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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本和用户查询用属性坐标表示9以交点与查询重心点的距离确定为文本与查询间的相似度进行计算9
利用相关性反馈技术调整检索策略9得到一个基于属性坐标的文本信息检索模型 .实验表明9该模型的检索方

法可行9检索效果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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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ind of text information retr ieval model based on attr ibute coordinates is presented. In this
model9 the texts and the gueries are represented using attr ibute coordinates. The distance of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to the barycenter of guery is represented a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guery9and be

calculated. With the use of the relevant feedbacks9 the retr ieval tactichas been changed. The ef f icient of

information retr ieval is improved.

Key wOrds: text information9retr ieval9attr ibute coordinate9similarity9relevance feedback

随着网上信息的大量涌入9信息的检索研究面

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信息检索中9文本信息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9据不完全统计9超过 0%的信息检

索属文本信息检索.传统的信息检索方法主要有布

尔检索 ~向量空间检索和概率检索等方法9为提高检

索效率9人们又提出了不少新的检索方法9如 Salton
提 出 扩 展 布 尔 检 索[1]9W. 旺 提 出 广 义 向 量 空 间 模

型[1].除此之外9还有基于神经网络的检索方法 ~ 基

于推理网络的检索方法 ~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检索方

法9以及模糊检索方法等.本文提出文本和用户查询

用属性坐标表示9依据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文本与

用户查询间的相似度计算9利用相关反馈信息调整

检索策略9给出一个基于属性坐标表示与计算的文

本信息检索模型.实验表明9基于此模型的检索方法

不仅可行9而且检索效果较好.

1 相关定义

定义 1[Z] 设 M<XD 9N<XD 分别表示事物 X的

不 同 属 性9 用 / 表 示 合 取 算 子9 则 用 M<XD /
N<XD 表示属性的合取过程9令 S<XD = M<XD /
N<XD 9则 S<XD 称为合属性9而 M<XD 和 N<XD 称

为素属性9以合属性代表事物 X.
设事物 X 的属性集 P<XD = {E0<XD 9E1<XD 9

 9E,<XD } 9则有:
定义 2[Z] 设,维单纯形K= <E09E19 9E,D 9

其顶点为属性集P<XD 中的第,+ 1个属性9则K为

属性多面体.在 K 的第一次重心剖分 K < 1D 中91 + 1
个 属性的整合属性 Ez0 / Ez1 /  / Ez1 置放在由这

1 + 1个属性所构成的 1维单纯形的重心剖分点上9
记为 P<Sz1D 9且 P<Sz1D = Ez0 / Ez1 /  / Ez1.依次

类推9这样的模型称之为属性重心剖分模型9或称属

性坐标系.
设事物P<XD = <T19TZ 9T3D = < 0. 890. 790. 3D

其中9T19TZ 9T3 为 P<XD 的 素 属 性9则 用 属 性 重 心

剖分模型可表示如图 1 所示9T19TZ 9T3 构成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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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的 3个坐标轴,三角形 AABC的重心代表了

事物 P(X) .

图 l 属性重心剖分模型

2 基于属性坐标的文本检索模型

2. 1 文本和查询的属性坐标表示

基于属性坐标系的检索模型中,文本和查询用

属性坐标表示,设文本集 D中共使用了 n 个标引词

标 引其中的文本,记 n 个标引词为 tl , t2 , ~ , tn .文本

集中每一文本和用户每一次查询均可用等长的向量

表示,即

cz = (wzl , wz2, ~ , wzn) .
同理, gj = (wjl , wj2, ~ , wjn) ,

其中, wzk 表示第 k 个词在文本 cz 中的权值,则

wzk =
nk > N
M > SK,

其中, nk 为词 tk 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 M为所有标引

词在 cz 中出现的次数的最大值; N 为文本集中文本

的数目; SK 为包含词 tk 的文本个数.根据上式, wzk 可

能大于 l ,为便于在属性坐标系上表示文本与查询,
可对权值作归一化处理.

定义 3[2] 文本向量 cz = (wzl , wz2, ~ , wzn) 所

确定的多面体的重心称为文本重心 Gcz, Gcz = (
wzl
n ,

wz2
n , ~ ,

wzn
n ) .

同理,查询向量 gj = (wjl , wj2, ~ , wjn)

所 确 定 的 多 面 体 的 重 心 称 为 查 询 重 心 Ggj, Ggj =

( wjln ,
wj2
n , ~ ,

wjn
n ) ,

则可用文本 重 心 向 量 和 查 询 向

量分别代表文本和查询.
2. 2 相似度计算

基于属性坐标的表示法中,连结坐标原点至各

文本重心点所形成的直线与查询向量所确定的平面

相交,设交点为K,交点与查询重心点的距离可确定

为文本与查询间的相似度.设查询向量为 (wjl , wj2,

~ , wjn) ,文本 cz 的重心点坐标为 Gcz = (wczl , wcz2,

~ , wczn) ,则文本重心线方程为 ;

Il
wczl =

I2
wcz2 = ~ =

In
wczn .

因此,交点 K 的坐标为

Il
wczl =

I2
wcz2 = ~ =

In
wczn ,

Il
wjl -

I2
wj2 - ~ -

In
wjn

<

 

L = l

的解.这样,求解相似度的匹配函数为 ;

f ; szm(cz, g) = l -
1(Gg, kcz
R ,

其中, Gg 为查询重心点; kcz 为文本与查询向量所确

定的平面的交点; 1(Gg, kcz ) 为查询重心点与交点的

距离,不妨称其为查询距离; R 为平面上至查询重心

点的距离,用于控制输出.当 1(Gg, kcz ) 大于 R 时,则
不输出 cz, R 的第一次取值可取在查询平面上的点

至查询重心点的最大距离,以后每次取值,从上一次

用户选择的文档集中取最小的查询距离作为本次检

索的 R 值.
2. 3 相关性反馈检索

相关性反馈检索即利用上次的查 询 结 果 与 用

户的选择来指导本次查询.利用查询结果相关信息

的反馈进行检索是现代信息检索常采用的技术与策

略,采用上述模型进行文本信息检索时,为提高检索

的查准率,本文利用相关信息的反馈来进行检索.从
检索的结果来分析,还存在这样的文本,尽管它们的

查询距离小于,但仍不符合用户需要,例如设有查询

g = ( 0. 8, 0. 7, 0. 6) ,如有文本 c= ( 0. 3, 0. 2, 0. 2) ,
则该文本的查询距离很小, 但它极有可能由于关键

词词权值太小而导致的.
符合用户需要的文本应满足的条件 ; 一是其查

询距离小于 R, 二是相关词的权值应满足一定的条

件.下面讨论第二个条件.
设 D= {cl , c2, ~ , cn} 为一次检索后系统输出

的文本集; D/ = {cl , c2, ~ , cm} 为一次检索后用户

选择的文本集; D*= {cl , c2, ~ , cZ} 为用户排除的文

本集;显然 D= D/ U D*,且 D/  D*=  .对于 D/ 中
的 某一文本 cz, 有 cz = (wzl , wz2, ~ , wzn) , 其中, wzk
为关键词 k在文本 z( k  l, 2, ~ , m) 中的权值.对于

D*中的某一文本 cj,有 cj = ( Gjl , Gj2, ~ , Gjn) ,其中,
Gkz 为关键词 z在文本 k( k  l, 2, ~ , Z) 中的权值.下
面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讨论, 即相关词的权值应满足

的条件.首先给出一个词权值向量 ;
W = ( 7l , 72, ~ , 7n) , ( l )

其中,取 7z 的值等于wkz( k = l , 2, ~ , m; z = l , 2, ~ ,
n) 中的最小值.这里从( l ) 式起,构建m( 0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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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词 权 值 向 量: ( D1 D2 ~  Dn)  ( B1 B2 ~  Bn)  ~  
( 71 72 ~  7n)  其 中 Dz Bz ~  7z 是 对 应 于 词 z 的 权

值. 这 m 组权值向量 称之为权值阈值向量 对于这

m 组向量中的任一组 文本集 D/ 和 D 中的文本应满

足以下条件:
D/ 中不存在任一文本 cz 使得

(tz1) { D1 / tz2 { D2 / ~ / tzn { Dn) V (tz1 {
B1 / tz2 { B2 / ~ / tzn { Bn) V ~ V (tz1 { 71

/ tz2 { 72 / ~ / tzn { 7n) ( 2)
成立.

同时 D 中至少存 在 一 个 以 上 的 文 本 任 取 其

中的一个文本 cz 使得

( cz1 { D1 / cz2 { D2 / ~ / czn { Dn) V ( cz1 {
B1cz2 { B2 / ~ / czn { Bn) V ~ V ( cz1 { 71 / cz2

{ 72 / ~ / czn { 7n) ) ( 3)
成立.

实际上 对这 m 组向量中的任一组 都是在保

留 D/ 中文本的前提下 尽可能多地排除 D 中的文

本. 根据( 2) ~ ( 3) 式可以得到 对于待检文本集中的

任一文本 cz 经过一次检索后 在下次检索中 采用

相关信息的反馈来进行检索 如果符合下列两条件

之一的 则被系统排除 不作输出.
( I ) 查询距离 1z > R;

( I )
1z { R
6z { D

<
 

 z

或
1z { R
6z { B

<
 

 z

或 ~ 或
1z { R
6z { 7

<
 

 z
( z =

1 2 ~ )  
其中 6z 代表文本集中某一文档中第 z 个关键词.

以第 z 组为例 从( 1) 式权值向量出发 寻找这

m 组权值阈值向量需经过以下步骤:
步骤 1: 保持( 1)式中 n - z 个权值不变 每次分

别提高 z(m 2 z 2 1) 个关键词的权值的大小 步幅

可取 0. 1;
步骤 2: 如果有 D/ 中的文本使( 2) 式不成立 或

权值增大到超过 1 时 则停止; 记录此时符合( 3) 式

的 D 中的最大文本数目 T T 2 0 记录此时的权值

向量 然后 把在步骤 1 中提高的权值恢复到( 1) 式

开始时的值 再选择另外的 z 个( 与上次 z 个关键词

不完全相同) 关键词 转步骤 1.
步骤 3: 当所有 z 个权值都完成上述两步后 选

择取得 T 值最大时的权值向量 该权值向量即为该

组的最终权值阈值向量.

3 检索分析

为检验基于属性坐标的文本信息检索模型的可

行性与检索效率 选择了国内计算机期刊中有关计

算机技术的文献 45 篇 其中包括计算机网络 机器

学习 算法设计与分析 数据挖掘 数据库设计等专

业. 检索实验设计了若干个查询式 涵盖了 45 篇文

献所包含的关键字 为了与传统的检索模型进行比

较 选择与向量空间模型作为比较的对象 并选择若

干查询表达式 这些查询表达式涵盖了上述计算机

几个方向的相关关键词. 通过计算机检索实验 我们

选择2 个和3 个权值作变化 求出相关的权值阈值向

量 然后利用相关反馈检索 得到基于属性坐标的文

本信息检索模型查全率和查准率(表 1) .
表 1 计算机技术文献的相关查全率和查准率

查询表达式
向量空间模型( % ) 相关性反馈检索( % )

查全率 查准率 查全率 查准率

计算机网络 81 75 75 82
算法设计与分析 82 74 74 78
机器学习 74 80 75 83
数据挖掘 76 76 71 85
数据库设计 75 78 70 81

从表 1 可以看出 无论是查全率还是查准率 采

用相关性反馈检索后 检索的查全率基本相当 略有

下降 但查准率有所提高; 基于属性坐标的文本信息

检索模型是可行的 且效果也不错. 事实上 基于此

模 型 思 想 的 一 个 检 索 方 法 已 在 实 际 检 索 系 统 中 采

用[2] 此模型不仅可应用于文本信息检索 还可应用

到决策支持系统 如核事故应急评估与决策支持子

系统[3]. 此外 此模型还可用于对事物进行分类 ~ 聚

类及机器学习.

4 结束语

本文给出一个基于属性坐标表示与计算的文本

信息检索模型 在此基础上 采取相关反馈技术 对

检索策略进行了调整 取得较好的效果. 尽管如此 
仍存在要改进的地方 如求权值阈值向量的计算量

比较大 当关键词个数很高时 问题比较突出 为此 
可 对 关 键 词 进 行 筛 选 ~ 合 并 与 聚 类 缩 减 关 键 词 数

量 从而减少计算工作量 另外 可考虑采用并行计

算方法求权值阈值向量 以加快下一次检索的速度 
这是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Baeza yates R Ribirero neto B. Moden information
Retrieval[M].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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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 达到了鉴定标准.
表 1 运营和计算数据

日期
理论值

(千元D
实际值

(千元D

业务量
理论值

(万人D

业务量
计算

设备预
测精度

系统载荷
预测精度

2004-10 1771. 38 1800 29. 52 30
2004-11 1836. 33 1860 30. 60 31
2004-12 1929. 60 1920 32. 16 32
2005-01 2015. 22 1980 33. 58 33
2005-02 2094. 38 2040 34. 90 34
2005-03 2168. 09 2100 36. 13 35
2005-04 2237. 15 2160 37. 28 36 0. 636 0. 745
2005-05 2302. 25 2220 38. 37 37 0. 646 0. 893
2005-06 2363. 94 2280 39. 39 38 0. 712 1. 108

图 1 运营曲线拟合

   实际运营曲线     模型曲线

5 结束语

运营设备需求预测是 IT 企业控制成本的关键 
许多大型 IT 企业为此提出了预算制度.本文在分析

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运营系统设备需求的鉴

定标准 给出了相应的预测模型.从目前的 3 次迭代

来看 准确率一直在提升 整个运营设备预算方案将

会更为流畅 更工具化 这也是我们后续要继续推进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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