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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 B H 是基于图形的超媒体模型
.

G B H 定义的两类图形是它的核心与基础
。

知识的表达
、

关系的链接及信息

的浏览都依赖这两种图
.

无论从系统结构迩是应用系统角度看
,

它都是一个三层结构模型
。

除了可以用于一般 目的

的 G B H 普通版外
,

G B H 还有一些专业版
,

如科学版
、

军事版
、

地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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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图形的超媒体 G B H ( G r a p h ie s 一 B a
se d H y p e r -

m ed ia ) 是一个采用超文本技术的多媒体信息管理实

用模型
.

自 G B H 的第一个版本问世
,

至今已有 8 年
,

当

时名为 G K B ( G r a p h ie s K n o w le d g e B a s e ) [ ’ 一 3〕。

G K B 只

管理文字信息
。

简单的结构使它成功地用于开发教育

软件 [` 1
、

亡A s E 工具 [`〕[ 6〕[ , 〕。

由 于感到
“

知识 库
”

(K on w dle g e

aB
s e ) 这个词用的不够确切

,

遂改为现

名
。

G B H I
.

o 至 4
.

0 均是在 S u n
工作站的 S u n V i e w 窗

口下开发的
,

5
.

0 以后移到 X 窗口 下
。

作为学术交

流
,

G B H 4
.

o 曾在美国某大学的学术报告会上予以介

绍 s1[
,

双方还就利用 G B H 开发软件工程工具进行了

探讨 [ , ]
.

2 以图形为基础

G B H 定义了两种图形
:

逻辑关系图和位置分布

图
。

2
.

1 为什么

大多数现实世界的系统都可以用逻辑关系图与 /

或位置分布图描述
。

例如
,

任何学科都可以用逻辑关

系网直观
、

清晰地表示 ( 图 1 )
。

任何与位置和物体部

位有关的信息都可以用位置分布图表示 (图 2 )
。

有些

系统则需要同时用这两种图才能描述得更全面
。

如昆

虫系统
,

逻辑关系图表示的是昆虫的学科分类
,

而位

置分布图表现的是昆虫分布的地理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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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昆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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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量太大
,

用一
、

两张图很难容纳一个信

息系统的所有内容
,

因此
,

可以使用若干张图
,

图和

图之间靠逻辑关系衔接
。

最常见的例子如世界地图
、

各国地图
、

各国各省地图
、

各省各地市地图… …构成

庞大的地图系统
,

下一层的地图是上一层地图某一部

分的放大
。

比如
,

昆虫纲
、

目
、

科
、

属
、

种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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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千张分类图组成了昆虫分类系统
。

图 2汽车总体图

F 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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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

汽车修理过程可以用逻辑关系图一层层深入
,

而修理部位则可以用分布图一层层细化
。

图形所含信息量大
,

并且易于理解
、

易于记忆
。

如果用文字叙述昆虫的纲
、

目
、

科
、

属
、

种的分类情

况
,

就需要写成一本书
。

这样一本书读起来大概不会

给读者太多的乐趣
,

想理解或记住它们就更困难了
.

用分类图
,

无论读者是否是昆虫学工作者
,

都会在浏

览之中受益非浅
.

又如某种昆虫的地理分布情况
,

虽

然用文字也可以介绍清楚
,

但改成图
,

不仅分布地点

一目了然
,

而且分布规律也包含其中
。

图形在知识表达中比文字更易于接受
,

上述两种

图又基本上能全面地描述现实中的大多数应用
,

因

此
,

G B H 模型围绕关系图 ( 网状图 )和分布图来设计
。

2
.

2 如何以图形为甚础

G B H 按人的工作习惯或认知方式将应用系统中

关系密切的对象聚合为一个用图形表示的复合对象
。

复合对象与复合对象之间按逻辑关系链接
。

复合对象

和复合对象之间存在多对多的关系
.

因此
,

用 G B H

建成的应用系统的概貌是个错综复杂的图形网
。

图形

将应用化整为零 (大系统分割为多个小系统 )
,

化零

为整 (用图来聚合关系更密切的数据对象 )
。

.

图形网中每张图表示的是系统的一个分支
,

即一

个子系统
。

例如昆虫纲中的一个目或一个属
。

一般用

户在创作或浏览时
,

总是先从某个局部出发
,

甚至只

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工作
。

图限制了范围
,

也就减少了

迷路的可能
。

这也完全符合人的工作
、

学习风格
。

底

层信息链接在图形的狱据对象上
,

提供细节的多媒体

表示
。

从应用角度看
,

G B H 提供的是图形网— 图

— 细节三个层次组成的系统
。

图形是它的核心与
.

基础
。

有了图
,

才能形成网 ; 有了图
,

才能链接多媒

体信息
。

3 数据结构

在超媒体系统中
,

节点和链的构成是技术关键
.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8 月 第 2 卷第 3 期

本节介绍 G B H 的节点和链
。

3
.

1 节点

3
.

1
.

1 术语
·

原子节点
:

不能进一步分割的节点
。

·

组合节点
:

由原子节点或组合节点按某种关系

聚合而成的节点
。

·

包含节点
:

其部分内容是原子节点的节点
。

·

图节点
: 网状图和分布图的总称

。

·

媒体节点
:

各种单媒体节点的总称
。

3
.

1
.

2 分类

G B H 的节点按组成情况分为 3
.

1
.

1 中介绍的三

大类
:

原子节点
、

组合节点和包含节点
。

原子节点有 10 种
。

·

标志 在分布图上标识位置的图符
。

标志又有

系统定义和用户自定义之分
。

用户可以根据各自需要

随意定义标志及其属性
。

·

图元 网状图上的图形节点
。

每个图元表示一

个数据对象
,

也有系统定义和 自定义之分
。

既使是系

统定义的
,

用户也可以对其属性进行修改
。

。

标签 网状图上用于标识链的文字
。

·

字段 与传统数据库中字段的意义相同
。

·

程序 任何可以运行的外部程序
。

·

音频 任何一段独立的音频
.

·

视频 任何一段独立的视频
。

·

文字 不包含其它节点的一段文字或一个词
。

不能独立存成文件
。

·

正文 不包含任何文字节点的正文
,

可以独立

存为文件
.

·

图像 任何一张不含任何标志的静态图像
。

组合节点有 5 种
:

·

网状图 如前所述
,

网状图用于表示某个子系

统
。

网状图由图元
、

几何链 (后面将予以介绍 ) 和标

签组成
.

它描述数据对象及其相互关系
.

_
·

分布图 分布图由图像及图像上的标志构成
,

用以描述标志在图像上的位置以及标志之间的位置

关系
。

·

记录 象传统数据库一样
,

记录由字段组成
。

·

表格 表格相当于 d B A S E 或 F o x

aB
s e
中的一

个数据文件
,

由若干记录组成
。

·

虚表格 虚表格的性质与表格类似
,

只不过它

是由表格中满足某些条件的记录组成
,

根据需要动态

生成
,

并不独立占据外部存贮空间
。

包含节点

目前 G B H 的包含节点严格说只有一种
:

正文包

含节点
。

正文包含节点的某些文字 (但是不是全部 )

6 5



是文字原子节点
。

事实上
,

正文原子节点是正文包含

节点的特例
,

也就是所包含的文字原子节点为零的

正文包含节点就是正文原子节点
。

上面提及的分布图组合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

以看做是图像包含节点
.

不过
,

虽然分布图是图像加

标志
,

但这里的图像有它的特定含义
,

与单纯用于描

述
、

说明某个对象的图像不 同
,

所以
,

我们给它一个

特定的名称
:

背景
。

其次
,

所谓包含节点
,

它所包含

的原子节点是它的一部分
。

而背景和标志的关系与正

文与所包含的文字节点的关系不 同
。

标志并不是背景

的一部分
,

有时含义相差甚远
。

比如
, “

港湾
”
上

“

停泊
”
的一艘

“
船

” 。

这只
“
船

”
(标志 ) 并不是原

始港湾地图 (背景 ) 的组成部分
,

只是临时
“
停泊

”

在那儿 ` 再有
,

背景和图像的存贮管理方法不同
.

此

外
,

不同的标志集合与同一个背景结合可以形成不同

的分布图
。

综上原因
,

G B H 不把分布图节点视为图

像包含节点
。

.3 2 链

G B H 的普通版只提供 11 种导航链
。

·

参考链 用于链接文字节点与相关的参考资

料
。

其中参考资料可以是任何媒体形式的
。

一个文字

节点可以链多个参考节点
。

·

描述链 从标志或图元链向媒体节点
。

一个标

志或图元可以对应多个媒体节点
。

描述链提供的是对

链源的详尽介绍
。

·

注释链 用于链接标签与正文节点
.

正文节点

的内容是对标签的注释
。

其余 8 种链的介绍请见参考文献 [ 1 0]
。

此处不

再赘述
。

这 11 种链中有 8 种链的链 目标是图节点或媒体

节点
。

图节点
、

媒体节点或者它们的子成分都可能是

链源
,

又可以链接其它节点
。

如此扩展
,

可以描述任

何复杂的关系
。

4 三层结构模型

G B H 是个三层结构模型
。

它由存贮层
、

管理层
、

接 口 层 (表现层 ) 组成
。

重点是存贮层和接 口层
.

.4 1 存贮层

G B H 的存贮层相当于 压
x t er 的存贮层加内部

成员层
。

存贮层以第 2节介绍的图形 (即子系统 ) 为存贮

单元
。

每个存贮单元存贮子系统中数据对象 (节点 )

及相互关系 (链 ) 的基本信息
。

内部成员信息对应用而言是全局信息
,

按媒体类

别分别存放
。

每个文档一个文件
。

这与布朗大学建议

6 6

的格式相同
。

内部成员与图形中对象的关系以及内部成员之

间的关系也存贮在各子系统的基本信息里
。

内部成员的类型 目前有正文
、

图像
、

视频
、

音频
、

表格
、

程序
,

如果需要
,

可以扩展
。

4
.

2 接口层 (表现层 )

接口 层包括建立和浏览应用系统的各种功能
。

4
.

2
.

1 建立应用系统 为建立应用系统
,

G B H 提

供了采集和编辑媒体信息
、

标画子系统和链接关系等

三大部分功能
.

一切工作都是动态进行的
。

采集和编

辑媒体信息及标画子系统两项工作没有次序要求
。

只

有链接必须在链源
、

链 目标都已形成之后
。

应用系统

的建立也不必一气呵成
。

作者可以随时给应用系统增

加资料
,

随时链接或解除数据对象之间的关系
。

也许

可以说
,

一个应用系统没有绝对完成的时候
,

任何时

刻都可以发生变动
。

与作者交互的工具是图形和窗口
,

作者使用的则

基本上是鼠标
。

4
.

2
.

2 浏览 浏览界面是由作者决定的
。

不同作者

即使采用相同的基本素材
,

定义相同的链接关系
,

也

可以创作出不同的浏览界面
。

读者与 G B H 打交道是通过图形 (分布图和网状

图 )
、

媒体信息以及其中的
“

按钮
” .

顾名思义
,

按钮就是可
“
按动

”
的物体

。

在超媒

体系统中
,

按钮的外形多种多样
。

有些按钮用特殊符

号表示
、

如 G ul de 中的双线箭头 ; 有些按钮是一个高

亮显示的词
,

如 E M PO W E R m en t 的正文中高亮显示

的 D O S文件名 ; 有些按钮是括在括号内的多个词或

一段正文
。

这样的按钮中可以包含空格
,

如 T hi kn er

的尖括号 ( < > ) 按钮
,

iL n k w ay 中用花括号 ( { } )

及字符串组成的
“
参考

”
按钮 . 有些按钮是用椭园或

矩形外框包罗的字符串
,

如 H y p e r
w

r i t e r 和 H y p e r -

C冶r d 中的按钮
。

G B H 中可以定义为按钮的有 5 类节点
:

网状图

的图元
、

标签
、

分布图的标志
、

文字原子及表格中的

字段
。

所谓把某节点定义为按钮
,

就是把它指定为链

源
。

在某些系统中也称之为源锚
。

标签
、

文字及字段在被定义为按钮后被高亮显

示
,

以提示读者
。

图元和标志被定义为按钮后
,

则用颜色与其它图

元和标志区分
。

图元和标志外观的多样性
,

有然也是按钮的多样

性
。

用户可以自定义图元和标志
,

也就是自行设计图

元和标志按钮
。

理论上它们的外形的种类是无限的
。

G ua
n g x

i cS i
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3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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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 的按钮是读者浏览信息的重要导航设施之

一
。

读者用鼠标
“

按动
”

按钮
,

与按钮相连的链就把

读者带到相关文档处
,

即所谓的导航
。

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浏览基本上都是在图形 ( 网

状图和分布图 ) 上进行的
,

这是我们的模型基于图形

的又一佐证
。

5 专用模型

前面讨论的都是 G B H 的普通模型
,

适用于一般

的多媒体信息管理
。

G B H 还有几个用于专门领域的模型
。

这些模型

都是在 G B H 普通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
。

5
.

1 科学分类版

一般科学信息系统会涉及到知识分类
。

对这类应

用我们在 G B H 普通版的基础上增加 了根据文字描

述生成分类树状图和进行推理的功能
。

从结构上讲
,

分类版增加了虚网状图节点 (确切

地说是树状图 ) 和一种推理链
:

分类链
。

所以称之为

虚网状图是因为它是动态生成的
,

并不占据外部存贮

空间
。

对分类版而言
,

这个虚网状图又名为分类图
。

分类图有两种
。

一种是纯粹的分类图
,

另一种是

分类推理图
。

也可以说分类图是分类推理图的子图
。

分类推理图上详尽地给出分类条件及分类过程
。

隐去

条件和过程就是相应的纯分类图
。

分类推理图实质上是一个图形专家系统
。

它将专

家的思想
,

将条件和结论
,

用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

有了分类推理图和分类链
,

就可以引导读者交互

式地进行分类研究
。

也许它能帮助读者发现一个新种

或一个新的物质呢 !

5
.

2 地籍版

地籍管理是每个省
、

市
、

地
、

县都遇到的问题
。

G B H 的地籍版是普通版的一个变种
。

地籍版的背景是矢量图
,

标志不是图符而是多边

形区域
。

地籍版的难点是背景的生成
。

背景不仅包含宗

地
,

还包含地形地貌
、

建筑物等诸多信息
。

5
.

3 军事版
`

军事版与普通版有两大区别一是增加了辅助决
策功能

,

二是标志的矢量化
.

在军事版中大多数类型

的标志均是由算法生成
.

构造众多的算法就是一个不

小的工程
。

6 运行环境

G B H 6
.

o 是在 X 窗口下实施的
,

所以
,

可以在任

何支持 X 协议的计算机上运行
。

各类工作站 自不待

言
,

G B H 还可以在微机上运行
,

只要微机安装有 un ix

操作系统
,

象 oS l a r i。 f o r X 8 6
、

O D T 等
。

如果微机与

工作站联 网也可 以借助于 M ac or X 运行工作站 的

G B H
。

7 结束语

从单媒体到多媒体
,

从 S u n V i e w 到 X
,

G B H 已

有 8 年多的历史
。

G B H 借助图形节点组织信息子系统
,

进而联成

信息网
;
用图形作为与作者交流的工具

; 以图形为存

储节点和链的信息单位
。

图形是 G B H 的基础与核

心
。

图形又是 G B H 减少迷路间题的有力机制之一
。

G B H 的 3 类 18 种节点和 2 类 12 种链
,

使它可

以用于描述复杂的应用系统
。

G B H 不仅有普通版
,

还有专门为某些领域设计

的专业版
,

可以适合各种需求
。

G B H 的研究与开发还在继续
。

今后将向网络
、

分

布式及标准化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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