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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常常包含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企业中的员

工常常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查询，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

的领域。很多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以

提高对企业中的知识管理的水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

企业中知识的共享和创新。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不仅

能够从企业内外部的不同数据源中抓取各种结构化、非

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提供对这些数据的管理，用

户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方便、快捷地查询到企业内外部

相关领域的各种资料、文档等信息。通过搜索引擎的方

式，很容易实现知识在企业中的共享。

核电领域的知识比较专业，而且涉及的知识方向

比较多，也比较深入。正因为如此，核电企业中往往会

有些对核电相关各个领域的专家，而其他的员工则对相

关领域的了解不是那么的深入和透彻。对于对某个领域

比较了解的专家用户来说，可以很快速地通过搜索引擎

查询、定位到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而对于普通用户来

说，往往不能很准确地描述自己所要搜索的内容，或者

不能从搜索结果中迅速找到比较有价值的，自己所需的

内容。因此，普通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时对于关键词的盲

目性比较大，搜索到自己所需内容准确率比较低，效率

也比较低。

为了解决普通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查询时效率低下的

问题，提高知识在企业中的共享速度，可以在普通用户

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时，提供与该关键字相关领域的专

家用户的浏览记录推荐给普通用户进行使用。由于专家

用户在某些领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他们比普通用户更

能够快速地从搜索结果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浏览，

这些信息对普通用户来说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分众分类研究

分众分类又叫做“通俗分类法”、“大众分类

基于分众分类的核电专家知识推荐算法研究
◆ 吴　珺

摘要：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由于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可以将专家用户浏览过的专业领
域的文档进行记录，作为专家知识推荐给普通用户，提高搜索引擎的使用效率。本文提出了
基于分众分类的核电专家知识推荐算法，帮助普通用户方便、有效地定位到有价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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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民众分类法”、“自由分类法”[1, 2]，英文为

Folksonomy，是由Folks和Taxonomy组合而创造出的新词

汇，由Tomas Vander Wal于2004年提出[2]。Folks表示一群

人、一伙人；Taxonomy是指分类法，是信息架构中的重

要部分；由这两个单词和在一起组成的Folksonomy则是

指一种社群参与人运用自由定义标签（tag）方式进行协

作分类的活动[3]。分众分类中用户可以提交自己定义的

标签，通过用户群体定义标签的频率来决定信息的组织

方式，而不是使用传统的严格分类标准，因此整个分类

过程都是完全自发的，更为方便、灵活，在当下非常流

行的社会性网络服务中得到广泛应用。

分众分类法的概念于2004年8月被Thomas Vadener 
Wal提出后，Adam Mathes和David N Sturtz等人发表了重

要论著，主要关注在对分众分类概念的普及和推广上；

到了2005年，对分众分类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应用领

域，Tony Hammond、Terrell Russell等人发表综述和论

文，围绕分众分类的发展背景、定义、与传统分类法之

间的关系、工作原理，以及对认知权威性的发现和定义

上都分别进行了论述；2006年关于分众分类的研究则侧

重于对分众分类法系统构建的研究，Elaine Peterson、

Adam Seldow、Chi-Lung、Trant J等人分别在文章中通

过回顾传统信息组织方法在实现流程及其不足，并在

教育、图书馆等特定领域引入分众分类，并充分将分

众分类与Web 2.0进行结合；2007年，对分众分类的研

究重点转移到了分众分类的本质和索引方向，Thomas 
Gruber[4]、Jakob Voss[5]等分别在分众分类的社会性，及

其对人工索引方向进行了探讨；2008年分众分类的研究

重点转移到了分众分类的使用范围上，James Sinclair[6]

发表论文讨论了分众分类的使用范围，上海交通大学

的一部分同学[7]则探讨了将分众分类法用于个性化搜索

中；2009年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分众分类的改进上，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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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Pan[8]等人发表论文提出在基于分众分类搜索扩展的

标签系统中减少模糊性的方案，Trant[9]则发表了对steve.
museum的研究结果；2010年对分众分类的研究主要关

注在个性化搜索方面，Fabian Abel[10]、David Vallet[11]等

人均对分众分类在搜索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2011年

对分众分类的研究围绕在基于分众分类的推荐上，并

开始将研究方向与云计算进行结合，Jens Illig[12]、Iván 
Cantador[13]等人发表的文章都将重点关注到基于分众分

类的推荐上，而Wen-Chung Shih[14]则将e-Learning内容

检索的基于分众分类的模糊索引创建与云计算环境进行

结合。

目前，分众分类法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所有使用

互联网大众的 “广义型”模式，另一种则是面向某一

特定类型用户的 “狭义型”模式[2]。

广义型分众分类（Broad Folksonomy）面向的是互

联网上的所有用户，用户在知识结构和兴趣方面都有着

巨大差异[15]。每个用户根据自己的认知，使用自己的语

言对社区中现有的或尚未添加内容提供独特的标签，每

个内容或每种分类都能够使用相当多的标签来进行描

述，会产生大量的各种各样、多种描述内容的标签，建

立起内容广泛的平台，为用户提供一个较大的信息或知

识范围进行信息的浏览和查询。

狭义型分众分类（Narrow Folksonomy）与广义型

分众分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用户的特质上[2]。狭义型

分众分类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有着类似的知识结构和兴趣

的用户提供某一特定领域或专业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平

台。社区中的用户都是基于对同一领域或专业的内容感

兴趣加入，内容的提供者本身可能就是这个社区中的用

户，为自己上传的内容标注一个标签，并希望社区中与

自己存在着相同兴趣的用户共享相关信息或资源。从一

定程度上来讲，狭义型分众分类构建的已不再是面向大

众的分类体系平台，而是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为具有相

同或相似兴趣的用户提供共享专业化信息或知识的平

台，因此也无需数量庞大的用户，这样更有利于在社区

中进行知识共享的实现。

二﹑基于分众分类的知识推荐算法

对于一般的知识管理系统来说，其知识推荐功能

是构建在专家数据库的专家地图上的，因此系统中专家

知识推荐的准确性是和专家数据库中的专家数据有着密

切的关系[16]。专家数据往往是由企业中专门的员工来维

护，而不是企业中各个领域的专家，在管理上具有很大

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并且不具备很好的灵活性和时效

性，这样会导致专家数据不够准确，直接影响到其他非

专家用户的使用。

考虑到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特点，本文可以将

狭义型分众分类与专家知识推荐进行结合，以提高专家

知识推荐的准确性和用户的使用体验。基于分众分类的

专家知识推荐逻辑图如图1所示：

与典型的狭义型分众分类不同，核电企业搜索引擎

系统的专家知识推荐中没有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标签。根

据使用搜索引擎的特点，用户使用关键字来对自己感兴

趣的文档资料进行搜索，因此当用户点击搜索引擎的某

个返回文档进行浏览时，就表明该用户对这个文档感兴

趣，并且该关键字能够表明该文档的某个特征，因此可

以将关键字看作是文档的标签。在内容来源上，核电企

业搜索引擎系统会自动从各个数据源抓取各种数据、文

档等信息作为相关搜索结果返回给用户，所以用户无需

自己上传内容。

作为专家知识推荐，专家用户需要在某个领域具有

权威性，但专家用户的专业性、权威性仅仅只是集中在

其所熟悉的领域上，范围很小。出于研究或者应用的考

虑，专家用户偶尔需要搜索非自己专业领域的资料，而

专家用户并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其身份和其他普通用

户一样，若把这种情况下专家用户浏览的文档也当作专

家用户的推荐信息，那么专家知识推荐的准确性就会受

到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让专家用户创建个性化档

案，输入自己所擅长领域的关键词，可以作为其专业领

域的标签。当然，每个专业领域的某个定义常常会有多

种表述方式，如分众分类就有大众分类、社会性分类、

Folksonomy等多种叫法，因此专家用户输入的专业领域

的关键词的同义词也应该作为专家用户的兴趣标签。为

了确保所记录的专家用户的行为轨迹其所熟悉的那个领

域的内容，需要限制只有当专家用户使用自己的个性化

档案中的关键词及其同义词进行搜索，才能对其浏览内

容进行轨迹记录。

用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并创建对该内进行描述的标签，并通过标签与其他用户

进行分享的方式；而是专家用户通过输入关键字，使用

系统中的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发掘与自己专业领域相关

且感兴趣的文档，并将关键字作为该文档的标签，并在

图1 基于分众分类的专家知识推荐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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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户通过搜索该关键字或其同义词来得到专家知识

推荐的方式来分享信息。

图2是面向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基于分众分类

的知识推荐算法的逻辑图：

根据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中知识管理的特点，普

通用户和专家用户都常常需要使用搜索引擎查询信息，

专家数据库中的专家数据完全可以由专家用户自己提供

和管理。系统中用户的创建可以由系统管理员完成，在

创建时定义该用户是否为专家用户。系统管理员可以根

据该用户在企业中的级别，从事该行业相关领域的年限

等具体信息来判断用户是否具有专家用户的资格。因

此，基于上述思想提出的面向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

基于分众分类的专家知识推荐算法除了具备上述的基于

分众分类的知识推荐的优点以外，还具有在核电企业中

这个具体的专业领域的实用性，这是其他知识推荐算法

所不具备的。

三﹑基于分众分类的核电企业专家知
识推荐算法的实现

要想实现面向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基于分众

分类的专家知识推荐，首先需要记录专家用户的行为轨

迹。其流程图如图3所示： 
用户首先需要创建自己的个性化档案，对于专家

用户来说，专业领域的关键词能够表明专家所熟悉和感

兴趣的领域，相当于专家专业领域的标签。当用户使用

搜索引擎搜索文档资料，浏览搜索结果中的某些文档

时，说明用户认为该文档与其输入的关键字相关，也即

关键字可以看作是对该文档的标签。考虑到普通用户和

专家用户对专业领域的了解程度的差异，仅认为专家用

户对文档的浏览记录是有价值的。当有用户浏览某个文

档时，需要判断该用户是否是专家用户，如果不是专家

用户则不对本次浏览轨迹进行记录；如果是专家用户，

但专家浏览的不是自己所擅长领域的文档，也不进行记

录；只有当专家用户浏览自己专业领域的文档时，才将

该专家用户的ID、本次搜索的关键词和所浏览文档的编

号存储进数据库中。

在专家用户的轨迹记录完成后，即可根据专家的浏

览记录为普通用户进行专家知识推荐。图4显示了知识

推荐的流程：

当普通用户在搜索框中输入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进

行搜索时，系统就可以为该用户提供专家知识推荐。由

于普通用户对所搜索的关键词相关领域的知识不是很熟

悉，可能会对所要搜索的内容描述不是很准确，加上很

多专业词汇存在同义词现象，因此需要先对关键字进行

分词，并获得分词后的同义词信息，以帮助普通用户获

得相关领域的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使用关键词及其同

义词在数据库中进行模糊搜索，得到相关专家用户的轨

迹信息，即文档编号，对这些编号按照访问次数进行降

序排列。一般可以认为，被访问次数越多的文档，其价

值也越高。最后根据这些文档编号，在系统中获取文档

的相关介绍信息，并最后以搜索结果展示给用户。

四﹑ 结语

传统的知识推荐算法一般都是以用户对知识评分

图2 面向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基于分众分类的专家知识推荐逻辑图

图3 专家轨迹记录流程图

图4 知识推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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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聚类技术等来为用户进行知识推荐；基于分众分类的

专家知识推荐，则由专家用户使用标签来对知识进行标

注，其他用户在获取知识时，则可以根据这些标签来得

到相关的知识推荐。由于分众分类方法中标签是由用户

自己创建，因此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其灵活性更好，更

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思维习惯。除此以外，基于分众

分类的知识推荐算法由于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系统结构

也不复杂，往往都有比传统知识推荐算法更好的效率。

本文根据分众分类的思想，结合核电企业搜索引擎

系统的特点，提出了一种面向核电企业搜索引擎系统的

基于分众分类的专家知识推荐方法，不采用传统的分众

分类中用户上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自定义标签对其进

行标注的方法，而是另辟蹊径，认为搜索引擎系统的用

户可以将关键词作为标签，以搜索引擎系统搜索出的结

果作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虽然可以将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时输入的关键字以

及个性化档案中的训练文本作为用户兴趣标签，但这

些可能不足以包含用户在核电领域所有的兴趣，可以

通过挖掘用户浏览的文档中的高频关键词，来更进一

步拓展更贴近用户真正的兴趣，更好、更准确地描述

用户兴趣。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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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与课程体系相适应的考试考核方法。实施阶

段性考核和项目最终性考核与“双证融通”相结合的考

核办法，重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考核的手段和方式更注重适用性、应用性、创

新性。软件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以“就业导向”、

能力本位”、“企业所需”、“强化实践”为研究思

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企业需求、够用即可的要

求出发，以JAVA和.NET为两条主线进行课程的制订，

以学生兴趣为主，充分调动学生对计算机语言类课程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基本技能和创

新能力的目的。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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