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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飞速增长的互联网上动态、多样、异质、复杂的信息和其他信息检索系统给传统的信息检索技术和理
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这些挑战使人们对信息检索提出了加强交互性、直观性、有效性等要求，也使专家们必须集中精力寻
找满足用户检索相关信息的新方法。
信息可视化技术可以在一个视觉的、明晰的、交互性的环境下论证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它已成为我们
应对挑战的最大希望。
信息可视化和信息检索有着天然的联系。
事实上信息检索就像一条线一样贯穿着整个信息可视化系统。
信息可视化向用户提供独特的方式去检索信息，它可以把隐藏的信息用视觉的形式呈现，并允许用户
以视觉形式进行检索。
浏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检索方式将在可视化环境中被充分应用。
可视化技术给信息检索带来了希望，从信息检索的角度来看待信息可视化，最终将使信息检索和信息
可视化都受益。
本书从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对信息检索可视化领域最新进展进行了体系化的阐明，评价了这个领域
主要的技术和方法，说明了信息检索和信息可视化的理论关联，并介绍了信息检索可视化的主要算法
和模型。
本书也说明了信息检索可视化的一些重要的和普遍的问题，如在深度应用中出现的难以评价性、不精
确性以及隐喻性。
此外，它深度探讨了信息检索可视化在网络流量分析、网络信息搜寻、浏览等领域的理论和实际应用
。
在本书的结束部分，作者多角度比较了他所介绍的几个信息检索可视化模型。
最后，本书探讨了信息检索可视化的重要问题和检索领域以后探索的方向。
本书的读者将通过此书更好地理解信息检索可视化的现状，获悉主要学者的一些技术、理论发现和前
沿进展，信息检索可视化系统实现的一些充分的、有实用价值的细节，以及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所必须
注意的问题。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1章介绍了信息检索可视化的一些基础问题，如为什么信息可视化技术对于信息
检索非常关键；如何从查询和浏览两个方面加强信息检索；什么是基础的信息检索可视化范例；在信
息检索中信息可视化的潜在应用和影响是什么；什么是信息检索可视化模型的基础程序。
第2章包含了信息检索中一些基础的概念和理论。
这些概念和算法，如相似性方法、信息检索模型、语词加权算法等，都是后续章节中关于信息检索可
视化模型介绍的必要前提。
把这些概念和理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章节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后续的章节中重复介绍，更是为了打好
一个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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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对信息检索可视化领域最新进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集中介绍了信息检
索可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结构、方法和算法，较为系统地比较了多重参考点可视化模型(MRPBM)、基
于欧几里得空间特征的可视化模型(ESCBM)、探路者关联网络(PFNET)、多维尺度模型(MDS)、自组
织图模型(SOM)等五种主要的信息检索可视化模型，讨论了信息可视化系统的评估及信息可视化系统
设计中人的行为，分析了信息可视化中的一些特有的歧义现象，并提出解决办法。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和掌握信息检索可视化的现状，获悉主要学者的一些技术、理论发现和前
沿进展，信息检索可视化系统实现的一些充分的、有实用价值的细节，以及研究这个领域所必须注意
的问题。
    本书可作为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从业者、系统设计者和分析者、网络管
理员、图书管理员、教育者和研究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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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广泛存在于因特网、OPAC系统、数字图书馆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检索系统中的数字信息正在
以指数倍增长。
每年大约要产生一百万特字节（1TB一1024GB）的数据，其中，99％的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Keim
，2001）。
这些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复杂，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在日常生活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利
用。
当具有不同背景、特性、能力、喜好和目的的用户数显著增长时，用户的需求也开始变得更加多样和
复杂。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高效的信息检索手段——这向当前信息检索系统中使用的传统方法与技术提出
了挑战。
在传统的信息检索系统中，信息检索主要是基于关键词查询，并且，由于用户无法控制内部匹配过程
，查询过程是非连续的。
传统的信息检索系统还存在一些固有缺陷：内部匹配过程对用户不透明，检索结果以线性列表的形式
显示，一次可显示的结果有限，文档间的关系极少用图示展现，检索环境缺乏供用户浏览的交互机制
等。
这些固有缺陷使得传统的信息检索系统面对信息需求的极度复杂性与海量多维数据束手无策。
当前计算机已拥有高速运算能力和巨大存储容量，进而拥有了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
这些技术与成熟的现代信息检索理论和人机交互理论相结合促生了信息可视化技术。
为了克服传统信息检索系统固有的缺陷，信息可视化技术应运而生。
信息可视化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其主要目的是将信息形象化以方便与用户交互。
它通过视窗、图标、菜单和定点装置提供前所未有的交互能力。
当今计算机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已使得这种复杂的可视化展示成为可能。
因此，用于信息组织、表示、解释和检索，并且具有直观性与交互性的新的信息可视化方法能够洞察
数据集内部，获取丰富的数据关联和数据内容，挖掘数据特点。
这种信息检索可视化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活性、创造力和想象力来搜寻信息。
对于各种类型用户——无论老少、无论是否有使用经验、无论是否有信息检索专业知识、无论是否懂
英语——真正优秀的信息检索可视化技术都应该能够满足其需求。
图像是信息表达与交流的主要工具。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它一直贯穿于人类的智力活动中。
早期的可视化展示可以追溯到14世纪甚至更早。
当时的宇宙图中，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由分别代表四种基本元素、七大行星、黄道十二宫和月相的
同心圆围绕着（cresques，1978）。
基于计算机的可视化应用几乎是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而诞生的。
可是，现代图形理论却是始于定量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原理及理论的提出（Tuft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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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检索可视化》的读者将通过此书更好地理解信息检索可视化的现状，获悉主要学者的一些技术
、理论发现和前沿进展，信息检索可视化系统实现的一些充分的、有实用价值的细节，以及这个领域
的研究者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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