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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颖 1,2，李康顺 3，李伟 3，何克清 1 
（1. 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 赣南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3. 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针对业务流程在语义层缺乏信息的共享机制，提出一种基于本体语言的业务流程建模算法，

该算法将概念层次作为背景知识，将传统业务流程建模语言构建的业务流程转换为本体语言(OWL)

描述，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语义共享。该算法与传统的业务流程建模方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1)

加速 OWL 本体的构建，减少转换代价；(2)背景知识可以指导用户从数据库中提取知识。最后，使用

金本位方法，并以 SAP 部分流程参考模型为例，验证了提出的基于本体语言建模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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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iew of problem in lac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at the semantic level among 

processes, a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algorithm based on ontology language using concept hierarchy as 

background knowledge was proposed. The 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by traditional business process 

languages can be transferred to ontology language (OWL) descrip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semantic sharing 

of business process. The approach has two mai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1)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process, minimizing the conversion cost; (2) background knowledge guides the 

extraction of knowledge resided in database. As a way of validating the approach, part of the sales order 

process adopted from SAP reference process models was used to construct business process ontology, to 

validate the method. The gold standard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correct and effectively 

construct process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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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语义业务流程管理[1]是通过本体语言和语义

                                                        
收稿日期：2015-10-14      修回日期：2016-02-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3730376, 61573157), 

国家 973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4CB340404), 江

西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20142BAB217028)； 

作者简介：黄颖(1981-)，女，江西万载，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 

Web 服务框架来表示不同领域的企业知识，从而提

高业务流程管理的自动化水平。其目标是应用机器

推理使得不同领域的企业知识可以互相理解，特别

是发现流程框架和进行流程组合。文献[1]提供了

语义业务流程管理的定义，很多学者和企业合作者

在这方面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但目前业务流程管

理仍然没有在语义层提供一个统一的流程表示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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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自动化程度至今仍不能让用户满意。 

研究利用本体进行构建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

库，已经被人们广泛地用于解决异构环境互操

作、系统工程，以及通信等领域中的知识获取、

知识共享、知识重用和系统集成等[2]。在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将业务流程进行本体化，归纳总结

了某一具体领域本体知识库的构建方法，有助于

设计人员高效并高质量地进行流程进一步开发利

用，用途广阔。 

目前主流的业务流程语言如 BPEL(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EPCs(Event-driven 

Process Chain)、BPMN(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Notation)、UML 活动图等，它们的活动都是用自

然语言描述，所以存在语义异构性。 

为了消除流程模型当中的语义异构，流程模

型可以用本体的形式进行描述，从而支持进一步

的工作。万维网联盟推荐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作为书写本体的规范化语言 OWL 也是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本体语言，故本文将OWL作为

流程本体的描述语言。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构建业务流程

本体的新算法，将业务流程中的组件以及组件之间

的关系作为构建流程本体的重要资源，同时采用概

念层次作为流程本体构建的背景知识，该算法简称

为 CH-BPO。该算法在流程本体构造过程中结合了

流程的架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值，因为流程

结构及其元素间包含了很多关系，故结合概念层次

作为领域知识是建立流程本体的一个很有效方法。 

1  相关工作 

目前提出的流程发现方法，大多数只是基于

图形的比较或者是基于 XML 的流程查询，忽视了

基于语义相似性查找。 

XTR-RTO是从XML文档建立OWL本体的方

法，转换模块将 XML 模式映射到关系数据库，然

后映射到 OWL 本体[3]。Chishti I 及 Ma 等人提出

基于时序逻辑将业务流程映射到本体映上，该方法

支持不同流程建模语言所建立的流程模型[4]。 

参考文献[5]提出了基于本体的业务流程重组

方法，通过本体知识的协助可以帮助用户更准确

地根据需求重构业务流程。文献[6]提出了一种基

于本体的跨组织的协同方法，由于本体自身具有

的特点，可协助企业准确有效的进行流程协同。 

Beco 等人针对特定的语言 OWL-WS(对工作

流和服务的 OWL)来描述工作流本体和服务[7]，产

生的工作流本体既没有关注业务流程间的关系也

没有注意工作流的相似性，这种语言主要用于特定

的适应性业务流程。Zheng 等人提出了一种针对智

能交通系统的 ITS 本体，该方法根据关系数据库的

内容，提出了七种本体生成规则，该方法主要用于

智能交通领域[8]。李亢等人提出构建数据语义集成

的装备领域本体[9]。Yahia 等人提出的方法没有采

用关系数据库作为数据过渡表示形式，只是单纯提

取了 XML 文件当中的元素，同时没有考虑元素间

的相互关联，以及数据所处的领域特点[10]。 

2  业务流程建模 

2.1 业务流程图 

目前常用的流程建模语言大多基于图形化形

式，甚至所谓的结构化建模语言，如 iEPC[11]。BPEL 

本身没有图形化表示，但它也能够映射到基于图形

的概念上[12]。同时，这些流程建模语言之间还有

重复之处[13]：它们都是基于活动节点，拥有相同

路由选择的节点可能有同样的属性。最后，几乎所

有的流程建模语言都可以转换为 Petri 网[14]，其中

大多数流程建模语言可以完全转换为 Petri 网，只

有少部分结构不能直接转换。因此，如果能够正确

的定义业务流程图，它是可以表示所有的图形概

念，甚至不同图形间的差异。定义 1 是对业务流程

图的形式化描述。 

定义 1. 业务流程图：设 T 为类型集合，Ω为

文本标签集合。业务流程图是一个五元组

(V,Ε, τ,λ,α) ，其中：V:节点的有限集；E : V V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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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有限集；τ : (V E) T∪ 确定节点及边的关系；

λ : V Ω 确定节点的标签；α : (V E) (T Ω) ∪ 确

定节点和边的属性，这里属性是类型和标签的结合。 

2.2 流程建模及 EPC 家族 

本文使用 iEPC(Integrated EPC)作为流程建模

语言。(1) 因为 EPC 的流程元素已经包含了其他流

程建模语言内最常用的元素；(2) EPC 建模语言已

经有将近 20 年的工业应用历史，被证明是切实可

用的，全球企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巨头 SAP

公司也将EPC作为其所使用的流程建模语言之一；

(3) iEPC 是对 EPC 的扩展，它在 EPC 的基础上，

针对 EPC 流程的功能节点(functions)关联了角色

(role)和对象(object)节点，具备了处理数据对象的

能力[11]。图 1 为订单确认业务流程的 iEPC 流程图。 

 

图 1  iEPC 表示的订单确认业务流程 
Fig. 1  Order confirmation business process represented by iEPC  

3  业务流程本体化 

3.1 流程本体化框架 

本体能够为特定领域和术语提供规范的表示[15]，

OWL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本体语言之一。本

文基于OWL提出了一种半自动化的流程本体构建

方法(即：CH-BPO)。在流程本体构建过程中，数

据准备阶段应用了概念层次，该阶段主要关注的

是与规约有关的覆盖问题[16]，在数据准备阶段概

念层次作为有限的领域知识。领域知识表示了在

概念层次中对应的层次，它由一组属性值构成。

这些信息由领域专家提供。领域知识主要提供有

关领域的明确信息，概念层次能够提供所研究领

域的有关信息，为提供何种知识提供指导。在学

习阶段使用概念层次可以产生和评估假设。本文

中，假设是一种具备属性和类的概念模式，同时

它们彼此有关联，领域本体正符合这个要求。 

图 2 描述了本文工作的构架，从业务流程库中

提取相应流程，获取流程的特征及特征间的关系，

并把它们存储到关系数据库当中，这是属于数据准

备阶段，特征与关系的选择依赖于领域知识。结合

领域知识，使用本体转换规则，得到流程本体。 

 

图 2  流程本体化框架图 
Fig. 2  Process ontology frame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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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流程本体化转换规则 

根据对象不同 iEPC 中节点类型可分为控制流

节点和数据流节点。控制流节点包括：OR(或)，

AND(与)，XOR(异或)，Function(功能)，Event(事

件 ) 节点，数据流节点包括： Role( 角色 ) ，

Object(对象)和 Range(范围)节点[11]。为了完整的

表示流程及流程节点间的关系，流程的 Edge(边)

也作为本体的一种类。对 iEPC 的形式化定义见定

义 2。 
定 义 2 . 业 务 流 程 是 一 个 三 元 组 

EPC = {Node,Property,Value}i Property = {ID, ，

N

name, optional, type, lowerBound, upperBound, source,

target} {E,A,F,C,R,O,C } Node ProNode pe= rty。 。
 

Node 为流程当中节点的类型，Property 为流程节

点的属性，Value 为节点属性的具体值。Node 与

Property是部分映射关系。不同类型的节点属性不

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ID，ID 值唯一

确定每个节点。本文使用 Property.value 表示某个

属性的具体值。 

E：是有限非空的事件节点集合； 

A：是有限非空的边集合； 

F：是有限非空的功能节点集合； 

C：是有限非空的连接点集合， C = ORC ∪ 

XOR AND RANGEC C C∪ ∪ ； 

R：是有限非空的角色节点集合； 

O：是有限非空的对象节点集合。 

C-iEPC 业务流程转换为本体的形式表现，这

里采用 OWL 作为本体，OWL 主要由个体

(Individual)、属性(Property)和类(Class)三部分组 

成[9]。个体是类的实例，代表领域内具体的、人

们实际感兴趣的那些对象。 

为了便于本体语言与流程语言相对应，对

OWL-DL 进行形式化定义，如定义 3 所示，本体

类包含的关系见定义 4，本体的属性模型定义见

定义 5。 

定 义 3. OWL-DL 本 体 定 义 如 下 : 

Ontology = ， ,Class Property ， Individual  ，

Class 为本体类， Property 为本体的属性，

Individual 为本体的实例。 

定义 4. 类关系模型是二元组 = , CCh C R >，

= {subClassOf ,intersectionOfCR unionOf ，

complementOf ,Restriction,oneOf , }
iCH 这里 C 是一

个有限非空的类的集合，HCi 表示类所处的层次，

i=1，2。RC表示类 C 的特定关系。 

定义 5. 属性关系模型是一个四元组，

= , , ,OP DPPh OP DP R R  ,这里Ph是一个有限非空

的属性集合，OP 为对象属性(Object property)，

DP为数据属性(Data property)， = {subPropertyOPR  

of ,domain, range,disjointWith,equivalentProperty,

FunctionalProperty, TransitiveProperty, Reflexive

Property, IrreflexiveProperty,SymmetricProperty,  

InverseFunctionalProperty ， AsymmetricProperty,  

}
i iOP OPH H 为对象属性所处的层次，ROP 是关于对

象属性的特定关系。 
= {subPropertyOf , range,disjointWith,DPR

equivalentProperty,FunctionalProperty, }
iDPH ，HOPi 

为数据属性所处的层次，i=1,2，RDP 是关于数据

属性的特定关系。 

完成了流程及本体的定义之后，可以根据定

义 6 对二者进行映射。 

定义6. 流程节点与OWL-DL本体的映射关系

( (BP) OntologyF  )定义如下： 

Φ = _C N 获取节点； 

= \ { }Property ID :获取除 ID 之外的属性

值； 

 = .id NL C Property ID ：获取节点对应的

ID 属性； 

= NC  ：获取节点的除 ID 之外对应的 

属性； 

 = Φ .name PropertyG name ：获取节点对应

的 name 属性； 

   = C .idG Property id ：获取连接点对应

的 id 属性； 

  = name.valuenameV G ：获取流程节点属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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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成员的 name 值； 

  = id.valueidV G ：获取流程节点属性集合成

员的 id 值； 

  = id.valueidV L ：获取流程可变连接点属性

集合成员的 id 值； 

 
1N CF C H ：将业务流程的节点类型映射

到本体的一级类； 

 
2name CV G H ：将业务流程的流程属性中

name 属性的具体值映射为本体的二级类； 

 
1N DPF C H ：将业务流程的节点类型映射 

为本体的一级数据属性； 

 
2name DPV G H ：将业务流程中连接点的节 

点属性中 name 属性映射为本体的二级数据属性； 

 
2id DPV G H ：将业务流程的连接点的节

点 

属性中 ID 属性映射为本体的二级数据属性； 

  IidV L  ：将业务流程的节点属性中的 ID

属性的值映射为本体的实例； 

 
2
.DPV H value  ：将业务流程的节点属性 

中除 ID 属性之外的属性的值映射为本体数据属性

的值。 

首先构建本体的类，然后为它添加本体的属

性。本体有两大类属性：数据属性和对象属性。

数据属性有三类元素：ID 号、属性定义域和属性

值域。根据流程的特点，将流程节点的 ID 值作为

其数据属性的 ID 号。流程本体的数据属性的定义

域是其所属的类。值域是数据属性的数据类型。

流程本体的对象属性是两个流程类之间的关系。 

3.3 概念层次作为领域知识 

领域知识是要探索领域的信息，对知识发现

很有用。概念层次是领域知识的一种表达形式，

概念层次可以在多个抽象层次上发现知识。概念

层次由节点集合构成，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

图 3 为本文所使用的概念层次，它可以在数据准

备阶段为生成流程本体提供指导。 

数据准备阶段的输入为流程集合以及与流程领

域相对应的概念层次。概念层次是由领域专家建立

的，它的值会随着领域和流程建模语言的不同而有

所变化。对流程本体化限制的概念层次如下所示：

 1( , ) | ( PV) ( L) ( , = 0)i i i i i n i ipv l pv l pv l     ≤≤∪

， 1 2PV = ( , , , )npv pv pv 是 属 性 集 合 , 

1 2L = ( , , , )nl l l 层次集合，  ,i ipv l 是属性集的值

pv 及其它们对应的层次 1，(PV, L)是 PV 与 L 的集

合对，  1 , = 0i n i ipv l≤≤∩ 表示任意一组属性-层次

对与其他属性-层次对都是不同的。同样，可以说

任意属性值与其对应的层次都不同。 

 

图 3  流程本体化概念层次 
Fig. 3  Concept hierarchy of process ontology 

3.4 流程本体化算法 

算法 1.  基于概念层次流程本体化算法 

输入：流程集合 PC，概念层次 CH 

输出：流程本体 PO 

1  ProcessSchema.name←P.name 

2  FOR level=0 TO level< numofCH 

3  IF concept  IN CH mapping P 

4  THEN item←concept 

5     Table.name←item 

6     Table.column←item.pt 

7     Table.data←item.data 

8  INProcessSchema Database  

9  PO.name←Schema.name 

10  PO.class←Table.name 

11  PO. OPV←tableRelation 

12  PO.FirstDP←Table.name 

13  PO.SecondDP←Table.column 

14  PO.Individual←item.data.ID 

15  PO.IndividualDPV←item.data.Others 

16  RETURN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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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首先将流程名称设为数据库的名称(1

行)；针对概念层次，从第 0 层到最后一层逐层扫

描，在流程当中寻找是否有元素与概念层次中的

概念相匹配(2~3 行)；如果有匹配的项(item)，则

将 item 及其相关数据存储到数据表当中，如 item

名为数据表名，item 属性为数据表的列名，item

中的数据为数据表的数据值(4~7 行)。然后对数据

库中的所有流程数据模式(8 行)，将数据模式名为

流程本体名(9 行)，数据模式中的数据表名为流程

本体类名(10行)及一阶数据属性(12行)，数据表中

的其他值为流程本体的对象属性(11 行)，数据表

的列名为流程本体二阶数据属性(13 行)，数据表

中对应的 ID 值为流程本体的实例名(14 行)，数据

表中的其他值为流程本体实例的数据属性值(15

行)。最终返回流程本体(16 行)。 

算法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将概念层

次与业务流程相映射，如果在概念层次当中能够

找到与之对应的流程元素则将流程当中的元素及

其属性存入数据库当中；第二部分将数据库中的

元素生成流程本体。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业务流

程，其元素的类型种类是有限的完全能够在线性

时间内完成与流程元素类型相关的操作，真正影

响算法效率的是流程的当中的节点数，本文设节

点数为 n，故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 

4  仿真实验 

4.1 实验准备工作 

实验以 iEPC 为流程建模语言，其他流程建模

语言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本体转换。实验过程

中，为了灵活处理流程元素，将流程的元素存储

到数据库中，然后从数据库中抽取所需的元素及

其相关属性，将其转换为 OWL 本体。 

根据业务流程当中各种节点的类型，将其存

入数据库当中，数据库名为流程的名称，数据表

名为节点的类型(如：role)，数据表中的列名为每

种节点中包含的属性。如可变的角色节点的属性

就包含：ID(标号)，Name(名称)和 Optional(可选

的)。数据表中的具体数据即为对应节点的属性的

具体值。具体设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iEPC 转化为 MySQL 数据集的规则 
Tab. 1  Rules of iEPC transfers to MySQL data set 

iEPC MySQL 数据库 

Epml 文件 数据库名 

节点类型 表名 

节点属性 列名 

节点属性值 数据项值 

 

在业务流程的节点存入数据库之后，这些数

据就成为构建本体的有价值的资源，使用模式转

换可以将关系数据库中的知识转用OWL本体来表

示。 

使用模式转换将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和数据

间的关系转换为OWL本体的数据、数据属性及数

据间的关联，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首先，将数据库名设置为 OWL 本体名，这并

不是 OWL 本体的 URI，不能用这个名称在互联网

上发布所生成的本体，生成的流程本体的 URI 是

指定或者随机生成的一个可通过 HTTP 协议访问

的资源。 

第二，OWL 本体中的类名来自数据库中的数

据表名。 

第三，在添加完OWL本体类之后，添加本体

的属性。本体属性分为数据属性和对象属性。

OWL 本体的数据属性有三个要素：一是属性的标

识值，这个可以用流程节点属性的 ID 号或者属性

名表示，为了便于查看设立两级本体数据属性，

一级本体数据属性名为数据表的表名，二级本体

数据属性名为数据表的列名；二是数据属性的定

义域，定义域指的是数据属性所属的类；三是数

据属性的值域，值域指的是数据属性的数据类

型。对象属性是表示两个类之间的关系，本文将

两个数据表间的关系视为对象属性。 

最后，将数据库中的数据项转换为业务流程

节点本体的个体，但是仅用每个数据表中的 ID 项

表示对应的个体，因为在 iEPC 中所有元素的 ID

6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Vol. 29 [2017], Iss. 10, Art. 8

https://dc-china-simulation.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29/iss10/8
DOI: 10.16182/j.issn1004731x.joss.201710008



第 29 卷第 10 期 系统仿真学报 Vol. 29 No. 10 

2017 年 10 月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Oct., 2017 

 

http:∥www.china-simulation.com

• 2288 • 

号都是唯一的。数据表中的其他数据项作为对应

个体的本体数据属性的值。具体转换规则如表 2

所示。 

表 2  MySQL 数据项与 OWL 本体转换的规则 
Tab. 2  Rules of MySQL data items transfer to OWL 

数据库 本体 

数据库名 OWL 本体名 

数据表名 
OWL 本体的类名 

OWL 本体一级数据属性名 

数据表的列名 OWL 本体二级数据属性名 

数据项 
ID 号 OWL 本体的个体名 

其他 与个体对应的数据属性的值 

4.2 流程本体化实验 

实验使用金本位(gold standard)本体来评估构建

的流程本体的质量。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带标语料

库被业内人士誉为金本位，因为它们常用作训练和

测试的语料，起到标准答案的作用。本文金本位本

体是指经过人工标注或审定的带标本体库，我们将

本体转化之后的流程本体与金本位本体进行对比，

这是对所考虑问题领域中概念常用的判定方法[9]。 

文献[18]介绍了对本体的准确率和召回率的

计算方法。给定一个计算核心本体(OC)和一个参

考本体(OR)，本体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定义如下： 

( , ) = C R
C R

C

C C
LP O O

C
∩ ,  

( , ) = C R
C R

R

C C
LR O O

C
∩ ， 

( , ) = ( , )C R R CLP O O LR O O 。 

评价和比较本体使用最多的表示是准确率和

召回率 [19] ，本文使用分类准确率 (Taxonomic 

Precision:TP) 和 分 类 召 回 率 (Taxonomic 

Recall:TR)，因为在构建本体的时候存在对属性和

类命名不适宜的问题，分类准确率和分类召回率

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本体分类准确率和分类

召 回 率 的 计 算 是 基 于 语 义 覆 盖 (Semantic 

Cotopy:SC)，它定义了本体(O)中所有的父概念和

子概念(c)之间的关系： 

     SC c,O = { | C ( c c )}i i i ic c c c  ≤ ≥  

公共语义覆盖 (Common Semantic Cotopy: 

CSC)可以避免词汇准确率对分类的影响，它摒弃

了不在其中的概念集。公共语义覆盖定义如下： 

 1 2 1 2 1CSC , , = { | ( . )}i j i j ic O O c c C C c C c  ≤∩

假设一个特征提取 ce，两个概念 1 Cc O 和 2 Rc O
的局部分类准确率 cetp 定义如下： 

1 2
1 2

1

( , ) ( , )
( , , , ) =

( , )
C R

ce C R
C

ce c O ce c O
tp c c O O

ce c O
∩  

公共语义覆盖的准确率TPCSC 和召回率TPCSC

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1 2

( , ) =

1
( , , , )

0  
C

CSC C R

C R R
c CC

R

TP O O

tp c c O O ifc C
C

if c C



 

 

  

( , ) = ( , )CSC C R CSC R CTR O O TP O O ，Cc是概念集。 

和信息检索领域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一样，分

类准确率和召回率之间也需要一个平衡，所以也

要分类的 F-measure，它是全局分类准确率和召回

率的一个调和手段： 
2 ( , ) ( , )

( , ) =
( , ) ( , )

C R C R
C R

C R C R

TP O O TR O O
TF O O

TP O O TR O O

 


 

如果 TF 不受词汇层次影响，可以使用分类

F'-measure[20]，它是对 LR 和 TF 的一个调和手段 

2 ( , ) ( , )
'( , ) =

( , ) ( , )
C R C R

C R
C R C R

LR O O TF O O
TF O O

LR O O TF O O

 


 

本文以物流配送流程为例，将其进行本体

化。图 4 是图 1 对应流程的本体化结果。 

所有实验均基于如下环境：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2.6GHz，8GB 内存，OS X 64 位操

作系统，JAVA JDK1.7。本文选取了SAP的 604个

参考业务流程模型当中 30 个销售订单流程参考模

型为实验流程。SAP 参考业务流程模型是业务流

程领域内广泛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国内

外很多学术论文都是基于该数据集进行试验证明

的，故本文也采用 SAP 参考业务流程模型作为试

验对象。SAP 参考业务流程模型中的业务流程均是

以 EPC 语言建模的。Xu 等人提出了从关系数据库

中提取OWL本体的方法[3]，Thuan 利用众包方法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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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业业务流程本体[21]，本文提出方法是经由关系

数据库生成的业务流程本体，故采用基于语义

cotopy 的方法将本文方法与上述两种本体生成方法

进行比较。表 3是CH-BPO与XTR-RTO[3]及参考文

献[21]提出的方法(本文称其为：TXJJ)对语义覆盖

评估对比实验的结果，表中显示的是平均值。 

 

图 4  物流流程本体 
Fig. 4  Ontology of logistics process 

 
 

表 3  语义 cotopy 的评价结果 
Tab. 3  Evaluation result of semantic cotopy      % 

Method LP LR TPcsc TRcsc TFcsc TFcsc

CH-BPO 87 94 87 92 89 92 

XTR-RTO 85 93 84 93 88 90 

TXJJ 79 94 76 92 83 88 

 

图 5  实验效率对比图 
Fig. 5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efficiency 

从表 3 和图 5 可以看出 CH-BPO 的 TFCSC、

TF′CSC、比其他两种算法都更高，准确率也有了

一定的提高，召回率基本相似。总体结果优于其

他两种方法。 

5  结论 

语义标注是实现异构资源语义互操作的手段

之一。由于目前存在多种流程建模语言，有必要

对这些流程模型的语义异构性进行管理。本文提

出一种从业务流程建模语言中提取本体的新算

法，该算法从业务流程提取元数据然后建立对应

流程本体。在本体建立过程中，根据流程的特

点，选择流程的节点类型作为特征，在数据准备

阶段结合概念层次帮助识别和选择相关数据。 

在建立流程本体的过程中结合概念层次作为

领域知识，该方法有两大优点：(1)加速了 OWL 本

体的构建，减少了转换代价；(2)领域知识指导用

户从数据库中提取所需的知识，从而更好的实现流

程本体构建。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算法比单纯使用

数据映射进行流程本体化转换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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