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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信息检索的精确匹配模型 

李孝明 曹万华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武汉430074)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搜索引擎技术存在的不足，并在现有信息检索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个精确匹配模型。实验表 

明，该模型比较适合企业 内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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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shortage of search engine technique is analyzed，and a precise—matching model is proposed 

based on exist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models．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precise—matching model is more adapt— 

able for enterpris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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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过渡 

到了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于是，如何迅速、有效地从大量数 

据中找到所需的信息已经成为信息服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检索技术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发展起 

来的。 

多年来，国内外对信息检索技术特别是文本信息检索技 

术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并开发了多个成功的信息检索系统(搜索引擎)，国外具 

代表性的有 Google、Fast／AllTheWeb、AltaVista、Inktomi、 

Teoma、WiseNut等，国内著名的有百度(Baidu)[2]。 

但是这些搜索引擎背后的技术是一般用户看不到的，其 

信息检索搜索引擎一般由专业的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而且 

这些搜索引擎所采用的技术和实现情况都被视为私有财产而 

不开放。因此，很少有文章披露搜索引擎的详细设计和实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搜索引擎技术的继承、交流和发展。 

2 搜索引擎技术现状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正如上文提到的一批搜索引擎产品已经产生，为用户 

提供了很好的快速信息获取和网络信息导航工具，目前最著 

名的搜索引擎包括 Google、AltaVista等，国内百度的中文搜 

索引擎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搜索引擎服务和搜索引擎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每个门户网站都会提供搜索引擎服务，但背后的搜索引擎技 

术是一般用户看不到的。搜索引擎普遍采用了全文搜索技术， 

但互联网的信息和一般企业内部信息是不同的，有两个关键 

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速度，一般传统信息检索系统的索引库规 

模度在 G级，但互联网网页搜索需要处理成千上万的网页； 

二是相关性，信息太多，查准和排序就特别重要。解决第一个 

问题的基本策略都是采用检索服务器群集技术，解决第二个 

问题的方法包括像Google和百度等发展了的链接分析技术。 

目前搜索引擎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一是检索的质量仍然 

需要提高。常常检索的是大量的无用的结果，真正有用的结果 

却被淹没在其中不容易发现。搜索引擎的索引和以前相比已 

经有了极大的增长，一般检索时都会返回大量的结果。但是人 

们查看和选择结果的能力与耐心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通常 

还是只会注意最前面的部分。因此，搜索引擎的“精度”，尤其 

是检索结果排在前面的部分对于用户的有用性，是非常重要 

的，有时候相对于查全率来说显得更加突出。 

二是如何转向企业应用。搜索引擎技术的一些优势在企 

业应用中常常不起作用，甚至变为劣势，变成查不全、查不准、 

查不稳的搜索技术。如排序技术，企业应用的检索要求基于内 

容的相关性排序。就是说，和检索要求最相关的信息应排在检 

索结果的前面，一些搜索引擎所谓的链接分析专利技术以及 

内容聚类(门户搜索引擎的有效手段)对查询结果的排序基本 

不起作用，链接分析是根据一个网页被连接次数的多少作为 

重要性评判的依据，而一个网站内部的网页的链接是由网站 

内容采编发布系统决定，其链接次数完全是偶然因素，不能作 

为判别重要性的依据。又比如企业应用中要求搜索结果是稳 

定的，但搜索引擎常常做不到，而在许多搜索引擎应用中，为 

了在大规模网页下提高检索速度所采用的检索策略(可以说 

是技巧)以及索引方法常常导致检索结果的不稳定和不可理 

解 。 

现有信息检索模型及分析 

信息检索模型在文本信息检索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直接影响到搜索引擎的质量，对数据的查 率、查准率方面 

有着重要的关系。 

*)本文工作得到十五国防预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4010601010301)．李孝明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软件工程．曹万华 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软件工程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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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组就组成了一个文档向量空间，文档则映射成为空间中 

示，从而将文档信息的匹配同题转化为向量空间中的矢量匹 

可用向量之间的夹角来度量，夹角越小说明相似度越高．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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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矢量中词条 及其权值 的选取称为特征提取 ，特征 

提取是利用向量空间模型进行信息检索的关键步骤。自然语 

言文档中，各词条在不同内容文档中所呈现出的频率分布是 

不同的．因此可根据词条的频率特性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特征 

提取。 

5．5 概率模型[1。 

布尔模型和向量空间模型都将文档表示词条视为是相互 

独立的项．忽略了表示词条间的关联性。而概率模型则考虑到 

了词条、文档间的内在联系，利用词条间和词条与文档间的概 

率相依性进行信息的检索。 

二值独立检索模型(BIM)是一种实现简单且效果较好的 

概率检索模型。在 BIM 中．假设文档 D和用户查询 Q都可用 

二值词条向量(x。，娩，均，⋯．‰)表示．如果词条 ∈D．则 ∞ 

一1，否则∞一0。利用 Bayes公式并经过简化后可得到文档与 

用户查询问的相关函数： 

s m(D，Q)=~log而p,(1--q,) 
其中：P．一,-,／r，q．一( 一 )／(厂一r)，厂表示训练文档集中文 

档总数，r表示训练文档集中与用户查询相关的文档数， 表 

示在训练文档集中包含词条 的文档数，n表示个相关文档 

中包含词条 的文档数。 

5．4 模型分析 

上文提供的“布尔模型”、“向量空间模型”、“概率模型”当 

中，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提取文档表示词条，即特征项的 

提取，特征项一般是由训练文档集中的词条或短语组成。自然 

语言文档中，各词条在不同内容文档中所呈现出的频率分布 

是不同的，因此可根据词条的频率特性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特 

征提取。一种较好的理想的文档特征项提取结构图如图1所 

示 。 

图1 文档特征项提取结构图 

从这个文档特征项提取结构图可以看出，特征项的提取 

是一个相当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由于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不规律性等 

特点．文本的特征项提取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技术。 

其次，上面三种模型在查准率、查全率方面存在较大的误 

差，由于文本词条的切分、特征词条的提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 

准，在技术处理方面往往采用一种模糊策略。而且文档与用户 

查询间的相关函数计算也存在一定误差。 

4 精确匹配模型 

我们在上述“布尔模型”、“向量空间模型”和“概率模型” 

基础之上，提出一种信息检索精确匹配模型。采用国标汉字字 

符集GBK／2．GB2312中包含的6163个汉字作为文档特征项。 

①文档特征项可以表示为向量形式：lr一{t。， ，t3，⋯， 

tl}。其中，l一6763，t。(1≤ ≤，1)代表国标汉字字符集GBK／2： 

GB2312中包含的6763个汉字中的某个特定汉字。汉字编码是 

采用双字节形式，编码分为9个区，高字节分别为：B0~B7，B8 

～ BF，C0~C7，C8~ CF，D0~D7，D8~DF，E0~E7，E8~EF， 

F0~F1；相应的低字节编码均为：A1～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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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假设被检索文档为D，其向量表示形式为：D一{d-，dz， 

d 一，d．}。其中 一6763，d (1≤ ≤ )在集合{0，1}中取值 如 

果特征分项 t。在文档D中出现．即t。∈D，则相应 一1；如果 

特征分项t。在文档 D中没有出现，即t。 D，则相应 一0。 

⑨用户查询可表示为 Q．其向量形式为：Q一{q ，gz，qs， 

⋯，q }。这里的m值理论上不受限制，但从实际出发考虑 m 

应该小于等于 n，为了方便两个向量的运算，在此取 m-~n(差 

项用数字0填补)。同样 在集合{0．1}中取值。如果特征分项 

t。在文档 Q中出现，即 t。∈Q，则相应q。一1；如果特征分项 t。 

在文档Q中没有出现．即t。 Q，则相应 q．一0。 

④将向量 D、Q做数量积运算，设向量 D、Q的数量积为 

R。即，R=D-Q一{d1。d2，d3，⋯，d．}-{q1．窖2，窖3，⋯．窖 }=dl* 

ql+da q2+d3 +⋯⋯+ q ，其中m一 。 

)如果 R一0，则说明用户检索条件在被检索的文档中不 

存在。 

)如果R≠0，下面继续判断。 

计算COS a一(D·Q)／lQl ，(IQI 表示向量Q的模的平 

方 )。 

ii)如果O~cos a<l，则说明用户检索条件不完全存在于 

被检索文档中 

如果 COS a一1，则说明用户检索条件完全存在于被检索 

文档中，但不能说明是否连续存在。要判断是否连续存在，则 

需要采集到被检索文档中汉字的位置关系，这可以依据数据 

索引结构和数据索引方式来完成，其结构图如图2所示。 

highByte lowByt~ ~tdoeid docnamo一 

--> 

doeid docnam~． 

图2 数据索引结构 

同样假设用户查询可表示为Q=Q。Q2Q3⋯Qf⋯Q．。 

i)取出QI的地址链 P 中的一个地址值 P。(一般要首先 

取 一1，Q 作为基点) 

ii)取出Qi+。的地址链 +。。 

iii)若 户+2* ∈ +l(每个汉字由两字节组成)，继续第 

iv步，否则返回第1步 

iv)i— +1，循环运行第 ii、iiio 

v)若i=n，则说明成功检索到一篇目标文档，取完地址链 

，中的所有地址值进行判断，则可以计算出用户检索条件在 

该篇目标文档中出现的所有次数(出现频率)。 

注意，出现频率在这里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参数，在“结果 

排序机制”中将得到应用． 

对于“结果排序机制”，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结果排序也 

是文本信息检索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搜索引 

擎工具的质量，好的排序机制有助于提高用户查找信息的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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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排序机制主要依据两个参数： 

1)文档和查询条件的相关性； 

2)文档的质量(重要性)。 

相关性主要依据精确匹配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能 

够检索出检索串在相应文档中的出现次数(出现频率)。以该 

参数作为标准，如果检索串在相应文档中出现次数越多，则其 

相关性越高。 

在进行全文数据索引之前。给每篇文档赋予不同的贡献 

值，检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检索出相应文档的贡献值，贡献值 

越大，重要性越大 

定义 “相关性权值”为R，“重要性权值”为 ．其中0< 

R<1，0<W< 1，R+W 一1 

假设一检索串 AB在相应的文档 D中出现的次数为C， 

文档D的贡献值为 Z．则排序值 Criterion(作为文档排序的一 

种度量)为： 

CriteriOn=R *C+ *Z 

然后就依据 Criterion值大小进行文档排序。 

图2数据索引结构说明，数据索引结构分为三级 ，第一级 

为字级索引结构。包含 highByte(高字节)、lowByte(低字节) 

和指向下一级的结构指针，这里分为高字节和低字节是因为 

汉字编码为双字节编码，结构中包含6768个单元，是按照国标 

汉字字符集 GBK／2：GB2312实现的；第二级为文档级索引结 

构．包含 docid(文档编号)、docname(文档路径和文件名)两部 

分；第三级主要为地址链结构，用来存放汉字在文档中位置 

(位置用相对于文档开头的偏移量表示)。 

从这整个匹配模型可以看出，用户检索条件与被检索文 

档匹配是采用一种精确匹配模型 查全率基本上不存在同题， 

查准率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有“出现频率”这个关键参数作 

为保证) 

结论 以“信息检索精确匹配模型”为基础，我们实现了 
一

个面向企业应用的搜索引擎工具，该工具在查全率方面不 

存在同题，在查准率方面质量也很高(当然这里要结合“结果 

排序机制”来完善)。缺陷是速度偏慢，这可以利用多线程并行 

技术来弥补，或者采用服务器群集技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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