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版权所有，欢迎下载引用！

请注明引用地址：ＰＬＳＡ在图情领域专家专长识别中的应用［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２（２）：７６－８１．

７６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ＰＬＳＡ在图情领域专家专长识别中的应用

张晓娟　陆　伟　程齐凯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基于图情领域权威期刊论文数据集，利用概率潜在语义分析（ＰＬＳＡ）算法对表征专家专长的文档进行处
理，以此来定位图情领域专家的研究领域。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并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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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面向细粒度的网络信息检索模型及框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ＪＪＤ６３００１４）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语言模型的通用实体检索建模及框架实现研究”（项目编号：７１１７３１６４）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进入２１世纪，人类社会正由信息管理社会迈向知识管理社会。有效的知识管理不只是对文档中的知识进行
管理，更需要对人们头脑中的知识进行管理［１］。在企业或组织中，了解“哪些人拥有哪些特定知识”是该企业或组

织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重点。于是，一些企业或组织正在或者已经建立了专家检索系统。专家专长识别作为专

家检索的一方面［２］，是利用和创造知识的重要环节，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专家专长识别的任务

为：利用企业或者组织内外能够表征专长的各种文档或资源（如电子邮件、报告、数据库文件和网页等），根据专

家名识别出其专长（主要包括个人的隐性知识如方法、知识、能力等［３］，如研究领域、技能等）。由此可见，专家专

长识别是基于文档的处理方法，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信息检索方法。

　　概率潜在语义分析（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ＳＡ）作为 ＬＳＡ的演化形式，利用概率模型来表示
“文档－潜在语义－关键词”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从语义层面而非单纯字面上去表达和理解文档，可有效解
决词语之间的同义与多义等问题。该方法已被应用于信息检索、信息过滤、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领域。

　　鉴于此，本文采用概率潜在语义分析方法来识别图书情报领域专家的专长，其中，所探讨的专家专长为专家
的研究领域，即通过专家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来定位该专家所属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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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相关研究

　　专家专长识别作为专家检索的其中一项任务，相
对于另一任务（即根据专家专长返回专家名）来说，学

界对此相关探讨较少。早期的专家专长识别方法主要

通过专家本人描述自己的专长领域，并以此构建数据

库，再利用传统数据库查询语言来识别专家专长，该方

法的主要缺陷是专家参与的主观性以及对数据库的操

作缺乏灵活性。于是，学者尝试通过分析专家产生的

文档（如报告、会议记录、出版物等）以及这些专家所

从事的一些事务（如网上行为）来识别专家专长，其常

用的技术有社会网络标签分析、博客语义分析、本体技

术分析等。如 Ｂｕｄｕｒａ等［４］认为用户所使用的一些社

会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其专长，于是，通过从社会

书签中选择该用户所使用的标签来识别专家专长；

Ｄｏｍ等［５］通过专家之间的发送邮件关系来构建图，再

利用 Ｈｉｔｓ与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ｓ算法来识别专家专长；Ｔｓａｉ
等［６］认为博客空间作为群体智慧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来

源，是网络用户展示专长知识和表达观点的场所，于

是，以用户的博客内容为研究对象进行语义分析和概

率建模，实现专长识别和意见挖掘；Ｊｏｈｎ等［７］通过对用

户添加标签的行为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从而识别专家

专长；Ｋｈａｎ等［８］针对很难获取网络上有用信息的问

题，提出一个基于 Ｐ２Ｐ的在线专家专长知识匹配系
统，结合本体技术，利用 ＲＤＦ语言存储专家专长，最终
实现用户之间的知识共享；赵红斌等［９］借鉴文本自动

分类思想，基于文档权重归并法，采用 Ｎ元语言模型，
构建了专家研究领域识别实验系统。

　　综上可知，目前并无统一的专家专长识别方法，而
大多研究采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但目前仍未有

学者将ＰＬＳＡ相关算法运用到专家专长识别这一相关
研究中。

３　ＰＬＳＡ模型概述

　　ＰＬＳＡ是 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０］针对潜在语义分析存在的缺
陷而提出的，即采用概率模型来表示“文档－潜在语义
－关键词”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做如下假定：一个文
档集合 Ｄ＝｛ｄ１，ｄ２，…，ｄＭ｝，文档集 Ｄ中所有词组成
的词集合 Ｗ＝｛ｗ１，ｗ２，…，ｗＮ｝，文档集 Ｄ中可能包含
的潜在语义（即文章主题）集合Ｚ＝｛ｚ１，ｚ２，…ｚＫ｝以及

文档和词的共现频率矩阵 Ｃ。其中，Ｍ表示数据集 Ｄ
中的文档个数，Ｎ表示文档集Ｄ中不同词的个数，集合
Ｚ中的主题个数 Ｋ值需人工设定，矩阵 Ｃ的元素
ｃｉ，ｊ（ｄｉ，ｗｊ）表示词 ｗｊ在文档 ｄｉ中出现的频率。概率潜
在语义分析假设文档和词之间的概率是条件独立的，

并且潜在语义在文档或词上分布也是条件独立的。在

以上假设的前提下，可使用式（１）来表示“文档 －词”
的条件概率：

ｐ（ｄ，ｗ）＝ｐ（ｄ）ｐ（ｗ｜ｄ） （１）

　　在“文档－词”条件概率中引入文档主题可得：
ｐ（ｗ｜ｄ）＝∑

ｚ∈Ｚ
ｐ（ｗ｜ｚ）ｐ（ｚ｜ｄ） （２）

　　根据贝叶斯公式将式（２）转换为式（３）：
ｐ（ｄ，ｗ）＝∑

ｚ∈Ｚ
ｐ（ｚ）ｐ（ｄ｜ｚ）ｐ（ｗ｜ｚ） （３）

　　其中，ｐ（ｗ｜ｚ）表示潜在语义在词上的分布概率，
通过对 ｐ（ｗ｜ｚ）排序可以得到潜在语义的一个直观的
词表示；ｐ（ｄ｜ｚ）表示文档与潜在语义（即文档主题）分
布概率。

　　概率潜在语义分析使用最大期望（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算法对潜在语义模型进行拟合。在
使用随机数初始化之后，交替实施 Ｅ步骤和 Ｍ步骤进
行迭代计算。在Ｅ步骤中计算每个（ｄ，ｗ）对产生潜在
语义ｚ的先验概率，如下：

ｐ（ｚ｜ｄ，ｗ）＝ ｐ（ｚ）ｐ（ｄ｜ｚ）ｐ（ｗ｜ｚ）
∑ｚ’ｐ（ｚ’）ｐ（ｄ｜ｚ’）ｐ（ｗ｜ｚ’）

（４）

　　Ｍ步骤（使似然函数最大）使用式（５）至（８）对模
型进行重新估计：

ｐ（ｗ｜ｚ）＝
∑ｄｎ（ｄ，ｗ）ｐ（ｚ｜ｄ，ｗ）

∑ｄ，ｗ’ｎ（ｄ，ｗ’）ｐ（ｚ｜ｄ，ｗ’）
（５）

ｐ（ｄ｜ｚ）＝
∑ｗｎ（ｄ，ｗ）ｐ（ｚ｜ｄ，ｗ）

∑ｄ’，ｗｎ（ｄ’，ｗ）ｐ（ｚ｜ｄ’，ｗ）
（６）

ｐ（ｚ）＝１Ｒ∑ｄ，ｗｎ（ｄ，ｗ）ｐ（ｚ｜ｄ，ｗ） （７）

Ｒ≡∑ｄ，ｗｎ（ｄ，ｗ） （８）

　　 当Ｌ期望值（见式（９））的增加量小于一个阈值
时停止迭代，此时得到一个最优解，从而获得 ｐ（ｗ｜ｚ）
与ｐ（ｄ｜ｚ）的分布情况。

Ｅ（Ｌ）＝∑
Ｍ

ｉ＝１
∑
Ｎ

ｊ＝ｉ
ｎ（ｄｉ，ｗｊ）ｌｏｇｐ（ｄｉ，ｗｊ） （９）

４　实验及其结果评测

４．１　实验数据集
　　根据 Ｓｏｎｇ等［１１］对专家专长（即专家的出版物质

量和数量）的定义，将专家所发论文作为其专长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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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考虑到因数据集过大而造成进行 ＰＬＳＡ运
算时迭代时间与存贮空间的开销太大，则需采用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实验。另基于如下事实：期刊

的级别越高，所收录的论文更能代表专家的研究方向。

于是，本实验采用图书情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两权威

期刊的论文数据作为实验数据集。

　　本实验以网络爬虫的数据采集方式从中国知网上
下载《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近３０年的论文
数据，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存入本地 ＭｙＳＱＬ数
据库中，其字段包括：Ｔｉｔｌｅ（标题）、Ａｕｔｈｏｒ（作者）、Ａｄ
ｄｒｅｓｓ（地址）、Ｊｏｕｒｎａｌ（期刊）、Ｙｅａｒ（年份）、Ｋｅｙｗｏｒｄｓ（关
键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摘要）。存储数据共有６５６４条记录，
包括来源于《情报学报》的２３８２条记录以及《中国图
书馆学报》的４１８２条记录，通过分析论文的摘要、关
键词、题名来获得专家的专长信息。

４．２　实验过程
　　本实验的主要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总体流程

　　其主要思路为：对数据集进行分词处理，建立相关
的词向量Ｔｒａｉｎ．ｄａｔ，再利用ＰＬＳＡ的ＥＭ运算步骤对该
词向量进行迭代，从而获得存有主题与词以及文档与

主题之间关系的矩阵，通过对此矩阵数据进行解析，获

得每个主题下词的分布情况，以及每个文档所属主题

的情况，最后统计某专家所发表论文所属主题的频度，

将频度高的对应主题定位为该专家的专长。其实验过

程主要有三步：词向量构造、文档－主题 －词分析以及
专家专长识别。

　　（１）词向量构造
　　本实验的词向量生成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词向量生成过程

　　首先对每篇文档（即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中待
处理字段进行分词以及去除停用词处理，再统计该文

档中每个词在此文档中所出现频次，最后将其存贮在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中，其数据格式为：ｄｊ—ｗ１：ｐ１ｗ２：ｐ２……ｗｉ：ｐｉ。
其中，ｄｊ表示文档编号，ｗｉ表示该词在整个数据集中的
编号，Ｐｉ表示该词在该文档中的出现频次。图 ３为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数据的具体存贮格式，每一行表示一篇文档
的词信息。

图３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的数据格式

　　（２）文档－主题－词分析
　　当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生成后，调用 ＰＬＳＡ中 ＥＭ步骤迭代
来获取存贮主题与词、文档与主题之间关系的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ａｔｒ矩阵。考虑到迭代结果尽可能包含所有的主题以
及迭代时所需要时间和内存空间开销，本实验将主题

数设置为２５０，迭代次数设置为５００。
　　①主题－关键词分析

　　从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ｔｒ中读取出主题与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写入

ｐｗｚ．ｓｅｒ文件，得到每个主题下的词分布情况，且这些词按其

在该主题下的权重降序排列，数据的存贮格式为：ｚｉ—ｗ１：ｐ１
ｗ２：ｐ２……ｗＮ：ｐＮ。其中，ｚｉ表示主题编号，ｗ１表示词编号，ｐ１
表示词ｗ１在该主题下的权重。图４为主题号为 ｚ１４５下的词

分布情况。

　　考虑到某些主题下所分布词的权重过低，则这些主题并

情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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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１４５———情报 竞争 企业 对手 战略 能力 采集 市场 作

战 室 论述 策略 实践 竞争 力 游戏 战争 动态 市场经济 探

讨 激烈 指出 剖析 作用 要素 推动 阐述 重要 财务 态势 工

具 竞争性 融合 危机 地位 制定 依据 变革 借鉴 案例 来源

必要性 柔性 有效 内容 明确 企业界 企业经营者 激发 博弈

论 环节 受到 准备 构建 手段 商学院 搜集．……

图４　主题ｚ１４５下的词分布情况

无太大的存在意义，本文通过设定词权重阈值为３．０Ｅ－４以

此来筛选出此类主题，即当某主题下最高的词权重小于该阈

值时，将其视为无意义主题。基于如下事实：即某一主题下

权值越高的词越能表达该主题。选取每个主题下权值排名

前５的词，再经过人工剔除与主题名无关的词如“作用”、

“准备”等，以及词之间的顺序调换，以此来确定每个主题的

主题名。对于无意义主题，并未对其进行主题名提取，最后

得到的主题编号与其对应的主题名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题编号及其对应的主题名

主题编号 主题名 主题编号 主题名

ｚ０ 知识表示与知识共享 ｚ６ 图书馆自动化

ｚ８ 机器翻译 ｚ１６ 个性化服务

ｚ１９ 信息资源建设 ｚ２１ Ｗｅｂ信息抽取
ｚ２２ 文献分类法 ｚ２６ 智能检索

ｚ３２ 专题索引编制 ｚ３０ 图书馆服务

ｚ３１ 信息咨询 ｚ３５ 叙词表编制与构建

ｚ３６ 本体与语义网 ｚ４０ 企业战略与决策

ｚ４１ 科学评价 ｚ４２ 信息安全与保障

ｚ４９ 政务信息资源 ｚ４５ ＸＭＬ索引与检索
ｚ５１ 信息系统工程 ｚ５９ 文献资源共享

ｚ５４ 目录学 ｚ６５ 信息用户行为

ｚ５８ 信息资源配置与信息政策 ｚ６８ 数据挖掘

ｚ６０ 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 ｚ７４ 高校图书馆与服务

ｚ６７ 信息资源构建 ｚ８１ 情报学理论

ｚ６９ 图书馆体制 ｚ８６ 信息资源管理

ｚ７９ 联合目录 ｚ９４ 信息经济学

ｚ８２ 图书馆基础理论 ｚ１０２ 数字图书馆

ｚ８８ 用户信息需求 ｚ１０６ 信息相关性

ｚ１００ 主题词自动标引 ｚ１１９ 搜索引擎技术

ｚ１０４ 专利分析 ｚ１２４ 电子政务

ｚ１１７ 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 ｚ１３３ 信息检索

ｚ１２３ 信息市场营销 ｚ１３７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

ｚ１２８ 自动文摘 ｚ１４５ 竞争情报

ｚ１３４ 期刊管理 ｚ１５０ 虚拟图书馆

ｚ１３６ 情感分析 ｚ１６５ 信息伦理学

ｚ１３９ 开放存取 ｚ１７１ 公共图书馆

ｚ１４８ 文献编目与著录标准 ｚ１７４ 信息分析与预测

ｚ１６１ 信息可视化 ｚ１７７ 网络计量学

ｚ１７２ 知识产权法 ｚ１７９ 图书馆读者服务

ｚ１７６ 信息产业 ｚ１８１ 信息素养

ｚ１７８ 信息资源集成 ｚ１８８ 社会网络分析

ｚ１８０ 图书馆馆藏与流通 ｚ１９７ 文本挖掘

ｚ１８２ 数字资源整合 ｚ２００ 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

ｚ１９０ 查询扩展与相关反馈 ｚ２０６ 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管理

ｚ２０１ 图书馆管理思想 ｚ２１５ 元数据描述与标准

ｚ２２４ 电子出版物 ｚ２２６ 数据仓库

ｚ２２８ 信息分布规律 ｚ２１２ 文献计量学

ｚ２３８ 图书馆信息技术 ｚ２４０ 知识管理

　　因本文采用的数据集有限，则表１中的主题不可能包含

图情领域所有的研究主题。本实验主要通过某主题下词权

重来确定主题名，则提取出的主题名存在着概念粒度不一样

以及概念之间交叉重叠现象，而本文主要考虑到主题名如何

有效表达主题，则对此类现象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②文档－主题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ｔｒ中也存贮了文档与主题的对应关系，通过对

其解析，将分析文档与主题的对应关系并存贮在ｐｄｚ．ｓｅｒ中。

其格式为：ｄｉ—ｚ１：ｐ１ｚ２：ｐ２……ｚＮ：ｐＮ。其中 ｄｉ表示文档 ＩＤ，ｚ１
表示主题编号，ｐ１表示该文档包含主题的概率。图５表示编

号为１９０文档所包含主题的情况。

Ｄ１９０　２８：４．２０５９５４５３３４０２８２Ｅ－４　７３：９．９１８８２０６３９２７７５４７Ｅ－４
７：９．８４８９６５５９７８９５６６８Ｅ－４……

图５　文档与主题之间关系

　　实验把每个文档下排在前三个主题作为该文档所属的主

题，则文档１９０包含的主题为编号分别为２８、７３、７的主题。

　　（３）专家专长识别
表２　专家“邱均平”所发论文对应的主题号

文档

编号

主题

编号

主题

编号

主题

编号

文档

编号

主题

编号

主题

编号

主题

编号

４２ ２１６ ９９ ８４ ７２ １６０ １２７ １８１
１２３ ６０ １５０ ９４ １４５ ２２４ １８６ １７０
１７８ ２１２ ３ １７０ １２９０ １７０ １８６ ８６
１９０５ ５８ １８ ２４０ ２４１２ １８１ １９６ ６２
２１００ ４０ １４３ ２０６ ２１０９ １２２ ５０ ２２８
２３９０ １７７ １３４ ９４ ２４１０ ８０ ８９ １１０
２４３１ １７７ ６４ １８５ ２５６９ ２０ ７８ ４０
２８９３ １７７ ２４０ ２１８ ３００４ １７７ ２２６ ２４６
３４３２ ２２７ ２０ １７４ ３５６２ １７７ ２２６ １１６
３４２１ １４６ １０９ １６５ ３６３２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７９
３６８１ ２０ ２２９ ２４０ ３８７９ １７７ ４１ ２１６
４２０９ ２１６ ５１ ４１ ４２７６ ２３９ ２３６ ２３５
４５２７ １１９ ９４ ２１０ ４６３５ ９６ １８ ０
４６６６ １７７ １００ ５４ ４８９０ ２２８ １１０ ２３６
４９０９ ６０ １８４ １６８ ５００３ ６０ １８４ １６８
５６７８ １８１ １１４ ２６ ２２３０ ２１２ ２６ ２４０
６０３４ １０４ １８３ ２１８ ３３２１ １２８ ２１３ １８３
４２３２ ９３ ４１ ２２８ ４４５６ ３４ １８９ １７６
４４７６ ２２８ ５０ １２４ ２７０３ １４５ ８１ １８４
５２１０ ５９ ９３ １３６ ５９９０ １３６ １２０ ２１６
５９ ６６ １４６ ９４ ９８ ２１２ １６７ ９３
１５８ ２１２ ８６ ２０６ ８１８ １０ １７０ １２７
９５４ １８６ １０ １７０ １３５４ １８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５６ １７２ ４４ １８５ １２２４ １７２ ２１２ １９０
１７９０ １７７ １７４ １８３ ２６０９ ２１２ ３ １８１
２７００ ２２９ ２０ ２３７ ２８０９ ２ １５７ ４４
２９９９ ２１２ ２４２ ２０６ ３４０９ １３６ ２０ ５３
３５８０ ２１０ １７７ ５ ３９７６ ２１０ ４１ １８５
４７８９ ９３ １２０ ２３２ ４００１ ２０ ３８ ２
５００７ ４１ ２３６ １７３ ５６８７ １２０ ７０ ２４０
３９０３ １２０ ２４０ １６５ ６０７８ １７７ ５０ １７４
６１３４ ２４０ ２２６ ２４６ ６１６６ １１０ １６６ ２０６
６３２１ ６６ １６６ １１０ ６２７７ ５３ ２１０ ２２８
６４５３ １６６ ８２ １２７ ６５５０ １６６ １００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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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专家专长识别的主要思想为：统计专家所发表论
文的所属主题频度，将频度高的主题所对应主题名作

为该专家的专长。本文以专家“邱均平”为例，其所发

论文对隶属的主题如表２所示。经过统计表２中所出
现主题的出现频次，排名前１０的主题如表３所示，其
中，将无意义主题统一标识为“”。最后识别专家
“邱均平”的专长如表４所示。

表３　出现频次前１０的主题号及主题名

排名 主题号 主题名

１ １７７ 网络信息计量学

２ ２４０ 知识管理

３ ２１２ 文献计量学

４ １７０ 
５ ２２８ 信息分布规律

６ ４１ 信息评价

７ １６６ 
８ ２０ 
９ ９４ 信息经济学

１０ １８１ 信息素养

表４　“邱均平”的专家专长

专家名 专家专长

邱均平
网络信息计量学；知识管理；科学评价；文献计量学；信息经济

学；信息素养；信息分布规律

　　通过调查分析，网络信息计量学、知识管理、信息
评价、文献计量学、信息经济学、信息分布规律都是该

专家曾经或者现在的研究方向，而对信息素养未曾做

过相关研究。

４．３　实验结果评测
　　本文选取在《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总
发文超过５篇的３０名专家作为评测对象，其中图书馆
学和情报学各１５名专家。因本实验的最终结果为：根
据专家名返回与之相关的专家专长，其返回结果根据

其相关性进行排序，故采用信息检索中的评测指标对

专家专长识别结果进行评测，其选用的指标为 Ｐ＠Ｎ。
另考虑到如下情况：一些专家的研究比较集中在两三个

领域中，而另外一些专家的研究领域会更多，则本文分

别统计了Ｎ＝３、５、１０这三种情况的实验结果。通过实
验将每个专家名返回的专长识别结果反馈给相应专家，

使其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最后统

计每个专家专长识别结果的Ｐ＠３、Ｐ＠５、Ｐ＠１０值，再对
这三个值分别求平均值，得到的评测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实验评测结果

评测指标 ｐ＠３ ｐ＠５ ｐ＠１０

评测结果 ０．８９７ ０．８２５ ０．６６０

５　结　语

　　本文尝试将 ＰＬＳＡ引入到专家专长识别中，并取
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因本

实验处于初探阶段，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１）数据集不全面。专家在学术领域的论文除了
该领域的权威论文，其他核心期刊也收录了表征其专

长的论文，这将会影响到专家专长识别的全面性，后期

研究将会尽可能地从各种级别的期刊中全面获取表征

专家专长的论文数据集。

　　（２）未考虑作者顺序。实际上，第一作者更能代
表专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专长，而第二、三或者第四作

者可能只表示某专家只是涉足某个领域，而并非一定

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而本文未将不同顺序的作者进行

区别对待。

　　（３）主题名的交叉重复。在为每个主题提取主题
名时，只考虑到该主题名尽可能表达主题，而忽略了主

题名之间的概念粒度以及概念之间是否存在交叉重复

现象。

　　（４）对照实验的缺乏。本文只是停留在探讨如何
将ＰＬＳＡ运用到专家专长识别领域，而该方法未与已
有专长识别方法进行比较。

　　以上不足之处正是笔者后续工作将要深入研究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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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ＣＩＣ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１４８－１５１．

［９］赵红斌，陆伟．专家研究领域自动识别研究［Ｊ］．现代图书情报

技术，２０１０（２）：６３－６７．（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ｂｉｎ，ＬｕＷｅｉ．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０（２）：６３－６７．）

［１０］ＨｏｆｍａｎｎＴ．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１，４２（１）：１７７－１９６．

［１１］ＳｏｎｇＸ，ＴｓｅｎｇＢＬ，ＬｉｎＣ，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Ｎｅ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ｘｐｅｒ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Ｕｓ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ＮＣＳ３５３８．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９９－１０８．

（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６２４＠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ｍｏｎ服务扩展其ＳＴＭ的覆盖范围

　　作为内容管理战略的一部分，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的Ｓｕｍｍｏｎ服务持续扩展其统一索引中 ＳＴＭ（科学、技术和医疗）内容的覆

盖范围。扩展包括：

　　（１）ＣＲＣＮｅｔＢａｓｅ有４０多个学科的８０００多本在线图书，主要是科学和技术类。很快就能在 Ｓｕｍｍｏｎ服务中对 ＣＲＣＮｅｔ

Ｂａｓｅ进行检索。除了ＣＲＣ出版社出版的电子书，ＣＲＣＮｅｔＢａｓｅ还包括Ａｕｅｒｂａｃｈ出版社和Ｃｈａｐｍａｎ＆Ｈａｌｌ出版公司的电子书。

ＣＲＣＮｅｔＢａｓｅ平台已被世界各地的学术和企业机构所采用。ＣＲＣ出版社是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出版集团内主要的科学和技术图书

出版分部。

　　（２）ＢＣＳ信息技术研究所（前身为英国电脑学会）全部的学术会议库ｅＷＩＣ将会进入Ｓｕｍｍｏｎ服务。ｅＷＩＣ丛书（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是国际级的，自１９９５年开始提供。每一卷都是基于一届专家研讨会的结果而出版的，其目的是提供

有关当前最新知识、争论或者研究的信息。

　　（３）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的ＳＡＥ技术论文将会在Ｓｕｍｍｏｎ服务中进行全文索引。ＳＡＥ技术论文是汽车、航天和商用汽车

行业的专家所撰写和经过同行评审的，包含最受欢迎的ＳＡＥ数字图书馆的大部分内容。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出版９万２千

多种有关技术研究和应用工程技术最新进展的技术论文。

　　Ｓｕｍｍｏｎ服务索引了ＳＴＭ内容中８亿多的条目，通过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索引提供比其他任何发现服务更加全面的检索

服务。部分已经索引并在Ｓｕｍｍｏｎ服务中提供检索的 ＳＴＭ内容的出版商和来源商包括 ＩＧＩＧｌｏｂａｌ信息管理与工程数据库、

Ｓａｇｅ出版社、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集团、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出版集团，以及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出版公司。Ｓｕｍｍｏｎ对这些内容的大部分都

提供了全文检索。

　　（编译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ｗｏｒｄｓ／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ｍ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ｐａｎｄｓ－ｓｔｍ－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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