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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路科技快速發展，網路資料巨量的

成長，使用者必須從龐大的回傳結果中自行過

濾出感興趣的資訊，讓使用者面對資訊過載的

窘境與資訊過濾的負擔，而使用者描述紀錄

(User Profile)的建構，為協助使用者進行資訊

過濾，降低資訊過載困擾的方法之一。 
本研究導入模糊限制的方法來建構與學

習使用者描述紀錄，在知識表達方面，以模糊

限制式構連而成的模糊限制網路來呈現字詞

語意的不明確性及概念間的多元關係，並以模

糊限制網路表示多重興趣主題之單一使用者

描述紀錄；在解題方面，將使用者描述紀錄的

建構視為模糊限制滿足問題，藉由關係強度激

發擴散模式萃取出多重興趣的主題，並依文件

相關度分數作為資訊過濾的依據，呈現於回傳

結果中，滿足使用者的檢索需求。 

關鍵詞：使用者描述紀錄、模糊關係、模糊限

制、激發擴散、資訊過濾。 
 
1. 前言 

 
隨著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使用者往往需

要透過搜尋引擎鍵入關鍵字來找尋需要的資

訊，惟當今網路資料巨量的成長，使用者必須

從龐大的回傳結果中自行過濾出自己感興趣

的資訊，致使使用者不得不面對資訊過載

(Information Overload) 的 窘 境 與 資 訊過 濾

(Information Filtering, IF)的負擔與困擾。 
目前的搜尋引擎大部份採比對使用者輸入

關鍵字的方式搜尋資料，亦即比對每個網頁/
文件資料中是否含有使用者的關鍵字，若該網

頁/文件資料含有此關鍵字就將此網頁/文件資

料回傳給使用者。然而，使用者所使用同一概

念(Concept)的關鍵字與網頁/文件資料內容所

呈現的涵義不盡相同，致使資訊擷取的效果不

盡理想。例如：當 A 使用者是個軍事迷，則關

鍵字「阿帕契(Apache)」應該顯示美軍的阿帕

契戰鬥直升機的相關網頁/文件資料；若使用者

B 是資訊領域愛好者，對於「阿帕契(Apache)」
這個關鍵字應搜尋出開放原始碼之阿帕契網

頁伺服器相關網頁/文件資料；若使用者 C 是從

事文化工作者，對於「阿帕契(Apache)」這個

關鍵字則應檢索出名為阿帕契的美洲印第安

部落一族的相關網頁/文件資料。然而，因使用

者輸入關鍵字的語言不同，搜尋引擎所回傳的

搜尋結果與顯示優先順序也不同。以 Google
搜尋引擎為例，若使用者輸入「阿帕契」，搜

尋結果會優先顯示以「阿帕契戰鬥直昇機」的

相關網頁/文件資料；若輸入「Apache」關鍵字，

則搜尋結果會將有關 Apache 網頁伺服器的網

頁/文件資料優先列出。因此，不僅使用者 C
需要篩選數個頁面後，才能找到其感興趣的阿

帕契印第安部落內容，對使用者 A 而言，倘若

輸入英文的「Apache」關鍵字，或對使用者 B
而言，倘若輸入中文的「阿帕契」關鍵字，均

須導致額外資訊過濾的負擔。 
在許多資訊檢索的研究[1,4,7]中，利用知

識本體來建構字詞(Term)語意或概念間的關

係，目的在於搜尋出與使用者輸入關鍵字之語

意或概念相符之資訊。然而，字詞的語意或概

念常是模糊或不精確的，很難以同義或反義的

二元描述方式來表達彼此間的關係，且相同的

字詞或概念對每個使用者其感興趣的程度不

同，使用者仍須從大量的檢索結果中，花費一

定時間過濾出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對此，亦有

許多研究[18, 19, 27, 29]藉由使用者瀏覽紀錄

的蒐整，學習使用者描述紀錄，篩選出使用者

感興趣的資訊。在這些研究中，使用者描述紀

錄的學習，往往是將使用者的多重興趣

(Multiple Interests)視為彼此獨立不具相關性，

進而分解成多個單一興趣主題的描述紀錄以

方便學習或處理。雖然，Nanas et al. [19]將使

用者多重興趣間的語彙與主題關聯性納入考

量，提出以單一使用者描述紀錄來表現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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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主題的興趣；然而，使用者描述紀錄學習

的前提均需要將文件依主題予以事先分類，如

此也增加了使用者的負擔。因此，如何在龐大

的網頁資料中，建構能滿足使用者需求資訊的

使用者描述紀錄，來降低使用者資訊過濾的負

荷，便成了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據此，本研究以軍事新聞為使用者描述紀

錄之學習資料集，並導入了模糊限制(Fuzzy 
Constraint)的方法來建構與學習使用者描述紀

錄，在知識表達(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方
面，以模糊限制式構連而成的模糊限制網路

(Fuzzy Constraint Network)來呈現字詞語意或

概念間的多元關係，並以模糊限制網路表示具

多重興趣主題之單一使用者描述紀錄；在解題

(Problem-solving)方面，將各使用者興趣主題的

識別視為模糊限制滿足 (Fuzzy Constraint 
Satisfaction)問題，再藉由關係強度激發擴散模

式來萃取出多重興趣的主題，並按照文件相關

度分數作為資訊過濾的依據，呈現於回傳結果

之中，滿足使用者的檢索需求。 
誠如前述所言，以使用者瀏覽紀錄為基礎

建構之使用者描述紀錄，往往涵蓋使用者的多

重興趣主題，若依多重的興趣主題建置多個使

用者描述紀錄，將疏忽興趣主題間的相關性，

而回歸傳統之某概念字詞屬於某一特定興趣

主題的二元描述。故本研究旨在透過軍事新聞

瀏覽紀錄的學習，建構一個涵括多興趣主題的

單一使用者描述紀錄，並據此呈現興趣主題間

多元關係的模塑及資訊過濾的進行，將使用者

真正感興趣的內容呈現於回傳結果中，加速軍

事新聞檢索的實質效率。茲將本研究重點及其

目的概述如下： 
 

一、 詞 彙 處 理 ： 以 國 防 部 青 年 日 報 社

(http://news.gpwb.gov.tw/)的軍事新聞網頁

為資料來源，藉由記錄使用者的瀏覽紀

錄，並將瀏覽紀錄中青年日報的網頁內文

文字去除格式後擷取下來，經中研院研發

之 CKIP 中文斷詞系統進行處理，從中擷

取詞類為名詞與動詞之字詞，作為後續處

理的輸入。 
 
二、 模糊邏輯：傳統擴展查詢主要係以使用者

檢索之關鍵字詞與其同義詞為搜尋基

礎，然而，這種以字詞「同義」與「不同

義」二元描述的擴展查詢，經常無法滿足

對字詞意義認知程度不同的使用者，而造

成檢索的困擾。本研究導入模糊邏輯

(Fuzzy Logic)的觀念，試圖將字詞的二元

描述方式，擴展為具同義或不同義歸屬程

度(Membership Degree)的多元描述，以呈

現出「近義」字詞在檢索的重要性。 
 
三、 模糊限制：使用者描述紀錄的學習在資訊

檢索上扮演著資訊過濾的角色。在使用者

查詢的興趣主題中，往往彼此又具關聯

性；因此，本研究利用模糊限制來呈現字

詞或概念間的關係，以字詞或概念間關係

為基礎所構建的模糊限制網路，用來表示

為使用者描述紀錄，並藉由檢索字詞與使

用者描述紀錄中各興趣主題的字詞進行

比對，將檢索字詞與各興趣主題相關字詞

的比對問題視為模糊限制滿足問題，以字

詞比對結果所涉及之興趣主題表該模糊

限制滿足問題所得之解，用於輔助使用者

進行資訊過濾。 
 
四、 主題識別：使用者興趣主題的識別涉及使

用者描述紀錄字詞間關係的構連，本研究

首先利用加權反向文件頻率 (Weighted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WIDF)計算

出資料集中各字詞的權重；其次，以字詞

共現的頻率(Co-occurrence Frequency)來
決定字詞間一般性(Generality)與特殊性

(Specificity)的從屬關係，以建構出具字詞

階層關係之使用者描述紀錄(即模糊限制

網路)；最後，再採本研究所提之關係強度

激發擴散模式(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來萃取出多重興

趣的主題。 
 
五、 資訊過濾：藉由比對使用者輸入之搜尋關

鍵字詞與字詞階層關係構建而成的使用

者描述紀錄，關鍵字詞所屬之使用者興趣

主題即可成為資訊過濾的依據，將使用者

真正感興趣的內容按照文件相關度分數

排序，並呈現於回傳結果之中。 
 
  本論文後續章節的安排上，首先在第二節

中探討有關使用者描述紀錄學習之相關文

獻；其次，在第三節中探討如何將使用者描述

紀錄視為模糊限制網路及其建構程序；第四節

則就本研究所提方法論就其知識表達的適切

性與解題的時間複雜度進行評估；最後，提出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2. 文獻探討 
 
在資訊檢索的領域中，隨著網際網路的發

展，要利用搜尋引擎在這龐大的網際網路中找

尋需要的資訊，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且不同使

用者鍵入相同的關鍵字來查詢時，搜尋引擎並

不判別使用者是否不同，僅會回傳相同的結

果。在一般情況之下，不同的使用者通常會有

不同的資訊需求，所以資訊檢索應該適應不同

使用者的資訊需求。 
  為了預測這樣的資訊需求，許多研究[9, 11, 
28, 31]提出以資料探勘的方法於網頁紀錄

(Web Log)中萃取習慣的樣式，但這些習慣資料

中發掘的樣式並不能完全實現個人化的工

作，故亦另有研究[19, 20, 33]提出從瀏覽網頁

紀錄中，利用計算字詞權重的方法來建構使用

者描述紀錄，但都需要使用者事先進行文件的

類型指定。傳統為了要實現個人化資訊或提供

各相關資訊給使用者，可歸納為「使用具相關

性回饋的系統」、「使用者登錄其興趣或具有統

計資訊(Demographic Information)的系統」、「基

於使用者評價來推薦資訊的系統」三種方式來

提供上述資訊[29]。在相關性回饋的系統中，

使用者必須事先登錄像興趣、年齡等個人化的

資訊，或是提供尺度從 1(不相關)到 5(非常相

關)的相關性判斷的回饋，而推薦系統則收集使

用者這種評價形式的回饋給特定領域的項

目，並且從許多使用者中相似卻不相同的使用

者描述紀錄來決定如何推薦項目；如果使用者

願意提供評價則能提供額外的評價資訊；然

而，實際上因為這些類型的登錄、回饋或是評

價是耗時的，所以通常使用者不太願意提供評

價，也造成推薦的準確率降低。 
Sugiyama et al. [29]提出了基於瀏覽歷史

的方式來建構使用者描述紀錄，以呈現使用者

瀏覽網頁的喜好。在這方法中將使用者瀏覽的

歷史分為隨著時間持續發展的持續喜好

(Persistent Preferences)，及只收集當天瀏覽活

動的短暫喜好(Ephemeral Preferences)，並以內

隱地方式從瀏覽歷史中得到的使用者描述紀

錄定義為上述兩種喜好的加總，使用者描述紀

錄表示如下： 
P = a Pper + b Ptoday; 

其中 P 代表使用者描述紀錄；Pper 代表持續的

喜好，Ptoday代表短暫的喜好，式子中給予一個

調整比重的常數 a 及 b，且 a + b = 1。 
  雖然，這種使用者描述紀錄雖可以透過內

隱的學習來獲得使用者的喜好，但這種資訊過

濾的方法卻是利用比較使用者與相鄰近使用

者對於特定字詞賦予權重的關係，來協同地將

資訊過濾出，這種參考鄰近使用者喜好的方法

並無法完整呈現使用者個人的喜好。 
  Nanas et al. [19]提出透過使用者事前指定

與興趣相關的文件中萃取出字詞，利用這些字

詞的集合代表使用者興趣，並計算字詞及字詞

間連結的權重的方法來建構使用者描述紀

錄，再以字詞階層網路的形式來呈現，最後再

利用激發擴散的方式過濾出使用者真正感興

趣的主題及該主題所屬字詞，來描述使用者的

興趣。為促使使用者描述紀錄可用來描述多主

題的興趣，必須將字詞間關聯度納入考量，包

含了字詞間詞彙和主題的關聯度，這方法改善

了從資訊檢索及文字分類(Text Categorization)
中延伸出來的資訊過濾所忽略字詞相關性的

缺點；但計算字詞的權重時，需要由使用者判

斷字詞與文件是否與全部的字詞與文件相

關，並且依主題予以事先分類，因此該研究在

實際運用上著實降低了實用性。 
  Solskinnsbakk and Gulla [27]提出從特定領

域的文件集中，用句子、段落及文件的集合來

建構與每篇文件的索引，在這三類的索引中，

單一句子中的字詞有最高的語意一致性，其次

是段落，文件則表具最低的語意一致性，完成

索引後賦予文件知識本體的概念並計算權重

來建構知識本體的使用者描述紀錄，其概念如

圖 2-1 所示。 
 

 
圖 2-1 本體論的使用者描述紀錄建構概念 

(資料來源：[27]) 
 

  Mezghani et al. [18]提出，使用者描述紀錄

建構方法可依照使用者資訊修改的頻率區分

為，收集像姓名、年齡及住址等很少改變的資

訊的靜態法，收集頻繁改變資訊的動態法，而

使用者的資訊可以由使用者自己外顯地



(Explicitly)獲得，或內隱地(Implicitly)觀察使用

者的瀏覽行為(瀏覽歷史、點擊及瀏覽的頁面

等)，並可利用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s)以標

籤(Tag)為基礎，作為使用者描述紀錄的建構方

式。這方法雖可解決因社群網路持續發展造成

使用者、資源及互動數量持續增加產生資訊遺

失及無法找到有用的資訊，但標籤註解

(Annotation)的方式可能因標記人的不同而有

不同的意思，因而造成語意模糊的標籤，另外

因透過社群網路，很多使用者都可對某一個資

源進行註解，造成這些大量的標籤就像垃圾郵

件般，變成無效的資訊；另外，這種群眾分類

法(Folksonomy)是非常多變的，缺乏分類而無

脈絡可循，因此這種分類法的標籤對於相同的

字可能有不同的格式(例如 walk、walking 及

walked 等)，故無法處理同義或同音字等缺點。 
 
  綜合以上文獻，各研究方法仍有以下潛在

的問題： 
 
一、 建構使用者描述紀錄時，透過使用者註冊

或回饋方式，來得到使用者的相關資訊與

喜好，礙於使用者配合程度的不同，使用

者描述紀錄的學習效果將會很有限。 
 
二、 利用社群網路以標籤為基礎的使用者描

述紀錄建構方式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其中

涉及到標籤賦予的語意與標籤氾濫的隱

憂，如何判斷標籤的代表性與適用性，仍

然沒有明確的答案。 
 
三、 雖已將字詞與字詞、字詞與興趣主題的關

係納入考量，提升了資訊過濾的效果，但

這種使用者描述紀錄僅能表達出字詞間

同義或反義的二元關係，若出現字詞的語

意或概念間的模糊或不清確的情況，就無

法把字詞間的多元關係表達出來。 
 
四、 涵蓋使用者多重興趣主題之使用者描述

紀錄，將使用者的多重興趣視為彼此獨立

不具相關性，進而分解成多個單一興趣主

題的描述紀錄，將忽略興趣主題間的相關

性，而回歸傳統之某概念字詞只屬於某一

特定興趣主題的二元描述，無法真實描述

概念字詞的關係。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擬以下不同方法，

試圖解決使用者描述紀錄學習的困境，內容摘

述如后： 

一、 以使用者瀏覽紀錄為基礎建構用以描述

使用者習慣或喜好的使用者描述紀錄，採

內隱的方式來觀察使用者的瀏覽紀錄，避

免耗時的使用者資料登錄、回饋或評價。 
 
二、 導入模糊邏輯的方式，將字詞的二元關係

擴展為具同義或不同義歸屬程度的多元

關係，呈現「近義」字詞在檢索的重要性。 
 
三、 利用模糊限制來呈現字詞或概念間的關

係，以字詞或概念間關係為基礎所構建的

模糊限制網路，用來表示為具多重興趣主

題的單一使用者描述紀錄，並藉由檢索字

詞與使用者描述紀錄中各興趣主題的字

詞進行比對，將檢索字詞與各興趣主題相

關字詞的比對問題視為模糊限制滿足問

題，以字詞比對結果所涉及之興趣主題表

該模糊限制滿足問題所得之解，用於輔助

使用者進行資訊過濾。 
 
3. 以模糊限制網路模塑使用者描述

紀錄 
 

3.1 使用者描述紀錄視為模糊限制網路 
 

本研究旨在以模糊限制的概念作為使用

者描述紀錄的知識表達，並利用模糊限制的解

題方法，來學習出使用者的興趣主題及其相關

概念字詞集合。由於特定興趣主題為特定領域

知識的表達，故可視為是特定領域之知識本

體，而知識本體誠如 Gruber [12]的定義為對概

念的規範，即概念是由特定屬性所描述；因

此，將特定興趣主題對應到知識本體的定義，

可視特定興趣主題為概念，用以描述興趣主題

內容的字詞可被視為是描述概念的屬性；此

外，特定字詞又可同時用以描述不同的興趣主

題，故興趣主題間仍具相關性，不盡然是獨立

不相關。故本研究將使用者描述紀錄定義為使

用者習慣或喜好瀏覽的興趣主題資料集及其

關聯，並以模糊限制網路來模塑使用者描述紀

錄，意即將模糊限制式用以對應使用者描述紀

錄中各興趣主題間的關聯，模糊限制式中之變

數及其值域對應使用者描述紀錄中之興趣主

題及其描述的字詞，詳如圖 3-1 所示。 
 



使用者描述紀錄
User Profile

關係
Relation

興趣主題/概念
Interesting Subjects/Concepts

字詞/屬性
Terms/Attributes

模糊限制
Fuzzy Constraint

變數
Variables
值域

A Domain of Values

模糊限制網路
Fuzzy Constraint Network

圖 3-1 使用者描述紀錄與模糊限制網路對應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模糊限制兼具模糊邏輯與限制式知識表

達與解題方法的特性，這也是為何本研究以模

糊限制為基礎來進行知識表達與解題的主要

原因。以下茲就模糊邏輯與模糊限制分別予以

說明。 
 
3.1.1 模糊邏輯 
 

傳統僅以「屬於或不屬於」或「符合或不

符合」明確的布林邏輯(Boolean Logic)二元方

式來描述事實，在實際應用上確有不足之處。

而這種僅以「屬於或不屬於」或「符合或不符

合」的二元知識表達方式，若將「屬於」或「符

合」以 1 或 True 表示，「不屬於」或「不符合」

以 0 或 False 代表，則可將明確集合(Crisp Set)
歸屬函數定義為 }1 ,0{: XF 。 
  Zadeh [32]提出了模糊集合(Fuzzy Set)的
觀念，強調以模糊邏輯來描述生活周遭中事物

性質的等級，並建立一套語言分析的數學模

式，將人類思維及語言上之模糊性與不確定性

具體的呈現。模糊理論的觀念在強調以模糊邏

輯來描述現實生活中事物的等級，以彌補傳統

布林邏輯無法描述對事物具不明確邊界定義

的缺點。故模糊理論將模糊概念，以模糊集合

對所描述的事物進行定義，藉由模糊量化得到

一歸屬程度，來處理各種問題。為使後續模糊

領域知識的表達更清楚，本研究將模糊領域相

關觀念定義如下： 
 
定義 1：模糊集合－模糊集合 F 是由一特定領

域(Domain) X 中的物件所組成，在 F
中的每個物件 Xxi  其歸屬程度是由

歸屬函數 ]1 ,0[: XF 所定義。 
 
  從其歸屬函數定義而言，明確集合為模糊

集合的一種特例。而歸屬函數通常是根據操作

經驗或統計加以確定，亦即根據使用者的主觀

意識來做判別，然後透過學習及實踐經驗逐步

修正與調整使歸屬函數更加完善及客觀。 

定義 2：模糊關係(Fuzzy Relation)－模糊關係

),( YXR 是由作用於領域 YX  之模

糊集合 R 所定義，其中，X 與 Y 為兩

個明確集合，在模糊集合 R 中每個物

件 ),( ii yx 的歸屬程度由歸屬函數

]1 ,0[: YXR 所定義；其中，所

有的 Xxi  且 Yyi  。 
 
  除了二元的模糊關係外，模糊關係亦可擴

充為多元關係，以三元模糊關係 ),,(~ ZYXR 為

例，X, Y 與 Z 為明確集合，在模糊集合 R 中每

個物件 ),,( iii zyx 的歸屬程度由歸屬函數

]1,0[:   ZYXR 所定義。 
  本研究導入模糊邏輯觀念，旨在將字詞傳

統「同義」與「不同義」之二元關係，擴展為

具同義或不同義歸屬程度的多元關係，以呈現

出「近義」字詞在檢索的重要性。 
 
3.1.2 模糊限制 
 

限制式(Constraint)是描述一個或多個物件

/變數間彼此相互關係的概念；限制滿足問題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SP)就是要找

出所有物件/變數皆符合特定關係的解答，亦即

求出滿足所有物件/變數限制式的解答，而其結

果則可能有解，也可能無解。然而，許多應用

中，變數可能具有不確定性或是具有雜訊。亦

有情形，是限制滿足問題會發生限制過多或是

限制不足的狀況。此時，需要增加或去除部分

的限制來解決問題，而非增加或去除整個限

制。亦即實際上可能只需要修改限制式的一部

份。另外，Davis [10]與 Mackworth [17]提出限

制滿足問題的求解過程是一個 NP-hard 的問

題，因此如何有效地找出同時滿足一組限制的

解，就成為本研究的研究議題之一。無論上述

哪種情形，都有必要將模糊邏輯的概念整合到

限制滿足問題中，而 Bowen et al. [8]、Lai [13]、
Lai et al. [14]與 Lin et al. [16]等人均分別提出

模糊限制與模糊限制網路來表示具不精確性

及不確定性資訊物件間的關係。 
模 糊 限 制 可 看 成 是 一 個 從

kUUU  ...1 定義域(限制式中變數的有限

定義域卡笛生乘積)映射到[0, 1]的區間，對模

糊限制C 而言， ),...,( 1 kxxC 代表值組(x1,..,xk)
如何滿足限制式C 的程度。模糊限制對應到模

糊 集 合 的 歸 屬 函 數 ， 以 (x1,..,xk) 來 說 ，



),...,( 1 kC xx 是藉由實例(x1,..,xk)滿足限制式C
的滿意程度。如果 1),...,( 1 kC xx 可以說

(x1,..,xk)完全滿足C ，而當 0),...,( 1 kC xx 則

可 以 說 (x1,..,xk) 完 全 不 滿 足 C 。

0),...,( 1 kC xx 中的(x1,..,xk)值組即所謂的支

持集合(Support Set)以 S 表示。令 α (1≥α>0)表
滿足限制式C 的程度，則 α-支持集合(α-support 
Set)表示為 S 是所有(x1,..,xk)∈ kUU ...1 的

集合，其中，  ),...,( 1 kC xx  [24]。 
  現實環境中的問題，往往不能由單一模糊

限制式來呈現，而需要多個或一群模糊限制式

才能完成知識的表達；因此，本研究採用 Lin et 
al. [16]所描述的模糊限制網路來代表模糊限制

式的集合體，其定義如下： 
 
定義 3：模糊限制網路－模糊限制網路~ =(U, 

X, C)代表模糊限制所成集合；其中，

)( 1 k
m
k U U 為用以描述所有變數

值域所成的宇集合(Universal Set)，
)( 1 k

m
k X X 表由非重複出現的變

數所成的集合， )CC( ei C 則代表

用以表達變數關係之內部(Internal)與
外部(External)模糊限制所成集合；其

中，內部模糊限制集合
iC 為變數內因

值域的規範所成模糊限制的集合，而

外部模糊限制集合
eC 為變數間關係

所成模糊限制的集合。 
 

令模糊限制網路(U, X, C)所求得的解，寫

成 CXU ,, ，為在模糊限制網路中的變數集合 X
符合限制式所成集合 C 的每個限制式之(n-ary)
可能性分配(Possibility Distribution)，意即 

 
)(...)( 11,, mm TCTC  CXU
;   (1) 

 
而每個限制式 C)( jj TC ， )( jj TC 為在變數空間

),...,( 1 mXXX 中 各 個 對 應 的 圓 柱 狀 延 伸

(Cylindrical Extension)。 
同 時 ， CX,,U 視 為 C,X,U 在 門 檻 值

(Threshold)或滿意度 α 以上的解所成的集合。

在模糊限制網路之限制總滿意度被定義為在

模糊限制網路中之最低限制滿意度，意即 
 

))((min)(
...1,,

uu
CX jCnj


 

U

;   (2) 

其中，u 表變數集合 X 中之任一值組(Tuple)。 
 
定義 4：模糊限制滿足－給定一個模糊限制網

路 ),,( CXU ，門檻值 α 為[0, 1]區間的

實數，模糊限制滿足問題為決定是否， 
 

{}C,X,  U ;    (3) 

CX ,,U 視為滿足所有限制之一組解。 
在模糊限制滿足問題中， CXU ,, 中變數組

合 ),...,( 1 mxx 的 滿 意 度 則 寫 成

),...,( 1,, mxx
CXU ，簡化為 ),...,( 1 mC xx 。 

 
3.1.3 模糊限制模塑理由 
 

本研究以模糊限制網路來模塑使用者描

述紀錄之理由如下： 
 

一、 不確定性或不精確性的知識表達：傳統僅

以「屬於或不屬於」或「符合或不符合」

明確的布林邏輯二元方式來描述事實，在

實際應用上卻有無法描述對事物具不明

確邊界定義的缺點。模糊限制可援用模糊

邏輯將模糊概念，以模糊集合對所描述的

事物進行定義，藉由模糊量化得到一歸屬

程度，即在「屬於或不屬於」或「符合或

不符合」間多一些等級的區分，如：「屬

於的程度」或「符合的程度」，來處理各

種問題。本研究導入模糊邏輯觀念，旨在

將字詞傳統「同義」與「不同義」之二元

描述方式，擴展為具同義或不同義歸屬程

度的等級式描述，以呈現出「近義」字詞

在檢索的重要性。 
 
二、 概念字詞間多元關係的模塑：概念字詞間

的關係不全然是二元關係，雖然也可以二

元關係反覆進行關係的描述，但模糊限制

具限制式多元關係表達的特性，不僅可以

更簡潔地進行知識表達，也更具關係的可

讀性。雖然，現實環境中的問題，往往不

能由單一模糊限制來呈現，而需要多個或

一群模糊限制式才能完成知識的表達；然

而，本研究以模糊限制網路來代表模糊限

制的集合體，除可模塑多元關係外，亦易

於視覺化的關係呈現。 
 
三、漸進式解題效率的提昇：模糊限制的解題

就是個模糊限制滿足問題，即在求得滿足

所有模糊限制的解。由於每一模糊限制均



具模糊量化的歸屬程度，解題時是由各模

糊限制歸屬程度最高的值開始進行，當無

法得滿足所有模糊限制的解時，各模糊限

制再以歸屬程度次高的值重複進行解

題，直到找出符合特定滿意程度的解為

止。 
在本研究中是利用其漸進式的解題方

式來計算各概念字詞的階層關係，以建構

出使用者描述紀錄，意指各則文件中各概

念字詞均有其出現的頻率，每則文件先釋

出概念字詞出現頻率最高者，用來計算各

概念字詞間共同出現於新聞中的頻率，以

決定概念字詞的階層關係，計算完成後，

再以各則文件概念字詞出現頻率次高者繼

續計算，依此類推，直到概念字詞出現頻

率不符特定滿意程度時即停止。由於使用

者描述紀錄的建構每個概念字詞須與其他

字詞逐一比較其階層關係，故識別出 n 個

概念字詞間階層關係的計算次數為

n(n-1)，故其最差、最佳及平均的時間複雜

度均為 )( 2nO 。 
而本研究所提模糊限制特有的漸進式

解題方式，此演算法的時間複雜度雖與傳

統限制式的解題方法同為 )( 2nO ，但利用

解模糊限制的方式，先將字詞滿意度由高

至低的遞減方式排序後，透過使用者自訂

的滿意度門檻值，將門檻值以上的概念字

詞由高至低地代入計算字詞之階層關係，

最差狀況即當滿意度門檻值為 0 時，計算

次數始與傳統限制式之計算次數相同，最

佳狀況只需計算 2 次即可；由此可知，導

入的模糊限制式能降低運算的次數，提升

解題的效率，減少運算資源的浪費。 

 
四、 知識表達與解題方法的統一：本研究以模

糊限制作為知識表達之基礎，也利用模糊

限制本身的解題特性，提供漸進式之解題

方法，減少計算的複雜度，而無須援用其

他理論或方法論，有效降低學習的複雜

度。 
 

3.2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電子報的軍事新聞為研究資料

的來源，並依使用者所瀏覽的軍事新聞內文透

過中文字詞處理，將軍事新聞內文的字詞萃取

出來，做為使用者習慣性瀏覽主題使用者描述

紀錄的學習資料，以建構出可代表字詞間多元

關係的模糊限制網路，再利用本研究所提關係

強度激發擴散的能量傳遞概念，以解模糊限制

滿足問題的方法產生使用者對於軍事新聞的

興趣主題模糊限制網路，並且使用此適用於使

用者的興趣主題模糊限制網路來過濾資訊，最

後再將回傳結果進行排序，將相關度較高的網

頁優先呈現給使用者，以減低使用者過濾資訊

的負載問題。 
 

3.3 研究步驟 
 
承上所述，本研究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

階段為「資料蒐集」，第二階段為「中文斷詞

處理」，第三階段為「同義字詞編修」，第四階

段為「模糊概念關係識別」，第五階段為「模

糊限制網路建構」，第六階段為「模糊限制網

路裁剪」，第七階段為「興趣主題網路萃取」，

第八階段為「資訊過濾」，研究架構詳如圖 3-2
所示，各階段說明一一分述如下。 

 

 

 
圖 3-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1 資料蒐集 
 

一、 新聞文件蒐集： 
本研究以使用者瀏覽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http://news.gpwb.gov.tw/)的軍事新聞網頁(如
圖 3-3 所示)為資料來源，實驗對象係挑選資訊

相關科系及工作的使用者，依個人喜好選擇感

興趣的軍事新聞閱覽，並利用 IEHistoryView
軟體取得一個月的使用者瀏覽紀錄(如圖 3-4
所示)，從中擷取青年日報的網頁內容，以進行



必要的字詞處理。 
 

 
圖 3-3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資料來源：青年日報網站) 
 

 
圖 3-4 IEHistoryView 瀏覽紀錄軟體畫面 

(資料來源：IEHistoryView 軟體) 
 
二、去除文件格式： 

將蒐集到的資料去除其資料格式，例如版

面格式、圖片及影像等，本階段產出為純文字

組成的資料格式，並建置瀏覽紀錄資料庫儲

存。 
 

3.3.2 中文斷詞處理 
 

一、斷字斷詞： 
目前針對中文斷詞處理，國內研究多利用

中央研究院跨所成立的詞庫小組 (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roup, CKIP)
所開發之 CKIP 中文斷詞系統，進行字詞的辨

識與詞類標記，本研究亦採該系統，將擷取之

文件內容實施中文字詞的辨識與詞類標記。表

3-1 為一軍事新聞經中文斷詞系統後之分詞與

詞性標記範例。。 
 
表 3-1 中文斷詞與詞性標記(範例) 

斷詞前 

海軍司令董翔龍上將昨日主持羅正

東上校、郭天勇上校等二員屆退同仁

頒獎典禮，表彰他們於服務軍旅期

間，對海軍的卓越貢獻。 

斷詞後 
海軍司令(N) 董翔龍(N) 上將(N) 
昨日(N) 主持(Vt) 羅正東(N) 上

校(N)、(PAUSECATEGORY) 郭天

勇(N) 上校(N) 等(POST) 二

(DET) 員(M) 屆退同仁(N) 頒獎

典禮(N) ，(COMMACATEGORY) 
表彰(Vt) 他們(N) 於(P) 服務

(Nv) 軍旅(N) 期間(N) ，

(COMMACATEGORY) 對(P) 海軍

(N) 的(T) 卓越(Vi) 貢獻(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詞性選擇： 

文件特徵為文件之代表，文件特徵建構常

見方法為關鍵字選取。藉由數個關鍵字代表文

件，使用者可比對關鍵字檢索文件。由於每個

新聞事件可包含數十到數百個詞彙，為了保持

良好的系統效能並兼顧良好的分類效能，不可

能把全部的內容都拿來做為特徵值。因此，必

須在數量繁多的字詞中，選出鑑別力較高者來

做為特徵值。 
一般而言，文件中並非所有關鍵詞都具有

相同重要性，通常名詞和動詞其重要性比起冠

詞、介系詞等要重要得多。因此，本研究在詞

性選擇便是以名詞和動詞為主。 
 
三、 去除無意義字詞： 

依據 Ricardo and Berthier [23]研究所示，

在一份文件中，有超過 80%的字詞是不具任何

意義的。本研究保留前述詞性類別為名詞和動

詞之字詞，餘字詞則予以刪除，以減少儲存空

間及降低計算的複雜度。 
 

3.3.3 同義字詞編修 
 
本研究整合陳道輝 [2]、陳良駒、陳日鑫 

[3]與鄭百勝 [5]等字串篩選方法與「同義關鍵

詞」、「相似關鍵詞」等修整規則，建立關鍵詞

彙整及編修準則，其規則簡單說明如下： 
 

 規則一：意涵相同但字義表現不同者，以出

現頻率較高者(或以統一的詞彙)為
分析關鍵詞。例如：「孫中山」、「中

華民國國父」、「孫文」、「中山樵」

等，均以「中華民國國父」為替代

關鍵詞。 
 規則二：中英文關鍵詞予以統一律定。例如：

「IDF」與「經國號戰機」、「UAV」

與「無人飛行載具」、「E-2T」與「空

中預警機」等均將以中文字代稱。 
 規則三：部分過於普通且與新聞關連性較弱



之名詞將予以刪除不列入分析。如

「每次」、「同時」、「因為」、「尤其」、

「直接」等。 
 
此外，本研究參考詞庫斷詞法，經由關鍵

詞彙整及編修準則，擷取出有意義的名詞和動

詞，利用中國大陸梅家駒等編著之「同義詞林」

乙書、教育部辭典、中研院知網等彙整同義字

詞成為同義字詞詞庫。 
 

3.3.4 模糊概念關係識別 
 
誠如前述，字詞可視為是使用者描述紀錄

的基礎，在完成對使用者瀏覽紀錄的文字處理

後，必須進一步表現出概念間的關係，而概念

間的關係可由概念本身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決

定，Sanderson and Croft [26]提出以字詞間共現

的條件機率來建構概念的階層關係，本研究亦

以字詞共同出現於新聞/文件集(以下以文件集

統稱)的頻率，作為識別一般性與特殊性關係的

基礎，即如果出現字詞 y 的文件集為出現字詞

x 文件集的子集，則稱 x 比 y 更具一般性或 y
比 x 更具特殊性。然而，為避免經常出現於各

件中的連接詞、語助詞、介詞、……等等，較

不具代表特定概念的字詞影響一般性與特殊

性關係的判斷，在此僅於中研院研發的 CKIP
中文斷詞系統識別出的詞類標註中，擷取名

詞、動詞作為概念字詞。 
  概念字詞常涉及同義或近義字詞，本研究

將概念字詞 y 與 x 語意的相似程度定義如下： 
 

  

x

yx

x

C

CC
C A

AA
y


)( ;  (4) 

其中， xC 與 yC 分別表示用以描述 x 與 y

語意的所有限制式集合；
xCA 與

yCA 則各別表

示符合限制式 xC 與 yC 的所有特徵集合；

yx CC AA  為 xC 與 yC 共同的特徵數，而
xCA

為 xC 的所有特徵數量。 
 

  當 1)( y
xC 時，表字詞 y 與 x 為同義詞；

當  )(y
xC 且 )1,75.0[   時，則表字詞 y

與 x 為近義詞且其相似度為 β。 
  描述特定概念之代表性字詞萃取係由該

概念同義字詞中詞頻最高者選出，意即取同義

字詞中於所有文件出現頻率最高者為該概念

的代表字詞，除概念代表字詞外之同義字詞與

其近義詞則被視為該概念字詞的屬性，而這種

概念與屬性之從屬關係，對應於模糊限制的知

識表達即為變數與值域的關係。 
  使用者描述紀錄涉及概念字詞及其關係

的構成，由於自然語言在表達上的不確定與不

精確性，概念字詞間的關係就不適以二元關係

來表示，故本研究定義概念字詞間模糊概念關

係如下： 
 
定義 5：模糊概念關係(Fuzzy Concept Relation)

－給定概念字詞集 W，令任二個概念

字詞 Wyx, ，若符合以下模糊限制

式即稱 x 比 y 更具一般性，以

),( yxyx 或 ),( yxxy 表示之。 
 

 ),(| yxyx  and  ),(| yxxy ;   (5) 
 

其中， ),(| yxyx 代表一模糊關係，即字詞

y 出現情況下，字詞 x 出現的可能性； ),(| yxxy
則表示字詞 x 出現情況下，字詞 y 出現的可能

性；α 為一常數且 ]1,5.0[   。 
  若以三元的模糊概念關係圖為例(如圖 3-5
所示)，圖 3-5 (a)及 3-5 (b)可分別以模糊概念關

係 ),,( zyxzxyx  與 ),,( zyxyzxyzx  表

示之。 

),,( zyxzxyx  ),,( zyxyzxyzx 

x

y z

x

y z

(a) (b)

圖 3-5 三元模糊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方程式(5)賡續計算各概念字詞間的模

糊關係，即可構建出一具階層性之使用者描述

紀錄。圖 3-6 顯示概念字詞間模糊概念關係，

位於關係圖愈上方位置的字詞愈具一般性；反

之，則愈具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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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模糊概念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5 模糊限制網路建構 
 
在本研究中，將模糊概念關係的計算即為

一模糊限制滿足問題，模糊概念關係比對係以

各文件經中文斷詞處理與同義字詞編修後的

字詞為基礎，以 Tokunaga and Iwayyama [30]
提出的字詞權重計算方式，針對字詞進行加權

式反向文件頻率的運算，以凸顯字詞於各文件

的關連性。雖然，有部份研究[15, 25]採用字頻

/ 反 向 文 件 頻 率 (Term Frequency/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的字詞權重計算

方式，但依據反向文件頻率的定義，只在乎字

詞出現的文件總數，不論文件出現該字詞次

數，會出現特徵分佈不合理問題。因為不管字

詞出現在文件中幾次，結果所得到 IDF 值都是

1，顯然並不合理。因此，本研究採用 WIDF
的字詞權重計算方式來改善這個問題，其公式

如下： 
                

 


Di

tiTF
tdTFtdWIDF

),(
),(),( ;     (6) 

其中， ),( tdTF 為字詞 t 在 d 文件中出現的頻

率，而 i 表 D 文件集合範圍內的所有文件。 
 
  完成 WIDF 權重值的計算後，將各字詞之

WIDF 權重值視為該字詞歸屬於該文件之歸屬

程度值，隨即從各文件先行挑選出 WIDF 權重

值(或稱歸屬程度值)最高之字詞與其他文件中

WIDF 權重值最高之字詞，進行模糊概念關係

的計算，關係計算完成後，各文件依續挑選出

WIDF 權重值次高之字詞與其他文件中 WIDF
權重值次高之字詞，再進行模糊概念關係的計

算，依此類推，藉由模糊概念關係的計算建構

出具階層性之模糊限制網路(或稱使用者描述

紀錄)。惟並非所有在文件中的字詞均要參予模

糊概念關係的計算，使用者可以自訂一結束關

係計算的門檻值 ，只要字詞的 WIDF 權重值

低於 值即不納入模糊概念關係的計算。 
  舉例而言，假設在文件 1 中所涵蓋的字詞

集合為 Doc1={w11@0.9, w12@0.7,...,w1i@0.1}，
表字詞 w11的 WIDF 權重值為 0.9，w12的 WIDF
權重值為 0.7，w1i的 WIDF 權重值為 0.1，而文

件 2 與文件 3 所涵蓋的字詞集合分別為

Doc2={w21@0.92,w22@0.8,...,w2j@0.15} 與

Doc3={w31@0.85, w32@0.74,...,w3k@0.12}，則各

回合字詞模糊概念關係計算分述如后： 
 
第一回合 
 各文件先挑選出權重值大於 0.9 之字

詞：僅文件 1 之 w11@0.9 與文件 2 之

w21@0.92 符合條件。 
 模糊概念關係計算：若字詞 w21出現的

情況下，字詞 w11 也出現的頻率高於

0.85；反之，字詞 w11 出現的情況下，

字詞 w21 也出現的頻率小於 0.85，即

85.0),( 2111| 2111
wwww 且

85.062.0),( 2111| 1121
wwww ，即字

詞 w11 較字詞 w21 具一般性，字詞 w21

較字詞 w11具特殊性，其階層關係如圖

3-7 所示。 

w11

w21

0.62

 
圖 3-7 第一回合模糊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回合 
 各文件挑選出權重值大於 0.8 之字詞：

由於文件 1 之 w11@0.9 與文件 2 之

w21@0.92 已於第一回合計算過，本回合

僅挑選出文件 2 之 w22@0.8 與文件 3 之

w31@0.85 進行計算。 
 模糊概念關係計算：此回合必須計算的

字詞關係包括：(w11, w22), (w11, w31), (w21, 
w22), (w21, w31), (w22, w31)，假設字詞 w31

僅與字詞 w11 有關聯，字詞 w22 分別與

字詞 w11、字詞 w21有關聯，計算結果如

圖 3-8 所示。 
 



w11

w21

0.62
w31

w220.33

0.12

0.27

 
圖 3-8 第二回合模糊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回合 

 若用以計算字詞間模糊概念關係的最

低滿意的權重值為 0.8，則停止字詞間

模糊概念關係的計算。 
 若用以計算字詞間模糊概念關係的最

低滿意的權重值為，則繼續字詞間模

糊概念關係的計算，直至字詞權重值

 (含)以上字詞之模糊概念關係計算完

後停止，最後所得之模糊概念關係圖即

為一模糊限制網路圖或稱使用者描述

紀錄。 
 

在計算過程中權重值由高而低進行模糊

概念關係的計算，即為在模糊限制滿足問題

中，將模糊限制的條件逐次放鬆(意指模糊限制

式的滿意度由高逐漸降低)求解，當所得之解已

足以滿足使用者需求(在此意指模糊概念關係

建構而成的模糊限制網路已足以表達當前之

使用者描述紀錄)，即停此模糊限制的條件放

鬆；而因為模糊限制條件係採滿意度由高而低

的方式求解，因此，在停此模糊限制條件的放

鬆後，所得之解即為符合所有模糊限制式且滿

意度最高的解。這種漸進式的解題方式較傳統

將所有概念字詞權重值視為一致，並進行所有

字詞關係識別的限制解題方式更有效率。 
 

3.3.6 模糊限制網路裁剪 
 
由概念字詞及其關係建構而成的模糊限

制網路，仍需予以適當的裁剪以辨識出概念類

別(即本研究中的興趣主題)，本研究以激發擴

散(Spreading Activation)理論Quillian [21, 22]為
基礎，提出一關係強度激發擴散模式，作為模

糊限制網路裁剪之依據。關係強度激發擴散模

式主要係賦予在模糊限制網路中各字詞節點

(Node)一激發值(Activation Value) ]1,0[  v ，字

詞間的連結(Link)則以模糊概念關係值為權

重，進而計算該字詞節點所接收與傳送的關係

強度，其定義如下： 
 
定義 6：關係強度激發擴散－給定一模糊限制

網路，令模糊限制網路圖中任意字詞

節點 n 之當前激發值 c
nR 均為 1，字詞

節點對外之連結以字詞與連結字詞之

模糊概念關係值為權重，則除終端字

詞節點外之字詞節點其所接收與傳送

的關係強度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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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k

Nj
Nj kj

kjc
k

s
kj w

w
RR * ; (8) 

c
kR 代表字詞節點 k 的當前關係強度； kjw

代表字詞節點 k 與 j 之間的模糊概念關係值；
i
kN 與 o

kN 分別表示被包含於字詞節點 k (即輸

入連結 Inlink)與包含字詞節點 k (即輸出連結

Outlink)之字詞節點集合； r
kR 與 s

kjR 則代表字詞

節點 k 所接收與傳送到字詞節點 j 的關係強度

值。 
 
在關係強度激發擴散模式中，關係強度係

依照模糊概念關係值大小的順序傳送，先從模

糊概念關係值最小的被激發字詞節點開始，再

依序往模糊概念關係值大的字詞節點處理。假

設被激發字詞節點 i 與另一個模糊概念關係值

較大的被激發字詞節點 j 連接，關係強度 s
ijR 就

會透過兩字詞節點彼此之間的連結從字詞節

點 i 往字詞節點 j 傳送。 
  關係強度激發擴散的計算，以圖 3-9 為

例，令終端字詞節點 g 與 h 其激發值為 1，因

字詞節點 h 的輸出連結分別指向字詞節點 y 及

z，其激發值會依與字詞節點 y 及 z 模糊概念關

係的權重值 why與 whz予以分配其激發值，故字

詞節點 h 傳送至字詞節點 y 的關係強度激發值

為
hzhy

hy

ww
w


1 ，而字詞節點 y 收到字詞節點

g 與 h 的關係強度激發值後，其所得之當前激

發值即為  gy
hzhy

hy w
ww

w
*1*11 












 。 

 



x

y z

g
h1 1

wgy

why whz

wzx
wyx

 
圖 3-9 模糊限制網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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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關係強度激發擴散值計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模糊限制網路裁剪之步驟分述如下：  

 步驟一：針對模糊限制網路進行字詞間關係

強度激發擴散的關係強度激發值傳

遞。 
 步驟二：當模糊限制網路之關係強度激發值

達停止傳遞的穩態時，設定門檻值
 R ，將小於此門檻值 的字詞

從模糊限制網路裁剪。 
 

3.3.7 興趣主題網路萃取 
 
代表使用者描述紀錄之模糊限制網路，經

關係強度激發擴散及將關係強度激發值低於

門檻值 之字詞裁剪後，所識別出之概念類別

字詞及其包含之字詞集合，因均屬同一概念類

別，故由該概念類別字詞所構成之模糊限制網

路，在此，稱之為興趣主題網路，定義如下： 
 
定義 7：興趣主題網路 (Interesting Subject 

Network; ISN)－給定一個裁剪過之

模糊限制網路
~

=(U, X, C)與概念

s語意屬性集合 UU s ，則概念 s
之 興 趣 主 題 網 路 定 義 為

),,(~
ssss   CXU 且

 simi UUarg ..1  ，意即興趣主

題網路為與概念 s語意屬性集合

sU 連結之關係網路，亦為模糊限制

網路的子網路。 
 
  興趣主題網路可以從模糊限制網路中，以

關係強度激發值傳遞終止的概念字詞節點為

根節點，以中序搜尋法找出其所屬之概念子節

點及其模糊概念關係組成的子網路即得；而停

止關係強度激發值傳遞的概念字詞節點即為

興趣主題。以圖 3-11 為例，概念字詞節點

Concept1 與 Concept2 即可分別萃取出成為該

興趣主題網路之興趣主題。 
 

Concept1

Concept2

圖 3-11 興趣主題網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8 資訊過濾 

 
完成興趣主題之識別後，利用下列步驟來

進行資訊過濾，增加使用者感興趣的回傳結

果，步驟如下： 
 

 步驟一：根據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搜尋使

用者描述紀錄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字

詞，如果是，進行步驟二；反之，

則直接利用關鍵字進行搜尋。 
 步驟二：將興趣主題網路中的字詞與使用者

所輸入關鍵字進行比對，擷取興趣

主題網路中相關主題及主題內的字

詞。 
 步驟三：將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與興趣主題

網路擷取出的字詞，從資料集中找

出該字詞所屬的新聞文件集。 
 

在完成依個人喜好進行的搜尋後，得到的

文件會導致回傳大量的相關文件，仍無法有效

解決資訊過濾的問題，本研究針對回傳結果暫

依照文件相關度分數[6]來進行排序，將使用者

感興趣的文件排序在前面，減少使用者篩選文

件的負擔，後續視成效再另擇其他研究方法針



對文件與予過濾及排序。文件相關度分數計算

步驟如下： 
 

 步驟一：針對查詢後得到的文件計算其文件

相關度分數， DS 的計算方法是以被

激發字詞的最後能量為基礎來進行

計算，公式如下： 
 

  





 





b
db

NT
Ew

S Ai
f

ii
D 1log

log
;  (9) 

 
其中 A 代表被激發字詞的集合；NT

代表文件中所有字詞的總數； iw
代

表字詞 it 的權重值。那些沒有傳送

任何能量的字詞，稱為主導字詞

(Dominate Term)。主導字詞的數量

b 用來衡量文件的廣度；文件的大

小 d 為有傳送能量的被激發字詞數

量，即除了主導字詞以外的其他被

激發字詞，也就是 b 與 d 的總合會

等於被激發字詞的數量。因子







 


b
db1log

用在有傳送能量的被激

發字詞數量多且主導字詞數量少的

文件，由於本研究以新聞網頁做實

驗，字詞數量多且主題較明確，故

符合此特性。 
 步驟二：設定一個文件相關度分數的門檻

值，進行資訊過濾。 
 步驟三：最後依文件相關度分數將搜尋結果

由高至低重新排序後，推薦給使用

者，使用者越有興趣的文件，將會

排序在越前面。 
 

4. 方法評估 
 
本研究利用模糊限制網路來建構具多興

趣主題的單一使用者描述紀錄，以取代傳統僅

能描述二元關係的使用者描述紀錄，並透過本

研究所提關係強度激發擴散模式分別建構成

字詞間的階層關係與找出使用者紀錄檔中足

以代表使用者感興趣的主題，最後再透過學習

後的使用者描述紀錄來過濾及重新排序龐大

的回傳結果，以下就方法論進行定性評估： 
 

一、人類思考模式的符合性 
透過模糊理論將使用者的興趣由傳統的

相關與不相關、0 與 1 的觀念泛化到相關與不

相關之間、0 與 1 之間，並透過歸屬函數將抽

象的喜好予以量化，藉由歸屬函數值來呈現使

用者的喜好程度，以期更符合人類的思考模

式。 
 

二、 知識表達的簡潔性   
許多研究定義的概念間模糊關係仍僅限

於二元關係的表示，若文件集有 n 個概念字

詞，則最多需要 n (n-1)個關係或限制式來表達

字詞間的關係。 
具多元關係表示特性的限制，最少僅需 1

條限制式(或單一限制網路)即可表達字詞關

係；而限制係模糊限制的特例，故模糊限制亦

具有多元關係的表示特性，其最少亦僅需 1 條

模糊限制式(或單一模糊限制網路)即可表達字

詞關係。 
 

三、 解題方法的效率性 
由於使用者描述紀錄的建構時，文件集中

每個概念字詞須與其他字詞逐一比較其階層

關係，在傳統的限制式解題方法中，欲識別出

n 個概念字詞間階層關係的計算次數為

n(n-1)，而其最差、最佳及平均的時間複雜度

均為 )( 2nO 。 
而本研究所提模糊限制特有的漸進式解

題方式，此演算法最差、最佳及平均的時間複

雜 度 雖 與 傳 統 限 制 式 的 解 題 方 法 同 為

)( 2nO ，但利用解模糊限制的方式，先將字詞

滿意度由高至低的遞減方式排序後，透過使用

者自訂的滿意度門檻值來界定運算範圍，將門

檻值以上的概念字詞由高至低地代入計算字

詞之階層關係，故令大於及等於門檻值的概念

字詞數為 j (2≦j≦n)，則 j個概念字詞間階層

關係的計算次數為 





j

i
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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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最佳情況只需計算 2 次即可得到階

層關係，最差則同為 n(n-1)次(即當滿意度門檻

值為 0 時)；而平均計算次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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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導入的模糊限制式其平均計算次數會

小於傳統限制式的平均計算次數。由此可知，



本研究所導入的模糊限制式能降低運算的次

數，提升解題的效率，減少運算資源的浪費。 

 
5. 結論 

 
因應使用者在巨量網路資源中的資訊過

濾需求，本研究將模糊限制式的方法導入使用

者描述紀錄的建構與學習中，在知識表達方

面，以模糊限制式構連而成的模糊限制網路來

呈現字詞語意的不明確性及概念間的多元關

係，以及表示具多重興趣主題之單一使用者描

述紀錄；在解題方面，將使用者描述紀錄的建

構視為模糊限制滿足問題，再藉由關係強度激

發擴散模式來萃取出多重興趣的主題，並按照

文件相關度分數作為資訊過濾的依據，呈現於

回傳結果中，滿足使用者的檢索需求。相較於

其他文獻，本研究提供以下重要觀點： 
 

 不確定性或不精確性的知識表達：導入模糊

邏輯的觀念，以模糊邏輯來描述現實生活中

事物的等級，以彌補傳統布林邏輯無法描述

對事物具不明確邊界定義的缺點。 
 
 概念字詞間多元關係的模塑：概念字詞間的

關係不儘然全是二元關係，雖然也可以二元

關係進行關係的描述，但以模糊限制為基礎

的多元關係表達，不僅可以更簡潔地進行知

識表達，也更具關係的可讀性。 
 
 內隱式使用者描述紀錄的學習：傳統以使用

者回饋為基礎的研究中，因為進行個人化資

訊登錄、回饋或是評價是耗時的，所以通常

使用者不太願意提供評價，也造成推薦的準

確率降低。本研究以內隱式的方式進行使用

者描述紀錄的學習，減少使用者涉入學習過

程，避免耗時的使用者資料登錄、回饋或評

價。 
 
 漸進式解題效率的提昇：本研究將使用者描

述紀錄視為模糊限制網路，以解模糊限制問

題的方式進行解題，提供一時間複雜度最

差、最佳及平均情況均為 )( 2nO ，但在計算

次數上優於傳統限制式的解題方法，當概念

字詞 n 值愈大時，將讓使用者描述紀錄建構

的時間更有效率。 
 
 檢索效益的提昇：針對回傳結果依照文件相

關度分數來進行排序，將使用者感興趣的網

頁，優先呈現給使用者瀏覽，減少使用者篩

選文件的負擔，有效提昇使用者的檢索效益。 
 
 知識表達與解題方法的統一：本研究以模糊

限制作為知識表達之基礎，也利用模糊限制

本身的解題特性，提供漸進式之解題方法，

減少計算的複雜度，而無須援用其他理論或

方法論，有效降低學習的複雜度。 
 
檢視以上定性的方法評估，本研究所提出

導入模糊限制為基礎的使用者描述紀錄建構

方法，確能改善傳統使用者描述紀錄學習與知

識表達的不足，提高檢索效率與效益，協助使

用者過濾資訊，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惟目

前在解題效率上仍有強化及改善空間，將持續

修訂並擴大研究的應用面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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