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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

轴 K
ee

平均算法
”

在文档检索中的应用
。

利用数值分析的方法
,

先把文档分为各主题
,

然后对主题里

的文档和关键词进行排序形成半轴
.

由此可得到全局的主题轴和局部主题轴
,

通过它们
,

读者就可以查到所需的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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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超文档 ( H y p e r d o e u m e n t ) 由超文本界面和数据

库组成
,

用户通过超文本的界面来访问相关的数据

库
。

由于超文本系统结构是高度 自由化的
,

用户从中

获得有关信息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

因而希望能得到导

航的帮助
。

通常超文本系统非常庞大
,

而且用户又是

根据 自己的需要将节点链接起来
,

加 上信息内部的联

系
,

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
。

如果能用神经网络的方法

来处理
,

是一种好方法
。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

在浏览超文本系统时
,

自然

希望计算机能够充分理解用户的想法
,

根据用户的意

图和所提供的信息
,

动态地生成检索的链
,

根据这些

链
,

用户能很快地获得所需的信息
。

在形成检索链路

的过程中
,

这些链最好 以简单的图形 的形式显示出

来
,

这样更能使用户一目了然
。

超文本系统是 由节点和链组成
,

而节点可以被看

成是独立的语义单元
,

这些节点用链连接
,

每条链嵌

入某种联 系
,

用户沿着这些链
,

能 自由地浏览文档库
。

路径显然是有用的
,

但不适合干多维联合的机制
,

也

限制用户自己任意地存取文档
。

本文 内容有
:

查询模式
;
数据的表达

;
神经算法

;

神经浏览器
。

希望通过这些内容能描述神经机制在超

文档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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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模式

当前流行的模式是交互式的
,

即查询是通过用户

和机器的对话进行
。

多数有窗 口式的图形界面
。

当前

的研究集中在具有用户表达式的查询系统
。

但基本观

点仍是
:

如何表达系统里数据库的内容
。

如果没有考

虑这一点
,

那么就不能较好地进行人机对话
,

而且在

大多数超媒体系统里
,

比较注重于人机界面 的设计
,

较少地考虑到数据库 内容的表达
。

近年来
,

对导航的研究也 比较重视
。

导航在浏览

文档的过程中是很有用的
,

用户可以利用手中的导航

工具来访问整个数据库
,

导航的一般策略如下
:

·

有效的导航必须在局部进行
;

·

导航必须基于对象之间的亲缘 ( a iff in yt ) 关系

来进行
;

·

必须给用户提供直观的超图 ( H y p er gr aP ih c )

(节点和链的概图 ) ;

在超文档 (超文本技术与文档库组成的超文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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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里
,

对文档库一般 比较关心它的文档名
、

主题

( t o p i c ) 和术语 ( t e
r
m ) (关键词 )

。

下面给出的
“

轴 K

一 一平均
”

算法 l[]
,

对超文档的数据表达分两层
:

·

用 2 维图来表示全局的对象 (即
“

主题
”
)

,

而

不是基本对象 (术语 )
。

·

对每个主题
,

用 l 维的
“

映象图
”

表示
,

根据

主题里的对象 (关键词 ) 与主题 的关系密切程度排列

成轴
,

用清单的形式列在窗 口上
。

这样就把文档分析转化为数值分析的形式
,

也 比

较有利于导航
,

这是因为把以术语描述的文档集转化

为由 0 和 1组成的矩阵 (在那里 O 比 l 多得多 )
。

这

个矩阵由文档集里的文档和关键词集里 的关键词所

确定
,

利用数值分析的方法就可以对文档集进行分

析
,

因而很容易地实施上面所提到的两层的数据表

达
。

另外
,

全局的 2 维映象图对用户也是基本的定向

工具
,

因为每个主题都把权重 ( w ie g ht ) 加到术语里
,

大致地把它刻划出来
。

3 数据的表达

前面我们实际上 已提到
,

用矩阵来表达文档集
,

分两层来表示
。

对整体而言
,

我们介绍
“

轴 K 一平

均
”

算法
,

对局部而言
,

我们介绍
“

局部成份分析
” ,

“

轴 K 一平均算法
”

是 K 一平均聚合 ( a g g r a g a t io n ) 算

法的变形
,

它获得全局 内部轴的极大化惯性评判的半

轴
,

而不是获得轴中心 (原点 )
。

在这些半轴上排列

簇的描述符和文档
。

用这种方法
,

虽然限制了簇化技

术
,

但能获得对轴的大体解释
。

它能快速地处理大量

的数据
。

局部成份分析的方法大致是这样
:

先给 出
“

粗

略
’ ,

的参数
,

定义局部全惯性索引或密度测量值
,

为

每条轴遍历所有的数据空间
,

经过多次遍历后
,

通过
“

接合权重向量
” ,

汇合局部的极大值
,

取得最大点
,

因而获得主题
。

4 神经算法

.4 1 轴 K 一平均算法

神经模型轴 K 一平均算法如下
:

·

K 个神经先被随机地初始化
,

它们的权重向量

M (k ) 在描述符空间 I 里被表示为每簇的引力中心
;

.

为确定最接近的权重描述
,

每个数据
x 和 K

个权重 m ( k) 之间的距离被计算出和 比较
。

这就等干

在两个
“

扩张
”

向量
:
(l

, x , , x Z ,

一 x :
)
T

和 (I } m

( k ) 11
2

/ 2
,

m
,
( k )

,

m
:
( k )

,

… m * ( k ) )
1

之间寻找

极大点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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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神经算法结果对仅有 的权重向量进行修

改
。

新的已积累的 t
一

1个元素簇 k 的引力中心的位置

如下计算
:

、

m
:

( k ) 一 m
t一 1

( k ) + ( 1八 ) ( x 一 m 卜
:
( k ) )

这个公式可以理解为简单的学习规则
。

在数据集

里经过多次遍历后
,

权重向量汇合
,

而且簇的内容趋

于稳定
。

为使输 出的是在原描述符空间而不是在扩张

空间里生成的 < x ,

m ( k) >
,

目标函数用
:

乏M a x < x ,

m ( k ) >
“

k 一 l
,

K x 任簇 K

而不是 M i n 艺乏d
Z
( x

,

m ( k ) ) 结果是
:

k 一 1
,

K x e 簇 K

·

簇被经过原点 O 的超平面小方格所分
。

·

每条簇为 由 O 开始的半轴表示
,

簇和其他簇

的描述符和描述对象在半轴上排列
。

4
.

2 局部成分分析

当聚合 ( a g g r a g a t i o n ) 时
,

必须注意数据空间里

高度密集的地方
,

在这里
“

结构函数
”
比密度函数更

能清确地表达
。 “

结构函数
”
在数据空间的任意点定

义一个密度常数
,

它依赖于
“

粗略
”

参数在两条边界

之间的变化
。

一方面
,

很多点被集结
,

另一方面找到

单条簇
。

单个神经算法模型如下
:

转移函数
:
刀

` t

一 f + {爪 ( l 一 e t g e
。 t g ( m

, , x ,

) ) }

这里 氏是结构函数的参数 (0 < o0 < 动

X
,

是第
t
个数据向量

,

m
t

是在时间 t 时刻的权

重向量
;

刀
t

一 < m
, , x t

> ;

f +
: R ~ R ;

{ x

f + ( x , 一 }
。

x > O

其它

学习规则
:

m
: + :一 m

:

+
a
叮

` :
( x

,

一认x :

) ( 1+
e t g氏t g ( m

, , x t

) )

这里 a
为正常数

这个
“

倾斜上升
”

规律导出客观对象的极大化

口 一 艺丫了
t 一 l

,

T

给出 0o
,

所有极大值构造了绝对最优化
。

给出处

理最少的极大神经元
,

而且假设每个神经元都必须获

得最大值时
,

本模型提供轴的聚合过程
,

它是绝对最

优化的
,

比前面提到的
“

轴 K 一平均
”

算法前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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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5 神经浏览器原理

5. 1全局映射图

提供给用户的全局映象图应是图形的
,

并能反映

出主题的重要性并和主题所在的文档子集里文档的

数量 (轴 K 一平均算法 ) 或其它指标如惯性索引值

(局部成份分析 ) 相称
,

比如可用面积不等的园表示
。

每个主题标上标签 (t a g )
,

标签在主题的清单里

是最突出的项
,

但须专家确认才有效
。

如果该条款不

合适
,

专家可以在清单里选择别的条款
,

或建议更加

适当的条款
。

每个文档都连上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集
,

如主题轴

的投射值
、

所有的术语
、

术语的布尔表达式
、

作者
、

原标题
、

作者简历等描述
。

每选择一次
,

都高亮地显

示一个或几个主题
,

主题的投射值越大
,

越灰暗
。

在

用户的显示器里
,

这样处理强调了给出的术语
、

术语

表达式
、

作者
、

原标题
、

作者简历等相关的上下文关

系
。

.5 2 局部主题

当用户选中一个给定的主题
,

所选的窗口接着显

示连到这个主题上的所有文档
、

术语
、

作者
、

原标题
、

作者简历等等清单
,

再选择这些清单的一个元素就得

出进一步更详细的信息
:

— 详细的文档参考资料

— 术语
、

作者
、

索引文档的数量
、

第一次建立

和最后一次索引
一

交档的日期等
。

5
.

3 导航问题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初始化来处理导航问题
。

他可

以对某一主题进行直接探索
。

在主题里
,

某些术语和

参考文献似乎与他的研究使用特别有关系
,

他可以选

择它们的进一步信息
,

而且也可以考虑在全局映射图

里所选择高亮显示的其它的上下文关 系
,

如果这些在

上下文关系里看上去有与他关系更紧密的
,

他可以继

续探索它
,

等等
,

如此重复下去
。

在这里
,

用户可 以做如下事情
:

·

查看相关上下文里与某个术语相连或与某个

综合陡 文档密切相关的文档
。

注意
,

在这些文档里
,

可能没有通常的初始查询的文档的术语
。

查询过程是

与上下文相关的
,

这个性质对多义术语特别有用
。

·

确定在给出的上下文关系里与所列的作者相

似的作者
。

·

找出有哪些实验室也在对给出的主题进行研

究
。

·

知道关于所列的概念或研究方向里哪个术语

的变种正被索引者采用
。

L
.

lA ia n
利用上述算法

。

已开发出在 M a c 机器

的 H y p er C ar d 环境里运行的神经浏览模型
,

他是这样

做的
:

主题簇有下列两个特点
:

·

这些簇是交叉的
,

作为文档或关键词可以同时

属于几个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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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全局主题映象图 概述认知科学领域的 529 篇文档
,

括号里的数字是互不交又的簇的文档的数量 (至多 25 篇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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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题卡片 显示关键词清单和文档清单
,

清单左边的数字分别是关键词和文档在主题轴的坐标

F i g
.

2 A t o p i e e a
dr

,

d is p l a y in g t h e k e r w o r d s w in d o w s a n d t h e d oc
u
m

e n st w i n d o w s
·

T h e d e e im a l n u m be
r s i n d i ca t e t h e e o o d in a t e s o f k e r w o r d s a n d d o e u m e n st a l o n g t h e t o P i e a x is

·

·

每条簇的元素 (即文档或关键词 ) 根据它们的
“

意思一类型
”

相似的程度来排列
。

用户拿到 的浏览器是包含在 H y p e r

aC dr 卡堆里

的
。

高端卡是全局映射图 (见图 1 )
,

它显示有关主题

的位置
。

这个图是建立在整个关键词向量空间主题范

围的基本成份分析上 的 (布局 由标准的事务图形软件

解决 )
。

每个主题表达成轴
,

在轴里
,

文档和关键词

被分组排列 (见图 2 )
。

通 过选择一个主题
,

用户可以

访问它的内容
。

主题 由关键词和相关 的文档清单组

成
,

根据关键词和文档在主题轴里的投射 的值来排

列
,

排列后的关键词和文档清单显示在窗 口上
。

卡堆 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卡片组成
:

主题的全局映

射图
,

连到主题的关键词和排好序的文档清单
,

文档

标题
、

作者和简历
、

原标题
、

关键词和摘要见图 2
。

而各异
。

对这样 自由的系统
,

如果一切都依靠读者去

判断
,

那么读者的负担必然不轻
。

因此开发出高效
、

智能的超 文本系统是一条出路
,

在超文本系统中应用

神经机制是一种好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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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超文档结构过于 自由
,

链的连接由于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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