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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伪相关反馈容易产生“查询主题漂移”，有效避免“查询主题漂移”的首要前提是确定高质量的相关文档， 

形成与用户查询需求相关的伪相关文档集合。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研究了XM．L伪相关文档查找方法，在充分 

考虑XML内容和结构特征的前提下，提出了基于均衡化权值的簇标签提取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候选簇的排 

序模型和基于候选簇的文档排序模型。相关实验数据表明，与初始检索结果相比，排序模型获得 了较好的性能，有效 

地查找到了更多的 XML伪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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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study shows that traditional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 may bring topic drift．Therefore，to avoid 

topic drift effectively，it is essential to identify relevant documents and to form the pseudo relevant documents to user’s 

query．In this paper，based on clustering X 几 search results，a method was proposed to find good feedback documents． 

Firstly，a duster-label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equalling weights was introduced，by fully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features in X加 ．documents．Secondly，a two-stage ranking strategy was presented，as the candidate dus- 

ter ranking model and document rank ing mode1．Finally，experimental data shows that compared to original retrieving 

method，the rank ing models obtain better performance and find more relevant XM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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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XML文档是具有层次结构和文本内容的半结构化数据。 

随着网络应用的快速发展，符合 Ⅺ血 规范的数据 (称为 

XML数据)成为网络上信息描述和信息交换的事实标准，并 

大量存在于当前的信息社会，尤其是电子商务、web服务、数 

字图书馆等应用领域。如何有效地获得高质量的相关信息已 

成为信息检索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已有许多针对 XML文档信息检索技术的研究， 

其中，利用伪相关反馈技术，帮助用户形成更准确的查询表达 

式，从而进一步提高XML检索效果，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伪相关反馈容易产生“查询主题漂移”现象，最主要的原 

因是传统伪相关反馈需要事先固定 N值，并且假定这 N篇 

文档就是相关的。而研究表明_1]，不同的N值对最终检索性 

能有较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考虑，前N篇文档并不总是与 

查询相关，不同的查询主题所获得的初始检索结果质量是不 

同的。有些查询可能在初始检索结果的前 N篇文档中包含 

较多的相关文档，质量较高；有些查询可能恰恰相反，初始的 

结果里存在大量无关文档，从不相关的文档中提取扩展信息 

显然不合适。因此有效避免“查询主题漂移”的首要前提是确 

定高质量的相关文档 ，形成与用户查询需求相关的伪相关文 

档集合。 

文献E2]提出了一系列的特征，比如查询词项的熵、文档 

的初始相关度值、反馈文档与整个反馈文档集的相似度以及 

扩展词与初始查询词之间的距离等因素，并根据这些特征将 

高质量的相关文档从反馈文档集里过滤出来。文献1-33提出 

了伪无关文档(Pseudo-Irrelevant Document)的概念。顾名思 

义，伪无关文档就是与用户查询不相关的文档，令 代表初 

始检索结果的前N篇文档集，FJ表示伪无关文档集，X是超 

出N之外的高分值文档集，y是与FR集合中任意文档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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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档集，则 FI=x-(xNY)。通过在初始检索结果集里去 

除伪无关文档，保证查询扩展能在相关文档中进行。文献[43 

提出了一个学习算法Feedback~ost，该方法基于Boosting框 

架，能针对不同的查询主题获得较高质量的反馈文档以及扩 

展词，从而提高整个伪相关反馈过程的健壮性和有效性。 

对初始检索结果聚类是确定相关文档的另一种有效手 

段。通过聚类对初始检索结果集进行取样与重取样，从而提 

高伪相关文档质量。 

文献I-5]提出了基于取样的伪相关文档选择标准，对前N 

个返回文档进行筛选。筛选的原则体现了聚类的思想，即文 

档之间如果包含的词项重复过多，则这些文档应该被聚为一 

个簇，同时，这样的相似文档不应该被重复取样而选人反馈文 

档中。该方法的最大局限就是一些不相关的文档会引入到伪 

相关文档集里，从而带来噪音。文献[6]提出了基于聚类分析 

的重新取样方法来更好地选择伪相关文档，这个更好的伪相 

关文档就是领域文档 (dominant document)。文 中采用 K- 

nearest neighbors(K-NN)方法对检索结果的前 N 篇文档进 

行可重叠聚类。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在一些应用场景，比如 

文档长度和文档中词项的表达方式存在很大不同的数据集里 

效果不显著。因此，在此基础上，文献[7]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聚类过程用于伪相关反馈，该方法基于局部频率词项检查簇 

的内部相似度并进行相似簇的合并，然后对各簇进行排序，那 

些分布在位序较前的簇里且同时与簇中心局部频率词项的相 

似性高的文档被选作伪相关文档。Collins&Callan在文献 

[8]中提出了不确定性是信息检索的特性，比如在查询意图表 

达、文档语义表达等方面均存在着不确定性。文中采用不确 

定性分析的取样方法来构造反馈模型，引入了bootstrap方法 

来对初始检索结果的前 N个文档进行重抽样，并对查询进行 

不同的变形，以达到提高检索的准确性与稳定性的目的。 

虽然较国外起步较晚，但国内在这部分的研究也取得了 

不少成果。叶正[g]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质量偏重模型， 

即通过引入一个质量因子来衡量反馈文档的质量，从中将高 

质量的反馈文档选择出来。其中文档质量由多种因素决定， 

包括文档长度、词项特征、Bigram特征以及查询词间平均距 

离等。文献[1O]在统计语言模型的框架下提出了一种基于独 

立分量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的统计 

语义聚类方法，文中假设文档由多个隐含的独立主题混合噪 

声组成，ICA可以分离文档中的独立主题形成 ICA语义空 

间，并对此进行软聚类。通过用户初始查询与语义聚类的相 

似度决定使用某个语义聚类下文档估计查询模型。该模型由 

于滤去了语义聚类下查询不相似文档，因此反馈文档质量得 

到了提高。文献[113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反馈的算法，即通 

过一定的基于反馈结果的评价方式来预测反馈文档 的相关 

性 ，从中选取最优的文档。 

以上这些方法都是基于传统文本的伪相关反馈，并没有 

考虑 XIVIL的结构特征。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 

(1)提出了基于检索结果聚类的 XML伪相关文档查找 

技术路线。该技术路线区别于现有的方法，不仅能通过聚类 

将主题相似的文档聚簇在一起，而且在此基础上能充分利用 

聚类结果的相应特征来挑选好的伪相关文档。具体表现在： 

在候选簇的排序模型中，能充分利用簇中心与查询的相似性 

获得较好的候选相关簇 ；在基于候选簇的相关文档排序模型 

中，依据文档与簇的相似性、簇的排名等特征将排序在前的候 

选簇中的相关文档选取出来。实验数据表明该思路是行之有 

效的，一方面结合聚类特征获取了较好质量的伪相关文档集， 

有效地解决了传统伪相关反馈中扩展源质量不高的问题；另 

一 方面也用实验验证了聚类在整个伪相关文档查找中所起的 

作用，能有效地帮助查找到更多相关的XML伪相关文档集。 

(2)提出了基于均衡化权值的簇标签提取方法 ，该方法能 

充分考虑 XML文档内容和结构的双重特点，将反映簇主 旨 

思想的中心词项挑选出来。 

(3)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阶段的排序模型， 

即候选簇的排序模型和基于候选簇的相关文档排序模型。通 

过两阶段的排序，该模型获得了较高质量的XML伪相关文 

档集，有效地确保了扩展源的质量。 

2 基于均衡化权值的簇标签提取 

从簇中提取最具代表性的信息即簇标签来描述簇能帮助 

用户迅速确认生成的文档类相关与否，并且通过浏览簇标签 

知道各个组／簇的主题。本文拟采取词项的形式，将每个簇的 

中心词项挑选出来作为最终簇的标签。簇是由多篇文档构成 

的，因此簇的中心词项应该自然而然地由文档的中心词项汇 

聚而成 。通常，词项权重值反映了词项在文档中的重要程度。 

词项越重要，相应的权值也越大。选择较高权值的词项能在 

一 定程度上代表该篇文档，反映该篇文档的主旨思想。因此， 

文本利用词项权重特征选择文档候选中心词项。词项权重采 

用文献[12]中式(1)和式(2)计算得到。 

在此基础上进行簇中心词项的选取。选取簇中心词项需 

考虑如下特征： 

(1)候选中心词项的 DF(document frequent)特征：DF是 

指一个簇 中以该词项作为中心词项的文档个数。把 DF作为 

簇的中心词项的一个统计指标是基于以下假设：如果一个候 

选词项在同一个簇的很多篇文档里都作为中心词项，那么该 

候选词项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因而可以作为该类别的标 

签。例如，查询词“code signing”，我们发现簇里的很多文档 

的中心词项都出现了java、system，说明该词项代表了很多篇 

文档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挑选其作为该簇的中心词项。 

(2)簇中候选中心词项的平均相对排名。候选中心词项 

在每篇文档中都有排名，有些词项在某篇文档中排序较前。 

在其他篇文档中排序较后 ，因此可以利用该词项的平均相对 

排序值进行选择，平均相对排序值比较靠前，说明该词项在簇 

中的大多数文档中都排列较前，对大多数文档而言，该候选中 

心词项对这些文档的贡献程度也比较大，因此可将此作为挑 

选准则。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d 口 

∑Rank_Value(ter~ ， ) 

Aver．．RankValue(terrr~)=上三三L——————_——一 (1) 
COUn~ 

式中，COIAY~表示一个簇中包含文档的篇数，Rank— lue(切m， 

)表示词项terrr~在文档d 中的排名，计算如下： 

Rank
_ Value(term， )=(Top_N-position~一1)／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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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均衡化权值为候选中心词项的DF特征值与相应的 

平均相对排名的乘积，计算如下 ： 

balance
_ zoeight(term~)一DF(terrr~)*A r—

RankValue 

(terr~) (3) 

中心词项的最终权值计算如下： 

w( ，。)：balatlce_weighz(t1)*in( ) (4) 

式中，N表示整个数据集划分的簇数 ， 表示所有簇中以词 

项t 作为中心词项的簇的个数。 

3 两阶段的排序模型 

查找高质量的伪相关文档其实质就是排序问题，它包含 

两个阶段的任务：第一阶段，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根据 

查询条件与簇的相似程度，对各个簇进行相似度排序，挑选出 

较为相关的候选簇，其中检索结果聚类采用文献[9]中的思 

路；第二阶段，在选定的相关簇中，利用与查询条件的相似性， 

对簇中的文档进行排序，排序越前，说明相似程度越高，质量 

越好。通过这两个阶段，将排序靠前的N个文档形成伪相关 

文档集合。 

3．1 候选簇的排序模型 

当完成检索结果聚类后，为了获取较高质量的伪相关文 

档集，需要对聚类结果进行后续的分析处理。聚类过程完成 

了区分相关结果与不相关结果的工作，从理论上讲，聚类的最 

佳效果应该达到将相关文档完全归到一个簇中，而不相关的 

结果归到其它簇中，但实际情况，相关文档可能分布在多个 

簇。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找到相关文档，避免查全率的降 

低，我们需要选择多个候选簇，而不仅仅是单个簇。考察一个 

簇为合适的候选簇，我们认为，它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条件 1 簇中应该包含有相关文档； 

条件 2 相比其他簇而言，该簇包含有更多的相关文档； 

条件 3 在簇的文档数目一定的前提下，该簇的相关文 

档在整个簇中所占的比值越高越好。 

从以上条件可以分析，对一个较好的候选簇而言，簇内分 

布的文档与用户查询意图的关联度应该是比较高的。理想状 

态下，如果某个簇中所有的文档都与用户的查询相关，那么这 

个簇应该是相似程度最高的簇，也理应被选为候选簇。因此 ， 

很自然地需要依次考察每个簇中的每篇文档与查询的相关程 

度，假如相关程度高，则该簇可以被选为候选簇。然而，这种 

方法显然使得执行效率过于低下，特别是聚类的文档数目较 

多的情况。因此，应该选用簇的公共特征来衡量一个簇是否 

符合候选相关簇的条件。簇的中心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 

整个簇，因此，本文利用查询与簇中心的相似性对簇进行选 

择，将与查询相关度高的簇挑选出来。k-medoid聚类算法最 

终会产生 忌个中心点，利用这 k个中心点文档与查询的相似 

性，将相似程度高的簇挑选出来，即为候选的相关簇。相似性 

计算基于文献[13]中的调整，公式如下： 

sim( ，Q)一 ∑ 厂( ，Q)X 
tkEQ (1--s)+ el l 

IEF(tk、 

删  ( )一1+1。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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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tk,d )一善 *(1n(zf(tk， )+1)) 
式中，￡，( ，Q)表示词项 在查询 Q中的出现频率，tf(t,， 

d )表示词项tk在簇中心文档d 中的出现频率，s是一个试验 

参数(通常取 o．2)，dl是簇中心文档d 的长度，avdl是数据 

集中文档的平均长度 ，IEF(t )是词项 t 的反比元素频率。 

对各个簇进行相似度排序，排在前N的簇号即为候选的 

相关簇。 

3．2 基于候选簇的文档排序模型 

候选的相关簇确定之后，接下来需要在候选簇中选择高 

质量的反馈文档，其实质就是对候选簇中的所有文档进行相 

似性排序。我们认为排序在前的文档与用户的查询意图相关 

程度高 ，因此，需要利用一些特征来辅助相关文档的选取，过 

滤掉低质量的反馈文档。本文主要考虑以下特征： 

(1)相关度值(R_Score)：在信息检索领域，相关度值代表 

着与查询主题的相关程度，值越高，与用户的查询越相关，在 

结果文档排序中越靠前排列，从而也更有机会成为较高质量 

的反馈文档。 

(2)与簇的相似性(Cluster_Sim)：一篇候选文档是不是相 

关文档，除了要考虑该文档自身与查询主题的相关程度以外， 

还要考虑该文档与整个簇的相关性。事实上，候选相关簇中 

相关文档与不相关文档混杂在一起，因此，候选簇中的文档并 

不一定就完全与主题相关，为此，要把这些不相关的文档噪音 

过滤，或者让它们排序在后。根据前面候选簇的选取准则，候 

选簇应该是与用户的查询主题最为相关的，因此，可以将候选 

文档与所在簇的相似性作为一个参照标准，来间接地衡量候 

选文档与查询的相似程度。 

(3)所在簇的相对排名(Cluster_RValue)：候选文档位于 

候选簇中，簇的排名体现了该簇与查询条件的相关程度，排名 

越前，与查询的关联程度越高。因此，利用候选文档所在的候 

选簇的相对排名能间接地反映与查询的相似程度。候选文档 

所在的候选簇排名越靠前，说明该簇内部的对象整体上与用 

户的查询意图相关程度越高，因而，该候选文档成为高质量的 

反馈文档的概率越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定义相关伪相关反馈文档的评价公 

式为如下形式： 

F／hal
_ Sim(d ，Q)一Cluster_只Valuel*(a*R—Score( ， 

Q)+ *Cluster_Sim( ，ci)) (6) 

口+ 1 

式中，Cluster-尺Valuei表示文档 d 所在簇的相对排名，公式 

定义如下 ： 

Cluster__尺Value =(Ct“szPrN“优一R )／CZusterNum (7) 

式中，ClusterNum代表聚类结果中簇的总个数，R 表示文档 

d 所在簇在所有簇中的排名位序。R—Score(d ，Q)表示文档 

与用户查询Q的相似度。通常，文档与查询的相似程度大 

都采用向量空间模型中的余弦公式，但是在这里，我们采用基 

于PNW模型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具体公式如式(5)所示。同 

时，Cluster_Sim( ，c1)表示文档 与所在簇C 的相似度，它 

表征的是该文档与所在簇主旨思想的相关程度，因此，我们采 

用簇标签来代表整个簇。簇标签和文档均可看成由中心词项 



所构成的向量 。例如，对于有 个不同中心词项的系统 ，簇标 

签 ci可以表示为c 一(tl ，tlz，⋯，t )，文档 也可以表示为 

d 一(tj1， ∞ ⋯，ti．)，利用两者之间的距离可以衡量彼此的相 

似度。距离采用向量空间模型中的余弦公式。 

4 实验分析与评价 

本实验在文献[12]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验证所提的两 

个排序模型，即候选簇的排序模型以及候选簇中相关文档的 

排序准则能否有效地帮助查找到更多高质量的相关反馈文 

档。实验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在相同文档数目的前提下 

对比聚类前后高质量反馈文档的查找精度，精度越高，说明查 

找到的高质量反馈文档数越多，这包括验证候选簇的排序模 

型以及候选簇中相关文档的排序模型的有效性；二是分析聚 

类在查找高质量反馈文档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检索结果聚类 

能否帮助找到更多的高质量反馈文档。 

4．1 实验步骤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Stepl 检索结果聚类。依据文献[-lZ~方法，对初始的 

XML检索结果进行聚类。 

Step2 簇的排序。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对各个测 

试查询的聚类结果依照候选簇的排序准则，分别计算各个簇 

中心文档与查询条件的相似程度，并对此进行排序。 

Step3 候选簇的选择：依据簇的排序结果，选取前N个 

簇作为候选簇。因此，我们必须确定 N值。N值是否取得合 

适，关系到后续反馈文档的查找质量。N值过大，虽然相关 

文档可能都包含在了这 N个簇里，但是不相关文档占据了大 

部分，从而带进了大量的噪音干扰，可能会使相关文档无法排 

序在前。另一方面，N值选取过小，相关文档可能涵盖不全， 

这样导致了大量的伪相关文档无法查找及获取。根据文献 

[12]检索结果聚类的实验数据，聚类的相关簇率为 0．43，也 

就是说，相关文档平均分布在 4个簇中，从这点来看，N值必 

须小于4。折中数据集里相关文档分布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我们定义N值大小为 2，即将簇中心与查询的相似程度最大 

的前 2个簇挑选出来作为候选的相关簇。 

Step4 候选簇中的文档排序。对挑选出的 2个候选簇 

里的文档按照前述的3个特征即相关度值、与簇的相似度以 

及所在簇的相对排名进行排序。对照 IEEE CS2005数据集 

里提供的文档相似性评价 ，得出最终反馈文档的性能质量。 

4．2 实验评价 

4．2．1 候选簇的排序模型评价 

首先我们验证候选簇 的排序模型的有效性。通常情况 

下，用户认为越相关的页面排序越在前，越不相关的页面排序 

越后，他们只会浏览前面几屏的检索结果。为此就会出现即 

便是相关文档，但是由于排序很后，也可能得不到用户翻查的 

现象，从而影响到最终检索的性能。因此，我们的最终目的不 

仅是把相关的反馈文档找出，而且还要将其排序在前。而要 

达到更多的相关文档排序在前，首要的前提是候选簇的正确 

选择，只有获得了正确的相关候选簇，才有可能使得后续更多 

的相关文档被找到。根据候选簇的排序准财，我们得到如下 

的实验结果，如表 1所列。 

表 1 候选簇的选择结果 

其中，相关的簇号表示聚类结果里相关文档在各个簇中 

的分布情况，我们采取 G(R—D ／D )形式来说明。G代 

表簇号，R—D 表示第 i个簇中相关文档的个数，DⅣ 表示 

第i个簇中总共包含的文档个数。依据上述候选簇应满足的 

条件，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基于簇中心文档的候选簇排 

序模型基本将好的候选簇号挑选出来了，具有较好的性能效 

果。从条件 1的满足情况来看，2个候选簇至少有 1个簇包 

含了相关文档 ，且大部分的候选簇里均包含了相关文档 ，为下 
一 步候选簇中挑选高质量的相关文档奠定了前提基础。 

4．2．2 相关文档的排序模型评价 

候选簇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对候选簇中的所有 

文档进行相似度排序，把低质量的、与用户查询需求无关的文 

档尽可能地摒弃在后面，而那些高质量的、与用户查询意图相 

吻合的文档尽可能排序在前，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合理的排 

序机制。 

为此，对本文提出的相关文档排序模型进行 了验证。利 

用式(6)、式(7)将候选簇中的所有文档进行相似度的排序，并 

与初始的检索结果进行对比。式(6)中对不同的相似度因素 

进行了权重的分配，显然，比重越大，相应的因素在整体评价 

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因而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为 

此，依据我们的经验以及实际情况，文本首先对系数的不同取 

值进行测试。以文档与查询条件的相似度因素为基准，采用 

逐步添加法，每次变化 0．1，依次进行实验评价，最终选取a一 

0．5，p=o．5为最优解。采用准确率指标 Prec@X来衡量相 

关文档查找的准确率，实验结果如表2一表4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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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rec@10的性能比较 

表 3 Prec~15的性能比较 

表 4 Prec@20的性能比较 

从上述表的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相比初始的检索结果， 

该排序模型能够返回较多数目的高质量的反馈文档，并且使 

之排序在前，获得了较高的平均查准率，Prec@15和 Prec@ 

2O性能分别提高了6．7 和7．3 。但同时也看到在检索出 

的前10篇文档中，Prec~10的平均精度并没有比初始的检索 

结果有所提高。分析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1)候选簇的选择问题。要想较多的相关文档排序在前， 

首先候选簇要选择正确，这意味着选择的候选簇里应该尽可 

能包含有较多的相关文档，并且相关文档分布率要尽可能地 

大。在有些测试查询里，比如查询 202，查询条件为“hidden 

markov model”，候选簇号为 9、10，其中，10号簇包含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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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根据候选簇的满足条件，可以选择为候选簇，但是 9号 

簇里却没有包含相关文档，若这种不正确的候选簇被选择进 

来，就会把更多的不相关文档融人进来，带来更大的噪音，使 

得查找相关文档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2)相关文档排序模型中特征的选择问题。在排序模型 

里，我们主要只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文档与查询条 

件的相似度，另一个是文档与所属簇的相似度，两个因素都是 

从查询词在文档中的频率角度来考虑，而事实上，有很多的查 

询并不是仅仅查询词出现得越多，文档就越相关，比如查询 

202，有些文档里出现了很多的model词项，根据排序模型的 

计算，这些文档与查询条件的相似度值都比较高，因此都排列 

在前，但是考察它们的内容，却发现并不是关于hidden markov 

方面的model，显然与用户的查询意图不相关，从而造成查准 

率比较低。因此，从多角度考虑文档与查询的相似性是值得 

我们进一步关注的一个问题。 

4．2．3 聚类对 X 伪相关文档查找的影响 

从表 2一表 4的数据可以看出，相比初始的检索结果，在 

相同文档数目的前提下，本文所提的方法能获得更多的相关 

文档，具有更好的性能。分析原因，本文的思路是希望借助检 

索结果聚类这种手段，将高质量的伪相关文档选择出来。在 

此，本文对聚类在反馈文档查找 中的影响进行 了实验分析。 

通过实验验证 ，聚类对高质量相关文档查找的影响，是否能够 

有利于查找到高质量的反馈文档以及更多数量的高质量反馈 

文档 。 

因此，为了衡量聚类对反馈文档的查找效果，本文对初始 

检索结果的前 100篇文档重新进行了相似度计算，计算采用 

与聚类方法相同的准则，并同时对这 100篇文档进行相似度 

排序。实验结果如表5所列。 

表 5 Prec~10和 Prec~20的性能比较 



 

表 5的实验数据是在相同文档数 目的前提下，比较聚类 

前后相关文档的准确率。假如经过聚类之后，返回的相关文 

档数目增加了，Prec@X指标提高了，说明借助聚类能够有效 

地帮助查找到更多的高质量反馈文档。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 

看出，在相同文档数目的前提下，聚类后排在前 X的文档里 

的相关文档数目要比聚类前的相关文档数 目多，在 Prec@10 

以及 Prec@20指标上，平均查准率分别提高了 11．1 和 

15．8％，因此获得了较好的性能。事实上，在相似度计算中， 

利用了聚类的相应特征 ，比如文档与簇的相似度以及文档所 

在簇 的排名等，这些特征能有效地帮助查找到更多相关文档 ， 

并且使得它们能够尽可能地排序在前；而相反地，不进行聚 

类，单纯地利用文档与查询的相似性，并不能使这些相关文档 

排序在前。这充分说明了聚类这种手段能够有效地帮助查找 

到更多的高质量反馈文档，对有效避免伪相关反馈中的查询 

主题漂移奠定了前提基础。 

结束语 确定相关文档是有效避免伪相关反馈 中“查询 

主题漂移”的首要问题 。本文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对如 

何查找高质量的XML反馈文档进行了研究。本文的主要工 

作及创新点如下： 

(1)提出了基于检索结果聚类的XML伪相关文档查找 

方法。目前，国内外对如何确定 XML相关文档的研究成果 

还很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针对传统文档，借助传统的文档特 

征来进行。本文在综合考虑 XML文档特征的基础上，结合 

聚类的技术手段较好地解决了XML伪相关反馈中扩展源质 

量不高的问题，并且用实验验证了聚类在 XML伪相关文档 

查找中的作用。 

(2)提出了基于均衡化权值的XML簇标签提取方法。 

该方法中词项的均衡化权值基于词项的文档权值，不仅从传 

统的词项频度出发，还考虑了XML文档的标签语义信息、标 

签的层次信息等，这些特征有效地融合了XML的内容和结 

构双重特性，反映了 XML文档的综合语义，能有效地将反映 

簇主旨思想的中心词项挑选出来，并在排序模型中获得了较 

好的效果。 

(3)为了确定伪相关文档集，在检索结果聚类的基础上进 
一 步提出了两阶段的排序模型。候选簇的文档排序模型区别 

于传统信息检索排序机制，其在传统特征基础上充分考虑了 

聚类所带来的相应特征，比如文档与簇的相似度、候选簇的排 

名等。相关实验数据表明该排序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 

获得较高质量的XML伪相关文档集。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 ： 

(1)候选簇参数的自动优化工作。在候选簇的排序模型 

中，我们对候选簇的个数进行了固定，而在实际中，不同的簇 

数对高质量反馈文档的查找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如何 

根据不同的查询主题设计参数自动寻优是今后的研究工作。 

(2)排序模型中特征的提取研究。获得了好的检索结果 

聚类效果之后，合理的排序机制能够使相关文档被进一步查 

找出来并且排序在前，这需要有好 的特征来体现。而文本所 

提的相应排序特征较为直观、简单，因此，如何更深层次、更全 

面地挖掘文档与查询的相关性特征，从而体现用户查询意图， 

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参 考 文 献 

E1] Qiang H，Dawei S，Stefan R．Robust Query-Specific Pseudo 

Feedback Document Selection for Query Expansion[A]／／Proc． 

of the 30th European Conf．on Information Retrieval(ECIR)， 

2008EC]．Heidelberg．Springer-Verlag，2008：547—554 

f2] Ben H，Ladh o．Finding Good Feedback Documents[A] Proe． 

ofthe18thACM Conf．onInformationandKnowledgeManage- 

ment(CIKM)，2009 Ec]．New York：ACM Press，2009：2011— 

2014 

[3] Karthik R，Raghavendra U，Pushpak B，et a1．On Improving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 Using Pseudo-Irrelevant Documents 

[A]∥Proc．of the 32nd European Conf．on Information Retrie- 

val(ECIR)，2010[c]．Heidelberg：Springer-Verlag，2010：573— 

576 

E4] Lv Yuan-hua，Zbai Cheng-xiang，Chen w_afL A Boosting Ap_ 

proaeh to Improving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rA]，}Pine．of 

the 34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2011[C]．New York： 

ACM Press，2011：165-174 

[53 Sakai T，Manabe T，Koyama帆 Flexible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 via Selective Ⅱ1plil1g[刀．ACM Transactions∞ Asian 

Language InformationProcessing，2005，4(2)：111-135 

[63 Kyung S L，Croft W B，James A Cluster-Based Resam pling 

Method for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A~／／Pmc．of the 3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2008[C]．New York： 

ACM  Press，2008：235—242 

[7] Shariq B，Andreas R Improving Retrievability of Patents th 

C1uster-Ba sed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 Document Selection 

[A]∥Proe．ofthe 18thACMCorff．onInformation andKnow- 

ledge Management(CIKM)，2009[-C]．New York：ACM Press， 

2009：1863-1866 

[8] Kevyn C T，Jam ie C Estimation and Use of Uncertainty in 

Pseudo-Relevance Feedback[A]}l Proe．of the 30th Annual In- 

tem ationa l ACM SIGIR Co 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 velop- 

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2007[C]．New Yorkl ACM 

Press，2007：303-310 

[9] 叶正．基于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技术的相关反馈研究[D]．大 

连 ：大连理工大学，2011 

[1o]蒲强，何大庆，杨国纬．一种基于统计语义聚类的查询语言模型 

估计I-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1，48(2)：224—231 

[11]Gong Bi-hong，Peng}3o，Li Xiao-ming．A personalized re-ranking 

algorithm based on relevance feedback[A]{}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atabase Ma 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over Net- 

works，DBMAN，2007[C]．2007：4537：255-263 

[12]钟敏娟．基于内容与结构语义相融合的YdVIL检索结果聚类 

口]．情报学报，2012，31(5)：515—525 

[13]Singhal A，Choi J，Hindle D，et a1．AT&T at TREC-7[A]∥ 

Proc．of the 7th Text Retfieva1 Confemece(TREC-7)。1998[C]． 

NIST Speeial Publication，1998：239—252 

· 1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