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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分类与模糊匹配相结合的模糊检索 
Fuzzy Retrieval Combined the Thir~king of Fuzzy Type Parted with F~zzy M atch 

奎墨堑 
(赣南师苑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系 

Abstract The works of research on the 1iterature information retrieval m the ln ormatl0n tlme5 is an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inking and theory of consistent retrieval by f~zzy type parted 

and  inconsistent retrieval by fuzzy match，we give the method which combines consistent r~trieva[of 

fuzzy type Irarted with inconsistent retrieval of fuzzy ma tch，as we have used fuzzy processing method of 

fuzzy type parted and  fuzzy match．The results of retrieval are~ztting precise．Thus precision and recall 

of retdeval are a|so improved 

Keywords Fuzzy type parted，Fuzzy match}Consistent retdeval}Inconsistent retrieval，Fuzzy retrieval 

1．问题的提出 

文献信 息捡索的 过程 ，可 以看 成 是一十用 户“查 

询 ”和文献库之 同“匹配”的过程。但是 ，当文献库中文 

献数 量达 到几百万甚至更多时 ，如果仍用用 户的“查 

询 去逐 一匹配文献库 将 花费很长的时 间．甚至使检 

索方法无法付诸实用 因此 将文献适当地分成若干子 

类，在子类中进行检索 能缩小控索范围 可加速 匹配 

过程 -将提高信息检 索的效 率 文[1]给 出一种用模糊 

集理论来进行 文献库模糊 分类的方法 ，即模 糊分类方 

法 与模糊聚类 中的分类方法不 同的是 ．这种模糊分类 

方法允许一十文献 同时属 于两类甚至 几类 ．这对于文 

献分类是台理的．模糊分类完成后 ，在各子类中根据用 

户查询提问进行严格匹配 ，此 即一致性检索 
一 致性控索 的不足在于 ，用 户的查询提 同在各子 

类中与文献严格匹配 ，其结果是 ，当用户提 同与文献一 

致时，即文献库中有符合用户检索的文献 ，结果文献返 

回给用户；当用户提同与文献不一致时 ，用户只能得到 

“查无此文件 的结果信息 对于后一情况这种处理方 

式过于绝对化 ．有 时，用户为控索某种文献 ，当库中技 

有与用户检索一致的文献时 ．为用户检 出相近 的文献 

对用户也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非一致性模糊检索的思 

想由此而产生 它 在第二种情况下即文献库没有与用 

户严格 匹配的文 献时 按文 献与 用户提 同的接近程 

度 ，为用户提供一组参考文献 

2．模糊分类与模糊匹配相结台的模糊检索 

将模翱分类与艇翱匹配的思想结合起来 赋可得 

到一种适用于大型文献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方法。 

2 1 模糊分娄算法 

文[1]中的模糊 分类思想基于文献的特征描述 只 

适于小规模文献库的模糊分类．若根据国家标准的《中 

图法》和《科 图法 ，来进行分类，井遵循从基础理论到应 

用技术、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 、 

从一般到 特殊、从通用到专用、从 宏观到微观 、从定性 

到定量 、从主要到其它等一些分类规则 ．我们就可得到 
一 十规范的 通 用 于较大型文献 库的一十模糊分类 文 

献的描述项 可选 择这样一 些文献特征 ：文献名 林、怍 

者、出版者、主要的几十关键词 、分类号、ISBN编号等。 

文献就由这一组描述顼来表征．设文献库 G由 x ，x ， 

⋯

，x。·n十文献组成 ，每个文献 x 由 m个描述项 d ， 

d㈣d．⋯，d 来表征 这样 ，每个文献都可用一十 m维 

向量来表示 ：Xa=(鼽 ， ，⋯， )．式中 由下式规 

定 

fl 表示 中有描述项 d． 

l O 表示 X 中无描述项 dl 

其 中 k—lIz，⋯，n；J—lf2，⋯，m．于是 ．n十文献和 m 

个描述项的关 系可用一十 4×m 阶矩阵 R来表示 记 

文献库 G=(x ，x2，⋯，x )，模糊分类算法为： 

， (1)不妨设 G 可分为 k类 ：G ．G ，每一类 

Gt可看成 论蛾 G—fXl，)【2，⋯ ．)【．)上的一 十模糊 子 

集 ，它们 由隶属函数 re(x)(i一1，2．__-．k)来表征 

(z)碚定隶属 函数 (xD．假定描述 项 d．在第 i十 

模糊予娄G。申出现的概辜为 l尉这些靛握形成矩阵 

m ，该矩阵是一个k行 m穗姆矩阵．即 

T̈  

k 、、 

n，、 G  

)  ∞ 
m 
姐 

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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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JI P̈ ⋯ P J 1 

P?L P ⋯ r l 

P【I P̈ ⋯ P J 

其中行表示类 ．列对应于描述项 ．Pu由调查资料进行模 

糊统计得到。类 G．的隶属函数由下式确定 ： 

∑ P 
¨ (xr)= 一  

∑‰ 

其中 l一1 2．⋯．k；r一1．2，⋯．n 

(3)求 任意二 十模糊 子类两 两交 的隶属 函数 

( )。把 x ．X．．⋯ ．x 隶属于G 的程度列成矩阵 mz： 

( 1) { 1) ⋯ f 1) 

( 2) { 7) ⋯ f 2) 

L ( ) 2(x ) ⋯ ( )J k 

将 G nG 的隶属函数用矩阵 m 表示．则有 

L3{x】) 

L3{ 2) 

一 】 { 】) 

一 1 kfx ) 

。x ； 

其 中啪．(xr)是文献 Xr在模 糊集 G．nG 上的隶属函 

数 ，即 ，(xr)一min{ {Xr)， (Xr))．其中 I一1．2．一． 

k一 1；j一1．2 3，⋯ k；r=1．2．⋯ ．n 

(4)给出模糊分 类闷值 L．得到模糊分类子类。分 

类原 则应 使每十 文献 至少应分 封一 类中去 ．借助 于 

m ，可确定闷值 L。闷值 L舟于0与1之 间 L取得越大 ． 

即分类精 度越高 ．一种文献属于多十子类的可能性就 

越 小；反之．L取得越 小．则分类越粗糙 ，一种文献同时 

属于多十子类 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 ．L的选择应适 中。 

夸 L<．minlma ．．( ))．则可得到 截集 (普通集)： 

G，一{Xl (x)≥L}(1—1．2．⋯．k) 

于 是就得到文献库 G=(XI．X 一． )的一十模 

糊分类 G ．Gz．G ．⋯ ．G ，这样对文献库 G=(X] X 

⋯

． )的匹配，就可转化成对 G．( =1．2．⋯ ．k)的匹 

配 t匹配范围小了，检索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完成上述模糊分类有 这样 一些方法 ：完全 的人工 

分类 ；机器 自动分类 ；及人 工与机器结合方式 。机器 自 

动分类需要计算机 软件完成 ．该软件要有 初步的切词、 

分词和语 义理解功能 ．能 自动地对文献进行特征标识 

抽取 。再根据这些特征标识 ，利 用上述算法由机器完成 

文献归类。机器 自动分类涉及人工智能的诸多方面，技 

术难度大 ，其 优点是可减少人工 干预。提高分类速度 ． 

但抒类的精度稍差。人工分类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 由 

于人的智能因 素和太在 自然语言理解方面与机器韵差 

· 311· 

别 ．人工分类是比较准确的。不足之处就是人工分类 的 

效率稍低．当文献数量较大时尤显突出。Internet上的 

Yah。n!目录 式分类搜索 引擎就是用人工 方法完成丹 

类的．Yah∞!也 正因如此．在糸搜索引掣中以分类精 

细 、准确而享有盛 名。 

2 2 模糊分娄下的非一致性模糊匹配 

在文献库的模糊分类前提下 ．可对某 一选 定的分 

类进行非一致性模糊匹配 ，形成基于文献特征性质的 

模糊匹配方法 算法可描述为： 

{1)用户(检索者)选择子库类 不妨设 G —fXd ． 

x x ⋯ X }．文献特性为 P—eP ， ．⋯， }．子 

库类 G 到特 征集 P的模糊关系矩 阵 R一( )̈  ，这 

里 R 由模糊统计方法得到。 

(2)用户根据特 征集 P提 出检索 条件。设用户的 

检索关键词记为 B— V 其中 Bt(第 k十检索 分句) 

是特征集 P上的模糊集合．B 对于 P的隶属函为 一 

(V V ⋯，V )，k一1 2．⋯ ．L 这里 V 表示 对 

特征属性 P 所要求占有 的程度。 

f 3)确定忧选阚值增量百分率 S．0 5<s≤1 

f 4 计算求 出检索解向量。记矩 阵 Q—fV． )为 rll 

×l阶．Q称为检索矩阵。又记 

∑ntin(r,1．v̂) 
— — — 一  

∑max(r ． ) 
】 一 I 

称为 文献 对检索提问的相近 度．也就是 )cI与 搐 

定义所给的贴近度 ．它表示文献 Ⅺ 对检索提问 的 

符合程度。 

取 二十特殊 的闷值。设 ： 

M = max 0ll m = rain 

其 中l≤I≤n．1≤k≤z。记 一m+0．618(M—m)；K— 

m+0 618(M—m)s． 叫做优选 阑值 ． 叫做扩选阔 

值 ．S即为优选 阏值增量 百分率。将 变换一下 ．记 ： 

一 q —m + L 
—

M --—m ‘— — 一  

，_ ． ． 

Sik的变化域为[0． — ]．可分为四种情况 ： 

，_ ．． 

(a)1≤s． ≤ — ，亦即 ≤ ≤M； 

(b)S≤ < 1．亦 即 ≤ < ； 

／_ ． 

(c)0 s≤ <s．亦即 m+v．— 二 (M—m)≤衄 

≤K： 

／_ ． 

(d)0≤ <s，亦 即m≤ <m+ 。 

称 x 是 的优解 ，如果 属于情形 (a)．当 = 

1(1~0嘶=独'时 ．称】【i_是 抽穗搬解。当 是 的优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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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时 采 用 记 号 t．k= ‘X．， )一 x．Slk1此 处 x． 是 记 

号 ．不是乘积 ；当 S． 属于情形 (b)．髂X 是 B 的扩 解， 

此 时采 用记号 【．k=(x． S )=Skx．；当 曼k属于 情形 

(c)．弥 x．是 的候解 ．此时采用记号 tik=S． ；当 S 

属于情形(d)，则采用记号 tik一(X，S．k)一日 

优解与扩解合髂检索解 ．而候解不是检索解 ．其实 

际意义是作 为参考备用的候{}解 髂 T=(I． )为文献 

拉索的预解矩阵。进一步得到文献检索 的解矩阵 ，记为 

T ’一 (tlk’) 

[5)解向量返 回给 用户(检索者) 根据解矩 眸 T’， 

将各列元素数 字相加 (0的数字算 作0)．设 tik’对应 的 

数字为 令 ： 
L 

w 一∑ l—l，2 ⋯，n 
k — I 

再取 ：∈一2S×0．618．则 B对 G¨的检索总向量为： 

(x． ，⋯ 。 ) 

按 W 的大小顺序重排 ，便得到 B对 Gn的有序总检索 

向量： 

(x， ．⋯  。 ) 

其中w ≥w ：≥⋯⋯≥W⋯k 这种检索解不艰于是(但 

包括 )传统意义下的一致检索解，它也可以是一种给检 

索者 (用 户)有灵活使用余地的相近检索解 

这里描述的算 法，同文 [1]，[2]中描述 的算法不 

同。本算法 的特点是．先进行模糊分类 ，目的是缩小文 

献集的规模 ；然后，检索 只需 在于类的小范 围内进行 ． 

于娄中的检索是一种非一致性模糊检索 ．既能提供一 

致性求解结果 r叉能提 供非一致性参考求解结果 车算 

法能有效地提高检索的速度 ．查全率与查准率，随着文 

献库数量的加大 ，这种有效性将 更加显现 出来。 

5．算法的可扩充性与可维护性问题 

文献更 新是经常(每周或每月)要进行的。文 献库 

更新了 ·分类怎样进行?是文献库整十重新 分类 ?还是 

只需新增 的文献依据一 定策略加进 已有的分类 中?显 

然 ．后者的系统开 销要小得多 模糊分类 ，依据抽取的 

文献分类号和若干模糊分类号来进行 ．它的可扩展性 

和可维护性是较好的 

具体做法是 ，对于新增文献 x川 ，⋯，k+。·建立分 

类 号 和 若 干模 糊 分 粪 号 type和 [type—lt[type 2， 

frype一3{比如说 H取3个模糊分类号 ．根据 type的值 r 

决定 X川 ∈G小 或根据 [type—l的值 ．决定 X⋯ ∈G 

或根据 [type一2的值 ，决定 X⋯ ∈G 。，或根据 [type 3 

的值 ．决定 x⋯ ∈G哪 

对于其它新增文献 x + ，⋯，x ．依照执行 ．这种 

按学科分类号进行模 糊分类的方法 ．其扩展性是很好 

的 这种模糊扩展分类 ．适台用^工方法完成。 

4．模糊分类与模糊匹配在 Web检索中的应用 

目前 [nternet中的中文搜索弓『擎主要有两种检索 

方 式，即全文检索和 目录式分类结构方式 全文检索基 

于关键 词的严格匹配 ．返 回给用户的是舍有关键词的 

引擎索 引库中的文献 全文 ；目录式分类结构 也是基于 

关键词 的严格匹配 ，但返回给用户的是含有关键词的 

引擎索 引库中 的目录分类 全文检索结果虽全但过 于 

繁杂一目录分类结构结果分门别类清晰但不完全 ，不能 

满足用户更进一步 的检索需求。而且 ，两者都不具有更 

多的模糊处理功能，可将模糊分类与模糊匹配的思想 

结台并 用于 Web检索中 。首 先，用 户输入检索关键 字 ， 

严格匹配 ．检出与关键字匹配 的所有站点 目录 ．这就是 

第一步 的分类 然后．用户选择分类，再在这十分类下 ， 

接第一步 已输入的关键 诃进行全文检索亦即在分类 中 

进行全文检索 ．就避 免了单独的全文检索和分类 目录 

检索的一些缺点，同时又保 留了全检索和 目录 分类检 

索各 自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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