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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信息检索效率的途径— 提高查全率与查准率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刘 晓

【摘 要」查全率和查准率是评价文献检索效果的两项重要指标
,

本文通过对影响查全率和查准率的 因素分析
,

从检索途径
、

数据库

选择等方面探讨 了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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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效率是指全
、

准
、

快
、

便
、

省 (检全率
、

检准率
、

检索方便性
、

检索成本与效益),最主要的是全和准
。 ` ,〕19 5 5 年

,

美国的佩里 (J W
.

eP rr 力
和肯特 (A

.

14e nt) 最先提出了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概念
。

上世纪 5 0 一 60 年
代

,

英国学者克里维顿(C
.

M
.

cl ve er do n) 在他著名的 c r an ife ld 试验中首次

将查全率 (R ec all )和查准率 (rP ec iis on )作为信息检索系统效率的评价指
标

。 `刃
半个世纪过去了

,

在高性能计算机
、

数据库
、

数据仓库和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领域的今天

,

查全率与查准率仍是衡量
文献信息检索效果的重要数据指标

。

1
.

信息检索中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在某个数据库或信息检索系统中

,

对某个单主题
、

多主题或者复合
主题进行检索时

,

检出一定数量的文献
,

其中有的是检索主题的相关文

献 ( t )
,

剩下的是非相关文献 ( f )
。

而在整个数据库或者信息系统中对于
检索主题存在一个相关文献信息的总量

,

除去检索出的相关文献
,

还存
在没有检索出的即漏检的相关文献 (d)

。

则查全率 ()R
=
斌 t+d )

x 100 %
,

查

准率 ( P卜灯(t功
x 10 0%

。

2
.

信息检索中查全率与查准率之间的关系— 互顺和互逆关系
2

.

1从两者的计算公式来看
,

我们也可以尝试推论一下两者的关
系

。

设某一数据库的某一相对稳定的时刻
,

包含信息总量为 z
,

此时对

于检索主题的相关信息量 t
+d 固定不变

。

假如我们设定一种极限的状
况

,

检索出的信息总量 t+f 也为 z
,

当查全率最大的时候
,

R月
,

d习
,

查准
率 P =

斌+t 匀
= “ z

,

此时
,

P的大小只随 t而变化
,

P可能很大
,

也可能很小
,

此时 P与 R 并不存在可逆关系
,

反之亦然
。

或者简单的作下代换
,

得到
P =

(t
+
d) / (t

+
匀

x R =
(t
+
d) /2 x R

,

由于 (t
+ d ) /z ) O

,

P与 R 则呈现出一种互顺
关系

。

也就是说在检索中可使查全率和查准率同时提高
。

2 2 然而
,

相对于互顺关系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互逆关系
,

许多检
索实例也证明了两者的互逆关系

。

如英国学者克里维顿 (C
.

M
.

c lve er -

do n) 著名的克兰菲尔德 c ran ife ld 6试验
。

对于实际检索而言
,

理想的状

态 当然是查全率与查准率都为 100 %
,

然而
,

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

。

对于一个已经确定数据库的某一时刻来说
,

对于要检索的主题
,

它
应该存有这一专业领域的文献信息集合

。

此时要想检索到更多的信
息

,

势必要对检索范围放宽
,

检索途径要宽
,

选择检索词时泛指性要强
,

逻辑运算符应选择具有扩检意义的
“

逻辑或
”

关系 (o r)
,

这时避免了大量
漏检相关信息

,

然而这样做必然使同时检索出不相关的信息增多
,

也就

是
“

噪声
”

增加
,

势必降低检索的准确性
。

相反为了检索结果更加准确
势必要减小检索范围

,

严格控制检索途径
,

精确选用检索词
,

使用
“

逻辑
与

”

关系 (
a

nd )作为运算符
,

此时虽然得到的信息与所检索的主题匹配
度较高

,

{已己漏检的相关信息量就会大 大提高
,

全面性必然受到影响
。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普及
,

电子信息资源成几何级数增长
,

用户
对电子信息资源的需求也 日益增长

。

为了迎合这一趋势
,

数据库建设
也蓬勃发展起来

,

数据库的规模越来越大
、

内容越来越多
,

数据库运营

商都想以大而全吸引用户
。

相对的在一个 日益庞大的数据库中某一主
题的相关信息的集合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小

,

这对查全率和查准率都
产生了影响

,

实际应用中多体现为查全率上升
、

查准率下降
。

3
.

实际工作中提高信息检索的效率
查全率和查准率对检索系统的评价是通过该系统的检索命令和检

索式在该系统后台进行匹配而得到的结果中反映出来
,

是检索系统质

量和检索策略质量的综合体现
。 3̀〕
信息检索技术首先涉及的是计算机

对用户的需求识别与转换技术
,

包括提问式的构造技术
、

自然语言技
术

、

信息过滤技术
、

跨语言检索/机器翻译技术等
。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
探索利用新的信息技术

,

来解决查准率的问题
。

语言学和数据挖掘技

术以及智能代理技术在相继应用于网络信息检索
。 们̀
这些技术改善了

传统检索中简单的
“

字
” 、 “

词
”

匹配
,

实现概念匹配
、

用户行为分析
,

从而
提高了文献标引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

目前信息系统基于文本分
析

、

自动分词技术的自动标引
,

作为检索人员都无法控制
。

那么从检索

者的角度
,

如何提高文献检索的效果
,

可以注意以下问题
。

3
.

1检索前充分准备
。

工作在正式检索之前应对所检索的主题有

较深人的理解
,

努力做好知识储备和准备工作
。

对主题内容进行分析
、

与委托人进行交流
,

分析出检索词
、

检索词的从属词
、

同位词甚至英文
翻译等

。

如
“

工艺参数对钦合金镀铬质量的影响
”

这一课题
。

通过与委
托人交流

,

需要查询的是航空航天工业中
,

钦合金镀铬质量的问题
,

而

钦合金属于轻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

镀铬是在金属制品表面镀上一层致
密的氧化铬薄膜

,

可以使得金属制品更加坚固耐用
,

在电镀工业中一直
占重要的地位

。

仅仅通过简单的分析
,

我们在检索时为了提高查全率

就应该同时考虑以
“

轻有色金属
”

和
“
电镀

”

为检索词
。

3
.

2选择合适的数据库
。

当代电子资源数据库繁多
,

然而
,

规模
、

质
量各不相同

,

侧重也有所不同
。

对不同主题进行检索时
,

选择也应该灵

活
、

准确
。

首先应选择专业数据库
,

如检索航空航天领域的主题就可以

检索航空工业文摘数据库
、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IA A )A全文电子期刊及

会议论文数据库
、

A v 一D A T A 全球航空法规数据库
,

同时辅助检索综合

性的大型数据库
,

如 c N 14I
、

s p ir n ger iL nk 外文库等
。

同时
,

为了满足科研
需要

,

应尽量选择能够提供全文的数据库
。

此外
,

各大数据库多提供电

子期刊文献
,

而在实际检索时还应注意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等的检索
,

以免造成大范围的漏检
。

3 3 使用模糊检索
。 “

模糊检索
”

是与
“

精准搜索
”

相对应的一个概
念

,

由模糊的语言及关系运算符
、

逻辑运算符等组成的约束条件下
,

从
数据库中检索出在某一程度上满足约束条件的记录

,

这种检索称为模

糊检索
。 `5〕
在模糊检索条件下系统可以智能识别词组中的单词并进行

拆分搜索
,

模糊检索时拆分所得的结果约等于两词用
a

nd 连接
。

模糊
检索并不等同于布尔逻辑运算

。

实际上模糊检索是在模糊数学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检索技术理论是布尔逻辑的扩展
。

用布尔逻辑只能根据逻
辑值

“

非真即假
”

来考察系统中是否还有符合检索提问的文献
。

可是
,

检索词在归属或不归属文献之外还存在
“

部分归属
”

文献的情况
,

如一

个词的多种形态
,

在精确匹配系统看来他们是不同的
,

而从用户的角度
看他们是相同的

。

3井多途径构建检索式
。

数据库专业检索中通常有责任者
、

题名
、

主题词
、

文摘
、

全文
、

分类
、

刊名
、

机构
、

单位等多种检索途径
。

用同一检

索词在主题词与全文中检索
,

结果可能相差百倍
。

为了尽量减少漏检
和错检

,

可适当的控制检索途径
。

而对于不同的检索课题或同一课题
的不同检索阶段

,

通过责任者
、

机构等不同的检索途径
、

限定文献类型
和时间可起到不同的检索效果

。

在 日常检索中
,

检索人员常常忽视责
任者

、

机构
、

单位等与文献主题无直接关系的途径
,

实际上通过这些途
径检索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

对于某一专业主题
,

通过对具有权威性

的专家臼者和单位机构的检索
,

能够减少因为标引质量不高引起的漏检
。

3万多用
“

逻辑或
” ,

减少
“

逻辑与
” 。

无需多言
,

只看一个实际的例
子

。

在万方数据知识平台用
“

钦合金
”

和
“

镀铬
”

在主题中以
“

逻辑或
”

检

索得到期刊论文
、

学位论文等结果合计 15 0 01 条
,

而以
“

逻辑与
”

检索
,

结果只有 5篇文献
。

3石充分利用数据库或信息系统提供的相关内容
。

对于现在的数
据库或信息系统来说

,

简单提供文献的匹配查询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竞

争的需要
,

很多数据库提供网络式增值服务
,

即对选中的任何一篇相关
文献提供形成网络的链接服务

。

以中国知网为例
,

以
“

钦合金镀铬
”

为

检索词检索
,

得到一篇文章
,

此时在文章题录下方就有该文章链接的文
献网络图示

,

如下图所示
:

此外
,

还列出了系统自动匹配的【引证文献 ]
、

【相似文献 ]
、

【同行关
注文献 ]

、

【相关作者文献 ]
、

【相关机构文献」以及【文献分类导航 ]
。

通
过这些链接

,

就可以建立检索到的相关文献的立体关系网络
,

从而不断

扩展检索范围
。

4
.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信息资源的不断增加

,

检索工具也更为
广泛

,

但是各种检索工具都有自己的信息收集方式
、

检索算法和结果排

序方式 ;信息组织没有统一的规格
,

索引方式也各不相同
,

标引质量更是
参差不齐

。

但是
,

从整体上看
,

检索技术正朝着智能化检索
、

全文检索
、

基于知识的检索
、

多媒体检索
、

多语言检索等方向发展
。 司̀只要采取合

理的措施和科学的策略
,

就能够提高用户的信息需求的满意度
,

使查全

率和查准率都达到理想状态
,

从而实现检索效率最佳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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