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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辅助政务信息检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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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传统基于关键字的全文搜索技术对政务信息进行检索，检索质量比较低。将本体技术与传统检索技

术相结合，有利于用户的查询语义充分表达，进而提高检索质量。提出了具体实现方案，以及结合相关领域主

题词表来设计政务本体、用本体概念的高频组合词汇提高辅助查询能力的方法。最后通过实例验证了理论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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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raditional full-text searching technologies based on keywords are applied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w quality results will be return. It is helpful to express searcher’s meaning more completely by combining 
traditional full-text searching technology with ontology technology. Qualit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will be improved. A 
detailed solution is proposed. Later method of designing government ontology utilizing domain oriented thesaurus is 
discussed. How to use combined words with high frequency to assist searching is also discussed. At last a case verifies 
that it i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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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各种政务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公文、文档，

当需要某个文档的时候，人们往往迷失在茫茫的信息

资源中。采用传统基于关键字的全文搜索技术进行检

索，由于处理引擎不能正确理解用户的查询要求，导

致检索质量比较低。有些技术通过查找同义词等方法

来扩展查询，但扩展的范围有限。 
源自于哲学范畴的“本体”是概念模型的明确的

规范说明[1]，可以清晰地表达概念间的关系。应用本

体技术进行辅助查询，有利于用户的查询语义被充分

表达，进而提高检索质量[2]。本文提出了将本体技术

与传统检索技术相结合的具体实现方案，利用该方案

可以提高政务信息的检索质量。并进一步论述了如何 

 
 
结合电子政务自身的特点设计政务本体，以及用本体

概念的高频组合词汇来辅助查询的方法。 
 
2 总体方案 

目前的本体语言普遍将描述逻辑作为自身的逻辑

基础，描述逻辑中包含了许多构造子，利用这些构造

子可以表达概念间复杂的关系。本体不仅能够表达概

念间的同义(等价)关系，而且能够表达更丰富、更复杂

的关系，如继承和互斥等关系。在本方案的政务本体

中，定义了政务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其关系。 
莫里斯和卡纳普认为：句法、语义、语用构成语

言的三个基本方面。为了提高检索效率，在电子政务

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从语用的角度出发，把和每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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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关的高频组合词汇统计出来，作为本体的补充，

辅助查询。 
处理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查询处理过程 
 

用户可以直接提出查询请求，也可以在对本体及

高频组合词汇表浏览的基础上，再确定自己的查询内

容，提交查询请求。扩展模块结合本体，对查询请求

进行语义扩展，包括等价概念的扩展，如果用户要求，

还可以自动进行子概念及其它扩展。扩展的查询请求

再提交给传统搜索引擎进行检索。 
 
3 政务本体设计 

如何设计本体？专家们提出了很多方法，这些方

法大多是有工程背景的，是将实际项目开发中的方法、

经验总结后得到的通用设计方法。如：斯坦福大学提

出了本体设计的七个步骤[3]；METHONLOGY 方法[4]

定义了本体设计的三个阶段，它最初是用于指导化学

本体设计的，后来也被应用到其它领域本体的设计；

TOVE 法[5]是由多伦多大学企业集成实验室提出的，以

一阶逻辑谓词为基础，设计过程包括五个步骤；骨架

法[6]是用来设计企业本体的方法。 
一般来说，设计完全通用的本体不现实，都是针

对某个特定的领域来设计领域本体。结合电子政务领

域的特点，同时考虑到这里的本体是为信息检索服务

的，可以结合电子政务领域现有的信息分类方法，设

计电子政务本体。 
对于政务信息，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多个主题词

表，用来对信息分类，便于信息检索。在各类主题词

表中，收录了大量规范化的词或词组，称为主题词或

称叙词，用于文献的主题标引和检索，而且可以用“用、

代、分、属、参”等参照项来描述主题词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词和其它主题词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当中能够表达一定的语义。但是主题词表

和本体相比，表现出很多缺点：(1)主题词虽然也是词

汇的规范性表达，但是它的逻辑基础不如本体；本体

以描述逻辑为逻辑基础，逻辑清晰，表达规范，能够

实现对概念和术语的准确表达。(2)主题词间的关系虽

然可以用“用、代、分、属、参”等参照项来描述，

但是仅能表达简单的语义关系，而且关系的定义并不

严格；而本体能够严谨地表达概念间复杂的关系，适

合对领域知识进行形式化定义和描述，可以被看作知

识库。(3)主题词表在结构、内容上比较保守，一般不

经常修改；而本体是开放式的，随时可以根据需求进

行调整，适应变化。 
虽然主题词表有这些缺点，但是它收录了相关领

域的典型词汇，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在设计本体的

时候，可以借鉴相关的主题词表，提高效率[7]。可以

采取如下步骤： 
(1) 明确本体设计的目的和范围。 
(2) 收集相关资料。在确定范围内，收集相关资料。

包括已经发布的相关主题词表。 
(3) 列举出重要词汇。对典型文档、材料进行分析，

在主题词表的基础上，扩充相关词汇，得到一个词汇集。 
(4) 定义类及其关系。确定词汇集中哪些词汇可以

作为类出现，并定义这些类之间的等价、继承和互斥

等关系。 
(5) 定义类的属性。确定词汇集中哪些词汇可以用

来表达类间的关系，将其定义为属性。列举属性可能

具有的等价、继承、互逆、传递和对称等特性，并指

明基数、取值范围和定义域、值域等限制。 
(6) 创建实例。 

 
4 高频组合词汇表的建立 

从语用的角度出发，列举出常用的词汇组合，可

以增强查询导航的效果，起到更好的提示作用。所以，

对于本体中每个概念，找出它对应的高频组合词汇，

作为本体的补充。算法如下： 
(1) 对选中的样本资料进行词汇抽取处理，得到样

本词汇集。 
(2) for 本体中的每个概念 
在样本词汇集中查找与该概念的相关度不超过α

的词汇 
if 这对词汇共同出现的频率大于β 
将其列为高频组合词汇 
相关度：等于文本中两个词汇之间间隔的单词数。 
经过该算法计算后，本体中每个概念都可能对应

一组词汇，它和其中每个词汇的相关度大，且同时出

现的频率高。 
如果本体概念的数量为 n，样本词汇集中词汇的

数量为 m，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m)。 
 
5 实现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高效、智能的公文检索服务，

采用上述思想建立了政务信息智能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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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存储、处理使用了 Oracle 11g spatial。 
Oracle 11g spatial 支持本体的存储、推理和本体辅

助查询，使得开发者能够安全、高效地进行语义应用

开发。它在本地实现了 RDF/RDFS/OWL 的支持，可

以存储语义数据和本体，支持语义数据查询和关系数

据的语义辅助查询，使用自身的或用户定义的推理，

以扩充语义数据的查询能力。本体以 RDF 数据模型的

三元组的形式存储，Oracle 11g 能够存储数以十亿计的

三元组，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系统的需求。 
所有公文存储在 Oracle 11g 数据库中，公文搜索

使用了 Oracle 的全文检索功能。 
Oracle 从 7.3 开始就支持全文检索，用户可以使用

它的上下文(ConText)选项完成基于文本的查询。它可

以在数据库字段上进行全文检索，也支持外部的 doc、
pdf 等类型文件，甚至是 URL 文档，可以识别普通文

本、XML 及 HTML 等格式的文本。它内含多种词法

分析器，支持英文、中文、日文和韩文等多种语言文

字，能正确地分词。 
(1) 建立本体 
按照前述步骤，设计了教育本体。 
首先确定了本体是为公文的智能检索服务的，涉

及对象是学校公文。经过筛选，选中了 2004 年 304 份

典型公文，涉及党务、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就业

和后勤等多个方面。另外，在教育领域，教育部发布

了《教育部公文主题词表(试行)》[8]，其中列举了十一

个大类，共 228 个主题词，但它只是简单地罗列主题

词，没有对主题词间的关系进行定义。 
以这两者为基础，和管理人员反复讨论，最后确

定了有三百个词汇的词汇集。对词汇集进行归纳整理，

确定了学校、教育、人、机构、学校管理、党务、共

青团、教学、国际合作、职称、职务、学位、学历、

学科、专业、制度法规、科学技术、工程、财务和综

合共二十个大类，每个类都有若干子类，如学校下分

高校、中等职业学校、中专、技校、中学和小学等，

学校管理下分资产管理、后勤管理和医疗管理等。在

定义子类时，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要按照最常见的方式来定义。如图 2 所示，用可视化

本体编辑器 VOEditor[9]编辑的本体片断：教职工类，

可以按照性别，下面包含男职工、女职工两个子类，

也可以按照工种，下面包含专业教师、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工人四个子类，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在实际工作中，后面一种提法更多些，所以按照后者

进行子类的划分，性别作为类的属性处理。类的层次

也不宜过深。比如：人包含教职工和学生两个子类，

教职工含专业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

四个子类，专业教师按照职称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子类，

但这样一来，职称就隐含在教职工类中，如果某些地

方需要单独使用职称类，就比较困难了，不利于重用，

所以人这个类只有三层，职称作为单独的类，利用对

象属性将教职工类和职称类联系起来。 
 
 
 
 
 
 

图 2 本体片段 
 

对现有类进行分析，找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定义

为 ObjectProperty；同时从剩余词汇集中寻找可以用来

描述对象特性的词汇，将其定义为相应类的属性。 
实例的确定难度比较大，因为同一个词汇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被理解为某个类的子类，也可以被理解

为某个类的实例，没有一定的标准。这里考虑到本体

主要用于导航和智能扩展，只对类进行操作可以简化

问题，所以没有定义实例。 
(2) 建立高频组合词汇表 
对于本体中的每个概念，都列举出与之对应的高

频词汇。304 份典型公文存储在 Oracle 11g 中，在相应

的表字段上建立 Oracle 全文索引，索引共有四种类型，

这里采用 context 类型，索引名为 iexamp。索引建立过

程中对正文进行分词处理，得到各个表意单元(也称

term)，一旦索引建立完成，系统自动创建名称为

dr$iexamp$i、dr$iexamp$k、dr$iexamp$r 和 dr$iexamp$n
的表，其中记录了各 term 的出现次数、位置等信息。

其中中文 term 有 16495 个，这里只考虑中文 term。term
在所有公文中出现的次数和 term 数的对照表如下： 

表 1 term 出现次数和 term 数对照表 
出现次数 term 个数 

1 9686 

2 2436 

3 1109 

4 673 

5 481 

6 300 

7 227 

8 173 

9 139 

10 137 

>10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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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到，大多数词汇出现的次数很少。

出现次数少的词汇肯定不是高频词，为了提高算法效

率，选取 term 集中出现次数大于或等于 6 的词汇，作

为计算高频组合词汇表的样本词汇。 
词汇相关度α定义为：两个词汇在同一文档中出

现，且间隔词汇数不超过α。在 SQL 的 WHERE 从句

中，用 contains(……, ……)>0 可以实现这一计算。这

里取α=0。 
检索时，Oracle 从表 dr$iexamp$i、dr$iexamp$k、

dr$iexamp$r 和 dr$iexamp$n 中查找相应的 term，并计

算其出现频率，根据内置算法计算每个文档的得分

（score），即“匹配率”。文档中包含相应 term 的记录

称为匹配记录，每条匹配记录都有“匹配率”。两个词

汇共同出现的频率用所有匹配记录“匹配率”之和表

示。β的取值如何确定？经过分析发现，有时两个词

汇共同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没有意义，比如计算本体

中的概念“学生”和各样本词汇同时出现的频率，得

分最高的是“学生都”，这个组合没有任何意义。所以

在确定一个词汇和样本词汇中的哪些词是高频组合

时，按照得分降序排列，人工剔除没有意义的组合，

取得分排名在前β个的组合。这里取β=10。 
结合前述算法，可以计算出本体中每个概念对应

的高频词汇表。比如本体中的概念“学生”，经过计算，

找出了高频组合：学生工作、学生宿舍、学生管理办

法、学生党建、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学生入党、学

生人数、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辅导员。 
(3) 检索 
用刚建立的本体和高频组合词汇表做辅助，对存

储在 Oracle 中的 2530 份公文进行检索。 
比如：在这 2530 份公文中，有 5 份公文规定了教

师系列职称的评审条件，要查询教师系列职称的评审

条件，用“教师系列 and 评审条件”做查询关键字，

查询到 9 条记录，其中包含了 5 份正确的公文，查全

率=100%，查准率=55.5%；在本体中，“职称”类包含

了“教师系列”、“非教师系列”等子类，在“教师系

列”下面有包含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子

类，用本体对查询条件进行扩展，得到“教师系列 and 
教授 and 副教授 and 讲师 and 助教 and 评审条

件”，以其作为关键字进行查询，得到 6 条记录，其中

包含了那 5 份正确的公文，查全率=100%，查准率

=83.3%。 
又如：想查询有关学生的公文，输入“学生”之

后，因为它是本体中的概念，系统中有其高频组合词 
 
 

汇，自动提示文中常用语“学生工作、学生宿舍、学

生管理办法、学生党建、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学生

入党、学生人数、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辅导员”，

帮助用户进一步确定查询内容，如果用户认为这不是

他关心的主题，可以忽略提示。 
 
6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如何借鉴相关领域的主题词表建立本

体，并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了验证，但本体设计方法仍

然不是工程化的方法，本体的质量和设计者的素质关

系密切，如何建立工程化本体设计方法是今后研究的

方向。对本体中的每个概念，从样本数据中统计出了

它的常见词汇组合，用于辅助查询，如何从样本数据

中自动抽取本体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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