｈｙｖｎｅｎ就提出利用当
前已存在的ＦＯＡＦ、ＢＩＯ、Ａｃｔｏｒ等描述框架，对责任者实
体进行 ＲＤＦ／ＸＭＬ化的标识，通过定义一组能用于识
别特定责任者的唯一性属性集，实现唯一标识，并借助

这些相关属性建立相关名称标识的自动语义连接，如

图３［２６］所示：

图３　基于ＦＯＡＦ／ＲＤＦ的名称描述图［２６］

　　语义技术在名称规范控制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始
阶段，再加上语义 Ｗｅｂ其本身不成熟，使得当前关于
语义化的名称规范控制研究大多局限于将传统的规范

控制文档进行简单的 ＲＤＦ／ＸＭＬ转化，很难体现出其
应有的规范控制效果。随着语义 Ｗｅｂ技术的日益成
熟，其更新动态性、数据分散性、语义关联性、检索智能

性等优点必将有助于改进现有的名称规范控制现状。

数字图书馆



ＸＩＡＮＤＡＩＴ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ＢＡＯＪＩＳＨＵ　 １７　　　

５　结　语

　　责任者名称规范控制是一个长期困扰图书馆等信
息机构的难题。本文阐述了名称规范问题的来源和表

现，以及进行名称规范控制的必要性，对于当前规范控

制问题的解决途径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利

用日益成熟的语义 Ｗｅｂ技术对责任者各种名称标识
进行规范控制的设想。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语义化的名称规范控制
研究还很不完善。笔者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就是对责任者名称规范进行详尽的功能需求分析，构

建完整的、通用的名称描述框架，形成语义化的名称规

范文档。在此基础上，将其以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形式发
布，从而逐步实现广泛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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