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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频率
,

近些年来在国内外户些领域中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

在文字学
、

机器翻译
、

汉宇编码中固然

少不 了词频的统计
,

在情报学秘图书馆学中对它的研究也逐渐米起
,

大量的词频统计数据在情报检索
、
情报

基础理论
、

书目计量学
、

情报分析研究
、

类表词表编制的文章中出现
,

引起人们腹
,

目
。

词是具有单致意义
、

单独作用的字或字母的组合
,

但在情报学
、

尤其是情报检索中
,

常常把
“ t er 皿

”
(名词

、

术语 )译成
“
词

” ,

这是因为情报专家对名词术语 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其它词类的兴趣
,

只有名词术语才最能代

表文献的内容
。

在很多外文文献 中
, 「

t er 垃被狱于更广泛的意义
,

美国著名情 报
二

隆索 专 家 G
·

索 顿 曾 用

拒 : 二 来代表主题词
、

名词
、

标引词
、

情报项
,

甚至用来代表分类号
,

因为分类号实际上是类多名词 的一种

符号表达形式
。

①在不同的场合下
,

加 rrn 几乎可以表示一切文献著录
、

标引
、

祖索的信息单元
。

本文所说

的
“
词

” ,

正是这种广义上的 愧 r
m

,

具体来讲
,

是指主题词
、

关键词
、

叙词
、

著者
、

分类号
、

篇名刊 名
、

汉

字
、

字母等
,

本文所说的词濒分析
,

也就是对以上这些
`
词

,

在标题中
、

文章中
、

目录中
、

文献库中的 出现

濒率进行的分析
。

1 `

本文着重从以下两方面总结已有的词 的统计规律及其实用价值
。

、
·

词频的一般特性

在不同的环境中
,

比如说在一篇文献中
,

在一个数据库中
,
在不 同

·

取法的标 目中
,

各类词 (主题词
、

著

者
、

类号等 ) 的分布频率是不同的
,

但在很多情况下
,

它们都呈现出规律性的分布
。

.l 单词 在文章中的分布服从双曲线分布
。 ,

.

1 9 4 8年
,

K
·

齐夫根据他的最小努力原则的指导
,

统计了各种文休的文章
,

发现单词在任何一篇 文 章

中的出现频率都服从一个规律
,

即如果把每个词在一篇文章中的出现频率按照递减的顺序排烈起来
,

井用自

然数从小到大给词频的倒排序予等级
:

频率最高的词的等级为 1
,

频率次之的等级为 2
,

… :’’ 撰率最小的词

等 级 为 N (N 为单词个数 )
,

若 R表示等级
,

F 表示频率
,

C 为常数
,

那 么就有 R 又 F 二 C
。

齐夫揭示的这

种词频规律
,

后来被人们称为齐夫定律
忿

_
·

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表晚
,

齐夫定律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局 限性
,

尤其是匆率特别高的词 (如英文中的

iett )和频率特别低的词
,

不能完全满足 R X F 一 C的关系式
。

② 1 95 2年
·

B
·

芒代尔布罗运用信息论原理
,

重

新解释了齐夫定律并得到齐夫定律的修正式
:

f =
(C

r 一
-a)

5
.

式中 f 是词的频率
, r 是诃的等级序号

, 。 和 : 是修正齐夫定律的两个常数
。 a 的值很小

,

作用是使低孩率词

与公式相符
, s 的值接近 1

,

目的是便高频率词与公式相符
。

③

汉语中
,
词在文章中的频率分布也有类似情况

,

但还没有足 够的统计资料作依据
,

这是因为汉语文章中

词与词之间没有间隔
,

计算机识别困难
,

因而统计也困难 , 而手工统计工作量太大
,

使这一统计难以详尽
。

但汉字在文章中的分布颇率是有较可靠的数据的
。
前 LJ 年

,

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漫研究组曾对《胳驼样子》一

书的字颇进行过详细的统计
,

全书总字数 10 7 3 6。个
,

由 2 4 1 3个不同单 字 组 成
, `
的

’

字 的 颇 率 最 高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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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9 8 % , “

组
”

字频率最低
,

占0
.

0 0 0 9%
, “
的

”

的 C 值是 2 x 4
.

z z 9 8% = 0
.

0 4 2 2 5 5
, “
组

, ,

的 C 值是2峡1 3 x

。
.

。。。 9% = 。 。 。21 71 7厂道中面两约2。。。个字的 c 值都在叭 01 左百
, “

这不绪果说明汉李在文章中的3圣布是符

合齐夫定律的
。

很多统计表明
,

虽然 C 值随着统计样本的不同而异
,

但只要样本足够大
,

总是围绕着 0
.

1上下波 动
。

最

早 的一个较全面的文章词频统计表是由杜威 (D q w ey ) 缄成的
,

他对一篇有 10 万个单词 的文章进行了 词 频

统计
,

得到的 C 值如下 (每个数据下的脚标为稚应词的级册序号 ) :

0
.

7 3 2 ,
0

.

8 0: ,
0

.

9 85 ,

0
。

1 1 7一
,

0
。

1 0 6。
,

0
。

1 1 6 1 0 ,

0
.

2 2 4。 。
,

0
.

1 2 2 : 。。 ,
0

.

2 0 2: 。 。 ,
0

.

1 0 0` 。。
,

0
.

2 0 5 6。。
④

库塞拉 (K u ce ar ) 和弗朗西斯 ( F ar n ic
s
) 统计了一个由不同文章组成的总长为 1 00 万个单 词 的 样 本

以及 1 9 6 5年化学题 录 (C h o m i ca l T it l司 磁带
、

第 58 期 M A R C 磁带以及气相层析数据库的词频
,

统计数据

证 明
,

出现在足够大的英文样本中的词
,

大至可以满足关系式 R x F = C
,

而且 C 值较固定 (0
.

1左右 ) , 而

在较小的样本中却不尽然 , 对于高频词和低频词
,

则要应用芒代尔布罗修正 式加 以修正
。

每

S
·

希普斯 (S
.

H ea sP ) 证明
,

当词的个数 N 等于 500
,

1。。。。
,

5加叻和 100 加。时
,

C 值分别 为 。 .

1 1
,

0
.

10
,

0
.

09 和 0
.

08
,

c 的平均值在 .0 1左右
。

⑥

C 值不仅随样本的长度不同储铭有差异
,

而且随词性的不同也呈现较大的彼动
,

希 普斯 统 计 M A R C

磁带58 期上的 6 0 7 7 9个主愚词和 5 33 邵个出版者名称的 C
`

值
,

发现主题词的 C 值和 出版者 的 C 值差距很 大
,

前者在。 .

0貂到 。。
1之闻波动

,

后者在。。

53 和 0
.

264 之何波动 , 他还对气相层析磁带上的化合物名 称
、

物质名

称
、

混合叙词短语进行了统计
,

发规他们的 C 值也有较大差异
。

2
.

标引词在文献库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

文章被标引后
,

每篇文章被形式化
,

成为儿个主题标引词的组合形式
, `

这样我们研究单篇文献中词 频

的分布已没有什么意义
,

`

只有从整个文献库的角度研究标引诲的数率才有实际意义— 例如可 以估计 索 引

倒排档的容量 以统筹安排计算机存贮空间
。

好在这种标引词的频率很容易统计
,

我们只要统计文献库 后 的

主题索引
,

每个主题词下的篇数 即是该诃的频数
。

很多统计数据都表明
,

标引词在文献库中的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

G
·

索顿指出
: “
研究许多文献 的

存取手段
,

如对指南
、

索引
、

口录
、

题录铃研究表明
,

在每种情况下
,

数量的分 布 (就题录中的词数 量
、

书

后索引的词条数量而言 ) 都服从正态分布式
:

1 (x )
1

xs 训万下

· : p

毛
一
合l

拓 g x一m

S !冬
这里 m 是平均数

, s 是分布的标准离差
。

让 m 和 s 趋于无穷 大
,

则要趋近一个参数k
,

那么对数分 布 就
口 ,

主枷撇

晕

能转换成齐夫定律的式子
。 ”

⑦

我们用计算机对 1 9 8 3年 I N S P E C 磁带上的自由 词 项

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图 1
,

图象表明自由诃在文献库中的

分布是正态 的 ; 我们还对部分美国《生物文摘矛 (B A ) 概念

组配索引
,

美国《合金索弓!》进行了手工的统计
,

统计结果

也支持了上面的结论
。

我们要强调的是
,

正态分布是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

中各种随机现象中的最为广泛的频率 分布
,

不 光 是 主题

词
、

自由词
、

标题词在文献库中的频率分布可以用它来描

述
,

用户的查寻行为 (或说读者到馆率
、

借阅频率 )可 以用

它来描述
,

⑧我们在工作中还发现每类书的贩进频率
,

甚

至著者和分类号在文献库中的频率也经常呈现正态分布 (目前还不敢断然下
“
总是呈正态分布

”

的结论 ) 。 这

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
。

我们知道
,

具有正态分布的随机事件往往具布这样的特性
:
它们都可以 看作许 多微

小的
、

独立的随机因素作用 的总结果
,

面每一个因素的影笋晦都很小
。

很锡概率论
.

的中心极限定理
,

可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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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特点
的随机变数一般韶可以认 为分似地服从正悉分布

,

这企是企右功布在理沦上和实践上都极其重要

的原因
。

图书情报工作中的许多随机巍
; 树如读者到馆

、

主脑词的选取
、

著者个人文章的入逢等
`
都具有

以上特点
,

这使得正态分希鲍非润墉地天量出现在图书情报顿域叭
一 , ,

-

一
3

.

分类号在大型文狱库中的孩苹夯希特合双曲线分希鑫
’

` ,

由于分类号是类名伺南代气 娇以分类粤伪叔率分布卖际上也是一
:
仲词频分布

,

即类名的拟卑分布
.

笔

者曾调查了武 汉地区儿所大型图书馆的努类每录和历年进书的分奥统计
,

发现无论是在按《中图法》进行 分
类的图书馆还是在按《料图法 》进行夯类的图书馆中

,

各大类号在文献库中的努布频率都大至符合双直 线 分

布
,

其中武汉大学图书馆理科教师参考室尤其明显
。

最引人注目的是
,

统计了 7 9一邓 4年每年的进书后
,

发现

除了个别类号的等级序号略有变动外
,

整个频率曲线的走向也大致符合双曲线的走向
。

类似走向的数据在近

几年的图书情报刊物中 已多次出现过
。

是由于齐夫的
`
最小努力凉则

”
在起作用

,

还是由子别的什么原因
,

便得双曲线分布在词 频分布中不时地
显示出来

,
L

甚至大量出斑的正惑芬布的词孩也转换成了双曲线分布
,

这一定有某种原因和某种机制在 起 作

罢篡宏惫款斗析方法进行更为探
.

入细致的研究
,

可能会发现这种机制
,

这种发现可

文献 词汇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小
.

在文 库初期
,

随着每一篇文献的增加
, `

儿乎都有新的主题词出现
,

至题词的增旭速度大大高于文

献 篇 数 的增加速度 ; 随着义献的大量增长
,

后面文献便用的主题词重复前面文献使用的主题词的机 会 越
来越大

,

主题询的增加速度就会越莱越小
,

最终要低于文献篇数的增长速度 ; 当 : 。题词表的所有主题 词 都

至少在文献库中出现了一次时
、

主题词的增加速度为 O
,

这时文献的增加不会带来主题词的增加
,

除非主题

词表再 收进新词
。

一` ’

有人注意到
,

当一不专业文叔库的文献达到加00 藉左右街、 标引用的主题词的增加 △红
,

将明显小于文

献 的增加△七:
,

且
11也 △t l _

主今 oo △ t Z
s0,

:

蔽
献篇数

。

瘾断结论带错砒
, 价那就。 我们; 当存入的文 献

超过 3。。。篇时
,

文献倒排档 (或说主题婉分编
要着如

虑

雌
每柱题 , 标目下容纳文献 , 序号的空间

,

而不是标目增加所需要的空间
,

也就是说封着重考虑主题词在支献库中出现的频率
,

对颇率高的主题词在相

应标目下留下较大的空间
,

对频率低的主越词则正好相反
。

在一篇文章中
,

词汇随着文章长度的域加
,

其增加速度也逐渐减小
,

这其中的道理和前面一样
,

即词表

的词总是有限的
,

而文献的长度却可 以无止境地增长
。

H
·

S
·

希普斯认为
,

以一篇含加 00 个单词的文本为起
点

,

当戈本长度增加时
,

出现的不同词的缘目 D 与文本的长度 `总单词数 ) N 的关系满足下式
:

D 二 K N口一 或
一

lo g D 二甲叩过丢轴必
所 以钻叨 是 l o g N 的线性函数

.

⑨这里 K 和 p 是视具体文本而定的常数
。

在化学题录 (C T )磁带中
, K =

5 3
,

日二 。
_

5 , 在 M A R C 磁带中
,

若 D 和 N 是标题用词的话
,

K = 16
.

5
,

日二 0
.

断 若 D 和 N 是主题词 的

话
,

K = 9
,

日= 0
.

6 6
。

词汇 的速度增长规律主要用于计算倒排文档的体积以合理安排舒算机存贮空呵
。

5
.

著者在文献库中的分布服从
`
洛特卡定律

” 。

洛特卡定律也称
“
倒数平方定律

” ,

它是文献计量举的重要定律之一
。

早在 19 :!6 年
,

美国 人了
”

洛 特卡

(J
·

L ot k a) 发表了《科技生产率的频率分布卜文
,

论述了化学与物理学领域中作者数量与其论文数量 的 关

系
。

L

洛特卡分析 了他的统计数据
,

提出
:
写 了 x 篇论文的作者频率与其所写的论文 之间存在着以下关系

:

X
:

Y = C
、 ·

“
’

式中 C 为常数
。

在 C A 统计分析中
,

C = 。
,

5 66 , , 在 《物理学史“ 览表》统计分析中
, C = 。

,

6 0 7 9
,

在洛特卡的
数据中{ 砖 幻 这就是

“
倒数平方

,

的由来
.

但在其它领域中
,

丫不一定等于 2
。

在 情报 学 领 域 中
, 。 二

3
.

。
,

这时上式虽成立
,

但不能称之为
“
倒数平方

”

定律了
。
\ ”

-

洛特卡之后扩许多学者继续研究作者分布规律河翘
,

如加es d . 。 对美国数学家进行了研 究
,

H ub 。 :

对

1 1 3



加拿大数学家进行了研究
,

L
eat 娜 对计 t 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卜以后美国人 uM印hy 又证明了洛特

.

卡定

律在人文科学中也适用 , 紧接着
,

s cb o rr 把这个定律应用于地图图书馆工作中
,

也获得尸定的成 功 ,
` ’

1 9 79

年
,

加拿大 的学者又尝试着把洛特卡定律引进应用科学叔工程领城
,

分析了计算机科学的文献
,

分析 的数

据与洛特卡定律有一定偏差
,

他们认为这正好说 明了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不 同
。

⑧

需要说明的是
,

洛特卡定律是一条统计定律
,

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
,

统计的特征值可能会产生一 些 变

化
,

例如按洛特卡定律
,

写一篇文章的作者应古发表文章作者总数的 6
哪

,

而据我们对攀国这些年的图书情
报刊物的粗略统计

,

作品在二篇以上的
“
多产作者

”

远不止切%
。

国外有些人在探索修正定律的可能性
,

不过

鹅

口盆 3 今

图 2

未见有什么大的进展
。

6
。

词长度的分布大致服从泊松分布
。

词长度的分布由于样本条件的不同
,

其 分 布 有 所不

同
;

但总的来说
,

它们都趋于泊松分布
。

当样本 的随 机性

越大时
,

这种分布就愈明显 , 当样本的随机性减少
,

即条

件概率的成分增大时
,

这种分布就不太明显
。

库塞拉和弗朗西斯通过大量统计证明
,

在一般的英文

文章中
,

词长度的平均值约为 4
.

7个字母
。

他们在统计了

一个有 1 0 0 0 00 0个词的文章中的不同长度词的频率后
,

得出

以下频率分布图 (图 2 )
,

这只是标准泊松分 布图象 的一

部分
。

@ 短词的频率与长词的频率不相对称的主要原因是

润长度

创

文章中许多短词如 a 、
t he 大量重复的使用

,

语法的局 限
,

人们用词 习惯等因素使得
“
文章

”

这样的样本中条

件概率的成分大大增加
,

从而使得词长度的分布偏离标准的泊松分布
。

当条件概率的成分大大减少时
,

如在较少娜及语法和人们用词习恤韵标题和主题索引中
,

统计标题中的

主题词和索引中用作标目的主题词
,

词长度的分布就比较明显地趋于
“

泊松分布
。 ”

库塞拉和弗朗西斯统计了

淘长为劝

C T 6 3一6 5
、

M A R C o z一 5 5
、

C A I N
、

C A N D I C T 这 些 数

据库里各种长度标题词的出现频率
,

其图象 (图 3 )就劫于

比较标准的泊松分布
,

这是因为只取标题中的词
,

而这些

词的出现受作者习惯
、

语法 限制等条件的局限相 对来 说较

少 ; 当我们使词的出现受外在条件的影晌最小时
,

例如当

我们只取标题中的主题词而舍弃冠词
、

形容词
、

代词
、

副

词时
,

各种长度的词的出现频率就会趋于更加标准的泊松

分布
,

即图象的对称性更强
。

当词 存贮在词典里时
,

每个词只出现一次
,

不象文章

中大量短词重复出现
,

因此平均长度增加
,

为 8
.

1个字符
,

L

泊松分布常常被应用于稀有事件 (即每次试验中事 件
图 3

出现的概率很小 ) 在贝努里试验次数很大时发生的频数分布
,

@ 主题词频率
、

词 长度的频率很大程度上符合

泊 松分布的概率模型
:

第一
,

它们的出现只有
“
出现

”

和
“
不 出现

”

两种结果 , 第二
,

它们是稀有事件
,

每个词的

出现概率尽管有差别
,

但都很小 ; 第三
,

试脸的次数很大
,

统计样本通常是几万
、

十凡万甚至上百万的词
。

唯一不符泊松分布条件的
,

是词的出现不是独立事件
,

而是受条件影响
,

即它们不是
“
贝努里

”

型的
,

所 以一

旦词的出现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越少
,

泊松分布的趋向就越明显
。

7
`

字符的频率分布呈
“
直线分布

” 。

字符是组成字
、

词的最基本的单位
,

如字母
、

各种笔划笔形等
。

一个基本字符集中的各种字符的出现频

率由于它们出现的场合不同是有很大差异的
,

例如英文字母
“
"S 在牛津诃典中的出现频率是招

.

9%
,

居所有英

文字母之首
;
而在杜威选择的一个包括1。。O。。个词的文章中

,

S 的出现频率只有 6
.

3%
,

居第 六 位
。

H
一

S
·

希普斯在《情报检索计算与理论引论》一书中
,

列表对比了五种情况
,

即杜威选择的英 文 通 俗 文章
、

牛津 iaJ

典
、

加拿大词典
、

科学美国人
、

杜威选的一篇长达 10 00 00 个词的文章中英文字母的撅率
,

除了在两种词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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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字母有相近的频率外
,

其余情况下各字母出现的孩率均有较大差异
,

但我们按照齐夫定律中的等级排 序

方法画出各字母的频率分布图象 会发现以上五种情况下的字符频率分布图象都近似一条直线
.

母

粼篡溉孟篡笃咒默享黑纂鸳默六伙窦豁霆
瓮瓢翼孤嚣产霎器嚣霖黔鸳矍雾爬霉黔髦纂霎黔端孟露默摄柔鑫

燕撇答:息矍蕊掀豪默翼若霍露羹算默夏黔翼
频率值 ) 。

A ( 0
.

9 % )

E ( 0
.

6 % )

J ( 7
J

9万)

N ( 2 % )

R ( 1
.

4 % )

X ( 5
.

4% )

B ( 5
.

1%

F ( 3
.

4% )
。 七

K ( 2
.

7% )

0 ( 0
.

2% )

S ( 6 8% )

Y ( 7
.

6% )

C ( 5
.

7 % )

G ( 5
.

2% )

L ( 6
.

9% )

P (3
.

2% )

T ( 4
.

5 % )

Z ( 8
.

9% )

D ( 5
.

7% )

H ( 4
.

9 % )

M ( 4
.

1% )

Q ( 4
.

4 % )

W ( 2
.

6% )

它的等级排列频率分布图象近似一 条直线 (图 4 )
。

娜

.005

拚渝渝翩漏俞袜护复
图 4

研究字符频率的作用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

一以上我们谈了词频的七个方面韵特性
。

近些年来由于计算机界注重于研究汉字信息处理
,

出现了大 t 的

汉字频率统计数据
,

如各个汉字的颇率
,

各种偏旁部首的孩率
,

各种基本笔划的颇率
, “

·

… 由于统计这些频

率的原理和分析的方法与前面所述并无新鲜之处
,

更由于笔者尚未来得及对这些 :教据进行分析归纳以总结 出

规律性的东西
,

因此不在此介绍了扩

二
、

词频分析的作用

一些对情报学
、

图书馆学
、

计算机文字处理中的一些进展不太感兴趣的人
,

一些对此虽感兴趣但缺乏数

理知识的人
,

对于词颇伪统计分析于情报学
、

图书馆学有何作用往往茫然无知
.

我想用这样一句褚来说明词

颇万粉的作用不知是否恰当
:
如果有一件工作在情报图书工作和情报学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需要付出

·

最艰

巨的劳动
,

需要最深入细致
、

一丝不荀的工作态度
,

需要收集最广泛领域的素材
,

需要利用最现代化的统计工

具
,

而又能对图书情报工作定量化和情报学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定量化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

那么这项工作就

是词频的统计和分析
。

词频分析对推动情报学图书馆学从定性分析的低级阶段向定量分析的高级阶段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

用
。

对词颇的统计以及词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情报学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间题之一
。

文字信息 处 理 和 编

码
、

役索语言和标引语言
、

类表诃表的编制原则和方法
、

情报用户查寻行为模型这些领城中的理论研 究 固

1 1 5



然少不了词颇的统计分析
,

但最能说明何题的是情报学的五大定律
,

即齐夫定律
、

布拉福德定律
、

洛特卡定

律
、

文献增长定律和文献老化定律中有两个是以、 词
,

为单位进行统计的
,

还有两个与词的统计也有关
,

完全

以文献为单位进行统计的只有文献增长定律
。

词频分析的作用还在于它作为 一种崭新的情报分析方法使得传统的情报分析从原则到方法都起了 微 妙

的变化
。

词的频率和一定的社会现象
、

自然现象
、

情报现象是有紧密联系的
,

这是用词预进行情 报 分 析 的

理论依据
。

有人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来预测学科和行业的发展
, 预测科学奖釜的长选人

,

评论一篇文献或一种

杂志的优劣
,

测定核心期刊和核心作者
,

甚至进行古文真伪的鉴定
, … …很多预侧结果与里手行家的结论是

一致的
, 1 9 8 3届和 1 9 85届的武汉大学情报检索方向的研究生毕业议计中就有二项是为检索系统配备情报辅

助分析软件的
,

而这些分析的基本方法就是词频的统计
。

1 985 年的《情报科学》杂志上有人撰文怀疑情报学五

大定律的实用性
,

我认为 这是缺乏深刻分析
,

缺乏远见的
,

词频统计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在今后的发展中将

会证明这种论调是错误 的
。

词频分析也是图书情报工作自动化的基础工作之一
。

研究文献的自动标引和 自动分类的最新手段
,

就是

按一定原则从文献中读出一些词并计算出它们的频率
,

通过机器 的自动甄别从而确定文献是属于哪一 类 或

者应该用哪些词标引
。

在马隆 (M a r

。 ) 和霍格尔 (H og l e) 用这种方法进行的 自动分类实验中
,

准确率分别

达到% %和 87 %
。

L索顿在著名的 SM A R T 系统中
,

根据它的一种建立于词频基础上的自动标引理 论—
判别值加权标弓}理论

,

对三个文库 C R A N
、

M E D
、

T IM E 进行了抽样检索
,

分析的结果表明
,

判别值加权

标引的使用在检全率不变的悄况下
,

大大提高了检准率
。

L此外
,

我们还可以根据词的频率来推算机器检索

豹时 间长短 以及估计倒排文利{的容量
。

汀

下面我们举例谈谈词频分析 的应用
。

1
.

利用词频进行情报分析
。 “
书 目信息的统计规律与社会现象和情报现象之难习有着内在 的联系

,

一定的

社会现象和情报现象要 引起一定的书 目信息现象
” , “

而书目信息的数量变化往往反映社会 现象和情报 现 象

的动态变化
” ,

L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

如米哈依诺夫所讥
的某种机制

” 。

L

,

是由于
“
人类甘全悬有对科学情报进行

评 价

1 9 8 0年
,

日本小森壮作 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统计
,

他统计 了 1 9 7 8年 4 月至 1 9? 9年 1 2月的 日本 《科技文 献 速

报 》中主要塑料名词的出现次数
。

分析了这些统计数据后
,

小森隆得出结论
习 _

旗塑性塑料仍占塑料产品 的 主

要地位 , 聚氯乙烯仍不失
“
热门

” ; 聚烯烃
、

丙烯将殆
、

聚笨乙姗仍是令人晌泪 的产品
。

L令人惊奇的是
,

他

的结论与日本的化工专家的顶测结果是一致的
。

1 9 8 3年
,

武汉大学情报检索专业研究生汪建平对 1 9 7 9一 1 9 8 1年的英国 IN S P EC 磁带上情报学的三个 主

题诬进行了统计
,

列出 了与这三个词关系最大的外文规刊
。

结果发现
:
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的1。种外文 期

刊
,

恰恰就是我国情报机构和图书馆订户最多的外文期刊
。

眺曾请教过曰些学科的专家
,

没人对
“ 以刊 登 某

主题文献最多的期刊作为该主题领域的核心期刊
”

这一点表示怀贬
。

因此
, _

我们只要每隔儿年用计算机对大

型数据库中的词频进行一次分类统计
,

就可大致确定各主题领域的核心期刊
,

该无疑是期刊采购人员翅首以

望的
。

给情报分析增添一件新武器
,

这可 以诊是 ,瑚分析的一个功劳吧
!

2
。

利用词频论证科技劳动集体性的加强
。

揭示科学家劳动的某些规律
,

在西方一直是理论界的热 门课

题
, _

洛特卡的登载倒数平方定律的《科学生产率的频率分布》一文论述的就是科学家劳动成果的分布间题
。

由

词须 (作者频率 ) 统计得出的洛特卡定律可以用于证明科学发展的集
一

团化趋势
,

在情报界已属公认
。

证明科学劳动的集团化趋势
,

还可以通过统计历 年来一篇文章的平均著者数量来证明
.

D
·

普 顿斯 对

《化学文摘》进行的统计表明
:
在 i 县1。年

,

80 % 的化学论文是由一个作者写的 j 1 9 6 3年
,

单个作者发表的论文

数只 占总数的韶%
,

而每篇文章的平均作者数是 2
.

15
。

数学方面也有类椒趋势
。

他将历年统计数 据 绘 成 图

象
,

发现每篇文献的平均作者数在迅速增加
,

从而推断
:

科学劳动的集体性正 在加强
。

吵

用书目信息的定量分析证 明社会学的规律
,

这恐怕是词频分析的另一功劳吧
,

3
。

利用词频合理安排码号 的长度
。

图书情报工作中
,

常常会碰到号码和符号的长度难以确定的间题
:

分类表中
,

类号既不能太短 (类目不能太大 )也不能无限细分下去
,

长 (短 )到什么程度最合适 ? 目录的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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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短 了会产生太多重复标 目
,

太长了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

应该取多长可 以使绝大多数标 目不重复 ?用

于图书情报机构的计算机汉字编码方案中
,

每个字
、

每个部首
、

每个汉语拼音字母… … 是否要安排相 同长

度的代码 ? … …这些间题
,

都涉及到词频的统计分析
。

大家知道
,

图书分类法中对于类号的使用
,

一般都给使用者一定的机动性
:

一个图书馆可 以根据自己馆

藏的情况
,

将分类法中的某些类目的细分程度扩大或缩小
,

而一个类目是否需要继续细分主要是根据这个类

目下的书的多少来决定
。

我们只要统计每个分类号在目录中的出现频率
,

对使月频率高于某一经验值的类号

可 以继续将其细分
,

对使用频率低于这一经验值的类号可以合并到它的上位类中
。

这样
,
分类表既可达到类

分图书的目的
,

又不至于浪费类号 以致加重编目人员负担和浪费用户的查找时间
。

笔者在《关于书名 目录的一个命题的数学证明》 (载于《高校图书馆工作况 9 81 年 3 期 ) 一文中
,

用统计汉

语拼音声母的孩率的方法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
:

藏书 100 万种左右的图书馆在按书名的汉语拼音字头组织书

名目录时
,

只要收上五个拼音字头
,

即可基本上把各种书分开
。

这也是利用词频俘母频率 )安排号码长度的

一个很好的实例
。

` 利用词频估计倒排档容童
,

推算检索时间
。

当戏们已有了一合计算机
,

要建立一个文献库 , 或者已

确定了一个文献库
,

耍选择恰当的计算机时
,

文献库容量的推算是十分重要的
。

数据库中正文的体积往往是

事先固定的或容易推算的
,

而倒排档往往要在机内建立
,

庆以文献库容量的推算往往归结到倒排档容量的推

算
。

前面我们曾提到
,

当文献不超过 3。。。篇时
,

着重要考虑迅逮增加的主题词标 目的位置
,

而后却要着重考

虑每个标 目下文献顺序号的位置
。

前面我们还谈到
,

标引词在文献库中的频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

在倒排档

(主题索引 ) 中
,

标引词的个数就是倒排档检索标目的个数
,

每个标引词在文献库中的频率正好就是相应标

目下文献顺序号的个数
,

因此
,

只要知道文献库中标引词的个数
,

按照正态分右公式进行积分计算
,

就可得

出文献库倒排档中所有文献顺序号的总数 n , n 乘上每个顺序号 占的存贮空间单元数
,

即是该倒排档占的存

贮容量
。 。

前面我们还提及
,

在机内主题词典里
,

由于舍弃了冠词
、

形容词
, .

代词箱副词
,

·

各种长度的词的出现颇

率会趋向更加标准的泊松分布
,

而平均长度则有所增加
,

达 8
.

1个字符
。

假如 已知比较一个字母的时间为 .t

那么每查到一个词之前平均要花多少时间来比较呢 ?

H
·

S
·

希普斯举出了一个实例来计算这个答案
、
根据他的计算

,

在 C A工N 数据库里
,

平均要 经 过 8 次

比较
,

即平均经过 8t 的时间
,

才能查到主题表里的词
。

@
-

5
.

根据词频挑选标引词和索引词
。

自动选词` 直是计算机标引和计算机扯索中的童要课题
,

标引词和

索引词在外文中都是 idn
e x t e r也专 这是因为标引词虽用于标引

,

索引诃虽用于主题素引
,

但二者往往是一

致的
,

例如一个主题词既可用于标引又可用于检索时的选词
。

根据词频 自动选择文章中的词进行标引
,

虽然 目前仍有一些 问题
,
`

但迄今为止
,

还没发现有更好的办法

来代替它
。

人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

频率太高的词和频率太低的词都不宜抽出来作为标引词
,

@颇率太高的

词多是虚词
,

而频率太低的词 一般不能反映文章的主题内容
,

所 以都不适于标引
,

自动标引时首先要排除这

类 词
。

计算机检索用的主题词表中正式主题词的入选标准往往也是词的频率
。

出现次数太少的词
,

往往代表刚

剧兴起的学科和趋于成熟无所进展的学科内容
,

其文献不多
,

检索价值不大
,

全部入选会无谓地增大主题词

表的体积
,

影响词表的使用
.

所以很多文献库的主题词 表都只收录出现频率达到 一 定 数 量 的 词
,

如英 国

工N S P E C 数据库的词 表声称它的收词标准就是词的出现频率
。

L有些图书分类法列出的类目达到哪一 级 往

往也是根据该类书的频率来决定的
。

6
.

利用词频进行相关性加权
。

文献的自动加权标引一般的依据都是标引词在文献中的某种特征值
,

将

这种特征值按某种公式加 以计算就得出该标引词 的加权值
,

而这种特征值在很多实验中
,

都是词的频率
。

一

般来讲
,

加权标引的检索效果都要优于简单词匹配的检索效果
。

@

七十年代后期
,

英国罗伯特逊 ( R ob 盯 t s 。幼和斯帕克
·

约恩斯 ( K盯 en S p肚 c k oJ n es )进行了一次有趣的

实验
:

在一
、

二篇相关文献中取出相关信息作为文献库标引词的加权值
,

看看这种加权方法是否能改善检索

效率
。

实验结果证明
,

即使用这样小的相关信息进行加权也能改善检索效果
。

他们在实验报告中列出了 1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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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验数据
,

其中有 3项就是词频统计数据
:

每个提问的提问词平均数 ; 文献中的词 干数 ,每篇文献的平均诃

千数
。

在他们的加权公式中有 4 项参数
,

其中就有 2 项是词频
。

L

在我们见到的文献中
,

自动加权的计算或是直接地
,

或是间接地
,

几乎全都与词频有关
,

词频在自动加

权标引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

词频应用的例子还有很多
,

有些为大家所熟知
。

如用于汉字信息处理和编码 , 有的则牵涉到比较复杂的

数学推导
,

如布什 (场沁 t h ) 由齐夫表达式乙 P
r = 1 推导出的一个公式 I。 I/

, 二 2 /〔n (n 十 l) 〕可用于预测一般

英文文章中低频率词出现的频率
,

L在这里都不一一介绍 了
。

词频的统计与分析
,

作为一种方法
,

早 已应用于情报学和图书馆学
,

但是很深刻很普遍地认识到它对于

情报学图书馆学的意义
,

很清楚地看到它解决困难问题的巨大潜力
,

很熟练地掌握它的运用方法
,

还需要经

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

作为情报学中最有前途的学科
,

有人推崇文献计量学及引文分析 ,作为情报学中最有前

途的分析方法
,

我极力推崇词频分析方法
,

因为它涉及了科学交流中知识及其传播者的最基本单元— 主题

词
、

类名类号
、

著者
、

字母等等
,

它使用的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中
、

高级阶段时必须使用的定量分 析方

法 , 它依据的原理是社会现象
、

情报现象与词撅现象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

词频分析的种种长处
,

使找九

不得不对它推动情报学图书馆学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潜力寄于莫大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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