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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內容管理系統經常被應用在各種不同領域中，例如文件管理與知識分享等。然而現行內

容管理系統，多僅針對如何提供使用者簡便的環境進行文件內容的編修及發佈設計，對文件

後設資料的處理則甚少提及，造成現行內容管理系統難以支援計算與推論機制的缺陷。

　　在前人的研究中指出，內容管理系統無法進行推論與計算的主因，在於缺乏足夠的後設

資料，其中尤以關聯與屬性兩者最為重要。然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在前人的研究中，

由於在關聯此後設資料中缺乏概念的層次，造成系統無法判斷明顯的語意錯誤，導至後續的

推論不正確。

　　本研究究則提出了將 Ontology 架構應用於內容管理系統的構想。由於在 Ontology 的架

構下可同時表達出概念與事實，因此得以解決上述推論錯誤的問題，亦使內容管理系統不僅

能處理人類可讀 (Human-readable) 資料，其餘後設資料亦可同時以人類可讀及機器可讀 

(Machine-readable) 兩種型式呈現。

　　在實作上，我們以 Drupal 此套開放源碼的內容管理系統為核心，實作了一個 Ontology

延伸模組，以驗證此架構的可行性。

關鍵詞：Ontology、內容管理系統、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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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一一一章章章 緒緒緒論論論

1.1 研研研究究究背背背景景景

1.1.1 內內內容容容管管管理理理系系系統統統簡簡簡介介介

內容管理系統並非指特定的軟體或是技術，相反的，它是針對大型網站如何以

「下一代」的方式處理資料的總稱。而此處的「下一代」係指透過網頁應用程式動

態地建立網站的內容，改變以往手動建立 坈坔坍坌 文件的方式坛圱坝。

在設計上，內容管理系統通常會由內容管理程式 在坃坯坮坴坥坮坴 坍坡坮坡坧坥坭坥坮坴 坁坰坰坬坩圭

坣坡坴坩坯坮，簡稱 坃坍坁圩 與內容遞送程式 在坃坯坮坴坥坮坴 坄坥坬坩坶坥坲坹 坁坰坰坬坩坣坡坴坩坯坮，簡稱 坃坄坓圩 所

組成。坃坍坁 負責提供使用者在不需要懂 坈坔坍坌 的情況下建立、修改、刪除內容，

以及進行使用者權限控管等功能，而 坃坄坓 則負責將這些內容發佈成網頁格式，做為

網站的內容坛圲坝。

在實際應用上，部落格、块坩坫坩 以及網路相簿由於具有上述內容管理系統的特

性，因此經常被視為是內容管理系統的一種。專門提供使用者開放原始碼內容管理

系統評分的網站 坏坰坥坮坓坯坵坲坣坥坃坍坓，就將入口網站軟體、部落格、電子商務、群組軟

體、相簿甚至 坅圭坬坥坡坲坮坩坮坧 軟體都列入內容管理系統軟體的清單中1。

僅管內容管理系統的種類非常多，而每一種內容管理系統所擁有的功能也不盡

相同，但各種內容管理系統提供的功能，大致不出圖 圱圮圱 的範圍坛圱坝。

1http://tinyurl.com/4lm5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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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1.1: 內內內容容容管管管理理理系系系統統統所所所具具具有有有的的的功功功能能能 [2]

1.1.2 內內內容容容管管管理理理系系系統統統應應應用用用

目前內容管理系統已被大量應用在各種場合中，而隨著 块坥坢 圲圮地 「使用者創作

內容」理念的興起，也有愈來愈多的廠商提供各式各樣的內容管理系統供使用者使

用，例如無名小站的網路相簿，坂坬坯坧坧坥坲圮坣坯坭 提供的部落格等。

此外，也有許多組織使用內容管理系統建立官方網站，舉例而言，國立中央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即是使用開放源碼的 块坯坲坤坐坲坥坳坳 此一部落格系統架設該系的網

站2。

除了上述的應用外，內容管理系統也經常被應用於知識分享，如採用 块坩坫坩 架構

的維基百科3，以及本校採用 坍坯坯坤坬坥 此套開放源碼線上教學平台軟體架設的課程資

訊網等4，均是以內容管理系統做為知識分享的實例。

在產業應用中，衛浴台灣這個以「台灣衛浴產業交流平台」為目標的網站5，則

是以 坄坲坵坰坡坬 此套內容管理系統架設，提供了諸如衛浴產品的型號規格，台灣衛浴廠

2http://www.ba.ncu.edu.tw/
3http://zh.wikipedia.org
4http://moodle.ncnu.edu.tw
5http://www.tw-bathroo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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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列表，以及部落格和討論區等。由此可以看出，內容管理系統不僅被應用在個人

網站及學術與非營利組織中，產業界內亦有使用。

1.2 研研研究究究動動動機機機

僅管內容管理系統已被大量應用在各種領域中，然而目前市面上的內容管理系

統，大部份均將重點放在網頁的建立、呈現與管理上，對於網頁後設資料的支援則

較為不足。

這是由於網頁所使用的 坈坔坍坌 標記語言，主要是以排版為主，其目的在於呈現

人類可閱讀的文章，而非提供利於程式自動化處理，可供計算與推論的機器可讀資

料。

這樣的網站建設方式，固然適合使用在以閱讀為主體的個人網站與企業網站。

但若我們期望能夠建立一產業資料庫網站，讓使用者在閱讀的同時，也能夠利用程

式分析資料庫網站內的資料，計算諸如整體產業產出等，那麼現行的內容管理系

統，就顯得尚有需要改進的不足之處。

因此我們提出了這一份研究，試圖改進現有的內容管理系統，使其能夠支援一

定程度的計算與推論。

1.3 研研研究究究目目目的的的與與與範範範圍圍圍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擴充現有的內容管理系統，使內容管理系統不僅只具有網

站架設與維護的功能，更進一步讓內容管理系統能夠處理網頁資料呈現之外的後設

資料。

我們期望透過這樣子的擴充，讓內容管理系統不只能應用於網站架設上，同時

也能夠利用網站內的資料，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析與自動化處理。

舉例而言，我們希望這套系統將來能應用在產業資料庫網站中。在這個網站

中，產業內的相關廠商可以填寫生產的產能等參數，而透過這些參數與事前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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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將可以對最終商品的總產能進行估算。

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我們將本研究的範圍集中在如何於內容管理系統中加入適

當的架構，達成加入後設資料處理功能此一目標。對於產業資料庫的實際建立及模

擬，則將其列為未來研究方向。

1.4 論論論文文文架架架構構構

本論文架構，在第二章相關研究的部份會先針對內容管理系統進行介紹，並探

討在目前現有的內容管理系統架構中，有哪些系統試圖解決後設資料的處理問題，

以及其優缺點，最後則會對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進行簡單的介紹。

在討論了相關的系統優缺點後，第三章系統設計的部份，我們提出了我們的系

統的設計理念與架構，同時針對系統中的相關名詞進行定義與說明。

第四章系統實作的部份，我們會針對如何達成第三章所提到的功能做說明，而

最後一章的結論，則說明了本研究的貢獻，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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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二二二章章章 相相相關關關研研研究究究

在此章中，我們將分別針對兩種不同型態的內容管理系統以及其使用上的限制

進行討論，第一種是功能較為簡單，開放性較強的 块坩坫坩，另一種則是入口網站型式

的內容管理系統。

討論完這些內容管理系統的限制後，我們亦會提出針對這些限制所思考出的解

決方案。

2.1 Wiki

2.1.1 Wiki 概概概述述述

块坩坫坩 是內容管理系統的一種，最初由 块坡坲坤 坃坵坮坮坩坮坧坨坡坭 於 圱圹圹圵 年所提出，其

目的在創造一種透過網路而達到多人協同寫作的超文本系統，語源則來自於夏威夷

語中 块坩坫坩块坩坫坩 一詞，意為「快點快點」坛圳坝。

根據 块坡坲坤 坃坵坮坮坩坮坧坨坡坭 於 圲地地圱 年出版的書籍中，块坩坫坩 的定義為「一種允許一

群用戶通過簡單的標記語言來創建和連接一組網頁的社會計算系統」坛圴坝。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上述 块坡坲坤 坃坵坮坮坩坮坧坨坡坭 的定義中，並未詳細說明 块坩坫坩 系

統的實作細節與規格，块坩坫坩 僅是一種概念性的總稱；而每個 块坩坫坩 系統軟體的實

作，稱為「块坩坫坩 引擎」，各 块坩坫坩 引擎所採用的使用者管理模型、標記語言等也均

有不同；使用特定 块坩坫坩 引擎所建立的網站則稱為「块坩坫坩 網站」。為求表達上的精

確，在本研究中將會詳細區分這三者的不同，表 圲圮圱 為一簡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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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2.1: Wiki 相相相關關關名名名詞詞詞定定定義義義

名名名詞詞詞 定定定義義義 說說說明明明

块坩坫坩 圯 块坩坫坩 系統 一種允許一群用戶通

過簡單的標記語言來

創建和連接一組網頁

的社會計算系統。

概念上的總稱，沒有

特定的規格與標準。

块坩坫坩 引擎 實作 块坩坫坩 概念的軟

體。

如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與 坐坈坐圭

块坩坫坩，每一套 块坩坫坩 引

擎均有不同的特色與

限制。

块坩坫坩 網站 利用過 块坩坫坩 引擎建置

的網站。

例如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即為

一 块坩坫坩 網站。

在 块坩坫坩 系統的設計初期，块坡坲坤 坃坵坮坮坩坮坧坨坡坭 便將開放性視為 块坩坫坩 系統的原則

之一，當有人看到頁面中內容不完整或架構不良時，可以立即對其進行編修，而不

需要通知原作者進行修改。而隨著各式 块坩坫坩 引擎及網站的發展，假設人性本善以及

對人的信任也成為了 块坩坫坩 的衍生原則之一坛圵坝。

雖然 块坡坲坤 坃坵坮坮坩坮坧坨坡坭 並未詳細定義 块坩坫坩 所應具有的功能與技術規格，但現

今的 块坩坫坩 引擎通常具有下列的特色：

• 可以開放讓匿名使用者直接編輯頁面。

• 編輯時採用直接輸入 块坩坫坩坔坥坸坴 標記語言。

• 採用的文件標記語言 块坩坫坩坔坥坸坴 比 坈坔坍坌 更簡潔。

• 具有版本控制機制，使用者可以比較或恢復到某個特定的版本。

• 系統內的文章可以利用超鏈結相互參照。

• 可以參照到尚未建立的頁面，當使用者點入該鏈結時，則可創建該頁面。

在操作上，使用者在 块坩坫坩 系統中透過編修簡單的 块坩坫坩坔坥坸坴 標記語言原始碼，

即可產生相對應的網頁頁面，然而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不同 块坩坫坩 引擎中，其所採用

的 块坩坫坩坔坥坸坴 標記語言格式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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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块坩坫坩 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文件協同編輯環境，多數不特定的使用者可以不斷

修改與潤飾已經存在的文件，或是新增一份文件，因此台灣的使用者亦有人將 块坩坫坩

翻譯成「共筆」－－共同筆記，其餘使用的譯名尚有維客、圍紀、快紀等。

除了上述譯名外，由於「維基百科」是最為人知的 块坩坫坩 網站之一，隨著「維

基」一詞漸漸被普遍使用，「維基」這個詞也經常被誤認為 块坩坫坩 的譯名坛圶坝。但實際

上，「維基」一詞出自於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網站的譯名「維基百科」，同時也是維基媒體

基金會的註冊商標，用在由該基金會透過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此套 块坩坫坩 引擎所建構的所有

中文網站中1。

2.1.2 Wikipedia 與與與 MediaWiki

維基百科 在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圩 是最為人知的 块坩坫坩 網站之一，其目標在於透過使用者自

主參與編寫條目，完成一部自由的百科全書坛圷坝。在全球各地使用者的參與之下，目

前維基百科共有約 圲圵地 種語言的版本，其中英文版的維基百科條目數已達二千多萬

條，而中文版維基百科亦超過十四萬條條目。

在 圲圮圱圮圱 小節中，我們曾提到假設人性本善已成了 块坩坫坩 系統的原則，當使用者

群體成長到一定程度時，善意使用者的人數會超越破壞性的使用者人數，因此即使

有惡意使用者將文件破壞時，多數的善意使用者將會利用版本控制的功能將文件回

復至正確的版本。

以維基百科中文版為例，截至 圲地地圸 年 圱 月底為止，共有 圱圶圱圬圹地圶 篇條目，而其

中僅有大約 圵地地 個條目因為被頻繁地破壞或其他理由而被管理員設為保護頁面，只

有註冊的使用者或具有管理權限的管理員能夠進行編修，僅佔全部文件數目的百分

之 地圮圳2。

在實作上，維基百科及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其餘子計劃，均採用了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此

套 块坩坫坩 引擎架設。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原本是專為維基百科而撰寫的自由軟體，採用 均坐坌

授權，目前也被廣泛運用於其他 块坩坫坩 網站的架設。

1維基媒體基金會是負維基百科計劃的非營利性組織，其餘計劃尚有維基詞典、維基教科書與維基

文庫...等。
2根據中文版維基百科首頁總條目統計數據及特殊頁面中「被保護的頁面」列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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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2.1: Wiki 條條條目目目原原原始始始碼碼碼（（（節節節錄錄錄）））

’ ’ ’ London ’ ’ ’ i s the [ [ c a p i t a l ] ] and l a r g e s t urban area

o f [ [ England ] ] and the [ [ United Kingdom ] ] .

London has an o f f i c i a l populat ion o f 7 , 5 1 2 , 4 0 0 . . .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採用 坐坈坐 做為程式語言，除了支援協同編輯、版本控制等基本功能

外，亦加入了諸如檔案上傳、模版與延伸套件等進階的功能。

由於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提供了許多進階的功能，使得 块坩坫坩 系統更具實用性。然而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對於後設資料的處理依然有其限制，在下一小節中，我們將針對現行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的對於後設資料處理的問題進行討論。此外，我們也會在往後的章節中

介紹其他研究者針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法。

2.1.3 MediaWiki 的的的特特特色色色及及及限限限制制制

块坩坫坩 的主體為供人直接閱讀的文章，並且強調文章與文章間的連結，因此通常

在 块坩坫坩 系統中可以輕易地對不同的文章進行超連結，只需要在 块坩坫坩坔坥坸坴 中標示出

需要建立超鏈結的部份，系統即會自動將其鏈結到同名的文章坛圸坝。

以維基百科所使用的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系統為例，使用者只需在編寫文件時，將特定

字詞以中括號括住，即可建立超鏈結。當括號內的字詞已存在於文件庫時，系統會

自行建立超鏈結至該篇文章，若該篇文章不存在時，則會鏈結至新增該篇文章的操

作介面。

舉例而言，英文版維基百科的 坌坯坮坤坯坮條目中，其中一段的原始碼內容如程式碼

圲圮圱 所示3。當使用者瀏覽此條目時，其中的 坣坡坰坩坴坡坬圬 坅坮坧坬坡坮坤 以及 坕坮坩坴坥坤 坋坩坮坧坤坯坭

字樣，都會成為超鏈結，指向不同的條目，供使用者交互閱讀參考。

由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 块坩坫坩 系統中，條目間並無先後以及從屬的

關係，條目內可以連結至尚未被建立的條目，等待其他使用者撰寫被鏈結的條目，

3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ondon\&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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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條目被建立後，該鏈結會自動更正，指向新建立的條目。

而由上述的原始碼中，我們可以發現 块坩坫坩 是一種以供人閱讀的文件為導向的平

台，在原始檔中，我們只撰寫了一段描述性的文字，並且將關鍵字連結至相關的文

章。

在這樣的撰寫方式中，我們無法明確地以機器可讀的方式來說明「倫敦是英國

的首都」，以及倫敦的人口數為 圷圬圵圱圲圬圴地地 等事實，同時也無法利用這些數據進行自

動化的處理，諸如依照城市人口數目排序並輸出列表等。

2.2 Semantic Wikipedia

2.2.1 Semantic Wikipedia 簡簡簡介介介

為了解決 圲圮圱圮圳 小節中提到的問題，坍坡坸 坖坯坬坫坥坬 等人在 圲地地圶 年提出了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的概念，以補足目前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引擎中對於後設資料處理不足的缺

陷坛圸坝。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的目的在於將 块坩坫坩 內供人閱讀為主的內容，加入機器可

讀的註解 在坁坮坮坯坴坡坴坩坯坮圩，期望可以做到諸如「依照國土大小將國家列出」等目前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引擎無法做到的動態查詢功能，以及替條目與條目之間進行語意上的連

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該研究的標題為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但如同我們在 圲圮圱圮圲

中所提及，維基百科僅是由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此套 块坩坫坩 引擎所建立的網站，因此該文中

所實作的的延伸套件，事實上是針對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設計，任何採用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此套

块坩坫坩 引擎所建立的 块坩坫坩 網站，都可以使用這套延伸套件。而下文中所有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字樣，均指該文中所提及為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所設計的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延伸套件，為

免混淆，特此說明。

為了實現將現有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引擎加上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坥坢技術的這個目標，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坥坰坤坩坡 引入了兩個新的概念：屬性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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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這個概念的引入加強了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條目中關於結構性資料的機器可讀性，

程式得以更容易地處理結構化的資料，例如國土面積、人口總數、人均 均坄坐 等描

述一個國家時必定會有的資料。而透過機器可讀的結構化資料，使用者則可以進行

諸如列出人均 均坄坐 超過 圲地圬地地地 美元國家等結構化的動態條件查詢。

關聯的部份，則加強了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系統中，無法充份反應條目與條目間語意上

的關聯此問題。透過語法的延申，使用者能夠表達出條目與條目之間的語意關聯，

比如「『倫敦』是『英國』的首都」這樣的語意。

接下來，我們將分別針對該系統中屬性及關聯的設計分別進行簡單的介紹，以

及探討在這樣的設計中，有什麼樣的限制與缺陷，以致於我們採用其他的方式來處

理我們系統中的後設資料。

2.2.2 屬屬屬性性性

為了表達結構化的資料，並使其具有機器可讀性，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採用了

讓使用者在編輯文章的文本時，直接將屬性的名稱及值內嵌在文章原始碼中的作

法。使用者可以在文章中提及屬性的值，並且例用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的特殊語法，替該屬

性的值加註屬性名稱及資料型態。

舉例而言，若在一篇描述倫敦的文章中提及了如下的段落：

坁坳 坯坦 圲地地圵圬 坴坨坥 坴坯坴坡坬 坲坥坳坩坤坥坮坴 坰坯坰坵坬坡坴坩坯坮 坯坦 坌坯坮坤坯坮 坷坡坳 坥坳坴坩坭坡坴坥坤 圷圬圴圲圱圬圳圲圸圮

均坲坥坡坴坥坲 坌坯坮坤坯坮 坣坯坶坥坲坳 坡坮 坡坲坥坡 坯坦 圶地圹 坳坱坵坡坲坥 坭坩坬坥坳圮

則其中 圷圬圴圲圱圬圳圲圸 為 坰坯坰坵坬坡坴坩坯坮 這個屬性的值，型態為整數；圶地圹 為 坡坲坥坡 這

個屬性的值，其型態為整數，單位為平方英里。這樣的描述，轉換為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的文章原始碼，則會如程式碼 圲圮圲 所示坛圸坝。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的設計架構中，上述原始碼 圲圮圲 中的 坡坲坥坡 與 坰坯坰坵坬坡坴坩坯坮 等

屬性的名稱是由使用者在編輯文本時自由選擇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架構上的

限制，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中某篇文章所具有的屬性，都必須在文章內文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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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2.2: 內內內籤籤籤屬屬屬性性性的的的 Semantic Wiki 原原原始始始碼碼碼

As o f [ [ 2 0 0 5 ] ] , the t o t a l r e s i d en t populat ion o f London was

est imated [ [ popu lat ion :=7 , 4 21 , 3 28 ] ] .

Greater London cover s an area o f [ [ area :=609 square mi l e s ] ] .

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2.3: Wikipedia 人人人物物物傳傳傳記記記模模模版版版

{{ Infobox Biography

| subject name = 名稱

| image name = 圖片名稱（不須手工加上連結）

| image s i z e = 圖片大小

| image capt ion = 圖片說明

| da t e o f b i r t h = 出生日期

| p l a c e o f b i r t h = 出生地點

| da t e o f d ea th = 去世日期

| p l a c e o f d e a th = 去世地點

| occupat ion = 身份

| spouse = 配偶

}}

在提醒使用者一篇關於特定主題的文章中，該具備哪些屬性方面，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坥坰坤坩坡 採用了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本身所具備的模版功能來處理。在實際使用上，使用

者必須先至模版列表查詢是否有適當的模版，並在撰寫文章時於原始碼中插入模

版，並填寫正確的屬性值。

舉例而言，當使用者在維基百科上撰寫人物傳記時，可先以至模版列表查詢到

如程式碼 圲圮圳 的模版資料4，並且將這個模板複製到目前正在撰寫的文本中，最後再

把模板中等號右側的說明，改寫成正確的屬性值。

要特別說明的是，在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的系統中，模版是由系統管理員所建立，只有

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emplate:Infobox_Biography&variant=

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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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2.4: Semantic Wikipedia 關關關聯聯聯語語語法法法範範範例例例

’ ’ ’ London ’ ’ i s the c a p i t a l c i t y o f [ [ c a p i t a l o f : : England ] ]

and o f the [ [ i s c a p i t a l o f : : United Kingdom ] ] .

特定權限的使用者可以建立模版，一般的編輯者只能夠使用系統管理員已經建立好

的模版。

2.2.3 關關關聯聯聯

除了利用上一小節的屬性來加註結構化的資料外，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亦提供

了關聯的方式來表達條目與條目之間語意上的關聯，來補強原始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系統僅

以超鏈結來連接兩個條目的不足之處。

舉例來說，若在描述關於倫敦的條目中，寫到了「倫敦是英格蘭與聯合王國的

首都」這件事實，在傳統的 块坩坫坩 系統中，使用者會利用 块坩坫坩 本身提供的超連結功

能，將 坅坮坧坬坡坮坤 與 坕坮坩坴坥坤 坋坩坮坧坤坯坭 連結到相關的條目中，請參照第 圸 頁中的原始

碼 圲圮圱。

而在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系統中，使用者可在超鏈結的語法中，加入關鍵字描

述兩者之間的關聯，例如在原始碼 圲圮圴 中，明確地以關鍵字 坣坡坰坩坴坡坬 坯坦 以及 坩坳 坣坡坰坩坴坡坬

坯坦 來指明倫敦與英格蘭和聯合王國間的關聯。

2.2.4 Semantic Wikipedia 文文文章章章原原原始始始碼碼碼解解解析析析

上述的兩小節中，我們針對了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如何讓使用者在編輯文章

時加註屬性與關聯等方式進行了討論，但由於所有的屬性與關聯，都是直接由

使用者在編輯文章時加註在原始碼中，為了要將屬性與關聯儲存為機器可讀的格

式，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必需在使用者對文章進行存檔時，解析文章原始碼，並取

出屬性與關聯等資料。

圖 圲圮圱 為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的系統架構，使用者編寫完成文章的原始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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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1: Semantic Wikipedia 系系系統統統架架架構構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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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解析文章的原始碼，將文章內容存入 坁坲坴坩坣坬坥 坤坡坴坡坢坡坳坥 中，而屬性與關聯的資

料則存入 坒坄坆 坴坲坩坰坬坥坳坴坯坲坥 資料庫中，以利系統進行分析，進而產生諸如搜尋與統計

結果等資料。

2.2.5 問問問題題題探探探討討討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坥坰坤坩坡 採用於文章原始碼中加註後設資料的方式，來解決傳統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系統無法讓文章內結構化資料具有機器可讀性的問題。然而在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中，仍有些許的問題尚未解決。

原作者在論文中提到，由於屬性與關聯的名稱都是由使用者自行命名，因此仍

會產生同名異義與異名同義等問題，而其解決的方式，則是讓每一個屬性與關聯的

名稱，也鏈結至一個頁面，使用者可以在其頁面中加註其用途，避免其他使用者誤

用。坛圸坝

除了同名異義外，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並沒有所謂「概念」的層次，因此使用

者可以標示出「台北是倫敦的首都」這樣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事實

是不正確的，因為台北必須是某個「國家」的首都，而不能是「城市」的首都。

我們亦發現，在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此系統中，所有屬性與關聯都必需在文章

中提及，而且使用者無法在編輯文章時，立刻就知道需要填入哪些值。相反的，使

用者必須先查詢模版列表，找到適合使用的模版，才能透過模板知道應該填寫哪些

屬性，也容易造成資料漏填的問題。

最後，雖然 块坩坫坩 強調文章原始碼的簡潔易懂，但對於第一次接觸的使用者而

言，仍然需要一段時間的學習，才能夠理解其語法，對於使用者的親和力仍有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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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rupal

2.3.1 Drupal 簡簡簡介介介

上述兩節介紹了 块坩坫坩 此類型的內容管理系統，以及如何在 块坩坫坩 的架構下讓文

章內容具有機器可讀性。然而 块坩坫坩 的主要應用是協同文件撰寫，沒有嚴格的權限控

管，並且是以文章為主體，無法涵概所有的內容管理應用，因此在這一小節中，我

們將會介紹另一套內容管理系統 坄坲坵坰坡坬。

坄坲坵坰坡坬 是一套開放原始碼的內容管理系統，提供了完整的角色權限控管機制以

及多樣化的功能模組，根據其官方網站說明，坄坲坵坰坡坬 適合應用於下列類型的網站架

設坛圹坝：

• 社群入口網站

• 論壇網站

• 公司網站

• 坉坮坴坲坡坮坥坴 應用

• 個人網站與網誌

• 電子商務網站

與 块坩坫坩 不同，坄坲坵坰坡坬 是一個較為通用的內容管理系統，提供了諸如新聞、線

上手冊、部落格與討論區等功能。

坄坲坵坰坡坬 亦採用了模組的概念，在官方提供的版本中，僅有最基礎的核心模組與

常用的延伸模組。核心模組負責權限控管以及使用者管理此類的網站基礎功能，若

使用者需要增加網站的功能，則可以安裝其他延伸模組坛圱地坝。

在實際應用上，包括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破報與

勞苦網等，均採用 坄坲坵坰坡坬 進行架設與管理，而亦有正體中文的 坄坲坵坰坡坬 坔坡坩坷坡坮 社群

成立，提供了技術文件、翻譯與討論等5。

5使用 Drupal 之正體中文網站列表可於 http://drupaltaiwan.org/image/tid/23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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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技技技術術術堆堆堆疊疊疊

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會簡單地介紹 坄坲坵坰坡坬 的設計理念以及系統架構。

坄坲坵坰坡坬 在設計時，就將客製化列為目標之一，而客製化的方式是採用覆寫核心

模組的功能與增加新的模組，而不是直接更改核心模組的程式碼。此外，坄坲坵坰坡坬 也

採用內容與外觀分離的方式，透過佈景主題的功能，同樣的內容可以用不同的外觀

呈現坛圱地坝。

由於 坄坲坵坰坡坬 採用了此種設計思維，因此提供了相當完整的 坁坐坉 給開發者，開

發者只需專注在如何利用 坄坲坵坰坡坬 所提功的 坁坐坉 與核心模組進行溝通，並新增自己

所需的功能。至於核心模組等與網站的基本功能相關的程式碼，則交由 坄坲坵坰坡坬 的開

發者進行維護與開發。

圖 圲圮圲 為一個 坄坲坵坰坡坬 網站的模組概觀，其中粗框的部份，是 坄坲坵坰坡坬 的核心模

組，提供了使用者管理、本土化、事件記錄等基本的功能。而諸如相簿，電子商務

網站、所見即得編輯器，則是由加掛的延伸模組所提供。

在技術方面，坄坲坵坰坡坬 採用了 坐坈坐 做為程式語言，而由於具有資料庫抽象層的

關係，坄坲坵坰坡坬 的後端資料庫可以採用如 坍坹坓坑坌 及 坐坯坳坴坧坲坥坳坓坑坌 等各種不同的資料

庫管理系統，圖 圲圮圳 為 坄坲坵坰坡坬 的技術堆疊，由圖中可以看出，坄坲坵坰坡坬 能在各種不同

作業系統、網頁伺服器與資料庫管理系統組合的平台上運作。

2.3.3 Drupal Hook 簡簡簡介介介

坄坲坵坰坡坬 使用了控制權反轉的概念來設計，模組開發者只需要遵守一定的規範，

撰寫好相關的函式，坄坲坵坰坡坬 即會在適當的時機呼叫模組開發者所撰寫的程式，改變

系統內定的作業程序，此種函數稱為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

透過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模組開發者可以達到在不修改核心原始碼的狀況下，替系

統增加新的功能，例如在使用者將文章存入系統內建的資料表的同時，進行額外的

處理，將其餘相關資訊存入模組自行定義的資料表中，達成諸如統計、附加資料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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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2: Drupal 網網網站站站模模模組組組堆堆堆疊疊疊 [10]

圖圖圖 2.3: Drupal 技技技術術術堆堆堆疊疊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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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4: Node 與與與其其其子子子類類類別別別 [10]

2.4 Drupal 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相相相關關關模模模組組組

我們在 圲圮圳 節中提到，坄坲坵坰坡坬 具有完整的功能、豐富的 坁坐坉 以及跨平台等優

點，然而 坄坲坵坰坡坬 對於後設資料的處理，也有其限制。

因此在這一節中，我們將會針對一些已經被廣泛採用的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進行介紹，

並分析這些模組尚有哪些缺陷，無法達成我們在 圱圮圳 節中所期望的目標。

2.4.1 Node 模模模組組組

在 坄坲坵坰坡坬 中，坎坯坤坥 是一筆內容資料，例如一篇部落格的文章、投票、線上文

件手冊都是 坎坯坤坥 的一種。坎坯坤坥 模組則是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中內附最基礎的內容管理功

能模組，大部份進階的內容管理延伸模組，均是透過延伸 坎坯坤坥 模組或是複寫其中

的功能來實作坛圱地坝。

在 坎坯坤坥 模組中，坎坯坤坥 是最基本的內容類型 在坃坯坮坴坥坮坴 坔坹坰坥圩，其中僅定義了如

坉坄、標題與內文等最基礎的資料欄位，做為父類別。其他進階的內容類型，例如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內附的部落格 在坂坬坯坧圩、投票 在坐坯坬坬圩、文件手冊 在坂坯坯坫圩 等內容模組，其內

容類型均繼承自 坎坯坤坥，如圖 圲圮圴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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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圲圮圴 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坢坬坯坧、坰坯坬坬 與 坢坯坯坫 三個不同的內容類型，都由

坮坯坤坥 繼承了 坉坄、標題與內文的屬性。

其中投票具有期限 在坥坸坰坩坲坡坴坩坯坮圩、發起投票的使用者 在坵坩坤圩，以及本次投票編號

在坶坯坴坥坉坄圩 等額外的欄位。相對的，由於線上手冊需要記錄章節的關係，以及在同一

章下不同小節的先後順序，因此具有 坰坡坲坥坮坴 與 坷坥坩坧坨坴 這兩個欄位。

在實作上，開發者可以自行撰寫 坄坲坵坰坡坬 延伸模組，並且在資料庫的設計上，存

放內容的資料表僅存放標題、內文外的資料，並且擁有一個 坮坯坤坥坉坄 欄位，且該欄位

為一參考到 坎坯坤坥 模組中 坎坯坤坥 資料表裡 坉坄 欄位的外鍵。

在建立完資料庫綱要後，開發者可以利用 圲圮圳圮圳 小節中提到的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

向 坄坲坵坰坡坬 註冊新的內容類型，並且複寫原有的 坎坯坤坥 模組中的功能（例如在新增內

容時將資料插入到適當的資料表，在顯示時從適當的資料表中取得資料並顯示），

達到新增內容類型的目的。

雖然由於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 及資料庫設計上的彈性，讓模組開發者可以透過撰寫模

組並繼承原有 坎坯坤坥 模組的方式來建立新的內容類型，但缺點則是每次建立新的內

容類型，都得重新撰寫程式，無法讓不會寫程式的使用者建立新的內容類型。

2.4.2 Content Construction Kit 模模模組組組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介紹了如何在 坄坲坵坰坡坬 中利用撰寫模組的方式建立新的內容

類型，也提到了此種方式的缺點。

坃坯坮坴坥坮坴 坃坯坮坳坴坲坵坣坴坩坯坮 坋坩坴（簡稱 坃坃坋）為一 坄坲坵坰坡坬 延伸模組，透過這個延伸

模組，使用者只需要在 坄坲坵坰坡坬 網站的管理介面中進行操作，即可自行定義新的內容

類型與所需欄位，底層相關資料表的建立，則由 坃坃坋 自動處理。

當啟用 坃坃坋 模組後，使用者可以在管理介面中新增內容類型，並且設定該內容

類型除了基本的標題、內文外，還需要哪些欄位。

舉例而言，若我們新增了一種內容類型是存放「坃坐坕 簡介」的相關資料，做為

產品資料庫所用，那麼我們除了標題以及內文之外，還需要諸如 坃坐坕 製造商、時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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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5: 利利利用用用 CCK 建建建立立立新新新的的的欄欄欄位位位

圖圖圖 2.6: 由由由 CCK 所所所建建建立立立的的的內內內容容容類類類型型型與與與新新新增增增的的的欄欄欄位位位

等欄位供讀者參考。

要達成這樣的功能，系統管理者只需要在安裝 坃坃坋 模組後，於管理介面中輸入

欄位名稱，選擇適當的資料型態與輸入方式，並且設定該欄位是否為必填欄位等資

訊即可。圖 圲圮圵 即為建立 坃坐坕 時脈欄位的畫面，在此例中我們選擇資料型態為整

數，輸入方式為文字方塊。

設定完成後，當使用者新增一筆內容類型為「坃坐坕 簡介」的內容時，除了標

題、內文等 坎坯坤坥 模組本身就具有的欄位外，我們透過 坃坃坋 新增的欄位，例如

坐坲坯坤坵坣坥坲 與 坃坬坯坣坫 欄位也會顯示在表單中，供使用者填入適當的值，如圖 圲圮圶 所

示。

然而利用 坃坃坋 建立新的內容類型，雖然系統會自動顯示應該填寫的欄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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圲圮圲 一節中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坥坰坤坩坡 中使用者不易得知所需填寫的屬性的問題，但 坃坃坋

亦有其缺點存在。

由於 坃坃坋 所設定的欄位是跟隨內容類型，而且彼此間無法再繼續繼承或延伸，

因此每一種後設資料的組合，都必需建立一個新的內容類型，當後設資料的組合增

加時，內容類型也會隨之增加，導至系統不具實用性。

舉例而言，一部動畫作品可能會同時具有電視版、劇場版與 坄坖坄等三種版本，

這三種版本的後設資料有些是相同的，例如作品名稱等，但也有些後設資料會有不

同，例如電視版需要記錄播放集數、劇場版會需要記錄上映的戲院或票房，而 坄坖坄

則需要記錄售價。此外，也不是所有的動畫作品都會具有這三種版本。

然而在 坃坃坋 的架構下，使用者無法建立一個單一的「動畫」的內容類型，讓使

用者選填是否要填寫電視版、劇場版與 坄坖坄 版的後設資料。相反的，使用者只能

新增三種內容類型：「電視動畫」、「動畫電影」、「動畫 坄坖坄」，並且在這三個

內容類型中分別新增一筆針對同樣的動畫作品做描述的資料，造成資料的重複及不

一致。

2.4.3 Taxonomy 模模模組組組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是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內附的分類系統，透過這套系統，使用者可以自

行定義 坆坬坡坴、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以及 坍坵坬坴坩坰坬坥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等三不種同類型的分類方式，

以下將分別敘述三種分類方式。

在 坆坬坡坴 的分類方式中，所有的分類沒有任何階層關係，是獨立存在的，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則是子分類僅屬於一個父分類；而在 坍坵坬坴坩坰坬坥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的分類關係

中，一個子分類則可以屬一個以上不同的父分類，圖 圲圮圷 與 圲圮圸 分別為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與 坍坵坬坴坩坰坬坥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兩種不同的分類方式的示意圖坛圱地坝。

在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的定義裡，圖 圲圮圷 與圖 圲圮圸 中，所有分類的名稱，如 坏坢坪坥坣坴圭

坏坲坩坥坮坴坥坤、坐坈坐 等均稱為一個 坔坥坲坭。而我們也可以發現，由於 坐坈坐 既可以歸類為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亦可歸類為程序導向程式語言，若透過 坍坵坬坴坩坰坬坥 坈坩坥坲坡坲坣坨坩坣坡坬 的

分類方式，則可以適當地表達這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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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7: Hierarchical 分分分類類類示示示意意意圖圖圖 [10]

圖圖圖 2.8: Multiple Hierarchical 分分分類類類示示示意意意圖圖圖 [10]

除了分類方式外，使用者亦可設定哪種內容類型與此分類是有關的，以及該內

容類型是否可以屬於多個分類等設定。當設定完成後，使用者在建立內容時，便可

選擇該內容屬於哪一個分類中。

例如一篇內容型類型為「坉坄坅 開發環境」的文章，可以依照其支援的程式語言

歸類，而一個 坉坄坅 又可以支援多個不同的程式語言。

如圖 圲圮圹 中的範例所示，使用者將程式語言的分類建好後，可以直接在表單中

選擇文章所提及的 坉坄坅 開發環境支援哪些程式語言。

當使用者儲存此筆資料後，即可透過程式語言分類去找尋到適當的 坉坄坅 開發環

境。同樣的，若一個 坉坄坅 同時支援 坃圫圫 與 坓坭坡坬坬 坔坡坬坫 時，則使用者不論是瀏覽

坃圫圫 或 坓坭坡坬坬 坔坡坬坫 分類，都可以找到該 坉坄坅 的資料。

除了階層式的架構外，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亦支援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的功能，使用者可

以將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視為類似字典或 坁坐坉 文件中的 坓坥坥 坁坬坳坯 項目坛圱地坝。

舉例而言，在上述程式語言的分類中，我們知道 坃圫圫 是 坃 語言的超集，因

此我們可以設定 坃圫圫 的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為 坃 語言，而 坃 語言的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為

坃圫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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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2.9: 替替替內內內容容容選選選取取取分分分類類類

然而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最大的問題，在於並未清楚表達 坔坥坲坭坳 之間的關聯。在階

層的架構中我們或許可以預設其為 坩坳圭坡 或 坨坡坳圭坡 的關聯，但在上述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的範例方面，我們僅知道 坃圫圫 語 坃 語言是有關聯的，但卻無法得知切確的關係

（坃圫圫 是 坃 語言的超集，坃 語言是 坃圫圫 的子集）。

此外要注意的是，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裡所謂的「關聯」，僅僅針對分類本身而言，

並無法指定內容與內容間的關聯。

舉例而言，雖然使用者可以將「政府」這個分類設定為「國家」的子分類，並

且將其視為 坨坡坳圭坡 的關聯，但卻無法明確地將某篇描述「中華民國政府架構」的內

容，與描述「中華民國」的內容進行關聯的設定。

2.5 Ontology

在上述的章節中，我們討論了其他系統如何在現行內容管理系統新增屬性與關

聯等後設資料處理的功能，然而這些系統都仍有各式各樣的缺陷，並無法完整解決

問題。因此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針對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這個概念進行探討，並分析是否能

夠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應用於內容管理系統中。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一詞源於哲學領域，係為以一系統化方式描述實體萬物的理論。而在

人工智慧的領域中，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最早由 坎坥坣坨坥坳 及其同事所定義，其定義如下坛圱圱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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坁坮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坤坥圌坮坥坳 坴坨坥 坢坡坳坩坣 坴坥坲坭坳 坡坮坤 坲坥坬坡坴坩坯坮坳 坣坯坭坰坲坩坳坩坮坧 坴坨坥 坶坯坣坡坢坵坬坡坲坹

坯坦 坡 坴坯坰坩坣 坡坲坥坡 坡坳 坷坥坬坬 坡坳 坴坨坥 坲坵坬坥坳 坦坯坲 坣坯坭坢坩坮坩坮坧 坴坥坲坭坳 坡坮坤 坲坥坬坡坴坩坯坮坳 坴坯 坤坥圌坮坥

坥坸坴坥坮坳坩坯坮坳 坴坯 坴坨坥 坶坯坣坡坢坵坬坡坲坹圮坛圱圲坝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特性在於將特定知識領域概念化，並以圖形的方式呈現，而在進行

概念化的過程中，則以「類別（物件）」、「屬性」、「關聯」三者所組成。類別

代表了一個總體性的概念，「屬性」定義類別的特性，而「關聯」則表達類別與類

別間的互動。而雖然目前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有各式各樣的定義，然而大部份均認同下列的幾

項原則坛圱圳坝：

圱圮 由類別（物件）、屬性與關聯組成。

圲圮 物件可以擁有屬性。

圳圮 物件與物件間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關聯。

圴圮 屬性與關聯可隨著時間改變。

圵圮 在特定的時間下可以發生不同的事件。

圶圮 事件會造成件物屬性的改變。

圷圮 物件可以參與特定的程序 在坐坲坯坣坥坳坳圩。

圸圮 物件可以有不同的狀態。

圹圮 物件可以分為更小的單位物件 在坐坡坲坴坳圩。

與物件導向相似，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具有「類別」的概念，類別僅定義了物件所應具有

的屬性，而實際的屬性值則視個別的物件而定。

雖然上述列出了九項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特性，但經過我們整理後，認為只需要第一至

四項基礎的功能，即可充份的讓內容管理系統合理地表達屬性與關聯的後設資料。

透過採用簡化過後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我們可以在不增加使用者學習負擔的情況下，

利用通用的方式來對關聯及屬性進行描述。同時由於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本身即與物件導向類

似，將概念與實體層次分開討論，因此可以避免如第 圲圮圲圮圵小節中所提及的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在表達關聯時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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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小小結結結

在 圲圮圲 與 圲圮圴 兩節中，我們探討了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以及 坄坲坵坰坡坬 中如何處理

屬性後設資料與設定內容間的關聯，以及其作法的優缺點，表 圲圮圲 與表 圲圮圳 為一簡單

的比較。

由表 圲圮圲 與表 圲圮圳 中可以看出，在彈性方面，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採用直接於文

章內容原始碼中加入註記的方式，讓使用者在輸入屬性等後設資料與設定內容之間

的關聯時，擁有較大的彈性，而且不需要顧及文章的內容類型（因為 坍坥坤坩坡块坩坫坩 本

身並無內容類型的設計），但同時也產生了使用不易以及同名異義等問題。

相較之下，坄坲坵坰坡坬 的 坃坃坋 與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則專注於讓使用者容易建立自己

的內容類型後設資料以及設定分類間的關聯，但 坃坃坋模組必須針對每種不同的後設

資料組合產生不同的內容類型，而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則無法適當表達出每一個 坔坥坲坭坳

之間實際的關聯，也無法表達個別內容間的關聯。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介紹本系統如何在彈性與易用性間取得平衡，以及

如何利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解決同名異義與處理不同內容之間關聯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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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2.2: 各各各系系系統統統屬屬屬性性性處處處理理理方方方式式式

系系系統統統 輸輸輸入入入方方方式式式 優優優點點點 缺缺缺點點點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內嵌於文章

原始碼

• 彈性大

• 不需考慮內容類

型

• 具單位轉換功能

• 使用者需學習特

殊語法

• 無法提供使用者

應輸入屬性列表

• 屬性具有同名異

義等問題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
由模組開發

者決定
• 彈性大 • 需額外撰寫程式

坄坲坵坰坡坬 坃坃坋

模組
坈坔坍坌 表單

• 設定簡單

• 輸入容易

• 屬性組合與內容

類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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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2.3: 各各各系系系統統統關關關聯聯聯處處處理理理方方方式式式

系系系統統統 輸輸輸入入入方方方式式式 優優優點點點 缺缺缺點點點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內嵌於文章

原始碼

• 彈性大

• 可描述內容與內

容間實際的關聯

• 使用者需學習特

殊語法

• 屬性具有同名異

義等問題

坄坲坵坰坡坬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

組

坈坔坍坌 表單
• 操作介面容易

• 可定義同意字詞

• 無法確切表達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之間的關聯意義

• 僅能描述分類間

的關聯，而無法

描述內容間的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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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三三三章章章 系系系統統統設設設計計計

3.1 簡簡簡介介介

我們曾在 圲圮圳 一節中提到，坄坲坵坰坡坬 具有諸如跨平台、功能完整，以及容易擴及

撰寫功能模組等優點，因此本系統將會以 坄坲坵坰坡坬 做為基礎的平台，以 坄坲坵坰坡坬 功能

模組的方式開發。

由於採用撰寫功能模組的方式實作，我們可以專注在實現我們所提出的新概念

與功能，而不需處理諸如使用者管理、權限控管等基本功能，此外使用者也可以很

容易地將本模組套用進現有的網站，而不需要重新學習另一套內容管理系統。

本功能模組的主要目的，則在於讓使用者透過此延伸模組，可以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

方式定義內容與內容間的關聯，並且在建立內容時填寫後設資料，以且解決上述第

二章相關研究中現有系統的缺點。

在設計理念方面，我們採用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概念，並且使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與內容類型

分離，因此 坄坲坵坰坡坬 中任何內容類型的資料，都可以使用單一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進行後設

資料的處理。同時由於納入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關係，使用者可以輕易地表達內容與內容

之間的關聯，進而解決 坄坲坵坰坡坬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組中所具有的缺點。

操作上界面的設計上，我們採用了 坈坔坍坌 表單的方式，當使用者建立新的內

容時，系統會自動尋找所需填寫的屬性值，並顯示在畫面上供使用者填寫，以解決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坥坰坤坩坡 中使用者需學習特殊語法以及無法得知需要填寫哪些屬性的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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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系統所採用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架構，我們會在之後的章節中進行詳細的說明。

3.2 名名名詞詞詞定定定義義義

為了方便往後的說明，在此節中，我們會簡單地定義在系統中所使用到的專有

名詞，以及之間的關聯。透過這一節的說明，讀者可以對本系統的組成有基本的了

解。

3.2.1 Node

在本研究中，坎坯坤坥 泛指 坄坲坵坰坡坬 中的 坎坯坤坥 模組內建的內容類型，以及所有繼

承 坎坯坤坥 的內容類型，例如 圲圮圴圮圱 小節中提到的 坢坬坯坧、坰坯坬坬、坢坯坯坫 以及利用 坃坃坋 模

組所建立的內容類型，都視為 坎坯坤坥 的一種。

3.2.2 Ontology

在本系統中，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被定義為一個 坵坮坣坯坮坮坥坣坴坥坤 的有向圖形。在此圖中，每

一個節點稱為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而邊則視為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同時邊上是具有標籤的，說明

坃坯坮坣坥坰坴 與 坃坯坮坣坥坰坴 間的關聯為何。

舉例而言，圖 圳圮圱 是一個在本系統中合法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其中描述了 坊坡坶坡 與

坓坭坡坬坬 坔坡坬坫 分別是一種物件導向的語言；坃圫圫 同時是物件導向語言也是程序導向語

言、坃 語言是程序導向的程式語言；而 坈坡坳坫坥坬坬 則是一種 坆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坐坲坯坧坲坡坭坭坩坮坧

程式語言。除此之外，在此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我們也標示了 坃圫圫 具有與 坃 的向下相

性。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我們於每個邊上都明確地指定其關係：坊坡坶坡 和 坓坭坡坬坬

坔坡坬坫 與物件導向的關係為「是一種」，而 坃圫圫 與 坃 的關聯則是「向下相容」，代

表 坃 語言是 坃圫圫 的子集，在 坃圫圫 中可以出現 坃 的語法，反之 坃 語言無法使用

坃圫圫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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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3.1: 描描描述述述程程程式式式語語語言言言的的的 Ontology

同時讀者也應該注意到，在本例中此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為一個 坵坮坣坯坮坮坥坣坴坥坤 圖形，這在

我們的系統中是合法的。

3.2.3 Concept

在本系統中，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圖形上的每一個節點，稱之為 坃坯坮坣坥坰坴，可以視為一種

概念上的總稱。

坃坯坮坣坥坰坴 是一個總體的集合，而非特定的實體，作用在於規範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中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所應具有的屬性 在坓坬坯坴圩，以及與其他 坃坯坮坣坥坰坴之間的關聯，類似於物件導向

中的「類別」的概念。關於 坓坬坯坴 與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定義我們在之後會做詳細的說明。

以第 圳地 頁圖 圳圮圱 為例，各種不同的程式語言都有不同版本的編譯器，因此我

們可將 坊坡坶坡 與 坃 語言視為兩個不同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而特定的程式語言編譯器，例如

坊坄坋 與 均坃坃，則分別是 坊坡坶坡 與 坃 語言這兩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3.2.4 Slot

為了簡化，我們在圖 圳圮圱 中省略了 坃坯坮坣坥坰坴 可以擁有的屬性的這一項特性，實

際上每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可以擁有零到多個屬性，每一個屬性則稱為一個 坓坬坯坴。

與 坃坯坮坣坥坰坴 相同，坓坬坯坴 並不實際存放屬性的值，而是定義諸如屬性名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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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與最大最小值等資料，目前本系統定義 坓坬坯坴 可以擁有的資料型態為字串、整

數、浮點數與內容參考圮 圮 圮 圮 圮 圮等，未來可視情況增加新的資料型態。

要特別介紹的是內容參考這項資料型態，內容參考指的是該屬性欄位會利用超

鏈結的方式，指引使用者閱讀到系統內已經存在的內容資料。

透過這樣的方式，將可以增加本系統的彈性。例如雖然本系統並未支援「圖

片」這種資料型態的屬性，但由於圖片在 坄坲坵坰坡坬 中也是 坎坯坤坥 的一種，因此使用者

可以在「國家」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中新增「地圖」的欄位，並將其型態設為內容參考。

如此一來，往後的使用者在建立屬於「國家」此種內容類型的內容時，便可將

「地圖」欄位指定成該國地圖的內容，而讀者在閱讀該篇內容時，即可透過超鏈結

開啟該國的地圖。

3.2.5 Relation

本系統中，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圖形上的邊稱為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用來描述不同 坃坯坮坣坥坰坴 之間

的關聯。例如在第 圳地 頁圖 圳圮圱 中，坃圫圫 與 坃 的關聯即是「坃圫圫 向下相容 坃 語

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系統中，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上的邊代表的僅是概念之概念間關聯。

舉例而言，在上例中我們僅指出了 坃圫圫 可以向下相容 坃 語言，但並未明確地指出

哪一個版本的 坃圫圫 編譯器可以向下相容哪個版本的 坃 語言編譯器所接受的 坃 語言

原始碼。

至於如何表達「均圫圫 向下相容 均坃坃」（假設使用者將 均坎坕 坃坯坭坰坩坬坥坲 坃坯坬坬坥坣圭

坴坩坯坮 中的 均坃坃 與 均圫圫 視為不同的編譯器）的事實，我們將會在稍後的章節中提

到。

此外，在本系統中我們內建了 坩坳 坫坩坮坤 坯坦 以及 坥坸坴坥坮坤坳 這兩種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這兩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永遠同時成立，在第 圳地 頁圖 圳圮圱 中，我們省略了 坥坸坴坥坮坤坳 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線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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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Concept Instance

在本系統中，使用者可以將一個 坎坯坤坥 指定到到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圖形內零到多個不同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定義到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上的 坎坯坤坥 即稱為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假設我們將第 圳地 頁圖 圳圮圱 視一個程式語言編譯器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那麼一篇描述

坊坄坋 圱圮圶 的內容就是圖中 坊坡坶坡 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其中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但是相對的，均坎坕 坃坯坭坰坩坬坥坲 坃坯坬坬坥坣坴坩坯坮 同時支援 坃 語言、坃圫圫 與 坊坡坶坡，並

無法只分類到其中的一項。為了解決此種問題，在本系統中，使用者可以將 坎坯坤坥

定義於零到多個不同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因此我們可以指定 均坃坃 是同時位於 坃 語

言、坃圫圫 與 坊坡坶坡 上，而 均坃坃 就同時是 坃 語言、坃圫圫 與 坊坡坶坡 這三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3.2.7 Slot Instance

當使用者把 坎坯坤坥 定義於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時，即會產生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例如若使用

者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上定義了「城市」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擁有面積、人口數等 坓坬坯坴 後，當使

用者創建一個新的 坎坯坤坥 「倫敦」，並將該 坎坯坤坥 定義到「城市」這 坃坯坮坣坥坰坴 時，

此時便會產生兩個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倫敦的面積以及倫敦的人口數。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與 坓坬坯坴 的不同之處，在於 坓坬坯坴 僅定義了屬性名稱與資料型態等後

設資料，而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則是屬性實際的值，同時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不能單獨存在，必

定是隨著 坎坯坤坥 和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組合而定。

例如在 圲圮圲圮圲 小節中提及的倫敦人口數為 圷圬圴圲圱圬圳圲圸，面積為 圶地圹 平方英里的敘

述，在本系統中即可用倫敦是「城市」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而「人口數」與

「面積」則是「城市」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坓坬坯坴 來描述。

至於實際上的屬性值 圷圬圴圲圱圬圳圲圸 與 圶地圹 則分別為「城市－倫敦－人口數」以及

「城市－倫敦－面積」等組合的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永遠是由 坃坯坮坣坥坰坴、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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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坓坬坯坴 的組合來定義，因此 圳圮圲圮圶 小節中將同一個 坎坯坤坥 定義於不同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情

況下，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也不會混淆。

例如若圖 圳圮圱 中在 坊坡坶坡 與 坃 語言和 坃圫圫 均定義了「規格標準」這個 坓坬坯坴，且

使用者將 均坃坃 同時定義在 坊坡坶坡、坃 語言與 坃圫圫 這三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時，那麼總共

會擁有三個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分別是「坊坡坶坡－均坃坃－規格標準」、「坃－均坃坃－規格

標準」、「坃圫圫－均坃坃－規格標準」。

在使用者介面的設計上，系統會自動將同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下的 坓坬坯坴 組合成同一個

群組，讓使用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哪一個屬性屬於哪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3.2.8 Relation Instance

在 圳圮圲圮圵 小節中，我們提到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上 坃坯坮坣坥坰坴 與 坃坯坮坣坥坰坴 間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僅

代表了概念上的相關性，確並未明確指出是哪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與哪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有關。

在本系統中，使用者可以指定 坎坯坤坥 與 坎坯坤坥 間的關聯，但僅限於當兩個 坎坯坤坥

都被定義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且兩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有邊相連的時候，此時這個

關聯即稱為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舉例而言，若使用者將 均坃坃 定義於圖 圳圮圱 的 坃 語言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將 均圫圫 定

義於 坃圫圫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那麼使用者在編輯 均圫圫 這個 坎坯坤坥 時，由於 坃圫圫 有一個

「向下相容」的邊連到 坃 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因此使用者將會在編輯介面上看到一個

「向下相容」的下拉式選單，而該下拉式選單中則會出現 均坃坃 或其他使用者定義

成 坃 語言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坎坯坤坥，使用者即可透過這樣的選擇，表達出「均圫圫 向下

相容 均坃坃」的事實。

與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類似，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是由「坃坯坮坣坥坰坴 坁－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坁－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坃坯坮坣坥坰坴 坂－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坂」所組成，因此將同一個 坎坯坤坥 定義

於不同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並不會產生混淆。

另外本系統亦支援多對多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例如若已知 均圫圫 向下相容

坔坵坲坢坯 坃 與 均坃坃 所接受的 坃 語言原始碼，而 坔坵坲坢坯 坃 與 均坃坃 均被定義在 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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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3.2: 透透透過過過 OO 這這這個個個 Tag 取取取出出出的的的子子子知知知識識識領領領域域域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那麼 均圫圫 可以同時擁有兩個「向下相容」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分別

指到 坔坵坲坢坯 坃 與 均坃坃 這兩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3.2.9 Tag

在本系統的設計上，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是一個 坵坮坣坯坮坮坥坣坴坥坤 圖形，也只有一個圖形，因

此本身並無將不同知識領域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存放在不同圖形的設計，但使用者可以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的每個連通元件都視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

除了上述如何界定不同的知識領域的問題外，隨著使用者的增加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

建立，如何讓使用者可以只針對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其中一部份進行處理，也會是本系統在

設計上的考量之一。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引入了 坔坡坧 的概念，使用者可以建立 坔坡坧，並且將其

指定到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的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之後系統將會透過演算法建立出一個從該

坃坯坮坣坥坰坴 開始的子知識領域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而透過這個方式建立的子知識領域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均是一個 坣坯坮坮坥坣坴坥坤 圖形。

舉例而言，當使用者建立了 坏坏 這個 坔坡坧，並且將其起始點標示為第 圳地 頁圖

圳圮圱 中「物件導向」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時，將會產生如圖 圳圮圲 的子知識領域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讀者可以發現，在圖 圳圮圲 中，坃 語言依然被納入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這是因為 坃 語言

與 坃圫圫具有直接的關聯，而 坃圫圫又是從「物件導向」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所衍生出的。

相對的，由於使用者是將該 坔坡坧 標記於「物件導向」上，因此「程序導

向」、坆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坐坲坯坧坲坡坭坭坩坮坧 以及 坈坡坳坫坥坬坬 不會出現在子知識領域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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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系統建立子知識領域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演算法詳細內容，請參閱 圴圮圴 節。

3.3 系系系統統統架架架構構構

3.3.1 系系系統統統技技技術術術堆堆堆疊疊疊

本系統的技術堆疊如圖 圳圮圳 所示，其中虛線框的部份為 坄坲坵坰坡坬 本身所提供的相

關函式庫。

其中 坄坲坵坰坡坬 坆坯坲坭 坁坐坉 提供了與 坈坔坍坌 表單相關的功能，諸如建立 坈坔坍坌 表

單、驗證使用者輸入及呼叫適當的回呼函式處理使用者輸入等；坄坲坵坡坰坬 坓坣坨坥坭坡 坁坐坉

則提供了針對不同資料庫管理系統均通用的資料結構定義，使模組開發者不需要針

對不同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撰寫不同的資料庫綱要。

在設計上，為了方便往後的擴充以及將使用者介面與內部邏輯分離，因此將系

統切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分別是 坄坂 處理介面、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類別函式庫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

其中 坄坂 處理介面負責進行資料表外鍵處理等功能，類別函式庫針對內部的

資料結構進行處理，並對最上層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提供相對應的 坁坐坉，而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則負責與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進行溝通，並提供使用者操作介面。

3.3.2 功功功能能能元元元件件件

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類別庫中，我們將其細分成各個不同的元件，負責處理不同的功

能，其架構如圖 圳圮圴 所示。

其中 坃坯坮坣坥坰坴、坓坬坯坴、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元件分別負責處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 坃坯坮坣坥坰坴、坓坬坯坴

以及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的新增、修改、刪除，以及設定 坃坯坮坣坥坰坴 所具有的 坓坬坯坴 以及建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之間的關聯等。

而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元件則負責建立 坎坯坤坥 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間的關係，當關係建立後，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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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3.3: Ontology 模模模組組組技技技術術術堆堆堆疊疊疊

圖圖圖 3.4: 系系系統統統功功功能能能元元元件件件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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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與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元件進行諸如 坎坯坤坥 的後設資料的建立，或是

建立 坎坯坤坥 與 坎坯坤坥 間的關聯等功能。

3.4 系系系統統統特特特色色色

3.4.1 易易易用用用性性性

在許多針對使用者是否採用某樣科技的模型研究中，易用性經常是模型中的變

數之一，例如在 坐坩坴坴 所提出的 坉坓 成功模式、坆坲坥坤 坄圮 坄坡坶坩坳 於 圱圹圸圶 年所提出的科技

接受模式以及 坋坷坯坮 與 坚坭坵坤 針對 坉坓 成敗影響的研究中，均將易用性納入為其評估

的項目之一。

因此我們希望讓使用者可以用已經具備的網頁瀏覽器操作技巧，就可以達到建

立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與輸入屬性值等必要的動作，讓使用者不需要學習其他持別的操作方式

或語法，以增加本系統的易用性。

在系統的設計與實作上，所有相關的操作均是以 坈坔坍坌 表單或是配合其他

均坕坉 操作的方式進行，因此使用者不需要另外學習特殊的語法就可以達到建立各種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以及內容的目的。

同時，當使用者建立一篇內容，並且選取該內容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對應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時，系統即會自動產生所需填寫的屬性的 坈坔坍坌 表單，以及讓使用者選取要建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對象。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希望可以解決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中使用者需要學習特

殊語法，以及無法確切得知該內容應該要填寫哪些屬性的問題。

3.4.2 泛泛泛用用用性性性

在 圲圮圴圮圱 小節中我們曾經提到，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僅內附的 坎坯坤坥 模組僅具最基本的內

容類型，但網站管理者也可以藉由 坃坃坋 模組的功能，在不撰寫程式的情況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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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內容類型。

另一方面，目前 坄坲坵坰坡坬 社群的開發者，也已經開發出諸如處理圖片的 坉坭坡坧坥 模

組、處理影像的 坖坩坤坥坯 模組，以及其他各式各樣不同的內容類型功能模組，我們希

望使用者在使用本系統時，可以延用舊有的內容類型處理模組，而非針對本系統再

次撰寫與設計新的內容類型。

舉例而言，若使用者想要建立一個影片資料庫，並且依據影片類型設定不同

的後設資料，在本系統中，使用者只需安裝好 坄坲坵坰坡坬 坖坩坤坥坯 模組與本系統，並且

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建立後，即可將 坄坲坵坰坡坬 坖坩坤坥坯 的任何內容指定到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的某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希望能達到泛用的目的，同時使用者也可以保留原有模

組建立內容的操作習慣，亦可替已經存在於系統的內容直接新增後設資料，而非從

頭建立所有的內容。

在實作上，由於包括特定內容類型模組裡定義的內容類型，或使用者透過 坃坃坋

所建立的內容類型，均繼承自 坎坯坤坥 這個資料表，並且具有 坎坯坤坥 坉坄 這個獨一無二

的屬性，因此我們只需要讓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與 坎坯坤坥 坉坄 具有關聯，即可達到上述

支援所有內容類型的目的。

3.4.3 權權權限限限控控控管管管

坄坲坵坰坡坬核心本身即具有完整的角色權限控管相關機制，且藉由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的

架構，外來模組可以自行定義新的權限，供系統管理者設定，模組則可以檢查使用

者是否具有特定的權限，以決定接受或拒絕使用者的操作。

為了達成使用上的多樣性，我們定義了如表 圳圮圱 的相關權限，系統管理者可以

依據這些權限，調整系統的開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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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3.1: 權權權限限限列列列表表表

名名名稱稱稱 權權權限限限類類類別別別 對對對象象象 說說說明明明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坒坥坡坤
讀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使用者是否可以讀取 坏坮圭

坴坯坬坯坧坹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坒坥坡坤
讀 坎坯坤坥

使用者是否可以讀取 坎坯坤坥

中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相關的後設

資料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块坲坩坴坥
寫 坃坯坮坣坥坰坴

使用者是否可以新增或修

改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坓坬坯坴 块坲坩坴坥 寫 坓坬坯坴
使用者是否可以新增或修

改 坓坬坯坴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块坲坩坴坥
寫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使用者是否可以建立、修

改、刪除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坣坥 块坲坩坴坥
寫 坎坯坤坥

使用者是否可以新增、

修改、刪除 坎坯坤坥 所屬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块坲坩坴坥
寫 坎坯坤坥

使用者是否可以修改 坎坯坤坥

所具有的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块坲坩坴坥

寫 坎坯坤坥

使用者是否可以建立或刪

除 坎坯坤坥 與 坎坯坤坥 間的 坒坥圭

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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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四四四章章章 系系系統統統實實實作作作

4.1 資資資料料料庫庫庫

4.1.1 資資資料料料庫庫庫實實實體體體關關關聯聯聯模模模型型型

圖 圴圮圱 為本系統之資料庫實體關聯模式圖 在坃坲坯坷圧坳 坆坯坯坴 坅圭坒 坄坩坡坧坲坡坭圩，左側

坄坲坵坰坡坬 坃坯坲坥 為我們所參考到的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資料表，右側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坍坯坤坵坬坥 區塊

則是本系統新增的資料表。

以下將針對圖中的資料表以及資料表與資料表間的關係逐一進行說明：

Concepts

此資料表可對照至 圳圮圲圮圳 小節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定義中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儲存使用者所設定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名稱 在坵坳坔坩坴坬坥圩 及描述 在坵坳坄坥坳坣圩。

Slots

此資料表可對照至 圳圮圲圮圴 小節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定義裡的 坓坬坯坴，所需要儲存的資料

有 坓坬坯坴 的名稱 在坵坳坔坩坴坬坥圩、描述 在坵坳坄坥坳坣圩、資料型態 在坴坩坔坹坰坥圩、可接受的最大

在坭坡坸坩坭坡坬圩 與最小值 在坭坩坮坩坭坡坬圩，若該 坓坬坯坴 的資料型態為單選或多選列表，則

還需要記錄列表內的選項 在坵坳坖坌坩坳坴圩。

SlotOfConcept

由於本系統中 坃坯坮坣坥坰坴 與 坓坬坯坴 的關係為多對多，在將資料表進行正規化後，

需要額外的資料表來記錄此多對多的關係，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 此資料表便是用來

記錄兩者的多對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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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4.1: 資資資料料料庫庫庫實實實體體體關關關聯聯聯模模模式式式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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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資料表中，我們記錄了某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所具有的 坓坬坯坴

在坳坬坯坴坉坄圩，而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及 坳坬坯坴坉坄 分別是參考到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 與 坓坬坯坴坳 資料表的

外鍵，此外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圬 坳坬坯坴坉坄圩 的組合在資料表中需唯一。

RelationData

這個資料表可對照到 圳圮圲圮圵 小節中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上的標籤，記錄了該標籤的名稱

在坵坳坔坩坴坬坥圩 以及描述 在坵坳坄坥坳坣圩。

Relation

此資料表可對照至 圳圮圲圮圵 小節裡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圖形裡的邊，也就是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此

處所需要記錄的資料有該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的起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坳坲坣坃坉坄圩、結束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坤坥坳坴坃坉坄圩，以及該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的標籤 在坲坥坬坄坡坴坡坉坄圩。

要注意的是，此處的 坳坲坣坃坉坄與 坤坥坳坴坃坉坄是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資料表的外鍵，坲坥坬坄坡坴坡坉坄

為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資料表的外鍵，同時 在坳坲坣坃坉坄圬 坤坥坳坴坃坉坄圬 坲坥坬坄坡坴坡坉坄圩 的組合在

此資料表中需唯一。

ConceptInstance

此資料表用來表示 圳圮圲圮圶 小節中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定義裡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需要記

錄的有該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 坎坯坤坥 編號 在坮坯坤坥坉坄圩 以及所指定到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編號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在這個資料表裡，坮坯坤坥坉坄 為參考到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中 坎坯坤坥 資料表的外鍵，且為

可選的一對多關聯，也就是一個 坎坯坤坥 可以有零到多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而

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一定要有而且只有一個 坎坯坤坥。

同樣的，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為參考到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 資料表的外鍵，且亦為可選的一對多關

聯。此外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圬 坮坯坤坥坉坄圩 的組合在資料表中需唯一。

SlotInstance

此資料表可對應到 圳圮圲圮圷 小節中所定義的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儲存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實際屬性值。

在這個資料表中，我們需要記錄其對應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坉坄圩

以及是哪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哪個 坓坬坯坴 在坳坬坯坴坃坉坄圩，最後還需要記錄該屬性的值

在坵坳坖坡坬坵坥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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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坉坄 為參考到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外鍵，而 坳坬坯坴坃坉坄 則為參考到

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 資料表的外鍵。

RelationInstance

這個資料表用來記錄 圳圮圲圮圸 小節中所定義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所需要記錄的

資料有該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起始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坳坲坣坃坉坉坄圩、目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坤坥坳坴坃坉坉坄圩 以及屬於哪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在坲坥坬坉坄圩。

其中 坳坲坣坃坉坉坄 與 坤坥坳坴坃坉坉坄 為參考到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資料表的外鍵，坲坥坬坉坄 為

參考到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資料表的外鍵，同時 在坳坲坣坃坉坉坄圬 坤坥坳坴坃坉坉坄圬 坲坥坬坉坄圩 的組合在此資

料表中需唯一。

Tags

此資料表對應到 圳圮圲圮圹 小節中所定義的 坔坡坧坳，由於在系統的設計上，我們讓每

個使用者所設定的 坔坡坧 彼此有所區分，因此我們除了需要記錄該 坔坡坧 的名稱

在坵坳坔坩坴坬坥圩、坃坯坮坣坥坰坴 起始點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外，還需要記錄該 坔坡坧 屬於哪個使用

者 在坵坩坤圩。

其中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為參考到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 資料表的外鍵，而 坵坩坤 則是參考到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使用者資料表的外鍵。

4.1.2 資資資料料料庫庫庫綱綱綱要要要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針對本系統中的資料庫設計進了了概略性的討論，分析需

要哪些資料表及欄位，本小節則進一步探討每個資料表實際的資料表綱要。

在實作上，為了讓本模組在不同的資料庫管理系統中都能使用，我們採用

坄坲坵坰坡坬 內建的 坓坣坨坥坭坡坁坐坉1 進行建立資料表的工作，而不直接使用 坓坑坌 命令。

表 圴圮圱 至 圴圮圹 為本系統內所有的資料表綱要，在表中的 坳坥坲坩坡坬 資料型態，是指該

欄位為流水編號，相當於 坍坹坓坑坌 中的 坡坵坴坯 坩坮坣坥坲坭坥坮坴 功能。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 坓坬坯坴坳 資料表中關於 坵坳坖坡坬坵坥 的定義，在此處 坵坳坖坡坬坵坥 的

定義為當該 坓坬坯坴 的資料型態為單選或多選列表時，此欄位會存放使用者所定義的可

1http://drupal.org/node/14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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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1: Concepts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坵坳坔坩坴坬坥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圵地圩 否 標題

坵坳坄坥坳坣 坴坥坸坴 是 描述

表表表 4.2: Slots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坵坳坔坩坴坬坥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圵地圩 否 標題

坴坩坔坹坰坥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圲地圩 否 資料型態

坭坩坮坩坭坡坬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圲地圩 是 最大值限制

坭坡坸坩坭坡坬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圲地圩 是 最小值限制

坵坳坖坡坬坵坥 坴坥坸坴 是 候選值列表

坵坳坄坥坳坣 坴坥坸坴 是 描述

選項目，以換行符號為每一個項目的分隔。

此外，在 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資料表中，我們採用 坴坥坸坴 做為 坵坳坖坡坬坵坥 欄位的資料型

態，這是因為 坐坈坐 本身是弱型別的程式語言，為了簡化資料表的複雜度，我們採用

在程式內部進行型態轉換的方式，而不直接在資料表中指定不同的資料型態。

表表表 4.3: RelationData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坵坳坔坩坴坬坥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圵地圩 否 標題

坵坳坄坥坳坣 坴坥坸坴 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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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4: Relation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坳坲坣坃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關聯來源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坤坥坳坴坃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關聯目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坲坥坬坄坡坴坡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關聯資料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圮坩坤 的外鍵

註：在坳坲坣坃坉坄圬 坤坥坳坴坃坉坄圬 坲坥坬坄坡坴坡坉坄圩 為 坵坮坩坱坵坥 坫坥坹坳

表表表 4.5: SlotOfConcept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坳坬坯坴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坓坬坯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註：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圬 坳坬坯坴坉坄圩 為 坵坮坩坱坵坥 坫坥坹坳

表表表 4.6: ConceptInstance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坮坯坤坥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坎坯坤坥 坉坄 坮坯坤坥坳圮坮坩坤 的外鍵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註：在坮坯坤坥坉坄圬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為 坵坮坩坱坵坥 坫坥坹坳

表表表 4.7: SlotInstance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圮坩坤 的外鍵

坳坬坯坴坃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坓坬坯坴 坯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圮坩坤 的外鍵

坵坳坖坡坬坵坥 坴坥坸坴 否 屬性值

註：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坉坄圬 坳坬坯坴坃坉坄圩 為 坵坮坩坱坵坥 坫坥坹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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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8: RelationInstance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坳坲坣坃坉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來源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坤坥坳坴坃坉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目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坲坥坬坉坄 坴坥坸坴 否 關聯意義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圮坩坤 的外鍵

註：在坳坲坣坃坉坉坄圬 坤坥坳坴坃坉坉坄圬 坲坥坬坉坄圩 為 坵坮坩坱坵坥 坫坥坹坳

表表表 4.9: Tags 資資資料料料表表表綱綱綱要要要

欄欄欄位位位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可可可為為為 NULL 說說說明明明 備備備註註註

坩坤 坳坥坲坩坡坬 否 流水號 主鍵

坵坩坤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使用者編號 坵坳坥坲坳圮坵坩坤 的外鍵

坵坳坔坩坴坬坥 坶坡坲坣坨坡坲在圵地圩 否 標題

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坩坮坴坥坧坥坲 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坃坯坮坣坥坰坴坳圮坩坤 的外鍵

4.1.3 DB 處處處理理理介介介面面面

在 坄坲坵坰坡坬 的系統要求中，並未強制要求使用者使用具有外鍵處理功能的資料庫

管理系統，且 坓坣坨坥坭坡坁坐坉 亦無提功外鍵的設定，因此在本系統中，我們必須自行處

理資料表外鍵欄位。

在設計上，由於我們在每一個資料表均有一個流水編號的欄位做為主鍵，因此

我們可以撰寫如程式碼 圴圮圱 的函式，利用這個函式，我們可以取出資料表內所有外

鍵為特定值的記錄。

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4.1: 取取取得得得特特特定定定外外外鍵鍵鍵欄欄欄位位位的的的記記記錄錄錄

/∗∗

∗ 取得資料表內外鍵欄位為特定值的記錄

∗

∗ @param s t r i n g $ t a b l e 要查詢的資料表

∗ @param s t r i n g $ f kF i e l d 外鍵欄位名稱

∗ @param in t e g e r $ fkID 外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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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 t r i n g $pkFie ld 此資料表主鍵欄位名稱

∗

∗ @return array 所有記錄的主鍵值

∗/

f unc t i on getFKID ( $table , $ fkF ie ld , $fkID , $pkFie ld = ’ id ’ )

{

$ l i s t = array ( ) ;

$ r e s u l t = db query ( ”SELECT $pkFie ld FROM $tab l e ” .

”WHERE $ fkF i e l d=%d” , $fkID ) ;

while ( $ id = db f e t ch a r r ay ( $ r e s u l t ) ) {

$ l i s t [ ] = $id [ ’ id ’ ] ;

}

re turn $ l i s t ;

}

我們透過第 圴圱 頁圖 圴圮圱 的 坅坒 模式圖，可整理出刪除資料表內的記錄時，需要

同時清除哪些參考到將被刪除的記錄的外鍵。

而有了上述 圴圮圱 的函式後，系統在進行資料表內記錄的刪除時，必須依照下列

的定義，先將其他資料表內參考到此筆資料的記錄先行刪除。此列表中，第一層為

欲刪除的記錄所在的資料表，第二層為可能有參考至此筆資料的外鍵的資料表，括

號內則為外鍵的欄位名稱。

• 坃坯坮坣坥坰坴

– 坔坡坧坳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 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在坳坲坣坃坉坄圩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在坤坥坳坴坃坉坄圩

•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圴圷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坳坲坣坃坉坉坄圩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坤坥坳坴坃坉坉坄圩

– 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坉坄圩

• 坓坬坯坴坳

– 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坳坬坯坴坉坄圩

• 坓坬坯坴坏坦坃坯坮坣坥坰坴

– 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坳坬坯坴坃坉坄圩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坲坥坬坉坄圩

經過上述的處理後，我們即可確保當使用者刪除某筆記錄後，其他資料表內參

考到此記錄的相關資料也會同時刪除，必免資料的不一致。

4.2 系系系統統統類類類別別別庫庫庫

4.2.1 慣慣慣例例例說說說明明明

由於 坐坈坐 是屬於弱型態的程式語言，我們並沒有辦法直接從函式的原型得知每

一個參數所屬的資料型態。

此外，即便是相同的資料型態，其所代表的意義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同樣是字

串的資料型態，還可再分為由使用者輸入的原始資料（不安全字串），以及經過程

式跳脫特殊字元後，可以直接輸出至瀏覽器的安全字串坛圱圴坝。

為了進行這樣的區分，讓程式碼及函式原型更具有輔助錯誤檢查的功能，我們

在類別函式庫中的函式及參數命名，在必要時會以應用匈牙利命名法命名2。

在此命名法中，函式或參數的開頭會有特定的字首，代表該參數所代表的分

類，例如 坵坳 開頭的參數代表不安全的字串，而經過跳脫特殊字元後的安全字串，則

2http://www.joelonsoftware.com/printerFriendly/articles/Wrong.html

圴圸

http://www.joelonsoftware.com/printerFriendly/articles/Wrong.html


會以 坳坳 開頭。表 圴圮圱地 為我們所定義的應用匈牙利命名法字首，以及其所代表的意

義。

表表表 4.10: 函函函式式式及及及參參參數數數字字字首首首意意意義義義

字字字首首首 資資資料料料型型型態態態 說說說明明明

坵坳 坓坴坲坩坮坧 使用者輸入的原始資料字串（不安全字串）

坳坳 坓坴坲坩坮坧 經過跳脫特殊字元，可輸出至瀏覽器的安全字串

坵坳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坓坴坲坩坮坧 不安全字串陣列

坳坴 坓坬坯坴 坏坢坪坥坣坴 坓坬坯坴 物件

坳坴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坓坬坯坴 坏坢坪坥坣坴 坓坬坯坴 物件陣列

坳坩 坉坮坴坥坧坥坲 坓坬坯坴 坉坄

坳坩坬 坁坳坳坯坣坩坡坴坩坶坥 坁坲坲坡坹 坋坥坹 為 坓坬坯坴坉坄，坖坡坬坵坥 為該 坓坬坯坴 是否被選擇

坣坡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坏坢坪坥坣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物件

坣坮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坏坢坪坥坣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物件陣列

坣坩坩 坁坳坳坯坣坩坡坴坩坶坥 坁坲坲坡坹 坋坥坹 為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坖坡坬坵坥 為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坮坴坡 坁坳坳坯坣坩坡坴坩坶坥 坁坲坲坡坹 坋坥坹 為 坎坯坤坥坉坄，坖坡坬坵坥 為 坎坯坤坥 標題

坴坩 坓坴坲坩坮坧 坓坬坯坴 資料型態 坉坄

坴坮 坓坴坲坩坮坧 坓坬坯坴 資料型態名稱

坴坮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坓坴坲坩坮坧 坓坬坯坴 資料型態名稱陣列

坣坣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坏坢坪坥坣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 物件

坣坣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坏坢坪坥坣坴 坃坯坮坣坥坰坴 物件陣列

坣坴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坓坴坲坩坮坧 坃坯坮坣坥坰坴 標題陣列

坲坬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坏坢坪坥坣坴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物件

坲坩 坉坮坴坥坧坥坲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坄

坲坬坡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坏坢坪坥坣坴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物件陣列

坲坬坩 坁坲坲坡坹 坯坦 坓坴坲坩坮坧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標題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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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Concept 類類類別別別

在本類別函式庫中，坃坯坮坣坥坰坴 用來處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內與 坃坯坮坣坥坰坴 相關的行為，諸

如建立與刪除 坃坯坮坣坥坰坴，取得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相關資料等。

坃坯坮坣坥坰坴 類別提供了如表 圴圮圱圱 的成員函式以及表 圴圮圱圲 的類別函式。

表表表 4.11: Concept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坩坤圩 建構子

坩坮坴 坧坥坴坉坄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坄坥坳坣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描述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坔坩坴坬坥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標題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坵坰坤坡坴坥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坄坥坳坣圬 坡坲坲坡坹 圤坳坩坬坓坬坯坴坳圩

更新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坶坯坩坤 坤坥坬坥坴坥坆坲坯坭坄坂 在圩 將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自系統中刪除

坡坲坲坡坹 坮坴坡均坥坴坎坯坤坥坌坩坳坴在圩 取得所有屬於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坎坯坤坥

坡坲坲坡坹 坳坴坡均坥坴坓坬坯坴坳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所具有的 坓坬坯坴

坡坲坲坡坹 坲坬坡均坥坴坓坵坢坤坯坭坡坩坮 在圩 取得所有指到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坩坳 坫坩坮坤 坯坦 關聯

表表表 4.12: Concept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坣坣坃坲坥坡坴坥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坄坥坳坣圬 坡坲坲坡坹

圤坳坩坬坓坬坯坴坳圩

建立新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坡坲坲坡坹 坣坣坡均坥坴坃坯坮坣坥坰坴坌坩坳坴 在坩坮坴

圤坰坡坧坥坲 圽 坎坕坌坌圩

取得系統內所有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坡坲坲坡坹 坣坴坡坆坲坯坭坃坣坡 在坡坲坲坡坹 圤坣坣坡坃坯坮圭

坣坥坰坴坳圩

將 坃坯坮坣坥坰坴 陣列轉換為 坃坯坮坣坥坰坴 標題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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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Slot 類類類別別別

坓坬坯坴 類別用來處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的 坓坬坯坴，即與 坃坯坮坣坥坰坴 有所關聯的屬性，該類別

提供了諸如建立、更改、刪除 坓坬坯坴 等功能，此類別提供表 圴圮圱圳 及 圴圮圱圴 中的函式供

使用者使用。

表表表 4.13: Slot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坓坬坯坴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坩坤圩 建構子

坩坮坴 坧坥坴坉坄 在圩 取得 坓坬坯坴 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坔坩坴坬坥 在圩 取得 坓坬坯坴 標題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坄坥坳坣 在圩 取得 坓坬坯坴 描述

圍坯坡坴 坧坥坴坍坡坸坩坭坡坬 在圩 取得此 坓坬坯坴 的最大值定義

圍坯坡坴 坧坥坴坍坩坮坩坭坡坬 在圩 取得此 坓坬坯坴 的最小值定義

圍坯坡坴 坧坥坴坍坡坸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圩 取得目前此 坓坬坯坴 實際擁有的最大值

圍坯坡坴 坧坥坴坍坩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圩 取得目前此 坓坬坯坴 實際擁有的最小值

坡坲坲坡坹 坵坳坡均坥坴坖坌坩坳坴 在圩 取得候選值列表

坶坯坩坤 坳坥坴坓坬坯坴坃坉坄 在坩坮坴 圤坳坬坯坴坃坉坄圩 設定 坓坬坯坴 坯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坓坬坯坴坃坉坄 在圩 取得 坓坬坯坴 坯坦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坓坬坯坴 坵坰坤坡坴坥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坴坩坔坹坰坥圬 坩坮坴 圤坭坩坮坩坭坡坬圬 坩坮坴 圤坭坡坸圭

坩坭坡坬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坖坌坩坳坴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圭

坄坥坳坣圩

更新 坓坬坯坴

坶坯坩坤 坤坥坬坥坴坥坆坲坯坭坄坂 在圩 刪除此筆 坓坬坯坴

坳坴坲坩坮坧 坣坨坥坣坫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坖坡坬坩坤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坖坡坬坵坥圩

檢查使用者所輸入的值是否符合 坓坬坯坴 的規範

坡坲坲坡坹 坣坲坥坡坴坥坆坯坲坭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坖坡坬坵坥

圽 坎坕坌坌圬 圤坤坩坳坡坢坬坥坤 圽 坎坕坌坌圩

建立供 坄坲坵坰坡坬 使用的 坈坔坍坌 表單資料結構

圵圱



表表表 4.14: Slot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式原型 說明

坢坯坯坬坥坡坮 坣坲坥坡坴坥坓坬坯坴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圭

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坴坩坔坹坰坥圬 坭坩坸坥坤 圤坭坩坮圭

坩坭坡坬圬 坭坩坸坥坤 圤坭坡坸坩坭坡坬圬 坳坴坩坲坮坧

圤坵坳坖坌坩坳坴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坄坥坳坣圩

建立新的 坓坬坯坴

坡坲坲坡坹 坳坴坡均坥坴坓坬坯坴坌坩坳坴 在坩坮坴 圤坰坡坧坥坲 圽

坎坕坌坌圩

取得系統內所有 坓坬坯坴

4.2.4 Relation 類類類別別別

此類用來表示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所代表的義意則存放於 坒坥坬坡圭

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中，本類別提供了如表 圴圮圱圵 與 圴圮圱圶 的函式可供使用。

表表表 4.15: Relation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坲坥坬坉坄圩 建構子

坩坮坴 坧坥坴坉坄 在圩 取得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坒坥坬坄坡坴坡坉坄 在圩 取得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坒坥坬坄坡坴坡坔坩坴坬坥 在圩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的標題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坒坥坬坄坡坴坡坄坥坳坣 在圩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的描述

坩坮坴 坧坥坴坓坲坣坃坉坄 在圩 取得起點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坓坲坣坃坔坩坴坬坥 在圩 起點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標題

坩坮坴 坧坥坴坄坥坳坴坃坉坄 在圩 取得終點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坄坥坳坴坃坔坩坴坬坥 在圩 終點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標題

坢坯坯坬坥坡坮 坤坥坬坥坴坥坆坲坯坭坄坂 在圩 刪除此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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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16: Relation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坢坯坯坬坥坡坮 坣坯坮坮坥坣坴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坩坮坴 圤坳坲圭

坣坃坉坄圬 坩坮坴 圤坤坥坳坴坃坉坄圬 坩坮坴 圤坲坥坬圭

坄坡坴坡坉坄圩

建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坡坲坲坡坹 坲坬坡均坥坴坒坥坬坌坩坳坴 在坩坮坴 圤坰坡坧坥坲 圽

坎坕坌坌圩

取得系統內所有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4.2.5 RelationData 類類類別別別

本類別對應於圖 圴圮圱 資料庫實體關聯圖中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資料表，代表關聯的

意義，提供了如表 圴圮圱圷 的類別函式可供使用。

表表表 4.17: RelationData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坩坮坴 坲坩坃坲坥坡坴坥坒坥坬坄坡坴坡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圭

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坄坥坳坣圩

建立新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坡坲坲坡坹 坲坬坩均坥坴坔坩坴坬坥坌坩坳坴 在圩 取得所有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坉坄 與標題的關聯陣

列

4.2.6 ConceptInstance 類類類別別別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類別處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相關資料，同時也做

為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模組內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與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中 坎坯坤坥 資料結構的橋接。本類

別提供了如表 圴圮圱圸 與 圴圮圱圹 所列的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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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18: ConceptInstance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坩坤圩

建構子

坡坲坲坡坹 坣坲坥坡坴坥坓坉坆坯坲坭 在坢坯坯坬坥坡坮 圤坤坩坳圭

坡坢坬坥坤 圽 坎坕坌坌圩

建立供 坄坲坵坰坡坬 用的 坓坬坯坴圯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坈坔坍坌 表單資料結構

坩坮坴 坧坥坴坉坄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坄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所屬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坎坯坤坥坉坄 在圩 取得與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相對應的 坎坯坤坥 的

坉坄

坡坲坲坡坹 坧坥坴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坌坩坳坴 在圩 取得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 坓坬坯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表表表 4.19: ConceptInstance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坶坯坩坤 坡坰坰坥坮坤坃坯坮坣坥坰坴坆坯坲坭 在坡坲坲坡坹

圦圤坦坯坲坭圩

將 坃坯坮坣坥坰坴 表單附加到現有的表單上

坩坮坴 坣坩坩坤坆坲坯坭坎坩坤 在坩坮坴 圤坮坯坤坥坉坄圬 坩坮坴

圤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將 坎坯坤坥坉坄 轉成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坡坲坲坡坹 坣坩坩均坥坴坃坯坮坣坥坰坴坏坦坎坯坤坥 在坩坮坴

圤坮坯坤坥坉坄圩

取得所有指向 坎坯坤坥 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坡坲坲坡坹 坣坮坡坆坲坯坭坃坩坩 在坡坲坲坡坹 圤坣坩坩坌坩坳坴圩 將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陣列轉換成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物件陣列

坶坯坩坤 坮坯坤坥坄坥坬坥坴坥 在坩坮坴 圤坮坯坤坥坉坄圩 當 坎坯坤坥 被刪除時，將會呼叫此函式清除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內的相關資料

坶坯坩坤 坮坯坤坥坉坮坳坥坲坴坕坰坤坡坴坥 在坩坮坴

圤坮坯坤坥坉坄圬 坡坲坲坡坹 圤坣坴坡坃坯坮坣坥坰坴坌坩坳坴圩

當 坎坯坤坥 被修改時，會呼叫此函式更新 坏坮圭

坴坯坬坯坧坹 內的相關資料

4.2.7 RelationInstance 類類類別別別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類別提供了表 圴圮圲地 與表 圴圮圲圱 的函式供使用者呼叫，此類別用

來處理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與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相關的後設資料。

圵圴



表表表 4.20: RelationInstance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坩坤圩

建構子

坩坮坴 坧坥坴坉坄 在圩 取得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坒坥坬坉坄 在圩 取得相對應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坄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坒坥坬坄坡坴坡坔坩坴坬坥 在圩 取得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坄坡坴坡 的標題

坩坮坴 坧坥坴坄坥坳坴坃坉坉坄 在圩 取得終點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坩坮坴 坧坥坴坓坲坣坃坉坉坄 在圩 取得起點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坉坄

表表表 4.21: RelationInstance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坡坲坲坡坹 坧坥坴坃坉坒坥坬坉坌坩坳坴 在坩坮坴 圤坳坲坣坃坉坄圬

坩坮坴 圤坲坥坬坉坄圩

取得從 圤坳坲坣坃坉坄啟始，關聯為 圤坲坥坬坉坄的 坎坯坤坥

坉坄 與標題的關聯陣列

坡坲坲坡坹 坧坥坴坎坯坤坥坒坥坬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在坩坮坴

圤坮坯坤坥坉坄圩

取得 坎坯坤坥 所有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坶坯坩坤 坵坰坤坡坴坥 在坩坮坴 圤坳坲坣坎坯坤坥坉坄圬 坡坲圭

坲坡坹 圤坲坥坬坉坮坳坴坡坮坣坥坌坩坳坴圩

更新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4.2.8 SlotInstance 類類類別別別

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類別的主要功能為設定與取得附屬於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屬性值，

本類別提供了表 圴圮圲圲 所列出的成員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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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22: SlotInstance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坓坬坯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坣坯坮圭

坣坥坰坴坉坉坄圬 坩坮坴 圤坳坬坯坴坃坉坄圩

建構子

坢坯坯坬 坵坰坤坡坴坥 在坭坩坸坥坤 圤坵坳坖坡坬坵坥圬 坩坮坴

圤坵坳坕坮坩坴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坴坩坔坹坰坥圩

更新屬性值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坔坩坴坬坥 在圩 取得屬性標題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坖坡坬坵坥 在圩 取得屬性值

4.2.9 Tag 類類類別別別

在本系統中，使用者可以選取某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成為 坔坡坧，並產生由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所

衍生的子知識領域，坔坡坧 類別即負責處理相關的行為。本類別提供了表 圴圮圲圳 與表

圴圮圲圴 所列的函式。

表表表 4.23: Tag 成成成員員員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坔坡坧 坣坯坮坳坴坲坵坣坴 在坩坮坴 圤坩坤圩 建構子

坳坴坲坩坮坧 坵坳均坥坴坔坩坴坬坥 在圩 取得 坔坡坧 標題

坡坲坲坡坹 坥坸坴坲坡坣坴坓坵坢坤坯坭坡坩坮 在圩 取得子領域

坢坯坯坬坥坡坮 坤坥坬坥坴坥 在圩 刪除此 坔坡坧

表表表 4.24: Tag 類類類別別別函函函式式式

函函函式式式原原原型型型 說說說明明明

坢坯坯坬坥坡坮 坡坤坤坔坡坧 在坳坴坲坩坮坧 圤坵坳坔坩坴坬坥圬

坳坴坲坩坮坧 圤坣坯坮坣坥坰坴坉坄圩

新增 坔坡坧

坡坲坲坡坹 坴坡均坥坴坔坡坧坌坩坳坴 在圩 取得系統內所有 坔坡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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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Ontology 模模模組組組

4.3.1 目目目錄錄錄結結結構構構

在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的實作規格中，僅要求模組提供模組資訊檔 在圮坩坮坦坯圩、安裝檔

在圮坩坮坳坴坡坬坬圩 以及主程式 在圮坭坡坩坮圩 等三項就是一個完整的模組，並未強制要求模組內目錄

的架構。

然而為了讓系統的架構更清楚，我們將程式碼切割，並依照一定的目錄架構擺

放，以利後續的維護與更新。本系統的檔案架構及說明如下所示：

+ontology/ 模組主目錄

ontology.info 模組資訊檔

ontology.install 模組安裝檔

ontology.main 模組主程式

+src/ 其餘相關程式碼

constant.php 模組常數定義

db.php 坄坂 處理介面

hooks.php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 實作

load.php 自動載入物件實作

themes.php 坔坨坥坭坥 實作

utils.php 公用函式

+class/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類別函式庫

+page/ 頁面回呼函式

+form/ 表單相關函式

其中 坳坲坣圯坣坬坡坳坳圯 目錄內為 圴圮圲 小節提到的類別函式庫，而 坳坲坣圯坰坡坧坥圯 是特定頁面

的回呼函式，當使用者瀏覽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模組相關的網址時，系統會呼叫此目錄內的

函式，以顯示適當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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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坳坲坣圯坦坯坲坭圯 目錄內為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相關表單的定義函式，當使用者填寫及操

作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相關的 坈坔坍坌 表單時，系統會依照此目錄內的定義函式顯示、檢

查、送出使用者所填寫的表單欄位。

4.3.2 Drupal Hooks

在本系統中，與 坄坲坵坰坡坬的溝通方式為透過第 圱圶頁 圲圮圳圮圳小節中所提到的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坳。當我們在系統內實作特定名稱的函式後，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會在適當的時機呼叫

這些函式，以取得所需的資料，或是執行特定的作業，以改變原有的行為或介面。

我們所實作的 坄坲坵坰坡坬 坈坯坯坫 以及其功用，如表 圴圮圲圵 至表 圴圮圲圸 所示，其中較為

特別的是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坮坯坤坥坡坰坩在圩 以及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坦坯坲坭 坡坬坴坥坲在圩 這兩個函式，也是本系統的

核心所在。

表表表 4.25: 與與與模模模組組組安安安裝裝裝與與與反反反安安安裝裝裝相相相關關關的的的 Drupal Hook 實實實作作作

Hook 名名名稱稱稱 檔檔檔案案案 說說說明明明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坳坣坨坥坭坡在圩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圮坩坮坳坴坡坬坬 利用 坓坣坨坥坭坡坁坐坉 定義模組所用到的資料庫綱要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坩坮坳坴坡坬坬在圩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圮坩坮坳坴坡坬坬 安裝模組並建立資料表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坵坮坩坮坳坴坡坬坬在圩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圮坩坮坳坴坡坬坬 反安裝模組並刪除所有資料表

表表表 4.26: 與與與系系系統統統核核核心心心功功功能能能相相相關關關的的的 Drupal Hook 實實實作作作

Hook 名名名稱稱稱 檔檔檔案案案 說說說明明明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坭坥坮坵在圩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圮坭坯坤坵坬坥 定義主選單、網址與頁面的對應等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坰坥坲坭在圩 坳坲坣圯坨坯坯坫坳圮坰坨坰 定義本系統所設計的權限

表表表 4.27: 與與與內內內容容容處處處理理理相相相關關關的的的 Drupal Hook 實實實作作作

Hook 名名名稱稱稱 檔檔檔案案案 說說說明明明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坮坤坯坥坡坰坩在圩 坳坲坣圯坨坯坯坫坳圮坰坨坰 處理與 坎坯坤坥 相關的動作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坦坯坲坭 坡坬坴坥坲在圩 坳坲坣圯坨坯坯坫坳圮坰坨坰 新增或編輯內容時，顯示模組定義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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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4.28: 其其其他他他的的的 Drupal Hook 實實實作作作

Hook 名名名稱稱稱 檔檔檔案案案 說說說明明明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坴坨坥坭坥在圩 坳坲坣圯坨坯坯坫坳圮坰坨坰 設定格式化相關函式

坴坡坧 坬坯坡坤在圩 坳坲坣圯坬坯坡坤圮坰坨坰 在特定網址時自動載入相對應的 坔坡坧 物件

坣坯坮坣坥坰坴 坬坯坡坤在圩 坳坲坣圯坬坯坡坤圮坰坨坰 在特定網址時自動載入相對應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物件

坲坥坬坡坴坩坯坮 坬坯坡坤在圩 坳坲坣圯坬坯坡坤圮坰坨坰 在特定網址時自動載入相對應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物件

坳坬坯坴 坬坯坡坤在圩 坳坲坣圯坬坯坡坤圮坰坨坰 在特定網址時自動載入相對應的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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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坮坯坤坥坡坰坩在圩 的函式原型為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坮坯坤坥坡坰坩在圦圤坮坯坤坥圬 圤坯坰圬 圤坡圳圬 圤坡圴圩，這

個函式會在使用者建立、修改、刪除、讀取以及顯示 坎坯坤坥 時被呼叫，而 圤坯坰 此參

數會被設為使用者正在執行的動作3。

而我們則分別針對這六個動作，增加新的處理程序，來處理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的

相關資料，於是使用者在操作 坎坯坤坥 的同時，也等於是在操作 坃坯坮坣坥坰坴坉坮坳坴坡坮坣坥，我

們所新增的處理程序如下所示：

建建建立立立 將使用者輸入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後設資料新增至資料庫

修修修改改改 修改統資料庫內與此 坎坯坤坥 相關的紀錄

刪刪刪除除除 刪除資料庫內與此 坎坯坤坥 相關的紀錄

讀讀讀取取取 將資料庫內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後設資料附加至 坎坯坤坥 物件內

顯顯顯示示示 在畫面上顯示與此 坎坯坤坥 相關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後設資料

坯坮坴坯坬坯坧坹 坦坯坲坭 坡坬坴坥坲在圩 則會在系統顯示 坎坯坤坥 編輯表單時被呼叫，此時我們即可

以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相關表單附加至原有的 坎坯坤坥 編輯表單，讓使用者在新增或修改

坎坯坤坥 時，同時進行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相關操作。

透過實作這些函式，我們便可讓上一節所設計的系統類別庫與 坄坲坵坰坡坬 核心進行

溝通，並且讓使用者透過網頁的方式進行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後設資料的操作。

4.4 子子子知知知識識識領領領域域域演演演算算算法法法

在 圳圮圲圮圹 中我們曾經提到，使用者可以透過 坔坡坧 來縮小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範圍，取得

子知識領域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在這一個小節中，我們將會說明我們在做此動作時所採用

的策略與演算法。

在策略上，整個演算法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使用基礎的 坂坆坓 演算法配合上

一些簡單的判斷，取出圖形中特定的子集，在這個子集中，每兩個節點之間都只會

具有唯一一個方向的邊。

3http://api.drupal.org/api/function/hook_nodeap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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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 圴圮圲 即為此演算法，其中與 坂坆坓 不同的部份，僅在於我們並未將所有的

邊都考納入 坂坆坓 的處理範圍。

在第一個節點時，我們僅將與該節點為 坥坸坴坥坮坤 關係的節點放入 坂坆坓 的佇列

中，因此當演算法結束時，第二層的節點與原始的節點一定是 坥坸坴坥坮坤 的關係。

接著，我們在選取其他的邊時，特意將 坩坳 坫坩坮坤 坯坦 這種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排除。如此一

來，將不會尋訪到上一階層的節點，而有效地將整個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範圍縮小，這也是

為什麼在圖 圳圮圲 中，「程序導向」這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不會被納入的原因。

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4.2: 子子子領領領域域域演演演算算算法法法

/∗∗

∗ Ontology 子領域演算法 (BFS Part )

∗ Input : Concept .

∗ Output : A s e t o f arc .

∗/

f unc t i on subdomain ( $concept )

{

$queue = new Queue ( ) ;

// 最後回傳之 s e t o f arc .

// 預設的邊：所有 $concept 所有標為 extend 的邊

$a r cL i s t = $concept−>getExtendPath ( ) ;

// 將此 Concept 標示為已來訪

$concept−>v i s t i e d = true ;

// BFS 初始化：僅處理由 $concept extend 出的 Vertex

foreach ( $ a r cL i s t as $ r e l a t i o n ) {

$queue−>enqueu ( $ r e l a t i on−>to ) ;

}

// BFS 演算法

while ( ! $queue−>emp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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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ex = $queue−>dequeue ( ) ;

i f ( $vertex−>v i s t ed ) {

continue ;

}

$vertex−>v i s t ed = true ;

// 取得從 $ve r t e x 往外走，且不為 i s k ind o f 的 r e l a t i o n

$arc s = $vertex−>getArcExcludeIsKindOf ( ) ;

foreach ( $arc s as $arc ) {

$a r cL i s t [ ] = $arc ;

$queue−>enqueue ( $arc−>toVertex ) ;

}

}

re turn $a r cL i s t ;

}

由上述第一部份所產生的圖形，每兩個節點之間均只有一個方向的邊，但例如

坥坸坴坥坮坤 這種類型的邊，應該要有相反方向的 坩坳 坫坩坮坤 坯坦 的邊，因此第二部份的演算法

就是在重建此類對稱式的關係。

在這個演算法中，我們僅針對由 坳坵坢坤坯坭坡坩坮在圩 所產生的 坡坲坣坌坩坳坴 進行處理，方式

也非常簡單，僅需查詢資料庫中是否有相反方向的邊，若有則將其加入 坡坲坣坌坩坳坴 中即

可，程式碼 圴圮圳 為此部份的演算法。

程程程式式式碼碼碼 4.3: 重重重建建建反反反向向向邊邊邊演演演算算算法法法

/∗∗

∗ Ontology 重建反向邊演算法 ( Rebui ld Reverse Arc Part )

∗ Input : A s e t o f arc .

∗ Output : A s e t o f ar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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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nc t i on rebu i ldReverseArc ( $a r cL i s t )

{

// 掃過所有 $arcL i s t 中的每一個 arc

foreach ( $ a r cL i s t as $arc ) {

// 找尋相反方向的邊

$ r ev e r s e = $arc−>rever seArc ( ) ;

// 若有相反方向的邊則將其加入 $arcL i s t 中。

i f ( $ r ev e r s e != NULL) {

$a r cL i s t [ ] = $ r eve r s e ;

}

}

re turn $a r cL i s t ;

}

透過以上兩個演算法，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建立起由某個特定 坃坯坮坣坥坰坴 所開始的

子知識領域，減少使用者所需要觀注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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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五五五章章章 系系系統統統展展展示示示

本章我們將簡單地介紹本系統實際操作時的狀況，並以此說明，我們如何在不

更改使用者原有內容建立操作習慣的情況下，於系統內建立屬性及關聯的後設資

料。

5.1 Ontology 操操操作作作

5.1.1 系系系統統統概概概觀觀觀

使用者安裝本模組後，會於左側的選單出現一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選項，供使用者操作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而當使用者點選該選單時，本系統會將使用者已建立之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以圖形

化方式呈現，供使用者參考，系統畫面如圖 圵圮圱 所示。

圖圖圖 5.1: 系系系統統統內內內 Ontology 概概概觀觀觀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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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新新增增增 Slot

當使用者需要增加系統內的 坓坬坯坴 時，只需於畫面左側點選「新增屬性」即可，

本系統會呈現出新增 坓坬坯坴 的 坈坔坍坌 表單，供使用者填寫。使用者可於此表單內設

定欲新增 坓坬坯坴 的資料類型以及最大最小值等。

在圖 圵圮圲 的範例例中，我們新增了一「零件工作溫度」的 坓坬坯坴 ，其資料類型為

溫度，無最大最小值之限制。

圖圖圖 5.2: 新新新增增增 Slot

5.1.3 新新新增增增 Concept

當使用者新增完所需使用的 坓坬坯坴 時，即可以於側的選單點選「新增概念」，以

建立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中新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此時系統會顯示新增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表單，使用者可以

填寫新 坃坯坮坣坥坰坴 的說明，以及選取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所需使用的 坓坬坯坴，如圖 圵圮圳 所示。

當新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被建立後，在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總覽圖中，會立刻出現此新建立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節點，如圖 圵圮圴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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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3: 新新新增增增 Concept

圖圖圖 5.4: 新新新的的的 Ontology 概概概觀觀觀

5.1.4 新新新增增增 Relation

使用者新增 坃坯坮坣坥坰坴 後，可以利用左側選單的「新增關聯」選項，替系統內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坃坯坮坣坥坰坴 建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操作畫面如圖 圵圮圵 所示。在此例中，我們將上一

小節建立的「第二階零件廠（二）」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與「第一階零件廠（二）」建立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意義為「供應零件」，表示第二階零件廠（二）會供應零件給第

一階零件廠（二）。

當使用者建立此 坒坥坬坡坴坩坯坮 後，系統內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概觀圖也會改變，將兩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節點以線段連接，並標示出其方向性，如圖 圵圮圶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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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5: 新新新增增增 Relation

圖圖圖 5.6: 新新新的的的 Ontology 概概概觀觀觀

5.2 內內內容容容與與與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操操操作作作

當使用者建立起系統內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後，即可針對系統內的內容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相

互關聯做處理。在這一節中，我們將展示如何新增不同內容類型的文章，並將其指

定到同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坴 中。

5.2.1 建建建立立立 Concept Instance

首先，使用者可以依照 坄坲坵坰坡坬 原有的操作習慣進行內容的新增，此時在原

有的新增內容表單中，將會插入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相關選項，供使用者選擇要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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坃坯坮坣坥坰坴。

在圖 圵圮圷 的範例中，我們建立一筆內容類型為 坐坡坧坥 的文章，並將其指在「第二

階零件廠（二）」上，成為一 坃坯坮坣坥坰坴 坉坮坳坴坡坮坣坥。

圖圖圖 5.7: 建建建立立立 Page 內內內容容容與與與選選選取取取 Concept

圖 圵圮圸 則是新增 坓坴坲坯坹 此內容類型的畫面，在此處我們亦可看到，不論內容類型

為何，系統出現的 坃坯坮坣坥坰坴 表單都是相同的，使用者可以把任何的內容類型的內容

指定到同一個 坃坯坮坣坥坰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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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8: 新新新增增增 Story 內內內容容容並並並指指指定定定其其其 Concept

5.2.2 瀏瀏瀏覽覽覽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

當使用者建立內容並指定其 坃坯坮坣坥坰坴 後，該篇內容在呈現時，即會一併呈現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內關聯及屬性的後設資料。

以圖 圵圮圹 為例，由於「第二階零件廠（二）」此 坃坯坮坣坥坰坴 具有「供應零件」、

「出貨量」以及「工作溫度」等三項後設資料，因此使用者在瀏覽上一小節所建立

的內容時，即會出現這三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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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9: 瀏瀏瀏覽覽覽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

5.2.3 設設設定定定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

具有更改後設資料權限的使用者，可以利用上方的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標籤，進入後設資

料的填寫表單，並修改相關的後資料，如圖 圵圮圱地 所示。

更改後設資料後，下次再瀏覽此筆內容時，下方與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相關的後設資料即

會顯示更新過後的資料，如圖 圵圮圱圱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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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10: 設設設定定定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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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 5.11: 瀏瀏瀏覽覽覽經經經設設設定定定後後後的的的後後後設設設資資資料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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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六六六章章章 結結結論論論

6.1 研研研究究究成成成果果果與與與貢貢貢獻獻獻

在本研究中，我們提出了以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解決目前內容管理系統針對後設資料處理

不足的問題，並且實做了一套 坄坲坵坰坡坬 的延伸模組，以證明此概念的可行性。

與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相較，我們在後設資料的輸入與建立，係採用 坈坔坍坌 表

單的方式，因此使用上較為簡單易懂。同時由於我們增加了概念的層次，所以能夠

解決在 圲圮圲圮圵 小節中所提到的「台北是倫敦的首都」此類明顯不符合概念的事實的問

題。

而與 坄坲坵坰坡坬 所內建的 坔坡坸坮坯坮坭坹 以及第三方所提供的 坃坃坋 模組相比，我們可

以更加精確地描述關聯的意義，同時在泛用性上也比 坃坃坋 來得好。

表 圶圮圱 與 圶圮圲 為本模組與上述三套系統的比較表，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們解決了

其餘三套系統大部份的問題。

最後，為了讓本模組能夠持續發展，我們將此模組採用 均坎坕 均坐坌 授權合約釋

出，放置在 均坯坯坧坬坥 坃坯坤坥 網站上1，供其他使用者下載使用，並提供了相關的文件。

此外，我們目前也正在申請將此模組放在 坄坲坵坰坡坬 官方網站的模組列表中。

1http://code.google.com/p/simple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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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6.1: 各各各系系系統統統屬屬屬性性性處處處理理理方方方式式式

系系系統統統 輸輸輸入入入方方方式式式 優優優點點點 缺缺缺點點點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內嵌於文章

原始碼

• 彈性大

• 不需考慮內容類

型

• 具單位轉換功能

• 使用者需學習特

殊語法

• 無法提供使用者

應輸入屬性列表

• 屬性具有同名異

義等問題

坄坲坵坰坡坬 模組
由模組開發

者決定
• 彈性大 • 需額外撰寫程式

坄坲坵坰坡坬 坃坃坋

模組
坈坔坍坌 表單

• 設定簡單

• 輸入容易

• 屬性組合與內容

類型相關

本系統 坈坔坍坌 表單

• 設定簡單

• 輸入容易

• 可套用至任何的

內容類型

• 支援單位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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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6.2: 各各各系系系統統統關關關聯聯聯處處處理理理方方方式式式

系系系統統統 輸輸輸入入入方方方式式式 優優優點點點 缺缺缺點點點

坓坥坭坡坮坴坩坣

块坩坫坩坰坥坤坩坡

內嵌於文章

原始碼

• 彈性大

• 可描述內容與內

容間實際的關聯

• 使用者需學習特

殊語法

• 屬性具有同名異

義等問題

坄坲坵坰坡坬

坔坡坸坯坮坯坭坹 模

組

坈坔坍坌 表單
• 操作介面容易

• 可定義同意字詞

• 無法確切表達

坒坥坬坡坴坥坤 坔坥坲坭坳

之間的關聯意義

• 僅能描述分類間

的關聯，而無法

描述內容間的關

聯

本系統 坈坔坍坌 表單

• 操作介面容易

• 視覺化呈現

• 可描述關聯間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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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未未來來來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向向向

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本系統僅針對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的編寫部份進行實作，尚未針對透

過 坏坮坴坯坬坯坧坹 對後設資料的搜尋以及推論功能進行研究與實作。

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我們希望能夠利用這套系統，架設產業資料庫並進行實

驗，以驗證我們所提出的架構，是否能夠被實際的應用。

此外，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套系統以及產業資料庫內所建立的資料，進行推論引

擎的設計與實作，提供使用者一個更具有輔助及參考價值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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