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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报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发展趋势

ABSTRACT 　 A s retrieval languages, bo th hum an2con tro lling

languages and natu ra l languages are comp lem en tary. A t p resen t,

info rm at ion retrieval languages are develop ing tow ards natu ra l languages.

In the fu tu re, there w ill be a new k ind of languages w ith su itab le con tro l

over natu ra l languages. 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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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理想的情报检索系统, 人们希望它

应该是一种“交互式的应答机”, 即人们提出

什么样的问题, 它就能做出相应的回答。它不

但能接受任意的检索语词, 还能理解检索者

的检索意图。但是, 就现实中的情报检索语言

来说, 无论是传统的分类语言, 还是后来的主

题语言, 都属于受控语言。而作为情报检索语

言的受控语言又存在着本身无法解决的缺

陷。虽然说近年来在图书情报界兴起的自然

语言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 但图情业内的有

识之士已清楚地认识到, 通过对自然语言进

行适当的处理, 却能比较好地解决受控语言

存在的缺憾。这种相互补充的优势决定了未

来的情报检索是一种自然语言的综合性情报

检索语言系统。

1　受控语言和自然语言的相应概念对
比

所谓受控语言, 是指人们根据检索的需

要, 依据一定的规则对自然语言进行事先规

范而形成的人工语言。受控语言通常指情报

检索中的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而利用分类

表中的分类号和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或叙词

表中的叙词作为情报检索的入口和控制检索

的格式, 称为受控语言检索。

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语言指人们日常说

话、写文章和思想交流所用的各种语言。而情

报检索中的自然语言是指用文献作者或文

摘、提要的作者原来使用的语言, 其中包括关

键词、自由词和出现在文献题名、摘要或正文

中的语词。目前, 一种以相关排序和智能文本

处理为特征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开始流

行。自然语言检索, 从技术上讲, 就是将自然

语言处理系统技术应用于情报信息检索系统

的情报信息的组织、标引和输出。而从我们广

大情报用户讲, 就是把自我语言作为情报提

问输入和对语接口的检索方式。

通过二者的概念对比可以看出, 受控语

言及其检索是经过事先规范化的人工处理而

形成的; 自然语言及其检索是直接将情报提

问用词用于情报检索的。

2　自然语言检索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正象规范语言当时作为情报检索语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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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规范语言是为克服自然语言的不足而

产生的, 但它的出现并没有解决自然语言的

一切问题, 反而带来了诸如专业性太强、使用

不方便、维护和更新困难等许多致命性的不

足之处。而自然语言本身的特点又是对规范

语言先天不足的弥补, 使得人们转而研究自

然语言, 并把它作为情报检索过程的语言保

障。

而就自然语言本身来说, 它很早就被纳

入了情报检索语言系统。只是由于长期以来

检索手段落后 (主要是手工检索) , 使得规范

语言在当时文献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发挥出

了方便快捷的作用, 使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本

身优势性的自然语言逐渐被“规范化”的分类

语言和叙词语言所替代。

而当规范语言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弊端,

并且随着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电子计算机

及其技术的更新换代, 并被用于情报检索过

程时, 规范语言越来越不适应情报用户的检

索需求。关键词这种自然语词和可以用“后

控”方法改造的一部分不够规范的自然语言

以其自身的优越特点和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结

合, 满足了情报用户的需求和愿望, 于是重新

受到了重视。

特别是随着 20 世纪中叶以来, 计算机技

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加之图书情报工

作者的不断努力开拓, 使得情报检索由原始

的手工检索发展到联机检索的初步自动化阶

段, 又由联机检索软件只能利用规范化叙词

语言进行布尔逻辑检索的第一代发展到能利

用自然语言进行“语境逻辑”检索的第二代。

计算机容量的增大, 运行速度的加快, 检索能

力扩充, 多用户共享的巨大变化, 使一度遭冷

遇的自然语言显露出它的灵活、快捷、方便的

特性, 从而使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方面又有

了新的用武之地。虽然我国的图书情报检索

自动化技术起步比较晚, 自然语言化的检索

系统尚在探索阶段, 但国外已有了一定规模,

并显露出迅猛发展之势, 这将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的 IN SPEC I 1967 年投入试运行, 1971

年即开始用自然语言试标引, 两年后的 1973

年便将其作为该系统的检索语言之一。

D IALO G 系统和 ESAQU EST 系统的数据

库中, 自然语言已占相当比例。据 1975 年对

国外的部分数据库调查, 其中仅仅采用受控

语言的数据库只有 22 个, 用自然语言的数据

库有 18 个, 同时采用受控语言和自然语言的

有 48 个。有人认为: 概念有限、结构复杂的叙

词型情报检索语言已不能适应数量众多、要

求各异的联机终端用户的检索要求, 情报检

索又随之向自然语言方向发展。美国的俄亥

俄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华裔图书馆学家李华

伟博士也预言: 未来的情报检索语言是以自

然语言为主的发展方向。

3　自然语言和受控语言的优缺点对比
及二者的互补性分析

受控语言的实质是表达文献情报特征的

概念及其相关的概念标识系统, 它与自然语

言的最大区别在于为了特定的需要对自然语

言进行了人为的控制, 以便能唯一的表达事

物。因此, 受控制语言通常具有以下优点:

(1)能简单明白又比较专指地表达文献以及

检索课题的主题概念; (2)容易将概念进行系

统排列, 在检索时便于将标引用语与检索用

语进行相符性比较; (3) 语词与概念一一对

应, 能控制同意词、多义词和其它语义上的相

关的词, 排除了多词一义和一词多义及词意

含糊的现象。这样也可以使相关文献相对集

中, 也能提高标引的一致性, 容易取得高查全

率; (4)能显示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 等级

关系、上下位关系等。

受控语言为克服自然语言的不足而产

生, 但在它的使用过程中却带了一些新问题,

从而构成了受控语言的局限性, 这就形成了

受控语言自身无法解决的明显缺点: (1)词汇

管理费用高; 标引工作负担重、速度慢, 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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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 (2)事物概念表达显示方面的局限性,

使得文献主题概念转换成规范化索引词汇时

易造成某些索引词的专指度降低, 从而影响

查准率。(3)结构复杂性和易用性之间的矛盾

难以克服, 使得一般用户掌握这种特殊语言

比较困难。就是对于专业情报工作人员来说,

要掌握一门检索语言也要先进行培训和实际

操作体会, 还涉及许多微妙的经验细节, 这些

都得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对于一般的非专业

情报用户来说那就更难了。我个人认为, 受控

语言的这个缺点决定了它在情报检索中的

“市场”越来越窄小, 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是

被别的更先进的语言代替, 或者是与其它语

言相结合形成新的检索语言和检索系统。

(4)自然语言转换为规范语言时的情报失真

不可避免。 (5)受控词表的编制、维护和更新

难度大且成本费用高等。

而受控制语言的这些局限性反映在自然

语言上却变成了其优点: (1)自然语言符合客

观需要, 它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输入新词, 因

而可以跟踪学科发展, 加速机检数据库的建

设。 (2)自然语言相对于受控制语言来说, 具

有易用性, 检索方便、简单。用户只要不脱离

文献中的主要自然语言, 便可以任意检索, 既

不受词表控制, 也不需要培训, 查询快。(3)正

是由于自然语言是文献作者的书面语言, 用

作情报检索能更好地体现文献保障原则。各

学科的用户进行检索时一定会感到使用本学

科领域的自然语言要比使用受控词表中的语

词方便得多。 (4)自然语言的标引简便, 易于

实现自动化, 标引速度快。 (5)自然语言是完

全专指的, 它可以使用文摘, 索引或文献正文

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词进行检

索, 甚至可以指定检索的词在某一段落或某

一句子中出现, 因而有较好的检准率。 (6)遗

漏率低。使用自然语词可能提供多条检索入

口, 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检索入口少而造成的

检索遗漏。(7)统一性好。采用分类语言和叙

词语言标引, 依靠人工选择, 标引人员的素质

和理解、判断等方面的差异, 往往造成归类和

选词不同, 而用自然语言标引在较小范围内

采用“现成词”, 即使多人标引文献, 差异也不

会太大。自然语言的这一特点最终决定了它

能在广大潜在用户中受到欢迎。拥有广阔的

市场。

虽然自然语言能较好弥补受控语言的许

多不足, 但其自身也有不足之处: (1) 不能反

映概念词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也不能反映概

念关系的隐含性, 因而无法排除同义词、近义

词、多义词等的词间含糊现象, 从而影响查全

率。 (2)由于选词没有严格限制, 词量势必过

多过杂, 反而会分散主题, 影响查准率, 并且

会过多地占用磁盘存贮空间。(3)由于一个概

念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 使得相关

文献不能相对集中, 检索时容易漏检。

通过以上二者优缺点的比较, 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 自然语言和受控语言具有天然

的互补性, 这是二者能够结合发展为一种以

自然语言形式为主的高级检索语言的先天优

越条件。

4　对自然语言进行适当控制的方法探
索

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自然语言和

受控语言各自的优缺点在很多方面往往表现

为一种互逆关系。对于受控语言来说, 它采用

的是事先规范的方法, 可称作为一种先控系

统。而对自然语言来说, 纯粹的自然语言检索

系统在实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正如张琪玉

先生在《情报语言基础》中指出的,“这种纯粹

的自然语言检索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 也是

低水平的。”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通常要对自

然语言采取一些辅助措施, 以弥补其缺陷。采

用的方法有:

(1) 事先控制法。就是在文献检索要求

输入系统时进行控制, 而在输出时不加限制。

也就是说, 检索者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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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然后通过一种入口词表把这些词“转

变”成受控词。这种入口词表是出现于文献或

提问中的自然语言表达方式的词表, 它可以

提供一种同现有的受控词表系统相联接的自

然语言接口方法。编制一个范围广泛的入口

词表, 可能相对费用很大, 但它对改善受控语

言的性能, 发挥自然语言的优势有着重要的

作用。它能减少查全失误, 也能提高查准率,

还能减轻标引人员和检索者的负担。

(2) 事后控制法。就是在文献检索要求

输入时不进行任何控制, 仅在输出时进行不

严格的控制。这就是使用一种只供检索的叙

词表 (也可以称作自然语言叙词表) , 也可称

作后控制词表。它是对自然语言进行辅助的

一种手段, 用来控制自然语言系统中的同义

词或句法上相关的词。它具有自然语言所具

有的优点, 亦能弥补受控语言在处理文献中

新科学、新技术的主题时的不足, 以及由于主

题概念转化所引起的专指度下降的弱点。利

用这种后控制词表, 可以按高专指度用文献

中的自然词进行检索, 又可以按便于族性的

要求使用后控制词表中的词族进行检索。由

此可以看出, 事后控制法兼有传统的受控语

言和自然语言的长处, 不失为一种很有发展

前途的新型检索方法。

(3) 设计一种混合词表。它是一种比较

粗泛的控制词表, 可能只包括几百个词汇, 但

全部是系统的上层结构。标引文献时, 使用一

个或几个这种较粗泛的叙词, 同时也可以从

文献题目或正文中抽取自然语词标引。这种

方法把受控语言同自然语言结合了起来。自

然语言词汇可以使检索有一定的专指度, 而

粗泛的控制词方便了族性检索, 并可给出自

然语言的上、下方。有限的控制词表同没有任

何控制的自然语言结合使用, 将会提供强大

的检索能力。我国现在已有了一部大规模、综

合性的《汉语主题词表》, 可否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搞混合检索, 还需图书情报界的同仁们

做探索。

使自然语言通过适当的控制, 或者说使

自然语言和受控语言兼容, 弥补自然语言的

缺憾, 将会显露出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方面

的更大魅力。

通过上面几个方面的探讨及国外的发展

情况来看, 单纯的受控语言检索系统和自然

语言检索系统都会由于其自身的弊端而使其

发展受到限制。而在一个系统中, 自然语言与

受控语言结合使用, 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 将

成为未来情报检索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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