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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计算机检索技巧

—
兼与万碧君等同志商榷

赵 勇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兰州 73 仪XX) )

万碧君等同志在(计算机检索技巧的探讨)(以下简称

依讨))一文中
,

介绍和总结了常用的计算机检索的技巧
,

这对帮助那些刚开始利用计算机检索的人员提高检索效率

是很有裨益的
。

但仔细阅读之后
,

笔者感到万碧君等同志

的论文尚有遗漏和不妥之处
,

现结合该文谈谈一些实际工

作心得
,

借以抛砖引玉
,

望同行多多指教
。

计算机检索以其
“

检索速度快
、

费时少
、

检索面广
”

等特

点而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
,

但计算机检索是机器内部没有

内涵的字符串匹配及逻辑运算的过程
,

缺乏人类的思辨能

力
,

无法从学科内涵上选择文献
,

这就要求检索人员首先能

充分理解课题的实质
,

选取准确表达课题的检索词
,

才能根

据课题的性质
、

要求及实际检索情况
,

确定出符合要求的检

索策略
,

保证较好的检索效果
。

提高检全率的检索技巧

1
‘

1 同义词检索 大多数数据库在前期制作过程中
,

标

引人员对从文献中抽取的主题词按照特定的主题词表进行

了规范
,

或通过同义词表(洲夕。 司阳 )将异型同义词指向规

范词
.

保证使用规范词即可将主要相关文献检索出来
。

但

对于一些新的概念
,

由于国内外尚未形成共识
,

主题词表也

未能收录
,

这种情况就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异型同义词
,

防

止漏检的发生
。

。
.

化学物质名称和化学物质表达式
。

对专业人员而

言
,

化学物质表达式由于简洁
、

直观
、

准确而在文献中广泛

使用
,

但有的化学物质表达式在计算机文本方式下无法准

确表达(如有机化学中结构式
、

最简式的下标等)
,

这就造成

检索的无奈
。

在实际工作中
,

对比较成熟的化学物质来说
,

并且在相关文献中是主要论述的内容之一 (即在标引中明

确提出)的化学物质来说
,

用化学物质名称检素就可达到比

较满意的效果
。

但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如文摘中出现了

表达式
,

但题目
、

主题词均未出现名称的文献)
,

或者有时为

了扩大检素结果
,

需要使用化学物质表达式进行检索
。

并

且有些数据库也提供了独特的检索途径
,

例如
,

D IAI 刀C 系

统中的《化学文摘数据库)(以)提供了用结构式检索的途

径
,

只要用户终端有相应的输人设备即可检索(一般仿真终

端则无法进行) ;也可以化学物质登记号进行检索(对成熟

的物质
,

以都赋予唯一的登记号)
,

如用 CR 二

232 1 一 m 一 5

就可将大部分有关而
~

n( 荧光素)的文献检索出来
。

又如 INSPEC在自由词中也设置了相应的方式来解决上
、

下

标问题
,

例如用/ suP 3 + /驴
+

表示对
十 。

D IAL以; 系统为仿

真终端使用方便
,

在提供化学分子式检索途径的几个数据

库中大部分都可用
“

元素符号 十 数字
”

的方式来进行分子式

检索
,

如三氧化二铝用 A1 203 即可进行检索
。

需要提醒的

是
,

实际工作中必须按照相应数据库的规定格式输人 (如词

间空格等)
,

否则检索结果会为零
。

(探讨》一文谈到
“

当你输人主题词 A1 时
,

经机器匹配

输出的命中文献中
,

除包含有主题词A1 的文献外
,

还有含

卯%主题词斌含在耐 中)的文献也同时输出
” ,

该文也提

到
“

检索式包括单元词和由单元词组成词组的表达式
”。

其

实对单元词检索的数据库(目前大部分数据库属此类型)而

言
,

用 Al 检索
,

不会将含有 d (如时)的主题词的文献检

出
。

单元词检索就是将输人的每个单词作为独立的单词

(前后应有空格)进行检索
,

单元词检索的数据库是不会发

生以上误检悄况的
。

但是笔者也曾碰到这样的情况
:
国内

某数据库系统有
“

同根词扩检
”

项目
,

选择该项
,

就会出现以

上类似的误检现象
。

在实际工作中
,

应根据不同数据库的

规定
,

确定相应的策略
:

是否选用元素符号进行检索
.

以防

以上现象的出现
。

b
.

缩写和全称
。

正如(探讨)一文所谈的
,

用缩写检索

就会产生误检
,

用全称就有可能产生漏检
。

对相对成熟的

概念
,

缩写和全称都有可能在文献中使用
,

如果只用其中一

个检索都将造成漏检
,

因此检索时必须同时使用
。

同时
,

由

于缩写词的多义性
,

在实际中应加以学科等其他限制
,

从而

在尽量提高检全的同时减少误检的发生
。

如课题
“

计算机

辅助设计
” ,

用
“

以D + c闭平u
傲 ‘d日 desj 卯

”

并加以其他限制

(如分类
、

应用领域等)
,

则既保证检出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相

关文献
,

又基本可以排除
“

检验分析词典
” 、“

弹药动力装

置
” 、“

循环辅助装置
”

及
“

冠状动脉疾病
”

(缩写均为以D )等

无关文献
。

。
.

商品名
、

俗名等
。

有的物质在使用中
,

在国内外形成

了广泛认可的商品名
、

俗名等
。

特别是在工程类
、

专利
、

商

情之类的数据库中物质名
、

商品名
、

俗名等是共存的
,

如果

漏选其中的一个
,

都将可能造成漏检
。

如聚四氟乙烯又叫

泰氛龙
,

如果只用聚四氟乙烯检索
,

就可能将使用别名泰氟

龙讨论聚四氟乙烯的文献遗漏
。

在实际工作中
,

同义词的选取是比较困难的
,

由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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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专业知识所限
,

不可能将所有的同义词都选取
,

同时用

户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如用户认为有些名称的别名对检

索人员来说是常识
,

不需提示 ; 或不了解商品名
、

俗名等别

名)而造成遗漏
。

所以在机检前要多与检索人员交流
,

同时

应查阅相关工具书
,

使尽可能多的异型同义词都能被利用
,

保证较高的检全率
。

1
.

2 利用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的检索技巧 对命中文

献太少的检索策略
,

可考虑用上位概念或几个下位概念逻

辑或组配来扩大检索结果
。

例如
“

液体推进剂
”

可以用上位

概念
“

推进剂
”

检索
,

也可以由下位概念
“

二甲推进剂
”

与
“

推

进剂
”

等用逻辑或连接检索
。

前者可以将标引为
“

推进剂
”

的相关文献命中
,

但也会将
“

固体推进剂
” 、 “

混合推进剂
”

等

无用的文献检索出来 ;后者可以将标引为各个具体推进剂

的相关文献检索出来
,

但同时检出了大量只讨论具休推进

剂的文献
。

用这种方法检索时误检率很高
,

在实际工作中

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使用
。

(探讨)一文中
“

相关词
”

的讨论
,

笔者认为似有不妥
。

从文章内容及结构看
,

作者讨论的
“

相关词
”

应该是指异型

同义词
,

但所举例证却不是为了证实这个观点
。

我们知道
,

“

专家系统
”

是对数据库技术的完善和发展
, “

软件
”

是
“

数据

库
”

的上位概念
。 “

数据库
” 、“

专家系统
” 、“

软件
”

并非是
“

同

义的相关词
” ,

而是上位概念和发展应用基础等概念
,

并不

属于作者所讨论的
“

相关词
” 。

1
.

3 截断技巧 前截断由于技术难度大
,

检索时间长
,

实际应用的并不多见(上文提到的同根词检索就是一个特

例)
。

由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拼写形式有差异
,

或有些相

关外文词区别只是一两个字母
,

所以中截断在实际检索中

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
。

如用
“

姗召
n ”

就可以替代
“

一
”

和
“

~
” ,

用
“

fib ?? bl
川

”

替代乍悦此创司
”

和
“

6 b比比侧
” ,

从而使检索式表达简洁
,

可以提高检索效率(因为有的联机

数据库是按检索词数目的多少来收费的
,

例如美国的oc LC

系统)
。

后截在(探讨》一文已有较详尽的说明
,

这里不再赘

述
。

顺便说一下
,

有限截断中只截取一个字符用
“

? ?
” ,

即两个? 之间有个空格((探讨》中未详细提示
,

易产生误

解)
。

需要指出的是
,

中文数据库由于主题词还不规范
,

如果

不用截断技术
,

往往漏检率较大
,

所以在实践中对命中文献

数量不是很大的情况
,

应使用后截断来保证查全
。

用户可

进行二次选择
,

就可以有效地排除无关文献
。

提离检准率的检索技巧

2
.

1 逻辉与和逻辑非 笔者很同意万碧君等同志对逻

辑与和逻辑非的概念解释
,

但文中所举例证似乎让人有点

费解
。

我们知道
,

Al和 Al

~
是同一物质(铝 )的不同

表达方式
,

如果执行检索式
“

Al
,

Al o ni uln
” ,

则命中的文

献将是在标引中既要出现 Al 拼写形式又要出现 Al 丽ni uln

拼写形式的文献
,

有关只用其中之一表达方式的文献将会

被排除
,

这样漏检率将会很高
。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使用
“

Al 十 Al丽ni ulh
”

进行初步检索
,

然后加其它限制(应用领

域
、

方法等)
。

对单元词检索的数据库来说
,

查准率和查全

率都较令人满意
。

但对于上文中提到的
“

同根词扩检
”

的数

据库来说
,

利用以上检索式就有可能造成大量误检
,

故应将

Al从检索式中删除
,

以降低检全率来提高检准率
。

《探讨》一文认为
“

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

减号
‘ 一 ’

在

此并没有起逻辑非算符的作用
,

而却起了逻辑或的作用
” ,

不知作者特指的是哪种数据库
,

但据笔者实践经验和所接

触的数据库来看
,

减号
“ 一 ”

一般是起逻辑非算符的作用
。

对于单词间的破折号
,

检索时需用引号加以标注
,

以便与减

号相区别(这是对于词组检索的数据库而言
,

对单元词检索

的数据库则需要用位置符(W )连接各单元词来检索);至于

逻辑或的作用
,

笔者到目前尚未发现此类例证
。

2. 2 词位呈检索和固定词组检索 需强调的是词位置

检索只能用于单元词检索的数据库
,

而固定词组检索也只

能用于词组检索的数据库
,

二者不能混用
。

在D IAL OC 系统

中
,

较常用的词位置检索还有限定在同一子字段的(S) 位置

符
,

对用逻辑与连接的单元词(或词组)有时命中文献仍较

多
,

则可考虑使用(s) 位置符
,

使词间逻辑联系相对紧密
。

2. 3 其它检索途径 在命中文献数目较多的情况下
,

可

限定在题目
、

主题词等较窄检索途径中检索
,

使检中文献更

加符合要求
。

当然
,

漏检的文献也相应地多了
。

检全和检准之间存在着一种类反比例的关系
,

其中任

何一项的提高
,

就有可能导致另一项的降低
,

因此在实际检

索中要根据课题性质
,

决定首先要保证检全还是检准
,

然后

根据以上技巧
,

用准确表达课题的检索词(或词组)制定合

适的检索策略
,

为用户提供较满意的检索结果
。

由于笔者接触的只是部分国际
、

国内联机和光盘数据

库的计算机检索工作
,

必定有许多疏漏之处
,

请万碧君等同

志和各位读者能不吝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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