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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資訊檢索領域中，查詢擴展(Query Expansion)已成為提升檢索系統效能的

重要技術之一。而查詢擴展的技術中又以局部查詢擴展(Local Expansion)對於檢索

效能的提昇最為顯著。局部查詢擴展是分析初始檢索結果的前幾篇文件，從中選

出擴展詞，但此方法有一項缺點，就是當這些文件中與查詢句不相關的文件較多

時，所選出的擴展詞可能與查詢句不相關，若把這些擴展詞加入查詢句做檢索，

會造成查詢偏移(Query Drift)的情形，降低檢索效能。 

 因此，在本論文中針對局部查詢擴展的缺點做改進，使用文件重排序

(Document Re-ranking)的方法，在作擴展前先將初始檢索輸出的文件重新排序，讓

相關的文件盡量往前排，以提升局部查詢擴展的精確性。本論文研究了三種文件

重排序法，實驗結果顯示其皆能有效的提昇檢索效能。且我們更進一步地探討這

三種重排序法間的互補性，將其作結合，實驗結果顯示重排序法間的結合能更有

效的提昇檢索效能，將檢索的平均精確率(MAP)從 0.3727 提升至 0.3956，前 10 

篇文件的精確率(P@10)從 0.4929 提升至 0.5595。 

 

關鍵字：資訊檢索、局部查詢擴展、查詢偏移、文件重排序 

 

1. 序論 

在現今資訊量極為龐大的時代，要在大量的資料中找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

料，是資訊檢索領域困難的課題。目前使用者與檢索系統之間的互動，多是以詞

為主，系統也多是以詞作為檢索的單位。然而使用者下達檢索詞時，在表達特定



的檢索概念，可能會因為使用不同的詞，而檢索出不同的結果，有些符合查詢概

念的文件，可能會因為字詞的使用不同，而無法被檢索出來。這都是「字詞差異」

(Word Mismatch)造成的問題。 
 查詢擴展(Query Expansion)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其基本概念是把一些與

查詢主題相關的詞－稱作擴展詞(Expanded Words)－加入到原始查詢句中，擴展

原查詢句的概念，以提高一些原本未被檢索到的文件被檢索出來的機率，使查

詢結果更為精確。在本論文中使用的查詢擴展方法是局部查詢擴展(Local 
Expansion)[7、10、11、13、14、18]，其概念是先對使用者所下達的查詢句做第

一次的檢索，篩選出排名前面的文件進行分析，將這些文件中重要性較高的詞作

為擴展詞，加到原查詢句中，再進行檢索。由於擴展詞增加了查詢概念的涵蓋度，

因此可以提昇檢索效能。 

  然而，局部查詢擴展有一樣弱點，就是當第一次的檢索結果不佳時，排名

前面的文件中，包含相關文件的比率相對地比較低，如果從這些文件選取擴展詞，

很可能會選出與查詢主題不相關的詞，而造成查詢的偏移(Query Drift)。為了彌

補局部查詢擴展的弱點，可以使用文件重排序(Document Re-ranking)的技術[7、9、
12、15、16、17、18、19、20]，在第一次檢索結果輸出後，用更精確的演算法

對輸出的文件重新排序，讓排序在前面的文件中，能涵蓋較多與查詢相關的文件，

以改進擴展詞的品質，進而提升檢索的效能。 

本論文的研究主要是利用文件重排序來改進局部查詢擴展。在論文中提出了

三種文件重排序演算法，分別是概念查詢法、文件分群法與局部鏈結法。而實驗

結果顯示，這三種文件重排序都能夠有效地提昇檢索效能，而其中又以局部鏈結

法效果最佳。另外，利用重排序法之間的互補性而加以結合，可以進一步達到更

好的效能。在同時結合三種方法的情況下，平均精確率可以從 0.3727 提升至

0.3956，前 10 篇文件精確率則可以從 0.4929 提升至 0.5595。 

 此外，我們也探討擴展詞的過濾，希望藉由過濾的方法，將與查詢句較不

相關的擴展詞過濾掉，以提昇檢索效能。實驗結果也顯示了擴展詞的過濾確實對

於檢索效能有正面的效益。 

本論文的第二章中為實驗語料介紹與基礎檢索模型。第三章中將介紹三種文

件重排序的方法與重排序方法間的結合。第四章為擴展詞過濾方法。第五章為為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2. 研究方法 

2.1實驗語料與評估準則 

本論文使用的實驗語料為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所發行的「CIRB030中文
資訊檢索測試集」(NTCIR-3中文語料部份)，此測試集共包含三個部分：問題集、
文件集和答案集。文件集皆為一般的新聞文件，包含了七個部份，一共有 381375
篇新聞文件。問題集一共包含了 42個查詢問題。圖 1為一個查詢的範例。在本



論文中的實驗均是以<DESC>標籤的內容作為查詢句。在答案集中每份文件均標

記了和查詢問題的相關度，分為四個層級：非常相關、相關、部分相關與不相關。

檢索輸出文件的判別方式分為兩種，一種為嚴謹相關（Rigid Relevance），也就
是把「非常相關」和「相關」視為相關，其它視為不相關；另一種為寬鬆相關（Relax 
Relevance），則是把「非常相關」、「相關」和「部分相關」均視為相關。本論文

中均以“寬鬆相關＂作為判別標準。 

 

圖 1 CIRB030 問題集之範例 

 

在評估方法上本論文採用 TREC 所定的標準評估程式(TREC_EVAL) [1]來評
估檢索效能，使用其中的「平均精確率(MAP)」和「前 N 篇文件的精確率 

(Precision: At N docs)」作為效能指標，其定義如下： 
․平均精確率(MAP)：先對各個查詢問題，計算檢索出文件的平均精確率(AP)，
再對所有查詢問題作平均。其計算方法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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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查詢問題的平均精確率。MAP表示所有查詢問題的平均精確率的平

均。 

․Precision: At N docs：表示在檢索出 N篇文件時的精確率。 

對所有查詢問題的前 N篇文件精確率計算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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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表示第 j個查詢問題的前N 篇文件精確率。 

2.2檢索系統架構 

 

 

 

 

 

 

 

 

 

     圖 2 檢索系統架構圖 

 

本論文的檢索系統架構如圖 2所示。由於中文的詞與詞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間

隔，而檢索系統的演算法是以「詞」為基礎單位，因此所有檢索文件或查詢句都

必須要先經過斷詞處理。本實驗中的斷詞工具是採用中研院的線上斷詞系統[8]。

我們把新聞文件庫中的每份新聞文件進行斷詞後，只保留表 1中所示特定詞類的

詞，並計算詞頻( ,i jtf )和文件頻( jdf )，存入索引資料庫中。 

檢索時，查詢句q經斷詞後可以得到查詢詞集({ }jt )，再和索引資料庫中各篇

文件以 BM11模型進行相似度比對，可初步篩選出和查詢句最相關的前N篇文

查詢句 q  

 

檢索模型(BM11) 

文件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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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INID )。接著進行文件重排序，重排序後的文件( DRD )挑選前 R篇作局部查詢

擴展，找出擴展詞加入原查詢句，再用擴展後的查詢句q′進行檢索，而產生最

後的文件的排序( LED )。 

本論文所使用的檢索模型為 Robertson and Walker提出的 OKAPI BM11檢索

模型[2]，其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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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 是關鍵詞 j在查詢句中出現的次數，n是文件總數， idl 是文件 id 的 

        長度，dl是所有文件的平均長度。上式的 ,i jtf ′ 和 jidf ′是 BM11 模型對詞 

        頻和反文件頻的修正。 

在局部查詢擴展的方法上，本論文採用「Rocchio Blind Feedback」[3][4]。
Rocchio 演算法中將關鍵詞的權重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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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指的是排名前 R篇的文件， S 則是其餘的文件 ( S =n - R ,n代表總 

文件數)， β 為可調整的參數。如果第 j個關鍵詞在前 R篇文件中出現 

頻率高且在其餘文件中出現頻率低，此時 jw 高，表示這個關鍵詞對於 

檢索出前 R篇文件具有鑑別力。因此，權重 jw 可視為關鍵詞鑑別力的 

度量，局部查詢擴展即可用它來挑選最具鑑別力的詞作為擴展詞。 

 

普通名詞 Na 
專有名詞 Nb 



地方詞 Nc 
時間詞 Nd 
外文標記 FW 
動作不及物動詞 VA 
動作類及物動詞 VB 
動作及物動詞 VC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VCL 
動作句賓動詞 VE 
狀態不及物動詞 VH 
狀態使動動詞 VHC 
狀態類及物動詞 VI 
狀態及物動詞 VJ 

表 1 斷詞後保留的詞類標記 

3. 文件重排序 

本論文共研究了三種文件重排序的方法，分別是： 

1. 概念查詢法。 

2. 文件分群法。 
3. 局部鏈結法。 

下面章節將詳細介紹此三種方法。 

3.1概念查詢法 

 概念查詢的方法Qiu[5]提出，最初是應用在全域查詢擴展上。其想法是：不

應該將每個查詢關鍵詞個別獨立地看待，而應該把整個查詢句當成整體的查詢概

念。如圖 3的這個例子所示，如果用查詢關鍵詞「黑澤明」和「電影」個別地去

擴展，所擴展出的詞很有可能會偏離整個查詢的主題。但是，若把查詢句中的所

有關鍵詞合併成為一個查詢概念，所擴展出的關鍵詞就會比較接近查詢主題。 

 
圖 3 概念查詢擴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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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用概念查詢的演算法，篩選出與查詢概念關聯度較高的一些關鍵詞來

建立動態的關聯詞典，並利用此關聯詞典來進行文件重排序。步驟如下： 

1. 對初步篩選的前N 篇文件中所有的詞，建立詞向量 jt
uv
 

          

  N 表示重排序文件數， ,i jtf 表示詞 j在文件 i的詞頻， ,max( )i ji
tf 表 

  示詞 j在此N 篇文件中出現過的最大次數，m表示在此N 篇文件中 

  的詞的總數， id 表示在文件 i中相異詞的數目(並非詞的總個數)。 

2. 建立「概念查詢向量」(Concept Query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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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為查詢句， jt
v
為公式(6)所定義的詞向量， jq 為關鍵詞 jt 的權 

   重，在本實驗中以詞頻作為權重。 

3. 計算「概念查詢向量」與各關鍵詞向量的關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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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
v
表示公式(6)所定義的詞向量， jq 為關鍵詞 jt 的權重， cqv 為公式 

          (7)所定義的概念式查詢向量。 

4. 選出與查詢概念關聯度較高的一些關鍵詞，建立動態關聯詞典C。關聯詞典

中必須記錄每個關聯詞與查詢概念的關聯度 ( , )c jr q t
uuv uv

。 

 

有了關聯詞典後，我們便可根據下式修正排序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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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表示文件 id 在第一次檢索得到的分數， is ′表示更新後的文件 id  



的分數， C代表關聯詞典，
iC d∩ 代表同時出現在關聯詞典C與 

文件 id 的關鍵詞。α 代表原始排序分數 is 在重排序分數 is ′中所佔 

的比率，0 1α≤ ≤ 。 

3.2文件分群法 

本方法的概念是希望藉由分群的分法把內容相似的文件分在同一群集中，再

利用群集與查詢句的關聯度來修正排序分數[20]。在圖 4 的查詢範例中，我們看

到文件 A 因為包含了“漢代、文物、大展＂這三個查詢關鍵詞，所以會得到較

高的檢索分數。而文件 B 雖然看起來是相關的文件，卻因沒有包含查詢句中的

關鍵詞，以致於檢索分數為 0。然而，文件A和文件 B其實相當地類似，也包含

一些相同的關鍵詞(例如：東漢、馬王堆)。利用文件分群的方法，文件A和文件

B因為內容相似，可能會被分在同一群集中。如果此群集和查詢句的關聯度高， 

文件 B就可以靠著所屬群集的關聯度分數而提升其排名。 

本實驗的分群演算法是採用K-means 分群法[6]，在大量高維度的資料中，找

出具有代表性的 K 個資料點，稱為群中心(centroids)。之後每份文件就可以計算

其所屬群集和查詢句的關聯度(群中心和查詢向量的 cosine 夾角)，用來修正排序 

分數。 

實驗演算法如下： 

1. 建立查詢句向量 q
v
與每份文件的文件向量。 

2. 利用K-means 演算法，計算出各群集的群中心向量 kc
uuv
。K-means 演算法

步驟： 

a. 隨機選取K個文件向量，這K個文件向量就為初始的群中心向量。 

b. 對每一文件向量計算其與K個群中心向量的距離，找出距離最接

近的群中心，並分群進此群集中。 

c. 全部文件分群完畢後重新計算各群集的群中心向量。 

d. 重複 b、c 步驟直到所有群集內的資料皆不再變動為止。 

 

 

 



 

圖 4 文件檢索分數示意圖(BM11) 

 

3. 計算查詢句與群集 k的關聯度。 

cos(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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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q c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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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uv
v uuv

v uuv                                        (10) 

kc
uuv
表示第 k群的群中心的向量。特別注意的是公式(10)中，屬於同一群 

集的文件，並不個別計算其與查詢句的關聯度，而是共用所屬群集的關 

聯度。 

4. 每篇文件重排序的分數則可以用原排序分數和群集關聯度兩者加權得到，

如下公式： 

(1 ) cos( , )i i ks s q cα α′ = × + − ×
v uuv

                        (11) 

        is ′、 is 、α之定義和公式(9)中相同。文件 i屬於群集 k。 

3.3局部鏈結法 

在 BM11 的檢索模型中，分析查詢句與各篇文件的關聯時，僅是計算個別查

詢關鍵詞對於文件的權重並加總起來。但是，各個關鍵詞之間可能有語意上的關

聯或限制，若分別去計算權重，可能導致只包含部份查詢概念的文件其關聯度反

而會比包含全部查詢概念的文件來得高。例如：我們欲查詢「漢代文物大展」的

相關文件時，可能會有「汽車大展」的文件因「大展」這個詞出現很多次而排名

較前面之情形，造成檢索精確率的下降。為了修正這種不合理的現象，我們利用

文化、大展、展覽、

馬王堆、南越王 

 東漢、文化、 

展覽、馬王堆 

漢代、文物、大展

查詢句qBM11(A,q)>0 BM11(B,q)=0 

 漢代、東漢、文物、

文件Ｂ文件Ａ 



查詢詞之間「局部鏈結」的統計來修正排序分數。局部鏈結的統計以查詢句中相

鄰的兩個關鍵詞形成的「關鍵詞組」(keyword pair)做為統計的單位，例如，查詢

句“漢代、文物、大展＂就可被分為“漢代、文物＂和“文物、大展＂兩個詞組。

每一詞組中的兩個詞(例如“漢代＂與“文物＂)如果在同一篇文件中出現的位
置足夠接近，稱之為一個局部鏈結(Local Link)。這兩個詞在文件中的距離以區間

(frame)來限制，例如，區間數設為 50 就表示同一組內的兩個詞距離必須小於 50 

才算是一個局部鏈結。 

 實驗演算法為： 

1. 對查詢句 q 中每個關鍵詞組( ,j kt t )，統計其在文件 i 中的局部鏈結數 ,i j kL

以及局部鏈結文件頻 ,j kdf 。局部鏈結數 ,i j kL 的計算方式為，若( ,j kt t )出現

在文件 i 中的區間一次，則局部鏈結數加 1。局部鏈結文件頻 ,j kdf 則是計

算( ,j kt t )之局部鏈結共在多少文件中出現過。 

2. 對原始文件分數作加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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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j k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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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log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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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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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12) 

 ( ,j kt t )表示查詢句中某一關鍵詞組。 n為總文件數。 

 is ′、 is 、α 之定義和公式(9)中相同。 

3.4文件重排序方法之結合 

本論文的三種文件重排序方法運用了不同的概念：概念查詢法是先用查詢概

念產生出關聯詞(非原查詢詞)，並計算其關聯度以改進文件的排序；文件分群法

是利用「群集的關聯度」來改進文件的排序；局部鏈結法則是利用「查詢詞局部

共現」特性，讓查詢語意更準確的文件可以提升排名。前兩種方法重在查詢概念

的「擴展」，將一些相關但可能不包含查詢詞的文件有機會往前排，其差異是擴

展的方式不同。第三種方法則重在查詢語意的「準確」，所影響的文件是那些含

有查詢詞的文件。由於這些方法的設計理念和作用的範圍各有不同，我們想進一

步探討這些方法是否能彼此互補，並適當地結合。我們將重排序方法結合的方式

如下： 



  

,1iR 、 ,2iR 、 為文件 id 在任兩種文件重排序方法所得到的修正部

份分數(公式 9、11、12)。 β為權重參數。 

3.5實驗結果 

首先對於檢索系統進行實驗，發現在局部查詢擴展中取前 10 篇文件當作是

相關文件(R=10)，並取權重排名前 80 個詞當作擴展詞加入查詢句(E=80)，可達到

最佳的檢索效能，故本節實驗數據皆以此設定。實驗之系統架構圖參考圖 2。 

 

表 2 文件重排序方法間之比較(無局部查詢擴展) 

 MAP P@10 P@100 

Baseline(BM11 only) 0.2429 0.4476 0.1907 

 概念查詢法 0.2426 0.4643 0.1950 

文件分群法 0.2600 0.4643 0.2195 

局部鏈結法 0.2520 0.4690 0.2040 

三種結合 0.2723 0.4786 0.2150 

 

表 3 文件重排序方法間之比較(有局部查詢擴展) 

 MAP P@10 P@100 

BM11 + Rocchio 0.3727 0.4929 0.2767 

 概念查詢法 0.3821 0.5262 0.2838 

文件分群法 0.3831 0.5238 0.2795 

局部鏈結法 0.3855 0.5405 0.2757 

三種結合 0.3956 0.5595 0.2767 

 

表 2 顯示了文件重排序方法間之比較。對 Baseline 而言，應用文件分群的重

排序方法有最佳的平均精確率。而應用局部鏈結的重排序方法，則有最佳的前

10 篇文件的精確率。應用概念式查詢的重排序法和另外兩種方法比較起來則相

對比較差。表3結合局部查詢擴展後，三種文件重排序法的平均精確率，與Baseline

比較起來，都有不錯的提昇效果，而提升的效能則以局部鏈結的重排序法最佳。

對於前 10 篇文件的精確率來說，局部鏈結的重排序法，有相當明顯的提昇效果， 

為三種文件重排序方法中最佳的。 

 且由表 2得知，文件重排序方法間的結合確實能夠有效的提昇檢索平均精確

率和前 10 篇文件的精確率，且結合的方法確實比單用任一種文件重排序的方法

加入文件

重排序 

加入文件

重排序 



達到的效果要來的好。表 3也顯示出結合局部查詢擴展後更能大幅提昇檢索的精

確率，且全部文件重排序方法的結合所展現的檢索效能比單用任一種文件重排序

法或是任兩種文件重排序方法的結合都要來的好，為所有方法中最佳的，也證明

了文件重排序方法之間確實具有互補的效果。 

4. 擴展詞過濾方法 

4.1擴展詞的過濾 

Rocchio Method 的擴展詞權重是計算對於前 R篇文件的「鑑別力」，並未考

量這些詞是否真的與查詢主題相關，可能因而擴展出了與查詢主題不相關的詞。

因此，我們進一步地研究擴展詞的過濾方式，期望藉由過濾法來篩選掉與查詢主

題不相關的擴展詞，以提升檢索效能。我們定義了擴展詞和查詢句的相關度，過

濾掉相關度較低的擴展詞，以降低查詢偏移(Query Drift)的可能性，提高檢索的效

能。其演算法如下： 

1. 計算擴展詞 je 與查詢關鍵詞 kq 的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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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q qP df n=                                                   (14) 

  ,j ke qP 表示擴展詞 je 與查詢關鍵詞 kq 共同出現的機率。
jeP 、

kqP 表示擴展 

     詞 je 、查詢關鍵詞 kq 在所有文件中出現的機率。 ,j ke qdf 表示擴展詞 je 與查 

     詢關鍵詞 kq 共同出現的文件數。
jedf 表示擴展詞 je 的文件頻。

kqdf 表示查 

     詢關鍵詞 kq 的文件頻。n表示總文件數。 

2. 計算擴展詞 je 對查詢句的相關度。 

 ,j j k

k

e e q
q q

r r
∈

= ∑                                                 (15) 



3. 設立一門檻值來過濾掉與查詢句相關度( jer )較低的擴展詞。 

 

4.2 實驗結果 

表6 為使用<DESC>查詢內容作過濾對於平均精確率(MAP)及前10 篇文件精確率 

(P@10)的影響。No-Filter 表示未將擴展詞作過濾的動作。Filter 表示有將擴展詞

過濾。由表中數據可知，用<DESC>的查詢句來過濾，所得到的MAP、P@10 

和未作過濾時差不多。造成這種差別是因<DESC>中的查詢句較長，且包含一些 

與查詢主題不相關的詞。 

表6 DESC 查詢內容作過濾對於MAP 及P@10 的影響 

 
表7 為使用<TITLE>查詢內容作過濾對於平均精確率及前10 篇文件精確率

的影響。與DESC 的結果作個對照，我們發現雖然作擴展詞過濾後，並不能提升

平均精確率，但是對於前10 篇文件的精確率卻可以有效地提升，且以局部鏈結

重排序法及三種重排序法間的結何提升幅度最大。由此可知本實驗的擴展詞過濾

方法在查詢句沒有贅詞或是較少贅詞時，對於檢索效能的提升確實有幫助。 

表7 TITLE 查詢內容作過濾對於MAP 及P@10 的影響 

 

 



5.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5.1結論 

本論文主要研究三種文件重排序的方法，希望藉由重排序的演算法將相關文

件往前排序，以改良局部查詢擴展的缺點，進一步地提升檢索效能，而實驗結果

也證明此三種重排序法確實對於檢索效能有所貢獻。在 3.4 節中，我們加深探討

這三種重排序法之間是否具有互補的特性，將重排序法之間作結合，以期望能更

進一步地提升檢索效能，而實驗結果也證明重排序法間確實互補，能有效提升檢

索效能，將平均精確率從 0.3727 提升至 0.3956，前 10 篇文件精確率從 0.4929 提

升至 0.5595。 

在第四章中，我們對於擴展詞的選取方式作更加深入的探討。對擴展詞作過

濾的方法，實驗結果顯示其確實對於檢索效能有所提升。 

5.2未來研究方向 

 本論文的局部鏈結重排序法僅探討查詢句中相鄰的兩個查詢詞之間的語意

關係，將包含較多語意鏈結的文件往前排序，但此方法容易將沒有語意關係的兩

個關鍵詞作配對，降低重排序的效能。未來實驗可利用句法剖析(Parsing)，更精

確地抽取出查詢句語意，以預期能達到更佳的效能。 

而本論文結合的方式是利用人工的方式做參數調整，以達到最佳化，若能訂

立一套自動的參數估測方式，對於檢索系統的改進將會更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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