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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内容 

在文本检索、关键词检索系统迅速发展的

情况下，基于主题控制词表的检索系统

还有没有价值？目前的主题标引规则、

方法应如何发展，以及研究动向等。 

 



主题控制系统检索应用的思考 

一、对词汇控制系统的重新审视 

二、控制系统与文本系统性能比较  

三、文本检索系统电子环境下的应用以及词

汇控制系统差距  

四、关于主题控制系统标引实践和规则改进

的思考  



一、对词汇控制系统的重新审视 

1.1 自然语言特点及其控制的必要性； 

1.2  主题分析基础上的标引。 

 



1.1自然语言特点及其控制的必要性 
--简要的标引语言类型区分 

Indexing 
language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Verbal     
 indexing   
 languages 

Enumerative 
systems 

Faceted 
systems 

Controlled 
systems 

Free text 
systems 

Precoordinati
ve systems 

Postcoordinat
ive systems 



1.1自然语言特点及其控制的必要性 

词汇控制指根据标引和检索的需要，对自然语言的词汇进行选

择、规范并揭示其相关性。原因： 

• 词汇量过大——一些词无标引价值。（控制方式：选词） 

• 词汇与概念不一一对应： （控制方式：参照、限定、加注 

– 一义多词：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电脑 

– 一词多义：病毒－医学、计算机 

– 词义含糊：计算机分析－分析计算机、用计算机分析？ 

• 缺乏明确的结构——自然语言词汇之间关系的多元性和不

确定性，不符合检索系统的使用特点。（控制方式：建立

参照、多种索引系统） 



1.2 主题分析基础上的标引 

• 通过主题分析弄清文献有标引价值的主

题，有效揭示文献主题内容； 

• 结合主题分析的结果按照检索语言及其

标引规范，加以标识，有助于提供适用

的标识。 



对词汇控制系统的重新重新审视 

对词汇控制系统的重新审视： 

• 1.1自然语言特点及其控制的必要性； 

• 1.2主题分析基础上的标引。 

常识判断：词汇控制和标引有助于有效揭示

和检索文献主题。 

 



二、控制系统与文本系统性能
比较 

控制语言有没有价值，或词汇控制是不是必

要： 

• 两者的功能讨论。检全率、检准率，处理

速度、易用性、成本效益。各自的问题。 

• 两者对于文献的适用性讨论。网络资源，

论文资源，图书。使用现状。 



  两者的功能讨论。各自的问题。 

 
• 检全率 

• 检准率 

• 处理速度 

• 易用性 

• 成本效益 

在一些方面中是相对与互补的关系：如检
全率，控制系统可以进行概念检索、相
关词扩展，文本系统的标识量大，均是
检全因素。应结合具体应用讨论。 



表 9—1   受控语言与自然语言的性能比较

                   语言

比较项目

受控语言 自然语言

检全率 高 低

检准率 低 高

扩检、缩检和改变检索范围 易实现 难实现

检索人员负担 轻 重

面向用户能力 差 好

标引和检索的匹配性 好 差

标引速度 慢 快

标引成本 高 低

对标引人员要求 高 低

专指性 差 好

标引一致性 差 好

自动标引 难实现 易实现

词汇更新 慢 快

词表编制与维护 有 无

两者功能的比较与思考：功能的相对性与互补性 



控制系统与文本系统比较—功能的相对性
与互补性 

  

 

控制系统 

 

文本系统 

 

检全率 

 

词汇控制增强检全率 

标引深度小，降低检全率+ 

 

缺乏词间关系控制降低检全率 

标引深度大增强检全率 

 

检准率 

 

主题分析基础上标引提高检准
率 

标引深度小，提高检准率+ 

 

全文处理降低检准率 

用结合多种因素控制排序提高
检准率 

 

处理速度 

 

手工标引及时性弱 

(可采用自动标引、人机结合
标引改进) 

 

自动处理及时性好+ 

 

易用性 

 

可利用语言系统提供检索帮助
+ 

 

 缺乏词汇控制不利于易用性 

 

成本效益 

 

标引费用大、检索费用小（小
系统中适用） 

标引费用小、检索费用大（大
系统中适用） 



两者对文献适用性的讨论 

• 不同领域应用的情况: 

– 图书。控制系统与相关字段文本检索结合； 

– 论文资源。文本检索是主流，结合部分控制系统； 

– 网络资源。文本检索是主流。 

• 影响控制使用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数量与处

理能力，成本效益的结合考虑等。 



概要结论 

• 控制有益于检全、检准、易用性。不利于，处理

速度、输入成本。影响控制使用的因素主要包括：

资源数量与处理能力；成本效益的结合考虑等。 

• 文本系统应引入控制；控制系统则应加强处理能

力，降低成本，应用好控制系统的功能。 



三、文本检索系统电子环境下
的应用以及词汇控制系统差距  

 

• 文本检索系统的改进努力 

• 词汇控制系统的努力与差距 

 



文本系统的改进努力：控制的纳入 

检索方式：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等检索

界面。上述方面文本系统略优；努力提供自然语言检

索能力。 （引入句法控制、词汇控制） 

检索排序：多因素结合提供；多种排序方式的采用； 

                    两者差距不大。（引入多因素控制） 

检索优化：相关检索帮助，百度，Ask； 

                    二次检索；Vivisimo（引入词汇控制） 



检索入口的改进，以搜索引擎为例:自然语言检索，还不是智能检索 



检索排序显示的发展与改进，
以网络为例 

• 排序显示的意义：是提高检准率的重要手段。 

• 采用检索匹配加权的形式进行排序显示，可以

在保障检全率的同时，将符合检索要求的对象

排列在检索结果的前列，提高检准率。  



网络系统中检索排序因素的拓展 

目前采用作为排序依据的加权方案涉及的因素包括： 

– –网页中查询词匹配数量 

– –网页中多个查询词匹配的完备程度 

– –匹配单元和分解问题 

– –匹配词的接近程度 

– –网页中术语的位置e.g. <title>, <h1>, link text, body text 

– –本页词频和总词频之比 

– –指向本页的锁定文本 

– –指向本页的链接分析 

– –有时，点击分析 

– –对于新网页，结合考虑新鲜度问题 

– 关于商业因素。例如：某些系统如发现检索对象与人为增加
检索要素的商业公司网站有联系，则不予排列等。 



链接控制 －作为重要性测量（略） 

• 例:每一网页从100

分开始。 

• 按入链分数重新计

算 。 

• 延续计算直到分数

不再变化。 



网络社区的识别与应用  



网络关键词检索技术的特点与
传统文本检索的不同 

 
主要表现在： 

1.  重视查准因素，忽略检全因素。 

2. 结合网络文献的特点， 扩大了检索算法的

应用，提高结合多种因素的应用能力。 

3.  更加重视易用性。 

 



检索优化的发展 

• 检索优化的含义与必要性 

 

• 检索优化的常见形式 



检索优化的含义和必要性 

检索优化指通过对用户检索提问提出供选择的方案，以交互的方

式，优化检索查询，以改进检索结果。 

优化的原因： 

– 找不到准确表达检索内容的词汇；关键词于进行检索的内容

之间可能存在着差距，需要在检索过程中进行调整； 

– 表达不够专指，没有确切表达出用户潜在的检索需求。 

– 用户不了解逻辑表达式的书写方法，从而影响检索表达，  

– 检索深化的问题。检索调查表明，多数检索只用一个词进行。 

– 检索调整。需要根据改变检索方向，进行相关查找的问题。 

– 多种要素检索。用户很难同时照顾到。 



搜索引擎常用检索优化的形式 

• 利用用户检索查询，提供检索查询的优化。 

• 检索纠错功能。 

• 将聚类算法的结果作为二次检索的依据。 

• Similar to。 



百度的检索优化功能 



自动聚类基础上的检索帮助 



 

自动聚类基础上的二次检索帮助 



万方检索优化实例 



同方的检索优化实例 



同方检索优化实例 



文本系统的改进努力：控制的纳入 

检索方式：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等检索

界面。上述方面文本系统略优；努力提供自然语言检

索能力。 （引入句法控制、词汇控制） 

检索排序：多因素结合提供；多种排序方式的采用； 

                    两者差距不大。（引入多因素控制） 

检索优化：相关检索帮助，百度，Ask； 

                    二次检索；Vivisimo（引入词汇控制） 

。 



文本检索系统的改进努力 

文本控制的特点： 

• 采用后控的方式； 

• 多方面，多角度，词法、句法； 

• 多因素； 

文本控制的不足： 

• 词汇控制不严格； 

• 一些控制的方式仍有待优化、改进，如自动聚类，
检索语句切分等，仍然在发展探索中 

总体评价： 

• 作了大量努力，有明显效果。 



控制系统的努力与差距 

• 控制系统加强处理能力，降低成本的
努力： 

– 联合编目； 

– 自动标引试验。 

• 控制系统的不足： 

– 检索语言能力的应用与开发不足，优势
未得到发挥。 



检索语言能力的应用与开发的差距 

可在词表和标引数据基础上提供，而未提供的功能包括： 

检索入口方面：入口词检索；以浏览形式提供词表词的

问题；相关词的提供问题。 

检索优化方面：主题检索帮助方面可以提供的，如结合

结合分类等提供；相关主题词提供；分类的二次检索，

结合主题标题形式的二次检索帮助等。 



词汇控制系统的差距何在 

A，主要是检索端或检索应用方面的差距。 

B，检索端的重要性：功能是通过检索界面实现的，

未实现的功能只是潜在能力；且无法在应用基础

上进一步改进。 

C，两者性能各有优缺点。但自然语言系统努力改

进，控制系统改进不力，检索端成为短板。 



控制系统检索端差距的原因 

• 对检索语言应用端的重视不够，停留在
检索语言编制和标引阶段； 

• 缺乏电子环境下应用的研究； 

• 与计算机软件编制人员沟通不够； 

• 应用基础上的改进不够----持续发展意识
不够等。 

应汲取网络、文本数据库等的发展，结合
主题语言的特点改进。 



维基百科的分类界面-检索界面的多样性 



比较基础上的思考 

• 词汇控制是有价值的，文本检索系统改
进的手段之一是引入词汇控制； 

• 基于词汇控制的检索系统的不足不是词
汇控制造成的，而是检索应用的开发不
充分的缘故， 

• 目前控制系统的检索界面应向文本系统
学习，结合控制语言的特点加以开发。 



四．关于主题控制系统标引实
践和规则改进的思考 

基本看法： 

• 标引方法和规则是根据应用需要确定的，应结合

电子环境下的实践发展、改进和调整。 

• 在电子环境下检索系统的探索中，图书馆书目检

索系统、文献数据库系统、网络检索系统正经历

一个后者向前者学习，超过前者，前者反过来学

习后者的过程。 

• 不仅要向国外的同行学习，而且要善于向网络、

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发展学习；但向网络学习并非

全盘否定自己。 



理论、方法、规则的改进问题 
想到的一些问题： 

• 检索应用方式的优化改进问题； 

• 使用方式以及相应规则的调整问题，比如说： 

– 是不是建立标题；轮排还要不要？与标引规则。 

– 还要不要控制，自由词的应用问题，入口词的问题； 

– 特定主题类型标引规则的调整问题； 

– 词表的应用问题，如作为切分工具； 

– 词表系统的构建层次问题，如：wordnet—关键词—叙词 

– 一检索系统中不同特点检索系统之间的结合和分工问题。 

– 不同系统之间兼容与互操作问题。 

• 其他问题，如主题标引中中文分面公式问题。 

• MARC格式的适用性和改造问题，灵活性问题，如
轮排的处理；XML语言应用问题。 



控制系统的检索应用的改进问题 

想到的几个基本功能，如： 

• 检索入口界面词表浏览功能的提供； 

• 入口词检索功能的采用，自然语言检索方式的加
强； 

• 检索优化功能的开发，如结合控制语言的二次检
索功能，包括标题词浏览等，相关词的提供等； 

• 一检索系统中不同特点检索方法之间的结合和分
工问题。 

• 不同系统之间兼容与互操作问题。 

• 其他方法的引入等。如用户因素等。 



结合使用方式的相应标引处理
规则的思考或调整，如： 

– 是不是建立标题；还要不要轮排？（文本系

统缓存中的先组标题保留） 

– 自由词的应用与控制问题，结合检索词的入
口词拓展问题； 

– 特定主题类型标引规则的调整问题；如地区，
文学、艺术，特殊文献类型等； 

– 主题标引中中文分面公式问题； 

– MARC格式的适用性和改造问题，灵活性问
题，如轮排的处理； 



是否建立标题、轮排 

关于轮排模式。国内采用轮替法轮排 ： 

               A B C D  

               B A C D  

               C A B D  

               D A B C  

例：电子计算机—硬磁盘—生产工艺 

        硬磁盘—电子计算机—生产工艺 

使用“：”、“，”连接的主题词，轮排中随原连接的词移
动。 

例：      小说—语言学：美学 

               语言学：美学—小说 

               美学：语言学—小说 

联结主题的轮排，必要时对连接词应作适当调整。 

轮排模式在检索优化中有使用价值。 



特定主题类型标引规则的调整
问题；如地区，等 

地区应该标引中直接标引和间接标引的应用效果

以及规则的设置。（类似的如时代标引以及应

用等） 

        城市地理—广州 

           地方志—浙江—桐乡 

        雕塑—罗马 

        旅游指南－德国－科隆 



主题标引中中文分面公式问题； 

• 国内主题分面公式归纳为：主体因素（研
究对象等中心主题概念）、方面因素或限
定因素（成分、材料、方法、过程、条件、
状态、尺度、性质等对主体因素研究方面
（角度）的说明或限定因素）、空间因素、
时间因素、文献类型等。  

• 与阮冈纳赞,P;M:E’S.T；轮（round），层
（level），相（phase） 等概念构成的比
较完善的主题分析系统之间的差异。 



通用引用次序 
• 阮冈纳赞的五个基本范畴 

－ 本 体 （ personality ） - 物 质 （ material ） - 动 力

（energy）-空间（space）-时间（time） 

    轮（round）、层（level）、相（phase）： 

同一范畴中，如主题特征不止一个，则可分析出二层本体
、三层本体，二层物质、三层物质，用Ｐ２、Ｐ３，Ｍ
２、Ｍ３表示。 

如动力后再出现本体、物质，则称为第二轮本体、第二轮
物质，用２Ｐ、２Ｍ表示。 

如，“合金对直升飞机起落架的加工” 可标引为： 

直升飞机──起落架──加工──车刀──合金钢 

      Ｐ１    Ｐ２   Ｅ   ２Ｐ   ２Ｍ 



其他一些与检索语言应用相关的问
题 

• 一检索系统中不同特点检索系统之间的结合和

分工问题。 

• 不同系统之间兼容与互操作问题。 

• 词表的应用问题，如切分工具、用以自然语言

检索等； 

• 词表的层次问题，如：wordnet—关键词—叙词； 

• 标识语言如XML语言应用问题， XML语言可

以了解一些。 

• 关于ontology。 



<?xml version="1.0"?>  

<rdf:RDF xmlns:rdf="http://www.w3.org/1999/02/22-rdf-
syntax-ns#"  

xmlns:dc="http://purl.org/dc/elements/1.0/"  

xmlns:dcq="http://purl.org/dc/qualifiers/1.0/">  

<rdf:Description about="http://www.lib.pku.edu.cn">  

<dc:title>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dc:title>  

<dc:coverage>P.R.China - Beijing</dc:coverage>  

<dc:coverage>1902-</dc:coverage>  

<dc:creator>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dc:creator>  

<dc:format>text/html</dc:format>  

<dc:publisher>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dc:publisher>  

<dc:date>1996-10-25</dc:date>  

XML记录北大图书馆网站示例 



<dc:description>Library homepage, brief 
introduction, electronic resources, OPAC, User 
Guide, News, digital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FAQ, Navigations, Focus, User training program, 
CALIS, CAI</dc:description>  

<dc:identifier>http://www.lib.pku.edu.cn</dc:identif
ier>  

<dc:language>chi</dc:language>  

<dc:relation>http://www.lib.pku.edu.cn/enhtml/index
.htm</dc:relation>  

<dc:type>Text data</dc:type>  

<dc:type>text/html; charset=gb2312</dc:type>  

</rdf:Description>  

</rdf:RDF>  

 



Titl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Identifier.URI            http://www.lib.pku.edu.cn  

Type.OCLCg             Text data  

Type  text/html;          charset=gb2312  

Coverage.spatial         P.R.China - Beijing  

Coverage.temporal     1902-  

Creator.namePersonal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Date.created                  1996-10-25  

Description                   Library homepage, brief introduction, electronic                                      

                                      resources, OPAC, User Guide, News, digital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FAQ, Navigations, Focus,  

                                      User training program, CALIS, CAI  

Format                         text/html  

Language.ISO639-2    chi  

Publisher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Relation.hasVersion    http://www.lib.pku.edu.cn/enhtml/index.htm  

 

   OCLC 协作联机资源编目系统（CORC）中元数据的显示界面  



知识组织系统 (KOS) 一览 

词表 
term lists 

Synonym Rings 同义词环 

Authority Files  规范文档
Glossaries/Dictionaries 词汇/字典
Gazetteers 地名表 

Natural language 自然语言 Controlled language 受控语言 

分类与大致归类 
 Classification & 

Categorization: Subject Headings 标题表 

     Classification schemes (文献)分类法 

   Taxonomies 知识分类表  

Categorization schemes 大致归类类表 

关联组织 

 Relationship Groups  

                     Ontologies 本体 

            Semantic networks语义网络   

Concept maps 概念图 

Thesauri 叙词表 

Pick lists 可选词表 

资料来源：曾蕾：受控语言标准最新进展 



理论、方法、规则的改进问题 
想到的一些问题： 

• 检索应用方式的优化改进问题； 

• 使用方式以及相应规则的调整问题，比如说： 

– 是不是建立标题；轮排还要不要？与标引规则。 

– 还要不要控制，自由词的应用问题，入口词的问题； 

– 特定主题类型标引规则的调整问题； 

– 词表的应用问题，如作为切分工具； 

– 词表系统的构建层次问题，如：wordnet—关键词—叙词 

– 一检索系统中不同特点检索系统之间的结合和分工问题。 

– 不同系统之间兼容与互操作问题。 

• MARC格式的适用性和改造问题，灵活性问题，如
轮排的处理；XML语言应用问题。 

• 其他问题，如主题标引中中文分面公式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