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报学报 IssN Iooo—0135

第34卷第7期734—742．2015年7月

JOURNAI．OF THE CHINA SOCII：1’Y FOR SClENTIFlC

AND TECHNlCAL INFORMATION ISSN 1000一0135

VoI．34 No．7．734—742 JuIy 2015

doi：10．3772“．issll．1000-0135．2015．007．008

应急参考咨询团队构建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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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既有多源专家特征信息融合研究，从单一资源的不同分面出发，统计了每一分面排名的参考指标，

据此生成专家分面排名。鉴于分面排名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结合D—s理论和熵运算，设计了专家排名融合的算

法，算法核心围绕mass值的计算和合成。获取专家综合排名，依托群体决策需求，应用加权平均法生成Top N位专

家的内容特征．迎过．：次遴选完成庇急参考许潮聊队的构她。以多二l：邋领域的应急々家遴选过程为例，通过评测

排粥fcc的承复率和·致率，证实夺义办法稍I较啦·办法效率蜓_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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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长j9J以米，突发小什对公众牛命、财产安全以及

礼会秩序造成J，很人危宙。凭俯较深的圳沦移{淀羽l

小肖的jI：作经验，应急参考咨并U在突发事件习(11{f、习‘

·I-及列E后处坩·Il发挥希亚要作川⋯，集一I-体现在群

体决策过利III。群体决策父联方方ini埘的知彭{，需

婴跨土题钛伞跨领域的々家参与进米，因此为保证

Je科学性，心急々家的遴选过程要严格规范，参考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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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团队的知识结构也要系统合理。

应急参考咨询不同于一般的信息咨询(如图书

馆参考咨询、“定题一委托”参考咨询等)，其对时间

更敏感，要求专家来源领域宽泛，工作流程科学高

效。但目前应急参考咨询团队构建却存在诸多问

题，集中体现为两点：①团队构建多依赖召集人的社

会关系，缺乏客观准确的专家甄选程序。人际关系

在社会网络中一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

团队能否成功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研究领

域人与人关系能否发现和成功连接‘2。为领域内

的应急需求组建咨询团队，召集人凭借对领域环境

的熟知还能应对。跨领域合作则要求更加合理的知

识及人员组成结构，召集人仅凭主观判定，在选人可

能会造成一定误差，这些误差源自信息的不对称。

因此应急专家咨询团队发现亟待寻找一种客观高效

的方式。②专家特征表述模糊，缺乏程式化的描述

符号。专家特征的揭示，需要综合考察其工作内容、

研究成果、主持或参与项目等关联因素，而对此的描

述却缺乏专业的逻辑符号，导致专家特征识别模糊

甚至错误，进而出现专家知识结构和应急需求不兼

容等后期问题，影响应急决策，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社会影响和人员伤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试图寻求一种科学高效的

应急专家咨询团队构建方法，即以专家关联学术资

源为单一识别对象，从专家个人、专家文本、专家引

文三个分面人手，结合专家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运

用D—s理论和熵运算，设计了以“排名融合一特征

融合”为流程的专家遴选方式，寄望提升应急参考

咨询团队构建的工作效率。

2相关研究综述

应急参考咨询团队构建的关键在于专家发现，

而关联专家的发现过程等同于专家主题检索的过

程。目前用于专家识别的资源多来自学术数据库、

web页面和社交网络平台4。围绕这些资源，相关

专家学者开展了4类研究：①基于知识资源的专家

识别，如夏立新等纠借助xTM绘制图书馆专家知识

地图来改善专家自动化识别效果；Fang等引构建专

家搜索引擎FacFi-1der来自动化甄选科研团队成员。

②基于web资源的专家识别，如巩军等¨以维基百

科为背景知识构建专家个人知识地图，度量专家的

知识构成和研究兴趣。③基于社会网络资源的专家

识别．如廖开际等副借助语义网络对专家知识发现

及表示方法进行了研究，有效地解决了专家识别过

程中特征揭示简单、推荐结果不准等问题；Lin等一’

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构建专家搜索

软件SmallBlue来辅助企业进行专家特征识别。

④综合多种资源的专家识别，如陆伟等¨0I、王日芬

等‘⋯通过网络数据库、搜索引擎、专家推荐表等渠

道获取专家个人及关系信息，分别完成了专家组织

工作和系统构建；Moreira等旺1使用D-s理论和熵

计算从专家作品、引文网络、专家简介获取的专家信

息；Liu等。¨1整合专家个人信息、专家声望和用户问

答链接，分别为在线学术社区和QA网站设计了专

家排名综合算法，并实证各自方法相较单一基准方

法更全面准确。

综上分析并结合资源自身特点可知，知识资源

揭示能力好但不全面；Web资源量多但噪声大；社

会网络资源融合了关系数据和属性数据，但依赖于

专家沟通方式，内容稳定性不强。随着新兴计算机

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专家传播自身观点的方式正趋

于多元化，而不再仅局限于实物型文献和人际网络，

基于多种资源融合的专家识别正逐渐成为该主题领

域的研究热点，相关方法(如加权平均法、粗糙集、

模糊集、D．s理论、神经网络等)已在模式识别、人工

智能、遥感测绘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1¨‘b o，但大多

基于某一平台展开，可移植性不强，不仅如此，多源

信息权重设置方法还有待拓展，既要减少人为的经

验估计，又要避免客观但过分复杂的算法‘41。由于

资源结构化及存量水平的差异，多源专家特征信息

融合不一定要求资源类型一定要多样，从成熟度较

高的单类型资源的不同分面去做融合也有很大的拓

展空间1’。

3应急参考咨询团队构建过程

从粗糙集角度来讲，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多源信

息融合都是将相关知识进行分类排序的过程¨6I，信

息资源及其分面是分类的依据，专家与主题的关联

程度是排序的依据．因此分面的数量决定了专家排

名列表的数量。由于分面之间不存在优先级设置，

属于并列关系，如上处置则在融合过程中极有可能

会出现专家分面排名冲突，如两个专家e。和e，，在不

同分面下的排名可能是相逆。传统的CombSuM算

法不能解决上述情形_2，D-S理论_7’181有助于消除

冲突，但又无法客观地分配每一分面下专家排名的

可信度，故本文引入熵运算，结合D．s理论来实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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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应急参考咨询团队构建过程

家分面排名的融合，并在确认专家综合排名的基础

之上，融合其文本特征向量和引文特征向量来辅助

专家遴选，从而最终完成应急参考咨询团队的构建。

整体过程参见图l。

3．1关联专家列表获取

⋯于学术资源质量干¨结构化水，F较高，崭)c!Il地

反映了研究者的方向和过程一，因此本文选择学术

资源作为专家分面设计及特征识别的数据来源。在

相关研究综述中，笔者已经指出关联专家列表获取

等同于专家主题检索。因此，在对突发事件类型与

情境进行需求分析之后，我们可借助逻辑运算符

(AND OR NOT xOR)将其表达出来，其式可用g表

示。紧接着，我们要选择一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学

术数据库来检索学术资源。为保证检索结果的质

量，我们可对学术资源发表的刊物范围进行限定或

约求。坡后，从检索记求集·|I摊圾“作杆”!，段，歌

取属性值集合。

学术资源与作者之间关系多重性表现为多对

多，关系名为发表，但此时获取的作者集合并非都是

具有“专家地位”的作者，还可能存在“研究生等”

(由于师生合著现象比较普遍)，因此除对学术资源

发农时nU跨度进行限定以外，我们还衙婴提取史多

。，段(如“作轩．惟位”、“作析身份”等)，一JJ．而为了

规避同名作者造成的干扰，另一方面还需从作者集

合提取用于分析的专家集合。基于文献生产者分布

一736一

的一般规律，可推出专家应是该主题领域内发文量

较高的群体，因此根据普莱斯公式¨引等，可对关联

专家列表进行清洗和剔除，获取具有“专家地位”

的作者。此时选取的专家集合内成员还可能存在

合著情况，但【考虑到合著文章中署名次序对文章

贡献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尽量减小不同专家发表

学术资源的重合比例，重合比例越高就意味着专

家研究内容越相似，这对应急咨询团队知识结构

系统性J1．彳J．一·定影响(排粥融合后还进行特征融

合也是考虑到该情形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确保

最终获取的关联专家与学术资源的关系多重性为

一对多。

3．2专家分面设计

3．2．1 专家个人分面

专家个人分面(Expert Pr06Ie Facet)揭示了专

家发表成果的基本情况，其统计指标主要包括：①专

家发表的包含q的文献总数；②专家每年发表的包

含q的文献数的极值或平均值；③专家包含g的第

一篇或最后一篇文献的发表时间。这些统计指标分

别从数量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专家个人信息进行了描

述，但在实际操作中，还需注意：

(1)由源指标派生出的新指标也可以采用，如

?擘家包含q的笫一篇羽I最后一篇文献发表的I时问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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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非所有的统计指标都要使用，但维度覆

盖要尽量完备，多选择每一维度中相对重要的统计

指标。

(3)很多统计指标的单位不一致，因此在分析

过程中，为保证所有指标值处于同一数量级(0到l

之nU)，我们还j艋婴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常川

的标准化方法包括min-max normalization和z．

score’0，本文采用前者，其数学形式参见式(1)。

x⋯，=揣 (1)
nlaX—mln

式中，x代表每一统计指标获取的实际值，min代表

该统计指标样本的最小值，max代表该统计指标样

小的山走人仇。石⋯代嵌标准化之后的数fI!【。

3．2．2 专家文本分面

专家文本分面(Expel．I Text Facet)反映检索主

题(f与某一专家发表文献的关联强度，其大小可通

过以下统计指标来评测：①词频(TF)、逆文档频率

(IDF)、文档长度(DL)等；②BM25得分。仃细分

析，我们发现I：述两类指标实际源l’I两类信息检索

模型：

(1)词频、逆文档频率源自向量空间模型，差别

在于：在向量空间模型中，由于权重设置上的缺陷，

通常情况下，二者被结合在一起使用。但在本文，

当《f包括多个检索词时．只需将每个检索词所获取

的词频或逆文档频率求和，以获取该项指标的最

终fIlc。

(2)BM25址≥占于二fI|f独立的概率检索模型

(BIM)的一种扩展，广泛用于搜索相关性的评分，其

计算过程可大致描述为：首先将g解析为多个检索

词，然后计算每一个检索词与文献资源的得分，最后

将所有检索词得分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出BM25

得分川。

3．2．3 专家引文分面

专家引文分面(Expert Citation FaceI)是从专

家一引文网络角度评测专家的相对影响力，主要统

计指标包括：①专家发表的包含q文献的引文总数；

②专家发表的包含《『文献的引文平均值或极值；

③专家^指数或g指数。专家一引文网络包括两类

协点：+擘家羽l引川文献，它们之问存在引川父系，0l

文0I}址引川关系的届性指标，量化r专家在其研究

领域的影响力，其值越高代表专家影响力越大，专家

与同行之间的联系强度越高，专家发表资源的领域

认可度越高；7l指数是专家节点的属性指标，也从文

献计量角度反映了专家的影响力m’，g指数是对^

指数的补充和衍生．用于弥补^指数不能很好反应

高被引论文的缺陷一3。

3．3 排名融合

3．3．1 理论基础

依托分lfIf及』￡下的统计指标，我们对专家进行

了排序，但不同分面获取的专家排名可能存在冲突。

由于冲突是由多个并列排序指标引起的，因此不能

简单地通过优先级设置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笔者

引入D-s理论来实现排名融合。D·S理论又称证据

理论，由Dempsler首先提出。"l，后经shafer系统化

完善’18。它设定存在一个识别框架(用@表示)，

该框架下的任意元素以都有一个基本概率分配

(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BPA)。BPA是一个

2甘一[0，1]的函数·nass(简，：=：f为m)，其满足条件：m

(妒)=o和y．订l(A)=l。此外，对于D中的任意
，西

元素A，根据BPA还可以计算出它的信任函数Bel

(A)和似然函数Pl(A)，它们共同组成了A的信任

区间，用于表示已有证据对A的支持程度。在同一

识别框架@下，可将不同证据对A的支持度通过

D-s合并规则融合统一。对于V A∈0，9上的两个

nlass函数mI、m 2的Denlpster合成规则参见式(1)

和式(2)。

％①％(A)=专∑m。(剐。m：(c)(2)
‘。HnC 2 d

K=乏：m．(鳓·m：(c)
口币；咖

=l一 乏：m．(日)·m：(c) (3)
Ⅱ币■巾

式(2)和式(3)中的B和c分别表示0的任意

元素。假定@的元素总数为p，则在证据合成过程

中，可以构建口木p的对称矩阵来显式展现运算过

程，矩阵行列标题来自9和mass值，矩阵元素值包

括两部分：①行列元素对应集合的交集；②行列元素

对应n·ass值的乘积。

3．3．2专家排名mass值计算

根据D．S理论，每一分面下的专家排名都提供

丫一纰证据，在进行排躬融合之前，首先要建立一个

棚应的mass函数，获取每一分而下排名专家的mass

值。结合以往研究m’2“，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计算

mass值：combsuM算法和信息熵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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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mbsuM算法：3．2．1—3．2．3设计了不同

专家分面及其统计指标，ConlbSUM算法核心就是将

上述不同统计指标获取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再求和，和值作为不同分面下排名专家的mass值。

在此，笔者使用Fusioll(A)表示combsuM算法求得

的mass值，A∈@且为单元素集合，参见式(6)。

(2)信息熵算法：信息熵用来测度信息的不确

定祧度．J￡数学形式参见式(4)。

日(s)=一芝l p女水l092p★ (4)
西

式中，s代表某一不确定信息，该信息存在多种可能

性情形；p。代表某一可能情形Ii}(1≤后≤，t)发生的概

率。p。术log：p。代表情形||}确认发小所需的信息{l}，

逐一加总各情形确认发生所需的信息量，可得到s

包括f由信息j跨日(s)。?I，|D。=l，农叫情形七确认发

生所需信息量为0，不存在不确定性；当p；=l／n，即

每种情形发生概率一致时，H(s)最大，其形式可表

述为MaxH(s)=一log：．p。。结合上述分析，同时根据

Mo阳讹等研究成果+心，本文P。计算参见式(5)：

。一 R-，ndic口埘(!型 r¨
p
k—T Exnerts木T lnd沁tors

、J。

式中，尺一，ndicn￡Dr(i，e)代表针对某一专家e，在某一

分面下与其相关的值不为0的统计指标i的个数

(米做标准化处到!之J】{『)，丁一E印e九s代表该分盯卜．簟

家总数，71一，ndic口lD倦代表该分面下统计指标的总

数。如果我们设定s代表某一分面下的专家集合，

0代表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A代表@下的某一元

素．综合CombsuM算法和信息熵算法，m。(A)的求

解可用分段函数(6)表示：

Fu5io，l(A) A={A}

意％A=。 ㈩

0 o￡，ler埘如e

3．4 特征融合

根据群体决策专家咨询团队构建的人员需

求，从综合排名结果中初次遴选一定比例的专家

作为专家参考咨询团队的候选考察对象，为了保

证专家团队知识结构的系统完整，降低同质化现

象，还需要提取专家内容特征，以辅助进一步的专

家遴选。

3．4．1 过程描述

在《多源专家特征信息融合研究》中，笔者从传

一738一

感器工作过程出发，依次论述了基于知识资源、web

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的专家特征识别方法，并围绕

“资源均衡度”设计了基于多源信息的专家特征识

别方法。4j。资源均衡度体现了加权平均法在多源

信息融合中的应用过程，应用于本文，其特征融合大

致过程可描述为：

(1)获取文本分面和引文分面对应的专家特

征向量，两种特征向量都采用文献关键词叠加的

生成方式，差别在于文本特征向量的来源文献为

专家发文，引文特征向量的来源文献为专家发文

的引文。为简化实际运算过程，来源文献也可选

择专家高被引论文及其引文作为特征识别的关联

资源。

(2)评估文本分面、引文分面对应资源的分布

情况，其值用资源均衡度盯来度量：25。，其数学形式

参见式(7)。

盯=I lpI—P2 (7)

式中，Ip。代表了文本分面对应资源占总资源的比

例，p：代表了引文分面对应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

由此可知，矿值域为[o，1]，盯越小表示两类分面

资源分布越均衡，P．=P!时，盯为0，资源分布完全

均衡，反之，盯越大则资源分布越不均衡。

(3)围绕资源均衡度盯，采用权重设置和优先

级设置完成特征向量融合。预定义资源均衡分布的

临界点参数盯，(作为形参，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调整)，当盯在[0，盯，]内，通过权重设置法来生成

专家综合特征向量，专家综合特征向量移等于对应

权重(p。，p：)与向量乘积之和。当盯在(盯，，1]内，

表明各特征向量可信度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优先级

设置法来获取专家综合特征向量，专家综合特征向

量”等于最大p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4)参考专家综合排名以及综合特征向量，完

成应急专家参考咨询团队的构建。在应急处置过程

中，由于群体决策对质量、时效性以及流程规范性要

求很高．且基于学术资源的排名融合和特征融合要

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应急专家库

的构建是保证“排名融合一特征融合”这一专家遴

选过程科学高效实现的基础支撑因素。

3．4．2比较分析

将直接特征融合与加入排名融合之后的特征融

合(间接特征融合)进行比较，笔者发现二者工作量

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

(I)在获取关联专家列表的基础之上，直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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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融合从专家发布资源(学术资源、web资源和社

会网络资源)的内容特征出发，逐一提取关键词、模

板(规则)和标签来生成专家特征向量4，之后再利

用加权平均法生成专家综合特征向量。假定关联专

家列表获取专家集合容量为n，某一专家e．发文资

源为x，，发文对应的引文资源)，i，web资源为=．(在本
¨

文其值为o)，则需要提取的特征向量个数乏!(髫j+
青

儿+。，)，狄取这些特征向挝后至少还j府婴5次融介

／j‘能状圾专家综合特征向量。

(2)问接特征融介将资源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

征川结合，通过更易获取的指标(女JI TF、BM25、h指

数等)，运川排粥融合算法埘不M分1fIf卜．的关联。簟

家进i，r综介排粥，在心急专家杵iiⅡ川队构建过祧

·h，f{集人J{衙依J嫩{弹体决策人员需求(假定为r，r

<<，z)．选取排粥比较稚前的於jI：位’々家(人于或

等J：r)进i于一擘家特征提取币¨融合，；岳要挝取的特征

阳：l}个数J{竹原米的r／n，jl：作{I}人人降低。

4 实验分析

小1，以SARS、森林火灾、地震为例，以0找能够

为符突发小什应急处坩提供决策支撑的’々家川队

(假定粹突发_Ff，J：参考咨ⅥⅡ刚队j岳求人数为3人)

为ft务，依照第3部分进行了实验分析。

(1)数据米源：关联作者列表址进行’々家排私

融合研究的源数钳，小文以CNKl为学术数扒曲：，以

突发：0f件所属符圳领域的期刊为刊源，设计=I：ll应的

检索式，获取学术资源题录信息。以“sARs应急管

理”为例，刊源涵盖医药卫生科技领域的185类期

刊，以“SU=SARS AND SU=应急”为检索式，可用

期刊文献共计327篇，关联作者875名，根据文献生

产者分布规律，我们取各领域发文量较高的(结合

普莱斯公式和需求人数设计)作者为团队候选考察

对象，SARs领域选择了8位．森林火灾领域选择了

ll位，地震领域选择了5位。

(2)分面指标选择及统计：以“发表期刊总数”、

“发表期刊年限”为专家个人分面统计指标，以

“BM25”、“TF”为专家文本分面统计指标，以“引文

总数”、“H指数”为专家引文分面统计指标。以上

述三个领域24名专家为对象，统计不同分面下其关

联资源的统计指标值，结果参见表l。

(3)排名融合及对比分析：由4(2)得出的3种

专家分面排名可以看出，专家分面排名存在着两方

面问题：①单一分面下专家mass值相同时，无法进

行排名，如通过ConlbSuM计算可知，SARS领域个

人分面下的YYH和wJF的nlass值都为0．2029，森

林火灾领域引文分面下的zC、SSD和CCY的mass

值均为0．0542。②不同分面下专家排名次序出现

相逆时，无法确认哪一种排名更合理，如地震领域个

人分面和引文分面下NGz排名高于SGW，但文本

分面下sGw排名高于NGz，类似情形在森林火灾

和sARs领域也存在。为了消除上述问题，本文应

用第3节论述的排名融合流程．经过两次排名融合，

获取专家综合排名，结果参见表2。

表l 专家分面统计指标标准化结果

＼
＼＼ 考粝

发文数 发文年限 BM25 TF 引文数 ^指数

掾＼＼
YYH l O．4 0．0032 O．1098 O．2564 0．3333

WJF l 0．4 0 l l l

ZC O 0．2 0．0475 0．9234 0．8462 0．6667

cQ O 0 O．0265 0 O．205l O．3333

SARS

YCF 0 O．2 0．0658 O．1083 O．2564 0．3333

LXL 0 J l 0．0552 0 O

LYY O O 0．0265 O 0．2051 0．3333

CXT 0 O．4 O．3831 0．1062 0．07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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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jfi标 发文数 发文年限 BM25 TF 引文数 ，l指数

翰＼＼
ZC l O．1 l Il 0 0．7845 0．3415 O．5

FZK 0．5 0．3333 O．0947 0．497I l l

WJH 0 0．7778 O．2993 0．3452 0．4146 0．5

YJZ 0 0．I Il l O．326l O．9728 0．1463 O．5

ZC O 0 O．3249 l 0．195l 0．5

森林
JW 0 0．1 l l l O．3150 0．5690 0．2927 l

火灾

CJY 0 O 0．3249 I O．195l O．5

SSD O 0 0．3249 1 0．195l 0．5

CS O l O．3088 0．5126 0．2439 0．5

SLF O O．3333 O．2539 O．0628 O O

1)JB 0 0．6667 l O 0．02439 0

NGZ l l O l I l

WXQ 0．0588 O．2 0．7825 0．2017 0．19lO O．3333

地震 LYQ 0．0588 0 0．8819 0．5130 0．1738 0．3333

WNN 0 O．4 O．9442 0 0 0

SCW O l l O．909l O．5579 0．5556

注释：表中各项统计指标均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其中BM25和TF采用算数平均值，发文年限为派生统计指标，采用近

似计算。

表2综合排名统计结果

SARS 森林火灾 地震

综合排名 综合排名
专家 综合排名mass 专家 专家

maSS maSS

YYH 0．1403 ZC 0．1232 NCZ 0．3246

WJF O．2958 FZK O．1466 WXQ O．0649

ZC 0．1l 8I WJH O．098l LYQ 0．0635

GQ 0 YJZ 0．0624 WNN O．043l

YCF O．0323 ZC 0．0569 SCW 0．2080

LXL 0．1850 JW 0．0733

LY、 O．0020 CJY O．0569

CXT O．0730 SSD O．0569

CS 0．1124

SLF O．0252

PJB 0．0647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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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比本文综合排名方法相比基于单一分面排

名方法的效果．笔者将表2综合排名结果与分面排

名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评测指标为排名值重复率、排

名一致率。排名值重复率定义为分面排名中专家

mass值重复比例的均值(由于存在三个分面)，其值

越大表明排名采纳率越低；分面排名一致率定义为

在不同分面排名下的顺序一致的专家对数，其值越

大表明分面排名兼容性越强。

由表3对比结果可知，在应急各领域专家甄选

时，综合排名下的专家n，ass值重复率都不高于分面

排名(如SARs领域下．分面排名重复率为50％，综

合排名重复率为0)，这说明综合排名更具可实施

性，通过一次排名被采纳率要高于分面排名。同样，

排名一致率是为考察排名兼容性而设计的评价指

标．各领域分面排名统计指标均低于综合排名，这说

明不同分面排名之间的合理性无法度量，兼容性不

好。综合排名重复率和一致率统计分析结果，综合

排名融合了专家不同分面排名信息，其兼容性和一

次采纳率要更高，同时所涵盖的专家信息也要更全

面和合理。

表3综合排名与分面排名对比分析结果

＼措办领域＼＼ 排名重复率 排名一致率

＼
分面排名 50％ 50％

SARS

综合排名 O 100％

分ifIf排粥 33．33％ 16．36％

森林火灾
综合排名 27．27％ 100％

分面排名 O 50％

地震

综合排名 O lOO％

(4)特征融合及统计：

依据专家综合排名结果，根据应急专家参考咨

询团队需求人数，选择排名Top 3的专家构建参考

咨询团队，但为规避选取的专家知识结构同质程度

过高(如森林火灾中的zc、ssD、cJY的综合特征向

量接近一致，参见表4，源于三者来自同一单位，研

究方向一致，合作比较紧密)，还需要提取专家综合

特征向量，以备二次甄选，以森林火灾领域为例，设

盯．=o．7，特征融合结果参见表4。

表4 特征融合统计结果(以森林火灾为例)

资源
0家私 改代办式 综合特钲向{I}

均衡度

森林火灾(5．4091)，湖侑钉(4．3636)，庇急资源(I．3636)，森林防火(O．6818)，应急人
ZC O．3636 权重设置

员调度(O．6818)

FZK O．7872 优先级没n 森林火灾(11)，风险僻理(7)，应急侨训(6)，林火火害(3)，森林llf『火(3)

WJH O．7143 优先级设置 森林防火(5)，森林火灾(2)，短波(1)，跨端中继台(1)，通讯盲区(1)

YJZ 0．4 权艰设儿 森林火灾(4．2)，应急错娜(2．1)，预臀临测(1．4)，应急预案(1．4)，应急处援风险(1．4)

ZC 0．5 权重设置 森林火灾(5．5)，湖南省(4．o)，应急资源(1．5)，森林防火(o．75)。扑救人员调度(O．75)

JW O．4 权重设置 森林火灾(4．9)，应急管理(2．8)，林火灾害(1．4)，风险管理(1．4)，分级响应(1．4)

CJY O．5 权重设置 森林火灾(5．5)，湖南省(4．O)，应急资源(1．5)，森林防火(0．75)，扑救人员调度(O．75)

SSD 0．5 权重设置 森林火灾(5．5)，湖南省(4．o)，应急资源(I．5)，森林防火(o．75)，扑救人员调度(0．75)

森林防火(3．7857)，森林火灾(2．3571)，防火水位监测(I．5714)，短波(O．7857)，应急
CS O．5714 权重设置

通讯(0．6429)

森林防火(1．5)，灾害预警系统(o．75)。信息管理(0．75)，coogle EarIh(0．75)，雷击火
SLr O．5 权亟没w

(O．75)

森林火灾(1．0)，低泓雨：I．．冰冻灾!。lf(O．6)，人火警尔(0．6)，森林大火(0．6)，避险措施
1)JB 0．2 权亚没性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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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4(3)和(4)分析过程，确认各领域参考咨

询团队的人选，SARS领域为：WJF，LxL和YYH；森

林火灾领域为FzK，zG，Cs；地震领域为：NGz，sGw

和wxQ。

5 结 语

々家咨}iⅡ川队在应急群体决策过秘III发挥希重

要作用，因此针对某一特定突发事件情景，选择合适

准确的专家非常关键。目前揭示专家特征的资源类

型多样，在已有基于多种资源的专家特征融合方法

基础之上，我们尝试首先通过某一资源的不同分面

来实现专家排名融合，继而实现内容融合。排名融

合将D．s理论与熵运算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不同分

IfI『状取々家排私存在的冲突。在综合排躬艰础之

I：，内容融合对象就限定为-r排名牡I对诈1】{『专家。

相比原来直接提取专家内容特征的方法4，新方法

统计指标值易获取，内容特征计算量也较小。本文

以三类突发事件专家甄选过程为示例进行了演示，

但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现有方法仍需进一步完

善：①每一分面下的统计指标(条目和数目)需人工

}殳定，缺乏彳r效的指标柑效性评锚方式；②文·I·所川

mass flI【求解的身l合公式简化丫参与排名融合的j已

素数目，(p为关联专家列表数目，理论数为28，实际

数为口+1)，公式适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

[2]

[3]

[4]

[5]

[6]

[7]

[8]

[9]

参 考 文 献

WjIze A．Mofello L．。l。urner M．Scien LiIic advjce：Crisis

cuuilsellors[J]．NaIure。2014，512(7515)：360—363．

张少川，伞I：百，郧俊．斯lfIJ跨‘学科创新合作的知_l}{推送

方法研究[J]．情报学报，20l 3，32(2)：148一153．

乍纲，111．光辉．弧于模糊pE配的跨学科擘家}11队发现

算法研究[J]．情报学报，2014，33(1)：68-76．

李纲，l|l‘光群．多源。簟家特征信息融介研究[J]．脱代

图书情报技术，2014(4)：27-34．

夏j札新，。Ii心义．蚓二|5锕知彭1．擘家地蚓的xTM构建方

法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180)：47—52．

Fallg Y，Si L。MaIllur A．FacFiIlder：Search Ibr ExpeIIise

j11 AcadeIlljc InsIjluIiolls[R]． wesI Lafayelle：PuI．due

UIliVersiIy．2008．

巩军，刘鲁．基于个人知识地图的专家推荐[J]．管理

‘学报，20ll，8(9)：1365·137 J．

廖开际，叶东海，闫健峻，等．基于加权语义网的专家

，jIl谚l发现及表尔力‘法[J]．1i!f搬学报，2012，3I(1)：

60一64．

Ljll C、，Ehrljch K，G“mlhs r V，eI a1．SnlaUBlue：people

Illillillg for expeIIise search [J]． 1EEE MulIiMedja，

一742—

2008，15(1)：78—84．

[10] 陆伟，韩曙光．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设计与实现[J]．

协撒学报，2008，27(5)：657-663．

[11] 王日芬，王雪芬，杨小晓．基于社会网络的科技咨询

专家库的构建方案和流程设计[J]．情报学报，2012，

3l(2)：116一125．

[1 2] Morejra c．wicheII A． Finding academjc exper【s on a

nlulljsellsor approach using shannon’s entropy [J]．

Expert SysIe_ns wiIh Applicalions，2013，40(14)：5740一

5754．

[】3] “u D R，chen Y H。Kao w c．eI a1．IntegraIing experl

pronle。repuIaIion a11d link analysis I．of experl nnding in

quesLjoJl_alIswe“ng websjLes[J]．InformaIion Processing

&ManagellleIlI，2013，49(1)：312-329．

[14] 李辉，潘恺，张新．j占于模糊集合的多传感器信息融

合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3，48(10)：

128．131．

[15] 张振海，王晓明，党建武，等．基于专家知识融合的贝

叶斯网络结构学习方法[J]．计算工程与应用，2014。

50(2)：14．

[16]杨佑，左文“．动念群体决策：个体交：虻、知彭l学习和

观点演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Il：103．103．

[17] DenlpsIer A P．upper alld lower pmbabiliIies induced by

a nlulIivalued mapping[J]． Annals of MaIhematical

SlatisIics，1967，38(2)：325·339．

[18] shafer c．A MaIhemaIical Theory or Evidence[M]．

1)rinceton：1)rinceIon UnjvefsiLy Press，1976．

[19] Derek de solla Price．LilIle science，Big science[M]．

NewYork：C01umbia Press．1965：53·53．

[20] 苏娜。张志强．基于z得分的科学计量学多关系融合

万法研究[J]．111}撤学报，32(3)：244—250．

[21] Roberlson S E，walker S，Jones S，el a1．0kapi aI

TREc-3[A]／／Hafman D K． 0veryjew of lhe Thjfd

ReIrieval conreIeIlce[c]．cailhersburg： NlsT special

publjcaIion，1995：109一126．

[22] Hit'scll J E．An i11dex Lo quanIjry an jndjvidual’s scienImc

l_esearch oulpuI [J]． Pmceedjngs or lhe Nalional

acadenly or Sciences of Ihe U niIed SIaIes of Ame“ca，

2005．102(46)：16569一16572．

[23]蚊曲e L．rnl。0叫a11d pracIjse 0flI伧g-jndex[J]．scjenlome晡cs，

2006，69(1)：13I-152．

[24] 龊玲玲，邓健．信息检索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J]．图

?l；tIf报妇I谚l，2014(5)：8I一90．

[25] 吴贞东，向生建。曾德胜．一种多维集合划分负载均

衡资源优化分配算法[J]．计算机应用。2007，27(5)：

1208．1209．

(责任编辑 魏瑞斌)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