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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的语义检索方法
王旭阳，尉醒醒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为有效解决本体查询扩展的语义边界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本体和局部共现的查询扩展方法。计算概念在本体中的

语义相似度和局部文档中的相关度，构成概念之间总的关联度来筛选扩展词；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扩展词权重的计算方

法，考虑原查询词的重要程度以及扩展词与原查询词的关系，改进查询与文档相关度的计算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在设计

的语义检索系统中，该方法在保证查全率的基础上能有效提高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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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基于本体 的 语 义 检 索［１－３］与 基 于 关 键 词 的 传 统 检 索 相

比，检索性能 有 所 提 高，其 中 查 询 扩 展 技 术 作 为 解 决 “词

不匹配”、“信息迷 向”等 问 题 的 有 效 手 段 备 受 学 者 的 关 注

和研究。基于关键词的查询扩展方法［４－６］，不仅存在自身 不

可避免的缺点，而且 对 查 询 请 求 的 扩 展 也 缺 少 语 义 上 的 理

解。基于本体的查询扩展［７－９］虽然能解决关键词查询扩展存

在的缺陷，但是也有 人 质 疑 扩 展 脱 离 了 待 检 索 的 语 料 集 以

及存在语义边 界 确 定 困 难 的 问 题。此 外，由 于 用 户 关 心 的

往往只是排在前 面 的 检 索 结 果，如 果 排 序 靠 前 的 文 档 与 用

户的查询相符则 认 为 是 检 索 成 功，否 则 对 用 户 来 说 检 索 是

不理想的，所以设计 一 个 排 序 上 相 对 准 确 的 算 法 显 得 尤 为

重要。针对 上 述 问 题，改 进 了 基 于 本 体 的 查 询 扩 展 算 法，

同时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改进了查询－文档相关度的计算。

１　基于本体和局部共现的查询扩展方法

基于本体的查询 扩 展 是 根 据 构 建 的 领 域 本 体 为 用 户 的

查询请求筛选相 关 的 概 念 加 入 原 查 询，从 而 达 到 扩 展 原 查

询的目的。然而这种 方 法 仅 仅 是 依 靠 建 立 好 的 本 体 来 扩 展

概念，并没有考 虑 概 念 在 要 检 索 的 文 档 中 的 有 关 信 息，因

此扩展时加入了 概 念 之 间 在 文 档 中 的 相 关 度，以 便 更 准 确

的衡量概念之间的关系。

１．１　基本思想

设置初始查询各概念的权重都为１，提交检索系统后得

到与查询相关的 前ｎ篇 局 部 文 档 集Ｓ。利 用 概 念 在 本 体 中

的相似度和在局 部 文 档 中 的 相 关 度，构 造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联

度矩阵，并根据关联 度 大 小 选 出 各 初 始 查 询 概 念 的 候 选 扩

展概念，之后计算候 选 扩 展 词 与 整 个 查 询 的 相 关 度 进 一 步

对候选扩展概念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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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语义相似度

在描述的本体 层 次 结 构 中，下 层 概 念 是 对 上 层 概 念 的

细化，当概念之 间 最 短 路 径 上 的 有 向 边 个 数 相 等 时，位 于

下层概念 之 间 的 相 似 度 要 大 于 上 层 的。如 概 念 对 （内 存、

外存）和 概 念 对 （ＲＡＭ、ＲＯＭ），路 径 距 离 都 是２，显 然

后一对概念的相似度较大。

定义１　给 定 有 向 边Ｆ→Ｓ，它 的 深 度 为 节 点Ｆ 的 深

度，则该有向边所表示的语义距离Ｄｉｓｔ（Ｓ，Ｆ）为

Ｄｉｓｔ（Ｓ，Ｆ）＝１／Ｗ（Ｓ，Ｆ） （１）

式中：Ｗ（Ｓ，Ｆ）＝ １
２Ｄｅｅｐ（Ｆ）＋

１
２Ｄｅｅｐ（Ｆ）－１＋

…＋１２
为该有向边的

权重。

定义２　概念Ｃ１和Ｃ２之间总的语义距离Ｄｉｓｔ（Ｃ１，Ｃ２）

Ｄｉｓｔ（Ｃ１，Ｃ２）＝Ｌｉｎｋ［Ｃ１，Ｎｃ（Ｃ１，Ｃ２）］＋

Ｌｉｎｋ［Ｃ２，Ｎｃ（Ｃ１，Ｃ２）］ （２）

Ｌｉｎｋ［Ｃ１，Ｎｃ（Ｃ１，Ｃ２）］＝ ∑
ｎ∈ｐａｔｈ（Ｃ１，Ｎｃ（Ｃ１，Ｃ２））

Ｄｉｓｔ（ｎ，ｐａｒｅｎｔ（ｎ））

（３）

其中，Ｎｃ（Ｃ１，Ｃ２）表 示 节 点Ｃ１和Ｃ２的 最 近 公 共 祖 先 节

点，ｐａｔｈ（Ｃ１，Ｃ２）表示在本 体 层 次 结 构 中Ｃ１到Ｃ２的 最 短

路径上所有有 向 边 的 集 合，Ｌｉｎｋ ［·，Ｎｃ（Ｃ１，Ｃ２）］表 示

节点与最近公共祖先节点的语义距离。

我们用下面的公式将语义距离转化成语义距离相似度

Ｓｉｍ（Ｃ１，Ｃ２）＝１－ Ｄｉｓｔ（Ｃ１，Ｃ２）
２（Ｍａｘｄｅｐ－１）

（４）

式中：Ｍａｘｄｅｐ表示本体层次结构的最大深度。

１．３　语义相关度

局部分析法是用 词 项 在 局 部 文 档 中 的 词 频 信 息 来 扩 展

初始查询。如果 选 出 的 局 部 文 档 与 查 询 的 相 关 性 很 大，那

么该方法就能 很 好 的 扩 展 查 询，相 反，会 得 到 大 量 与 原 查

询不相关的词语。

概念在一定的文本窗口 范 围 内 的 共 现 性 分 析［１０］从 某 种

程度上反映了 它 们 之 间 的 相 关 度，共 现 度 越 大，说 明 相 关

度也越大。本文 以 一 篇 文 档 为 有 效 窗 口，则 在 有 效 窗 口 范

围内概念Ｃ１和Ｃ２的共现频度为

ｃｆ（Ｃ１，Ｃ２ ｄ）＝ｌｏｇ（ｔｆ（Ｃ１ ｄ）＋１．０）×

ｌｏｇ（ｔｆ（Ｃ２ ｄ）＋１．０） （５）

式中：ｔｆ（· ｄ）指在概念在文档ｄ中出现的次数。

由于我们要在整个局部文档集Ｓ中分析概念Ｃ１和Ｃ２的

关系，所以在Ｓ中的平均共现频度为

ａｃｆ（Ｃ１，Ｃ２ Ｓ）＝
∑
ｄ∈Ｓ
ｃｆ（Ｃ１，Ｃ２ ｄ）

Ｎ
（６）

式中：Ｎ 为共同出现概念Ｃ１和Ｃ２的文档数。

概念之间的相 关 度 与 它 们 在 文 档 中 的 距 离、在 文 档 中

共同出现的次 数 以 及 文 档 集 中 出 现 两 者 的 文 档 数 有 关［１１］。

因此用下面给出的公式计算概念之间的共现度权值［１２］

ｃｗ（Ｃ１，Ｃ２）＝
ａｃｆ（Ｃ１，Ｃ２ Ｓ）×ｌｏｇ（ｆＣ１，Ｃ２＋１．０）

ｌｏｇ（ａｖｇｓ（Ｃ１，Ｃ２）＋２．０）
（７）

式中：ｆＣ１，Ｃ２为出现概念Ｃ１和Ｃ２的 文 档 数 占 局 部 文 档 集 总

数的比 率，ａｖｇｓ（Ｃ１，Ｃ２）为 两 者 在 局 部 文 档 集 中 的 平 均

距离。

１．４　扩展概念的选择

得到概念之间在 本 体 中 的 语 义 相 似 度 和 在 局 部 文 档 中

的相关度后，两者共同构成概念之间的关联度Ｒｅｌ（Ｃ１，Ｃ２）

Ｒｅｌ（Ｃ１，Ｃ２）＝Ｓｉｍ（Ｃ１，Ｃ２）·ｃｗ（Ｃ１，Ｃ２） （８）

同一个概念之间关联度我们定义为１，所以由以上分析

和计算可以得到本体中概念之间的关联度矩阵ＲｅｌＭ

ＲｅｌＭ ＝

１　 Ｒｅｌ（Ｃ１，Ｃ２） … Ｒｅｌ（Ｃ１，Ｃｎ）

Ｒｅｌ（Ｃ２，Ｃ１） １ … Ｒｅｌ（Ｃ２，Ｃｎ）

   

Ｒｅｌ（Ｃｎ，Ｃ１） Ｒｅｌ（Ｃｎ，Ｃ２） …

熿

燀

燄

燅１

基于本体和局部 共 现 的 查 询 扩 展 结 合 了 局 部 查 询 扩 展

的优点和本体语 义 查 询 扩 展 的 优 点，使 得 概 念 之 间 关 联 度

的衡量更加准确。

对于初始查询 经 预 处 理 映 射 成 本 体 中 的 概 念，表 示 成

Ｑ（Ｃ１，Ｃ２，…，Ｃｋ）。查 找 关 联 度 矩 阵，当 某 个 概 念 与 初

始查询概念的关联 度Ｒｅｌ（Ｃ１，Ｃ２）＞λ１时，该 概 念 则 被 选

为候选扩展概念。然 而 单 个 扩 展 词 并 不 能 完 全 真 实 的 反 映

查询意图，所以我们 根 据 概 念 与 整 个 查 询 的 关 系 对 候 选 扩

展概念进行再一次的筛选。其计算方法如下

Ｒｅｌ（Ｑ，Ｃｉ）＝∑
Ｃｋ∈Ｑ
Ｒｅｌ（Ｃｉ，Ｃｋ） （９）

当概念Ｃｉ与 初 始 查 询Ｑ（Ｃ１，Ｃ２，…，Ｃｋ）的 相 关 度

Ｒｅｌ（Ｑ，Ｃｉ）＞λ２时则将概念Ｃｉ作为最终的扩展概念。查询

扩展算法描述如下：

（１）对用户提交的查询请求Ｑ，结合本体中的概念经分词

和概念的提取后，得到初始查询概念集Ｑ（Ｃ１，Ｃ２，…，Ｃｋ）。

（２）初始查询概念集中的各概念的权重设为１，送交检

索系统 检 索，选 取 检 索 结 果 的 前ｎ篇 文 档 作 为 局 部 文 档

集Ｓ。

（３）在本体通过式 （４）计算语义相似度，利用式 （７）在

局部文档中计算相关度，构造概念之间的相关度矩阵ＲｅｌＭ。

（４）查询概念关联 度 矩 阵，根 据 参 数λ１为 每 个 初 始 查

询概念Ｃｉ选取候选扩展概念集Ｃｉ（Ｃｉ　１，Ｃｉ　２，…）。

（５）用 式 （９）计 算 查 询 和 候 选 扩 展 概 念 之 间 的 相 关

度，将相关度＞λ２的扩展词作为最终的扩展词。

２　查询－文档相关度计算

检索系统将检 索 结 果 返 回 给 用 户 后，用 户 只 关 心 排 在

前面的检索结果，所 以 计 算 查 询 和 文 档 的 相 关 度 关 系 到 检

索系统的性能和 用 户 对 检 索 系 统 的 评 价。在 计 算 方 法 上 既

要考虑到复杂度 又 要 兼 顾 计 算 的 准 确 性，计 算 太 复 杂 会 影

·９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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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响应时间，太简单又不能 准 确 的 反 应 查 询－文 档 之 间 的 相

关度大小。

２．１　权重计算

对于查询和文 档 来 说，不 同 的 词 语 或 者 概 念 具 有 不 同

的重要程度。查询中词语或 概 念 权 重 的 分 配 是 计 算 查 询－文

档相关度的基础。大 多 数 查 询 扩 展 方 法 选 择，传 统 的Ｒｏｃ－

ｃｈｉｏ方法计算扩展词的权重

Ｗ（ｑ　Ｑｎｅｗ）＝α·Ｗ（ｑ　Ｑ）＋β·
∑
ｄ∈Ｓ
Ｗ（ｑ　ｄ）

ｎ
（１０）

式中：Ｗ（ｑ　Ｑ）为词语ｑ在初始查询Ｑ 中 的 权 重，一 般 由

ｑ在Ｑ 中的频度得到；Ｗ（ｑ　ｄ）表示ｑ在文档ｄ中的权重，

通常可由ＴＦ－ＩＤＦ、ＢＭ２５０等方 法 得 到；ｎ为 局 部 文 档 集Ｓ
中的文档数。

然而上述方法 存 在 以 下 问 题：①原 始 查 询 经 分 词 得 到

查询关键词，这部分 词 用 上 述 公 式 计 算 时 若 按 词 频 表 示 权

重，则它们的Ｗ（ｑ　Ｑ）都是相等的；而对于扩展词来说不

在原查询中出现，它们的Ｗ（ｑ　ｄ）都 为０。即 公 式 前 一 部

分的计算在 上 述 两 种 情 况 下 并 不 能 细 致 区 分 他 们 的 权 重。

②分配权重时，并没 有 考 虑 各 原 查 询 词 的 重 要 程 度 以 及 扩

展词与原查询的关系。

基于对上述问 题 的 考 虑，本 文 首 先 通 过 局 部 文 档 得 到

概念的权重Ｗ（Ｃｉ ｄ）

Ｗ（Ｃｉ ｄ）＝
∑
ｄ∈Ｓ
ｌｏｇ（ｔｆ（Ｃｉ ｄ）＋１．０）

ｎ·Ｍａｘ｛Ｗ（Ｃｉ ｄ）｝
（１１）

式中：ｔｆ（Ｃｉ ｄ）为 概 念Ｃｉ在 文 档ｄ 中 出 现 的 次 数，除 以

Ｍａｘ｛Ｗ（Ｃｉ ｄ）｝是为了将权重归一化。

初始查询概念集Ｑ（Ｃ１，Ｃ２，…，Ｃｋ）中的每个概念按

式 （１１）计 算 得 到 权 重，而 对 于 他 们 的 候 选 概 念Ｃｉ（Ｃｉ　１，

Ｃｉ　２，…），概念Ｃｉｊ的权重既要考虑到原查询概念Ｃｉ的重要

程度，又要考虑到与 概 念Ｃｉ的 关 联 程 度，以 及 扩 展 词 本 身

在局部文档中的 重 要 程 度，因 此 本 文 给 出 一 个 扩 展 词 权 重

Ｗ（Ｃｉｊ）的计算方法

Ｗ（Ｃｉｊ）＝αＷ（Ｃｉ ｄ）＋βＲｅｌ（Ｃｉ，Ｃｉｊ）＋

γＷ（Ｃｉｊ ｄ）　　　 （１２）

式中：α，β，γ为调节参数，且α＋β＋γ＝１，Ｗ（Ｃｉｊ ｄ）按

式 （１１）计算得到。

２．２　相关度计算

用户最终的查询向量由初始查询概念和扩展概念组成，

原查询概念和各扩展概念的权重分别 由 式 （１１）和 式 （１２）

计算得到，如果一个 概 念 存 在 于 多 个 原 查 询 概 念 的 扩 展 概

念集中，取较 大 的 权 重 作 为 该 概 念 在 查 询 向 量 中 的 权 重。

则扩展后的Ｎ 维用户查询向量为ＱＥ（Ｃ１，Ｃ２，…ＣＮ）。

待检索的文档集Ｄ中的每一篇文档ｄ，经过预处理后，

对ｄ构造Ｎ 维文档向量Ｔｄ（ｔ１，ｔ２，…ｔＮ），ｔｉ∈Ｃ。对于文

档中的概念我们用方ＴＦ－ＩＤＦ法计算其权重

Ｒｅｌ（ＱＥ，ｄ）＝ ∑
ｉ＝１，．．，Ｎ

∑
ｊ＝１，…，Ｎ

ＷＱＥ（Ｃｉ）Ｗｄ（Ｃｊ）．

Ｒｅｌ（Ｃｉ，Ｃｊ）且Ｒｅｌ（Ｃｉ，Ｃｊ）＞λ１ （１３）

式中：ＷＱＥ（Ｃｉ）为查 询 向 量 中 概 念 的 权 重，Ｗｄ（Ｃｊ）表 示

文档中概念的权重。在 扩 展 时，原 查 询 概 念 与 某 个 概 念Ｃｉ
的关联度大于λ１时被 选 为 该 概 念 的 候 选 扩 展 概 念，所 以 为

了避免相关度小 的 概 念 降 低 整 个 文 档 的 相 关 度，本 文 加 了

一个Ｒｅｌ（Ｃｉ，Ｃｊ）＞λ１的限制条件。

３　实验及结果

３．１　实验设计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设计了一个小型检索系统，

其结构如图１所 示，主 要 包 括 本 体 的 构 建 及 推 理、查 询 和

文档预处理、查询扩展和检索模块。

图１　检索系统结构

构建领域本 体 时，我 们 选 择 计 算 机 领 域，借 助 领 域 术

语和相关计算机专家利用Ｐｒｏｔéｇé工具构建的一个简单的由

ＯＷＬ语言描述的计算机领域本体，其中概念之间的主要关

系为ｉｓ＿ａ和ｐａｒｔ＿ｏｆ关系。对构建好的本体利用开源工具

Ｊｅｎａ对此领域本体 进 行 相 应 的 推 理 操 作。对 构 建 好 的 本 体

利用开源工具Ｊｅｎａ对此领域本体进行相应的推理操作。

查询扩展是利用 基 于 本 体 和 局 部 共 现 性 分 析 的 算 法 对

初始查询概念进 行 扩 展，使 扩 展 后 的 查 询 更 能 反 映 用 户 的

查询请求。

查询预处理主要过程如下：

（１）导入计算 机 领 域 本 体 相 关 概 念 词 典Ｃ，该 词 典 由

Ｊｅｎａ推理得到。

（２）使用ＩＣＴＣＬＡＳ自 带 的 方 法 将 概 念 词 典Ｃ写 入 用

户词典，并更新词库。

（３）利用ＩＣＴＣＬＡＳ对用户的查询请求进行分词和去停

用词处理。

·０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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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词结 果 与 本 体 概 念 词 汇 集 进 行 比 较，提 取 出 查

询概念及该概念的同义概念，供查询扩展使用。

文档预处理的 最 终 目 的 是 建 立 索 引。由 于 标 准 的 测 试

文本集 （如ＴＲＥＣ）包 含 的 领 域 范 围 较 广，很 难 建 立 一 个

与之对应的本体 来 验 证 该 检 索 方 法 的 有 效 性，所 以 实 验 中

利用网络爬虫工 具 从 Ｗｅｂ上 得 到２８００篇 有 关 计 算 机 领 域

的文档作为测试集，其处理过程如下：

（１）通过 与 ＨＴＭＬ网 页 中 标 记 符 （如＜ｔｉｔｌｅ＞、＜

ｂｏｄｙ＞等）匹配的方法来抽取 Ｗｅｂ文 档 中 的 文 本 信 息 并 进

行存储。

（２）对提取 出 的 文 本 信 息 进 行 分 词，类 似 于 查 询 预 处

理过程的分词同样需要借助本体概念集Ｃ完成。

（３）分词结 果 与 本 体 中 的 概 念 进 行 比 较，抽 取 出 文 档

概念集，比较时如果有同义概念则添加到文档概念集中。

（４）利用ＴＦ－ＩＤＦ算法计算概念的权重，满足一定阈值

的概念作为文档的语义向量即Ｔｄ（ｔ１，ｔ２，…ｔＮ），ｔｉ∈Ｃ。

（５）构建倒 排 索 引，结 构 如 图２所 示，其 中 概 念 列 表

存储在内存，而倒排列表和文档集存在磁盘。

图２　文档概念索引结构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以标准的查 全 率Ｒｅｃａｌｌ、查 准 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Ｆ测 试 值

为主要的评价指标［１３］，所以 本 文 查 询 扩 展 算 法 仍 采 用 该 方

法评价 系 统 性 能，以Ｐｒ＠ｎ 为 辅 助 评 价 指 标。并 用 文 献

［１２］中根据标准指标 ＭＡＰ （ｍｅ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定义

的ＡＰ＠ｍ 指标评价查询－文档相关度算法

Ｒｅｃａｌｌ＝
检索出的相关文档数

文档库中全部相关文档数
（１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检索出的相关文档数

检索出的文档总数
（１５）

Ｆ－测试值综合反 映 了 查 全 率 和 查 准 率 两 个 方 面，能 够

较好的反应查询性能

Ｆ－测试值 ＝２×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６）

Ｐｒ＠ｎ表示 的 是 在 检 索 出 的 前ｎ篇 文 档 中 的 查 准 率，

采用该评价指标主要 是 由 于 用 户 通 常 只 关 心 靠 前 的 检 索 结

果，如检索结果的第一页或者前两页

Ｐｒ＠ｎ＝
检索结果的前ｎ篇中相关文档数

ｎ
（１７）

ＡＰ＠ｍ 描述前ｍ 个 检 索 结 果 中 相 关 文 档 的 准 确 率 平

均值

ＡＰ＠ｍ ＝ １ｋ ∑ｒａｎｋｉ≤ｍ
ｉ
ｒａｎｋｉ

（１８）

式中：ｋ表示前ｍ 个结果文档中相关文档的个数，ｉ表示前

ｍ 个结果文档中 第ｉ个 相 关 文 档，ｒａｎｋｉ表 示 第ｉ个 相 关 文

档在结果文档中的排序。

实验中将无查询扩展 （即初始检索 结 果）、基 于 本 体 的

查询扩展 （即 只 根 据 本 体 中 的 语 义 相 似 度 进 行 查 询 扩 展）

和本文查询扩展 方 法 相 比 较，在 比 较 中 文 档 的 排 序 采 用 传

统的向量空间模 型。实 验 中 利 用 不 同 的 查 询 关 键 字 分 别 进

行了３０次查询，其平均查询性能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３种扩展方法的查询性能比较

查询扩展方法 Ｒｅｃａｌ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ｒ＠１０Ｐｒ＠２０

无查询扩展 ０．４３２　 ０．３５４　 ０．３８９　 ０．４１１　０．３８２

基于本体的查询扩展 ０．５７８　 ０．６０２　 ０．５９０　 ０．６６４　０．６４３

本文查询扩展方法 ０．５９３　 ０．６８５　 ０．６３５　 ０．７３２　０．７０６

从表中可以 看 出，与 未 扩 展 的 检 索 相 比，基 于 本 体 的

扩展和本文查询 扩 展 方 法 在 查 询 性 能 上 均 有 所 提 高。而 本

文查询扩展方法 与 基 于 本 体 的 查 询 扩 展 方 法 相 比，在 保 证

查全率的基础 上 查 准 率 有 所 提 高。其 主 要 原 因 是，在 查 询

扩展时，原查询得到候选 概 念 后，又 根 据 查 询－概 念 的 相 关

度对候 选 扩 展 概 念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筛 选，保 证 了 扩 展 词 的

质量。

本文对查询－文档相关度 排 序 算 法 进 行 了 改 进，所 以 为

了验证该算法的有效性，实验中 用 ＡＰ＠ｋ为 评 价 指 标，分

别将传统向量空间模型排序和 本 文 查 询－文 档 相 关 度 排 序 进

行比较，其扩展 算 法 均 采 用 本 文 查 询 扩 展 算 法。由 于 用 户

往往最多只关心前２０个检索结果，所以在实验中取ｋ＝２０。

选取３０次查询中的１０次进行ＡＰ＠２０的比较，其中相关性

的判断采用专家评判的方法，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查询－文档相关度算法比较

在查询扩展中，扩 展 规 模 也 是 影 响 查 询 性 能 的 重 要 因

素。扩展词过少 不 能 充 分 表 达 用 户 的 查 询 需 求，而 扩 展 词

·１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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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又会使查 询 结 果 精 度 降 低。图４通 过 比 较 查 准 值，反

映了扩展规模对查询性能的影响。

图４　扩展规模对查询扩展方法的影响

当扩展词个数在１５个左右时，基于本体的查询扩展和

本文方法可获得较好的查询性能，当扩展词个数超过４０个

时其查询性能甚至低于未扩展的检索性能。

４　结束语

本文将语义查 询 扩 展 和 统 计 查 询 扩 展 相 结 合，更 准 确

的反应了概念之 间 的 关 系，扩 展 概 念 更 接 近 用 户 的 查 询 意

图。扩展词 权 重 计 算 的 改 进 和 查 询－文 档 相 关 度 计 算 的 改

进，使得检索结 果 的 排 序 更 满 足 用 户 的 查 询 需 求。实 验 结

果表明该语义检索方 法 在 保 证 查 全 率 的 基 础 上 能 有 效 提 高

查准率。然而以上方 法 都 是 建 立 在 对 本 体 中 所 有 概 念 建 立

了关联度的基 础 之 上 的，其 计 算 量 大。所 以 下 一 步 的 研 究

重点是如何只分 析 部 分 相 关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联 度，减 少 关 联

度的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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