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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介绍个人信息管理及上下文 的 概 念 和 特 点 的 基 础 上，对 个 人 信 息 管 理 的 上 下 文 情 景 模 式、基

础架构、本体模型及相关检索机制进行 总 结 和 概 括，并 以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Ｈｙｓｔａｃｋ、Ｇｎｏｗｓｉｓ及Ｓｅｍｅｘ为 例 对 基 于

上下文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的发展现状做了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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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个人信息管理介绍

从Ｖａｎｎｅｖａｒ　Ｂｕｓｈ在１９４５发 表 的 论 文 “Ａｓ　Ｗｅ　Ｍａｙ　Ｔｈｉｎｋ”
［１］中 第 一 次 提 出 “扩 展 存 储 器 （Ｍｅｍｏｒ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ｒ）”设想开始，到２００５年起至今每年一届的个人信息管理专题讨论会［２］，如何对个人信息 资 源 归 纳 整 理

便于再次使用一直是备受专家关注的问题。华盛顿大学发起的Ｋｅｅｐ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ｏｕｎｄ项目［３］中，将个人信息管

理定义为学习和模仿个人获取 （或创造）、存储、组织、保持、检索、使用和传播信息，以实现生活目标和社会角

色的行为方式。个人信息管理通常侧重于对个人收集或创建的、日后再次使用信息的组织和保持，其实质可以概

括为在信息和用户的需求间建立映射关系，以实现信息的重新发现。个人信息本身具有的特点会为管理带来一定

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以不同类型和格式存在的大量异构信息片段需要抽取信息、建立统一格式

的索引［４］；其次，不同于网页间的点击链接及基于内容的检索方式，个人信息的外部属性间存在多种上下文关联，

这些关联对于信息发现起着重要作用，Ｇｏｏｇｌｅ、Ｂａｉｄｕ等桌面搜索工具不能取得较好 的 检 索 效 果［５］；最 后，随 着

Ｗｅｂ２．０应用的普及，个人信息将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社会网络中，与组织信息管理 （ＧＩＭ）和社会语义网 （ＦＯＡＦ、

ＳＷＡＰ）相融合，广义上下文情景的个人信息管理受到重视［６］。

２　个人信息的上下文情景

２．１　上下文情景的定义及特点

上下文情景是指个体在对某个 给 定 目 标 进 行 推 理 的 过 程 中 用 到 的 事 实 和 推 理 规 则 的 集 合［７］，包 括 环 境 状 态、

资源信息、用户需求等影响 输 入 输 出 的 一 些 属 性 及 属 性 的 取 值。从 理 论 上 说，上 下 文 情 景 与 用 户 心 中 个 性 化 的

“情景”类似，它由特殊的事件及环境引起，与要完成的任务目标具有松散的关系，当任务越来越清晰时，依据该

观点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上下文情景也更加具体。上下文情景是暗含的、潜在的，当偏离预期的事件发生时，上下

文情景也会随之波动［８］。上下文信息能否在系统的运行和交互过程中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９］：（１）

如何从各种信息关联中形成有用的上下文信息。上下文情景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种类繁多，个人信息空间中的诸

多因素都可能对系统产生影响。（２）上下文信息本身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随着系统的使用而不断变化，是

否记忆这些变化，并把这些变化表现出来可能需要借助语义关系结构。检索中常用的上下文关系包括：面向语料

库的上下文关系 （如词语聚类、布尔分解、潜在语义索引）、面向个人历史的上下文关系 （如用户的浏览日志、历

史查询）及面向查询特征的上下文关系 （如摘要、标题、关键字）等。但是对于个人信息，应充分考虑其信息环

境中包含的特殊的上下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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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个人信息的上下文情景类型

通过对目前存在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常用的上下文情景［１０］：
（１）基于层级的上下文情景。该类上下文关系主要指本地或远程创建的文件树。文件系统和邮件客户端等都

支持用户创建文件夹，子文件夹按照基于主题或类型的方式对自己的信息资源进行分类整理，是最常用的信息关

联方式。例如，丽江拍摄的照片可能存在于 “丽江”、“云南”、“旅游”这样的文件层级结构中。这类上下文情景

符合用户的认知方式，可帮助用户缩小检索 空 间 并 消 除 词 语 歧 义，但 要 求 用 户 具 有 清 晰 的 认 知 及 信 息 组 织 能 力，

不适用于非结构化信息及与多个异构信息片段相关的基于任务的检索。
（２）基于标签的平级上下文情景。为信息项添加标签，利用标签间的关系及多重标签形成的文档分类灵活地

对信息进行管理。与层级上下文相比，标签采用了一种轻量级的机制为信息建立多种关联，减轻了用户的认知负

担。目前有自动和人工添加标签两种形式。自动标签由系统根据文档的读取路径和文档间的交互信息形成，可用

性较高；人工标签种类较丰富，如在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ＳＮＳ社区内创建的网络标签、浏览器内创建的网页标签、用户

添加的信息注释等，但是由于缺乏规范性及过于庞大的数量可能会给系统带来负担。
（３）基于线性的上下文情景。将信息条目按照某一规则排序，只要用户知道查询信息项的某一属性，就可以

生成基于该属性的全部信息的逻辑列表，最典型的是时间序列。线性上下文情景不需要用户进行额外的操作，减

轻了用户负担。早期的个人信息管理大部分是基于线性上下文情景的，如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ａｍｓ将所有信息按照时间顺序进

行排序，Ｓｔｕｆｆ　Ｉｖｅ　Ｓｅｅｎ能够基于时间、作者、文件类型等多条线索进行检索。但是线性索引过于单一，抽取的字

段有限并且只停留在信息的外部属性上，没有充分展现个人信息网状的结构特点，当信息量庞大、异构性强时不

适于使用。
（４）基于用户信息操作行为的上下文情景。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跟踪并记录用户在使用和存储个人信

息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操作的信息项和时间，将这些数据添加到信息的时间索引中，可以使用户明确发现关注的

重点以及信息的价值点，这是基于个性化对信息进行组织标引的重要途径。相关的信息操作包括：应用程序之间

的切换、文件重命名 （Ｒｅｎａｍｅ）、另存为 （Ｓａｖｅ　ａｓ）、移动 （Ｍｏｖｅ）、复制 （Ｃｏｐｙ）和粘贴 （Ｐａｓｔｅ）等。该类信

息通常被用于任务的发现。完成一个任务通常需要读取和操作多个信息项，例如，写论文时用户会查询相关的介

绍、参考文献、网页及同事发来的邮件，并且会在多个信息应用窗口间切换。用户的这些操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说明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系统利用基于算法的逻辑推理，将任务相关的信息按照其重要程度展示给用户。

该类上下文信息通过对系统及应用程序的监听获取，数据量大冗余度高，需要有效算法的支持。
（５）基于应用环境的上下文情景。当信息下载到本地后失去了原来丰富的上下文环境，这里主要是指从邮件

系统及网络下载的信息。例如，已发送的邮件中含有用户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回复邮件的附件里有对这个问题的

解释，但是当附件下载到本地后失去与邮件发信人、主题、正文等相关信息的联系。再如用户从网络数据库上下

载多篇论文，对于重要文献还会下载它的引用文献，当这些文献下载到用户的个人信息空间时就失去了原来的引

用和被引用关系。邮件系统及网络作为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经常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目前最常用的

解决办法是将信息相关项作为元数据抽取出来与信息项建立信息关联，通过推理机制保存信息环境。
（６）基于网状的上下文情景。基于语义的网状结构更加符合个人信息的组织特点，是近些年来领域内关注的

热点及发展方向。一方面，语义网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通过资源描述框架 （ＲＤＦ）对信息 进 行 组 织，并 提 供 唯

一标识，允许用户在不同类型的信息间建立关联，还可以利用ＲＤＦ良好的扩展性为文件添加注释和标签；另一方

面，由于语义网络结构性较 差，无 法 将 个 人 信 息 形 成 清 晰 的 体 系 或 提 供 有 效 的 信 息 导 向，用 户 很 容 易 在 网 络 中

“迷失”，用户接口、存取控制、语义协同性、推理机制等方面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３　系统框架结构及相关技术

３．１　系统框架结构［１１］

在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的实际应用中，上下文情景通过抽取信息的内部和外部属性作为元数据并在元数据间建

立关联实现。新近开发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大部分以语义为基础创建本体对元数据进行描述，将多种类型的上下

文情景融合在一起以满足用户的不同检索需求。图１是对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框架结构的描述。

从功能层面上看，信息监控系统、服务器和搜索引擎是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信息监控系统负

责监听用户的信息增、删、改行为，并通知服务器实时调整存储的数据；服务器负责调度、索引信息，并将检测

到的信息发送到相应的信息处理模块中；搜索引擎作为人机交互界面，支持基于内容及语义的检索方式，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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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检索机制从服务器内找到相关信息返回给用户。

为了实现检索任务，系统需要４个模块的支持：（１）元数据抽取。由后台的元数据抽取器统一调度，将信息

抽取任务按照类型和内 容 分 配 给 不 同 的 过 滤 元 件。如 利 用ＰＤＦ、ＤＯＣ等 内 容 过 滤 元 件 抽 取 信 息 内 容，类 似 于

Ｅｍａｉｌ内的发送人，题目及文档存储路径等信息则通过相应的元数据过滤元件抽取。（２）元数据富集。该模块又由

三部分组成，包括对象识别、算法及推理机制和附件—文档类关系链接。这部分为抽取到的异构信息提供本体模

型，允许用户通过对象识别功能为信息项定义唯一标识和添加注释，利用算法和推理机制为属性关系确定权重及

权重转移条件，还可将信息划分到不同的任务中，当系 统 现 存 的 情 景 关 联 不 能 满 足 需 要 时 支 持 用 户 自 定 义。 （３）

ＲＤＦ存储。负责存储信息内容、属性元数据及信息关联。（４）基于关联的信息发现。根据用户的检索要求，依据

元数据富集提供的相关过滤条件，遍历ＲＤＦ仓库，抽取出所有相关的信息按照相关程度排序，还可以将信息间的

关联可视化给用户。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个人信息管理工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元数据的创建和存储。由于这

些元数据的使用和获得是由不同的模块实现的，因此需要一个定义良好的资源描述框架对每种类型的信息和他们

之间存在的关联进行描述。

图１　个人信息管理工具系统框架结构

３．２　个人信息相关本体模型

Ｈｙｓｔａｃｋ、ＥＰＯ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等项目先后提出了不同的本体模型规范语

义关系，希望能够创建一个通用的、完善的个人信息本体模型，并且能够与社会语义网络建立链接，将个人上下

文情境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其中以Ｎｅｐｏｍｕｋ项目的个人信息本体模型 （ＰＩＭＯ）应用 最 为 普 遍。它 将 管 理 范 围

限定在用户关注的或者工作及私人需要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组建成个人知识空间。该信息空间与用户读取信息

的路径与方式无关，并独立于信息的来源、格式及作者，对信息的管理更加人性化，使用户能更加专注于完成他

们的任 务 而 不 是 强 调 如 何 找 到 这 些 信 息。需 要 指 出 的 是，Ｎｅｐｏｍｕｋ 开 发 的 表 示 语 言 （ＮＲＬ，Ｎｅｐｏｍｕｋ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不同于标准的ＲＤＦＳ，它将三元组存储扩展到四 元 组 对 资 源 进 行 描 述，第 四 个 参 数 是

已定义 （存储）的用语句描述的ｇｒａｐｈ（可能为空），用于对描述语句进行分组，如添加Ｔａｇ标签等。

目前语义桌面内 存 在 的 本 体 模 型 可 以 分 为 三 层［１２］：最 底 层 即 基 础 层 是 信 息 本 体 （ＮＩＥ），用 一 种 类 似 于

Ｍｉｍｅｔｙｐｅ的标准，将语义桌面中经常出现的如网页、邮件、多媒体等异构信息依照本体模型进行描述，抽取必要

属性及属性关联存储到数据表中，保存信息上下文情境；第二层是个人信息本体模型 （ＰＩＭＯ），该模型创建 了 核

心类对人、事物、资源、概念等进行描述并建立基本实体，然后通过ＰＩＭＯ的域本体对关系 和 类 进 行 扩 展，使 用

户将自己思维方式结构化表示出来，并通过匹配算法和域本体与他人的模型进行交互；第三层是用户分享本体模

型，如项目组成员共享同一项目本体、拥有共同爱好的用户创建兴趣组本体等。除去三层基本结构还存在一些其

他的本体形式，如基于工作任务的本体、基于用户当前工作情景的本体、社会情景本体等。考虑到一个检索可能

会涉及到两个或多个本体模型，需要建立相关的推理机制选择本体模型并给予不同的权重。

３．３　相关算法及检索机制

在个人信息管理工具中，上下文情景是作为基于内容的个人信息检索的补充出现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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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１）优化内容及语义检索。基 于 内 容 及 语 义 的 个 人 信 息 检 索 往 往 将 大 量 相 关 度 较 低 的 信 息 放 在 检 索 结 果 的

Ｔｏｐｎ位置上，上下文关系可以在检索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大量的关联和属性都会影响到信息的排列，需要相

关算法及机制的协同工作，采用统一方式阐明信息间的关联，并且利用这种关联进行信息排序。Ｂｅａｇｌｅ＋＋引入

了权重转移架构图的概念提出了ＯｂｊｅｃｔＲａｎｋ算法，为本体模型中的实体和关系添加权重值，并且在关系网络中延

伸。例如某个人对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发给用户的所有邮件权重值会比较高，与邮件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重也会相对高一些，重要性会传递下去并依次递减，由此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每个信息的权重。还有些学者认

为［１３］点击率高的信息资源重要程度越高，在排序时优先考虑用户经常浏览的信息。
（２）实现导航式检索。这是用户的信息检索活动中常用的检索方式，经常与内容检索配合使用。这种检索方

式考虑了心理学中人类记忆方式的因素，研究者认为用户可能无法记住某个信息在电脑中存放的确切位置及相关

关键字，但是记得与该信息相关的其他信息的某些属性特征，以间接信息为线索依据用户记忆搜索到该信息。这

种检索方式较为灵活，可以根据单个上下文关系缩小信息检索范围，可以利用两个或多个上下文条件对信息进行

多重过滤，还可以通过关键词找到某个相关信息，并以该信息项作为检索切入点，在与该信息相关的所有信息项

中找到目标信息。

４　个人信息管理工具介绍

本节以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Ｈｙｓｔａｃｋ、Ｇｎｏｗｓｉｓ和Ｓｅｍｅｘ为例，对基于上下文关联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进行分类介绍。

４．１　导航式个人信息管理工具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１４］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人机交互研究所于２００８年提出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正处在试验和

进一步改进的研发阶段。Ｆｅｌｄｓｐａｒ系 统 是 导 航 式 检 索 的 典 型 应 用，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ｕｒｍａｎ提 出 的ＬＡＴＣＨ理 论［１５］类

似，通过界定与信息相关的人 （ｗｈｏ）、范围 （ｗｈｅｒｅ）、时间 （ｗｈｅｎ）、类型 （ｗｈａｔ）以及其他信息的关系确定信

息的准确位置。

该系统基 于 Ｇｏｏｇｌｅ提 供 的ＤｅｓｋＴｏｐ　ＡＰＩ抽 取 信 息，并 以 “Ｅ－ｍａｉｌ”、 “Ｆｏｌｄｅｒ”、 “Ｆｉｌｅ”、 “ＷｅｂＰａｇｅ”、
“Ｅｖｅｎｔ”（Ｏｕｔｌｏｏｋ中的日程表）、“Ｐｅｒｓｏｎ”、“Ｄａｔｅ”７种类型抽取元数据创建索引，最后使用ＱｕｉｃｋＧｒａｇｈ　２．０在

７类信息间建立两两关系图表。系统为每一个关系对提供结果生成器，用于在查询中生成中间检索结果。例 如 关

系对Ａ－Ｂ，即从Ａ序列中返回与Ｂ序列有关的信息，其算法机制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寻找 “含有Ｓｐｅｎｃｅ
发来邮件中附件的文件夹”。在这个例子中需要３个结果生成器，即ｆｏｌｄｅｒｓ–ｆｉｌｅｓ、ｆｉｌｅｓ–ｅｍａｉｌｓ和ｅｍａｉｌｓ–

ｐｅｒｓｏｎｓ（Ｓｐｅｎｃｅ）。首先将该查询转化成一个关系序列ｆｏｌｄｅｒｓ–ｆｉｌｅｓ–ｅｍａｉｌｓ–Ｓｐｅｎｃｅ，算法从最后一个关系

对开始处理，找出在关系图表中所有与Ｓｐｅｎｃｅ有关的信息ｅｍａｉｌ类信息，包括发送或从Ｓｐｅｎｃｅ处接收到的，并

将所有的ｅｍａｉｌ项整理到列表中作为结果；接着将这些结果作为第二次关联的输入值，生成与这些ｅｍａｉｌ具 有 关

系的文件列表 （文件可以是任何一个ｅｍａｉｌ的附件）；最后将文件列表作为第三次的输入。通过三步查询就可以找

到含有所有与Ｓｐｅｎｃｅ往来邮件中附件的文件夹列表。

这种链式检索机制在生成检索结果时是非常有效率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添加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并且在

查询时不需要改变算法本身，只需要为新的数据类型提供新的结果生成器。系统没有使用复杂的语义结构，消除

了传统工具添加上下文信息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检索方式，但是目前提供的信息类型和关系较单一。

４．２　基于语义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

（１）Ｈｙｓｔａｃｋ［１６］是麻省理工学院于１９９７年发起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发与个人信息管理和语义网络相关的应

用程序。其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Ｈｙｓｔａｃｋ客户端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在该开源程序中

首次使用了桌面语义技术，并基于ＲＤＦ动态感知语言开发。为了满足个人对信息组织整理的不同需求，系统支持

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自由地处理信息。具体功能特性表现在：提供了一套应用性很强的基于语义的数据关

联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习惯确定需要被保存、查看和检索信息项，改变信息检索和导向时展示关系和属性

的方式，并可将特定任务的相关信息 应 用 整 合 入 同 一 工 作 区；支 持 分 布 式 服 务，用 户 可 以 进 行 信 息 交 流 和 共 享。

但是由于给予用户过大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给数据库带来了巨大负担。
（２）Ｇｎｏｗｓｉｓ［１７］是ＥＰＯＳ项 目 的 一 个 研 究 成 果，是 欧 盟 框 架 计 划 支 持 的 Ｎｅｐｏｍｕｋ项 目 的 一 部 分，使 用 了

Ｎｅｐｏｍｕｋ创建的个人信息本体模型。该项目始于２００３年，由联邦德国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支持主办。其主

要宗旨是支持用户完成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将个人信息空间和工作环境有效结合起来，建立语义网络帮助知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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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发现。管理内容包括用户的文本操作 （如对文档的阅读、检索、创建、存档和分类等），在团队中与同事的交

流活动和项目工作的执行情况。Ｇｎｏｗｓｉｓ充分利用 Ｗｅｂ２．０的环境，展现了良好的延伸性及集成 性。系 统 采 用 面

向服务的架构，通过ＸＭＬ－ＲＰＣ等标准和远程应用程序建立链接，将博客、社区、ｗｉｋｉ等网络中的个人信息传送

到本地进行处理、存储及整合；使用网络标签对信息进行标注；以语义ｗｉｋｉ　Ｋａｕｋｏｌｕ作为前端管理界面，为ＰＩＭＯ
内的每一个实体创建ｗｉｋｉ页面，利用ｗｉｋｉ的ｐｌｕｇｉｎ功能，协同工作平台及对非结构化数据的良好兼容性。

４．３　调用外部ＡＰＩ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

Ｓｅｍｅｘ［１８］系统是华盛 顿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于２００４年 开 发 的 开 源 工 具。该 系 统 侧 重 于 对Ｌａｔｅｘ、

Ｂｉｂｔｅｘ、ＰＤＦ、Ｗｏｒｄ等发表的文献 资 源 创 建 关 联 和 重 新 发 现。在Ｓｅｍｅｘ中，不 仅 可 以 检 索Ｐｅｒ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Ｍｅｓｓａｇｅ等信息项，还可以对ＡｕｔｈｏｒｅｄＢｙ、Ｃｉｔｅｓ和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等关系进行检索。由于信息的异构性并且需要

在多种资源间建立关联，能够找到关于某个人 （或会议、刊物）的所有资料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加强数据之间

的协调性。系统通过调用ＣｉｔｅＳｅｅｒ提供的ＡＰＩ与外部数据库建立关联，为用户下载到本地的文献资源保存引用和

被引关系；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 能 力，能 够 将 文 献 中 的 作 者、所 属 机 构 以 及 参 考 文 献 的 题 目、作 者、发 表 刊 物、

时间等信息作为元数据抽取出来，并有效消除大量元数据冲突及冗余信息，为用户形成清晰的基于研究机构 （团

体）、会议、人、发表文章、时间、刊物及联系方式的文档参考结构图，帮助用户整理知识结构并发现新的研究方

向。

５　结束语

将来，用户的个人信息会融合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与他人分享。在这种环境下个人信息不再局限于本地，而

是走向一个轻量级的、协同工作 的 环 境。例 如，项 目 组 的 工 作 人 员 会 分 享 同 一 个 日 程 表、邮 件 系 统、资 源 平 台，

这不仅需要将相关应用集中到一个页面上进行管理，还希望分布在不同应用程序中的相关信息片段能够不局限于

信息载体而是根据内部逻辑组织起来，并能够同步读取。此外，实现个人信息管理与图书馆服务相结合。将个人

在电子图书馆内的浏览历史、电子文献下载、咨询服务、论文发表引用、网络信息及本地资源关联起来对个人信

息的上下文环境进行延伸，为知识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和创新创造条件。Ｓｅｍｅｘ通过调用ｃｉｔｅｓｅｅｒ数据库进行了一

定尝试，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Ｅ划通系统计划融入个人信息管理工具，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知识服

务。相信随着个人信息管理技术的不断成熟，语义网络的不断普及，个人隐私和安全相关协议、条款的不断完善，

个人信息管理工具将会被更多的用户接受并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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