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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海量公开信息源的涌现，大容量存储设备进入个人领域，个人拥有庞大的信息已成为现实。与传

统的图书信息不同，个人信息源是根据个人的爱好和需要所构建，因此很难像图书一样制定《中图分类法》来

管理个人信息，大量的信息搁置在个人的存储设备上，我们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手段进行有效管理了，比如目录

管理。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个人信息成为当前信息管理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本文提出基于分类标引的思想

构建文件管理系统来实现对个人计算机的信息管理，主要内容包括系统的体系构架、功能设计等，以及面临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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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assive open information resource welling up and large-capacity devices entering into private life, it 
come in true that everybody own gigabytes information. On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 books, pers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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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容量存储设备进入个人办公、家庭娱乐等

领域。网络环境下的海量信息的有序组织与管理的问

题同样摆在个人面前。如何有效地管理个人信息(包括

数据、文件、目录、连接等)成为个人信息管理[1,2]领域

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主要探讨个人计算机中的目录

和文件的组织与管理问题。 
当前个人计算机的信息管理主要是文件管理，基

本上是采取目录管理的方式。随着文件的增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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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应用需要，比如，一个

文件 a 可能属于 A 类，那么，可以创建一个目录 A，

将文件 a 放在目录 A 下，但是，如果文件 a 同时属于

A 类、B 类和 C 类，那么该如何存放该文件呢，是否

在目录Ａ、B、C 下各自都要存放一个 a 文件呢，显然，

这样的解决方案面临严重的数据冗余，难以删除，难

以更新，难以维护。那么将这些文件数据放到数据库

中，可以么？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每次访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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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先打开数据库，这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可不可

将目录管理文件的优势同数据库存取数据的优势相结

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文件的固定属性满足不了

我们对文件组织和管理的需求。以 ABCD.Doc 文档为

例，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中，定义了文件类型、打

开方式；位置、大小、占用空间；创建时间、修改时

间、访问时间；操作权限等属性。尽管操作系统提供

了强大的桌面搜索引擎，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大多数

人仍是采用层次目录来组织并浏览文件。也就说，当

操作系统的预定义属性满足不了我们对个人信息的组

织、管理和检索、利用时，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显然，统一的固定的分类体系并不适合个人信息，比

如《国图分类法》，因此，需要研究用户的信息管理行

为，构建一种可以自适应的分类体系，根据用户的习

惯构建动态的内容分类体系无疑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

向，并且应考虑将分类体系植入文件或目录本身的固

有属性中。举例来说，如何实现保存期限的设置，用

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给文件提供一个期限属性，该

属性包括如下可选值：永久保存、有期限保存、临时

保存等类别，并且可以给临时保存给予一个固定值，

当文件失效日期达到时，系统自动将文件放进垃圾桶

中，实现文件的自动删除。 
本文提出的基于分类标引(标引的本质是，实现目

录文件真实地址同分类体系的映射或关联)的文件管

理系统。该系统并不关心目录和文件的真实地址(目录

和文件的真实地址由系统自动分配，类似于 DB2 中的

自动存储管理，简化系统的存储管理)，只需对目录和

文件进行标引，建立分类体系同目录、文件之间的映

射。该系统采取分类标引[3]的思想，借鉴数据库系统

的分层结构[4]的理念，将系统划分为三层：目录文件

管理层、控制层和分类体系管理层，在层与层之间采

取映像模式实现逻辑的独立性。具体而言，分类体系

管理层实现对分类体系库的管理、分类体系的自学习

等；控制层实现组织、管理、更新文件目录与分类体

系的映射库等操作；目录文件管理层实现目录文件的

增加、修改和删除等功能。分类体系管理层与控制层

的映像、目录文件管理层与控制层的映像，分别实现

分类体系管理层与控制层、目录文件管理层与控制层

的通信。 

1 系统架构 
本系统采用三层体系结构架构，分为目录文件管

理层、控制层和分类体系管理层。同时采用二级映像

具体实现层间的通信协议提高各层的灵活性。系统体

系结构见图 1。 
 
 
 
 
 
 
 
 
 
 
 
 
 

 
图 1 基于分类标引的文件管理系统 

 
目录文件管理层，位于目录文件与目录文件管理

层/控制层映像之间，其主要功能包括：①监控目录文

件的位置变化(删除、增加、移动等)，并将操作请求发

送给控制层；②接收控制层的指令，实现对未标引文

件和标引文件的管理，比如(删除、增加、移动等)。 
控制层，位于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映像与分类

体系管理层/控制层映像之间，其主要功能包括：①接

收目录文件管理层发送的请求，查询或更新关联库，

并反馈请求结果；②接收分类体系管理层发送的请求，

查询或更新关联库，并反馈请求结果； 
分类体系管理层，位于分类体系库与分类体系管

理层/控制层映像之间，其主要功能包括：①分类体系

的透明存储；②实现分类体系的更新；③分类体系的

自动学习[5,6]；④接收控制层指令，查询分类体系库；

⑤向控制层发送分类体系更新请求。 
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映像，其主要功能包括：

①实现目录文件管理层与控制层之间的通信；②实现

系统可扩展性，如本地通信向分布式式系统的扩展，

可以将目录文件管理层和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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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部署在本地，将控制层、分类体系管理层部署在远

程服务器上；③降低目录文件管理层与控制层之间的

耦合度，即只要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映像的接口不

发生改变，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内部的逻辑代码

是可以根据业务进行调整，而不会影响层与层之间的

通信接口。 
分类体系管理层/控制层映像，其主要功能：①实

现分类体系管理层与控制层映像之间的通信；②实现

系统可扩展性；③实现业务的可扩展性，引入分类体

系管理层/控制层映像提高了业务的可扩展性，即原来

是个人的分类体系库，现在可以像“云计算”一样集

成海量的个人分类体系库，实现海量分类体系的自学

习，进而可以根据人群的分类实现分类体系的标准库，

并提供用户可订制的标引库，这点尤为重要，它可以

从本质上解决个人信息管理问题(个人信息管理的面

临难题本质上是个人分类体系的复杂性和随意性)。④

降低分类体系管理层与控制层之间的耦合度。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根据文件管理系统架构，对需求进行细化，进行

系统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数据库设计 
 
 
 
 
 
 
 
 
 
 
 
 

图 2 类别体系示例图 
 

在文件管理系统中，主要存在如下业务实体：目

录、文件、分类属性、联系。 
文件是标引的实体对象，目录是文件的聚合对象。

实体对象，意味着只要对其进行标引，必然会对应确

切的分类；聚合对象，是一个准集合的概念，引入目

录标引，主要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比如，可以标引

一个目录，进而标引整个目录下的子目录和文件；联

系是分类体系与目录文件的联系，一个联系的主键是

具体目录文件外码和分类属性外码的联合码。建立集

合表述： 
文件集合 F = {f1,f2,f3,…,fn} 
目录集合 D=｛d1,d2,d3,…,dm｝ 
分类属性集合 C= {c1,c2,c3,…,ck}，分类属性经过组

织，形成具体的分类体系，见图 2。 
联系集合 R= {r1,r2,r3,…,ri} 
(1) 目录和文件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即一个目录

对应多个文件 
(2) 文件和分类属性之间联系是多对多的关系，即

一个文件可以拥有多个分类属性，一个分类属性可以

标引多个文件 
(3) 目录和目录之间的关系一对多的关系 
(4) 目录和分类属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其关

系主要体现在目录下的文件同分类属性之间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目录和分类体系之间是多对对关系 
(5) 分类属性之间是一个层次关系，是严格的一对

多关系，及任何节点仅有一个父节点(除根节点外) 
系统的实体-联系图，见图 3，具体数据表设计略。 

 
 
 
 
 
 
 
 
 
 

图 3 系统实体关系图 
 

2.2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设计主要对系统构架中的功能进行具体

化。主要包括目录文件管理层、控制层和标引管理层，

以及两级映象的具体功能说明。由于在系统构架一部

分已经有了一些说明，在这里只是对重点功能进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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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 目录文件管理层。目录文件管理层应管理目录

文件标引初始化、目录文件删除、移动及增加行为。 
(2) 控制层。控制层负责维护文件与分类体系库、

目录与分类体系库的联系，实现对目录文件管理层和

分类体系管理层发生的请求进行处理，并发出指令。 
(3) 分类体系管理层。分类体系管理层重要的任务

是建立、维护分类体系库等。 
① 分类体系库的建立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建立分类体系库。一是，借用

图书馆学的方法，拟定文件分类体系库。二是，采用

分类体系自学习功能，即不手动建立分类体系库。观

察和统计用户在使用文件或目录时行为，归纳形成相

对成熟的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一定的规则

约束和推理算法，自动构建分类体系库。在实际系统

设计和开发时，我们采用两者结合的方法。 
② 分类体系库的维护。分类体系库的维护包括分

类体系的增加、删除和修改等。 
 
 
 
 
 
 
 
 

图 4 系统通信主要流程图 
 
(4) 两级映像 
两级映像主要是制定和实现通信协议。系统通信

主要流程图如下，其中阴影部分是包括二级影响里面

的，包括四组基本的通信模式。 
① 目录文件管理层向控制层发送请求，控制层处

理请求，并反馈。 
② 控制层向目录文件管理层发送指令，目录文件

管理层响应指令后，并反馈。 
③ 分类体系管理层向控制层发送请求，控制层处

理请求，并反馈。 
④ 控制层向分类体系管理层发送指令，分类体系

管理层响应指令后，并反馈。 

2.3 举例说明 
现以电影文件——“泰坦尼克号.avi”为例，参照

图 2 的分类体系模板，来说明本系统与传统的目录管

理的区别。在传统的目录管理中，我们会创建一个目

录 movie/love 或者 movie/classic 或者 movie/english 
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创建这些目录，我们都会面临一

个问题，到底是创建多个目录，然后将文件“泰坦尼

克号.avi”放置其中？还是我们只选择创建一个目录，

丢弃其他目录呢？如果选择前者，当我们需要删除或

者更新文件时，会面临同步问题；如果选择后者，我

们就会放弃浏览时的便捷性以及用户个性化分类。当

然传统的目录远不只存在这些局限性，比如如果我想

将“泰坦尼克号.avi”的有效期设置为“有限期保存—

—10 年”，那么在现有的目录管理体系中，我们如何

解决呢？ 
 
 
 
 
 
 
 
 
 
 
 
 
 

图 5 信息模型关联图 
 

下面，我们看看在本系统中，我们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目录文件的存储由目录文件管理层，采用类似

IBM DB2 数据库中的自动存储管理的方法，即用户

并不需要知道目录文件的真实的物理存储地址。那

么用户是如何浏览目录文件的呢？控制层首先将目

录文件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标引了的，另一类是未

标引的。对于标引的目录文件，将根据分类体系构

建一个虚拟的目录层次，供用户从多个角度进行浏

览。比如对于文件“泰坦尼克号.avi”，其物理存储

地址只有一处，但是可以通过控制层，建立分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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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文件的联系，将联系存储至管理库，关联库中

存储的内容大致如下：文件 ID | 分类属性组 ID ；
分类属性组 ID | 子分类属性 | 可用值。系统总体的

信息模型关联图，见图 5。 
2.4 难点 

(1) 获取文件或目录的变化。笔者采用 DLL 注入

的方法，将监控文件或目录的逻辑代码封装成 DLL 注

入到 Windows 的系统文件。 
(2) 实现分类体系库的自学习功能。包括两个

问题，一是在单机环境下用户分类体系库自我的学

习，二是在分布式环境下，用户分类体系库之间的

学习借鉴。在单机环境下用户分类体系库的自我学

习实际上是对用户历史标引分类行为的归纳，同时

设置一定的条件加以演绎，形成新的分类体系，这

是一种不断的学习和总结的过程。在分布式环境

下，除了单机环境下的分类体系库学习之外，更加

重视用户之间的标引学习行为，特别同群用户之间

的学习，当然，这是基于个人对自身的定位，比如， 
你将自己定义为教师，或者更加小的分类：高校教

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这是本系统以后的努

力目标。 
对于海量信息的管理成为我们每个个体无法

回避的问题，因此，研究有效地管理方式是当务  
 

之急。本文提出基于分类标引的文件管理系统只是一

个小尝试，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构建一个分布式的

自学习分类体系库，形成一个基于个体角色的、类似

于《中国分类法》的分类体系，用于指导个人信息的

管理，提高个人信息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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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它定性定量地分析了上下层节点的各故障模式间的关

系。利用 PDM 中结构树、FMEA 信息构建产品数据模

型 。从产品数据模型中抽取故障知识建立产品故障树，

根据故障的权重来进行检查，直到找到正确的故障原因，

当然维护信息也可以同理建立相同的维护树，可以及时的

进行维护，保证ATM 机一直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PDM结合FMEA的对金融故障诊断及维

护方法，充分利用金融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相关文档齐

全，各零部队参数详细，有着明确统一的标准的特点

及金融产品设计阶段的诊断知识，生成故障树。根据

故障树可以预先判明金融设备的哪部分需要维护或者

是故障的原因，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诊断精度，并

以 ATM 机系统为例进行了说明，验证了其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陈勇飞. FMEA 简介.机械工程师,2002,(1):31－32. 

2 吴含前,姜澄宇,王宁生.PDM 技术的发展.机械设计,2000, 

(12):2－3. 

3 费胜巍,孙宇,张登峰,等.由产品设计知识生产故障诊断与

维护知识的方法.机械设计,2006,(2):7－9. 

4 孙宇,彭强,张晓阳,等.基于混合结构树的故障诊断技术研

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05,(7):1031－1033. 

5 费胜巍,孙宇,张晓阳,等.基于产品结构树和 FMEA 的故障

诊断方法研究,2006,(7):238－240. 

6 艾民,张利伟.自动柜员机的构造及维护.宁夏科技,2003, 

(3):32. 

7 姜英武.自动取款机故障诊断系统 ATMDES1.0 的设计和

实现[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吉林大学,2006. 

8 Kalagnanam J. A system for automated mapping of 

bill-of-materials part numbers. Proc. of the Ten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004. 805－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