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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超文本
、

超媒体正广泛用于写作
、

联机信息检索
,

电子出版
、

软件的联机帮助系统
、

基于计算机的学习指导
,

甚至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

本文介绍了国外研制的几个有趣的超文本应用系统
:

EM阳w E R m en
t 、

脚 pe sr p ir nt
、

牛

津英语词典超文本电子版
、

K A S 知识获取系统
、

超文本文件管理系统 R ge
一

I n
一

A
一

助
x 、

超文本博物馆
、

超文本专家

系统 R ge is
、

美国总统竞选仿真
、

超文本电子杂志
、

日语书写学习系统
.

关健词 超文本 超媒体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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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超文本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时间
,

然而真正

实用的超文本应用系统却是最近才出现的
。

本文介绍

的是国外研制的几个有趣的超文本应用系统
。

1 E M PO W E R幻比e n t [ 1〕

由于超文本技术具

有管理广泛不同类型的资源的能力
,

因此常用于制定

计划
,

设置优先级 (权 )
,

管理项目和追踪完成情况
。

EM P OW E R m en t 正是一个专门为个人管理而设计的

超文本应用系统
。

这个系统主要由用户定义的计划节点 ( p坛n in n g

n
记

e )
,

动作项 ( a e t io h i t e m s ) 和 日期按纽 ( d a t e

b u t t o sn ) 组成
.

当程序启动时
,

它首先检查系统的日期
,

并参考

一个知识库
,

然后确定该做什么
。

如果 EM P OW
-

E R m en t 发现用户还没有指定 (访问 ) 计划节点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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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立即更新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并把它交给用户作

为用户的计划节点
。

E M P O W E R m e nt 取得当前的计划节点后
,

打开

计划节点
,

检查看是否有临近截止 日期的
,

如果有
,

就会把计划中就要到期的 日期和事项概述显示出来
,

也就是所谓的日期按纽
。

如果用户想查看 日期按纽中的更详尽的内容说

明
,

只需要把光标移至相应的日期按纽
,

按下 F 10
。

另外
,

EM P OW E R m en t 还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界面
。

只要是即将到截止日期的时间
,

都在小日历上高亮标

示出来
。

尽管 E M P O W E Rm en t 自动显示 日期按纽
,

也可以不通过日期按纽
,

而直接让系统列出与计划

节点相关的所有文件
。

把光标移至文件名处敲一个热

键
,

跳转到指定的文件中
,

如图 1
。 ·

同样地
,

也可以直接让系统列出与计划节点相关

的所有动作项
,

并对这些动作项打上一些特殊的标

志
,

以便让系统执行特殊的处理
。

有些标上 了星号
“ , ” ,

有些标上了短线 气
” ,

有些标上了点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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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次写下一个动作项

时
,

使用 气 ” ,

告知系统这

是一件有待去完成的事

情
。

一旦完成了某件事情
,

可以标上
“ · ” ,

以便让系

统知道这件事件 已经完

成
,

下次启动时可以删去

它
。

而如果用户完成了一

件事情
,

还想让系统在第

二天提醒再做一遍
,

就标

上一个
。

一
。

未来的 E M P O W E R
-

me nt 将提供一个可选的

A l 参考模式
。

如果 EM
-

P OW E Rme
n t 检查 T 它的

知识库后
,

发现有某些用

户已付给了高优先权而还

没有去做的事情
,

它将引

导用户进入一段对话
,

这

段对话有助于激发用户转

向高优先权的任务
。

EM P O W E R m e n t 具

有在任何地方运行其它程

序或者跳到其它文本节点

的能力
,

甚至浏览由其它

文字处理器建立的文本文

件
。

如果需要编辑这些文

件
,

就要建立一个节点
,

运

图 1 F l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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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相应外部文字处理器
,

也就是建立一个命令按纽
。

例如
,

要用 W
o dr eP fr ec t

编辑一个 W or d P er f ec t 格式的文件
,

您可以建立这样

一个命令按纽
:

(W P jo n g e w a r d
.

doc )

同样
,

电话号码也可以作为一个超文本的按纽
。

当您把光标移置电话号码的首位字符并按下 F 10

时
,

E M P OW E R m en t 将自动为您拨动这个号码 (当

然
,

应接有一个与 H ay es 相兼容的模 /数转换器 )
。

E M P OW E R m en t 还具有超文本的其它特征
,

如

具有参考按纽 ( r e fe er n ce b u t t o n s )
,

命令按纽 ( e o m
-

ma
n d b ut ot sn )

,

自定义下拉菜单
,

基于关键字检索的

自
.

动链接
,

带有建立选择的预定义节点
,

自动追踪回

溯
,

通过 M CI 邮件自动发送传真
。

一个十分有用的编

辑特性是通过检索获取一个外部节点
,

并将它合并进

当前节点
,

作为当前节点的一部分
。

8 0

尽管 E MOP w E R m en t 能够较好地组织电子文

档
、

书信和备忘录
,

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

器
,

它也不是为文字处理而设计的
.

如果要准备最终

要打印出来的文档
,

文字处理器更加合适
.

也许用户

会问
,

有没有带有超文本功能的文字处理器? 确实有

这样的文字处理器
,

下面将介绍这种处理器
。

2 yH P e
rS P ir n t [ , 〕

H y详
r s p r i n t 起源于 S p r int

.

印
r int 是一个完整

的
、

真正的文字处理器
。

而 H y钾
r s p r i n t 是专为 S p r in t

设计的具有超文本特性的使用界面
。

只要略懂编程
,

就可以使 S rP int 成为用户希望的样子
。

它由文字节点

( t e x t n
闭

e )
,

控制节点 (
e
on t or l n

记
e ) 和执行节点

( ot do
n
记 e) 组成

。

如下图 2 所示
。

匆ir nt 允许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

每个文件在不同

的窗口中
,

使用热键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的窗口之间

G ua n g x
i S d e

一
,

Vb l
.

2 N o
.

s
,

A钩 , ” t z ,肠



切换
。

窗 口的顶部是一个供显示和编辑文本用的文本

节点
,

窗 口中部是一个控制节点
,

它含有正在写的书

的大纲及各章有关信息
,

窗 口底部是一个计划节点
,

用来提醒用户去做与本书有关的其它杂事
。

这三个节

点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放大至全屏幕
,

或缩小成为图

符
。

控制节点极为有用
,

它显示了各章的题目
、

所在

磁盘文件名
、

当前状态 以及总字数
。

如果某章的当前

状态是
“
5n

,

表示本章已完成
,

如果某章的当前状态

是
“

0,,
,

则表示本章还未动工
。

而列出各章当前字数
,

则便于时刻了解各章的长度
。

控制节点使用户在写书的时候对要写的书有一

个总体的概念
,

心中有数
,

也使用户方便地取到所要

章节
,

而不需要知道所在的磁盘文件名
。

H y ep rS rP int 还有其它特征
,

如交叉引用按纽
,

命

令按纽
,

钳入按纽
。

S rP in t 的宏编程语言也极为简单
。

S rP in t 正象大多数其它现代的文字处理器一样
,

有一个拼写检查器
。

3 牛津英语词典的超文本电子版 l1[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正在考虑出版 《牛津英语词

典 》 ( O E D ) 的超文本电子版
。

在 A C M 1 9 8 8 年 7 月

的 《 e o m m u n ie a t i o n o f t h e A C M 》 中
,

aD
r r e l l R

.

R a y -

m o n d 和 F r a n k w m
.

oT m p a
发表 T 他们对于可能采

取的超文本表示方法所做的评估和成果
。

他们解释

说
,

考虑实现 O E D 的超文本模式主要是为了支持浏

览
。

在超文本模式下
,

用户可能会由查一个单词开始
,

进行愉快而新奇的航行
,

也许还探索未知的领域
。

把 O E D 转换成为超文本模式的问题之一
,

是如

何将 O E D 打碎分散为节点来存贮和显示
。

为什么不

把每个词条做为一个节点呢?原因是词条与词条之间

长度差别很大
。

如
“
iG g : se e ij g ” ,

只有一行
,

而
“
se t’’ 长达半兆之多

.

R a y m o
dn 和 oT m aP 两人为设计 O E D 提 出了

“

动态碎片
”
的概念

,

目的是给用户提供动态的视图
。

比如可以有一个详尽的视图
,

与源版 O E D 完全一样

地显示每个词条的解释说明
.

也可以有另一个概略的

视图
,

只显示每个词条的基本词义
,

不带范例
,

还可

以有一个显示范例的视图
。

O E D 的 超 文本 按纽是 什么 呢 ? R a y m o n d 和

T o m p a
认为

,

是词典中所有 的交叉参考索引
。

源版

O E D 中分布了大量的交叉参考索引
,

共有 56 9
,

0 00

个交叉参考索引
,

平均每个词条有 2
.

26 个参考索引
。

然而
,

词典中的交叉参考索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很可能需要插入新的或改变现有的交

广西 科学 1 9 9 5 年 8 月 第 2 卷第 3 期

叉参考索引
。

那么现 在已有的交叉参考索引将做为
“

按纽
”

来使用
,

但必须能够增加新的交叉参考索引
。

O E D 的词汇按纽或称词汇链
,

指的是词条说明

中的某个词指向另一个词条说明
。

如果在查阅某个词

的解释说明时
,

在解释说明中又遇到 了另一个不懂的

词
,

理想的情形应该是允许暂时跳转到这个新出现的

用户也不懂的词的解释说明中
,

然后再跳转回来
。

实

际 上 实 现 起 来并 不 象看 起来 那 么 简 单
。

例如
,

“

fOS
s i。 ,,

中
,

有这么一段说明
“
T o s e a r e h f o r g o l d b y

-

d i g g i n g o u t e r e v ie e s w i t h k n i f e a n d p ie二
” 。

如果您不

懂
“
d i g g i n g o u t ”

的含义
,

那 么您应该 用
“
d ig g i n g

o u t ”
还是

“
d i g g i n g

” ,

或是
“
d ig

, ,

做为词汇链的按钮

去检索下一个词呢? 除此之外
,

词汇链还存在另一个

问题
,

就是如何将词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说明上
。

因

为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含义可能不同
。

然而
,

如果不让词汇链指到确切的说明
,

实现起

来较为简单
,

至少可 以暂时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
。

让

用户一步一步查阅该词各种不同的说明
,

自己挑选其

中一个合适的说明
。

尽管到 目前为止 O E D 的超文本版本仍在开发

中
,

我们已经可 以看到 由美国加州 S ar at og
a
的 IN

-

D U C T E L 公司开发的
、

具有超文本功能的好几本词

典了
。

4 知识获取系统 K A s ( K n o w 一e d g e A闪 u i s i t i o n

S y s t e m ) [ , ]

由 IN D U C T E L 公司开发的超文本词典包括计

算机
、

电子工程
、

物理
、

生物
、

化学和机械设计工程

这几类
。

此外
,

IN D U C T E L 公司还提供 T F u n k 和 W
a g -

n al l 的
“
S at n d a r d r 地 s k 以 e t io n a r y ”

的电子超文本版
。

这是一本记录所有街道和城市的邮政编码簿
。

还提供

T 《 2 6 种语言简明词典 》 ( T h e C o n sc i se D ic t i o n a r y o f

26 L a n g u
ag es ) 的电子超文本版本

。

“

查词典
” 主要由程序 K A S 完成

。

如果启动程序

时在程序命令行键入
“ pos

一

叩
” ,

您就可以让 K A S 驻

留内存
。

装入 K A S 之后
,

无论是文字处理器上的每

个词还是程序中的任何词
,

都可以做为查阅的入 口

点
,

也就是超文本按纽
。

只要把光标移到这个词上
,

按下 A l
,

T
一

M
,

之后
,

再按回车键 R et ur n ,

查找就开

始了
。

K A S 为查找设计的检索算法非常好
。

一个词到

另外一个词之间的响应时间只需要 1秒或更短
,

完全

可以满足大多数超文本迷们的要求
。

K A S 经常
,

但并

不总是能够查找所指定的非原形词
。

例如
,

正在查找
“ r u n n in g

” ,

K A S 可能也会找至! J
“ r u n ”

显示出来
。

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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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文本博物馆 ] [ l

超文本是博物馆的自然表现形式
。

例如
,

让我们

来看一看电子百科全书项目中未来的纽约市博物馆

中的 廿犹太遗产馆
” 。

这个博物馆计划于 1 9 9 1 年对外

开放
,

目的是为后代保存已毁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

洲犹太文化
。

这个超文本系统将作为展馆大厅的一部

分
。

它包括 50 台带有触摸屏和交互视频的微机
。

整

个系统网共有 3
,

0 00 篇文章
,

数千张图片和若干段

动画视频
。

这个超文本的博物馆将使用 Con ge ict
s
公司提供

的 H y p e r T I E S 超文本软件开发
。

H y p e r T I E S 也将随

着本项 目的开展而不断完善
.

项 目的开发人员由来

自 C og en ict
s
公司的一个小组

,

博物馆 的一个程序员
,

M a r y la n d 大学的 eB
n S h n e id e m a n 教授和 他的同事

,

若干个学者专家组成
。

开发人员面临的问题是
,

如何

提供多层次的索引
,

当数据库中的文章扩充到 3 0 00

篇时
,

如何缩短访问时间
。

. . . , . . ~
.

-
.

一
. -

产技术方面的决策
。

8 美国总统竞选仿真 l[]

超文本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教育领域
。

例子之

一是
,

用于模拟 1 9 12 年总统大选的超文本网络系统
。

它运行在 M a e i n t o s h 机上
。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 网络系统尝试 不同的影响大

选的事情
,

然后再观看选举的结果
。

开发这个系统的研究人员说
,

为了实现仿真
,

他

们开 发了一种新的链
,

这种新的链是 由可执行程序连

向文本节点组成
。

用 C 编写程序
。

这些程序能够模拟

政府动态
,

进行复杂的计算
,

然后根据计算的结果
,

将信息返 回给超文本系统
,

以便让超文本系统根据反

馈信息显示相应的内容
。

9 超文本电子杂志 ( n r
.

D o b b ,s Jo u r n a l ) [,〕

1 9 9 0 年 6 月发行的
“ D r

.

D o b b
` 5 Jo u r n a l

, ,

具有超

这个超文本博物馆允

许用户通过不同的途径上

网
,

如通过地图上的展示

区
,

通过给出时间
,

通过

论题等
。

7 超文本专家系统
R e g i s [一〕

美国国家农业库 (美

国农业部所属的一个分机

构 )使用 K n o w l e d g e P r o 开

发的 R eg i s
,

是一个专门给

水产养殖研究人员使用的

超文本专家系统
。

使用的

研究人员可以获取有关非

洲各国的渔业信息
。

为了

使获取信息的方法简单易

行
,

系统提供 了一张非洲

地图
。

使用时
,

只要在指

定的国家区域上按一下鼠

标
,

就可以调出相应的研

究数据
,

如图 5 所示
。

另

外
,

也可以选择通过一个

文本节点中的名字清单
,

来调出相应的研究数据
。

系统还包括 了一个专家

库
,

帮助研究人员做出水

图 5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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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特点和格式
,

该杂志完全使用 H y p er w irt
e :
开

发系统来编写
。

提 供给用 户 的是 两张 装有数据 的

3 6 o K 软盘和一套实时版的 H y p e r w r i t e r 。

以下是该电

子杂志工作过程的一个实例
。

图 6 是杂志中一篇有关

编写超文本系统的文章
。

文章中所有由成对尖括号括起来的部分是一个

按纽
。

如文章的作者名
。

当把光标移到这个按纽上
,

按下后
,

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作者的生平情况
。

读完生

平简介后
,

按 E 、 。 ,

可以退回到原来的窗 口 内容
。

请注意
,

图 6 顶部有四个按纽
。

如按下第一个按

纽
“
iF gu er s ” ,

将得到该文章中所有的示图的一个清

单
,

并可以跳转到任何指定 的示 图
。

如按下第三个

按纽
“ Sub H e ad ign

s ” ,

将得到该文章中所有小标题的

一个清单
。

继续按下清单中指定的小标题
,

如
“
u 溢n g

H y p e r T e x t U n it ” ,

可以立刻跳转到该文章中谈论这

个小标题的地方
。

学习
,

还提供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学习工具
。

该系统有

一个优秀的上下文相关帮助系统
,

显示出每张给定卡

片 ( H y p er C ar d 中的一个超文本节点 ) 上的活动按纽
。

如图 7所示
.

例如
,

左上角小框内有说明
,

在日语汉字上按一

下
,

就可以得到一张该汉字扩充的视图和这个汉字正

确 的书写笔顺
。

还可以通过英语单词查到相应的日语汉字
。

如输

入
“
ib g ”

后
,

系统调出一张相关的图
.

1 0 日语汉字学习系统 l[]

由于在美 国 A p lP e
公司的 M ac int os h 机上开发

了 H y p e r C a r d 超文本应用开发系统
,

M a e i n t os h 机的

用户 可以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学习系统
.

其中一个

有趣的系统是
`

旧语汉字学习系统
” ,

日语文字包括

平假名
,

片假名
,

日语汉字三个部分
。

汉字起源于中

国
,

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
。

如
“

大
”
字

,

象一个人张

开双臂
,

示意
“

这样大
” 。

日语汉字学习卡堆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指导系统
,

还是一个复杂的学习环境
。

它不仅引导用户一步步地

11 医疗中心 [ 2 ]

这是一个面向问题解决 ( C as e s t ud y )的医学临床

教学系统
,

通过建立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结构 i 并连

接这种知识结构在临床间题解决上的应用 (即知识与
应用间的关系 )

,

向学生展示专家的经验
,

指导初举
者理解基础知识与人的启发式知识二者的关系

,

从而

促进学习者更有系统
、

更高效地学习
。

这个系统在设计上有三个特点
.

首先
,

采用模块

化设计方法
,

系统由病人临床诊断模块
,

超媒体效据
库模块

,

中央控制模块组成
。

其次
,

它的用户界面采

用空间隐喻法
.

用户界面只出现用户熟悉的乖专业的

图形及术语
。

另外
,

系统的导航以致据类盛贾符为线

索
,

_

如留书馆
,

临床实验室 ` 病人记录等
.

12 小结

本文只粗略介绍了一些国外研斜的超文本应用

系统
。

国内也涌现出了不少采用超文本技术开发出来

的应用系统
。

流着超文本

技术的日益成熟
,

应用的

领域必然会越来越广
。

我

们希望出现更多更实用的

应用系统
,

更多的用户来

分享超文本带来的具大好
.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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