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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search can effectively search distributed immense electronic resources．It iS built on top of several 

search engines，providing user with uniform access to these engines．Metasearch first passes user’S query to underly— 

ing useful search engines，and then collects and reorganizes the results from the search engines used．It is called 

search engines selection when metasearch selects underlying useful search engines．In this paper．we present a statis— 

tical method based on relevance terms to estimate the usefulness of a search engine for any given query．which is suit— 

able for both Boolean query and vector query．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estimation method is 

quite accurate，especially when the critical similarity is high between the query and the results． 

Keywords Metasearch，Information resource discovery．Search engine，Information retrieval，Relevance terms 

1 引言 

web从 1991年出现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全 

球化信息空间，而且其信息容量仍在以指数形式飞速增长。面 

对海量 Web信息资源 ．如何有效地检索Web信息，以帮助用 

户从大量文档信息集合中找到对给定查询请求有用的文档子 

集，也就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在过去几年中，Internet上出现了很多能够帮助用户查 

询信息的搜索引擎。由于 Web是一个如此浩瀚纷繁的信息海 

洋．使用单个综合性搜索引擎来进行 Internet上所有网页的 

数据搜索已经不现实。首先，单个搜索引擎的数据处理能力和 

存储能力无法赶上 Web数据的快速增长速度。其次，网页时 

时都在变化，及时更新大型搜索引擎的索引数据是一项极困 

难甚至是无法实现的工作。此外．很多网站虽然允许用户通过 

网站自己的界面访问其文件，但并不允许其它搜索引擎直接 

对其文件做索引。因此 ．我们不得不接受大量的专题搜索引擎 

共存的现实，每个专题引擎提供对 Web一部分的搜索服务。 

把这些专题搜索引擎综合起来，使用户对它们进行统一查询 

也就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集成搜索引擎系统建立在多个现有的搜索引擎之上，提 

供对这些引擎进行统一访问的服务。当集成搜索引擎接到用 

户查询之后，将该查询分送到适当的底层搜索引擎，再合并和 

排列底层引擎返回的结果。对于用户来说 ，使用集成搜索引擎 

和使用搜索引擎是相同的，只是可供检索的资源更多而已。 

集成搜索引擎自己并不存储和更新对所有文件的索引。 

但是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一个复杂的集成搜索引擎通常会 

收集和维护一些关于底层搜索引擎内容的信息，从而进行基 

于内容的路由安排，即根据这些信息选择对用户查询有用的 

底层搜索引擎(含有对用户查询有用的文件的搜索引擎)。集 

成搜索引擎选择对用户查询有用的底层搜索引擎的过程称为 

搜索引擎选择。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术语集的搜索引擎 

内容描述方法．有效提高了搜索引擎选择的精确度 ，并且该方 

法对于布尔查询和向量查询都有效。 

我们将介绍已有的搜索引擎选择方法及其缺陷，介绍我 

们提出的基于相关术语集的搜索引擎内容描述方法以及进行 

搜索引擎选择的过程．将给出这种方法的实验结果。 

2 已有搜索引擎选择方法的分析 

集成搜索引擎是检索分布式的海量数字资源的有效工 

具 ，图 1是它的示意图。 

] 

集成搜索引擎的界面 

查询要求 l 干查询结果 

底层搜索引擎选择 

誊霭I 
要塞主 
底层搜索引擎 

合并、捧 列结 果 

图 1 集成搜索引擎的组成示意图 

返 回 
查询 
结果 

底层搜索引擎选择程序将用户的查询要求发送给有用的 

底层搜索引擎，这是因为将查询送到无用的底层搜索引擎有 

很多的缺点。首先 ，传输查询到无用的底层搜索引擎并从这些 

引擎传输无用的文件到集成引擎形成了不必要的网络通信； 

其次．当无用的引擎处理查询时，其资源也被浪费了；第三，当 

无用的引擎返回大量文件时，集成搜索引擎需要花更大代价 

来识别出有用的文件。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我们应该尽量将查 

询只传送到有用的搜索引擎。下面我们给出搜索引擎对用户 

查询有用的定义。 

*)本文工作得到 863计划课题“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的支持，课题编号：863·306·ZDll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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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支持布尔查询的搜索引擎 。它对于用户查询有用性 

的度量标准为符合用户查询的文档的数目。 

对于支持 向量查询的搜索引擎 。它对于用户查询有用性 

的度量标准可以为查询和搜索引擎中资源的相似度，更精确 

的度量标准为文[33中所定义的方法．具体描述如下： 

定义 1 假设存在一个相似度计算函数．该函数计算各 

文件对于给定查询的相似度，相似度的大小可以近似反映用 

户所提交的查询和文件的有用程度大小。对于给定查询 q而 

言，一个文件 d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则d被认为 

是对用户查询有用的： 

①如果检索要求返回 ( 是正整数)个文件。那么在所有 

文件对于 g的相似度中，d对于 g的相似度在最大的 个相 

似度之中。 

②如果检索要求返回所有与g的相似度大于某个临界值 

的文件，那么d对于 g的相似度大于该值。 

含有对用户查询有用的文件的搜索引擎被称为有用搜索 

引擎。搜索引擎对用户查询有用程度的度量标准为(NoDoc． 

AvgSim)。NoDoc是搜索引擎中的有用文件的个数，AvgSim 

是搜索引擎中的所有有用文件与用户查询的平均相似度。 

为了计算出用户查询与搜索引擎的有用程度 。集成搜索 

引擎需要知道能够反映每个引擎中的资源的信息，我们称其 

为引擎资源描述。现有的引擎资源描述方法分为以下 3类： 

定性的方法 ．8]。这类方法根据一定的评分函数针对给定 

的查询预测每个数据库的质量，其评分或质量往往不易理解。 

CORI NET方法是一种定性的方法，其搜索引擎资源描述包 

括了其中所有术语的两个信息：文件频率和数据库频率。文件 

频率是指搜索引擎中包含该术语的文档的个数；数据库频率 

是指包含该术语的搜索引擎的个数。由此可得术语的权重 ．通 

过向量内积的方法即可求得用户查询与引擎之间的相似度。 

定量的方法r 。这类方法根据一些比定性的方法使用 

的度量标准更容易理解的标准来度量搜索引擎的有用程度。 

换言之，定量方法使用根据给定查询计算出的搜索引擎有用 

程度，相对于定性方法而言，更加直接和明晰。 

gGLOSS方法[】 l6]。是一种定量的方法，它能支持集成 

不同类型(布尔查询和向量查询)的成员引擎。对于支持布尔 

查询的底层搜索引擎 ，因为用户的查询经常与术语的出现位 

置有关 。所以 gGLOSS描述搜索引擎中资源的方式为：引擎 

d。中的文档数 db,和一组( 。df, ．Fieldi )。Ti 代表术语 t 。 

Field, 代表出现术语 t 的区域名，如标题、作者等。df, 是术语 

t 出现在区域Field,中的文件频率。gGLOSS假设术语问相互 

独立，从而计算出引擎中满足查询 t A⋯At。的文档数为：西 
■ 

1T  

(t A⋯ At。，db。)一(_Ll df, )／Idbi I一 ，满足查询 t V⋯V t 
JI 1 

■ 

的文档数为：Es(tl V⋯ V t。，db,)一maxdfij。其中Field#满足 
j-- 1 

用户对术语 t 的出现区域的要求，从而计算出了引擎对于用 

户查询的有用程度。 

对于支持向量查询的底层搜索引擎 ，gGLOSS对其资源 

的简单描述由一组(dL， )组成，df,是术语 t．的文件频率 ， 

．是术语 t。在该引擎资源的所有文件中的权重总和。假设术 

语出现在任何含有它的文件中的权重均为 W,／df,。将术语按 

照文件频率大小升序排列，即对于任意 i<j。有 df,<df,，df, 

表示术语 t。的文件频率。GLOSS方法基于两种术语间关系的 

假设来估计引擎的有用程度：第一种是高度相关，即当 > 

时．每个含有 ti的文件必定含有 。在此假设条件下，设 T是 

用户查询所对应的向量(g ．．． )与文件相似的临界值。P满 
j j 

足∑qI． Wi>T和∑ qI． Wi≤T，那么，该引擎的有用程 
I- ， ‘， I lI ，十 1 ¨ 0 

、 u ， 

度可估计为：厶 (aft一 一 )·(2．a · )。第二种是不相 

交的情况，即每个文件中至多含有一个查询术语 ，那么该引擎 

的有用程度可估计为： 厶 ·W．。在这两种假设 
·。1．． ‘1 ‘ )>了’ 

条件下也可以求得(NoDoc。AvgSim)，从而对引擎的有用程 

度做更精确的评估。 

为了计算支持 向量查询的底层搜索引擎的有用性，文[53 

提出了一种术语间关系的假设。即术语间相互独立．从而计算 

出与用户查询所对应的向量(口 。⋯。 )间的相似度大于 T的 

文件的个数。考虑如下产生式： 

(pl*x．1。 1+ (1一 p1))*⋯ *( *Xq, + (1一p，)) 

其中 户i是术语tl出现在引擎中的一个文件中的概率。设将上 

述产生式展开后所得公式为：(n * +⋯+n - )，如果 

术语相互独立而且术语 t．在任何出现它的文件中的权重均为 

讹。则搜索引擎中与用户查询的相似度为 b．的文档数为 m。 

基于学习的方法r 。这类方法根据以往检索成员搜索 

引擎的经验来预测各引擎对新查询的有用性。 

在 gGLOSS中，搜索引擎的有用程度与所使用的相似度 

临界值紧密相关 。因此 gGLOSS方法可以区分搜索引擎中是 

否具有与查询高度相似的文件。相比之下．CORI Net就无法 

做到这一点。 

gGLOSS方法用于评估引擎有用程度的两个假设条件显 

得过于严格．因此评估得到的有用程度并不准确。基于高度相 

关假设的评估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有用程度，而基于不相交假 

设的评估则倾向于低估有用程度 ，所以它们适合同时使用。 

相对而言。文[5]所提出的术语间相互独立的假设比较符 

合现实情况，特别是在海量资源的情况下，实验结果也表示它 

能获得更高的引擎选择精确度。但是，展开产生式的计算复杂 

度是指数级的，因此它更适用于处理术语少的短查询。 

5 基于相关术语集的搜索引擎选择 

搜索引擎选择是集成搜索引擎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尚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 

案。相对而言，术语间相互独立的假设比较符合现实，因此我 

们对这种方法做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术语集的资源 

描述方法 。通过得到术语间的相关关系来提高搜索 引擎选择 

的精确度。并减少计算复杂度。 

5．1 设计思想 

虽然术语间相互独立的假设 比较符合现实。但是通过语 

言学常识可以知道，术语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有些术语经常 

出现于同一个文件中。如信息和检索；有些术语几乎不可能出 

现于同一文件中，如梨子和计算机。我们认为，经常同时出现 

于一个文件中的术语具有某种相关关系，如上下位关系、所属 

领域相同关系等，因此我们将之称为相关术语。如果用户的查 

询包含多个术语．因为这些术语表示了用户的检索意图，所以 

通过信息检索的常识可知，这些术语很可能是相关术语，相关 

术语是术语间的一种重要关系。但是，已有的关于术语间的关 

系的假设都不能有效地得到相关术语 ，如高度相关假设把术 

语间的相关条件放宽了，它认为任何术语都是相关的，而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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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假设则认为任何术语都不是相关的。术语间相互独立假设 

认为术语间的相关关系只与术语的文件频度有关。因此 ，我们 

提出了基于相关术语集的搜索引擎资源描述方法，即挖掘出 

相关术语集．并存储其相关性(出现 了相关术语的文档的数 

目)。如果用户的查询中含有相关术语 ，则取出相关术语集中 

存储的相关性，并将之结合到 gGLOSS方法和文[5]的计算 

方法中，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搜索引擎选择的精确度．特别是对 

于系统设定的用户查询和文档间的相似度临界值高的情况， 

因为查询与文档间的相似度与术语间的相关性有密切联系． 

而且实验表明用于存储相关术语集及其相关性的存储容量并 

不大。 

因为文档的标题是文档内容的概括．而且通常由一些与 

领域有关的术语组成，所 以通过对文档标题的挖掘可得术语 

间的相关关系。用户在搜索文档的时候也经常使用标题中出 

现的术语 ．所以我们挖掘相关术语的依据为经常同时出现在 

文档的标题中的术语。 

5．2 相关术语 挖掘 

我们运用数据挖掘中的关联规则发现方法挖掘相关术 

语。在运用关联规则时，术语对应于项目(Item)，文档的标题 

对应于交易(Transaction)。如果项目集的频度(frequency)大 

于 2，我们认为它是频繁项目集。用关联规则发现的方法挖掘 

出所有频繁项目集，我们把由所有频繁项 目集及其频度组成 

的集合称为相关术语集。通过将相关术语集存储于引擎的资 

源描述中，可以提高搜索引擎选择的精度。为了减少存储空 

间，我们只存储了项目数 目为 2的频繁项 目集及其频度 。例 

如：信息和检索是相关术语 ，标题中出现这两个术语的文档数 

为 1O个；数字和图书馆是相关术语，标题中出现这两个术语 

的文档数为 8个，那么相关术语集为：信息、检索．10；数字、图 

书馆，8。 

我们选择项目数 目为 2的依据是 ：①根据文[5]的分析， 

用户的查询所包含的术语不多，一般不超过 6个．大部分为一 

个或两个。②通过对项 目数目为 2的频繁项目集进行计算．可 

以估计出项目数目为 3或 4的项目集是否频繁项目集。如果 

是频繁项目集，还可以估计出其频度。因为项目集 m的任何 

子集 m，的频度一定大于或等于 的频度，所以频繁项目集的 

所有子集也是频繁项 目集。如果项目集 m的任何项目数为 2 

的子集 都是频繁项 目集，则我们估计它是频繁项目集。否 

则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频繁项目集。如果我们估计项目集 m 

是频繁项 目集 ，我们还可以估计 m的频度为所有 的频度中 

的最小值。 

另外 ．相关术语也应该是经常在用户的查询中一块儿出 

现的术语，所以我们还定期用关联规则发现的方法得到用户 

查询中的频繁术语集．依此更新相关术语集。即如果用户查询 

中的频繁术语集不出现在相关术语集中．则将这个频繁术语 

集及其文件频度加入相关术语集。 

5．5 基于相关术语簟的搜索引擎有用性计算 

相关术语集对于支持布尔查询和支持向量查询的搜索引 

擎选择都有效。 

对于支持布尔查询的搜索引擎，使用 gGLOSS方法和相 

关术语集相结合描述底层搜索引擎中的资源。其描述方式为： 

引擎 d 中的文档数 如 、一组( ，， ，，Fieldi，)和引擎中的相 

关术语集， ，代表术语 t，，Fieldi 代表出现术语 t，的区域名， 

如标题、作者等。dr,，是术语 t 出现在区域 Field#中的文件频 

率 。如果用户所提交的布尔查询为标题中出现的相关术语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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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术语集可以知道标题中出现相关术语的文档数 ，而 

且这个值是精确值。因而可以提高选择搜索引擎的精确度。如 

果用户查询中含有的术语数大于 2个．用 3．2节的方法估计 

它是否是频繁项目集。如果是频繁项目集．用 3．2节的方法计 

算其频度。表 1的结果表明，3．2节的方法 比用术语相互独立 

的假设计算出来的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如果用 3．2节的方 

法估计用户的查询不是频繁项目集，那么先用 3．2节的方法 

估计出用户查询中的最大频繁项目子集，并估计出它的相关 

性．即标题中出现频繁项目子集中的术语的文档数，将这个频 

繁项目子集中的术语看成一个术语，采用文[2]中的方法来估 

计其有用性。例如：用户的查询由信息、检索和分布式组成。如 

果分布式与信息不是相关术语。且分布式出现在 2O个文档 

中，则该引擎对于查询的有用性为：2O*10／d6,，其中幽 是引 

擎的文档数．1O是相关术语(信息和检索)对应的文档数。如 

果用户的查询不包含相关术语，采用 gGLOSS方法来估计其 

有用性。 

对于支持向量查询的搜索引擎。使用文[5]所介绍的方法 

和相关术语集相结合描述底层搜索引擎中的资源。其描述方 

式为：引擎 中的文档数 db,、db中的相关 术语集和一组 

((户一1)，(户 ))组成 ，其中Pn是 中标题出现术语 t．的 

文档数。设 db'是 的子集，db'中的文档的标题不含 t ．P．=是 

术语 t。出现在 db'的文档中的概率。 ．是 t 在db'中的权重总 

和除以P。2和 db,，即平均权重。假设 t 出现在所有 db'中含 t 

的文档中的权重均为 。 

下面首先介绍查询和文档的相似度计算 ，再介绍查询和 

引擎的有用性计算。 

将查询 Q表示为向量 (口。，口2，⋯，口r)．它满足条件 ：厶  

一1．其中 表示术语 t 在 Q中的权重．我们所采用的计算公 

式为 一 + ，其中 五表示在 Q中出现的 

术语的个数， 表示在这 五个术语中术语t．的出现位置。如果 

t 不在 Q中出现． 的值为 0。将文档 D表示为向量( -，dz． 

⋯
， )，它满足条件 ：O一< <一1，其中 表示术语 t。在 D 

中的权重。在我们的实验系统中，如果 t 出现在标题和作者 

中．则其权重为 1；出现在其它地方．则根据文件频度和反文 
．，-， 、 

件频 度取权重。计 算公式 为：Wi一(0．5+0．5 )Clog 

)，其中 tf(i)为术语 t．在文档D中的出现次数 ， ( )是 

搜索引擎中包含术语 t．的文档数， 是搜索引擎中全部文档 

的数 目，f 是 D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术语的出现次数。由上 

可得 ．Q与 D的相似度如果 以向量间的点积来度量的话，其 

相似度的取值在 0与 1之间。 

在不相关假设下．根据文[5]中的分段法，可计算出搜索 

引擎 db与用户查询 Q：(口。．口2，⋯，口，)间的相似度．考虑如下 

产生式 ： 

(Pll*X l+Pl 2*X l l+ (1一户ll— P12))*⋯ *(户，1* 

xqr+户r2*X 。 r+ (1一 P，l一户r2)) 

设将上述产生式展开后所得公式为 ：( -*X z+⋯+a * 

)，则搜索引擎中与用户查询的相似厦为 b．的文档数为 西。 

因为集成搜索引擎已经存储了相关术语集．所以我们通 

过相关术语集来提高查询与底层引擎有用性估计的精确度。 

如果用户的查询项为相关木语，因为根据相关术语集可以知 

道标题中出现相关术语的文档数，这些文档与用户查询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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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相似度为 1。如果用户的查询项用 3．2节的方法估计为频 

繁项目集。则用 3．2节的方法估计标题中出现这些术语的文 

档数，这些文档与用户查询的平均相似度为 1。在这两种情况 

下，因为不用到产生式展开的方法进行计算。所以可以减少计 

算复杂度。如果在用户的查询项中有相关术语。也有其它术 

语．用户查询与引擎的有用性计算方法如下：因为根据相关术 

语集可以知道标题中出现相关术语的文档数．而产生式对这 

个文档数有一个估计值，即相关术语的出现概率乘以引擎中 

的文档数 ，所以用相关术语的文档数除以引擎中的文档数来 

替换产生式中的估计出现概率。设相关术语为t。和 t ．该替换 

所进行的具体计算为：将产生式中的 

(户。l*X + P。2*X ～ ，+ (1一 P,1一 P,2))*(户J1*X + 

PJ2*X ‘ J+ (1一户Jl--P)2)) 

(记为Ge(db，Q，i，j))替换为：Ge(db．Q．i．j)一p。1* t* 

Pn*x +Ⅳ，，／d6I*) J，其中Ⅳ．，是相关术语集中相关术语 

t。和t 所对应的文档数， ，是搜索引擎 db中的文档数 。 

4 实验结果 

我们所选的实验数据为 786篇信息提取的与数字图书馆 

方面有关的文章．数据来源主要为CIIR所发表的文章和数字 

图书馆杂志中的文章。这些文档的标题中包括术语 1816个， 

其中文件频度大于 2的术语 432个，术语数 目为 2的相关术 

语 454对(标题中出现相关术语的文档的数 目大于 2)。其中 

有 359对相关术语用术语间独立的假设条件计算出的相关度 

小于 1，相关度即标题中同时出现这两个术语的文档的数 目。 

大部分相关术语是专有名词。因为相关术语的数量相对于文 

章数目并不多。从而可知相关术语集所需要的存储空间并不 

多。 

4．1 布尔查询结果 

(1)对于用户的查询为相关术语的情况 

因为我们存储了所有的 454对相关术语及其相关度。所 

以可得相关术语的相关度的精确值。如果用术语间独立假设 

进行计算．在这 454对相关术语中有 359对相关术语的估计 

相关度小于 1．即认为它们不同时出现在文档标题中。只有 95 

对术语的估计相关度大于 1，即认为它们同时出现在文档标 

题中。因此，大大提高了预测的精确度。 

(2)对于用户的查询为 3个术语，且这些术语为频繁项 目 

集的情况 

我们计算出这样的频繁项目集共 296个。用我们的计算 

方法计算出它们的平均有用文档数为 3．75，实际平均有用文 

档数为 3．527，而在术语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下计算出的平均 

有用文档数为 0．114。我们任意选取了 10个这样的查询，其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布 尔查询结果 

、、＼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文档数 、、＼  1 2 3 4 6 7 8 9 查询 10 

实际有用文档数 3 3 3 6 5 5 4 4 8 7 

本文方法计算的文档数 4 3 3 7 7 6 5 5 9 8 

在术语独立假设下计算 1
． 014 0．36 0．17 0．98 0．81 0．91 0．03 0．71 0．5 0．51 

出的文档数 

4．2 向量查询结果 

用户的查询为 3个术语，其中有 2个为相关术语 ，且用 

3．2节的方法估计这些术语不是频繁项目集的情况。取用户 

查询与文档间的相似度临界值为 0．6，取 10个这样的查询 ． 

我们的方法计算出的引擎有用性和用术语间独立假设计算出 

的引擎有用性比见表 2。 

表 2 引擎有用性计算结果 
一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查询 

文档数／相似度 ＼  1 2 3 4 6 7 8 9 10 

实际有用文档数 100 91 19 13 6 13 4 7 7 4 

本文方法计算出的文档 
111．2 103 21 16 7．5 14 4．4 8．3 7．6 4．5 

敬 

在术语独立假设下计算 
48．7 41 14．5 4 3．2 1 0．6 1．74 1 0．7 

出的文档数 

实际有用文档的平均相 0
． 73 0．72 0．72 0．74 0．72 0．72 0．76 0．76 0．79 0．72 

似度 

本文方法计算出的平均 0
． 72 0．72 0．71 0．72 0．7 0．72 0．72 0．71 0．72 0．71 

相似度 

在术语独立假设下计算 
0．70 0．7 o．7 0．66 0．69 0．67 0．67 0．68 0．67 0．66 

出的平均相似度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 ．我们的方法对于向量查询也是很 

有效的。 

结论 集成搜索引擎提供对多个搜索引擎的统一访问， 

从而使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多个搜索引擎进行联合资源发 

现。开发大规模的集成搜索引擎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搜索引擎 

选择问题。术语间的相关性对于搜索引擎选择的精确度有重 

要影响。但是已有的关于术语间的关系的假设都不能有效地 

得到术语间的相关性．如高度相关假设把术语间的相关条件 

放宽了．认为任何术语都是相关的，不相交假设则认为任何术 

语都不是相关的。术语间相互独立假设认为术语间的相关关 

系只与术语的文件频度有关。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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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流中的对象联系起来。OCI中提供的内容信息。可以将 

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转化成基于文本的检索。缺点在于需要 

改造现有的编解码器。并且表示方式不够灵活多样。另外， 

MPEG-4协议中定义的 XMT也是可利用的对象。但是 XMT 

的定义初衷是保留、维持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同样在使用 

上不能完全适应检索的需要。MPEG一4格式的对象结构。使我 

们用结构化的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来表示更为容易。利用 

MPEG一4标准和 XML技术的结合．将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 

转化为对 XML文档的检索。是一条捷径。已有的工作与此有 

相关性．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检索的例子。这里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怎样定义 XML标签集。才能完全表示 MPEG一4视频内 

容，且 XML的表示文档要有合理的开销。合理的索引结构也 

是必要的。我们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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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nfoPyramid的XML表示： 
<NEW S—STORY) 

(Program)ABE Evening News<／Program) 
<date)11／2／97<／date) 

(Video> 

<Component) 

<Co ntent-type)video／avi<／Co ntent-type) 

<URLL)http：∥foo．com／news1．avi(／URL) 
<bit—rate)1Mbs<／bit．rate)⋯⋯ 
<／Co mponent) 
<Compo nent) 

<Content--type )video／Ba mba<／Content．．type) 

<／Component) 

<／Video) 
<transcript)······(／transcript) 

(／NEWS-ST0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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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集的搜索引擎内容描述方法。并将之结合到 gGLOSS方 

法和文Esl的计算方法中。使之对于支持布尔查询和支持向量 

查询的搜索引擎选择都有效。从实验结果可知。它有效提高了 

引擎选择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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