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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的智能检索技术

廖明光
·

王华敏
# ‘

廖明宏”
’

摘 要 信息检索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关健技术之一
,

将人工智能新技术 与信息检索技术相结合
,

设计一种基于

本体论的智能检索工具
,

它 可更准确
、

全面地 满足 用户检索信息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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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技术是数字图书馆的一个关键技术
。

传统的

检索方法主要借助于 目录
、

索引和关键词等方法来实现

的
,

其优点是简单
、

快捷 Λ 但缺点是无法挖掘信息之间的内

在联系
,

检索的结果不能准确
、

全面地反映用户的需求
。

在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
,

将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引入信息检索

中
,

可以改善传统的检索方法
,

提高信息查找的命中率
。

本

文在介绍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
,

重点讨论一种基于本体论

Μ1 % &1 ;1 (Χ Ν 的智能信息检索技术
。

≅ % &1 ;1 (Χ

载的各种检索工具进行文本和超 文本信息 的检索
。

但

7 7 7 上的检索工具通常都是基于 目录或关键词的
,

其查

询的结果一方面包含过多的冗余信息
,

另一方面可能丢失

一些重要的有用信息
。

问题的关键在于
“

数据
” 、 “

信息
”

和
“

知识
”

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本质区别
。

数据
、

信息和知识

 数字圈书馆

目前
,

数字 图书馆还没有统一的
、

严格的定义
。

从狭义

上理解
,

它是一个数字化了的图书馆
。

广义而言
,

一个数字

图书馆是计算机可处理信息的集合或此类信息的一个储

存处   
。

数字 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体现在它是建立在计算机

网络基础上的
,

支持信息的远程访问和共享
。

从这个意义

上说
,

它是一个虚拟图书馆
。

在肠Χ∋ 的论文  中
,

虚拟图书

馆被定义成利用电子网络远程获取信息与知识的一种方

式
。

利用虚拟图书馆
,

人们不必到图书馆去
,

只要在办公室

或 自己家中打开与网络相联接的计算机终端即可获取信

息
。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
。

有图书馆现有管

理体制和馆员素质问题
,

更多的是一些技术问题
。

其中包

括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的建立
Ο

数字图书馆基础设施的建

设
Λ

如网络的组建方案
,

网络的智能管理等等 Ο 数字化信息

的生成
、

压缩及存储技术
Λ

数字化信息的索引与检索技术

等
。

尤其是 Φ% &∋ = ∋& 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

人们可以

使用 Δ7 7 浏览器 Μ如 Π∋ &9,
∗ Η∋ ,

玩&∋ = ∋& Θ Γ Η;1 +∋ 等 Ν 上搭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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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在单纯的表示上
,

是很难区分数据
、

信息和知

识的
,

任何东西在计算机中都表示成符号 Μ邵 ( %
Ν

,

如 ∃ 9,; ;

字符
、

位等等
,

只有通过关系
,

这些符号才可能进一步区分

为数据
、

信息和知识
。

借助语言学观点
,

符号可在语法
、

语

义和语用三维空间加以解释
Λ

Μ;Ν 符号之间的关系
Λ
即

“

句子
”

的语法不涉及到符

号与现实世界之 间的关系
,

称为第一维空间
,

这时符号可

看成数据
。

Μ Ν 符号与含义之间的关系
Λ

即符号的语义构成符

号的第二维空间
,

只有通过符号与符号含义之间的关系
,

数据才能变为信息
。

Μ∀Ν 符号与符号的
“

用户
”

之间的关系
,

构成符号的

第三维空间
。

在第三维空间引入了用户
,

他希望执行某些

操作
,

可以称之为模式或符号知识
,

这个关系称之为语用
。

它定义了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

即只有知识才允许用户执

行某些动作或决定
。

通常
,

搜索信息本身并不是 目的
。

相反
,

当人们在搜索

信息时总带着某些 目的
,

希望搜索到的信息能够帮助他达

到这些 目的
。

信息加上用户的目的
,

实际上才构成知识
。

因

此
,

我们认为
,

在数据图书馆搜索的是知识
,

而不是毫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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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信息
,

智能搜索工具就是为达到这一 目的而设计的
。

基于本体论的智能检索工具

一个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Τ∀ 
。

它刻划了概念

之间的内在联系
。

传统的基于关键字匹配或基于学科分类

的检索工具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
,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它们无法挖掘概念之 间的内在联系
,

搜索出更深层的信息

联系
。

采用本体论
,

可以达到这一 目的
。

可 以用一组属性来表示每一条信息或知识项
,

这些属

性能够表示信息的元模型
、

内容及其研究背景
。

因此
,

有三

种不同的本体论
,

见图  
。

图  三种不 同类型的本体论

其中
,

信息本体论用于描述信息元模型
,

它们是对不

同信息源的结构
、

访问条件和形式化等特性的描述
#

领域

本体论是对信息源的具体内容建模
,

比如
,

计算机科学
、

生

物学
、

航天科学等领域
。

应用本体论是对信息的具体应用

背景的刻划
,

比如企业本体论刻划了企业组织结构
、

生产

过程等企业模型
。

从形式上
,

一个本体论可 以用语义网络来表示
。

在语

义网络中
,

每结点表示一个概念
,

而结点之间的连接表示

概念之间的关系
。

在实现上
,

可以用关系数据库来存放和

管理一个本体论
。

基于本体论的思想
,

一个智能检索工具的体系结构如

图 所示
Λ

查询
帅户界面Υ

知识

知识并提交给用户
。

这个变换过程由智能搜索模块和公共

搜索引擎两部分组成
。

对用户提交的查询进行智能化处

理
,

借助本体论
,

添加启发式信息
,

并将带有启发式查询的

条件转换成公共搜索引擎所能识别的模式提交给公共搜

索引擎
。

公共搜索引擎根据查询条件在数据图书馆中搜索

相关内容
,

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 以信息的形式提交给智能

搜索模块
。

智能搜索模块根据用户的目标对提交的信息做

进一步的过滤处理并保留那些与用户信息相关的信息
,

并

以知识的形式提交给用户
#

从而达到数据图书馆中的符号

由数据到信息
,

最后到知识的转换
。

Μ∀Ν 每个用户在网上检索信息总是带有一定的 目的

性的
。

如果能使检索的信息使用户尽快达到目标
,

这样的

信息对用户来说是最重要的
。

计划识别 Μ只明 Κ∋ ,1 (% 4&41 %Ν

和用户模型 ΜΙ9 ∋+ 61Α
∋ ;Ν可用来表示用户 目标

。

计划识别

就是有一组预定义的计划
,

系统观察用户的动作
,

并预计

用户下一步采取的动作
Ο

用户模型用于描述用户与其一特

殊应用有关的长期行为
,

如用户的目的
、

领域知识和用户

的背景等等
。

通过用户模型
,

系统可 以预见用户的信息需

求
。

在智能搜索引擎中
,

用户模型用来表示用户 目标
。

Μς Ν通用搜索引擎很多
,

如著名的Ω∃ 8≅≅
、

Θ Γ , 4&∋ 等

等
,

这里采用 6∋& ∗: +∗ Δ ;∋尸ς 作为系统的底层搜索引擎
。

它是

一个并行网页搜索服务引擎
。

与其它的搜索引擎不同
,

它

不必维护自己的数据库
。

6∋& ∗: +∗ Δ;
∋ +

的每一个查询会被送

到九个不同的服务
Λ 1 Η∋

% .℃Γ &
,

场
,
19

,

Δ 七Β:+∗ Δ;∋
+ ,

Φ%1 9∋ ∋Ξ
,

Θ Γ , 4&∋
,

Φ%Ξ
&1而

,

∃; &∗ >4
9 &∗

,

Ω∃ 8 1 1 和 “∗Γ Χ
。

这九个引擎

并行 工 作
,

并将 查询结果返回给 6∋ &∗ :+∗ Δ ;∋ + 。

选择

6 ∋ &∗ : +∗ Δ ;∋ +

的好处在于它并行调用九个不同的搜索引擎
,

最大限度地收集所有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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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图书馆的智能检索技术借助于本体论来挖掘信

息之间的内在联系
,

使得信息检索的结果更能准确
、

全面

地反映用户的目的
,

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一项关键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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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智能检索工具的体系结构

儿点说明
Λ

Μ;Ν 智能检索工具是建立在客户端一服务器模型的

基础上的
。

其中
,

在客户端为用户提供输入查询条件和显

示查询结果的用户界面
,

采用 [∗ >∗ 语言实现
,

它与具体的

机器无关
,

可被 Π
∋&9,

∗ Η∋

或 6) 的 Φ% &∋ + % ∋ & Θ Γ Η;1 +∋ 调用
。

在

服务器一端
,

是智能检索工具的核心 内容
,

它能够接收来

自客户端的查询请求
,

进行智能搜索将查询结构返回给客

户端用户
。

ΜΝ 从数据流的角度看
,

智能检索工具提供一种变

换
,

它将数据图书馆中的符号由数据变换成信息
,

最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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