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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遵循开放协同创新思想及业态多元化、平台去中心化、资源一体化理念，揭示区块链
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及运行机制。总体框架静态描述构成要素及要素间关系，依托应用
服务、开放接口、业务逻辑、数据逻辑、技术基础等要素协同构建智能知识服务生态体系 ；运行
机制动态描述面向用户、服务、资源协同的宏微观智能知识服务运行流程，宏观协同用户、服务、

资源管理机制提供嵌入式智能知识服务，微观提供区块链赋能的用户兴趣建模、知识服务提供、知
识资源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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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oncepts 
of diversified business models, decentralized platforms, and integrated resourc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blockchain-empowered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The static depiction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outlin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Leveraging elements such as application services, open 
interfaces, business logic, data logic,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s, a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eco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dynamic portrayal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s delineates the macro-micro processes of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directed towards users, services, and resources. At the macro level,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rchestrates users, servic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o embed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while at the micro level, it encompasses blockchain-facilitated user interest modeling, knowledge 
service provisioning, and knowledge resource managem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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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智化知识经济、智能化知识生产、

数据化生产要素的兴起，用户个性彰显、认知

轻量、知识变现、创新激励、群智众创、隐私

计算需求急剧增加，与集中式、被动式、堆叠

式、自发式业务驱动型知识服务机制和机械

式、碎片化、粗放式海量分布信息资源管理机

制形成鲜明对比。亟须面向去中心化、安全

可靠系统构建需求，设计数智化、体系化嵌

入式知识服务框架以拓展服务提供与资源管

理机能 ；全面采集、高效处理、安全存储用

户属性、行为及社交数据，以精准表示、智

能深挖用户兴趣及需求并动态进化其兴趣模

型，进而提升服务质量及用户体验 [1] ；构建

去中心化业务平台并创新智能协同服务机制，

据此高效提供智能协同服务，进而丰富服务

功能并提升其性能 ；智能化知识资源生产激

励、质量保证、交易成效、安全保障、轨迹

追溯等环节，进而提升资源管理效能及知识

变现效率。

在这种形势下，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

服务应运而生，其依托区块链核心技术及激

励机制构建价值互联网可信底座与激励相容

开放式环境，支撑 Web3.0 理念下用户价值创

造、服务去中心化与资源共建共享 [2]，以高效

协同用户、服务、资源提供嵌入式智能知识

服务。具体而言，面向资源一体化服务，设

计构建分布式管理、生态化运维且区块链赋

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支持知识配置

与组织合理化、知识生产与传播协同化、知

识服务创新与应用体系化 ；基于语义区块链 [3]

与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安全机制规范数据管

理标准，全面细粒度采集、高效统一化处理、

安全分布式存储用户数据，以语义理解、关联

推理、智能深挖用户需求，规则化、层次化精

准表示用户兴趣，进而智能初始化、进化用户

兴趣模型 ；基于区块链核心技术、激励机制与

分布式网络并行改进、智能组合、动态协同服

务机制，以定制探索式智能知识服务方案，丰

富知识服务机制 ；遵循分布式知识管理、系

统运维与安全标准，无缝衔接、深度融合知

识管理流程并构建知识资源管理联盟链，依

托区块链核心技术和激励机制低信任成本智

能管理、高效泛在化协同知识节点以全面采

集、规范加工、分布存储、动态更新、高效

利用多源多态知识资源。因此，系统研究区

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框架与机制问题有

重要价值。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规范研究

范式 ：宋宏宇（Hongyu Song）[4] 针对基于公

共或联盟区块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的

系统要求高、共识延迟长、用户参与度低等

问题，提出基于参与者贡献的区块链共识机

制提升基于区块链的数字信息管理安全性及

效率 ；钱力等人 [5] 设计基于科技大数据的智

能知识服务体系，涉及群智汇聚、智能分析、

智能推送、语义检索服务 ；何宝亮 [6] 分析基

于区块链等核心技术创新性解决知识服务系

统的用户体验不佳、服务中心化低效、知识

生产与创新激励不够、知识服务生态恶化等

问题可行性。本文参考王晓敏等人构建的系

统设计总体框架 [7]、孙雨生等人倡导的 IT 规

划参考模型 [8] 等及现有区块链技术、智能知

识服务研究、应用成果，系统分析区块链赋

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框架与机制构建基础，运

用系统论方法设计总体范畴、多维视图，创

新性静态分析其总体框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

关系，并从整体运行流程、局部运行模式两

方面宏微观动态描述其运行机制。

[Key words]　Blockchain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User interest modeling　Knowledge 
service mechanism　Knowledge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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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框架与机制构

建基础

1.1　构建目标

依托区块链技术优势，从智能用户兴趣

建模、知识服务机制优化、知识资源协同管

理维度宏微观、多维度构建兼具整体性、层

次性、模块化、可扩展性等特点的区块链赋

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框架及机制，以便据此构

建运维用户群智共创、服务智能协同、资源

溯源共享的去中心化智能知识服务生态。具

体而言，总体框架面向分布式环境下开放协

同创新式智能知识服务，明确服务、接口、

业务、数据、技术类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依托区块链构建资源一体化服务及主体动态

式激励总体方案 ；智能用户兴趣建模规则化、

层次化表示用户兴趣模型，基于分布式节点

共识泛在感知采集、安全智能处理多种场景、

类型用户数据以语义识别、量化用户兴趣实

体及其关系，并据此初始化、进化用户兴趣

模型 ；知识服务机制优化基于区块节点开放

式链接构建知识服务网络，并行改进、智能

组合、动态协同知识定制、导航、问答、推荐、

检索等服务机制，以构建用户需求、应用场

景、知识资源智能协同、匹配方案，并根据场

景迁移、用户反馈等自适应优化 ；知识资源协

同管理基于点对点（P2P）网络与共识机制无

缝衔接、深度融合分布式节点知识全面采集、

规范加工、分布存储、动态更新，并通过智能

合约与时间戳自动交易、透明留痕以提高知识

交易效率、追踪知识资源轨迹、保障知识供

给侧权益 [9]，进而全流程、全网域一体化建模、

发现、管理、共享多模态资源。

1.2　构建原则

本着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完善智

能化知识服务核心业务及构建共建、共享、

共生、共赢知识服务生态总原则，遵循采集

泛在、处理共识、存储分布、传输隐私、管

理信任、运维智能、性能稳定、激励动态等技

术原则，基于区块链核心技术及激励机制敏捷

构建、协同运维、柔性拓展自适应、自组织、

自创新、分布式智能知识服务生态。遵循用户

体验沉浸化、服务业态多元化、业务平台去中

心化、知识资源管理一体化、开放协同创新激

励化等人文原则，通过智能用户兴趣建模深层

挖掘、多维表示、隐私计算用户兴趣与需求，

据此智能统筹调度、协同创新多元化服务机

制以定制生成嵌入式情境服务方案，进而无

缝衔接、深度融合多模态知识资源全面采集、

规范加工、分布存储和动态更新，最终实现全

流程、一体化、溯源化精准管理知识资源和多

方价值共创共享。

1.3　构建依据

客观需求方面，面向用户价值共创共享、

服务去中心化、安全隐私智能保护等 Web3.0

服务理念与知识服务智能化升级和生态化转型

需求，构建面向分布式用户、服务、资源协同

创新与激励的智能知识服务框架与机制。理论

基础方面，根据嵌入式服务、用户兴趣建模、

业务多元协同、知识生态系统、资源统一表示、

元数据管理等理论并结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基于科技大数据的智能知识服务体

系”总体建设架构与思路 [10][11]，构建智能知

识服务生态。技术基础方面，根据《区块链和

分布式记账技术参考架构》国家标准 [12]，结

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与运营框架 [13]，构建可

信任环境下激励驱动的协同机制、核心要素。

构建原理方面，依托服务业态多元化、业务

平台去中心化、多模态资源一体化等区块链

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本质，整合区块链核心

技术及激励机制嵌入知识服务框架及流程，

据此按用户需求跨部门协作整合共享知识资

源，提供嵌入式智能知识服务。

1.4　构建思路

按 照 开 放 协 同 创 新 思 想、Web3.0 理 念、

IT 规划参考模型，遵循区块链赋能知识采集、

处理、存储、交易、维护全生命周期思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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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去中心化智能运维、低成本可靠存储、溯源

式安全传输、协同式创新激励等新需求，全

方位分析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构成要

素及相互关系以静态描述其总体框架 ；构建基

于区块链的智能用户兴趣建模、知识服务机

制优化、知识资源协同管理规则及流程，宏

微观动态描述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运

行机制，以按用户需求、智能知识服务业务

流程、服务策略协同处理多模态知识资源并

提供嵌入式知识服务。

2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通

过技术基础赋能支撑应用服务的数据逻辑、

业务逻辑、开放接口以协同用户、服务、资

源提供智能知识服务并实时激励各参与方，

见图 1。依托智能知识门户类接口、服务网关

类接口、基础设施类接口及用户区块链，协同

应用服务、用户兴趣建模机制、区块链赋能的

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构建并展示智能知识服务

生态 ；依托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去中

心化、自组织智能处理业务逻辑和交易规则，

以动态生成服务协同机制 ；依托区块数据构

建、治理、共享体系与元数据管理机制及知

识区块链，通过统一资源接口跨库网、跨领域、

跨媒体一体化管理多模态用户、业务、知识

资源。

2.1　应用服务

提供按需构建配置、部署运维、协同创

新服务模块的管理机制及智能定制、导航、

问答、推荐、检索等服务，以面向应用场景、

服务业态、用户需求、业务流程动态生成智

能知识服务协同方案。

2.2　开放接口

为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平台信息

交换提供统一接口 ：智能知识门户类接口依

托单点登录技术集成智能终端与垂直门户、

Web、App、小程序等接入方式，提供注册登录、

发现浏览、展示反馈等前台服务及后台管理功

图 1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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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服务网关类接口依托服务管理组件、面向

应用服务要求智能生成服务运行方案并据此智

能发现、协同调度、动态监控相关应用服务 ；

基础设施类接口依托 P2P 网络、安全传输及

验证机制构建链码协议与接口、区块链服务接

口、身份认证服务接口，以便通过轻客户端

分布式、安全智能访问区块链节点并通过跨

链网关及协议跨域链接区块链基础设施。

2.3　业务逻辑

依托区块链可信协作、分布计算、智能

处理、安全传输、动态激励等机制，整合服

务流、业务流、数据流及价值流形成智能知

识服务流程 ；通过区块链赋能的用户兴趣建

模、知识服务机制、知识资源管理，实现节

点信任、分布式环境下支持点对点交易、多

方协作、跨域协同、实时激励的智能知识服

务方案。

2.3.1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流程

知识上链。需 求 方 及 服 务 方 通 过 独 立、

平等、自由分布式区块链节点，依托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自动上链、验证确权用户数据、知

识资源并嵌入相应元数据信息 [14]，再用子哈

希数值与默克尔树（Merkle tree）数据结构存

储节点数据于带时间戳的数据区块以便认证、

排序区块及追溯数据，进而保障区块链数据

真实、完整与安全并形成用户区块链与知识

区块链。

网络构建。依托 P2P 网络支持服务方在

创建节点时提交节点信息，据此获取、关联

相关节点并传播、备份节点交易信息以动态

构建分布式节点网络，方便供需双方基于知

识传播协议平等、泛在化、低成本、高效率

感知、采集、生产、备份、传播、交易知识资源，

进而提高知识价值及生产者积极性。

共识验证。基于 P2P 网络传播协议与共

识机制达成去中心化节点间有效共识 [15]，结

合链式数据存储结构验证、记录全网广播后

节点信息构建可信节点网络，并结合区块链

不可篡改性保证节点所存储的已封装知识一

致、真实与完整，进而构建用户区块链、知

识区块链并通过区块间交叉、融合、创新自

组织生成新区块。

合约智能。规范解析、形式验证、智能

加密合约 [16] 并据此构建支撑生产、共享、传

播与交易知识资源的信任机制共识，支持可

信节点选择、签订并按预设条件和规则稳定

自动执行合约 [17]，以便组织者、参与者在技

术可信环境下高效协作、安全交易 [18] 并保障

结果不可篡改。

机制激励。依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并

引入经济因素构建代币发行及分配机制 [19] 以

自动管理分布式节点、分配收益，进而激励

生产者节点积极加入、维护区块链网络并主

动贡献知识资源、用户数据、服务反馈。

服务提供。根据用户需求及兴趣、应用

场景、业务流程、资源信息设计智能合约，

由其按需自动生成、执行基于区块链的去中

心化嵌入式知识服务方案并通过开放接口生

态化提供应用程序显示于智能知识门户。

2.3.2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方案

区块链赋能的用户兴趣建模。依据用户

节点网络全面细粒度采集、分布式智能处理

用户全量数据，形成用户区块链私有链并据

此基于区块链初始化用户兴趣模型，进而结

合用户增量数据动态进化用户兴趣模型。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服务机制。依托服务

类、资源类区块链节点分别结合区块链赋能

的用户兴趣建模、知识资源管理，持续追踪

用户数字轨迹、外部数据环境并据此协同创

新多元化服务机制动态适配用户需求与知识

资源，提供智能知识服务并支持实时创新决

策、分配利益。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资源管理。依据资源

节点网络自动采集已上链知识资源并唯一标

识为可溯源数字资产块，进而封装注册、分

布存储、迭代更新知识资源 [20] 以便确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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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

2.4　数据逻辑

遵循元数据管理标准、数据生命周期及

分布式管理理念，按区块数据构建、治理及

共享机制一体化封装、智能化安全管理全媒

体、全流程、全网域用户数据、业务数据与

知识资源，以激励分布式节点贡献数据资源。

2.5　技术基础

涉及基础设施、技术支撑 ：基础设施分

布式自动部署运维多租户智能知识服务应用、

接口、业务、数据、技术组件所依托感知、计算、

存储、通信等资源 ；技术支撑由区块链赋能

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基于区块链的跨链身

份管理技术，依托知识服务及区块链技术实

现知识服务与业务安全构建、高效上链、可

信协同、智能治理。

3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运行机制

3.1　整体运行流程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运行机制宏

观面向应用场景、角色类型、典型事件，基

于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流程，从智能

用户兴趣建模、知识服务机制优化和知识资

源协同管理视角动态描述分布式环境下开放

协同创新式智能知识服务运行及激励流程，

见图 2。首先，多角色用户通过分布式节点、

经由相应区块依托智能知识门户进行角色验

证并提交需求、选择应用服务 ；其次，由应

用服务组件融合区块链技术按用户需求智能

生成服务协同方案并交由基于分布式账本的

服务网关智能发现所需已注册、发布应用服

务集，进而结合服务节点协同及监控信息动

态生成多节点协同的服务运行方案 ；再次，

依托物理节点和区块链技术动态虚拟生成记

账节点网络、监管节点网络、资源节点网络、

服务节点网络、用户节点网络，据此开放协

同、智能安全采集用户数据、知识资源并上

链虚拟形成用户区块链与知识区块链 ；再次，

由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基于分

布式节点并依托区块链共识验证、合约智能、

机制激励智能建模用户兴趣、协同管理知识

资源，进而结合联盟链节点协同创新多元服

务机制以按应用场景、用户需求依托多方协

同匹配知识资源，并通过共识算法、分布式

账本、P2P 网络安全验证、上链存储、全网

广播各节点的区块数据及协同信息以社会化

个人知识、有序化多模态知识 [21]，同时产生

代币 [22] 并实时奖励记账、用户、服务、资源、

监管节点 ；最后，通过智能知识门户面向多

角色用户提供智能知识服务并接受反馈。

3.2　局部运行模式

3.2.1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用户兴趣建模

由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依

托分布式节点智能感知采集、规范处理用户

数据并上链存储确权，层次化、结构化表示

用户信息以精准构建用户兴趣模型并链式映

射至区块网络，进而依托节点协同、共识算

法智能初始化并动态进化用户兴趣模型。

模型表示。基于区块链、知识图谱、用

户 - 项目矩阵等统一管理多模态用户数据以按

链式结构语义关联相应区块链节点，进而创

新混用模型表示方法构建用户兴趣模型框架

并据此概念化、层次化用户需求实体及关系，

以形式化表示用户兴趣项、兴趣度。

模型初始化。在保障用户权益、节点激

励、过程可控前提下，基于区块链记账、挖矿、

日志记录与哈希算法全面实时采集、安全智

能处理用户数据，结合标准框架并依托共识

机制、智能合约精准挖掘兴趣项、量化兴趣

度以初始化用户兴趣模型。

首先，数据采集。依据 P2P 网络路由协

议、结合用户节点网络共识构建跨链可信、

去中心化异构传输网络，基于区块链记账功

能直接导入用户属性数据，结合区块链挖矿

与日志记录动态提取用户行为及社交数据，

并由用户区块运用加解密、分组加密等安全

机制加密存储以防数据泄露及用户隐私及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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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求非法采集、挖掘，运用时间戳、激励

机制记录数据行为轨迹并确权认证以防恶意复

制、下载、传播及非法交易，结合分布式存储

结构分层分类、关联存储异构用户数据 [23]。

其次，数据处理。基于区块链哈希算法

与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时间戳一致性计算

多源异构用户数据哈希值、协同数据处理节

点并分解底层链式数据以便链上节点间低成

图 2　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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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约束、智能交易数据 ；用区块哈希

值与随机数筛选区块数据以概念化兴趣实体、

关联潜在兴趣，按统一元数据标准一站式清

洗过滤、抽取转化、加载合并用户数据 ；进

而在用户界定数据挖掘框架内共识验证、记

录追踪、智能分析用户数据以保障用户知情

权及控制权，最后通过区块链区块信息识别

兴趣项、区块链节点权值量化兴趣度。

模型进化。基于区块链私有机器学习的

学习机制、规则、算法智能学习用户兴趣，

基于区块链激励机制获取最优数据和模型，

按区块链不可篡改链式结构动态跟踪用户交

互行为以全面采集其反馈 ；然后融合兴趣进

化机制、共识机制智能进化用户兴趣模型、

增量更新用户区块节点。

3.2.2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服务机制优化

由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面

向用户需求、适配服务场景、结合业务流程

协同区块节点创新整合服务机制、跨链访问

知识区块并安全共享其知识资源，以智能整

合、动态激励管理方、服务方及资源方共建

自驱型知识服务生态及探索式学习空间。

知识定制。基于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智能定制情境化知识服务方案以协

同知识导航、问答、推荐、检索等服务机制，

并激励依托服务节点网络的多服务方共建知

识定制生态，以面向用户自主行为提供智能

知识定制服务。其依托区块链记账、挖矿与

日志记录按共识分布式智能采集用户数据并

基于哈希函数加密存入用户区块后上链确权，

再由链上区块基于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与

智能合约实时、安全共享用户数据以快速精

准识别用户 [24] 及其需求 ；结合激励机制激发

各区块基于 P2P 网络主动匹配和遴选用户兴

趣、场景信息、知识资源并按哈希值精确定

位知识区块，进而依托各区块通过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安全机制协同各服务机制提供、

按用户兴趣度排序相应知识，并以用户指定

服务途径、方式等定期主动提供专题定制服

务，最后依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自动处理

用户反馈以优化知识定制服务。

知识导航。基于知识导航架构、分布式

知识资源管理机制、动态激励机制协同自组

织知识区块及其资源，按用户浏览信息动态

生成场景化导航路径以构建知识导航生态，

并面向用户浏览行为提供智能知识导航服务。

其基于知识导航框架依托分布式账本、共识

机制、智能合约、安全机制、激励机制关联

协同多层次、分布式多源异构知识资源，并

用知识处理工具提取、划分知识价值维度后

自组织生成知识区块并上链存储确权，进而

结合用户浏览信息动态生成、智能优化导航

路 径，依 托 智 能 知 识 门 户 及 安 全 机 制 并 以

分类、主题等方式提供知识资源导引服务，

结合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序化展示知识资源

分布及关系，以支持用户探索式浏览、识别、

定位、遴选知识资源并据此优化知识导航性

能、知识资源配置及利用效率、重组智能性，

融合分布式账本、密码学、时间戳技术及激

励机制安全传输和共享知识资源并通过知识

变现激励资源方及服务方协同创新。

知识问答。基于区块链分布式预处理并

挖掘用户提问及语境以精准识别其意图，据

此智能匹配知识区块及其答案，通过多轮问

询、答案排序及知识区块主动贡献答案机制

协同优化并通过智能知识门户展示最终答案，

同时接受用户反馈优化问答机制、答案库以

构建知识问答生态，并面向用户提问行为提

供智能知识问答服务。其基于用户节点网络

依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安全机制通过分

词处理、表述转化、问题分类、问题扩展等

语义理解、关联推理用户意图并生成检索问

句，据此结合分布式账本协同式搜索、识别、

匹配、遴选知识区块中答案 [25] 并结合多轮问

询、答案排序、知识打赏机制智能生成、优

化答案，进而结合密码学、时间戳技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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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方式安全传输、动态反馈给用户区块，最

后依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激励机制自动

处理用户反馈并激发启发式提问以协同优化

问答机制、完善答案库进而支持用户探索式

学习。

知识推荐。基于区块链分布式全面精准

实时采集用户数据并智能深挖其潜在需求，

智能组合推荐机制、选择服务渠道并激励知

识区块主动提供、安全共享知识资源以协同

构建知识推荐生态，并面向用户交互行为提

供智能知识推荐服务。其依托联盟链节点结

合区块链挖矿与日志记录按共识分布式智能

采集处理用户兴趣特征数据、挖掘用户深层

兴趣并确权存储、精准建模，同时基于分布

式账本、密码学、时间戳技术确保用户数据

安全与隐私保护 ；依托混合推荐机制基于分

布式知识区块网络精准匹配协同候选推荐区

块，结合共识机制、智能合约自动关联用户

与场景、匹配用户需求与知识资源以形成用

户 - 项目语义矩阵，结合共识机制、智能合约、

激励机制协同服务节点网络、资源节点网络

以按应用情境向用户区块适时施策、主动透

明、动态激励推荐知识资源，并智能处理用

户反馈以优化知识推荐服务方案。

知识检索。基于区块链分布式接收用户

请求并智能分析用户兴趣、检索行为以精准

识别其需求，据此智能选择检索策略、服务方

式并协同服务节点网络跨媒体跨模态检索 [26]

知识区块及其资源以构建知识检索生态，并

面向用户检索行为提供智能知识检索服务。

其依据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安全机制分布

式智能提取、语义解析、关联推理、拓展校

正用户检索需求进而存入用户区块并上链确

权 ；结合激励机制、索引机制协同多服务方

构建内含多类检索机制的知识检索服务方案 ；

据此，依托分布式区块知识关联存储并按区

块间最短路径检索策略匹配知识存储检索标

识，进而依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激励机

制通过哈希值精确匹配知识区块并快速关联

检索、序化知识、显示结果，同时动态激励

知识资源方及服务方，最后自动处理用户反

馈以优化知识检索服务方案。

3.2.3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资源协同管理

由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依

据应用场景建模、业务处理需求，依托资源

节点网络智能采集、汇聚加工多源多模态知

识资源并上链认证确权，遵循知识管理生命

周期并融合元数据管理机制规范构建依托知

识区块的知识资源协同管理机制，以协同服

务方与资源方一体化管理、协同式创新、开

放式应用知识资源。

知识采集。基 于 区 块 链 资 源 节 点 网 络，

经由上链申请、安全验证和收益分配分布式

协同采集联盟链节点知识资源并动态分配奖

励 ：联盟链节点以私钥加密形式向各区域资

源节点发送采集请求，由其获取公钥验证身

份并以私钥加密形式、通过 P2P 网络返回采

集知识，待联盟链节点以公钥解密验证后通

过双方达成的交易、收益分配、签名等共识，

以定量形式打包知识交易信息成区块并加密

生成哈希值，通过智能合约自动链接区块知

识生成知识区块链、分配收益。

知识加工。依托基于共识机制、智能合约、

激励机制自动协同联盟链节点、公有链节点

构建的分布式知识加工区块链，基于预设路

由规则、分布式账本向资源节点网络发送知

识加工请求并由其协同处理知识、记录处理

过程、返回处理结果、动态分配收益。其基

于哈希算法统一转换所采集知识为底层链式

数据格式，根据知识加工需求依托智能合约、

共识机制协同各节点标准化加工知识并自动

验证形式，清洗知识 ；基于分布式区块链描

述知识外部特征并遵循知识关联规则、知识

管理体系与标准智能提取、集成组织、规范

标引各节点异构知识 ；基于区块链快照隔离

避免脏读、幻读知识以保障知识一致、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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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统计并写入知识区块链，同时按节点贡

献分配收益。

知识存储。根据加工属地原则原始存储

已加工知识于相应单节点，进而由资源节点

网络依托区块链密钥验证、全网广播、冗余

备份、智能协同各节点知识，以依托知识区

块链技术及索引机制稳定可靠、动态完整上

链确权知识以便安全存储、全程追溯、实时

激励。其融合分布式账本、共识节点存储方

案、分布式链式存储结构，依托文件系统协

同资源节点链下存储区块知识并生成文件编

号，依托键值对、哈希值链上序化分组存储

文件编号、区块数量及状态、交易编号等元

信息并同步备份知识区块状态及其索引数据，

进而基于共识机制、智能合约，依托区块链

日志、文件编号、P2P 网络协议链接生成知

识存储区块链、动态上链区块知识并追溯其

交易、实时分配收益。

知识更新。由区块链资源节点网络基于

P2P 网络协议、分布式账本、激励机制协同采

集、安全存储、智能上传知识资源，在共识验

证后按智能合约生成哈希值、依托分布式账本

更新知识区块链信息并上链知识资源、分配收

益。其通过分布式资源节点增量更新知识资

源并在共识验证后依托智能合约全网广播、记

录，生成新的或带 key 前缀哈希值存于知识

区块并永久存入分布式账本以确保知识资源

一致、真实及完整，进而自组织融合、协同

更新链上知识区块并按节点贡献分配收益。

4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区块链赋能的智能知识服务

框架与机制构建基础，阐述了区块链赋能的

智能知识服务总体框架、运行机制 ：总体框

架静态描述了其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涉及

应用服务、开放接口、业务逻辑、数据逻辑、

技术基础 ；运行机制宏观揭示了区块链赋能

的智能知识服务流程，微观揭示了区块链赋

能的智能用户兴趣建模、知识服务机制优化、

知识资源协同管理流程。宏观上，依托区块

链实现分布式环境下面向多元用户需求、基于

开放式服务机制协同创新的跨模态知识资源

智能提供及利益分配 ；微观上，区块链赋能

的智能用户兴趣建模通过分布式用户区块安

全采集、智能处理用户数据并上链存储确权，

进而概念化表示、体系化处理、动态化更新

用户兴趣以精准获取、激发用户需求并为其

动态分配利益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服务机制

优化通过并行改进、智能组合、动态协同知

识定制、导航、问答、推荐和检索服务机制

智能连接用户区块与知识区块，进而依托区块

链赋能的知识计算与服务引擎去中心化高效按

需匹配知识资源以协同服务方、管理方提供知

识服务并动态分配利益 ；区块链赋能的知识资

源协同管理通过分布式知识区块采集、加工、

存储、更新知识资源并上链认证确权，依托

区块链核心技术、元数据标准全流程关联融

合、跨模态智能管理全媒体全网域多模态知

识资源并为资源方、服务方动态分配利益。

本文虽创新性构建了区块链赋能的智能

知识服务总体框架、运行机制，形成基于知

识动态重组、服务智能协同及知识创新与价

值创造的知识服务模式，可为出版、知识服

务智能化转型提供学理支撑，并指导区块链

赋能的数字出版、智能知识服务平台设计和

系统构建，但仍需深入研究、领域定制以提

升实效性：首先，构建区块链赋能的数字出版、

智能知识服务架构体系以揭示其体系结构、

功能模块及运行机理，形成协同用户、服务、

资源要素的全流程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架构 ；

其次，从应用、业务、数据、技术、基础设

施等视角构建区块链赋能的数字出版、智能

知识服务体系，形成数字出版、智能知识服

务全息解决方案 ；最后，融合去中心化系统

设计及运维规则和出版行业及知识服务标准、

规范及实践，构建区块链赋能的数字出版、

智能知识服务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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