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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介绍了超文本 /超媒体技术的标难化的意义
、

内容
、

表示及管理超文本和多媒体文档的国际标准 H y
-

T im e 。

关键词 超文本 超媒体 标准化 互换格式 H y iT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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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第一次国际超文本研讨会 ( 1 9 8 7) 上就有人

提出了超文本的标准化问题
。

超媒体标准必须在超媒体完全有用之前就已经

形成
。

但是
,

只有在完全懂得超媒体的使用方法之后

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标准
。

只有通过具体应用才能弄

清对超媒体的需求
。

但是
,

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超媒体

的功能需求之前
,

用户就需要使用功能强大的
、

灵活

的超媒体系统
。

矛盾伴随着超媒体技术的发展
.

2 为什么要标准化

每种计算机都具有 自己的通讯与信息管理能力
。

大多数超媒体系统又往往依赖于各种计算机的特定

环境
。

要打开信息共享的大门
,

以信息损失最少为条

件
,

顺畅有效地把信息及控制从一个超媒体系统转移

到另一个系统
,

就需要各种超媒体系统之间有某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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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遵守的协议
,

这就是标准
.

如果超媒体系统是运行在分布式
、

异种机网络环

境下
,

超媒体技术将不同人
、

不同地点
、

不同时间以

不同方式建立的多媒体信息 (图形
、

图像
、

视频
、

动

画
、

音频等 ) 组合起来
,

这时
,

标准化工作就更显得

必要和合理
。

此外
,

超媒体应用系统中的宝贵信息不应该仅仅

在短时期内使用
,

还应该在几十年后甚至更长时 间里

为人们共享
。

那就要求不论软硬环境如何变化
,

若干

年后超媒体应用信息都可读
、

可理解
、

可使用
。

异步

标准化将在这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3 标准 ?( ) 定义及组成

自超媒体产生到现在
,

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多种多

样的
。

例如把它理解为
:

·

非线性文档
·

文件或节点间的跳转
·

文件或节点内的跳转
·

高亮显示与其定义相连的
“

热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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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字
”
链接数据库

·

非线性小说或诗歌
·

工作进程注释链接器
·

多媒体链接器
·

快速访间与用户能力无关的知识

至今还没有超媒体的统一标准定义
。

不过
,

有一

点是公认的
,

那就是它的本质是非线性
,

它强调用户

自由
。

无论如何
,

我们可以把超文本 /超媒体描述为

存储
、

组织
、

浏览离散信息以及建立和表示信息之间

关系的技术
。

现在的超媒体系统
,

包括许多方法
,

都在不断变

化
。

但在超媒体的组成上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
,

那就

是超媒体是由链连接的节点
,

组成的网络信息系统
。

节点能容纳正文
、

音频
、

视频
、

动画
、

图形
、

图像
、

源程序
、

表格
、

目标程序及其它类型数据
。

当然
,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获得统一的看法
。

例如
,

节点是否可以脱离链而独立存在 ?节点是否唯一地由

每个特定应用的链集连接 ? 是否允许链有属性 ? 链只

能连接一个节点吗 ? 如果一个节点被删除了
,

链也消

失吗 ?如果一条链正等待动态地连接满足特定要求的

新节点时
,

是否还允许跟旧节点相连 ?

节点和链的这些 问题会影响知识的表达
。

超媒体

技术的目的在于管理信息和信息之间的关 系
,

因此
,

它对知识表达的格式有一定的要求
。

最佳的表示格式

取决于信息的类型和使用它的应用系统
。

未来的超媒

体系统必须足够灵活
,

以支持各种表示格式
。

用的参考模型共享大多数属性
,

它应该尽可能包含各

种可能的因素
,

并且应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硬件
、

软

件及 网络
。

超媒体涉及不同类型的数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

由于复杂的连接结构和多种媒体类型
,

所以需要有详

尽明了的数据表示标准
。

丰富而灵活的标准对超媒体

作者在交流和建立应用方面很有价值
。

超媒体应用可

能是唯一地影响当前的以及发展中的数据对象的表

示标准
。

数据表示标准应该能满足并容纳已经存在的数

据标准
,

还要易于拓展
。

标准界面涉及的问题包括两方面
:

连接节点和浏

览信息的操作
。

4 需要哪些标准

讨论标准化
,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确定超媒体哪

些方面需要标准
,

哪些方面最好保持各 自独立
。

这种

确定应该是以一个系统的功能模型作为基础的
。

该模

型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意想不到的技术发

展
。

下面是两种超媒体的特别情形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工作站上运行一个独立的超媒体应用
;
在第二种情况

下
,

运行一个共享的超媒体应用
,

它可以通过宽带网

与其它应用进行通讯
,

并且具有通向分布式数据库的

信息通道
。

毫无疑问
,

在这两种情况下
,

涉及信息共

享方面的标准是不同的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标准必须

保证应用系统在许多 目前 的和将来的环境 中的兼容

性
。

在第二种情况下
,

标准必须保证作者
、

用户和机

器之间的完全的信息共享
。

标准化工作涉及三个方面
。

第一是独立 的超媒体

环境 ;
第二是数据对象的表示

;
第三

,

也是许多专家

认为至关重要的方面
:

人机接 口
。

支持超媒体标准 的参考模型应该与许 多其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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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步及异步标准

标准可以看作是在同步和异步两维空间 内起作

用
。

同步标准使超媒体系统可以在任何相同时刻相互

交换和共享信息
。

同步标准在某个范围内是可行的
,

并且是关键的第一步
。

而异步的延续性才是制定标准

的重点
。

也就是说
,

同一个超媒体系统必须现在能用
,

若干年后仍旧能用
。

事实上
,

满足当前超媒体系统的

任何超媒体数据库在将来都可能不复存在
。

同步标准

给我们提供的是建立真正异步标准的经验和知识
。

如

果幸运的话
,

同步标准将不间断地发展成异步标准
。

对许多领域
,

同步 比异步的延续性更重要
。

例如
,

1 9 7 0 年的一篇论述穿孔卡片新技术的论文
,

对今天

的工程师而言没有多大吸引力
。

也许有一天科学历史

学家想研究这种技术
,

但是
,

我们不能保留每一件东

西
。

在这样的领域
,

必须丢弃过时的信息
。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只在五或十年 内有价值的话
,

他就不会太介意把这些思想放入 同样生命短暂的一

个超媒体 系统里
。

生命短暂的系统对某些人 (例如书

商 )而言是理想的
,

因为它们可以冲击 旧教科书市场
,

使学生不得不经常买新的电子教科书
。

然而
,

真正的出版意味着出版物将成为无限期的

公开记录
,

而不是只公开几年
。

没有哪个学者能化费

时间去建立不能使用 30 年以上时间的文档
。

例如
,

在

中非或拉丁美洲工作的人类学家
,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研究问题
,

他们自己 的结论可能很快会过时
。

但是他

们还是描述了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的人种
。

他们发表

的人种论也许是我们对那些社会的最好的 (也许是我

们唯一的 ) 记录
。

这些必须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

的永久资料
。

我们正在不断地为我们的世界增加最基

本的记录
。

这种记录必须永久保存
。

标准如果不能满足科研对书库的严格要求
,

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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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能是个不完善的临时代用品
。

最坏的情况下
,

它

将是引起毁灭的流沙
,

使后人对超媒体不信任
。

·

超媒体系统具有惊人的潜力
,

而且可能最终导致

研究方法的革命
。

但是
,

在它具有异步延续性之前不

可能具有这种影响
。

一个当前在 10 个系统上运行的

具有同步延续性的数据库
,

如果 10 年后没有系统能

运行它
,

那么它对于学者没多少用处
。

总而言之
,

超媒体技术需要 同步标准
,

也需要异

步标准
,

而且异步标准更重要
。

6 数据互换格式建议

现在的各种类型超媒体系统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

第一类超媒体系统管理的数据有
:

文档
、

文档内

的锚
、

锚之间的链以及与文档
、

锚
、

链相关的标准属

性
,

象名称
、

建立的时间
、

文档的作者
、

锚的作者
、

链的作者等等
。

当前的大多数超媒体系统至少是第一

类系统
。

第二类超媒体系统除了管理第一类系统的所有

数据之外
,

还管理如下信息
:

用户定义的对象和类型
、

用 户定义的属性和关键字
、

文档
、

锚
、

链
、

属性的版

本历史
。

所有超媒体系统都需要 以某种形式存储系统中

的链数据
。

必须设计一种可以移植的互换格式以便支

持相互链接的超媒体数据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交流
。

布朗大学提出一种互换格式
。
〔’ 〕这种互换格式包

括了第一类超媒体系统中基本的链相关信息
。

任何理

解这种互换格式的应用系统都可 以捕抓现有超媒体

系统的链信息
。

这种互换格式连同转换和传输文档数

据 的方法一起
,

可 以使超媒体系统之间完全地共享信

这种互换格式对在相似的第一类超媒体 系统之

间传输数据是很有用的
,

对把第一类系统信息传送到

第二类系统
,

或者从第二类 系统传入第一类系统也是

有用的
。

从第一类到第二类
,

需要补充第二类所需的

额外信息
。

从第二类到第一类
,

则可以忽略第二类的

额外信息
。

互换格式并不涉及文档本身的格式
。

以下略为详

尽地介绍这种格式
。

.6 1 基本对象

大多数超媒体 系统涉及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
,

所用的对象名可能不同
。

第一类超媒体系统管理文

档
、

锚
、

链和系统属性
。

数据对象存在数据库中
。

在

互换格式中
,

每种数据对象对应于一个独立的数据文

件
。

.6 L I 文档

l 8

文档用于存放应用系统的信息
。

它 由两部分组

成
,

一部分是应用系统的实际内容
,

另一部分是浏览

应用系统所必须的信息
。

实际内容可以是正文
、

图形
、

视频
、

音频等
。

.6 L Z 锚

锚是文档中的位置
。

链与锚相连
。

锚是应用系统

特有的
,

它是浏览应用系统的辅助标记
。

.6 L 3 链

链用于连接锚
。

链是有向的
,

从源锚连向目标锚
。

.6 L 4 系统属性

属性是 由系统预先定义的
,

它与文档
、

锚
、

链有

关
。

对第一类超媒体 系统
,

属性由名字
、

作者
、

建立

时间组成
。

` L S 用户自定义属性

用户自定义属性也与文档
、

锚
、

链有关
。

它们前

以增强超媒体信息处理和检索的灵活性
。

.6 2 数据文件结构

与互换格式有关的文件包括 5个信息文件和 若

干文档文件
。

5 个信息文件分别记录有关链相关对象

信息
。

每个文档对应一个文档文件
。

.6 .2 1 文档信息文件

文档信息文件包含涉及所有超媒体文档的通用

信息
。

这些信息帮助应用系统获取文档的物理位置和

与文档相关的用户自定义访问权限
,

检索文档的作者

和对文档作最后一次修改的相关信息
。

文件中的唯一

的文档标识符使应用系统可以访问锚文件中的锚信

息
。

.6 .2 2 锚文件

锚文件中存放了有关所有文档中所有锚的信息
。

通过这些信息应用系统可以知道锚的位置
、

作者
、

最

后一次修改情况等等
。

唯一的锚标识符可 以用于访问

链文件中的链信息
。

.6 .2 3 链文件

链文件包含了有关所有锚之间链的信息
。

这些信

息用于为用户导航
。

链文件还包含有关链作者和最后

一次修改链的情况
。

链名和唯一链标识符用于与其它

文件保持一致以及适应未来的功能扩展
。

.6 .2 4 属性定义文件

顾名 思义属性定义文件包含定 义系统 中使用 的

属性的信息
。

系统预定义属性
,

象名字
、

作者
、

建立

时间等
,

不在这个文件中定义
。

.6 .2 5 属性文件

属性文件记录哪个对象具有 哪些属性以及这些

属性的值
。

.6 .2 6 文档文件

G
u a n g x i S e ie n e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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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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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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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档 文件 的格式是由它的 内容以 及使用它

的应用系统的需求决定的
。

系统之间对这些信息的交

流不属于互换格式涉及的范围
。

然而
,

上述 5 个链相

关文件的某些字段
,

间接地依赖于文档文件的存在
、

系统属性及文档 内容
。

这些在系统实施中有用
。

.6 3 系统实施

下面从数据格式化和字段 定义的角度介绍互换

格式
。

.6 .3 1 数据格式化

为了使数据互换尽可能直接了当
,

就必须让要交

换的数据的格式简单
。

数据值都以一般的 A S lC l 格式保存
,

使之易读
、

易修改
、

易移植
。

文件中每个数据记录以 回车换行符分隔
。

记录中

每个数据字段 以标记符 T ab 定界
。

为避免冲突
,

在文

档和路径名中不允许用标记字符 T a b
。

数据值或是字符 串
,

或是数字
。

字符串长度任意
,

数值以 4 字节表示
。

十进制 A S lC l 数字对应于 32 位

无符号长字
。

表示时 间的所有数值 以 U in x
的 G M T 格式存

放
。

G M T 格式 以 1 9 7 0 年 1 月 l 日午夜以来的
“

嘀

嗒
”

数来表示时间
。

一年大约 3 1 50 万
“

嘀嗒
” 。

预定义的系统属性值通过实用程序 E xP or t 取 自

操作系统
。

这些属性包括建立的时间
、

修改的时间 飞

作者
、

修改者和名称
。

因为某些应用系统可能需要一些没在互换格式

中特别标识的数据
,

为这个 目的
,

专门设置了一些字

段
。

为给予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

这些字段里的数据以

字符电格式任意地存贮
。

如果要在其它应用系统中使

用这些数据
,

就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
。

.6 .3 2 地点标识

每个记录的第一个字段有一个地点专用 ID
。

这

个值由两部分组成
。

一个是每个地点 (或机器 ) 的唯

一编号 (以互换格式表示 )
。

第二个是数据转移涉及

的数据库的编号
。

这个编号对每个地点而言是唯一

的
。

地点 ID 和对象本身唯一的 I D 组合在一起就保证

了在不同地点之间进行数据交流时能永久地保持对

象标识的一致性
。

7 信息表示与管理标准

在讨论信息表示与管理标准之前
,

让我们先了解

一下一般超媒体的功能结构
。

当前的多数超媒体系统的功能都可 以用三类操

作来描述
:

·

聚合 ( ag gr e ga it o
n) 操作

:

把节点和链聚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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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对象
·

导航 ( n a v iga it o n) 操作
:

允许用户在超媒体中

浏览
·

表现 (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操作

:

显示或打印超媒

体信息

在把数据从一个超媒体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

时
,

有些信息应该被保留
。

以上三类操作都使用或建

立这些信息
。

这一点最容易从聚合操作中看出
。

在聚

合操作下
,

对超媒体的永久结构进行改变
。

然而
,

聚

合对象的结构和语义
,

一个系统与一个系统不同
。

有

些系统提供多种聚合对象
。

从这样的系统转移信息除

了要涉及到包含在聚合对象内的信息外
,

还要描述可

能存在的各种聚合对象
。

把用户从一个节点带到另一个节点的导航操作

符通常比较短命
,

对超媒体没有持续的影响
。

然而
,

某些系统提供的导游机制应该在转换中予以保留
。

由

于这些信息在一段重要时期内对许多用户可能是有

用的
。

要求用户在浏览某些特定节点前必须要看一个

特殊节点的限制属干这类范畴
。

表现类操作符也使用在交换时应保留的信息
。

这

些操作符或许比前两类更依赖系统
.

节点
、

链和聚合

对象可能具有一些属性
,

这些属性说明如何显示这些

对象
。

比如
,

正文节点可能有这样的属性
,

它指出正

文是按 A S lC l 码显示
,

还是通过 P os t cs ir tP 解释器显

示
。

假定这三种操作符涉及的都是有价值的信息
,

问
’

题是以什么格式编码适于数据交换
。

如果只有少量聚

合操作
,

并且结构和语义都是已知的
,

每一种都带有

属性
,

用于说明如何执行导航以及如何表现信息
,

那

么就可以为每一种聚合操作公布标准编码
。

然而
,

这

是不可能的
,

因为现有的系统没有足够的共同性
。

不

同系统支持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聚合
,

不同系统可

能支持
,

也可能不支持节点同时存在于不同的非嵌套

的聚合体中
。

由于聚合的扩展性
,

就需要有一种处理超文本交

换的双层法
。

第一步是建立描述语法
。

用这种语法去

描述超文本中出现的聚合结构
,

包括聚合体是否以 及

如何相互关联
,

是顺序的
、

嵌套的还是别的什么
。

在

语法描述中还应该包括与特定的聚合体相关的导航

和表现属性
。

这样
,

就可以为每一种不 同的聚合操作

符准备编码
,

也可以相应地对超文本的文档编码
。

然

后
,

就可以对这些聚合描述和编码超文本本身进行转

移
。

到达另一个系统后
,

接收系统就需要决定如何在

本系统中实现语法描述中出现的聚合类
,

其中包括导

航和表现属性
。

一旦完成这步工作
,

接收系统就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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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容易地将被编码的超文本文档放入 自己的系统
。

把聚合类描述和被编 码的超文本文档组合在一

起 的思想
,

对 国际 标准 文档类 型 描述语 言 S G M L

( S t a n d a r d G e n e r a liz e d M a r k
一 u p I

J a n g u a
g e 标 准通 用

置标语言 ) 的用户来说似乎相当耳熟
。

它的确与文档

处理的其它领域的现有技术十分相像
,

但是有一个重

要的区别
。

聚合结构及其导航
、

表示属性可以用语法

表达
。

用同样的方法
,

S G M I
J

文档类型定义描述文档

的元素和它们的属性
。

语法描述和被编码的超 文本

可以依次地转移到其它系统
,

就象 S G M I
J

D T D 可以

在文档置 标之前传送 一样
。

事实上
,

由于多种原因
,

S G M I
,

已经适合于超文

本的数据交换
。

S G M I
J

允许定义聚合元素
,

这些聚合

元素可以以复杂方式相互关联
,

包括顺序
、

嵌套和履

盖
。

S G M I
』

元素可以有各种属性
,

适合于导航和表现

信息的需要
。

然而
,

现行超文本系统中的聚合结构的

变种无法为交换数据设计文档类型定义的标准集
。

象

在传统出版系统里一样
,

超文本 没有公共 文档类型

集
。

这就导致了在超文本交换过程中的一个不必要的

步骤
:

处理新到达的超文本之前
,

接收系统需要决定

如何实现一个给定的聚合类
。

对具有不同聚合结构的

系统而言
,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任务
。

上面概括了在超 文本交换 中应保留的长期有用

信息的特性
。

核心思想是在转移超文本之前先用语法

描述超文本 中使用的聚合类及相关导航
、

表现属性
。

S G M I
J

恰恰提供将描述和文档转移组合起来所需要

的功能
,

所 以 S G M I
J

可 以作为超文本交换的工具
。

H y T im e ( H y p e r m e d ia / T im e 一 b a s e d S t r u e t u r i n g

L an gu ag e ) 1 9 9 2 年成为表示超文本和多媒体文档结

构的国际标准
。

H y iT m
e

是对 S G M I
』

的语义扩充集
。

H y iT m e 适用干在 当前 乃至未来表示 和管理信息对

象
。

这些信息对象组成许多不同的复 杂文档
,

而文档

可能分布在许多计算机系统里
,

而且也可以由多个主

人
、

作者
、

编辑和用户建立和使用
。

H y iT m e
使超媒

体和基于时间的文档享有 同样的系统独立性和普遍

的智能
。

这些都是 S G M I
J

为静态的
、

独立的
、

基本的

基于文本的文档提供的
。

H y iT m e
保证使处在异构和

永不停止变化的技术环境里的许多种不 同文档和它

们所表示的信息能长时期
、

灵活地重用
。

8 结束语

为了最大限度地共享信息
,

不同的超媒体系统之

间
,

同一个分布式网络超媒体系统的各部分之间
,

当

前 的超媒体系统与将来的系统之间都需要信息和 控

制的转移
。

要顺利地完成这些工作
,

所有的超媒体系

统都应该遵遁某些共同的约定
,

即标准
。

超媒体的标准化大致 涉及模型
、

数据表示及接 口

三方面
。

如果其它技术 (如多媒体 ) 的某些标准 (如

文档描述
,

图像
、

视频压缩 ) 也适用于超媒体
,

则超

媒体标准可以借用它们
。

标准化将赋予超媒体技术更强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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