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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摘　要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是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结合的一体化语言。第四种情报检索语

言系统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检索系统 ,比分类主题一体化情报检索语言系统更高级更新颖 ,

是我国 21 世纪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研究的方向。加快我国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研究的关

键 ,是解决汉语分词技术问题。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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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is a language integrating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guages. The fourth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system is a network2bas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 more advanced than the classification2subject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 sys2

tem , and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language system in China in the twen2

ty2first century.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key to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in China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1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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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分类语言、主题语言和分类主题一体化

语言被应用于传统情报检索系统 (包括联机检索系

统和光盘检索系统) ;21 世纪 ,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

相结合并应用于网络环境。第三种情报检索语言即

分类主题一体化语言 ,实质是人工语言内部的一体

化[1 ] 。笔者称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结合的一体化语

言为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

1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产生原因

迅猛发展的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应用环境和多

数据库资源共享体系的实现是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

产生的前提 ,情报用户社会化使其蓬勃发展。

111 　人工语言向易用方向发展的必然性

人工语言词汇量少 ,标引难度大 ,更新速度慢 ,

词汇发展滞后 ,直接影响网络资源的快速高效流动。

同时 ,在一个大的数据库中 ,每个主题词下都集中了

数百数千条记录 ,要获得所需数据还得逐条搜索 ,费

时费力。自然语言系统则不然 ,它专指性高 ,词汇量

看 ,可敲 Esc 键终止显示 ,击键次数相当于补敲 1 空格键 ,只

是屏幕上显示出的不相关的期刊太多 ,显得杂乱。为了检

索时逐屏显示 ,显示命令应使用 DISP 而不使用 L IST。

每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字母平均 312 个 ,最容易检的汉

字 ,除打完拼音字母外 ,在 DOS 系统下的智能全拼至少要加

击 1 选字键 ,而在 Windows 系统下的智能 ABC 输入法最少

也要加击 2 键才能把字打到光标处。就是说 ,要把 1 个汉字

打到光标处 ,不连换行选字的击键次数 ,最少也要平均击

412 或 512 键。而使用我们设计的这种检索方法检索一种

刊名 ,把所需输入的首字母打到光标处还平均不到 4 键。可

见 ,我们设计的这种检索刊名的方法 ,其速度比检索一个普

通汉字的速度还要快。

结论 :利用中文期刊前 4 个刊名汉语拼音首字母检索刊

名 ,是计算机快速检索中文期刊刊名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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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可以用某一学科领域的全部词汇检索。人工语

言系统虽也具有专指性 ,但它的词汇经过精选和压

缩 ,专指性再高也比不上自然语言系统。自然语言

系统不需要复杂的主题分析、查找词表及标引等步

骤 ,词汇输入速度比人工语言快得多。特别是网络

用户使用符合自己思维习惯的熟悉的自然语言肯定

比使用复杂、生疏的人工语言方便得多。使用传统

检索语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新学科、新术语、新

观点所形成的专业语词 ,人工词表还未编入 ,因此所

连带的文献根本就检索不到 ;问题之二是传统检索

系统在一个分类号、一个主题词下集中了数条记录 ,

而且这些记录又不能按重要程度排列 ,增加了用户

的脑力负担。人工语言要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 ,必

须进行易用化改造 ,走与自然语言相结合的道路。

其实不仅书目数据库 ,而且全文数据库都在呼唤必

须有自然界语言参与的新型情报检索系统的诞生。

112 　浏览 —检索式将是用户在网络环境中的主要

检索行为

大量社会终端用户的介入 ,使具有受控语言背

景知识的专业用户比例急剧减少。面对浩翰的信息

资源 ,终端用户的检索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 :以查

全、查准为标准的检索观念正在淡化 ,源于传统检索

系统的“提问检索式”行为逐渐被“浏览 —检索式”行

为所代替[2 ] 。大量终端用户需要的信息不是已经确

定的内容 ,也不能用规范的术语 (如分类语词、主题

语词)来表示 ,而是他尚未形成概念的情报。浏览 —

检索是一种由意识到需求或兴趣所引起的行为 ,“是

一门直到找到要找的东西之后才知道要找什么的艺

术”。科学创新的手段之一也是用这种方式成就的。

灵感来自非线性思维 ,任何科研工作都不是刻板循

序地进行 ,而是随机地展开。人的思维方式具有非

线性特征 ,它是在一个个新信息激励下自然地进行。

人工语言是人为规定的一线性或多线性情报检索系

统 ,远远逊色于人脑灵活多变的跨越时空的思维。

全文数据库的大量出现给用户带来产生灵感的机

遇 ,浏览 —检索式自然成了他们首选的检索方式之

一 ,用户熟悉的自然语言也就成了他们访问浩翰资

源系统的入口。新型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就在这种环

境中产生 ,它产生在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优势互补

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 ,产生自然语言与人工语

言相结合的模式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113 　用户的信息需求变化 ,渴望应用第四种情报检

索语言系统

计算机是集情报传递、情报处理、情报存储三种

功能为一体的统一化终端 ,用户既不满足由专职人

员替代检索的中介人模式 ,也不满足有用资料仅停

留在复制阶段。他渴求将信息的查寻、使用和再组

织结合为一个过程。人们希望情报检索语言不仅仅

滞留在书目控制阶段 ,它应是一种能将知识再组织

并产生新信息的超前系统。它是一种与单一功能

(如查找、复制)的规范化语言完全不同的模式 ,这种

模式有自我学习的知识库 (或称思想基因库) 及完善

的专家系统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就有这方面

功能。

自然语言的天生弱点是“无语义关联”、“无控

制”,达不到检全和检准的满意检索效率 ,这就需要

大量编制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对应表 ,自动对应

转换。对应词表编制得越细致 ,系统的智能程度越

高。大量编制对应词表 ,既改善了人工语言的滞后 ,

也克服了自然语言的弊端。至此 ,情报检索语言才

有真正的发展 :向易用化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第

四种情报检索语言是 21 世纪网络环境中最理想的

情报检索语言。但现行的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是以

自然语言词表的接口形式实现的 ,仅属于初级智能

情报检索系统阶段。本文重点阐述这种情报检索语

言系统的机理、实例及其发展。

2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与网络信息检
索系统

随着 Internet 的发展 ,人们建立了许多 Web 站点

来发布信息。人们要求 Web 服务器能提供数据库信

息 ,便于实际应用 ,因此 ,出现了许多的站点数据库

访问技术。

用户可从浏览器中通过 Internet 查询、输入、更新

和删除站点数据库的数据库信息 ,打破了 Web 服务器

和浏览器的静态 HTML 模式。Web 服务器发布的内

容是响应一个实时更新要求而动态产生的。Web 服

务器动态产生页面的能力使得符合 Web 协议的终端

用户受益。开发者们能够写出运行在 Web 服务器上

的程序去执行查询、更新数据库和其他任务。程序运

行完毕 ,便会把结果以 HTML 的形式传回给浏览器。

这种新能力使 Internet 的信息内容不断更新。

具有智能查询功能的网站 ,能自动联系到多个

数据库服务器 ,将一个数据查询同时递交给多个数

据库服务器 ,同时执行 ;或者自动选择适合的数据库

服务器 ,执行查询操作。在 Web 服务器和浏览器之

间交换的始终是 html 页面 ,用户使用的浏览器并不

直接访问数据库。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可供终端用户使用 ,

当然它是一种网络信息检索系统。

—88—

第 28 卷第 137 期

Vol. 28. No. 137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THE JOURNAL OF THE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 年 1 月

Jan , 2002



3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与智能情报检
索系统

智能情报检索系统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

数据库数据的编制质量 ,二是软件的自动化性能。

关于数据库数据的编制质量 ,本文指自然语言与人

工语言数据的科学组织。具体描述如下 :专业人员

编目建库时 ,使用的书目数据库结构有许多字段。

以题名、主题词和自由词字段为例 ,用户从主题词

(主题词或自由词) 出发检索书目文献 ,检索结果必

定是与键入主题词相匹配的文献 (一种或多种文

献) 。主题词与题名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系。若

把这些检索词自动累积成词表 ,就显示出该情报检

索系统的一定智能特性。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建立在这种机读对应词表的基础上。《军

用主题词表应用管理系统》( EMT) 能同屏显示 6 个

机读词表 ,其实它们也是建立在词表对应关系的基

础上。一个数据库内部的对应词表编制得越多 ,越

专业 ,表达概念之间语义关系就越准确细微 ,该情报

检索语言系统的智能程度就越高 ,这是智能性的一

个方面。

用户访问数据库 ,希望得到满意的检索结果 ,必

须有软件系统的支持。一切软件系统都是自动的 ,

它有 3 个功能 :对于查询操作的指导、建议 ;查询内容

的显示 ;自动查找相关数据库 ,进行查询或同时对多

个数据库进行查询。转换程序是软件的一种 ,它是

用户访问数据库的桥梁 ,并对数据的自动化操作表

现了极高的智能性。这是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的智能

性的另一个方面。随着软件系统的发展 ,这种智能

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在向接近人脑思维模式方向发

展 ,以至飞跃到完全基于知识表达的高级智能情报

检索语言系统阶段。

4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与超级链接

超级链接的应用是网络信息检索系统的特征。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检

索系统。

超级链接是指站点内不同网页之间、站点与

Web 之间的连接关系 ,它可以使站点内的网页成为

有机的整体 ,还能够使不同站点之间建立联系。超

级链接由两部分组成 :链接载体 (源端点) 和链接目

标 (目标端点) 。许多页面元素可以作为链接载体 ,

如 :文本、图像、图像热区。而链接目标可以是任意

网络资源 ,如 :页面、网站、E2mail、图像、声音、程序甚

至页面中的某个位置 ———书签 (即语词等) 。这里仅

简述超级链接与数据库检索有关的内容。

要对某个数据库进行检索 ,首先要在该网站的

“查询页面”输入请求 ,随后就返回一个“查询结果页

面”,这个当前的记录显示页面是由 Web 服务器临时

生成的。显示这些内容的原理是 :将数据库中符合

查询条件的数据 ,利用转换程序自身的功能 ,即映射

技术 ,在转换程序中映射成一个数据集 ,提交给 Web

服务器 (以备用户服务浏览) 。

该页面所显示的所有数据中的每一个语词都是

一个超级链接 (由节点和链组成) 。这个超级链接是

软件人员在编制转换程序时设计的 ,不是数据库本

身所具有 ,在数据库内也不存在节点和链。目前 ,所

有数据库都是以纯文本形式存在 ,没有超文本形式

的数据库。

5 　固定代码是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的
主体

对词汇实施控制必须以概念为中心 ,通过识别

概念之间的关系 ,建立一个与概念体系相对应的具

有层次结构的术语体系 ,又称语义网络。在这点上 ,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具有叙词语言的基本特

征。但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 ,即固定的概念代码是其主体。代码是概念的惟

一标识符 ,固定不变 ,始终与某一概念相对应。在计

算机内部 ,文献实际上是用这种代码来标引的。这

样 ,超级叙词表中的等级号、叙词、自然语言词都与

该概念代码相对应 ,是概念代码的索引。概念代码

仅在系统内部使用 ,专业人员在编程和查检时尤其

方便 ;但非专业人员在标引和检索时仍使用自然语

言词。采取这种措施 ,就使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

统的“知识库”有了极大的灵活性、时效性。语词的

随时增删改变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也不影响

用户使用。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与张琪玉先生

设计的新型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学科 —事物概念组

配型检索语言”极为相似[3 ] ,只是 EMT 和 UMLS 都

是专业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没有必要建立专

门的分类体系。而以侯汉清先生为首的一批情报科

学家正在研制的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为核心的第

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4 ] ,是在大型综合性的分类

主题一体化语言系统的基础上 ,并有现成的分类体

系。因此 ,将编制成的我国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

统要完善得多。

6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实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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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的检索效率 ,取决于它

的宏观结构是由哪些种微观结构构成的 ,以及每一

种微观结构的编制质量。由于一些微观结构具有相

同的结构原理和功用而可以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情报

检索语言系统 ,这就为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的创造者

留下了相当多的创造空间 ;又由于软件技术的发

展 ,微观结构功能可以充分发挥。目前的设计趋向

是功能力求增多 ,而组成部分力求减少 ,甚至合而

为一 ,即在一个系统中包含了较多的微观结构 ,其

中包括自然语言词表。并且各种宏观、微观结构通

过超链技术和映射方式有机地网络在一起 ,成为比

分类主题一体化情报检索语言系统更高级的新颖的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达到在网络环境中理想

的信息检索系统。EMT 和 UMLS 就是两个最典型

的范例。

611 　《军用主题词表》应用管理系统

《军用主题词表》应用管理系统 ( Electromic Mili2
tary Thesauri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 EMT)

是我国研制开发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自然语言处

理系统 ,它是在机读军用主题词表及其配套使用工

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EMT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一部系列化的《军用主题词表》应用管理系统。

61111 　EMT的主要技术创新

(1) EMT 对传统军用叙词表的体系结构进行了

扩充和改革 ,在原 11 条基本款目数据项的基础上 ,增

加了释义和词素项。这样 ,主题款目的各基本数据

项间构成了一个概念语义网络群 ,便于词素相似性

匹配原理的实现[5 ] 。

(2)根据软件系统的映射技术 ,各索引表通过节

点和链的定义又构成一张语义网 ,实现了 EMT 各部

分词表语义关系互联显示浏览。

61112 　EMT的两个特色功能

(1)由于《军用主题词表》的字顺表与其 5 个索引

(范畴、词族、轮排、英汉对照、主题释义词典) 的对应

表编制完善 ,使互联显示浏览得以实现。用户从词

表的任一索引表的任一款目词入手 ,均可实现与其

他各索引表的语义互联显示 ,一次得到所查主题词

的全方位语义信息 ,加快了选词的速度 ,提高了选词

的准确性。

(2)由于词素数据项的增加 ,使 EMT 中用自然

语言标引和检索得以实现。

实现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的自动对应转换 ,是

检索语言发展创新的关键环节。EMT 系统具有自然

语言入口功能。标引文献时 ,文献主题概念可全部

用自然语言词自由表达。若主题概念与词表中的叙

词一致或词表中的入口词 (同义词或被组代词) 一

致 ,都可立即自动转换成叙词 ,并自动将主题词登录

入标引结果字段 ;若主题概念与词表中没有对应的

叙词或入口词 ,该系统采用词素相似度模式识别转

换技术。即通过分析自然语言词与叙词所含词素的

相似程度 ,自动选出与自然语言词语义相等或相近

的叙词供用户选用。

EMT 系统在实现自然语言词与叙词的词素相似

度转换中 ,主要采用抽词与赋词相结合的解决方案 ,

具体转换过程为 : ①根据转换知识库中的词素及词

素同义关系 ,对自然语言词进行分词整形 ,产生对应

的词素标注集合。②利用转换知识库中叙词的词素

标注集合 ,对自然语言词的词素标注集合进行集合

运算 ,形成对应的叙词集合。③根据自然语言词和

叙词所含相同词素的个数、长度及位置特征 (在词

尾、在词首、在词中) 进行对应转换计算 ,自动筛选推

荐与自然语言词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叙词 ,由用户验

证后产生最终的叙词标引结果。

若系统对主题概念不能进行词素分析或所推荐

的标引词均不合适 ,则可将主题概念作为自由词进

行标引。

612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61211 　UMLS的规模

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UMLS) 又称 UMLS 知识源 ( UMLS Knowl2
edge Sources) ,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 NLM) 主

持、有多学科专家参与研制的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系

统。

它的主要部分是 Metathesaurus (简称 Meta) 。

Meta 是以医学主题词表 ( WeSH) 为核心 (称原始概

念)编制而成 ,其他词表和图谱都与 WeSH 的每个概

念以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方式对应、展开和延伸。到

1998 年第 9 版超级叙词表包括有代表 47 万多个概

念共 1051903 个词[6 ] 。它们源于 40 多个生物医学受

控词表、术语表、分类表、专家系统中的词汇、词典及

工具性词表等 ,还包括不同语种、各种版本。超级叙

词表的词条信息非常丰富 ,仅词条款目的数据项就

达 88 种。

情报源图谱包括 71 个情报源数据库。数据库内

的信息用影射技术把词和词间关系连接成语义网

络 ,数据库间的信息用超链接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是一个既满足终端用户需要 ,又满足广大非专业

用户需要的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61212 　UMLS的语义网络

UMLS 的语义网络 1998 年版包括了 132 种语义

类型和 53 种语义关系[7 ] 。在网络环境中 ,Meta 有用

的主题词均定义为节点 ,节点之间为链路 ,使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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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语义类型不仅是 Meta 微观结构的框架 ,而且也

是 Meta 与情报源图谱的连接之一。应用程序利用

语义类型既可确定与一个特定用户提问具有的相关

主题范围 ,也可从语义网络中查询有关信息 ,还可在

情报源图谱中修饰检索提问 ,选择合适的情报检验

源[8 ] 。

61213 　UMLS的代码

在 Meta 的树形等级结构中主要有 3 种代码 :

(1)概念惟一标识符 ,即固定代码。对于同一概

念的不同术语以及不同的变异形式 ,Meta 采用 3 级

结构模式 :概念 ( Ⅰ级) ,用惟一标识符 CU I ;术语 ( Ⅱ

级) ,用惟一标识符 LU I ;词串 ( Ⅲ级) ,用惟一标识符

SU I。固定代码在计算机中很有用 ,使检索速度相当

快 ,是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区别于传统情报检

索语言系统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2)概念顺序号 ,如个体行为的顺序号为 T055 ,

它相当于 USMARC 的控制号 ,是在数据项进入数据

库时系统自动分配的 ,不重复。

(3) 概念等级号 ,它相当于一般叙词表的范畴

号。这等级号是 Meta 的分类表的简单化 ,叙词表的

精细化 ,它实质上已经把分类表和叙词表合二为一。

这种超级叙词表模式既代表了叙词语言系统的发展

方向 ,也体现了新型检索系统的特点即是以概念为

中心 ,以惟一标识代码为主体的新型情报检索语言

系统[9 ,10 ] 。

61214 　UMLS的智能检索功能

GM 是 UMLS 实现智能检索 ,并包含有 MeSH

文件的终端用户专用软件。而 IGM 是其入口系统上

的 Web 应用程序 ,通过 Netscape Navigator 浏览器 ,充

分发挥了 Meta 的智能检索功能。

(1)提问词自动转换。当用户输入检索式时 ,均

被自动与 WeSH 相比较 :若为 WeSH ,就作为正式叙

词进行检索 ;若为扩展的 WeSH ,就作为非叙词进行

检索。

(2)自然语言词自动转换为较合适的 WeSH。若

用户输入的是自然语言词 , IGM 迅速将其识别并联

络图谱 ,查询 WeSH ,自动进行转换 ,并显示检索命中

率。

(3)分析检索词 ,浏览建议词表 ,修改检索式。

(4)从自然语言词查询到相应的 WeSH 及其每

一个概念的定义、树状等级结构 ,并与副主题或共同

词组配检索[11 ] ,提高检全率。

UMLS的文本和图像中都有不可胜数的超链 ,

完成相应的智能检索 ,例如每个副主题下都带有下

画线 ,点击就可得到相应的帮助信息 [12 ] 。

7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在我国有广阔
的前景

711 　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为核心的第四种情报

检索语言系统是我国 21 世纪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研

究的方向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包括专业性的和综合

性的两种 ,以上介绍的 EMT 和 UMLS 均属前一种 ,

编制后一种比较困难。原因是自然语言数量庞大。

但在我国 ,编制综合性的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已有良好的基础。首先 ,有综合性的第三种情报检

索语言系统《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机读版 ,其次是一

批科学家正在研制其自然语言入口 ,正在走出可喜

的一步。

《中图法》和《汉语主题词表》在国内有着“权威”

标准的独特地位 ,有最广泛的影响和最众多的用户 ,

实际上已经起到在不同程度上兼容各种专业分类表

和叙词表的作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是《中图法》

和《汉语主题词表》二者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系统 ,并

在我国推广应用近 10 年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属于

集成词表兼容模式 ,易建立、易扩充和发展 ,而且适

应面广。为了在网络环境中发展 ,《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必须不断完善 ,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必须提供一

个自然语言接口。在这方面 ,以侯汉清为代表的一

批情报科学家近几年撰文论述 ,亲自探索 ,取得了丰

硕成果[13 ,14 ] 。

712 　汉语分词技术难题的进一步解决是加快我国

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研究的关键

计算机如何能够自动识别汉语自然语言词并把

它们自动搜集起来编制成汉语自然语言词表 ,是一

个急待解决却又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系统工程。目

前专业性的抽词词典严重不足 ,综合性的更少。只

有大量编制专业性的抽词词典 ,化整为零 ,综合性的

抽词词典才指日可待。因此 ,以《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为核心的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是在其各个

专业体系逐步完成情报检索语言自然语言化的基础

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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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1 页) 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依靠

自己的聪明智慧 ,克服了重重困难 ,最终成为推动图

书馆和信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

量。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向美国全体华人发表的

《新春贺词》中所说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对于我

们永远是一种启示 ;中国的艺术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许多华裔同胞在活跃和加强我国社会生

活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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