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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图像智慧系统”项目案例评介
 

壹

案例引入

 

“多维度图像智慧系统项目”（项目网址：http://miss.newwenke.com/sas/，曾获2020年数字人文奖“最

佳数字人文工具奖”提名奖），“多维图像智能系统”是一个展示、分享、浏览、检索藏品的开放式平台。

用户可以通过“藏品名称”“藏品作者”“藏品机构”和“藏品分类”实现多维度检索。该平台基于LIBRA技

术理论，可实现古籍、文物、藏品等图像资源的在线复用、文字识别、语义标注、特征提取和光谱分析等功



能，将成为数字人文和新文科建设中图像资源的深度组织和研究平台，有助于文化遗产知识的传播传承和研

究利用。

 

贰

 项目背景
 

01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图像资源由于物理对象衰变、信息封闭、语义化程度低、资源重复建设且利用率低及资源交互和

深度应用实现困难等原因，形成了图像信息孤岛和价值洼地现象。相比格式化资源的普遍利用，图像资源

（尤其是超大超清图像）本身以及图像之间所承载的研究和应用价值没有得到有效体现。而图像文本资源的

语义化组织与建设将丰富数字图书馆元数据建设体系的研究。

 

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使用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来呈现古代书画，但基于题跋标注的知识发现仍为数不

多。国内书画题跋类文字的内在联系和书画的传承轨迹研究较少。通过题跋分析书画的传承轨迹，既可纵览

中国书画史，也可以深入到个案，对于推进传统研究有相当的意义。

 

02团队介绍

 

【项目发布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数据与调查中心

上海市多维度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项目重点负责人】

陈涛：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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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技术
 

01两大相关技术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IIIF是2015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全球图像存储的互操作性和可获取性对以图像为载体的书籍、地图、卷

轴、手稿、乐谱、档案资料等在线资源进行统一展示和使用。

 

IIIF 定义了一系列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简称 API），图像，呈现，搜

索，验证四类API。

 

从这幅图来看IIIF提供的四类API可以贯穿图像资源语义化建设也就是本项目研究的始终。



 

●关联数据

关联数据（Linked Data）是一种简单的语义网实现技术，价值在于通过资源描述框架数据模型，将网络上多

数据节点的非结构化数据和采用不同标准的结构化数据转换成遵循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数据，以便机器理解。

数据之间的关联越是丰富，数据的价值就越能得到体现。

 

关联数据在整合孤立数据、提供开放的元数据服务、实现语义互操作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2研究方案

 

该项目的研究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数据收集和预处理

 

●采用众包模式实现语料库收集

图像中的文字识别是语义化建设的基础，开放的和自建的文字语料库，可直接作为图像文本识别的训练集。

对于识别困难的古籍，可借助众包思路：将图像文本资源中的文字从图像中切分出来，混杂到较易识别的文

字语料中，开放给大众进行校验，如作为某些平台登录时的验证码。达到一定的设置阈值后，即可利用这些

图像文本的文字语料，并辅以一定 的人工审核来提高文字识别的精度。

 

●基于深度学习的OCR字符识别

使用收集的语料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以下简称

CNN）和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以下简称LSTM）的 联合算法，其中CNN用来做

图像文本的特征提取，LSTM则用来生成描述。训练时，为了避免多拟合，可以采用多次迭代的方式。训练好



模型后，对于图像文本的OCR就转为一个个文字图像的多标签学习问题，可以用来自动识别大量的图像文本

资源。

 

第二步：元数据整理

 

●实体标注与抽取

实体标注与抽取。需要借助实体语料库，可以用很多公开的规范词表 （人名、地名、时间等）。此外，对于

一些无法总结出规范词表的实体，如古地名、建筑名等，可以采用BIO标注，并使用RNN（循环神经网络）-

CRF（条件随机场）模型对文本中的实体概念进行抽取，这也是目前深度学习的NER方法中的最主流模型。

 

●NER

命名实体识别(Named Entity Recognition，简称NER)，又称作"专名识别"，是指识别文本中具有特定意义

的实体，主要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专有名词等。一般来说，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就是识别出待处理文

本中三大类(实体类、时间类和数字类)、七小类(人名、机构名、地名、时间、日期、货币和百分比)命名实

体。

 

主要过程组成(1)实体边界识别;(2) 确定实体类别(人名、地名、机构名或其他)。

 

第三步：结合开放的关联数据集进行图像资源的语义化注释

 

这里涉及到我们一开始介绍到的关联数据。

 

●IIIF框架并不包含语义标注标准和模型，因此要实现图像资源的语义标注，需要结合另一个通用的国际标准

“开放标注数据模型（Open Annotation Data Model，以下简称OADM）”，通过注释可以传达有关资源

或资源之间关联的信息。OADM规范描述了一种结构化的模型和格式，以使注释能够在不同的硬件和软件平

台上共享和重用。

 

●语义化注释将实现不同数据集之间资源的发现与知识关联机制，并和IIIF框架进行结合，以知识链接形式关

联到外部开放的关联数据集（Linked Open Data，以下简称LOD），从而对之前抽取的实体进行自动化语义

标注。语义标注后，抽取出来的每个实体不再以字符串形式存在，而是直接对应到相应的资源URI，而且可以

链接到大量的开放数据集。这些开放的数据集组成了实体资源丰富的数据池，对实体内容进行语义层面的增

强。

 



 

图2显示了IIIF和WADM的集成模型，图像显示在canvas（画布）中，图像中的文字内容称为“抄录”，标注

的信息为“标注”，如这里的“董香光”为原图片的文字转录，标注的内容“董其昌”为标注信息。对应到

OADM模型中， 每一次标注都有其独一无二的ID（URI），通过oa: hasTarget将注释内容链接到图像中的对

应区域，同时使oa: hasBody来指定标注的具体内容，注释本身也用sc: hasLists属性和IIIF中的canvas进行关

联。目前为止的注释，还不能称为语义注释，并没有和外部的数据集进行关联。此时，可以使用关联数据的

联邦检索特性，在开放的数据集中检索相关实体资源，如这里的“董其昌”可以在 WIKIDATA、VIAF、

ISNI、ULAN、LCCN和Open Library数据集中查询到 相关的实体链接，有了这些关联链接，就可以在知识

图谱中进行知识的融合。

 

第四步：结合知识图谱进行图像资源的智慧化交互

 

图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概念化抽取和语义化注释将为最终的智慧化交互服务，只有打破图像资源之间的数

据鸿沟，结合庞大的开放数据资源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图像的价值。

 

主要需要加强的方面有三个：

 

（1）数据发布规范。语义化建设需要秉承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数据存储理念，以W3C的开放标准（关联数据

发布四原则和开放数据五星模型）为规范发布和共享图像资源及语义标注信息，图像资源才能融入大数据时

代的数据潮流，展现大数据时代的知识魅力。

 



（2）语义检索实现。图像有了语义注释，就可以通过信息检索、关联数据、语义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

实现基于语义（概念）的复杂的图像文本信息检索。

 

（3）知识图谱构建。馆藏机构可以结合自身馆藏资源和外部的开放关联数据集来绘制实体知识图谱（以实体

为中心）、集合知识图谱（以藏本为中心）、领域知识图谱（以领域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科研效

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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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成果
● 网站

http://miss.newwenke.com/sas/

 

●应用

多维度图像智慧系统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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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内容

网站将上千项古代的国画、油画和字帖等通过数字技术，提供书画数据的本体结构、关联数据发布、多视角

的可视化展示、统一检索和阅览。

 

基于 IIIF 技术，结合MISS平台与VoTT工具，提出了图像层面元数据注入、对象层面内容抄录、分类标签和语

义层面语义引入的图像资源三个层次四个维度的标注模型。

图3  MISS与VoTT结合的图像标注框架



 

 

伍

 项目特色与评价
 

01项目特色

 

●包容性强，支持多种格式的图象资源

IIIF-IIP 平台从“元数据注入”“对象内容抄入”和“语义增强引入”3个层面对图像资源进行深度标注。依

据 IIIF 和关联数据的标准和要求建立，支持多种格式图像资源的在线分享、复用、发布、语义标注等功能。

 

对于不同格式的私有资源，可以通过IIIF-IIP生成符合IIIF交互标准的图像资源；对于已经按照MF标准公开的

藏品资源，可以在IIIF-IIP中建立各自的索引数据。

 

●数据收录系统性强，挖掘记忆链网络隐含人物关系

  以题跋时间、人物年份、朝代最后一年作为三个时间节点的参数设置，研究者建立书画记忆链网络，并基于

此将发现的人物关系与其他已经构建好的古代人物关系网络进行整合，旨在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者网络。

如图1所示，本文结合IIIF-IIP沉浸式交互平台，呈现可视化的书画记忆链《照夜白图》，根据时间信息，以朝

代为主序，由古至今，展示由创作者、题跋者和印章者共同构成的时间链，依据此时间链作为线索收集作

品，网站的收录更加体系化。

 



 

记忆网络的构建，也为书画研究提供隐藏的线索，为古文献的知识发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如图2，网络中共

有两条记忆链，并存在两个节点（“危素”和“乾隆”交集），我们不难想象出作为皇帝的乾隆时所留题跋

最多的人物，但是基于中介中心性的计算结果来看，网络的中心人物却是危素，作为元末明初的的学者和书

法家，研究者注意到他的题跋给不少书画增色，而他本人却在书画史的研究正鲜被提起，记忆链网络却巧妙

地挖掘出了整条线索，为书画研究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平台开放性强，支持创建藏品并进行分享

在平台的主页面中，提供了每一位浏览者上传藏品、自行语义标注并最后进行展示和分享的按钮，只要是登

录平台后就可以进行对自己收藏的古画电子资源进行分享。好地推动“纸质鉴赏”向“电子鉴赏”的跨越，

更有利于研究、品鉴者的资源汇集。

 



 

●作品质量，整合了高清电子古画资源

平台目前收录的书画均提供高清的图片模型，并且在每个图象下面搭配的四个按钮，可以一键进行全览以及

放大观赏细节，同时在Resource Discovery 中，点击可以看到收录的图片来自的数据库网址，用户也可以以

此作为索引进行新的探索。

 

该网站目前可以免费使用，为鉴赏者提供更为友好、开放的环境。

 



 

02项目评价

 

●项目优点

从用户的角度讲，该项目有将传统书画作品电子资源化，这利于为书画研究者、鉴赏者提供丰富、全面的书

画信息库，同时，多维度的搜索系统，也大大提升了查找的便利性。

 

从研究者的角度讲，在基于书画记忆网络链的查找、统计方式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利用此工具更加清晰地

计算出古代书画学者人物关系图谱，这会使得一些曾经书画研究中未被传统学者注意到的人物线索逐渐发

掘，从而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知识的新研究发展。

总体而言，该项目是计算技术与人文领域深度交互而达成数字人文项目范例，其中的古画高清图片、多个数

据库网站联络、人物关系图表....让我们看到了基于计算机的算法技术可以为传统古代字画提供的新的活力与

可能。

 

●项目改进与前景

在创办者的论文中看出，目前网站还在进一步建设中，目前就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领域的人物网络编织大多

为独立研究，而网站下一步希望可以将碎片化古代人物关系进一步整合，达到更加系统的统计效果。同时在

技术上也在不断完善，新加入了视觉目标标注工具VoTT，尝试构架更加完整的图像应用生态。

 

网站目前只能提供图片赏析、传送，依靠藏品名称、作者、机构三部分进行索引。而依据上述提到的人物图

表等、画中其他元素等更多维度的索引还未加入体验。另外，对目标的检测的精确性还有待提升，期待网站

下一步的建设，更加落实“多维度图象智慧系统”的名称。

 

 

排版：李凤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