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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视频档案资源是利用视频记录技术留存社会活

动历史的档案资源，它们在信息完整记录、历史直观

再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然而，非结构化、

单元粒度大、语义识别难等特性也给视频档案资源

整合与利用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展开了相关探索和实

践。在国外，2009年Daisuke Kitayama等根据场景之

间的关系组织视频档案资源，以期为用户提供快捷

高效的视频检索服务[1]；2012年Tinne Tuytelaars试图

通过知识建模和监督学习的方式来解决声像档案资

源的概念组织与利用问题[2]；2016年Pintus M.等针对

手工制作元数据成本高的问题，设计了ACTIVE平台

系统，通过对人脸和说话人的自动识别来完成视听

资源的索引与组织工作[3]；2020年Martinez H.B.等利

用声像档案数据库来解决声像档案资源的组织与聚

合问题[4]；2021年Lamba J.等设计了一种新的音频—

视频解析(AVVP)任务方法来解决声像档案资源的描

述与组织问题[5]。在国内，2012年张晓江在分析电影

企业声像档案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声像档案

资源的整合策略[6]；2016年俞雯静等试图利用视频档

案摘要自动聚合来解决视频档案资源的整合问题[7]；

2019年张美芳从数字人文需求的角度研究了声像档

案信息资源的分层组织问题[8]，李宏明、李智彦利用

NAS技术探讨了微视频档案数字化组织与管理问

题[9]；2021年高建辉针对精准扶贫数码音视频档案的

组织与存储难题，设计了专题数据库来解决音视频

档案的组织管理与利用问题[10]。以上这些研究与探

索推动了视频档案资源组织与利用工作的开展，为

具体的视频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持。

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涉及视频档案资源深度

整合与精准利用等内容，在视频档案资源语义关联

与聚合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未探究的领域。鉴于此，

本文结合当前我国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工作面临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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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最小主题意义的视频档案资源单位——视频

单元为资源聚合对象，从多维关联的视角来探讨视

频档案资源的深度语义聚合问题，以期为视频档案

资源语义组织和精准服务工作提供支持。

1 当前我国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工作面临的主要

问题分析

深度聚合是视频档案资源能被有效且精准利用

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传统档案资源建设模式下，

视频档案资源内容及其关联关系等没有得到深入揭

示，资源组织与整合大多处在“粗放”与“封闭”状态，

给当前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工作造成诸多障碍。

1.1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粒度较大，难以全面揭示

其承载的活动内容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粒度大小是关系资源聚合精

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视频档案服务网站提供的结

果来看，目前服务部门对视频档案资源内容揭示与

要素描述多以视频文件为对象，描述的内容也大部

分停留在活动叙述的宏观层面上，未深入具体细

节。例如，上海音像资料馆网站上公布的珍贵党史

影像档案《1927—远东地区的华人组织，包含中国共

产党组织》[11]，虽然它由多个不同的镜头(场景)组成，

但仍以整个文件为单位进行描述，且可显示的描述

项只有标题，具体场景、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则

需要用户观看视频才有可能获悉。又如，中国国家

图书馆网站上公布的丘成桐先生讲座视频档案《数

学与人文》，也是以整个视频文件为描述粒度，其内

容描述要素只有“标题”“关键词”(“数学”“人文”)和
“内容摘要”[12]等项，要想了解某一具体内容只能从

头开始浏览。这种以整个视频文件为粒度的资源描

述，难以全面揭示其所承载的活动内容，建立在该基

础上的资源聚合往往也只能是粗粒度的聚合，难以

为用户提供详细的内容信息，更谈不上精准服务。

1.2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维度较少，难以满足不同

类型用户的利用诉求

一个聚合维度实际上就是视频档案资源的一个

聚合分面，对应的是某一具体层面的应用需求。视

频档案资源聚合维度越多，其应用的适应面就会越

广。然而，从目前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应用呈现情况

来看，视频档案资源聚合维度较少，与多元化用户利

用需求有较大的差距。大部分档案服务部门只是根

据部分形式特征或内容特征来提供简单的视频聚合

检索服务。例如，中国国家数字音像资料馆在其网

站“检索”板块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类型检索”“年代

检索”“特色专场”等聚合服务 [13]。这些应用虽然也

体现了聚合服务思想，但其聚合实现维度却较少，无

法满足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根据该网站提供的

服务功能来看，它只能从视频文件标题、形成年代或

粗略的主题类型如“历史”“人物”“军事”等为用户提

供浅层次的视频档案聚合检索服务，基本上没有从

视频档案资源所记录的时空、活动等维度来提供更

专业的服务，也没有考虑到版本、来源等方面的利用

需求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具体工作没有充分考虑

到视频档案资源及其利用的特殊性，思维仍囿于文

本型档案资源全文检索服务的建设范畴。显然，这

种简单的视频档案资源聚合服务是无法满足社会多

元化利用需求的。

1.3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方式单一，难以实现档案

知识服务目标

从本质上来看，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属档案知识

服务范畴，需要为用户提供深层次的视频档案知识

服务。然而，目前我国视频档案资源聚合服务形式

单一，绝大多数的视频档案服务系统以关键字或关

键词为检索标识，并按照布尔逻辑运算规则来完成

具体聚合检索任务。例如，香港电影资料馆网站“香

港电影检索”中的高级检索服务主要是提供以“片

名”“语别”“人物”等关键字为检索入口的“逻辑与”

检索服务[14]等。这种基于“逻辑与”的简单标签聚合

检索只能限定资源的检索范围，提升检索的字面匹

配度，却难以揭示视频档案资源之间各类关系，无法

提供智能推荐服务，更谈不上深层次的档案知识服

务。当然，这一现状同目前我国档案信息系统建设

目标定位以及知识管理技术在档案服务领域没有广

泛应用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目前这种语法信息层面

上的聚合，只能为用户提供简单的视频资源聚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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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或列表浏览等服务，难以揭示视频档案资源间的

内在逻辑关联关系，也不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资源

发现线索。

1.4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范围较小，难以体现视频

档案资源聚合的价值

视频档案资源是珍贵的社会信息资源，其价值

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利用中才能得以彰显。然而，在

保密、资源管理条块分割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视频

档案资源管理系统大多为独立、封闭的小系统，资源

聚合应用也大多限于具体的资源管理系统内部，聚

合范围较小，难以体现视频档案资源聚合价值。目

前聚合范围较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视频档

案资源与其他类型档案资源难以集成，跨媒体档

案资源集成服务大多处于探索阶段。虽然我国已制

定了相关标准如《录音录像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

(DA/T 63-2017)等，但是较少考虑与文本型等档案资

源之间语义互操作的问题，没有建立起共同遵循的

核心元数据描述规范。另外，在实践方面，视频档

案资源管理系统基本上是独立建设或建成相对独

立的模块，跨模态档案信息语义集成或聚合仍在探

索之中。二是视频档案资源与其他社会信息资源

也不兼容，跨系统资源聚合应用困难重重。虽然跨

系统的资源集成问题如 LAM馆藏资源的资源元数

据整合方案 [15]等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但国内仍未形成一套可用于操作的资源兼容描

述方案。显然，上述这些现状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

是不相适应的。

2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

聚合提出

从上述问题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视频档案

资源建设工作大多处于探索阶段，视频档案资源内

容没有得到有效揭示，资源组织与聚合工作也主要

停留在文本型档案资源建设层面，与档案知识服务、

精准化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等需求不相适应。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本文以最小独立主题意义的“视频单

元”为资源聚合对象，采用多维语义关联的方式来探

究视频档案资源的深度聚合问题。

2.1 视频单元界定

视频单元是指具体视频文件中记录边界清晰且

拥有独立主题意义的最小视频记录单位，具有主题

最小、记录完整、相对独立且结构关联等特性。[16]其

中，主题最小是指其记录的是某一最小范围时空的

活动内容，且涉及的活动内容不可再分或者不便于

再分；记录完整是指视频单元对某个活动记录是连

续的且边界是清晰的，全面记录了某一具体活动情

况；相对独立是具体单元记录具有独立的主题意义，

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描述对象进行加工和处

理；结构关联是指具体的视频单元在物理上与其相

关的视频资源之间存在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如视

频单元隶属于具体的视频文件或视频片段，关键帧

又隶属于具体的视频单元等。需要补充的是，本文

提出的“视频单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视频“镜头”，

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视频“镜头”，也可能是几个相

连镜头构成的视频片段。至于具体的视频单元是独

立的视频“镜头”还是几个相连镜头构成的视频片

段，完全取决于视频记录内容是否为一个不可分割

的最小独立意义的主题。

视频单元是根据视频文件内容合理解构而形成

的最小连续记录单位，它在促进视频资源深度开发

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在保留视频

文件时空记录连续等基本特性的同时，将大粒度的

视频文件分割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加工处理对象，

实现视频文件向结构化信息资源转化，为视频文件

内容揭示及计算机识别和处理创造了便利条件；另

一方面，它为视频文件加工处理提供了更多的描述

切入面，从细粒度层面来解析视频文件所承载的活

动内容，有利于视频文件内容的深度揭示和多维描

述工作的实现。

2.2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

联聚合含义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指在信息聚合理念 [17]指导下，以视频单元为资

源处理对象，在提取有效形式特征、内容特征、版权

特征 [18]的基础上，利用各类语义关联关系在不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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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建立关联链接，进而实现视频档案资源深度整

合，为视频档案资源集成服务、精准化服务、知识服

务、社会化服务等提供支持。具体而言，它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它是建立在细粒度层面上的视频档案资

源聚合。它需要根据视频档案资源记录的内容，将

原视频档案文件进行最小主题划分，形成相关独立

的“视频单元”，并从形式特征、内容特征和版权特征

三个维度来提取相关要素，为具体的视频档案资源

语义聚合提供基本的、细粒度的关联对象。

其二，它是基于多维语义关联链接的视频档案

资源聚合。多维语义关联链接是实现视频档案资源

深度聚合的根本保障，也是视频档案资源转化档案

知识资源的关键前提。它要求档案服务部门深入分

析视频档案资源记录特性，理顺视频档案资源间的

各类语义关联关系，如同一关系、隶属关系等，结合

关联链接实现的要求，选择恰当的关联技术方案，构

建视频档案多维语义关联数据网络，为不同利用目

的用户提供选择便利。

其三，它是面向知识利用需求的视频档案资源

聚合。为用户提供视频档案知识服务是基于视频单

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的根本目的之

一。无论是聚合要素的选择，还是聚合方式的确立，

均要求档案服务部门以视频档案知识利用需求实现

为根本导向。它不仅要为用户提供一般意义上的视

频档案资源集成检索服务，还要为用户提供建立在

语义关系推理基础上的、深层次的档案知识发现服

务等。

其四，它是符合开放兼容要求的视频档案资源

聚合。即视频档案资源聚合不仅要能在档案资源管

理系统内完成，还要考虑到跨媒介类型、跨平台系统

聚合实现的可能。它要求档案服务部门在保证视频

档案资源描述与组织的特殊要求时，还要借鉴和吸

收其他信息资源组织与聚合的优势，注意视频档案

资源与其他信息资源的语义互操作问题，以便视频

档案资源能被更广泛利用。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语义网时代面向知识利用需求的视频档案资源

组织与整合，是语义网技术在视频档案资源建设中

的具体应用。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语义关联关系将细

粒度的视频单元在不同维度上关联起来，构建集成

化的视频档案资源语义利用环境 [19]，以满足用户视

频档案利用的多元化、精准化、知识化需求，并与其

他信息资源融合提供接口，促进视频档案资源在更

广泛的范围内被利用。当前，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一方面，它从细粒度层面来揭示和聚合视频档案

资源内容，并注重资源间的关联关系，有利于推动视

频档案资源向档案知识资源转化，为视频档案知识服

务和精准化服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它是面向用

户需求的档案资源组织与整合，将用户需求引入具

体的资源描述与组织工作中，并按用户利用的要求

来描述和聚合视频档案资源，是对传统档案服务思

维的改造和颠覆，有助于档案服务部门确立以用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除此之外，它还要解决视频档

案资源同其他信息资源融合的问题，无疑会推动视

频档案资源聚合工作向标准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有

助于消除档案信息“孤岛”现象，让视频档案资源更

好地融入社会信息资源体系，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3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

聚合逻辑与实现框架

3.1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

联聚合逻辑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在视频单元划分基础上，对各视频单元进行特

征信息提取和语义标注，并依据关联关系在多个维

度上进行链接，进而根据利用需求来实现视频档案

资源有序组织和整合的过程。其聚合实现逻辑可以

划分为视频单元划分、特征要素提取、语义关系标

注、多维关联链接、语义聚合实现等阶段，具体如下

页图1所示。

第一阶段为视频单元划分。视频单元划分是视

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工作开展的起点。视

频单元划分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视频档案资源语义信

息提取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保障视频档案资源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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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实现的关键。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最小主

题原则将原视频档案文件解构为一个个相对独立且

关联的、微内容的视频颗粒。

第二阶段为特征要素提取。在视频单元划分的

基础上，根据用户利用要求和行为习惯等提取视频

单元的各类特征信息，如题名、著者、关键词、日期、

存储位置、利用权限等。其目的是将视频档案资源

在细粒度层面进行结构化描述，赋予视频单元语义

信息，形成计算机便于识别和理解的信息资源。

第三阶段为语义关系标注。此阶段主要是在视

频档案领域本体模型的指导下，对划分的每个视频

单元进行语义描述，赋予其语义关系，并建立相关链

接，将视频档案资源转化为具有语义关联链接意义

的档案知识资源。在具体操作上，档案服务部门可

以利用RDF三元组描述框架对具体视频单元进行语

义关系描述，并赋予唯一的URI标识符，形成RDF数

据格式文件并存储。

第四阶段为多维关联链接。在语义关系标注的

基础上，利用关联实现技术对需要关联的对象在多

个维度上(如时间、地点、主体、活动、方式、背景等)进
行链接处理，形成视频档案关联数据网络。在这一

数据网络中，每个节点对应一个视频单元，而每个视

频单元通过各类特征要素和关联关系与相关视频单

元相连。用户接入数据网络后，就可以从任何一个

节点出发，利用关联关系查找到相关联的视频档案

资源。在实践上，档案服务部门可以利用关联数据

(Linked Data)发布技术和规则将视频档案发布成关

联数据，实现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链接。

第五阶段为语义聚合实现。在具体应用时，聚

合实现系统可以根据聚合主题或用户利用需求，在

语义关联关系如同一性关系、隶属关系等支持下，抓

取视频档案关联数据网络中的相关数据资源，并进

行语义映射、整合以及推理等操作，实现聚合结果的

分类、排序和可视化展示等，最终完成视频档案资源

语义聚合任务。

从逻辑实现上来看，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

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是根据最小主题原则对原始

视频档案文件进行解构，并提取相关特征信息和关

联关系，再根据领域本体和语义网技术如 RDF、
Linked Data等对其进行语义标注和链接，形成多维

关联的视频档案资源数据网络，最大限度地对非结

构化的视频档案资源进行了结构化组织，以满足社

会多样化、精准化和有序化 [20]的视频档案资源利用

需求。

3.2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

联聚合实现框架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语义网时代视频档案资源建设的新领域，其实

现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需要档案服务部门合理

规划，构建具体实现框架。根据图1的逻辑关系，具

体聚合实现框架从下向上可分为预处理层、语义描

述层、多维链接层、聚合实现层、服务应用层，具体如

图2[21]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

源语义关联聚合是一个多层级协同配合任务系统。

其中，“预处理层”对应的是“视频单元划分”逻辑阶

图1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逻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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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它是在最小主题原则指导下将原视频档案文件

划分为视频单元，并在视频单元与视频文件之间建

立可靠的关联对应关系，确保其利用时能精准地关

联到所需要的视频档案资源内容。“语义描述层”对

应的是“特征要素提取”和“语义关系标注”两个逻辑

阶段，其任务是利用“视频档案资源特征提取模板”

对划分好的视频单元进行多维特征信息提取，在“视

频档案领域本体”的指导下，将视频单元所蕴含的信

息(标识、属性和关联关系)尽可能地表述出来，进而

利用RDF框架对其进行语义关系标注，形成RD格式

的“资源”，并对形成的RDF语义关系进行存储。具

体操作上档案服务部门可以对视频单元的内容特

征、形式特征、版权特征及语义关联等信息进行概念

映射，利用RDF描述框架将其描述成一个由主谓宾

结构来表示的三元组，并生成命名图，赋予其唯一

的、可识别的资源标识符(URI)。[22]“多维链接层”与

“多维关联链接”逻辑阶段对应，其任务是利用RDF
文件的逻辑结构在视频单元对象各类数据间建立多

维关联关系，形成“视频档案数据关联网络”，确保用

户访问某一URI时可通过大量的RDF链接发现更多

潜在的相关URI，发现更多的视频档案资源或其他

信息资源等。在实践操作上，RDF链接可采用同一

性链接、关系链接和词汇链接等方式来实现。 [23] [24]

“聚合实现层”是视频档案资源语义关联聚合的关

图2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实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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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承担“语义聚合实现”逻辑阶段的功能，该层的任

务是根据应用请求，从“视频档案数据关联网络”中

搜索和抓取相关档案资源数据，并通过数据映射机

制消除它们之间的不一致与语义表述歧义等问题，

进行数据整合，并在语义推理的基础上，完成视频档

案知识资源聚合与结果处理等任务。本层的重点是

要解决档案资源数据的映射与语义推理等问题。其

中，在映射方面，它主要解决待匹配概念、属性、实例

和关系之间的关联问题。 [25]目前映射方式方法较

多，在具体操作中档案服务部门可以采用数据映射

方式 [26]来解决具体映射问题。在语义推理方面，实

际上是利用视频档案资源中的各类关联关系如同一

性关系、隶属性关系、相关性关系和间接性关系等，

依据相关方法如分类法、主题法、聚类法等和语义推

理工具如推理机 [27] [28]等，来实现档案资源的深度挖

掘。通过语义推理，对视频档案资源数据进行解析

和实体识别，最终完成视频档案资源的聚合任务。

“服务应用层”是视频档案资源语义关联聚合的应用

接口，其任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满足用户

需求提供视频档案资源聚合支持及其他服务。该层

根据客户端的要求来响应和发送相对应的格式文

件，如支持用户利用 SPARQL语言来检索RDF数据

库，或者进行具体的html浏览、关联数据浏览、下载、

评论等 [29]，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对视频

档案资源语义关联组织体系进行检测与维护。通过

“管理”入口，定期或不定期对视频档案资源数据及

关联链接等进行检查和维护，为视频档案资源语义

关联聚合提供保障。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实现框架的核心思想是在视频单元合理划分的基

础上，对其进行多维语义信息提取和标注，并在它们

之间建立起各类关联链接，在细粒度层面实现视频

档案资源深度语义聚合，是“面向资源架构”(ROA)理
论[30][31]在视频档案资源组织中的具体应用，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利用现代语义网技术构建

基于Web的视频档案知识资源共享体系，符合现代

用户利用行为习惯，能有效地提升视频档案资源社

会利用率，并促进档案服务向知识服务方向发展；另

一方面，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

联聚合是一种动态的聚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访问

请求，动态地构建档案知识关联组织与聚合体系，以

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利用需求。

4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

聚合保障机制

4.1 做好视频档案资源内容解析与特征提取工作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建立在视频档案资源内容合理解析与特征有效

提取基础之上的细粒度资源聚合。在视频档案资源

内容解析与特征提取方面，除了合理划分视频单元

外，档案服务部门还需要做好下列基础性工作：

其一，构建合理的视频档案资源解析与描述框

架。视频档案资源解析与描述是将非线性视频档案

资源转化为结构化档案知识资源的关键。当前，构

建视频档案资源解析与描述框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视频档案资源描述框架与

其他档案资源描述结构的互理解问题，构建基于核

心特征要素的通用描述框架，为跨媒体档案资源聚

合奠定基础。二是要注意构建的描述框架能继承已

有的档案信息化成果。在三十多年的档案信息化工

作中，我国档案工作领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视频档

案数据等，现设计的视频档案资源解析与描述框架

要能较为顺利地完成这些数据的映射与结构转换工

作，避免资源浪费。三是要注意视频档案资源与其

他社会信息资源的聚合实现问题。即设计的视频档

案资源解析与描述框架要与其他信息资源描述框架

如DC、CDWA、VRA、EAD等有交互的接口和兼容的

可行性，以促进视频档案资源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应用。四是要根据用户利用需求和行为习惯等来选

择和确定视频档案资源特征提取要素，避免提取的

特征没有聚合价值，为后续的基于用户利用需求的

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应用打好基础。

其二，建立科学的视频档案资源特征提取与增

补机制。视频档案资源特征提取是一项工作量较大

且多环节协同完成的工作，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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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机制给予保障。一是要明确各环节的责任分

工。按视频档案资源形成过程与具体要求，事先明

确摄录者、编辑者、归档者等的特征提取任务和提取

要求，并做好归档检查工作，确保视频档案资源特征

提取任务的规范与协同完成。二是要在利用中不断

增补和完善相关特征要素。具体的视频档案资源特

征提取工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

憾。针对这一问题，档案服务部门可以借鉴社会化

标签 [32]的做法，允许用户在视频档案资源利用中根

据其利用习惯或理解来增补用户标签，并定期对这

些标签进行审核，将合格的用户标签纳入视频档案

资源特征数据库保存，为后续的语义聚合工作提供

更多的特征数据支持。

4.2 不断优化视频档案资源间的各类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是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实现的基础和关

键，其目的是利用视频单元间的各类联系将视频档

案资源关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关联、多维度、多

层次、立体化的档案知识资源网络。[33]然而，这一切

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各类关联关系明晰的基础之上

的。为此，需要档案服务部门理顺视频档案资源间

的各类关联关系。

一是要理顺物理关联关系。资源间的物理关联

关系是最底层的关联关系，是语义关联关系得以应

用、视频档案资源能够精准调用的基础。具体来讲，

一是要理顺视频单元同视频文件、视频片段和关键

帧之间的物理关联关系。从视频文件划分的粒度层

级上来看，视频文件、视频片段、视频单元和关键帧

是一种隶属与被隶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具

体的视频单元描述和关系标注工作中，要明确标明

视频单元与视频文件、视频片段、关键帧之间的物理

关联关系，以体现视频档案资源描述层次的关联性，

为后续的视频档案资源精准调用奠定基础。二是要

理顺视频单元相互间的物理关联关系。例如，它们

是否隶属同一视频文件或视频片段，如隶属同一视

频文件，它们在记录时间上的顺序又是什么，等等。

通过理顺这些物理关联关系，并进行明确的标注，为

视频档案资源语义关联实现及聚合结果呈现提供稳

定、可靠的物理支持。

二是要优化语义关联关系。视频档案资源间的

语义关联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于视频档案资源之间

的某种性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

的，既可以是多维的也可以是单一的。为了保障视

频档案资源多维关联语义聚合的实现，档案服务部

门可以将这些语义关系优化合并为以下类型[34]：其
一是同一性关系。同一性关系即相同性或相似性关

系，是指视频档案资源在其描述要素如内容特征、形

式特征、属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同或相似

的一种联系。其二是隶属性关系。隶属性关系也可

以理解为总分关系，它体现的是视频档案资源之间

的纵向关联关系，主要是用来反映视频档案资源整

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三是相关性关

系。相关性关系是指资源间相互影响、渗透、依存、

制约等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档案服务部门可以

借助“FrameNet”框架来完成该操作，可以将视频档

案资源之间的相关语义关系明确描述为继承关系、

总分关系、先后关系、因果关系、应用关系和参照关

系等类型。[35]其四是间接性关系。间接性关系是指

数字档案资源之间存在的某种不太明显但事实上又

客观存在的隐性联系。这种间接性关系往往是隐性

的，需要通过聚类分析、知识库等语义推理技术和复

杂的分析过程来挖掘和鉴别。

4.3 建立稳定与可信的关联链接维护机制

稳定与可信的关联链接是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

义关联聚合实现的保障。然而，随着档案资源体系

建设的推进，如添加新的视频档案资源、增补新的特

征要素以及关联关系的更新等，时不时会引发一些

链接无效或链接不精确的问题，给具体聚合工作带

来麻烦。为此，在具体工作中，档案服务部门还要构

建一套稳定、可靠的关联链接维护机制 [36]以确保其

关联聚合的实现。

其一是链接变动监测。链接变动监测是发现关

联异常的重要手段。目前一般的信息系统都会配备

链接异常监测功能模块来监测并获取链接变动的内

容，如链接对象是否发生了修改、链接是否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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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具体实现层面上，链接变动监测应明确以下内

容：一是明确变动监测的范围。它主要是对链接的对

象(不同粒度视频档案资源及其特征要素)和链接自身

的变动情况进行监测。二是选择合适的变动监测频

率。在实践工作中，考虑到监测成本及执行的可行

性，档案服务部门可以根据利用频率或利用要求来确

定变动监测频率。利用频率较高或用户利用精准度

要求高的可以采用高频率的监测方式(如实时监测等)
进行变动监测，反之则可以采用定期监测的方式(如
三天或一周监测一次等)来完成具体监测任务。

其二是链接变动描述。链接变动发生后，系统

将这些变动及时反馈给管理端，则需要对其进行规

范描述，以便确定变动的性质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为后续维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具体描述可分为链

接对象变动描述和链接自身变动描述两个方面。其

中，链接对象变动描述主要是规范表述不同粒度视

频档案资源及其特征要素是否存在增加、删除、修改

等情况；链接自身变动描述主要是反馈链接是否存

在移除、错位、添加等情况。

其三是链接变动通知。链接变动通知就是给系

统管理端发出链接变动警示，为链接维护工作提供

变动描述信息。目前该项工作可以依赖变动通知协

议和协议传播模式来完成。具体的视频档案资源聚

合系统可以采用成熟的协议如Atom、OAI-PMH等和

Push、Pull相结合的传播模式[37]来完成视频档案资源

链接变动的通知任务。

其四是链接审核与维护。视频档案资源聚合系

统收到链接变动通知后，需要对其进行审核。如果

链接变动属正常或优化的范畴，如添加新的视频特

征要素、修正不规范的描述项等，则直接审核通过，

消除警示信息；如果链接变动属异常情况，如视频特

征信息出现误删除、链接丢失、链接错位等，则需

要一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维护，对误删的信息、

链接等进行恢复，对链接错位或错误链接等进行更

正，确保链接对象和链接关系重新有效。

4.4 尽快推进视频档案资源语义聚合应用服务

基于视频单元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

合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

修正。在现阶段，加快其应用推进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档案服务部门需要做好下列工作：

其一，搭建视频档案语义聚合应用平台。应用

平台是视频档案资源语义聚合系统与用户交互的

接口，其性能会直接关系到应用推进的效果。鉴于

目前档案服务工作实际，档案服务部门在应用平台

搭建方面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档案信息

服务网站等的优化工作。档案服务部门宜在现有

档案信息服务网站或其他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优化

视频档案服务接口，从解决用户问题的角度来重新

设计视频档案服务功能及交互界面，为用户提供更

专业的、高质量的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利用服务。二

是微服务平台如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的建设工

作。移动互联的网络环境不仅改变了用户利用信

息的行为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它已营造了新型的用

户生态圈。档案服务部门除了加强档案信息服务

网站的建设外，还要注意这些变化，积极融入微服

务环境，将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应用植入微服务平

台，为用户提供方便接入的、场景化的移动视频档

案服务。

其二，提供特色或专门的视频档案聚合内容。

档案资源的最大特色是其唯一性、地方性或行业性

等。在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应用推进方面，档案服务

部门需要加强服务内容建设，为用户提供独一无二

的视频档案服务或聚合服务，以吸引更多的用户来

体验和利用视频档案资源及其语义聚合功能。在这

一方面，档案服务部门可以从经济建设、文旅融合、

地方文化品牌建设以及社会重大活动宣传等方面切

入，通过专题视频档案展览、视频档案编研以及视频

档案再创作等形式，将分散在不同系统或不同区域

的视频档案资源按聚合要求集中起来，为社会提供

高质量且富有特色的视频档案聚合服务。

其三，加强与用户的交流互动。基于视频单元

的视频档案资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是一项探索性的

工作，用户是否满意是衡量该工作成效的核心标

准。档案服务部门在应用推进工作中，要及时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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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互动，有效回应用户诉求，不断改善用户视频档案

资源利用体验。具体操作方面，档案服务部门可以

借鉴其他行业服务的做法，一是为用户提供多途径

交流沟通渠道如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让不同偏

好的用户有自由选择交流沟通的机会；二是明确交

流沟通回复的时限和形式，让用户反馈能得到及时

有效回应，增强用户利用视频档案资源的“黏合

度”。通过加强与用户的交流互动，让用户参与视频

档案资源建设与利用工作，为视频档案资源聚合应

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其四，做好宣传和利用培训工作。视频档案资

源多维语义关联聚合服务是一项创新性的服务工

作，它能为用户带来什么益处，系统又要如何使用，

需要档案服务部门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在宣传方

面，档案服务部门除了在档案工作传播渠道如档案

信息网站、微信公众号、报刊等进行相关宣传外，还

可以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合作，借助它

们平台用户数量大的优势，向社会各界积极传播这

一服务内容，激发潜在用户视频档案利用需求。在

培训方面，档案服务部门可以采用在线微课程、应用

案例、利用指南或在线实时指导等形式对用户进行

操作培训，减少视频档案资源语义聚合应用障碍，激

发用户利用或再利用视频档案资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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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deo Archives Resources Based on Video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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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ne-grained semantic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of video archive resources is the basis for the accu⁃
racy and knowledge of video archive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aggregation of
video archive resources in China, the author i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 associa⁃
tion aggregation of video archive resources based on video uni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video unit, meaning and imple⁃
mentation logic of 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of video archive resources based on video unit,
and designs the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feature extraction, semantic relationship optimization,
link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application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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