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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Database

三种知识图谱

Knowledge Map Knowledge Graph



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

         又称为知识地图，是指对⼤量科学
⽂献信息，借助于统计学、图论、计算
机技术等⼿段，以可视化的⽅式来展示
科学学科体系的内在结构（主题共现、
合作团队、引用关系）、学科特点、前
沿热点、发展趋势等信息的⼀种计量学
⽅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5%E8%AF%86%E5%9B%BE%E8%B0%B1



作为⽂献/知识/⽹络计量可视化的知识图谱



Graph Database

三种知识图谱

Knowledge Map Knowledge Graph



KNOWLEDGE GRAPH

        ⾕歌于2011/12年提出的⼀种在万维⽹
上编码并关联碎片化知识单元的⼀种⽅案
(Schema.org)，该⽅案的实施目的和结构被
⾕歌称为“KG(知识图谱)”。 

        KG要求以RDF三元组模型表达实体-属
性和属性值(statememt)，推荐以规范的词表
模式(即schema.org)描述各类事物(⼈、地、
事件等)，以Microdata、RDFa、Jason-LD
等⽅式进⾏三元组编码，使相关语义信息能
够包含于⽹页之中并相互关联，并支持搜索
引擎进⾏知识发现、索引以及可视化呈现。





SCHEMA.ORG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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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ema.org


SCHEMA.ORG编辑器

http://schema.org


<div itemscope itemtype="http://schema.org/SportsEvent">
<a itemprop="url" href="http://www.bergiselspringen.at/"><div itemprop="name"><strong>Four Hills 
Tournament in Innsbruck</strong></div>
</a>
<div itemprop="description">The third competition in the Four Hills Tournament traditionally takes 
place at Innsbruck’s Bergisel stadium, with its new ski jump built in 2002 and designed by London 
architect, Zaha Hadid. The futuristic-looking tower with the elegant curved approach run is a modern 
architectural symbol of the Tyrolean provincial capital, it’s great sporting significance is made clearly 
visible at the Bergisel ski jumping competition. On 4rd January 2014, the world's top ski jumpers will 
meet at the Bergisel stadium and millions of television viewers will follow the jumping from the 134 
metre high ski-jump live.  You can check out the training and qualifying jumps for the competition on 3 
January. </div>
<div><meta itemprop="startDate" content="2013-11-27T11:30">Starts: 11/27/2013 11:30AM</div>
<meta itemprop="endDate" content="2014-01-04:00.000">Ends: 2014-01-04:00.000
</div>
<div itemprop="location" itemscope itemtype="http://schema.org/PostalAddress">
<div itemprop="streetAddress">Bergisel Stadion Olympiaschanze</div>
<div><span itemprop="addressLocality">Igls </span>, <span 
itemprop="addressRegion">Tirol</span></div><div itemprop="postalCode">A-6080</div>
<div itemprop="addressCountry">Austria</div>
</div>



starburst visualization of schema.org's hierarchy



⽬前核⼼词表有597类, 875属性和114个取值词表
http://schema.org/docs/full.html



Graph Database

三种知识图谱

Knowledge Map Knowledge Graph



GRAPH DATABASE

        即图数据库，以图形⽅式表示节
点、属性和关系并进⾏存储和提供管理
功能的数据库，如Neo4j、ArangoDB
等，属于NoSQL的⼀种（其它还有键值
对/⼤表/⽂档数据库），作为⼤数据的
⼀种重要支撑技术，可用来实现海量
RDF数据的管理。



知识图谱与图数据库⽐较



⼀种典型的混淆



KG与GD的⽐较

实体-关系(属性)-属性值（即RDF三元组表示知识单元）

实体须以URI命名，属性和值最好取⾃有URI的词表

本体即概念(词)及关系，元数据即概念词表，须显式说明

具有标准的SAPRQL查询语⾔，可跨域查询

可以认为RDF Store是⼀种特殊的图数据库

包含节点和边，节点上有属性（键值对）边也可以有属性

边有名字和⽅向，并总是有⼀个开始节点和⼀个结束节点

节点可以有内部结构（三元组），Neo4j查询⽤Cypher。

解决数据存储和索引问题，不解决知识表示和全⽹域服务问题



KG与GD的⽐较

KG（RDF知识图谱）

优点：基于描述逻辑的数学基础，
规范词表，标准化，⼯程实现

缺点：学习⻔槛⾼，⾼复杂性

GD（属性图谱）

优点：容易学习和实现，特别适⽤于社
交⽹络，强计算性，效率⾼

缺点：缺乏标准，难以互通，应⽤中语
义模糊





知识图谱与图数据库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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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与图数据库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图谱的能与不能





为什么要⽤知识图谱？

辨识⽹⻚中的“知识”，描述的细粒度化，帮助搜索引擎定位“知识”

更准确的检索，以提⾼⽤户的点击兴趣，从⽽提⾼CTR（点击率）、降低跳出率

促进⼤规模基于⽹⻚的信息融合。如即时信息（如天⽓、股票、演出等），使得⽤户
直接在搜索⻚⾯中获得答案⽽不必进⼊信息⻚⾯（降低了点击率？但使得真正的⽤户
提⾼了⽹站的滞留时间）



知识图谱背后的哲学











只有回归本源才是最终秩序



只有⼀种联系是基本和普遍的

主语 宾语谓词



!"#$
——有语义的、⾃解释的、可计算的、能够⾏动的信息单元。

Smart Data
——self-interpretable, machine understandable and actionable

 formatted information unit with semantic annotations

知识图谱是⼀种智慧数据



知识图谱不是什么？

知识图谱不是神经⽹络，但可以促进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不总是知识，KG的语义离开本体⽆法解释（机器理解）

知识图谱不保证正确，可以容错

知识图谱不会创新知识，除⾮机器学习



以知识图谱助⼒智慧服务



利⽤知识图谱发布图书馆数据

提⾼图书馆资源的搜索引擎可⻅度

以W3C标准全⽹域呈现图书馆各类数据

通过整合融合和与其它数据互操作，使书⽬数据及其相关模型更有⽤

The Schema Bib Extend W3C Community group

OCLC’s experiments with SchemaBibEx and BIBFRAME

关注新模型如Linked Archive Model



如何使⽤知识图谱

分析⽹站发布的内容，选择合适的类型（⼈地时事），以schema.org规范格式发布

利⽤诸如schema-creator.org之类的⼯具

在Wikipedia、Wikidata、Sinopedia、KBpedia等⽹站上发布内容

在http://www.google.com/webmasters/tools/richsnippets上测试

http://schema.org


新编⽬：利⽤知识图谱描述、揭示、组织和计算知识

收集获取 加⼯组织 检索传递 分析预测

占有 处理 提供 服务

这些过程，其实就是计算机技术所追求的终极⽬标。
其中每个环节，没有⼈⼯智能⽆法应⽤的

⽬前相关技术还不够成熟和普及，并且还不具备⾜够的基础设施条件



艾斯维尔：机器学习⾃动进⾏图像标注

来⾃：Paul Allen’s Keynotes duiring DC-2016, Oct.13, 2016



艾斯维尔：机器学习以发现链接关系

来⾃：Paul Allen’s Keynotes duiring DC-2016, Oct.13, 2016





知识图谱的⾃动实现和应⽤技术：认知计算

• ⾃然语⾔处理、理解和服务：NER名称实体，主题提
取，⽂本标注，⾃动摘要，⾃动问答

• 图像处理：OCR、对象标注

• ⾳视频处理：⽂本化，映射
• 社会关系分析：实体属性标注
• 关联数据：服务整合、语义互操作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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