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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意图研究综述水

陆伟周红霞张晓娟

摘要近年来，学界对查询意图进行了广泛探讨，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如sIcm，www等越来越重视查询意图的相关研

究．其研究点主要集中在给定分类体系下的查询意图识别，内容涉及查询意图类目体系构建、特征识别、分类方法以及数

据集与评价方法。研究发现当前查询意图研究面临如下问题和挑战：缺乏权威的淖测标准，各种分类方法在大规模查询

集合上的性能还不确定。有效提取或者获得查询特征的方法仍然值得深^研究，查询意图分类体系的完备性和类别间独

立不相关性尚不确定。表2。参考文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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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络信息查找的必备工具，搜索引擎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用户查找信息的难度。但因搜索

引擎的搜索方式大多基于关键词组合．而用户提交

给搜索引擎的有限关键词常常不能完整地表达其

信息需求，使得返回的结果有时不尽如人意。根据

用户输入的查询信息，自动识别出其查询意图(即

查询中包含的用户信息需求、查询目标、查询动机

等)，返回与其信息需求更相关的信息，成为有效把

握用户需求、提高搜索引擎检索质量的途径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查询意图进行了广泛探讨，一

些重要国际会议如sIGIR．w唧等越来越重视查
询意图的相关研究。从目前来看，查询意图研究主

要集中在给定分类体系下的查询意图研究，包括查

询意图类目体系构建、查询意图特征识别、查询意

图分类方法、数据集与评价方法四个方面，本文以

此为基础分别加以介绍和评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面向细粒度的网络信息检索模型及框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0J，D63∞1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语言模型的通用实体检索建模及框架实现研究”(项日编号：71173164)

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陆伟，EHlail：弛ed_w}lu@班l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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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查询意图类目体系构建

一直以来．学界认为传统信息检索的核心宗旨

为：用户内在的信息需求促使其采用相应的信息检

索系统并产生相应检索行为，从而将用户查询中所

包含的信息需求狭义地界定为信息类信息，即主题

类查询川。自2ID02年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

B似ler等[2]认为用户执行检索不只是想获取信息

类信息，并通过对用户查询及mt8vi8ta日志进行

分析将用户查询意图分为三类，即信息类(I)、导航

类(N)和事务类(T)。信息类指用户以一种静态方

式去查询被认为能在网络上获取的信息。除阅读之

外无其他交互信息．查找内容可以是数据、文档、文

本或多媒体。信息需求既可以是精确的又可以是模

糊的；导航类指用户查找某个特定网站(网页)，该

网站(网页)可以是个人网站(网页)也可以是组织

网站(网页)，即用户在执行检索时已在头脑中形

成了查找意向。知道或者认为存在某网址可以满足

自己的信息需求：事务类指用户通过查找获取一些

资源或网络服务。比如购买、下载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R∞e等口1认为BIDder

的“事务类”不足以概括网上的所有资源，提出以

“资源类”将其取代，指出“资源类”不再局限于一

般的w曲活动．而是包括网页上可获取的任何资

源(而非信息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细致的

层次结构(见表1)。

日田【置E正日囝冒蕊
层级一 层缀二 层级三

导航类 无 无

有指导性的(Dir∞ted)：用户想知道 确定的(c1*ed)：用户想找到有关某个问题的唯一没有歧义的答案

关于某个话题的特定信患 开放的(0pm)：用户想了解某个开放武或者深度上不受限制的问题

无指导性的(UI吐r∞ted)：用户想了

解关于某个话题的任何信患

建议(Advj∞)：用户想得到一些建
信息类

议、指南或其他方面的指导
无

位置(h∞te)：用户想查找某产品或

服务的具体地理位置

列表(№)：用户想得到一组可信的
站点或者页面的列表

获取(mtaill)：用户想得到一个不是 在线的(0I·li鹏)：用户想在线获取资源

必须要通过电脑才能使用的资源 脱机的(伽．1i∞)：用户执行额外操作脱机获取资源

下载(nMdo日d)：用户想把某个资源 免费的(Fh)：所下载资豫无蔷付费

下载到本地或者其他的设备上 付费的(№如)：所下载资源可能需要付费

娱乐(b她ltain脒斌)：用户想查看网

资源类 页上的娱乐信患
无

交互(I呻m-ct)：用户想用网站上的另

一个程序或者服务与资源进行交互

结果页(R酬t pa铲)：用户从搜索引
链接(KrIks)：用户查找的资源出现在搜索引擎结果页的标题、摘要或

链接中
擎结果页中打印、保存或阅读赉源

其他(0tllef)：用户查找的资源出现在搜索引擎结果页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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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类体系都是基于学者的经验知识构建

的，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上述观点，如M黜hi蕊lli

等【4]将导航类和事务类归为查找搜索类(100kup

s咖曲)；&rIg和Ⅺm[11将查询分为话题查询、主页

查询和服务查询：【胱等[51将事务类和信息类合并

为—个类别，仅包括研究信息类和导航类；M朗do蛆

等【6]将查询分为信息类、非信息类和歧义类三类，

其中，上文所述的导航类和事务类归为非信息类，

歧义类是指查询既可以是信息类又可以是非信息

类。W出er等[7】认为搜索引擎除了是获取信息的

接口和到达某网站的通道．也是休闲的场所，故将

查询意图分类体系扩展为：信息类、导航类、事务类

和休闲类，但目前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另一些国

内学者[8．9]指出上述类目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比

如建议子类既可能含有查询意图(例如：如何正确

操作使用x光机)也可以是简单的叙述(例如：我

建议大家一起去游泳，如何)。并将查询意图划分

为：信息寻找意图、询问意图、下载意图、导航／uRL

意图、比较意图和建议意图。除在文本检索中研究

用户的查询意图类目外．另一些学者也尝试探讨非

文本检索中的查询意图类目体系。如L肛x等[10]通

过研究发现，图像检索很少包含意图结构，并且

Brocler和Ro∞提出的分类体系不适合对图片检索

的查询意图进行分类。基于此，Ⅺ0fer【11]提出了图

像检索意图类目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大类：面向

知识类(k11洲ed窘e谢entation)、导航类(Ila'd驴
tion)、事务类(tranmction)和意识图像类(删
i删Ige)。Asbkan等[121借助赞助搜索，将用户意图

分为商业意图和非商业意图：cIlo等[13]又将商业

类查询分为商品了解(Res阻商)和商品购买(胁
ch鸵)两类。

以上对查询意图的探讨都是围绕用户查询目

标展开，另外一些学者尝试从其他维度定位用户查

询意图。最初，有学者尝试基于主题构建查询类

别，并将图书馆学分类体系应用到查询分类中，但

是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方法适用性不大m]。经过各

阶段的探索．最后建议采用开放式目录(ODP)分类

体系作为主题标签Ⅲ]。还有一些学者不借助外部

类目体系，直接根据使用的数据集生成相应的主题

总第三九卷第二O三期

类别[16]；另外K等[17]通过产品和工作两个维度来

理解用户查询意图；NgIlyen等[183总结出可以从模

糊性、权威敏感度、时间敏感度和空间敏感度四个

维度来识别查询意图。在此基础之上．G0nzal髓

等[19】认为应从以下维度理解用户的查询意图：信

息题材(Cenre)、主题(脚c)、任务(TasI【)、目标
(0bjective)、专指度(specific酊)、范围(soope)、权

威敏感性(AutI埘ty Se璐iti、ri们、空间敏感性(辆
tial Sen8砸vity)、时间敏感性(Ti眦Se璐itiv畸)。在

这些维度中．学者对时间和空间属性探讨较多，如

bIlllabua等㈣将查询时间属性分为时间不敏感型

和时间敏感型两类：时间不敏感型是指用户在查询

中明确给出时间限定，查询结果不随执行查询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如“2008北京奥运会”；时间敏感型

是指用户在检索表达式中没有给出时间限定词，查

询结果会因为执行查询的时间不同而不同．也可以

认为此查询具有潜在时间意图。J∞髑等f21]将潜

在时间意图查询分为需求最新型、歧义型和非歧义

型三类：最新型是指查找最新信息，非歧义型是指

有唯一时问限定，歧义型则包含多个潜在的时间属

性。空间敏感型查询是指查询应该考虑用户的地

理位置，针对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返回不同的查询

结果，即Gravano等陋1提出的局域(kal)查询，而
空间不敏感型则无需考虑用户所在具体位置，不论

用户在什么地方执行查询均返回同样的结果，即全

局(Global)查询。Ding等旧3学者进一步将局域查

询细分为三个级别：国家级、州(省)级和城市级。

在文献[24]中，Jon器等学者对查询的地理属性做

了更细致的划分。

上文介绍了多位学者在查询意图类目划分方

面所做的研究。虽然每个划分都有其依据和支持，

但总体而言。Brod目和IIo眈等人的类目体系最受

推崇，所以本文的评述也多将围绕这三个类目展

开．并力图兼顾其他方面。

2查询意图的特征识别

当查询意图类目体系确定后．如何选取分类特

征对其进行分类是当前研究的重点。spink等瞄1

voI．39．№2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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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Bcite搜索引擎日志进行分析，发现查询中

包含的词汇数量平均在2．4个左右。因此，查询意

图特征识别研究需要解决如何从简单的查询中获

取充分和足够的特征问题，以便用这些特征来代表

查询。张森等协]将特征获取方法分为两类。第一

类为事先方法，这种方法在查询被提交给搜索引擎

以前。利用查询本身的特征来表示查询，比如表示

特定需求的特征词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性以

及词的选择优先性(Selectiorlal Pre胁lce)、在语料
库中的统计信息等：第二类为事后方法，这种方法

利用查询被提交给搜索引擎以后的相关数据来获

取查询特征，比如搜索引擎查询日志里相关查询的

统计信息、搜索引擎针对该查询返回的检索结果

等。本文在文献[26]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查询

意图分类特征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分为如下三类。

2．1基于查诲表达式的特征选取

一般而言，查询词是用户经过思考后提交的，

是用户查询目标盼鼠留嚷达．对查询表达式进行分

析有助于识别用户的查询意图，R吣e等[3】甚至认

为仅仅借助查询词本身就能识别查询中的潜在意

图。Berr-ard等田]使用各类(导航、事务、信息)查

询的一组启发式特征来区分查询。总结出含有公

司、业务、组织、人名等顶级域名的查询为导航类，

含有“obtain”、“download”“enteItai姗眦”等术语的

查询为事务类，含有“way to”、“how to”等词汇的查

询为信息类查询。Bell【in等[罄1通过统计分析得出

词长为2以下的查询很可能是导航类查询，词长大

于2的查询属于信息类查询的概率较大。N斟yen

等[18j在分析查询日志后总结出：查询出现频次越

大，该查询越可能是导航类查询，是对权威信息的

查找。DIl锄等汹]将用户意图分为导航类和非导

航类．认为与名词共现的动词能表达其意图。再利

用动词一名词(veIb．n咖)之间的依存关系识别非
导航类查询中的子类。1'mm等m1认为如果查询

表达中含有价格、购买、出售等字样或直接是对商

业类网站比如“淘宝网”的查询。该查询具有商业

意图。clIien[31]和Cn“【捌对查询的时间敏感度进

行了分析。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查询总

是在小段时间内非常流行，尤其对某类查询特别适

用，比如新闻类。Nguy衄等【l引指出如果某查询既

可能和时间、空间名称一起出现，又可能单独出现，

这种查询属于时间、地理敏感型。Gl踟啪等陋】发

现全局查询通常不包含地名，局域查询一般都包含

地名。h磷等Ⅲ】认为参考用户的查询语言可了

解查询的地理属性，但是只限于大范围的国家层

面。【胎等∞1认为识别地理属性最简单的方法是

在地名字典里面匹配查询中的地理名词，然而这种

方法只适用于查询显性包含地名并且地名没有歧

义的情况。于是，Nguy朗[18]提出借助外部词汇数

据库对歧义查询进行消歧。Jo嗽等阻】从所有样

本查询中统计话题的地理距离，对一些常用话题的

距离做排名．并认为电影院、日托、医院等相关或相

似查询均有距离限制。属于局域查询。跚tll等圆]
认为如果查询同时含有人名和地名，比如“中山公

园”．该查询属于地理查询的范畴．如果仅含有人

名，是对人物的查找，不具有地理属性。I删等两】

认为用户查询的长度代表了对所查找信息的重视

程度，查询越长，所查找的信息也越专业。从以上

研究可知．基于查询表达式的特征提取主要关注用

户的查询词和查询长度。

2．2基币I黼果的特征选取
通常情况下，查询无法提供足够的特征信息，

并且不一定能真实反映用户的信息需求，所以仅仅

依靠查询表达对查询意图进行分类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位学者提出借助外部知识，

尤其是检索结果进行查询分类。该方法基于如下

假设：搜索引擎针对特定查询检索出的最靠前的一

系列检索结果与查询相关。l(a雌等[1]提出根据查

询词在检索结果中文档、标题和锚文本中的出现方

式来识别用户的查询类型，并提出了锚使用率、查

询词分布和词问依赖三个特征。认为导航类查询的

检索词在结果页的锚文本中出现概率较大。在网站

主页中出现次数较多，词与词间的依赖性较强。在

此文的基础上，文献[”]对其进行了扩展，利用锚

文本链接类型来识别用户意图。其中包括事务类意

图。虽然以上两种方法假设合理，但是可操作性并

2013年1月Januar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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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因而不能有效识另q用户的查询类型。一般而

言，导航类查询的结果页是少量权威网页．大多数

用户会选择链接到相同网站，因而结果页中锚文本

分布的偏斜度(skewne鸥)较大。基于此，L艘[5]和

Yu吼【尊1做了相关工作。【ee提出了锚—链接(Al卜

cll∞一Hnk)分布特征．并绘制了导航类和信息类的

锚一链接分布图形．证实了上述假设。Yuall引入

了链接熵(“Ill【EIlt唧y)和网站熵(5ite ElI呐py)来

定量计算查询属于导航类和信息类的概率，当用户

使用锚文本作为查询时，可能是想查找权威网页，

为导航类查询，两个熵值都较小，当熵值较大时，查

询很有可能是信息类查询。D8i等净1提出根据结

果页中广告的多少来判断查询是否具有商业意图，

并指出商业类查询的结果页比较稳定。

在对查询主题进行分类方面，现在主流的研

究方法是先对查询结果分类．再将查询划分到这些

类目中。Broder等[柏1认为根据某篇检索出的文档

可以确定查询主题。但这仅仅适用于非模糊查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鼬堰等p”提出借助文档可同

时属于多个类别的思想识别模糊查询：如果某查询

的检索结果涉及多个话题．该查询很有可能是模糊

查询。c}·蛐g等№]借助查询片段，使用概率推理模

型．识别用户可能的查询意图。认为在查询片段中

出现概率最大的目标为用户的查询意图。Ngll)r髓

等[1s]提出根据目标答案在结果页中出现的频率识

别权威敏感查询。He等∞]根据查询结果中的示

意动词、uRL信息和标题等来识别用户的意图。

R丑dlil氇ki等Ⅲ]基于’IREc w曲7I‰k查询集。根据

查询日志中每个查询的修改和点击情况来识别查

询意图．但是该方法只能识别出与用户意图相关的

词．未能定位到真正的查询意图。Vanel等陋J通过

对查询结果中的实体类别进行排序来识别用户意

图。Dni等[剪1认为专业搜索引擎检索结果能满足

用户的特定信息需求。可以通过对来自不同搜索引

擎的查询结果进行过滤、选择和排序来识别用户

意图。

2．3基于用户行为的特征选取

结果页是系统自动呈现给用户的，表达的是

系统设计人员对查询的理解，并不能真正代表用户

的查询意图，因而用户行为成为分析查询意图最有

力的助手。用户行为是指用户检索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行为，是用户检索目标的显性表达．是最能体

现用户查询意图的特征。学界对用户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用户交互行为、用户点击行

为和语境变化。用户交互行为旨在捕获用户在结

果页中的行为事件。是识别用户查询意图和个性化

检索的重要途径。早在2008年，Buscher等[撕]就验

证了目光i睬识别查询意图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方
式需要昂贵的设备投入，没能在学界引起共鸣。近

年来。学者们开始注重用户鼠标活动及目光停留时

间的研究．停留时间越长表明用户对查询结果越满

意渖]。Gu0等n”进一步量化了满意度时间，认为停

留时间超过30秒为满意，不足15秒为不满意。

Mendn龌等【艟]发现用户花在导航类查询上的时间

比信息类少。MuUer等旧]对鼠标活动做了详细研

究。认为如果用户在做第一次选择时迟疑很久，那

么第二次选择和第一次选择会非常相关；如果用户

将鼠标移动到空白区域。可能对查询结果不满意或

者对结果比较犹豫。语境变化旨在捕获查询提交

情况。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如Ja删
等瞬。”在对大量查询日志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在

执行导航类查询时，用户只浏览第一页的查询结

果，只进行一次会话，无视相关查询；在执行信息类

查询时则会频繁提交查询，会话次数较多，较关注

系统建议的相关查询。}Iu胂g掣圳研究发现用户

在不满意查找结果时会提交更多查询。或者选择使

用高级检索．在结果页上花费的时间增加。倾向提

交更复杂的检索表达式。H嗵tin鬻0ll等【盯】发现如

果用户使用单个检索词，仅执行一次查询，那么用

户并没有明确的查找意图，只希望寻找一些简单的

相关内容。若用户使用较长的检索表达，则他很有

可能会执行额外的查询以获得更精确的信息。

用户点击行为旨在捕获查询结果点击的类型

和属性，是导航类和信息类查询分类的重要参考依

据。一般意义上，用户使用导航类查询是想寻找少

量权威网页，因而这些网页被点击的概率很大，点

击分布图形坡度较大。而信息类查询却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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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前提，多位学者做了研究工作。t虎等瞪]

统计得到导航类查询的平均点击次数小于1．5，信

息类的则较大。Liu等㈣根据蜘u搜索引擎日
志里查询的点击情况提出两个假设：在执行导航类

检索时，用户倾向于进行为数不多的点击，这些被

点击的结果往往是靠前的检索结果．并提出了N

个点击满意度(删cs)和前N个结果满意度(nIIS)

指标。Y啪等嘲]基于同样的假设提出了点击熵
(dick即唧y)和域名点击熵(d伽Iain dick即t睁

py)。Ashk锄等[n1发现商业类查询的广告点击率

较大。如果查询为商业导航类点击热度更高。

B唧瞄等惮】通过分析查询日志中的点击数据提出

了三类导航类查询特征，cPo阻lar(被点次数最多的

UI也占该查询所有被点URL的比例)、cDistinct(被

点的不同uIu个数占所有被点URL个数的比例)

和csessi叽(只包括查询q的s嘲i蚰占所有包含查

询q的S嘲i帆的比例)。№埘。豫等[6】同样认为

查询(或文档)中的词及点击次数是分析用户意图

的有力工具。

虽然有大量学者对查询意图分类特征进行了

研究．但是人工分类主要使用查询表达式方面的特

征．自动分类则多借助查询结果中的锚文本链接和

用户的点击行为。

3查询意图分类方法

对查询意图分类的拐&指于人工分类。最初，
B姒Ier[2]就是通过用户调查和日志分析将查询人

工划分为三类。Ro∞等[，]使用日志分析人为地扩

展了B似ler的思想。Stev即等瞬]让AOL编辑人员

将查询分为18个主题类目。I删等惮】考虑到对查

询意图进行人工标注费时费力．于是采用人工计算

方法．构建—个大众喜欢的在线游戏，让用户以一

种玩游戏的方式来完成数据标注，其标注方式不是

从传统的根据查询标注其意图类别，而是给定意图

类别。标注出可能包含的查询。

因为人工分类在低频查询面前分类效果欠

佳，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自动分类的思想，在一定程

度上理解大规模查询日志的属性，提高系统在单个

查询上的有效性。对查询意图自动分类的探讨，始

于K锄g等[i]，他们基于主页类查询和话题类查询

在各种特征上的分布差异提出了分布差异算法，并

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脱等[5】认为K肌g等的

分类特征有效性不够．选取了其他特征验证了分布

差异算法在分类上的有效性。I血等㈣则使用典

型决策树算法将nCS、nRS和点击分布三种特征结

合起来执行分类任务。得到了比L艚更好的分类效

果。另一方面。Mtmd蚴[艟】首次尝试基于用户日

志．分别利用S、嗽与mA对查询意图进行归类；
灿hk孤等[12J使用hhⅡ日b建立S、砸和核方法执行

自动分类功能：Y啪【驯和吴【8]同样借助s、，hI验证
了新分类特征的有效性。Grava∞等陋】使用机器

学习识别查询的地理属性。该研究表明数据的稀

疏性会严重影响分类效果。要想获得满意的分类

结果应该借助外部资源，比如用户反馈和辅助数

据库去拓展查询特征。除查询外，№ttl咖n等田1

利用自组织图将用户s黜i∞分为信息、导航和事

务类。

在信息类即查询主题的自动分类方面，国内外

也有一些相关成就，如加晒皿D Cup参赛者

sh舳【要1、l(日rdlc钾a璐【别和V0耐‘酬等使用不同算法

证明了映射传谨的有效性．即先将查询映射到中间

类目。然后再将查询从中间类目映射到目标类目。

但是该方法存在两个潜在缺陷：第一，只要目标类

目的结构发生变化。第二次映射的分类器就需要再

训练，而在实际应用中，目标类目取决于服务供应

商的需求和网络内容的分布，因而该方法不够灵

活；第二，使用ODP作为中间类目造价很高。于

是。Sh蚰等[6l】对该方法做了改进，引入查询分类算

法，先建立离线模式的中间分类器，然后在线使用

该分类器通过中间分类法将查询映射到目标类目

中。Bmder等[帕]提出基于伪相关反馈对查询主题

进行分类。根据检索结果的类目决定查询类目。

Steven嘟】利用查询简短的特点．将选择优先性用于

查询主题分类。选择优先性原本是语言学中的方

法，描述词语在句子中的搭配情况，比如动词“吃”

后面经常跟的是食物的名字。这种方法相对于把

查询作为文档分类的方法来说，更倾向于去理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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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的语言学结果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使用选择优

先性可以确定查询里的未知类别和歧义词汇可能

的类别。He等㈣也对查询主题分类进行了探讨，

用查询结果中的某些词项代表查询构建高维空间，

并借助点击信息将查询问的语义关系作为回归因

素运用到学习系统中．而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该方法

的有效性。

另外一些学者尝试在不给定分类类目的情况

下。通过借用外部资源来自动识别用户意图。如

Hu等[位】利用外部资源即珊kipedia来识别用户的

意图。该方法较其他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不需要

大量的人工标注集来训练分类器．减少了劳动力的

投入。该方法的核心思想为：先人工标注每个意图

的种子查询，然后通过挖掘晰kipedia的结构为心

ticle和咖昭Ⅱy生成一定的意图概率，再将输入的

查询映射到晰kipedia的概念中，根据一定算法来

识别该查询的意图。‰-等旧]认为可以使用与
查询相关的提问识别用户意图。提出借用外部资源

Y曲00 Answ哪获得与查询相关的提问和类别来执

行分类任务。Zara习啦畔】使用聚簇手段从查询中

产生类目，该方法虽然能保证充足的查询量，但是

单个查询的特征仍然不足。于是，Be出珊蚰等旧]

用“会话数据”聚类代替查询聚类。

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图论研究自动分类方法，

这些研究均基于—个共同的假设：具有相似点击模

式的查询可能属于同一类目。利用已知类别的查询

可以推导新查询的类别。比如，【j等呻]使用二维

图(bipanite gra曲)、s刁lmrr盱旧1使用马尔科夫随机

行走(胧畦0v mnd唧walk8)、zhu等[氆1使用标签传

播(1abel舯，pa{卿∞)、压舢等[田]使用局部和全局

一致性学习(k哦ng widl 10cal趴d—obal co璐isten．

cy)、BdI【in等[州使用流行正规化(H幽谢d删；ul册
i蠲畸仰)对查询分类做了方法论研究。

一般而言人工分类的准确率较高，却面临投

资大的问题，自动分类借助机器学习虽然可以处理

大规模数据，但是分类的准确性较差。如果仅使用

一种方法．分类结果可能不理想．因此有学者尝试

对各种分类方法进行组合．来得到新的分类方法获

取各自的优点。比如。Beitzel等(7“讨论了人工分

类、监督分类和规则分类三种独立方法在查询主题

识别上的效果。结果表明：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会

得到更佳的分类效果。

4数据集与评价方法

数据集是查询意图分类研究尤其是自动分类

表2数据集来源及优缺点

类别 数据来源 优 点 缺 点

删m(hnp：／／㈣aItavis饥com)、陆iIe(hI．
tp：∥www．既cit己嗍)、D0印№渊(htIp：／／ 查询数据样本大且具有多样 数据具有稀疏性：即单

搜索引擎 www．cIog删eⅢ)、 性；真实的用户交互环境，贮存 个查询仅有少量特征：

提供查询 S0舭l(htIp：／／www．8咿u伽n／labs／dL／q．h矗I) 了用户的真实信息需求：便于 存在大量噪声数据；涉

日志 AoL(htIp：／／www．酽％融de嘶∞m，80l·d吐a／) 统计分析．探测相关现象与 及用户隐私，多数查询

d∞wa唱㈣、h∞123．啪等其他搜索引擎提供 规律。 日志较难获取。

的查询日志

测评会议提 数据集易于获取：对每个查询
数据样本少：不能完全

供数据集
1REC、KDD Cup等会议查询集 反映真实环境，与真实

特征的表述内容量大且全。
网络环境存在差异。

研究者自 研究工作中利用某些方式收集到的数据：如根据
对搜索引擎查询日志的补充： 操作困难：用户易受外

能获取除查询外的其他分类 界影响，数据缺乏真实
建数据集 查询获取与之相关的文档或网页等

特征。 性；容易产生噪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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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基础。目前，在查询意图分类领域还没

有权威的数据集．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往往根据自

身需要选取不同的数据集。根据数据集来源情况，

笔者将其分为三类．并对各类数据集的优缺点做了

简要对比分析(见表2)。

目前。查询意图研究领域没有特定的评价方

法。常用的评价方法通常来自文本分类，包括正确

率、召回率、精确度、错误率和F值等指标。需要注

意的是，正确率、召回率和F值都只针对单个类别

进行评价，代表局部性能。因此，需要引入能够在

全局(所有类别)上对分类器效果进行评价的方

法。目前主要有宏平均(rn∞r}0 av啪百Ilg)和微平均

(micm aⅧ麓西Ilg)两种评价方法来度量在所有类别

上的分类性能，微平均评价指标容易受到大类分类

性能的影响．而宏平均评价指标容易受到小类分类

性能的影响。

5结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Web查询的类目体系、分类

特征、分类方法、数据集及评价方法。从上文可以

看出，经过多年的努力，查询意图研究取得了很大

进展。但是，查询意图领域依然存在如下问题和挑

战：缺乏权威的评测标准；各种分类方法在大规模

查询集合上的性能还不确定；有效提取或者获得查

询特征的方法仍然值得深入：查询意图分类体系的

完备性和类目间的独立不相关性尚不确定等。此

外，当前查询意图分类研究大多只考虑把—个查询

分到—个类目的情况，如何将分面分类应用到查询

意图研究中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而如何将

这些识别出的意图应用在搜索引擎优化中．将是今

后查询意图研究的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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