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26 （的： 443～445

Vol. 26, No. 4 November 2010 

数字档案检索的查询扩展方法 赞

Search Strategy of Digital Archive Based on Query Ex

pans1on 

黄明初，钟戚，何拥军，蒙斌

HUANG Ming-chu, ZHONG Wei, HE Yong-jun, MENG Bin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广西南宁 530022) , , 

( 1. The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摘要：数字档案检索的查询扩展方法以中文分词技术、查询扩展技术、信息聚类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等相关技

术为依托，通过挖掘、整理构建相关词库，将其有机地融合到数字档案信息利用查询中实现查询扩展．查询扩

展方法提供相关词检索，明确用户的查询需求，引导利用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检索，使得利用者可以快速地

获取自己需要的档案信息 ，提高数字档案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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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pending on these related technologies such as Chinese Segnentation, Expanding 

Inquiry, Information Clustering, Data Mining, etc, the inquiry and utilization on the digital 

archieves information is expanded by exploiting and arranging related word library. The in

quiry expansion method provides related words retrieval, defines subscribers' inquiry need, 

guides diferent users to search under their special needs, and finally helps them quickly ob 

tain the archievs information they' re looking for, which increase recall ratio and precision ra

tio of digit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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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档案在提高工作效

率与工作质量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然

而，在当前的数字档案利用查询方面，由于利用者不

熟悉档案业务，在检索策略和检索技巧上缺乏必要

的知识，无法用档案关键词来表达所要检索的内容，

以及由于存在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缩写词等问

题，导致检索结果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不高，偏离利用

者的信息需求［ I ］。 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使数字档

案得以科学、高效地利用，为各部门的信息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利用需求，已经成为档

案信息化建设的一大难题。

针对上述类似检索需求不明确的问题，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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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大多数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以及一些搜索网

站，主要是通过相关词提示帮助用户优化查询方式，

明确用户的信息检索需求，但是目前该技术在档案

领域还未见有相关报道。 本文提出基于中文分词技

术、查询扩展技术、信息聚类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等

相关技术，在档案信息领域通过实现查询扩展，提供

相关词检索，明确用户的查询需求，引导不同利用者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检索，使得利用者可以快速的

获取自己需要的档案信息阳。

1 总体技术路线

收集各种来源的数据资源，应用信息聚类技术

和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来源分析处理，经过分词、去停

用词等预处理之后，应用相应的查询扩展技术和识

别算法从中获取相关词候选集，整合相关词候选集

形成相关词集成词库。以形成的相关词集成词库为

核心，综合考虑各种利用者的不同利用需求，结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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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档案的利用查询分析研究查询扩展的应用实现。

详见图 L

每？雪

图 1 数字档案检索的技术路线

2 关键技术

2. 1 中文分词技术

档案目录信息中汇集众多的关键词，在自动构

建相关词词库方面，需要从海量的这些目录信息中

提取词汇。 此外，利用者在检索档案时可能会输入

较长的搜索语句，这些语句不一定和实际信息完全

匹配，采用改进字符串匹配算法的中文分词技术，即

结合档案行业词汇数据库和普通词汇数据库进行正

反向切分可以解决这类问题［3］ 。

2.2 查询扩展技术

利用研究的中文分词技术对用户输入的查询关

键词进行分词分析，通过整理后的查询关键词，产生

一组和关键词高度相关的词 。 例如关键词“土地改

革”，查询扩展模型将产生“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

法、土改”等扩展相关词。此外，在用户检索式的基

础上提供扩展相关词，通过检索式的重新构建可以

进一步完善检索式，更好地表达用户的需求，达到扩

大检索范围和缩小检索范围的效果。

2. 3 数据挖掘技术

依托数据挖掘技术构建相关词库，使得语义上

相关的词可以很方便地被关联在一起 。 这些相关词

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在相关词库中，使得某一个给定

的词可以快速准确的找到其语义相关的词。

2. 4 信息聚类技术

通过信息聚类技术获取与查询表达式相关的

词 。 经过相关度计算，在检索结果页面的上方或下

方提供相关检索词，类似谷歌的“相关搜索”。此外，

在检索结果页面的左侧提供聚类浏览导航体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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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谷歌的“百宝箱”。

3 词库构建

3. 1 集成词库来源分析

档案信息领域的检索词库来源有很多方面，其

中主要包括档案主题词表、档案目录中的关键词、各

地档案馆依据馆藏档案自行建立的词汇、地方性词

汇、档案文献集、用户检索日志等 。 (1）档案主题词

表。目前国内含档案专有名词的分类词表和主题词

表有很多，经过分析比较，选取其中常用的、有代表

性的主题词表作为基础，可以选择《国务院公文主题

词表》、《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等，采用人工批量录入

的方式将两者结合使用 。 （ 2）档案目录关键词。经

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档案管理机构根据丰富的馆

藏和多样的档案利用需求，形成了多种类型、不同结

构的档案目录数据，利用中文自动分词技术对档案

目录数据库中存储的大量真实的档案目录信息进行

分词，将目录信息分解为基本关键词汇，再对分词结

果进行了停用词处理，去掉没有实际意义的停用词 。

(3）各地档案馆馆藏档案 。 馆藏档案来源于本地区

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综合反映了这个地区政治、经

济、科学和文化各方面历史活动的真实面貌，涵盖从

清代、民国、革命历史、建国后各个时期，涉及文书、

科技、照片、实物、音像等各种类型的档案，各综合档

案馆可以依据各自的馆藏档案实际内容自行建立词

库。（4）地方性词汇 。 各地综合档案管理机构所保

管的馆藏档案均具有地方特色，如广西档案馆，常用

词会建立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区政府”、“广

西区党委”、“东盟博览会”等；广西桂林市档案馆则

建立有跟桂林相关的地方词以及所属桂林的各地县

名称等，针对这种情况可由档案管理员自行建立补

充，从而使有地方特性、新词及生僻词可以被有效识

别，使词库中包含更多的档案专业领域关键词和主

题词 。 （ 5）档案文献集 。 档案期刊登载了对应全国

各地档案工作的新情况、新进展、新动态和新成果，

同时它还传播着档案学相关知识，从具有专业权威

性的档案中文核心期刊中，如《 中国档案 》 、 《档案与

建设》 、《档案学研究》、地方档案期刊等，精心选取一

定数量的文章组成档案文献集合，应用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对文献集合进行自动化处理，从中挖掘出具

有一定关系的词汇 。 （ 6 ）用户检索日志 。 用户检索

用词是用户检索意图的体现，检索日志中包含着大

量的历史访问信息，其中包含着潜在的用户反馈，反

映了用户视角的词汇关系，通过对日 志中的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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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取、分解、合并的预处理，包括数据净化、信息识

别等，最终获取相关词汇集成词库。

3.2 数据的关联整合

不同的词来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词汇间的关

系 。 首先使用人工批量录入的方式从选定的档案主

题词表、各地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收集地方性词汇中

提取基础词构建基础特征词库，收集档案目录关键

词、档案文献集和用户检索日志几种词来源，经过分

词、去停用词等预处理之后，将从中获取到的词汇经

过与基础特征词库的规范整合处理，最终形成扩展

相关词库 。 各种来源的词汇关联整合流程见图 2 。

｜档案主题 ｜｜各地档案馆
｜词表r～｜阶自藏档案

基础特征词库

图 2 词汇关联整合流程

4 应用方式

在构建好集成词库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利

用者的不同需求，将查询扩展的相关词服务应用在

档案信息检索上，利用检索词的相关词对检索进行

修正，帮助用户重新构造更加有效的查询方式，从而

减少多余检索步骤，在检索扩展中提高查全率的同

时保证查准率。 档案的利用查询主要包括普通用户

网络查询、档案馆接待服务查询、档案管理查询。

(1）普通用户的网络查询。普通用户通过局域

网或互联网查询档案，因缺乏档案专业知识和必要

的检索技巧，应采用类似谷歌、百度等简洁方便的查

询方式。应用查询扩展技术后可使得查询系统具有

一些联想的能力，让普通用户可以通过与输入的查

询关键字相关的档案信息词汇一步一步地深入查

找，直到找到想要的内容（图 3 ） 。

(2）档案馆接待服务查询。档案馆为来访的利

用者提供档案查阅服务的时候，除了可采用上述所

述的普通用户网络查询方式让利用者自己搜索权限

范围以内的档案信息外，有需要的时候负责接待的

工作人员还要为利用者代查。因工作人员熟悉档案

业务，采用专业性较强的查询方式可以让他们更快

更准确地查找档案，但由于档案数量非常庞大以及

利用者描述不清楚等因素也会影响查询效果，查询

扩展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此类情况发生的概率，例

如利用者对人名的描述不清晰时，使用同音词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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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词匹配极有可能找到所需的档案，通过数据挖掘

获取一些生僻的词汇作为相关词，另一些看似无关

的实际是相关度很大的词汇也作为相关词显示，拓

展了工作人员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

识，服务质量亦不断提高。

(3）档案管理查询。基于编研、鉴定、管理、著

录、统计等各种不同目的的档案管理查询，不同的目

的查询需求不同，如档案编研查询的目的是把所有

相关的信息都检索出来，对查全率的要求较高 。 而

档案鉴定则对查准率要求较高，拥有分词和联想能

力的查询扩展技术能弥补普通数据库查询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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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通用户网络查询的应用效果

5 应用结果对比

从图 4 传统查询方法和｜查询扩展方法的对比查

询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查询扩展方法结合了

档案领域的专有名词，并依据检索日志中的历史访

问信息，提取了检索日志内的潜在的用户反馈信息，

通过多来源的相关词来引导用户进行检索，所以，比

传统查询方法有着更好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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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查询扩展方法与传统查询方法的查询效果对比

喻：查询扩展方法，骨：传统查询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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