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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 世纪 50 年代人们对信息检索相关性问

题开始探讨以来 [1]，相关性一直是信息检索领域

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2]，也是该领域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青睐，也取

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

看，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性基本概念研究 [1]、相关性理论模型（框架）

研究 [3]、相关性判断及其标准研究 [4,5]、相关性类

型研究 [6]、相关性影响因素研究 [7]、相关性评价

研究 [8] 以及相关反馈研究 [9] 等。可见，相关性研

究的内容非常丰富。

目前学界已经普遍认同将信息检索相关性划

分为两个研究范式，即面向系统的相关性和面向

用户的相关性。用户相关性研究，对于提高检索

系统的检索效率和效果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意义，同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用户在不同情境

下的检索需求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学界非常明确

用户相关性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该方面的研究也

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是检索系统研究只能对

此作无奈的观望，系统判断相关性仍然要通过词

频计算等机械手段而无法利用用户相关性研究成

果 [1]。就目前用户相关性的应用来看，相关反馈

机制是最成熟的，但相关研究表明该机制虽然能

够提高用户信息检索的效率 [10]，但是在实践中用

户检索信息时却很少运用 [11]。总体而言，用户相

关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应用而言，

情况还很不尽如人意。

今天，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用户研究，信息

检索领域也不例外，虽然技术是信息检索相关性

实现的基础，但是用户因素在相关性判断中也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信息检索方式从传统发

展到现代，信息检索用户从专业人员普及到普通

大众，当前大部分相关性研究也是面向用户展开

的。基于用户相关性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为了明

确国内相关研究的进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2.1 数据来源

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为数据统

计来源，采取的检索策略为：“SU=(' 用户 '+' 认

知 '+' 心理 '+' 行为 '+' 情境 '+' 上下文 '+' 专家 ')*

信息检索*相关性 OR TI=('用户'+'认知'+'心理'+'

行为 '+' 情境 '+' 上下文 '+' 专家 ')* 信息检索 * 相

关性 OR KY=(' 用户 '+' 认知 '+' 心理 '+' 行为 '+'

情境 '+' 上下文 '+' 专家 ')* 信息检索 * 相关性”，

初步检索到相关文献 509 篇，检索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2.2 数据处理方式

首先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处理，剔除了不相

关及重复文献，接着利用 Excel 对检索结果进行

分类汇总，将数据转化为规范化的易处理格式，

然后结合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统计分析方法，

从文献的年代分布、期刊来源、作者和研究主题

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利用 Sati、Ucinet 软件对

研究团体和关键词共现进行可视化展示并得出相

关结论。

3　国内用户相关性研究现状分析

3.1 文献年代分布

对某一学科或领域的论文年度发文量进行统

计分析，可以了解该学科或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

和研究热度，揭示研究的纵向规律 [12]。近年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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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户相关性研究的文献年代分布情况如图 1 所

示（2015 年的数据暂不统计）。

从图 1 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用户相关性的研

究始于 1998 年，之后到 2011 年该领域的研究论

文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2011 年之后呈下降之势。

从上图中反映的结果来看，1998-2004 年论文数

量相对较少，只有 2004 年的论文数量达到两位数

的 14 篇，说明这个阶段国内用户相关性的研究还

处于起步、探索阶段；2005-2011 年每年的发文

量均在 30 篇以上，2011 年达到最多的 66 篇，说

明在此阶段伴随着各学科用户研究的不断发展，

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1 年之后，每年的发文量仍然在 30 篇以上，

但是却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此领域的研究热潮

已经过去，或者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太过困难，许

多学者都不再涉足。

3.2　论文学科分布情况

信息检索的实现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在当

前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某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多

学科的专家共同努力，用户相关性研究也不例外。

表 1 统计了用户相关性研究相关的学科，由

于有些文献分属多个研究领域，所以论文数的统

计结果（532 篇）会多于最初检索到的数量。在

CNKI 数据库中选择“学科”为分组浏览方式统

计分析论文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

最多的是计算机学科，占到所有论文的 77.26%，

其次是图书情报学科，所占比例为 15.23%，还有

自动化与电信类、语言学类、数学类、新闻类等，

不过所占比例均相对较少。虽然用户相关性研究

呈多学科态势，但是计算机和图书情报类才是该

领域研究的核心学科。

图 1　国内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文献年代分布

学科 论文数 学科 论文数

计算机类 411 图书情报类 81

自动化、电信技术类 15 经济类 6

医学类 6 数学类 4

地理类 3 语言类 3

新闻类 2 教育类 1

表 1  用户相关性研究论文学科分布

3.3　图书情报类论文来源核心期刊分布

情况

论文的来源期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

研究领域的空间分布特点，通常来说，文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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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自身规律，大多数影响力较高的科研论文集

中在核心期刊上，掌握了其核心期刊群，有利于

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群体 [13]。在

CNKI 数据库中选择“学科”为分组浏览方式，

数据显示与用户相关性研究相关的图书情报与数

字图书馆类的论文共有 81 篇，占到全部论文的

15.91%，相对而言论文数量偏少。其中学位论文

共计 21 篇，占到 25.93%，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说明用户相关性在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中颇受垂

青，其中有 2 篇以上的单位有 3 个，分别是南京

大学 5 篇、武汉大学 2 篇、西南大学 2 篇，可见

南京大学对该领域的研究比较成熟。其余 60 篇

均为期刊论文，其中核心 41 篇，占到期刊论文的

68.33%，表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质量相对较好。

下面就该 81 篇论文中的专业核心来源期刊进行的

分析，具体分布见表 2。

序号 期刊名称 论文数量 所占比例

1 图书情报工作 ( 含 2 篇网刊 ) 11 26.83%

2 中国图书馆学报 5 12.20%

3 情报杂志 5 12.20%

4 情报理论与实践 5 12.20%

5 图书情报知识 4 9.76%

6 情报科学 4 9.76%

7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 7.32%

8 图书馆学研究 2 4.88%

9 图书馆杂志 1 2.44%

10 图书与情报 1 2.44%

从 表 2 可 以 看 出，41 篇 论 文 分 布 在 10 种

期刊上，其中《图书情报工作》收录最多，共

计 11 篇（含 2 篇网刊），占到核心期刊论文的

26.83%，其余 9 种期刊载文均在 5 篇及以下。

3.4　论文作者分析

3.4.1　研究团体分析

大部分研究课题是基于科研团队之下的，研

究成果也是团队成员共同取得的，团队合作对于

科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明确用户相关性

研究的团队合作情况，本文借助 Sati 文献题录信

息统计分析工具生成作者共现矩阵，接着将该矩

阵导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 中生成了本领域

表 2　图书情报类论文来源核心期刊分布

注：以《CSSCI(2014-2015) 来源期刊目录》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来源期刊目录”现刊为图书情报类核心
期刊来源。

研究团队的整体网络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本领域研究团队共计 15 个，

其中以二人居多，共 9 个，三人及其以上的团队

共有 5 个，其中三人团队 2 个、四人团队 2 个，

其余一个是 7 人团队。总体来讲，科研团队数量

偏少，且以二人团队为主，说明本领域的科研合

作情况不太理想。图中线条的粗细代表合作的强

度的大小，只有孙建军和成颖的合作强度为 3，

其余为 2 或 1，表明本领域科研团队的成员之间

的合作强度还偏低。总体来讲，关于用户相关性

的研究团体，不仅在数量上偏低而且就其合作强

度而言也较低，所以这方面急需加强和改善，尤

其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高校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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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在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中造诣较

深、获得科研成果较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水

平和思想观点对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4]。

用户相关性的这些论文是由许多作者共同完成

的，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仅为 4 篇，共有 3 位学者，

分别是南京大学的孙建军、成颖和武汉大学的

陆伟；发表 3 篇论文的同样有 3 人，分别是南

开大学的王知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赵铁军和

河南大学的徐树维；发表 2 篇论文的有武汉大

学的吴丹、南京大学的巢乃鹏等共 21 人，其余

均仅发表 1 篇论文。可见，关于用户相关性的

研究学者虽然较多，但是比较分散，目前尚未

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核心作者群体，从机构方面

来看，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用户相关性方面

的研究实力相对较为强劲。

3.5　基于关键词的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从论文中精选出来的能够反映论文

主题内容和关注点的词或词组，可以帮助读者快

速了解文章的主题内容 [14]。而对某一研究主题的

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很好地反

映出该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以及今后关注点的发展

趋势 [15]。

3.5.1　总体论文关键词分析

利用 Sati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对检

索到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共得到关键词

1438 个，其中出现 2 次以上的关键词共计 293 个，

全部关键词共计出现 2519 次，平均每篇约 5 个关

键词。为了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首先要对关键

词进行合并（如：本体、Ontology 等）和清洗（如：

知网、综述等）等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关键词

按其出现的频次由高到底进行排序，从中选择词

图 2　用户相关性研究团体整体网络示意图

国内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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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不少于 4 次的关键词，确定出 83 个高频关键词，

利用 Ucinet 生成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图形。

从图 3 可以看出，信息检索、相关反馈、查

询扩展、搜索引擎、本体、向量空间模型、文本

分类等词位于示意图的中心位置，说明这些是人

们比较关注的研究主题。处于较边缘的关键词，

虽然其受关注度比较低，但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看出本领域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15]，人

们开始关注微博、个性化检索、相关性分析、跨

语言检索等方面的研究主题。虽然本文的研究主

题是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但是从上图中可以明

显看出，与“用户”相关的关键词少之又少，绝

大多数关键词是关于技术层面的，虽然看似矛盾，

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检索到的文献中计算

机类论文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而且用户相关性的

实现必须以技术为支撑。

仔细分析上图，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类团的

研究主题：①应用类主题，如推荐系统、问答系

统、相关反馈、查询扩展等关键词，科学研究的

最终结果要落实到实践层面，使我们的研究成

果为用户信息检索效率的提高做出一定的贡献，

应用方面的研究可以为系统的开发与优化提供

一定的参考与指导；②搜索引擎，如垂直搜索

引擎、元搜索引擎、专业搜索引擎、Lucene 等

关键词，搜索引擎自诞生以来就以其简单、方便、

易用的特点而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与数据库

不同的是，搜索引擎返回给用户的检索结果往

往成千上万，所以相关性对其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③实现方法，如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排序学习、Web 挖掘、中文分词、文本挖掘等

关键词，实现方法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主题的研

究是密切联系的，应用的实现必须以相应的方

法为支撑；④语义研究，如语义检索、语义分析、

语义相似度、语义网等关键词，语义检索是基于

对信息资源的语义处理实现效率更高的检索 [16]，

系统通过对用户输入到检索词进行语义分析，

可以为用户输出相关性更高的检索结果；⑤网

络类主题，如网页排序、Markov 网络、网页分块、

图 3　用户相关性高频关键词整体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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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分析等关键词，该方面的研究与搜索引擎

的相关研究较为密切，因为搜索引擎返回给用

户的结果一般是网页，网络主题的研究可以为

优化搜索引擎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也是相关

性研究的主题之一。

图 3 中显示的研究主题不至以上提到的五个

方面，还有用户相关性的影响因素、评价、检索

模型等方面的研究等，总体来讲系统方面的研究

主题还是偏多一些。

图 4　图情类论文用户相关性高频关键词整体网络示意图

3.5.2　图书情报类论文关键词分析

相关性是情报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17]，同时也

是本学科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信息

检索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 [18]，因此有必要对本学

科关于用户相关性的研究主题进行梳理。

采用和上文同样的方法，对图书情报类用户

相关性的论文进行关键词（这里是合并和清洗之

后的全部关键词）分析，生成如图 4 所示的关键

词共现可视化图形。

与图 3 相比，图 4 显示出了更多非技术层面

的关键词，说明本学科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确实是

以用户为中心来展开的，出现了如认知信息检索、

用户认知、思维能力、用户交互、用户需求等关键词。

总体来讲，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计算机学科

偏向于技术，图书情报学科偏向于理论，这也符

合两个学科研究方向的客观现实。计算机学科与

图书情报学科是信息检索相关性研究最为贴近的

两个学科，因此，在当前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大环

境下，两个学科要各自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计算

机学科要以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研究为导向，图

书情报学科要以计算机学科的技术为支撑，努力

做到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用户的

体验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还没有具体应用到检索

系统中，用户还无法利用到这些研究成果去提高

自己信息检索效率，因此，用户相关性方面的研

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国内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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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具有解惑、预测的能力，好的理论能在

一段时期解释和预测许多现象，所以理论研究属

于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决定着某一领域的发展方

向 [19]，构建主义者甚至认为理论研究是实践研究

的前期准备，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研究是一种隐

性的实践 [20]，由此可见，理论研究对于科学研究

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所在，然而，科学研究的最

终落脚点是实践，只有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应用

研究才能推进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目前

国内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

错位现象，而且长期以来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与

服务实践严重脱节，两方的矛盾冲突始终成为社

会各界质疑情报学科独立地位的焦点话题 [21]，信

息检索作为情报学最重要的实践研究方向之一，

此类现象更为突出，理论研究成果过于理想化。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国内信息检索相关性研

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

果，但大多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实践应用

方面的研究进展还不太理想，用户相关性方面的

研究更是如此。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以理

论为指导，进行实践性研究，实现理论研究与实

践应用的良好沟通，借助跨学科研究平台做到理

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使信息检索用户相关性方面

的研究成果为改善用户信息需求与查询结果之间

的矛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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