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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一个具有动态链的开放超媒体模型 (M ier

~
m ) 的设计原则

,

工作原理及 目前发展情况
.

关键词 超文本 超媒体 锚 链

A b s t r a e t 块
s e r ib e s b r i e f ly a n o p e n m de

e l f o r h y p e r m e d ia w i t h d y n a m ie l in k i n g
,

i t s p r i n e ip le s ,

w o r k
-

i n g t h e o r y a n d e u r r e n t s t a t e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

K e y w o r d s h y p e r t e x t
,

h y p e rm e d i a
,

l in k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发展
,

信息量迅速膨胀
,

传统的线性方

式提供和分配信息的方法再也不能满足要求
,

常规数

据库技术也不能为充分开发新的多媒体系统提供所

需的功能
。

现有可供商用 的超 文本和超媒体系统不

少
,

但它们多数都存在着如下的一些 问题
:

系统是封

闭的
,

常作为独立的程序运行
,

不能和其它软件包双

向通讯
,
各个系统有专用 的文档格式

,

不能用于其它

系统
;
很多超文本系统通过嵌在文档中的标签和指针

来链接
,

对 C fj R o M 和 网络文件
,

不能随意往文档中

加链
;
为将链插入文档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当然
,

已有些超媒体系统如 I N T E R M E DI A 已部

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

这里要介绍的新 系统 M icr -o

c o m 通过为超文本
、

超媒体提供一个具有动态链的

开放模型则可完全解决上述问题
。

2 设计原则

M IC R O C O S 根据以下准则设计
:

.

在作者与使用者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

所有使用

者都可以为应用系统增加链接信息
。

.

相互依赖很少的松藕合系统
:

M io r oc o s m 在结

构上是开放的
,

允许其它程序藕合到系统中
。

·

允许插入式替换其中的子系统
:

M i o or co s m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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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工作平台
,

每个成员 (如链接器
、

文档浏览

器等 ) 都是可替换的
,

系统可以灵活配置
。

·

数据对象与链分离
:

将文档与相关信息分开
,

并概括到较高水平
。

3 工作原理

M ic ocr os m 工作时
,

起码有 2 个任务在同时执

行
。

文档控制系统打开文档路由消息
。

除了在屏幕底

部显示一个图符外
,

上述大部份工作对用户是不可见

的
。

一个或数个文档浏览器在屏幕显示文档
,

不同的

浏览器供不同的文档或媒体使用
,

可以有混合浏览器

供不同的文档或媒体使用
,

同一个屏幕上可以有各种

浏览器 (声
、

图
、

文 ) 同时工作
。

软件对正运行的浏

览器数目不予限制
。

外部应用程序
,

即便不是 M icr -o

co s m 系统的应用程序
,

也可由文档控制器链接进来
。

M icr oc os m 的基本机制是消息
,

它用来跟踪和产

生链
、

打开新文档和激活程序
.

消息以两种方法产生
。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鼠标在屏幕上加亮一个选择
,

然后

从菜单上选择
“

执行
”
来产生消息

。

按下按钮也可产

生消息
。

每个 已建立按钮的文档均有相应的按钮文

件
,

该文件包含一个按钮在文档中位置的表
,

一个按

钮就是一个选择
。

文档控制系统收到消息后
,

就根据
“

执行
”

选择

来处理
。

每个
“

执行
”

都有一个任务与之相关
,

任务

激活后就送 出所需消息
。

例如
,

假如是
“

建立链
” ,

消

息就会送到链产生器
; 如果是

“

搜索目录
” ,

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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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数据文件中的消息就会激活 r力S 的目录搜索程

序
。

为了减少将链插进文档所需的大量工作
,

M ic r --o

cos m 不将链信息和文档一起存贮
,

而是将它们分开

存放在知识库中
,

使链成为通用的
,

可供所有类的文

档使用
。

这样
,

一个新文档一旦被引进系统就可马上

包含着链
。

在 M ic r oc o

sm 中
,

超媒体链本身就是有价

值知识
,

它用来概括包括注解
、

交叉参考以及其它知

识和工具
。

所以
,

当引进新文档时
,

马上就得到链和

交叉参考
。

例如
,

有可能在阅读一篇新的微生物论文

时
,

仅将论题分类就可获得与之链接的全部知识
。

如

果单词
“

变形虫
”
被链接到一个有活动变形虫的录像

盘上
,

并且链已指定为通用型
,

包含该词的新文档就

可自动获得链
。

增加简单的过滤器
,

包含在链中的信

息就可用在通用或专用的知识领域
。

与 文档 分 离 的链 信 息具 有 允许 链 产 生 于

C D R O M 等只读媒体和远程文件服务器的优点
,

这也

简化了链接视频和声音等媒体的链
。

额外的创作工作就可链接到原来已在 M icr oc os m 中

建立的视盘数据库
。

这使得用户能充分地将在其它超

文本或超媒体 系统中建立的文档集成到 自己的超媒

体知识库中
。

当然
,

M i e r o e o s m 仍存在一些 问题
。

在导航时
,

用

户通过跟踪链在系统里漫游
,

激活数据库的搜索
,

控

制信息显示窗口 和图符
。

这对大部份用户是不适宜

的
,

特别是当信息空间很大时
。

此外
,

在大多数超媒

体系统中
,

链和锚是专用的
,

可用一些可视线索来显

示锚的位置
。

但上述 M icr oc 仍m 中的链接机制难以产

生这样的线索
。

4 目前发展情况

M icr oc os m 首次实现是以 A C T O R 为原型的
,

1 9 9 0 年 1 月以 C 和 W i n d o w s 3
.

0 实施
。

它在 2 8 6 以

上 P C 机上运行
。

M S Wi n d o w 。
为 M ie r oc os m 提供基

本构件
,

即
,

窗口和图符接口
、

建立菜单和对话框的

工具和多任务工作的能力
,

还提供消息传递系统和文

档控制系统内进程间通讯的动态数据转换功能
。

妨碍超文本领域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把

线性文本转换成超文本系统所需的大量工作
。

至今
,

转换工作大部分已集中在使用文档结构去将文档分

成合适尺寸的节点
,

通过使用合适的索引和交叉参考

工具来自动产生链
,

从而建立一个超 文本框架
。

M i
-

er oc o m 系统提供普通链接能力的选择和运行机制
,

给用户一个强有力的方法来进行创作工作
,

它使超文

本和超媒体访问数量很大的多媒体档案时达到很高

的效率
.

M icr oc 滋m 设计的开放性
、

多任务能力
、

双

向进程通讯和链接到各个数据库的链 的分离
,

使其成

为一个既强有力又灵活的超媒体系统
。

如果要将任意

格式的新文档引进系统
,

新文档中的词和短语不需要

5 结束语

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和使用的需要推动了超文本
、

超媒体系统的迅速发展
.

超文本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高效
、

方便的文本信息管理和查阅检索的工具
。

由

于文字
、

声音和图像并茂
,

超媒体系统应用领域更广

泛更丰富多彩
。 `

当然
,

真正实质性地推广应用
,

仍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
。

在某些方面
,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就拿应用潜力很大的教学领域来说
,

从 目前所进行的

一系列实验比较来看 (将超媒体教学材料与传统纸张

印刷教材提供给学生作学习效果比较 )
,

超媒体教材

的效果并没有显示出较大的优势 lt1
。

原因是多方面

的
,

超媒体系统比起传统的教材来说
,

容易产生
“

迷

路
”
何题是原因之一

。

特别是对不熟悉系统的使用者

或低年级学生来说
,

间题更突出
。

另一原因是阅读习

惯问题
。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

印在纸上的材料要 比屏

幕上显示的东西更便于阅读
,

从而导致前者的阅读理

解效果要好于后者
。

类似的间题在其它领域也是存在

的
。

这就提醒我们
,

在看到超文本
、

超媒体系统的巨

大的应用潜力的同时
,

还要看到其局限性
,

并积极地

改进和避免其不足之处
,

使其在实际应用的各个领域

中
,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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