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 报 学 报 
第27卷第5期 657 

ISsN 100o一0l35 

663，2008年 10月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ISSN lOOo一0135 

V01．27 No．5．657 —663 October 2008 

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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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组织专家的检索是当前垂直信息检索研究的热门领域，也是组织信息检索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总结 

了目前国内外组织专家的检索研究现状，分析_r构建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的需求和挑战，采用基于相关文档集的 

归并排序法，利用组织内外的网页和期刊数据库等信息智能识别专家的专长，并基于此设计了从数据资源采集、规 

整、索引、检索到可视化等整个过程的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模型及以武汉大学为例的检索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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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lmplementation of Organization Expert Search System 

Lu Wei and Han Shuguang 

(Ceraerfor Studies ofbformation脓 ，Wuhan University，Wutum 430072) 

Abstract As all important part of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Organization Expert Search is the current hot&Fen in 

Vert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research．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quirement and challenge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t search，and proposes a gener~ architec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expert search system，which 

contmns data eollectiolrs，sorting，indexing，retrieving，visualizing and so on，by using the relevant web pages and academic 

database as the data collections．At last，we construct an expert search system taking Wuhan Utfiversib'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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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组织的竞争优势源于其自身知识的集合及学习 

能力 J。根据 Delphi Group的调查，组织中最大部分 

(42％)的知识是存在于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 。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对自身知识，尤其是 

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然 

而识别这些知识并加以直接利用却非易事，但随着 

Intemet的发展，企业、科研教学机构等纷纷构建起 

自己的网站，员工的专长信息及员工头脑中的隐性 

知识可以通过组织的相关网页(如组织官方网页、相 

关项目网页、员j-主页等)、内部交流和共享的邮件 

记录等系列相关文档逐渐问接显化。因此如何从这 

些文档中识别出员工的专长进而辅助发现特定专长 

的专家，促进组织内外部人员的协作，为项目或团队 

挑选合适的人选以及选择项目评价所需的人员等就 

成为一个现实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在国际上，该 

研究属于专家的识别与检索研究范畴。 

知识便检索 Ssity E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系 

统不同，本文所谓组织专家的检索，是指利用组织内 

外能够表征专家专长的各种文档和资源，识别专家 

在某给定查询主题(领域)的专长(相关性)程度，并 

按程度高低排序显示专家结果列表的过程。早期组 

织专家的检索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描述组织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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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信息的数据库bJ，然而该方法不仅耗费人力财 

力，而且由于专家的技能和知识存在着分布性、难以 

量化、难以分级、不断变化的特点 ]，使得专家的描 

述信息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和模糊性，导致数据库方 

法明显缺乏灵活性。 

为了满足 日益增加的检索专家的需求，解决专 

家专长信息的动态变化问题，本文借鉴 TREC(文本 

检索国际会议)专家检索的基本方法，构建了一个通 

用的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框架模型。该框架模型可 

以定义组织内外表征专家信息的资源列表，设定资 

源动态更新周期，实现信息的动态采集，并结合组织 

内部专家列表，智能识别与检索组织专家。在下文 

章节 2中，将介绍国内外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研究 

现状，章节 3将详细介绍通用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 

框架模型的设计，在章节 4中，将以武汉大学为例构 

建一个实际的组织专家的检索平台——wHu—Es，并 

给出初步的系统评价，文章最后对未来的工作做了 

简单的介绍。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为了动态挖掘组织内部相关资源和专家专长信 

息，国内外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TREC企业检索 

任务中的专家检索(Expert Search)子任务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当前组织专家的检索研究进展，当然目 

前也有如 People Finder，MITRE’s Expert Finder等在 

实际中使用的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下文将分别予 

以介绍。 

2．1 TREC会议专家检索子任务 

作为 Web Track的后继项 目，TREC 于 2005年 

起增加了企业检索(Enterprise Search)任务，并设立 

专家检索(Enterprise Expert Search)子任务 J。该任 

务利用企业内部的网站网页、共享文档、电子邮件、 

数据库文件以及访问日志等作为企业数据集，对于 

给定的查询主题，参与者构建各 自的专家识别与检 

索模型，并将得到排序后的相关专家列表等结果返 

回到TREC组办者进行测评。迄今为止，企业专家 

的检索已经举办了三届，在专家实体识别、专家专长 

表征信息提取、专家排序检索模型构建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等自2006年以来也连 

续两年参加了专家检索子任务，对企业专家的检索 

进行了深入研究。 

TREC专家检索的核心过程主要包括专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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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识别和专家的检索排序两个部分。专家的实体识 

别作为实体识别的一种特殊情况，本文尚未考虑，笔 

者在具体实现时采用手工方式构建组织内的候选专 

家列表；关于专家的检索排序，目前主要有两种典型 

方法 ，即：基于专家档案的方法和基于相关文档集 

归并排序的方法。前者利用组织内的各种信息资 

源，如网页、报告、邮件信息等，根据专家特征信息 

(主要是利用专家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在其中出现的 

情况，自动构建针对每个专家的个人描述(Profile)， 

然后将这些专家的描述作为文档，利用常用的检索 

技术对这些个人描述进行索引和检索，实现对专家 

的检索。笔者等 利用该方法采用窗口技术参加了 

TREC专家检索 2006年的年度活动；后者首先利用 

传统信息检索方法检索出与主题相关的文档集合， 

然后进一步利用专家在文档中的特征信息对文档集 

合与得分进行归并，最终得到专家相对于查询主题 

的得分并排序。笔者等 采用该方法利用文档过滤 

模型参加了TREC专家检索 2007年的年度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具体实现思路 

及流程框架，可参见“基于文档权重归并法的企业专 

家检索”一文n。。。总体说来，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 

各有优劣，目前到底该采用何种方法尚无权威的结 

论，在具体实现中可以根据需要而定。 

2．2 已有专家的检索系统介绍 

除了TREC会议参与者所采用的实验系统外， 

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较典型的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 

如 MITRE公司构建的 MITRE’S Expert Finder系统、 

CSI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构建的 

People Finder系统等。 

2．2．1 MITRE’S Expert Finder 

MITRE’S Expert Finderl4 系统的建立主要是为方 

便用户快速查找所需要的专家。该系统预收集了组 

织中表征员工基本信息的所有数据，包括员工之间 

的交流文档、员工的简历、网站网页及其他组织内部 

相关文档，并与组织员工数据库加以整合，构建组织 

专家的检索数据集。对于给定的查询主题，通过与 

该员工紧密相关的关键词和短语在数据集出现的频 

次等特征，计算员工与该查询主题的相关度并加以 

排序，同时提供相关的支撑文档。评价结果表明该 

系统平均可达到40％的查准率和30％的查全率。 

2．2．2 People Finder 

People Finder 是 CSIRO 在 P@ NOP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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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基础上构建的基于 Web的组织专家的检索 

系统，它主要利用发布在组织内部网上的所有文档 

及部分组织自身的其他数据，自动识别某个领域的 

专家。该系统的基本形式类似于搜索引擎，所不同 

之处在于，针对特定查询主题，其返回的不再是相关 

文档，而是一系列与该主题相关的经过排序后的专 

家列表，并辅助提供专家的详细联系方式和相关的 

支撑文档。该系统的效果受包含项目描述信息、企 

业员工简历及内部交流文档等信息的组织数据集的 

影响。 

除上面介绍的两个专家的检索系统外，国外还 

出现了一些商用的检索专家系统，如 TACIT Active— 

Net(tm)、AskMe、Reeommind等。国内目前尚无采用 

类似机制检索专家的系统，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维普 

资讯有限公司利用自身数据库资源(主要是期刊论 

文、学位论文以及学科分类体系)的优势，构建了中 

国科学家门户 ，为使用者提供 r按照作者姓名、 

作者学科以及作者单位等检索专家的功能。而鉴于 

学科分类体系尚不完善，该系统缺乏对具体领域或 

专业查询主题的灵活支持；埘自然语言查询的处理 

方面亦存在明 的不足；再者，检索专家所采用数据 

集资源的单一性，往往使系统不能全面反映专家在 

各个层面的专长。 

3 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设计 

综观 TREC检索专家的实验系统及上文所述之 

应用系统，尽管都提供丁根据特定查询主题生成经 

过排序的专家列表的功能，但在专家之间关联特性 

的挖掘 卜̈却都有欠缺。笔者认为，如能根据专家之 

间的共现规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可视化呈 

现专家之间的关联和聚类关系，对组织和访问者准 

确把握员工(专家)的专长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专 

家专长信息动态变化的特性，也要求专家数据集能 

够动态更新，而以上各个系统对此都未予以重视，不 

利于组织动态把握员工的专长。再者，专家识别与 

检索数据集的单一性往往无法反映专家各个层面的 

专长，而上述系统也未考虑采用不同类型的数据集。 

基于此，笔者认为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主要应提供 

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定义表征专家专长的数据集 

类型；动态构建及更新专家数据集；专家专长(领域) 

的动态识别；检索针对特定查询主题的相关专家；专 

家共现和聚类关系的可视化呈现等。围绕着这些功 

能目标，笔者提出并构建了一个通用的组织专家的 

检索系统框架模型，下文将就构建思路和系统体系 

结构作详细介绍。 

3．1 系统总体思路 

借鉴TREC专家检索的两种基本方法，笔者认 

为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构建的主要思路是：首先，通 

过 spider(信息采集蜘蛛程序)采集已定义的表征专 

家信息的组织内外部数据资源，获取专家数据集，并 

生成专家数据集索引文件；然后，提取组织内所有专 

家列表，利用专家数据集索引文件，根据专家表征信 

息(如专家姓名、电子邮件等，本文主要采用专家姓 

名)在数据集文档中的出现情况，生成专家一文档映 

射文件(Expert—Does，该文档记录了数据集中每个专 

家对应出现的文档列表)；则针对特定查询主题，用 

户在检索专家时将首先返回与该主题相关的文档， 

然后对于每位专家根据其在相关文档和 Expert—Does 

中的共现情况，过滤产生每个专家针对该主题的相 

关文档，然后归并各文档得分作为专家得分(目前的 

归并方法是简单的线性相加)，最后根据专家得分的 

高低排序显示。该检索过稃的基本思路可用下面算 

法(JAVA风格)实现： 

10：0 Float ExpertScorel J； I 

【 String ExperDocsl j Expert．readExpertDocs()； I 

I／／读取专家文档映射文件、初始专家得分(初始l 

化为0)； I 

1：query=Query term； } 

}／／获取用户查询主题： l 

}2：hits=searcher．search(query)； I 
『／／根据查询主题检索并返回相关文档集(用 h 

结构表示，该结构包含文梢号，得分等详细信息)；I 

3：for(int i=0；i<hits．1ength；i++) I 

j 1 J 

I／／遍历相关文档集(即hits结构)中的所有文档； 

4 for(int J=0；j<ExperNames．1ength；j++) I 
l{ I l ‘ I 

l5．5 if(ExpertDoes[j]．contains(hits．id(i)))； I 

l6．6 ExpertScore1．j+j=hits．score(i)； j l} 1 
I／／遍历专家，若文档中含有该专家信息，则依据I 

I文档得分模型(如下公式(1)增加专家得分。 1 

I} l 
对于每篇文档相关性得分的计算采用的是向量 

空问模型(VSM)，如公式(1)所示，其采用的是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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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Lucene的评分机制，详见⋯ 。 

W  ∑tf(t in d)*idf(f)*boost(t．filed in d) 
lin q 

*lengthNormal(t．．filed in d) (1) 

3．2 系统体系结构 

根据上文所述，本文所构建的检索系统主要包 

括下 面四个 模块，即 Spider模 块、Indexer模块、 

Assistant模块以及 Searcher模块，各模块间关系参见 

系统整体框架图(图 1)。具体如下： 

(1)Spider模块，即信息采集模块，主要功能是 

根据系统管理者定义的表征组织专家专长的不同信 

息资源构建相应的采集策略，并设定资源采集周期， 

定期采集和更新专家数据集。笔者认为可以参考使 

用的专家数据集主要有组织内部表征专家专长的网 

页和文档库、利用专家名称和单位构建检索主题从 

搜索引擎获取的表征专家的信息库、相关学术数据 

库以及专利数据库等。 

(2)Indexer模块，该模块为数据集索引模块，其 

主要功能是对 Spider模块采集到的不同专家数据集 

加以解析、整合，并根据不同索引策略，建立不同数 

据集的索引并根据需要归并各个索引文件。 

(3)Assistant模块，即辅助文档构建模块，该模 

块的主要功能是构建系统运行所必须的一系列辅助 

文档，主要包括组织数据源列表文件 (该文件是 

Spider模块采集数据资源的依据)、专家列表文件 

一 660 一  

(含专家姓名和机构名称，主要为从搜索引擎和学术 

数据库中检索数据资源构建检索表达式等)、主题词 

列表文件(为动态智能识别和呈现专家专长领域提 

供主题词)、专家一文档映射文件(见3．1)等。 

(4)Searcher模块，该模块根据用户提交的查询 

主题，利用传统信息检索的模型和方法得到排序的 

检索结果，并使用 Assistant模块生成的专家一文档 

映射文件和专家列表文件对相关文档加以分析，生 

成针对特定主题的专家得分，继而依据得分高低显 

示专家排序。该模块是用户接口模块，需考虑用户 

不同层面的需求，由于递减排序的专家列表无法直 

接反映各专家之间的聚类关联关系，本模块还包含 

了利用可视化的方法呈现专家共现及聚类关系的 

功能。 

此外，为进一步了解用户的需求，不断提高专家 

专长识别的准确度，本系统还设计了用户反馈模块， 

并与检索过程加以整合，这里不再详述。下文将以 

该系统整体框架为基础，以武汉大学为例，介绍武汉 

大学专家的检索系统——WHU．Es的具体实现及初 

步评价 。 

4 WHU—ES的实现与评价 

4．1 WHU．ES的实现 

(1)初始辅助文档库的定义：初始辅助文档库包 

图 1 系统整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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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武汉大学专家列表文件，主题词列表文件，专家数 

据集资源列表文件等。WHU—ES中专家列表文件利 

用各院系主页的教师列表信息加以构建；主题词列 

表文件参考现有的主题词表等构建，并支持动态添 

加和更改；专家数据集资源列表文件所确定要采集 

的内容包括武汉大学所有以whu．edu．cn子域名结 

尾的网站的网页信息、万方数据库收录的武汉大学 

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信息(包括标题、作者、摘要等) 

以及搜索引擎中检索武汉大学专家得到的结果数 

据等。 

(2)专家数据集的动态采集和更新：在预定义采 

集参数(主要有采集范围，采集频率，采集的广度和 

深度等)的基础上，根据专家数据集资源类型的不 

同，需构建不同的采集策略，并实现动态采集。在 

WHU．ES中，笔者利用 自己开发的蜘蛛程序采用广 

度优先策略扫描网页(为限定网页采集的数量，笔者 

设置了相关的过滤策略，如屏蔽特定的网站、限定网 

页的深度、剔除特殊的文件格式等)，构建组织内部 

网页数据集(采集时问：2007年 12月，记录 23万余 

条)；利用特定采集程序在搜索引擎 Baidu和 Google 

中抓取通过提交专家名结合专家机构的检索式(如： 

“马费成”and“武汉大学”)所得到的结果集，构建搜 

索引擎数据集(采集时间：2007年 12月，记录 21万 

余条)；学术数据集的构建则是通过程序自动抓取万 

方数据库中限定作者单位是“武汉大学”的所有数据 

(采集时间：2007年 10月，数据记录5万余条)。 

(3)数据集的规整及索引：采集来的不同数据集 

的数据格式不尽相同，在建立索引之前需对数据集 

做剔除噪音信息等预处理，WHU—ES中所有获取的 

文档集合都按照特定策略被规整成网页形式。建立 

索引的程序是在全文检索开源软件 Lucene以及开 

源的 HTML解析器 Html Parser的基础上二次开发 

的，Lucene的详细信息可参见文献[15]，Html Parser 

的详细信息可参见文献[16]。通过 Html Parser解析 

规整后的Html网页，将得到的结果写入索引的不同 

域(索引文件存储标题、文档全文、URL、修改时间四 

个域)中。 

(4)用户检索接口的开发：为方便用户的使用， 

WHU—ES提供了基于 Web的检索接口，可实现从组 

织内部网页数据集、搜索引擎数据集、学术数据集等 

多个数据集角度分别检索识别专家，也可利用多个 

数据集归并后的综合数据集实现检索功能。当用户 

提交特定查询主题后，系统根据专家的检索模型返 

回专家列表，并根据共现关系提供可视化的展示。 

图2是用户利用搜索引擎数据集，检索“知识产权” 

所获得的检索结果，图中左侧展现的是排序后的专 

图2 检索“知识产权”返回的专家排序列表和专家共现网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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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列表，右侧展现的是专家共现聚类关系图，该关系 

图使用社会网络软件 N~Dmwl1 的批处理接口，根 

据检索得到的专家姓名列表实时动态生成。关系图 

中的连线表示专家之间存在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 

表示专家关联(共现)强度，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武 

汉大学“知识产权”研究团体分为两类，这也与实际 

的情况极其相符，一类是法学院的研究团队，另一类 

是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此外，通过点击专家 

姓名右侧的数字可以显示其专长的支撑文档。 

4．2 WHU．ES的初步评价 

信息检索系统的评价是系统性能的量化反映， 
一 般来说，可以从性能和效果两个角度去考察。本 

文采用了最常用的检索评价指标之一的 P@N，对 

返回专家的检索效果作了初步评价。P@N是系统 

对于查询主题返回前Ⅳ个结果的准确率，常常可以 

比较有效地反映系统在真实应用环境下所表现的性 

能。为全面考虑到各领域的专家，笔者设计了武汉 

大学社会科学部、理学部等六大学部共 50个查询主 

题，并将 WHU．ES检索返回的专家列表(利用从搜索 

引擎上采集的专家数据集)连同查询主题做成调查 

问卷，送给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评价，获得各查询主题 

的P@5和 P@10得分，取平均值，得到的评测结果 

见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系统平均的 P@5和 P@10值 

为0．7640，0．6060，即前 5个结果中一般有 3～4个 

相关专家，前 10个结果中也一般有 6个相关结果， 

能够基本满足用户的应用需求。 

表 1 武汉大学专家的检索系统测评值 

所属学部 查询主题 P@ 5 P@ 10 

社会科学部 14 0．8714 0．7786 

人文科学部 9 0．7l11 0．4889 

理学部 9 0．7ll1 0．5222 

信息科学部 7 0．74=29 0．5714 

工学部 6 0．8333 0．6333 

医学部 5 0．6000 0．50O0 

总体 50 0．7640 0．6060 

5 结 语 

本文采用基于相关文档集的归并排序法，构建 

了一个通用的组织专家的检索系统框架模型，同时 

开发了武汉大学专家的检索系统 WHU—ES，并对该 

系统专家识别的效果做了初步的评价。通过该系 

统，可初步识别出具有特定领域专长的专家，并能对 

专家之间的共现关系进行可视化呈现。当然，该系 

统的设计只是笔者专家识别与检索研究工作的起 

点，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对系统的功能进一步予以完 

善，不仅要考虑专家与文档级的映射关系，还要考虑 

其与具体的章节甚至段落等片断信息的映射，以提 

高专家识别的准确度；同时还将在系统中引入实体 

识别技术及本体技术等，不断提高其自动化程度；关 

于专家识别效果的深入评价是未来研究工作的一个 

重点，笔者将进一步考虑引入能表征专家专长的其 

他数据集(如专利数据集等)，并对所采用的各种数 

据集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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