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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 

• A search engine is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oftware program that discovers, crawls, 
transforms and stores information for 
retrieval and presentation in response to 
user queries （from WIKIPEDIA） 



搜索  #我们 

• 即使是在学术领域，google和百度的使用频率依然高
于图书馆资源库；（来自国内一线教师调研数据） 

• 绝大部分学术搜索的重点放在“准”和“量”上，有
限的延展覆盖到了相关统计，但对知识获取本身没什
么帮助； 

• 库和用户之间存在界面语言差异，用建库的思路去和
用户交流导致库难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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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检索入口是增加了的 

• 存活下来的检索入口是基于“干货”的，不是检索 

• 特色检索入口也是某一领域的信息整合 

• 要么系统理解自然语言，要么让人理解界面语言 



学术搜索中的那些“反人类”设
计 

 你一定知道你要找什么（不知

道还搞什么学术啊） 

 你一定只找期刊、论文 

 你一定知道什么是“中图法” 

 好了，你要找的都在这呢，任

务完成 

 你得上信息检索课啊，要不怎

么检索啊 



然而，学术研究是这样子的 

• 它是探索未知的 

• 即便它是专业人士从事的，也是分级别的 

• 再专业的学术人士，也是人家本专业的，不是信息检
索专业的 

• 学术人士是有圈子的，商业公司是有钱的，信息检索
这个专业做不好，是要被圈子和钱取代的 



一个尝试 

• 以课堂教学为例： 

• 对于老师和学生而言，理解不了中图法、各数据库分类法，
但是可以理解课程表 

• 学生可能对课程一无所知，想找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 商业数据库那么多，但是未必全库都需要，往往是这个库需
要一点、那个库需要一点 

• 还有商业数据没有的资源，在教师手里 

• 很多资源，一旦和师生交流的问题结合起来，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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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尝试 

• 让系统去构建知识图谱，主动推送知识给用户 

• 用户不用关心去哪找和分类法 

• 知识和内容本身是重点，格式、数据库品牌都不是 

• 加入人的因素：谁、属于哪里、什么级别、关系、个
人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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