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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查全/查准率”

引言

“查全/查准率”对情报检索而言是一个“古老”

而热门的话题，它基本上随着情报检索这一学科的诞

生而提出。而今信息检索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已

经从传统的情报检索跨越到“智能检索”、“知识

服务”等高级检索服务的新阶段。从被大众接受的

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到提供专业情报服务的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系统、中国知网、维普资讯，这些系

统的“查全/查准率”到底如何？几乎所有的检索服务

系统都评价自己的系统具有较高的“查全/查准率”。

本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情报检索系统的开发和研究工

作，尤其近几年一直在从事基于文献内容信息服务的

研究与管理工作，始终不忘“查全/查准率”这一检索

系统的终极评价目标。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谈谈自己在

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查全/查准率”的一些认识

和看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同行和服务商对这

“古老”指标的高度重视。

1 概述

1955年，美国的佩里（J. W. Perry）和肯特（A. 
Kent）最先提出了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概念。自从英国

学者克里维顿（C. M. Cleverdon）在他著名的Cranfield I
试验中首次将查全率（Recall）和查准率（Precision）

作为信息检索系统效率的评价指标，并从试验中得出

查全率与查准率存在互逆关系的结论以后，这两个指

标就一直成为对信息系统进行评价和试验的重要指标
[1]。查全率用来衡量在一次检索中检出相关文献的能

力；查准率用来衡量系统拒绝不相关文献的能力。

查全率和查准率是评价信息检索系统效率的两个

重要指标。查全率和查准率反映了系统的过滤能力，

即系统让所需要的文献通过，并阻止不需要的文献。

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对一个系统作出全面的评

价，单独使用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明检索效果的优劣。

此外查全率和查准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情报

检索语言的影响、标引的影响、检索系统的影响、用

户对检索目标主观因素的影响及查全率与查准率相关

性的制约等，这些影响因素在在系统评估工作中必须

考虑到。对于一个检索系统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相

关文献完全被检出，这时查全率和查准率达到最大，

意味着标引、词表、检索策略以及用户/系统交互都完

全是理想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作为信息检索系统对用

户信息需求的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通过该系统的检

索指令和标引标识组成的检索提问式在该系统进行匹

配而得到的结果中反映出来，是检索系统质量和检索

策略质量的综合体现[2]。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上述影

响因素讨论最多的是检索系统的算法和交互能力，其

次是检索语言；对于系统的数据加工、标引深度和质

量产生的重要影响的相关讨论很少。

摘要：“查全/查准率”是情报检索系统评估的第一要素，目前我们评估这一指标主要是从软件

技术和检索语言方面考虑的，而真正影响这一指标的是系统管理数据的质量、加工深度、知识库等因

素。文章从“知识获取五要素”的角度对学科、人物、机构、主题、基金等关键数据项的加工深度与

“查全/查准率”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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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到底通过哪些途径（检索项）来获取信息和

知识呢？2007年作者在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

“知识获取五要素”的检索服务体系。“五要素”指

的是学科、人物、机构、主题和基金（国家或组织提

供专项经费支持的事业），用户通常获取知识的检索

途径主要是这五个检索项（关于“知识获取五要素”

的详细论述见参考文献[3]）。本文主要讨论基于“知

识获取五要素”文献质量对检索系统“查全/查准率”

的影响。

2 基于“知识获取五要素”的“查全
/查准”探讨

2.1 学科

学科是我们在一个专业概念上对一个文献源的分

类，专业人员一般是按中图分类法进行分类的，也是

用户获取检索文献的专业限定条件。目前只有专业情

报检索服务系统提供这一限定检索支持，而Google、
百度这样的面向大众的检索系统都不支持。学科分类

是分级的，也就是说，你的分类越细，系统的检索准

确度越高，其分类加工的难度也越大。之所以一般搜

索引擎不支持分类检索，主要是因为分类是一项很专

业的工作，一般需要专业人员真正理解了文献所阐述

的内容后，才能给出正确的分类。为了节省数据加工

成本，计算机自动分类系统就成了市场需要的一个热

门产品；由于文献分类的专业性强、涉及技术复杂，

到目前为止市场上还没有比较成功的文献自动分类系

统，其主要原因是分类需要计算机较好地理解文献的

内容（有待自然语言理解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计算机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很长时间。另外目前国

内外有许多分类体系，都是针对不同领域的用户和应

用而制定的；作为一个文献系统，所面对的用户群体

是多样化的，尤其基于互联网的面向大众的信息检索

系统，而对一个系统同时做多种分类也是不现实的。

一般而言，一个服务系统，按一个分类标准对数据进

行分类，在服务展示时转换成不同的对应分类给不同

的用户。比如：万方数据资源服务系统内部数据分类

采用的是中图分类体系，而一般用户并不知道中图分

类法是如何分类的，在最终用户那里展示的是一个简

单的分类提示。学科分类是文献检索的一个基础性很

强但又很重要的检索条件，一个系统分类的质量直接

影响系统的“查全/查准率”。

2.2 人物

对于一篇文献而言，人物可能指的是作者、成

果完成人、著作权人、专利拥有者等被描述的人物对

象。要确定一个文献对象，人物是我们检索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途径，特别对于专业人员，同行的名字还是

比较明确的，尤其是行业专家；我们获取知识，首先

想到的专家、教授、行业领头人。比如：情报界很多

人知道我是搞情报检索的，这个专业的人要想获取文

献，可能会先想到我的名字，看看我有什么新观点、

新成果等。按人物“吴广印”进行检索时，可是文献

检索结果中发现了医学和生物学的文章，再仔细一看

是另外两个同名学者的相关文献。对于这样的检索系

统，如果收集的文献是完整的，只能说“查全率”

高，肯定不能说查准率好，其实也很难说查得全，因

为我还有在国外发表的文章，用的是拼音拼写的名

字。其实针对这样一个人物重名的问题，目前国内外

哪家搜索系统能够说具有很好的“查全/查准率”呢？

我们看看目前万方数据提供的“科技创新辅助决策系

统”（以下简称STADS）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图1 万方数据提供的“科技创新辅助决策系统”

如图1，在人物框内输入“吴广印”后，系统随后

提示吴广印发表文章时所在单位的名称，用户如果了

解我，自然就可以选出我的所在单位，用户起码应该

知道他需要的相关文献出自我所在的那一个单位。一

旦用户做出了选择，STADS系统在后面的统计分析过

程中会自动把所选定的人物单位进行限定，这样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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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索结果也就不会出现另外两位“吴广印”的文献

了。另外，如果我的一些文献在加工时没有标识作者

单位，也就自然会漏检，所谓查全不够。显然如果把

姓名的拼音英文名字也扩展进去，系统的查全率会更

高一些。在举一个人物的例子：我们要查找有关“毛

泽东”的相关文献，系统能检出“毛主席”、“毛润

芝”、“李得胜”等相关的文献吗？当然也有可能某

个老百姓和主席同名。显然要保证人物的“查全/查准

率”需要做大量的必需的辅助工作，构建一个人物知

识库是必需的。

2.3 机构

和人物一样，机构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关键

要素，“某某单位是这个学科的权威”就是用户获取

知识很好的一个线索，如果和学科、人物组配检索，

想必产生的结果是很精确的。我们先举一个机构检索

的例子：我们输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作为导师

单位，在学位论文文献里检索时，命中文献为空，因

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是业界的“俗称”，规范名称

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而学位论文的单位

名称都采用的是单位的规范名称。即使你使用了规

范名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个单位以前还有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这个曾用名呢。我们还是先

看一下STADS系统对机构处理的输出结果：

上STADS系统内部使用了一个有关机构的知识库（机

构词表）。但是如果作者在写文章时使用了“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文献中心”，又该如何？如果系统

只用来做检索，通过全文检索也许部分能够解决这个

问题；如果STADS系统需要对机构进行统计分析，甚

至要做排名推荐，那又该如何？我的建议是：只有对

文献数据库进行深加工，也就是在作者给出的机构名

称后面注释一个规范名称，统计、排名时使用这个规

范名称。当然这样的深加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一个高质量的二次文献库，绝不是只靠简单采集或扫

描识别就可以做到的。

2.4 主题

“主题”是所有检索系统都支持的检索途径，一

般而言的“查全/查准率”也更强调的是主题检索，

主题检索是所有用户都必需的。我们先看一下现在互

联网上的检索系统功能如何。目前最好的搜索引擎是

Google，Google的特点是简单易用，也有简单的人物、

机构识别，对于前面提到的人物、机构检索存在的问

题，在Google系统里也是明显存在的。Google所支持的

是一种简单的全文检索，比如你输入了“吴广印”，

只要文献里有这个字符串就行了，它没有题目、作

者、主题词、摘要等字段内容的限制。Google也提供

精确检索和模糊检索，如果把检索用英文引号括起来

就是精确检索，即检索命中的结果中一定包含完整的

检索词，否则只要有一个字出现都是命中目标。在这

一点上，专业检索系统要专业一些，起码它可以限定

要检索的字段。我们举一个主题检索的例子，检索词

为“移动终端”，现在好的检索系统也就是能正确地

命中包含“移动终端”字符串的文献，有些系统可能

还会把“移动终端计算”也检出来，这也是多年情报

检索领域一直争论的问题，理论上“移动终端”和

“移动终端计算”不是一回事。那么“手持设备”、

“手机”等等是不是“移动终端”呢？这个问题是很

显然的，如果这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很难说系统的

“查全/查准率”如何了。这类问题的实际上是同义词

和相关词的问题，系统如果自动把主题词按同义词、

相关词、对应外文词等进行扩展检索，系统的查全率

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一

个基于词表的后控检索的问题，也是多年前大家就提

出来的问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了这

图2 STADS系统对机构处理的输出结果

如图2所示，我们只输入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而系统同自动扩展了对应单位的简称、曾用名和对应

的英文名称，这样可以说系统的查全率提高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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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和产品开发[4]，但目前市场还没有一个较

为成功的系统存在，其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可用于后

控检索的词表系统。上个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编写了一个“汉语主题词表”，可多年来一直再也

没有做过修订，也无法机读；最近他们正在组织一个

课题要重建一个新的工程词表，如果这个词表能够尽

快建成并投入应用，一定会促进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

决。关于主题词表的建立、应用的重要性，本人深有

体会，在此不作细论。

2.5 基金

基金项目的科研产出是和学科、前沿课题、国家

急需技术等紧密相关的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无论是科

研前沿的研发人员还是政府科研管理、投资部门都需

要掌握某一基金项目的科研产出情况。因此在科技文

献里“项目来源”（出自某一基金项目）是很重要的

一个数据项，这一数据项理论上和“查全/查准率”

关系不大。但由于目前绝大部分作者对基金项目的描

述不规范，而文献加工时又没有作进一步规范，看看

STADS系统处理基金项目的导航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用户输入了863导航关键词，系统显示了可选择

的基金计划名称，显然选择框里的提示都可能是用户

输入的基金名称，我们要对863计划的科研产出进行统

计，看来也只有选择这些所有的名称，让系统进行扩

展检索了。基金项目的问题比较简单，只要在文献加

工过程中进行基金项目规范即可。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知识获取五要素”对检索

系统的“查全/查准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

述，显然导致目前检索系统普遍存在的“查全/查准”

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二次文件的加工深度和质量方面，

这也是国内信息内容服务商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几年

大家都把信息内容的服务放在加工全文的数量上面，

而忽略了二次文献数据质量的建设，今天我们重谈二

次文献质量问题，几乎已经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了。以万方数据的期刊数据为例，目前已经具备1500
多万的记录的数量，可谓“海量数据”，要想重新对

原有文献进行深度加工，其工作量和需要的人力、物

力之大可想而知。针对这一问题，万方数据在2006年
初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知识获取五要素”知识库，利

用前端导航技术提高系统“查全/查准率”的解决方

案。经过近四年的工作努力，在STADS系统里已经实

现了“基于知识获取五要素”的前端导航服务，这对

于提高系统的“查全/查准率”而言，其效果是明显

的。本文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二次文献的加工质量和深

度对检索系统“查全/查准”的影响，并旨在引起文

献内容服务商的高度重视，检索系统的成败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二次文献的质量（文献质量并不仅限于“五

要素”字段），这尤其对未来的知识服务系统更为重

要，但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影响“查全/查准”的因素

还有软件系统，检索语言等重要因素。图3 STADS系统处理基金项目的导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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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impact of this indicator is the system management of data quality, processing depth, knowledge base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all / 
precision ratio" and the processing depth of "five element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i.e. subjects, people, institutions, themes, funds and other key data items is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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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宣布80天售出300万台iPad

【搜狐IT消息】6月22日消息，苹果公司今天表示，在iPad美国上市80天内，iPad销量已经达到300万
台。苹果在声明中称：iPad是一款革命性、魔术性产品，它允许用户与应用程序、内容、互联网相连，

连接的方式更为紧密、更有趣。

苹果CEO乔布斯称：“人们之所以喜欢iPad，主要是因为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正努力将

这款魔术性产品送到全球更多人的手中，下个月它将会在9个国家上市。”

得益于多触点触摸屏技术界面、大屏幕、高性能显示装置的采用，开发者已经为iPad开发了1.1万个

应用程序。iPad几乎可以运行App Store商店中的22.5万个应用，包括用户已经通过iPhone和iPod购买的应

用。

用户可以上网，阅读和发送邮件，分享图片，观看HD视频，听音乐，玩游戏，看书，做更多其它

的事。iPad只有0.5英寸厚，重1.5磅，比任何上网本都轻薄，电池可以续航10小时。

按照数据计算，苹果平均每天售出37.5万台iPad，平均每小时1562台，每分钟26台。

苹果没有透露每个月的具体销量，不过，在第一个月苹果宣布销量过100万，到5月31止再度卖掉200
万台。iPad最初在美国上市，目前已经登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7月还有9
个国家将开售iPad。（路尘）

来源：http://it.southcn.com/9/2010-06/25/content_13176479.htm 查询日期：20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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