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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当前用户协作信息检索的相关理论和系统实践 ,总结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确定用户同步协作

检索中要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 :检索任务的分配、群组查询历史的重用和协作感知 ,提出一个用户同步协作信息

检索模型 ,并在该模型中对要解决的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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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cent relevant theoretical study and the systematic p ractice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ve retrieval,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key issues: division of the retrieval tasks, reuse of the group query history and the collaborative awareness. And it

puts forward some existing p roblem s and p roposes a user synchronous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model which can help to

build a more efficient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Finally, it exp lains three p roblem s in th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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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协作是用户信息检索实践的一个内在方面 ,但还

很少涉及到 W eb上最普遍的应用 ,即为解决特定问

题 ,用户在一起协作地检索信息。现在有些研究机构

将信息检索与 CSCW (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相结合 ,通过集成通讯和信息技术来支持用户

协作检索 ,这就是与基于算法检索相对应的人 - 机互

动的用户协作信息检索。

2　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协作信息检索 (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是指通过不同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 ,来改进用户的

检索效果 ,使后来的具有相似兴趣或查询的用户能从

协作信息检索系统中自动保存的检索知识中受益 [ 1 ]。

　　协作信息检索系统有两种 :隐性协作信息检索系

统和显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2. 1　隐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在一个具有特定信息需求的搜索场景中 ,用户输

入一个词语进行查询 ,系统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关

键词匹配 ,它还需要提供特定的协作机制 ,以匹配那些

可以帮助当前用户的相似搜索者。隐性的协作信息检

索以查询为中心 ,通过重用以前用户的查询及检索结

果来提高用户协作检索的效率 ,如图 1所示 :

图 1　隐性协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检索系统 [ 2]

2. 2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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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是指在特定的工作环境或开放

的网络社区中 ,涉及到和其他人直接或间接交互的与

解决特定问题相关的信息查寻行为 [ 3 ]。该定义强调的

是在同一时间 ,通过协调用户的检索行为 ,为满足群组

成员共同检索文档需求所涉及的一系列技术。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中 ,用户之间通过实时交

互进行检索关键词的选择和检索任务的分配 ,然后由

用户并行检索 ,每个用户集中在信息需求的不同部分。

系统用特定的算法将返回结果分配给不同的协作者 ,

由他们各自独立地做相关性判断 ,最后把判断为相关

的结果反馈给系统 ,由系统生成一个与查询需求高度

相关的结果集合 ,统一提供给所有参与协作检索的用

户 ,如图 2所示 :

图 2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中 ,用户作为一个群体主动地

参与检索信息 ,显示了协作信息检索从以系统为中心

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

3　协作信息检索理论与实践研究

3. 1　协作信息检索理论研究

　　国内在协作检索方面仅有一些对国外协作检索介

绍性的内容。国外协作信息检索的研究方面 , Hansen

等人通过专利领域中信息工作者的协作信息检索实

践 ,发现专利工作者之间的感知对协作信息检索活动

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 3 ]。在对科研工作者的协作信息

检索实践调查中 , Spence发现科研人员在信息查寻活

动中利用各种通信软件来支持协作信息查询 [ 4 ]。

Krishnappa在对协作信息查寻原型 MUSE的评价中 ,总

结了协作信息查寻的一些特征 ,强调了交谈功能在增

强协作查寻和检索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5 ]。BAB2

BLE是一个为用户间提供协作感知的交流系统 ,它使

人们对协作信息检索中的感知和协调功能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 [ 6 ]。Colum Foley等人设计的实时协作信息检

索 ( Synchronous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系统

使多用户的任务协作成为可能 ,并对检索任务分配和

共享知识做了相应的研究 [ 7 ]。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用户之间的实时交互、协

调、感知以及用户间检索任务的分配和检索知识及经

验的共享和重用 ,是协作信息检索研究中要解决的关

键技术。

3. 2　协作信息检索实践研究

　　在这方面 ,近两三年才出现了一些原型系统 ,通过

用户间的实时交互来提高检索效率 ,如 TeamSearch、

S3、CoSearch、SearchTogether、iB ingo、Cerchiamo等。

　　TeamSearch允许四个群组成员坐在一个可触摸屏

的桌面周围 ,用一个可视化的查询语言搜索一个图像

数据库 [ 8 ]。S3、Strorable、Shareble Search通过记录用户

的搜索活动 ,发现与每个查询最相关的搜索结果和注

释 ,并提供给群体中的其他人 [ 9 ]。CoSearch可以通过

蓝牙把手机与计算机进行连接 ,用户可以从手机向 PC

发送检索关键字 ,检索关键字被显示在浏览器工具条

上的一个队列中 ,这样就可以在共享 PC上选择要搜索

的关键字 [ 10 ]。SearchTogethe是一款旨在帮助彼此认识

的小群体成员之间为一个共享的目标而主动地进行协

作搜索的工具 [ 11 ]。A lan F Smeaton等人开发的 iB ingo

系统 ,可以使两个或多个用户使用移动设备来进行协

作信息查寻 ,并在用户之间进行斡旋和在协作者之间

进行检索任务的实时分配 [ 12 ]。Cerchiamo系统允许团

队搜索者同步协作探索搜索文档集合 ,通过算法斡旋

团队成员的搜索行为 ,记录搜索结果和建议查询术语 ,

使团队成员能更有效和更高效地执行搜索任务 [ 13 ]。

　　显性协作信息检索系统为交互式搜索打开了一个

新的方向 ,即同步、显性和算法斡旋的协作。

4　同步协作信息检索模型

　　协作信息检索行为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系统的复

杂交互 ,现有的技术不足以支持人们所期望的主动、实

时、显性的协作信息检索 ,如何采用新的方法与技术来

实现协作信息检索 ,是当前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4. 1　相关系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和总结 ,发现支持协作

信息检索实践和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存在以下不足 :

　　·协作信息检索中信息需求的复杂性 ,使用户可

以把检索任务在协作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并行地搜索 ,

每个用户集中在信息需求的不同方面 ,减少不必要的

重复劳动。当前 ,在用户显性的进行协作信息检索任

务协调与分配和对返回的检索结果判断集成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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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比较少 ,缺乏形式化的描述方法。

　　·用户个人检索经验和检索策略的重用方面的

研究比较多 ,而用户协作信息组查询历史重用方面的

研究比较少。用户协作组查询历史 ,能显示已经被其

他群组所使用过的检索短语及由群组成员判断为相关

的结果 ,提供了对群组用户已经使用过的查询关键词

的感知。对这些信息的重用可以影响以后的相似查

询 ,这样以前群组的用户的检索经验和检索策略就能

间接地被后来的用户使用。

　　·协作感知是一个在协作信息检索中很少讨论

的问题。对群组行为的感知信息可以增强用户的搜索

经验 ,群组用户感知到已经被其他群组所使用过的关

键词及其语法的组合 ,使新的群组用户能感知到更多

专业的词汇和语法 ,减少用户的重复劳动。

4. 2　用户实时协作信息检索模型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个同步协作信息检

索系统原型 ,如图 3所示 :

图 3　用户同步协作信息检索系统模型

　　·检索任务分配和结果集成机制

　　该机制要解决用户协作信息检索任务在不同协作

者之间如何分配以及由用户判断为相关的返回结果如

何集成为最终结果的问题 ,正如图 3 (A)所示。

　　检索任务分配涉及在协作者之间进行检索词的选

择和把检索任务划分成子任务 ,分配给每一个协作者

分别去执行 ,每一个协作者检索一个特定子集 ,在检索

过程中使用各自的检索经验和专业知识 ,从而使检索

过程更有效。

　　用户在完成各自的检索任务后 ,检索结果被分配

给协作者 ,由他们各自独立地做相关性判断 ,并把判断

为相关的结果反馈给协作信息检索系统 ,由系统集成

这些反馈的相关信息 ,创建最终的检索结果 ,最后向所

有协作者提供一个高度相关的结果集合。

　　·组查询历史重用机制

　　协作群组查询历史提供了其他协作群组使用过的

查询术语及由协作者判断为相关的结果 ,如图 3 (B )。

组查询历史重用机制记录和保存了具有特定信息需求

的用户群组和协作信息检索系统间的交互信息 (例如 :

用户群组查询的表示、用户判断为相关的结果、组查询

的重构等 ) ,具有相似信息需求的群组可以通过组查询

历史来学习其他群组的检索经验 ,后来的具有相似需

求的群组能从中受益 ,从而能用更短的时间得到更相

关的检索结果。这样以前群组用户检索过程中获得的

知识就可以被当前群组用户重用 ,群组与群组之间知

识共享就能够实现。

　　·协作感知机制

　　协作感知是在信息检索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问题 ,

感知到其他用户的存在和行为是用户协作能够有效实

施的前提。协作感知机制通过对协作者、协作检索行

为和协作检索结果的感知 ,来协调用户的检索行为 ,减

少协作过程中要求用户明确提供的信息 ,增加用户的

检索经验和技能 ,如图 3 (C)。

　　协作感知是一种理解别人的活动 ,从而为自己的

活动提供环境信息。这种环境信息用来确保个体用户

的贡献与群组活动的目标一致 ,并能评价个体行为对

群组目标的影响。在现实世界中很容易获得的自然感

知信息 ,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环境中就难以实现或实

现起来比较困难 ,实现的成本昂贵 ,现在大多数的协作

系统很少提供或只是提供一些零星、分散的信息来支

持协作感知。通过技术手段为协作系统提供协作感知

信息 ,使协作者能够更和谐地在一起工作 ,对促进协作

效率以及驱动潜在的协作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同步协作信息检索模型强调用户的积极参与 ,确

定了用户同步协作检索中的关键因素 ,如用户检索任

务的分配、用户群组查询历史的重用及用户间的协作

感知 ,可以为其他类似的协作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提

供借鉴。

5　结 　语

　　协作信息检索使用户的检索行为由个人行为转变

为群体性的协作 ,用户间的协作由被动变为主动甚至

是互动 ,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 ,算法与人类能动性和参

与精神的综合。目前 ,协作信息检索在很多问题上还

没有取得共识 ,权威性的研究较少。此外 ,由于协作信

息检索行为涉及到人和人、人与系统的复杂交互 ,如何

从理论上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如何采用新的方法

和技术支持同步协作信息检索 ,都是要进一步研究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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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各单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但从整体

上看 ,目前完全构建在基于单点登录技术上的数字图

书馆还不多 ,许多单位尚处于摸索阶段 ,正在结合本单

位的特点 ,从技术原理、实现方式、应用特点等方面进

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为此 ,笔者通过理论研究和

大量的实践 ,以 M icrosoft. NET Passport和 L iberty两个

典型的单点登录标准为例 ,提出了适合数字图书馆不

同应用需要的单点登录解决方案 ,供读者及数字图书

馆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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