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 　网络数据挖掘对智能检索的支持

无论是个性化信息检索 ,还是基于内容的检索 ,乃至知

识检索 ,网络信息检索系统智能化的关键是知道用户需求

什么、提供给用户的东西具有高质量 (内容上相关、知识含

量高) 。数据挖掘对网络智能检索的支持正体现在对用户

需求信息和网络源信息的深层分析 ,以提供智能检索必需

的关键知识。

21211 　用户知识的挖掘

虽然个体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具有特定性 ,但从用户

群整体来看 ,用户的信息需求又是随机的 ,这为一般的用户

需求信息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从全局出发 ,以

丰富、动态的联机查询和分析来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通

过在线提问、调查表等方式 ,系统可以获取关于用户的用户

名、用户访问 IP 地址、用户的职业、年龄、爱好等原始信息。

然后 ,采取一定的挖掘规则 (如关联规则、联机分析处理

等) ,对这些数据进行融合分析 ,其结果是为每个用户建立

一个信息需求模型。而且全方位的用户需求信息挖掘 ,可

以将同类信息需求的用户联系起来 ,从而实施“以一对众”

的检索方案。目前用户知识挖掘已步入实用阶段 ,如 IBM

公司新推出的 DB2 UDB 711 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用户知识

挖掘工具。

21212 　网络知识的挖掘

网络知识的挖掘就是要在具有极度不确定性的海量数

据中找出信息分布的规律 ,挖掘隐藏的信息并形成模型 ,从

而发现具有规律性的知识。网络信息分布的规律性就是网

络信息内在的关联性。对网络信息这种关联性的挖掘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内容挖掘。网络内容挖掘是一

个从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元数据等形式的网络源信息中

采用分类、聚类等形式的挖掘方法 ,发现有用信息 ,并将这

些信息按满足某种检索方式的形式加以组织的过程。二是

网络结构挖掘。网络结构挖掘是通过分析一个网页链接和

被链接数量以及对象来建立 Web 自身的链接结构模式。这

种模式可以用于网页归类 ,并且由此可以获得有关不同网

页间相似度及关联度的信息。这种链接结构模式有利于实

现智能导航。

3 　结束语
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到网络资源的开发中来 ,能加快智

能检索的发展。数据挖掘的结果是实现智能检索的基础 ,智

能检索的结果可为数据挖掘提供指南和线索。目前 ,以数据

挖掘技术为主导的网络数据挖掘产品已得到应用。例如 ,Net

Perceotion 公司开发的 Net percerptions , 能够挖掘用户信息 ,从

而为实现个性化信息服务打下基础。在开发无尽的网络数据

资源时 ,若能结合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其他人工智能技术 ,

网络数据挖掘技术将在实际应用中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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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
仿真影印出版首发式举行

　　4 月 17 日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首发式在京举

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到会表示祝贺。来自中国、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海内外 50 余

个研究机构和收藏单位的 9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于明永乐元年 (公元 1403 年)

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 多文臣历时 4

年纂修而成。共辑录图书 8000 种 ,上自先秦 ,下迄明初 ,天

文地理 ,人事名物 ,无所不包。整部典籍共 22877 卷 ,外加目

录等 60 卷 ,装成 11095 巨册 ,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 ,是世界

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目前 ,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

零册约 400 册左右 ,约 800 余卷 ,不到原书的 4 % ,分散在 8

个国家和地区。《永乐大典》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珍藏

之一 ,从 1912 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 ,已拥有 221

册 ,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 ,居各处收藏的首位。

在《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家、学者就各国收藏、保护、研究《永乐大典》的状况 ,

《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数字化和出版情况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相信本次会议必将对《永乐大典》的收藏、保

护、研究、出版、数字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 ,《永乐大典》在世界各地又续有发现 ,而这些新

发现的《永乐大典》也急需刊布 ,以嘉惠学林 ,使其得到充分

利用 ,因此 ,中国国家图书馆委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现存

我馆的 161 册连同现存国内其他馆收藏的 2 册《永乐大典》

率先仿真影印出版。

该社从 2001 年 12 月开始 ,用特制宣纸 ,套色印刷 ,原大

仿真分批出版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拟用一年半时间先

首批出版收藏于中国大陆的 163 册的大陆珍藏版。待首批

出完 ,再用一年半的时间陆续出版现藏于海外的 200 余册 ,

使之为学界、为大众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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