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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通过调研国内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构

建跨平台、跨学科、跨领域的红色文化知识智能化服务系统框架，框架内容包括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需

求分析，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论体系构建，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构建和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

知识服务原型系统构建，以知识服务模型为核心，根据湖北红色文化多模态数据特点提出关联聚合算法、主题模型提

取算法和跨模态检索链接算法等算法理论，以实现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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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	 this	study	fou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Hubei	red	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model,	and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platform,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omain	 red	

cultural	knowledge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the	demand	analysis	of	multi-

modal	Hubei	red	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Hubei	red	culture	

knowledge	servic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Hubei	 red	culture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Hubei	 red	culture	knowledge	service	prototype	

system,	with	the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as	the	core,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modal	data	of	Hubei	 red	culture,	 the	algorithm	 theories	such	as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algorithm,	

topic	model	extraction	algorithm	and	cross-modal	retrieval	link	algorithm	are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multi-modal	Hubei	red	culture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mode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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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湖北红色文化历史周期长，资源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革命过程中留下的红色记忆和足迹，湖北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分布广、

来源多、类型复杂、内容不全、知识组织利用率低等特点，不具备知识传播的深层次服务和运用。近年来，知识组织与服务在各个领域

展开，知识服务系统模型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表示方式，实现各行各业从网络化向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转变。湖北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

族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意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后辈学习传承价值。目前，各地特别是武汉市各大高校在图书馆建立

了红色文化专栏，具有代表意义的湖北红色文化数据库有湖北红色历史文化数据库、恩施州红色智慧图书馆等，这些数据库和智慧图书

馆的建设使湖北红色文化知识的组织得到了提升，但主要处于数据存储阶段，其组织共享服务程度不够高。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

务系统模型的构建，可以充分挖掘湖北各地红色文化资源，通过采集多种模态异构、地域来源不同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对其进行深度

知识组织与挖掘，实现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建，将湖北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以直观、动态涌现、关联聚合的形式呈现

给广大用户。

一、相关研究

（一）国内外湖北红色文化资料收集与整理

依湖北红色文化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视角，湖北红色文化资源

呈多元化，资料处理数字化的特征，资料来源极为丰富，来源形

式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基于价值视角，武汉红色文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成效。新时期要做到“四个坚持”：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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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好湖北红色文化的保护、开发、传播和转化 [1]；二是基于育

人视角，将湖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现育人功能，对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新时代中国梦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三是基于旅游传播视角，红色文化名人故居是特殊的旅游资

源，科学规划布局旅游产业对鄂东地区旅游品牌构建具有积极而

又深远的意义 [3]。

（二）多模态数据挖掘研究

如何处理海量的多模态数据并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是大数

据时代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国内外多模态数据挖掘的研究首

先侧重多模态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如通过文本清洗、文本分段、

段分句、分词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 [4]，基于 Web 的

多模态数据库数据采集，通过采集加工生成视频采集模型 [5]；其次

侧重多模态数据分析与处理，主要体现在文字、图像、音频和视

频模态的分析与处理，使用文本和图像的多模态分类算法 [6]，使用

面部表情信息、文本信息以及语音信息三种模态进行情感分析 [7]。

（三）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构建研究

国外在红色文化智能化建设研究，主要研究了智媒利用科技

连接万物，通过“VR+ 文旅”或“H5+ 红色文化”实现视觉转换

的智能传播 [8]。我国在红色文化智能化建设方面慢慢有了研究和建

设，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红色文化传播推送精准化、场景动

态化、数据智能化、需求个性化 [9]，通过对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

进行知识组织和挖掘分析，构建多源异构的“红色记忆”知识图

谱 [10]，“智慧 + 智能”智媒体技术通过智能化平台传递红色文化

带来了便利性、立体性和精准性 [11]。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已围绕着红色文化智能传播、推送精

准化、场景动态化、数据智能化、需求个性化、关联与挖掘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产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存在

的问题为：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

建研究，还属于空白状态，需要进行大量的算法研究与设计，另

外研究湖北红色文化的数据资源比较单一，本研究将多模态湖北

红色文化数据嵌入科研过程，提供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满足红

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主要的需求，开拓了知识组织共享、图书情

报、大数据科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新视角；突出研究人员的系统

环境，体现跨领域和跨学科的特点，推动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协

同发展；同时，本研究满足社科科学研究在数据体量和数据深度

融合理解方面的需求，对于其他类似问题的多模态数据采集、处

理、数据分析和跨模态融合等研究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二、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建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模型构建，包括多模态湖

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需求分析、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

论体系构建、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构建和多模态湖

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构建的研究。

（一）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需求模型构建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设阶段形成的红色文

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红色文化承载着老一代革命家

的风骨、志气和梦想，加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称为世代子孙

红色教育的鲜活教材和载体。湖北红色文化在陆续的开发过程中

存在着分布地点不一、载体表现形式复杂多模态：出版物、报

刊、档案文献、声像资料、图册、视频、文物、伟人名人手迹、

传单等等。湖北红色文化的展现形式主要有实物形式和非实物形

式，实物形式主要有：省内大学红色文化图书室、档案室，具有

红色足印的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城市建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博物

馆、湖北各地纪念馆等；非实物形式主要有：湖北各县市红色历

史文化数据库、湖北各县市红色名人数据库、红色文化、红色名

人、红色影视、红色事迹等，这些使红色文化的知识更多停留在

红色文化知识存储方面，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建设处于初级阶

段，其组织共享智能化程度不够高。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需求模型的构建，是一项重要

任务。需求模型的构建首先要明确湖北红色文化数据来源：图

书、文献、图片、影音资料、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将这些数据进

行组织和利用，识别湖北红色文化知识界定范围，挖掘构建湖北

红色文化知识库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需求。另外，通过文献调

研全面系统地对多模态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

总结，明确当前知识服务理论与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针

对现存问题，采用专家咨询法获得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

需求，构建红色文化知识服务需求模型，确定支撑需求的关键

技术。

（二）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论体系构建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论体系构建基于多模态湖北

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需求分析，其理论体系构建主要包括多模

态数据采集与预处理理论、多模态数据分析与处理理论和跨模态

检索与智能化服务理论。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论体系融合近

现代革命历史、旅游文化、思政教育、计算机数据挖掘等学科交

叉理论，通过采集文献数据库、地图数据库、网络信息数据库、

影像数据库、档案数据库、图照片、实体文物等多模态湖北红色

文化数据，探索多模态数据预处理方法、数据分析理论；运用语

义网、本体、知识库的相关理论，厘清湖北红色文化记忆链条，

构建实现的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理论体系。

（三）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构建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模型，是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

知识服务理论体系构建之上的具体模型与方法实现。主要包括多

模态数据采集与处理层、知识构建层和知识服务层。首先，多模

态数据采集与处理层的数据对象是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将

半结构化或无结构化的数据处理为结构化数据后，经过数据清

洗、数据标准化和数据转换，特征工程降维，基于本体构建三元

组。其次，通过实体抽取和关系抽取构建本体，采用关联聚合、

主题模型提取等模型方法实现红色知识库构建。最后，通过开发

本体知识服务平台系统实现红色知识智能检索、红色知识图谱可

视化和红色知识推荐服务。

（四）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构建

多模态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基于理论体系以及模型框

架的基础上采用软件工程开发流程方法进行设计实现，是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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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数据处理后经过知识构建后的知识服务具体体现，该系

统主要功能模块有知识导航服务、知识检索服务和知识推荐服

务。知识导航服务包括红色历史、红色名人、红色著作和影视作

品；知识检索服务包括主题检索、关键词检索、名人传记和红色

地标；知识推荐服务包括知识图谱、自动问答、百科词典和可视

化统计，多模态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构建如图3所示。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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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3 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服务原型系统

三、结语

本课题探索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挖掘与智能化服务，揭示多模

态红色文化挖掘理论模型构建创新理论，促进和深化多模态湖北

红色文化知识服务系统理论的发展。将多模态融合、挖掘理论构

建与智能化相结合，构建跨平台、跨学科、跨领域的红色文化知

识智能化服务系统框架。探索多模态湖北红色文化知识库构建理

论，提出多模态红色文化数据整合与预处理、多模态红色文化数

据分析、多模态红色文化数据处理、多模态红色文化数据融合、

多模态检索等方法，提出开发湖北红色文化知识智能原型系统功

能设计方案。目的是实现湖北红色文化知识库与智能化协同构

建，自动识别抽取进入“红色记忆”线索的革命事件的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和相关图片等要素，基于单一红色记忆分析之上

的多个红色记忆进行关联与整合，探求红色事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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