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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邢玲、马建国、马卫东三位博士共同撰写的《信息共享理论与网络体系结构》针对信息交换与信息共
享两大信息服务方式的博弈推进，研究了两者的关联与本质差别，建立信息共享的理论体系，揭示信
息不守恒原理，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共享领域的理论基础。
通过典型信息网络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信息共享的播存结构和主动服务模式，从而构建了信息共享的
网络体系结构。
以语义Web为牵引，探讨了信息共享的语义理解和信息安全问题，建立了基于UCL的语义计算与内容
管理体系，为构建安全聪明的信息网络做了科学探索。
以信息共享网络的应用模式作为全书的尾声，提出了双结构信息共享网络的实践和网络融合的战略发
展，对于构建我国下一代信息网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信息共享理论与网络体系结构》可供高等院校通信、计算机、物联网等专业的师生作为教学参考书
，也可供信息类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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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系统来说，应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信源、信道、信宿。
信源是以信号的形式发送信息的主体；信道是指传送信号的通道或媒介。
尽管在传输中可能对信号进行编码、调制等各种形式的转换或处理，但到达信宿的仍然是信号而不是
信息。
只有当信宿具备相应的识别能力时，信号才能转化为信息。
因此，信息的语效信息Q仅表达了信息的外在形式，语义信息R才是真正能转换为有用信息的部分。
当信源与信宿都同时对语义信息R有所表述的时候，信息才能被理解。
例如，两个人想交谈，其中一个是一句中文都不懂的外国人，一位是一句外语都不懂的中国人，双方
尽管都听到了对方的语言信号（语效信息Q），但是由于不具备对方语言的识别能力（语义信息R），
从而无法得到对方传来的信息。
再如，一个正常人和一位不能从对方口唇变化识别语言的聋哑人，聋哑人虽为信宿，但依然无法了解
对方的谈话内容；如果正常人把表达的内容用手语（语义信息R）表示，当聋哑人具备手语识别能力
时，则会从正常人发出的信号中获取信息。
　　以上说明，在信息网络或者信息系统中，只有同时具有语效信息和语义信息的信息才能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网络信息，而此时信息的定义需要用复数形式来完整地描述。
事实上，表示语效特征的信息主体反映了网络信息变化或者各类现象属性标志的集合，它是信息的最
基本描述层次；而语义信息是语效信息的高阶量，它对语效信息进行抽象和解析，两者的复数形式在
网络信息空间中能确定网络信息之间的距离和相似度等信息间的基本物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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