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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媒体系统中的迷航和导航 
Miss-Orientation and Navigation in Hypermedia Systems 

涛 弋f31l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 上海 200240) 

摘 要 本文乱超雄体 幕统 速航 的厚 田进拧 了讨论 。分类列苹 了已有的一些超雄体 导航 方法 ·井对 

它们进抒 了分析、比较。重后，对超雄体导航的姘￡方向提出了看 

粕词 些，丛 超 欢一 
1 引言 

大型超媒体信息系绕中的检索和浏览 ·经常要 

在由多层眺转组威的文档中进行频繁的眺转。譬如， 

用户对文档中眺转处的问题不甚清楚．需要眺转到 

参考文档；用户对当前文档不感兴趣，而对眺转字所 

指向的文档更感 趣{眺转字之间是按照某种结构 

(树状、列袅等结构)组织的，用户在这组棼{结构中，庄 

复浏览。 

无论用户进行眺转的原因是哪一种．其浏览行 

为都代表了一定的浏览意图 。除非硷索和浏览到用 

户所需信息，绝大多数情况下，眺转操作都是当前文 

档不能满足用户的浏览意图所致。频繁的眺转容易 

使用户的j盘j览意图产生混乱；盲目的眺转．且眺转过 

多的时候就会出现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 ，回忆不 

起 自己的j盘j览历史路径}由于在浏览过程中对每个 

文档都要花费一定时间去阅读和理解，如果对其中 

一 些和本次j盘j览意图无关的主题发生兴趣，并围绕 

这些主题进行眺转、刹览，那么就会忘记当初的浏览 

意图。凡此种种，都会造成迷航。 

2 超媒体中的导航 

如上所述，要解旋在超媒体信息系统中浏览的 

“谜路”问题 ．首先要确定用户的凋览意图．然后对超 

媒体文档库进行搜索，筛选出与浏览意图相关的文 

档予以导航[1】。但要确定用户的浏览意图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甚至连浏览者本人都无法 

明确确定自己的j盘j览意图。然而，税们可通过对j盘j览 

者浏览过的超媒体文档进行舟析，即以铷览者的凋 

览行为最设为用户的凋览意图(这便是一种经验上 

的假设，但却是非常实际的假设 )进行跟踪，以此近 

似地判断浏览者感兴趣的概念，并予以概念上的提 

·92· 

示和引导 。 

j盘j览者的浏览行为包括j盘j览者在浏览时所做的 

一

切捂动．例如关键字查询、浏览过的文档、眺转关 

键字、在每个文档的滞留时闻等等。通过读j盘j览行 

为，可形成一个代表j盘j览意图的概念空间。在铷览的 

服务器端 ，通过自动索引和神经网络算法等方法．形 

成一十静态的概念空间。当浏览者的浏览信 息被传 

送到服务器后，可以联想出与浏览者浏览意 图相关 

的其它信息，我们称之为概念导航。 

在超媒体中实现概 念导航需要两十方面的工 

作：①对已有的超媒体文档进行分析．形成一十合适 

的概念库 ．这是进行超媒体导航的基础。@确定需要 

跟踪蒯览者的j盘j览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进行分析和 

处理 。 

超媒体中的导航包括概念导航和结构导航两部 

分。除了对浏览者的浏览进行概念导航之外，结构导 

航以其直观、纵览全局的特点为导航提供一种必不 

可少的手段。超媒体导航需要提供给浏览者以下的 

功能： 

●帮助浏览者进行整体文档结构定位．即定位凋 

览者目前的文档结点位置和 已经 浏览过的结点路 

径。 

●根据浏览者的浏览行为给予浏览导航，即在凋 

览者需要系统导航时能够提供 可能 有价值的结点 

信息。 

3 导航方法分析 

在超媒体信息系统中．目前经常采用的导航方 

接有：用户界面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结构化方法、搜 

索／查询方法、舟级结构方法和人工智能方法等。 

3．1 用户界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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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方法是通过改善用户界面来帮助导 

航．它将超媒体数据库中的结点及结点之间的关系 

以局邮或全局视图方式显示出来，使侧览者对结点 

内容、结点之间关系和超媒体的整体轮廓有清晰认 

识。主要的用户界面方法包括t地图、回期、历史、路 

标、多窗口、时标、脚印和路径机制 J。 

地田 地图是将整个超媒体信息系统的结构以 

图形化的方式表示出来．尽管地图非常直观．并能帮 

助测览者把握超媒体信息系统的整体结构，但是在 

大型超媒体信息系统中，由于结点过多·上述优点就 

不报明显 ，技I览者依然很难理解整体结构的组织意 

图。这如 同在世界地图中寻找一个城市中的某一条 

道路一样困难。经验证明，很少有新用户在阅读实际 

内容之前就先试图理解超媒体信息系统整体结构的 

组织方式 。比较熟练的用户往往也只对系统中某些 

区域的内容理解得比较透彻．而很难把握系统的整 

体情况。 

另外，由系统自动产生地图虽然比较方便，但缺 

陷也很明显，因为机器毕竟不能很好理解知识的组 

织结构．产生出来的结果往往不很实用。至于手工制 

作地图，虽然可以很好地体现制作人的意图和组织 

方式 但对于庞大而又变化频繁的超媒体信息系统· 

产生地图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程．很难投人实际应 

用 。 

针对 ]nternet中的 wwW 应用-由于 HTML语 

言中包舍了超媒体文档间链接的标记-可以报容易 

地产生文档之间的链接关系地图．只要对产生的链 

接关 系 原始 地图进行再分析．筛选出那些经常被 

引用的 根 结点和 叶 结点．就可以提供给浏览者． 

所以．在 Intcrnet实际应用 中．建立地图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结点显示出来。这方面 

的较新研究是提供一种。鱼眼 透镜视图方法 ，将 

感 趣内容周围的区域放大显示．同时将较远距离 

的结点缩小显示，从而避免7普通放大方法中放大 

某一部舟内容就无法看到整体内容的弊病。 

回溯 回朔是帮助i皇0览者返回到以前技I览过的 

内容 。回朔有两种方式 ，依次回溯和跳跃回溯。在依 

次回朔中，’棚览者只能够按黑{鼻9览的原顺序返回到 

以前的内容。它类似于 堆栈 操作．先进后出。在髋 

跃回朔中，技I览者可以眺跃方式选择返 回到以前i皇0 

览过的那些内容．眺跃回朔比较灵瑶·可以使浏览者 

随意进行回朔。 

回搠的一十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回朔之 

后的技I览历史。一般有两种方法。假设技I览者在浏览 

点 E开蛤回朔，回溯到i皇II览点 B。在回朔之后．i皇!I览 

者又开蛤新的浏览，眺转到浏览点 F。一种方法是将 

F接续到 B，并形成一个分叉结构的浏览历史。只是 

回朔的次数过多 ．会产生一个非常零乱的回朔历史 

列袁，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浏览历史路径。这也是浏 

览者发生迷航的一种原因。另一种方法是将 F接续 

到 E，将 B放到以往的i皇II览历史，那／厶就能清晰地组 

织浏览者的浏览历史。可是技I览者从技I览感觉上难 

以习惯 。其实对浏览者的浏览历史以图形化的方式 

进行显示，是一种最自然、最实际也是最容易实现的 

导航方法，甚至可提供动画显示形式，将i皇II览者的实 

际浏览行为表现出来． 

历史 除了回朔是一种技I览历史的方案外，i皇!I 

览历史方案还包括时 间戳和脚印 。时间戳是显示捌 

览者在当前洲览结点上所花费的 累计时间．脚印则 

是对技I览者浏览过的结点和没有技I览过的结点．以 

及对较早和较新的“脚印”以不同的格式进行显示． 

用户界面方珐是目前实际系绕中常用的导航方 

珐．也是其它导航方法的重要参考，其它导航方接的 

结果最后都需要通过用户界面来表现，但用户界面 

方法 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示方珐．需要有内在导航策 

略的支持-才能更好地进行导航。 

3-2 文本分析方法 

文本分析方法是在对各文档中的词频进行统计 

的基础上．舟别培各文档建立索弓I．形成文档硷索词 

索引库 ．并利用这些硷索词来帮助硷索和导航“】。文 

本舟析方法因设计简单、效率高、算珐设计直接而被 

大量使用。目前广为使用的 [nternet导航方法，绝大 

郭分都可以归于此方法。采用文本舟析方珐的重点 

是需要考虑建立索弓I的标准和方法，以及查淘速度 

的优化 。 

由于只是在文本的词 级进行舟析．文本分析 

方法不能帮助测览者找到文档之间的关系结构·也 

就难以帮助技I览者把握文档间的整体结构。 

3．3 结构化方法 

结构化方珐是将复杂的超媒体网络进行屡次 

化．区舟结构链和交叉Sl用链 ，据此找到根结点 ． 

在此基础上，利用语义关系将结点进行聚类以形成 

更抽象的结点[6]。形成结构的标准可以有很多．包括 

结点的弓I用次数 索引的相关次数等等．既可形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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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构，也可形成辑状结构，但问题的关键是结构的 

平衡和动态重组。这包括如何平衡结构，同时叉能使 

新增加的结构融人已有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文档内容和结构。 

结构化方茫能够帮助捌览者了解超媒体信息系 

统的整体结构，从而有效避免陷人 只见辑木．不见 

森林 的困境 。但由于结构 形成的标准是统计相关 

的-语义关系较难平 用，使结构化分析仅停留在网络 

的拓扑结构上，没能进一步对超煤体文档网络的概 

念进行分析，使对浏览者的导航帮助只能停留在整 

体拓扑结构的把握上。 

4 搜素／查询方法 

攫索／查询方{去是通过浏览者的查询，系统自动 

定位要查询的信息。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超媒体界面 

中的一种信息过滤机制，只显示网络 中与查询相匹 

配的信息，无关的信息都艘过滤m。搜索，查询方珐 

是一种直接导航方法 ，它有两种：全文本攫索／查询 

和针对索引的攫索／查询方法。由于全文本攫索／查 

询方法耗时较长，所以很少采用}后者是针对已经建 

立好的索引库进行攫索／查询，通过找到满足查询需 

求的索5}再定位到包含索引的文档中，所 以得到较 

多采用。 

由于建立索B}库的方法比较一致，攫索／查询方 

接的好坏 ，取决于攫索／查询组合式。目前攫素／查询 

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何种方式 形成搜索／查询 

组台式。已经艘广泛认可的方法有示例查询和可视 

化查询等。 

搜索／查询方j盛能够帮助铷览者有效地找到 自 

己所需要的主町，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溯览者不 

容易确定如何以搜索／查询组台式表达自己的捌览 

意图．这妨碍了搜索／查询方茫的推广和使用。另外， 

由于搜索／查询方法所查询的信息大多数是单词和 

短语·不能够很好地帮助浏览者找到完整的信息。在 

实际应用中，搜索／查询方茫需要和分级结构方法与 

人工智能方j盛结合使用。 

5 特凝结构方法 

公缎结构方j盛是一种基于查询的检索和超煤体 

网络'蒯览相结台的方茫。首先将超媒体信息空间分 

为索5l空闻和文档空间。然后在素5I空间采用攫索／ 

查询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来进行信息检索、查询求精 

等等啪。 

分级结构方j盛实际上是综台了文本分析方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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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方接和攫索／查询方法的优点．通过对它们的 

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对浏览者导航提供一个更有 

价值的索5}库。同时，分级结构方j击引人了神经网络 

方法对文档空间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对捌 

览导航也颇有价值。 

3．6 人工智能方法 

人工智能方法是在超煤体中B1人基于知识的技 

术来指导超媒体网络中的信息检索．进行链的推 

理 。可以在超煤体的应用模型中嵌人知识，使超媒 

体系统能够主动地处理存储在网络中的信息 ；也可 

以将智能机制作为一种外部机制 ，通过标准接口来 

创建，访问相关超媒体网络中的信息。由于人工智能 

方法需要嵌人知识库，实现的难度比较高，目前仅停 

留在理论研究上。当前能够做到的人工智能方茫是 

通过对图象进行神经网络模式匹配，实现图象自动 

查询。 

由于人工智能方法的宴现具有难以预料的难 

度 ，所以实现一个高效的有真正价值的人工智能方 

珐在短期之内是相当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结论 通过综台分析当前已有的超煤体导航方 

法 ，可以有效地制定自己的超煤体导航方接。我们认 

为，在超媒体导航领域 ，采用分级结构方茫，综台其 

它导航方法的优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参 考 文 献 

D]A．Monk，The personal browser}Atoolfor d~ected 

igation in hypertext s0盱ns，Interacting v4th C0mpu 

e 1·2Aug·1989 

[2]J．N Ben，nle an of navlgadng through h~ next，C 

ACM ．33(3)1990 

-3]M．Srakar，And M．}L Brown。Graphical f~heye view of 

graphs，In Proc．of the C}Ⅱ’92 Coat"．，1992 

]Gerard Salton，James et a【_，Automatic structuring and 

retrleeal of l且r text files，CACM ，3 (8)1994 

[5]Ehed Riven，Navigating in Hype~pacet t a 

8trUCStLre—based toolbox．CACM ．37(2)l994 

[6]R，A，Bmaf 0，Stzucw~al aaal~is of hypertext：khnti． 

fving hierarchies and eful metrics，ACOM Trans ln1． 

Sys．10(2)1992 

[7]M．B Fri3弛．Searching Im"inf0rmat； in B h，petl~xt 

砒 dk|l hndbook CACM ，81(7)1988 

[8]H．c D·K．J．Lynch，Generating imegrating and actl- 

rating thesauri for concept—based document ret~eval- 

1EEE Expert，8(2)1993 

[9]Matheus et aI．，Sy譬【em for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IEEE Trans．Know．Da ta．Eng．，5(6)1993 

} 

拿 
=|I 

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