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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能有机会翻译出版《数字化环境下交互式信息检索》这部著作。
在我看来，能够将国外优秀华人学者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它
不仅可以促使国内一些学者和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进我国在交互式检索研究方面的
长远发展。
本书的作者Iris Xie（解虹）作为一名优秀的海外华人学者，早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经过大学本科的系统
学习后考入上海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由此开始对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检索有了很深的兴趣，尤其是将系统研究学说和用户研究学说结合起
来。
并最终凭借其扎实的功底进入了美国图书情报专业最优秀的大学之一——Rutgers University继续深造，
师从在互动式信息检索领域的领军者和开拓者Nicolas Belkin教授，获得美国一流专家学者在此方向的
首肯，可见她在此研究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
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她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密沃瓦基分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和与我熟识的优秀学
者张进教授成为同事。
解虹博士在1999年获得了由图书情报教育协会（ALISE）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同时也是许多机构补助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其中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协会（IMI。
S）、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LISE）等。
她著有许多优秀的期刊论文并在情报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这一领域的国际会议中发表。
解虹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是信息查询和信息检索，特别是用户与信息检索系统之间的交互式信息检索及
其在数字化时代对各种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和评估中的应用。
她的一项获美国政府（Institute of Mu-seumand brary Services）资助的科研项目着重于比较初级用户在使
用数字图书馆时使用系统帮助和人工帮助的不同，目的是为检索系统设计更好的类似人工帮助的系统
帮助机制。
她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检索策略的转换规律和影响这些转换的因素，尤其是与计划和情境有关的因素
，这成为此书翻译出版的契机。
虽然身在海外，解虹教授却心系国内的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与我有了许多交流。
同时，她也为国内学者到美国去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
作为译者，我希望能将这样一位学者的全新的观点和理论介绍给国内同仁，加强国内外学者在信息检
索方向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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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述了OPAC中的交互式信息检索、联机数据库、网络搜索引擎和数字图
书馆环境等内容。
本书通过回顾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的宏观和微观层面，阐述了交式信息检索模型的发展，在分析这些
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的基商提出了计划-情境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并探讨了该模型在交互式信息检索
系统的设计和评估中的应用。
    本书为研究者、设计者、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对数字化环境下交互式信息检索、信息检索系
统设计与评估感兴趣的专业人士提供了国外最新、最全面的研究成果，本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档案学、情报学及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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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虹  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信息研究学院教授。
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查询与检索，特别是用户与信息检索系统之间的交互式信息检索，以及
数字时代下交互式检索对各种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和评价的影响。
她在1999年赢得了美国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LISE)论文奖。
同时，她还是许多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这些项目由不同的机构拨款，包括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
机构(IMLS)、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ALISE、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
Iris Xie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期刊论文，以及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的国际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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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和研究方法包括两种：面向系统和面向用户的方法。
过去，面向系统的方法在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中占主导地位。
在短短几年内，系统设计者就已经认识到了采用人类社会～技术方法的必要性。
他们意识到面向技术的设计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这些设计没有在市场上成功应用（Shackel
，1997）。
传统的信息检索模式是将检索提问或者检索提问表达式与文献集合进行匹配，而这种方法已不再有用
。
信息检索中认知方法的出现意味着从文献表述到用户认知结构表述的转变（Vakkari，2003）。
这一新的概念把用户视作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Beaulieu，2000；Robertson and
Hancock-Beaulieu，1992）。
与此同时，wilson（2000）还指出，在以系统为中心的方法改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的同时，还伴随
着从定量方法到定性方法的转变。
用户研究已开展多年。
然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系统设计中得以实施。
Borgman（1996）在她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为什么联机目录仍然难以使用？
》中指出，联机目录仍然难以使用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设计中没有真正引入对搜索行为的充分理解。
对搜索行为的研究还没有影响到联机目录的设计和其他类型的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
大多数信息检索系统在设计时都假设用户构造了一个表达固定检索目标的检索提问表达式，而用户在
检索过程中可能使用多种信息检索策略（Belkineta1，1995）。
Saracevic（1999）很好地总结了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以系统为中心的方法相较于以用户为中心的
方法对用户和用户行为给予太少的关注，而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研究却无法给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同时，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方法的设计者也不关心用户研究及其在信息检索系统设计中的结果。
Norman（1988）提出了对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标准：（1）要能够容易地确定用户在任何时间有可能
发生的行为。
（限制用户）（2）使系统的概念模型、可选择的检索行为及检索行为的结果可视化。
（3）可以很容易地评估系统的当前状态。
（4）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要遵循自然映射：检索意图和必须操作之间；操作和其效果之间；可视信息
和系统使用说明之间。
简单来说就是要确保：①用户能知道该怎么做，②用户能预测出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
为了使用面向用户设计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把面向用户研究的方法运用于理解用户是如何在不同语境
中进行信息的搜索和检索的，以及用户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信息检索系统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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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化环境下交互式信息检索》内容丰富、体系完善、观点新颖，叙述深入浅出，数据资料翔实，
每章后所附的参考书目，可供读者参考借鉴。
《数字化环境下交互式信息检索》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的同时，结合典型的信息检索实例，重点为读者呈现了计划-情境交互式信息
检索模型，并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导航试验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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