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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人们一方面越来越相信所需要的信息能够在网上找到，另一方面也
常常要为花不少时间才能找到所需的信息而烦恼.于是，搜索引擎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
越活跃，关心和研究如何从网络上有效获取信息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
“网络信息检索”一方面是亿万人每天都要进行的实践，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
这从“全国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挖掘学术研讨会”近年投稿红火的情况可见一斑。
同时，在教学方面，我国一些大学纷纷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多数在研究生层次。
据我所知，华南理工大学是最早针对本科生开设这类课程的，本书作者即为其主讲教师，本书是她们
几年来教学和科研实践的结晶。
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是有用的其有用性，在于相比起我国先前出版的几本与网络信息检索相关题材的书
籍而言，内容是最丰富的.其内容在时空上的跨度之大令人兴奋，使得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教材，还可
以作为打算进入这个领域的研发人员的入门参考。
例如第一章 绪论，从网络信息的特点、信息检索的概念开始，对网络信息检索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一个
概要介绍，同时也概览了其发展的历史，列举了本领域知识与技术在多方面的应用。
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网络信息检索既是由来已久，也是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领域。
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是有特色的，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和我国已经出版的几本类似的书相比，这本书定
位在教材，而且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定位。
本书的作者在网络信息检索领域工作多年，对内容的选取和篇章结构的安排颇有讲究。
在介绍技术性内容的章节，除了后面有思考题、练习题之外，其中还包含有大量举例，对于教材来说
，这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不仅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在具体写作中融入了自己工作的体会，
从而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例如，将信息检索的要义概括为“两个表示，一个比较”，就很有教益，值得读者仔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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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信息检索》详细介绍了网络信息检索的原理和技术，内容包括信息检索模型、网络信息的
自动获取、网络信息预处理和索引、查询语言和查询优化等。
针对网络信息检索的广泛应用，书中对搜索引擎、中文和跨语言信息检索、多媒体检索、并行和分布
式信息检索、信息分类和聚类、信息提取与自动问答等重要应用的关键技术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网络信息检索》层次分明，深入浅出；既有原理阐述和理论推导，也有大量的实例分析，阐述
力求系统性和科学性。
《网络信息检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等专业的高年
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对广大从事网络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信息管理、人工智能
、Web数据挖掘等研究和应用开发的科技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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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网络信息是指通过互联网可以利用的各种信息资源的总和。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资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的非网络信息资源相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网络信息内
容丰富。
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基地，同时其信息资源的增长十分迅速。
在互联网上几乎可以获得任何领域的信息，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娱乐等各个方面，
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
（2）网络信息变化频繁。
在互联网上，信息地址、信息链接和信息内容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信息资源的更换和消亡更是无法预
测。
因而，网络信息时时刻刻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
（3）网络信息结构复杂.互联网对网络信息资源本身的组织管理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网
络信息呈全球化分布结构，信息资源物理地存储在世界不同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器上。
因此，在信息的组织和检索方面比较复杂。
（4）网络信息格式多样。
网络信息的媒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各种类型的媒体信息都有多
种不同的信息描述格式，例如文字信息的格式有HTML、TXT、PDF、DOC等格式；图像信息的格式
有BMP、GIF、JPG等格式，因此网络信息格式呈现多样化。
（5）网络信息价值差异。
由于网络信息的发布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且缺乏必要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机制，因而，网络信
息资源的价值差异较大，既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有用信息，也有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甚至还有不少有
害的信息，可谓良莠不齐。
因此，如何评价、选择和过滤信息成为网络信息组织和检索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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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信息检索》：新世纪计算机类本科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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