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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描述一套中文OCR檢索測試集的建構過程及其實際的檢索應用。我們克
服回溯性資訊需求難以獲得的困難，擬定出 30道模擬使用者需求的查詢主題。
為獲得真實的OCR文件，我們以OCR軟體將 8439篇全文影像轉換成數位檔案，
並評估其辨識率約在七成上下。為了求得每一道查詢主題的相關文件，我們邀請

三位人員分別檢視並判斷每一篇文件是否跟查詢主題相關。經由Kendall 和諧係
數的統計驗證，這三位判斷者在 20道查詢主題上，相關判斷的結果非常一致，
顯示標準答案（即相關文件）有足夠多的共識。最後我們以 12種檢索策略，來
比較OCR文件的檢索成效，發現辨識率降低到七成的情況下，檢索成效差不多也
降低到七成左右。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Chinese OCR test coll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in an retrieval experiment. We have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past information need for retrospective data and created 30 
query topics that simulate real user needs. To obtain real OCR documents instead of 
simulated ones, we have converted 8439 full-text images into 8439 OCR text files. An 
evaluation of the OCR documents reveals an average of 70% of recognition accuracy. 
To obta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for each query, we invited 3 judges to examine each 
of 8439 images and give relevance score to each document for each topic. According 
to Kendall’s statistical coefficient, highly consistent judgments are obtained in 20 
query topics. Finally in our experiment with 12 search strateg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trieval effectiveness of OCR documents decrease to 70% when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about 70%. 

關鍵詞：光學文字辨識、資訊檢索、測試集、成效評估、中文檢索 

Keywords: OCR,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st Collec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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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資訊檢索系統所能檢索的文件，多是以文字符號為基礎的數位化文件。

相對而言，許多儲存於傳統媒體之紙本資料，並無法直接被現有之檢索系統處理

與利用。而若欲以人工方式，將儲存於傳統媒體之文件轉化為數位化（Symbolic）
之檔案，實為一曠日廢時之工作。幸好科技進步，可利用掃描器，將傳統紙本文

件掃描成影像檔，並以光學文字辨識系統（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以下
簡稱OCR）將影像檔中之文字辨識出來，即可成為可供檢索利用的數位化OCR
文件。 

 
然而OCR系統的辨識正確率並非百分之百，先前的研究指出，要使OCR系

統能達到良好的成效，被掃描的原始文件不可有太多污點，例如原始打字稿，或

極乾淨清晰之影印本等，且該文件還要盡可能具有簡單的版面配置、段落格式，

以及非常普遍的字型。OCR系統之成效往往會隨著輸入影像的品質低劣，而出現
較多的錯誤文字或錯亂章節段落等「雜訊」（Noise），故OCR文件也簡稱為雜訊
文件。（註1）（註2）在此情形下，檢索OCR文件是否有效，無疑是值得關注及研
究的議題。國外已有這樣的研究（註3），但針對中文的OCR文件檢索研究，則較
為稀少（註4）。究其原因，大體上可以歸結於實驗環境的缺乏。這促成了本研究
建立「中文OCR文件檢索測試集」的動機，希望透過這項資源的建立，讓中文
OCR文件檢索的研究得到較好的發展。 

 
 

貳、相關研究 

 
一般情形下，使用者進行資訊檢索時，是將資訊需求表達成查詢問句，輸入

檢索系統，系統把可能滿足使用者需求之文件列表輸出給使用者，使用者檢視這

些結果以挑出其判斷為符合資訊需求的文件。資訊檢索系統之評估就模擬這樣的

程序，以測試集（test collection）做為系統測試評估的環境。因此，測試集通常
包含三個部分：一群待檢索文件組成的文件組（document collection）、數道代表
使用者資訊需求之查詢主題（ query topic），以及由人工決定的文件與查詢主題之
間的相關判斷結果（relevance judgment）。（註5）（註6）（註7）各種創新的不同
檢索方法，透過同一測試集的試驗，彼此間的成效優劣將有比較的相同基礎，如

此的比較結果才有意義，真正優秀的檢索方法才能正確的突顯出來。過去資訊檢

索研究的進展，一大部分要歸功於檢索測試集的製作與應用，才得以有所成果。

因此，底下簡略回顧過去幾個重要檢索測試集的概況，作為我們發展OCR測試集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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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ranfieldⅡ研究  
 
資訊檢索測試集之架構，可謂起源於Cyril W. Cleverdon於 1960年代進行的

CranfieldⅡ研究。Cleverdon以航空動力學領域為主，來比較 33 種不同索引方法
的檢索成效。為了進行研究，Cleverdon需要先建立一個可供檢驗成效的實驗環
境。Cleverdon經過種種程序，集合了 1400篇文獻組成之文件組、279個查詢問
題，以及此 279個查詢問題和 1400 篇文獻之間的相關判斷結果，形成了一個測
試集，做為CranfieldⅡ研究所需之測試環境，並採正規化回收率（Normalized 
Recall）為主要的評估指標。CranfieldⅡ研究首開運用測試集來做為資訊檢索系
統評估環境的先例，對於資訊檢索系統評估之發展，有重大之影響。（註8）（註9）
（註10） 

 
二、 TREC 
 
自 1992年開始，美國每年舉辦的文件檢索會議（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

以下簡稱TREC），已成為資訊檢索領域極受矚目之焦點。其建構了大型測試集，
多種測試項目，以及不同之評估方式，提供了不同資訊檢索系統間的標準測試評

估環境，且舉辦論壇來討論及分享結果。（註11）TREC之測試集是依據Cranfield
研究的概念擴展而來，故其測試集主要也分為文件組、查詢主題，以及相關判斷

三部分（註12）。以下就對其測試集之組成做一簡述。 
 
（一）文件組 
 
TREC的文件組內容以報紙文章為主，共有約 200萬篇文件，5GB之資料量，

經壓縮後儲存於五片光碟中。（註13）（註14）文件組中之文件均以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加以標示，以利資訊檢索系統進行處理。 
 
（二）查詢主題（Topics）  

 
為了因應不同測試項目之需求，歷屆TREC建構了許多查詢主題。自第五屆

起，查詢主題的結構均由Title、Description及Narrative三個欄位構成，如圖一顯
示的查詢主題範例。Title欄位以至多三個字的長度，來給這個查詢主題一個名
稱。Description欄位則常以一個句子來敘述查詢主題的內容。Narrative欄位則提
供必要的說明，讓判斷者可以精確的判斷哪些文件跟此主題相關。（註15） 

 
查詢主題是由TREC主辦單位聘請的專家，根據其本身的興趣專長建構而

成。首先，查詢主題之建構者提出數道查詢主題供候選之用；繼之，利用主辦單

位發展出來的PRISE檢索系統在文件組中試行檢索，預估每道查詢主題可能的相
關文件數量；最後，篩選出數道具有適當相關文件數量之查詢主題供TREC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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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num> Number: 406 
<title> Parkinson's disease 
<desc> Description: 

What is being done to treat the symptoms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d keep the patient 
functional as long as possible? 

<narr> Narrative: 
A relevant document identifies a drug or 
treatment program utilized in patient care and 
provides an indica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top> 
圖一：TREC之查詢主題範例  

資料來源：<http://trec.nist.gov/data/topics_eng/topics.401-450.gz>. 

 
（三）相關判斷（Relevance Judgments） 

 
相關判斷是由查詢主題之建構者來進行，對於查詢主題與文件之相關關係採

用二元化的尺度，也就是只分為相關與不相關。（註16）由於TREC文件組的數量
十分巨大，一篇文章依篇文章的判斷，相當耗時費力，因此採用Pooling的方法，
來輔助相關判斷的進行。此方法把參與TREC評比的檢索系統，將其檢索結果依
系統評估的相關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再抽取各系統之查詢結果的前n篇文件，合
併形成一個Pool，在去除Pool中重覆的文件後，此Pool就做為該查詢主題之相關
文件候選組，送回給該查詢主題的建構者進行相關判斷。至於未被列入查詢主題

相關文件候選組中的文件，則一律假設與查詢主題不相關。（註17） 
 
在建構者完成相關判斷後，列表整理查詢主題與文件之相關關係。此相關判

斷結果，就如同一套標準答案，指出每個查詢主題有哪些文件是與其相關的。故

檢索系統的檢索結果，就可與此相關判斷結果做比較，因而得以評估系統之成效。 
 
三、NTCIR 
 
  由於資訊檢索之蓬勃發展，以及TREC之成功，鼓舞了更多測試集的出現。
例如日本的NTCIR資訊檢索評估會議，提供了中、英、日、韓等語文之測試集，
並舉行不同的競賽測試項目，來評估各參賽隊伍的資訊檢索系統成效。（註18）
其中文之測試集，是由台灣大學陳光華教授與江玉婷小姐等人建構，包括了 13
萬篇從網路下載之報紙文章所組成之文件組，50 道查詢問題，以及採四點式尺
度之相關判斷結果。（註19）今年更擴增至 38萬篇中文文件。NTCIR之出現，鼓
舞了東亞資訊檢索研究者，提昇資訊檢索系統評估概念，提供交流管道，並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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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檢索系統之成效。（註20） 

 
 

參、測試集之製作 

 
近年來資訊檢索之課題之一：「OCR文件檢索」，尤其是中文OCR文件檢

索，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合適之測試集可供應用。有鑑於此，本研究參考了其他

測試集之架構，建立了「中文OCR文件檢索測試集」，其內容包含以下三個部分： 
 
文件組：有文件影像，OCR文件，以及「部分乾淨文件」三個單元。 
查詢主題：30道查詢主題。 
相關判斷：文件與查詢主題間之相關判斷結果。 

 
  本節分別就此三個部分，對於其製作過程及組成內容加以陳述。 
 
一、文件組之建立 
（一）資料來源 

OCR文件檢索是本研究關注之焦點，故需先尋得文件影像，以供OCR系統
辨識輸出OCR文件，而使資訊檢索系統得以在其中進行檢索。 

 
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出版的「臺灣地區大陸研究及資料單位簡介」一書

介紹，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社文中心），其館藏在研究大

陸問題過程當中，為具有特殊參考價值的重要資料來源。其收藏有自 1949年中
共政權掌握大陸後，大陸、香港及台灣的報紙、廣播抄稿、人名機構卡片、及其

他印刷物品。社文中心並對這些報紙的文章，進行人工篩選、剪貼、標示、分類

等工作，整理成一篇篇之剪報，全部大約有七、八十萬篇之多。在這些剪報中，

已有約 60萬篇剪報掃描成影像檔。 
 
社文中心對於剪報內容概分為三大類，其下尚可按細目分類共計一百多項以

上，可見其內容之豐富多元。故研究者與該中心研究人員討論之後，決定選擇內

容較易為一般人士所了解之軍事及外交兩類之新聞，年代範圍涵蓋 1950~1976
年，共 22108篇，文字以中文簡體字為主，少數有中文繁體字的剪報，做為文件
影像的初步來源。圖二顯示一剪報影像的範例。 

 
受限於相關判斷實施等程序需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研究者擬對文件影像之

數目加以限制。在便於實行之考量下，採集群（Cluster）抽樣法，將之前選出的
文件影像，按其原始檔案編號順序分成 45 個集群後，隨機抽出 23 個集群，共
11108篇文件影像，做為供OCR系統辨識的文件影像來源。 

 



 

 6 

（二）文件組－文件影像與OCR文件單元之建立 
 
我們請四位助理人員，運用市售之OCR系統，即「丹青文字辨識系統」，將

11108篇文件影像辨識為純文字檔形式之OCR文件。而該OCR系統之採用，係考
量資源之可得性，以及系統功能之適用性。當時我們曾評估過三種系統，試用過

後，丹青文字辨識系統較能符合當時所需。四位助理人員，在兩個工作天內，完

成此項數位影像轉數位文字之程序。 
 

 

圖二：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剪報影像範例 
資料來源：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 

 
為使文件影像與OCR文件之內容可相互對照，各OCR文件之主檔名部分，

均比照其辨識時使用之文件影像檔名。例如，若文件影像檔名為 123.tif，則其經
OCR系統辨識所得之OCR文件檔名即為 123.txt。受限於文件影像本身掃描品質、
所含格式段落，以及OCR系統辨識能力等之限制，11108篇文件影像經OCR系統
辨識後，僅得到 8439篇有效的OCR文字檔案。其餘影像檔案，OCR軟體不是讀
不進去，要不然就是辨識不出任何文字。圖三為一份OCR文件的範例。 

 
本研究就以此 8439篇OCR文件，以及與其內容相對應之 8439篇文件影像，

分別做為文件組之OCR文件單元，以及文件影像單元。 
 
OCR系統在進行文字辨識過程時，會將文件影像中所含之中文簡體字自動轉

為相對應之中文繁體字，故所有OCR文件均以BIG-5編碼之繁體中文形式儲存。
然為便利全世界各地人士利用，這些OCR文件也經文字編碼轉換軟體，轉成成為
GB編碼之簡體中文形式。 

 



 

 7 

必定品其器笨沃襄惑盛二嵌 

@。  新華社侶E飄 中國人民解放罩公安罩積棲分子 

代表會贛今天在北京開幕。出席過我會蔑的有三百十 

 九名憂秀公安餞士和四十四個優秀罩位的代表。速些 

 代表倆來自咱步乞革壓江華讓寸卑講十天商邊覆茹蒙 

 苫孽原、畏自山森林以及福建前磁等全國各個地方。 

 他們當中包括漢、蒙、回．藏、苗、僵、侗‧彝、朝 

 脖、傣、港吾爾、休伍、景螟等兵族的公安罩罩官和 

士兵玉安罩副司倉昌程世幸中精在會上藕秸‧他稅， 

幾年來公安罩在黨和國家的鎮導下‧進行了艱苦的斗 

爭‧打苗了企田進行破壞活動的鑄多．捧徒釉帝國主 

 義的簡蒸分子，保衙了國家的重耍工案和妹路交通運 

贛的安全‧誰護了城鄉治安和人真兩莉盆。今後公安 

革濁防都隊在帝國主義．蔚介石集團的特務和簡豫分 

點一子可能潛入的拙帶‧必須提高符惕、嚴加防範;在與; 

和平中立國家砒蓮的地帶，耍充分體瑰出贅展友好睡' 

邢關採的精神。S-丫，//./d．八I仁/ 

  程世幸中將接著魏‧這共會贛的目的‧是為了菱． 

惕公安罩在執行保銜祖國建教事棠的任務中所湧瑰出f 

來的積橇分子的模範事跡．交流腔段，迸一步贅錫部 

隊的積桓因絮．更好地完成保銜祖國肚會主義建敵的; 

光榮任務。 

  中國人尺解放竄總政治都酌主任甘泅濱上糟出席 

了今天的開幕式‧向到會的積梗分子憫作了指示。 

  下午，公安罩避猜翅主箕毀繩蟹-中梅作了"為更 

解地保銜祖國的社會主義建我而奮斗"的報傳‧拜且。 

開始了積梗分子代菱的典型報首。 

圖 3 OCR文件範例（繁體中文形式） 

 
（三）文件組－部分乾淨文件單元之製作 
   
為探討OCR文件之檢索成效，若文件組中有乾淨文件組成之單元，做為對照

之用，則更為理想。在文件數量龐大，以及人力、時間等因素限制下，無法就文

件組全部之影像建立其正確無誤的數位文字檔案，我們僅建立一部份的乾淨文

件。我們挑選那些被判定為與某個查詢主題相關的文件，共 899篇，進行人工重
新輸入文字的作業。 

 
完成 899 篇乾淨文件後，以這些乾淨文件，取代OCR文件組中對應的 899

篇OCR文件，而形成了文件組之「部分乾淨文件」單元，一樣也是 8439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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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件組之內容 
 
文件組中之OCR文件及部分乾淨文件此兩單元，是由文件組之文件影像單元

經由OCR辨識或部分的人工輸入建立而成，故此三個單元事實上可視為三種不同
剪報表現形式的版本，涵蓋了一致的內容範圍。 
 
  以文件內容類別分析，在各單元的文件中，外交類共有 4785篇文件，軍事
類則有 3654篇文件，外交類所佔比例略多於軍事類。 
 
就文件影像單元而言，每篇文件影像均為 4133×2720個像素，解析度為 300 

DPI 之 TIFF 格式黑白影像。平均每篇文件影像之檔案大小為 105 KB，全部
8439篇文件影像之檔案大小約 850 MB。 

 
就OCR文件單元而言，平均每篇文件之檔案大小為 3KB，全部 8439篇文件

約為 24 MB。字數方面，平均每篇文件約 1293字，以字數較長之文件為主，全
部 8439篇文件的總字數為 10,915,454字。 

 
表一：文件組中文字之統計 

單元 文件總數 字數平均數 字數中位數 字數標準差 字數總和 

OCR文件 8439 1293.454 1164 886.864 10915454 
部分乾淨文件 8439 1301.734 1172 872.855 10985333 

 
  就部分乾淨文件單元而言，平均每篇文件之檔案大小為 3KB，全部 8439篇
文件約為 24 MB。字數方面，平均每篇文件約為 1302字，以字數較長之文件為
主，全部 8439篇文件之總字數為 10,985,333字。事實上，由於與OCR文件單元
相較，本單元僅對其中之 899篇文件以人工方式重新建立，故各項數據均十分接
近。此兩個單元之統計數字，摘要顯示於表一中。 

 
（五）OCR文件之辨識率（精確率與召回率） 
 
資訊檢索系統是針對文件的內容文字來檢索，故內容文字的辨識正確率如何

影響檢索成效是值得探討的。受限於人力，在完成測試集之相關判斷後，研究者

僅先就被判斷為相關的 899篇OCR文件，觀察其內容文字之辨識率。進行的方式
是以人工輸入的文件，與其相對應的OCR文件做比較，計算同樣一篇新聞在這兩
種版本上每個字的相同與差異情況，把每一篇新聞兩種版本的「相同總字數」除

以「OCR文件的總字數」，得到該篇新聞的辨識「精確率」。加總所有的精確率除
以 899後，平均每篇OCR文件之精確率為 77.5%。至於「召回率」的計算，則是
把每一篇新聞兩種版本的「相同總字數」除以「人工輸入文件的總字數」。其平

均的召回率為 75%。圖四顯示這 899 篇OCR文件精確率與召回率的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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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顯示一篇假設文件的計算範例。這種計算方法忽略文字的位置與順序，只能

算是一種降低人力成本的概略估算。 
 

圖四：OCR文件之召回率與精確率。橫軸為按召回率由低至高排列之文件編號，
非原始編號。精確率由於上下起伏劇烈，導致畫面不易閱讀，在此以其對數平滑
曲線顯示。 

 
表二：OCR文件精確率、召回率計算範例 
字 一 七 了 二 人 入 力 下 上 又 三 八 刀 合計 

乾淨文件 19 1 11 1 25 2 9 4 4 1    78 
OCR文件 22 2 8 1 19 5 6 2 4  1 4 1 75 
相同字數 19 1 8 1 19 2 6 2 4 0 0 0 0 62 
精確率=62/75=82.67%，召回率=62/78=79.49% 

 
 

事實上，我們也曾進行過另外一種計算其辨識精確率的方式。在運用OCR
軟體進行文字辨識時，我們曾觀察一組 1300篇文件的辨識情形，把OCR軟體對
每一篇文件辨識後報告出來的「辨識總字數」扣去OCR軟體報告出來的「可疑字
數」，再除以「辨識總字數」，得到每一篇的精確率。這些文件的精確率分佈圖形

與圖四近似。加總所有的精確率除以文件數後，平均每篇OCR文件之精確率為
69%。（註21）這個方法就沒有辦法估算召回率了，因為系統辨識出來的字不一
定是對的，所以其報告出來的「辨識總字數」，不一定是全部正確字的總字數。

同理，用此方法得到的精確率，也不是非常準，只能說是個估計數字，因為系統

認為辨識對的，不一定真得對。總之，我們用上述兩種方法估計出來的數據，可

以透露此OCR文件單元的辨識率，平均大約在 70% 上下。但個別文件辨識的程
度則如圖四所示，最高到最低的數據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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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主題之建構 
 
（一）資訊需求之搜尋 
 
查詢主題的擬定，需要事先蒐集跟文件組內容相關的資訊需求。而資訊需求

最好是來自真實使用者的經驗，使查詢主題可以反應真實狀況。由於社文中心並

沒有對該中心剪報使用者記錄其資訊需求與尋求過程，對本研究而言，少了一個

直接獲取真正使用者資訊需求的途徑，使得我們必須另尋其他可行方法。對於建

構回溯性資料的資訊檢索測試集，資訊需求的蒐集是令人較感困擾的部分。 

 
所幸我們觀察到，本測試集的文件組部分，係以中國大陸 1950 年至 1976

年間之軍事、外交為主題。過去這一段時間，許多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專家會

將其自身，或民眾所關心的這方面議題，以觀察、評論，或追蹤報告等形式，撰

寫為論文，並登載於期刊或發表於會議中。而欲完成這些論文，這些學者、專家

必然有其真實之資訊需求，並應該經歷一番相關資訊的搜尋過程。故這些論文就

其題名部分而言，實包含了這方面真實且值得探討之主題，可視為實際之資訊需

求。因此研究者便收集這些論文題名，以建構出查詢主題。 

 
欲收集論文題名，利用圖書館一向重視的索引，可說是最好的選擇。在比較

過各索引之收錄年代、內容範圍等特性之後，研究者決定利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所編輯的「大陸問題專論索引」，來收集論文題名。「大陸問題專論索引」之

內容分為黨政、人權、外交、軍事等十三個類別。故研究者從該索引之軍事、外

交兩個類別著手，收集符合本研究文件組涵蓋年代的論文，共收集了 80筆論文
題名，做為初步查詢主題建構之依據。 

 
（二）資訊需求之篩選 
 
由於收集到的 80筆論文題名，可能與文件組內容間是毫無關聯的，因此我

們利用 Crystal 檢索系統進行檢索（註22），初探在文件組中各論文題名可能找
出相關文件的數目，以對此 80筆論文題名進行篩選。 

 
本研究預計建構 30 道查詢主題，故根據檢索結果以人工檢視，篩選出可能

相關文件數在前 30名之論文題名，做為查詢主題之建構依據。 
 

（三）查詢主題之組成內容 
 
本研究之查詢主題內容，係以前述方式篩選出來的 30 筆論文題名，參考

TREC之查詢主題結構加以轉化改寫而成，主要以“Title”、“Description”，以
及“Narrative”等欄位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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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主題之轉換改寫過程，均由研究者與實際進行相關判斷之三位判斷者，

經反覆、充分的討論來進行。如此可讓查詢主題具有一定之明確與詳盡程度，且

可增加相關判斷者對於查詢主題的認知程度，使本研究之相關判斷結果能更為正

確及客觀，進而提高此測試集整體的可靠性。 
 

<top> 
<num> Number: 08 
<title> 南沙群島 

<desc> Description: 
中共方面對於南沙群島主權之主張 

<narr> Narrative: 
相關文章內容包含中共方面對於南沙群島主權之主張或看法，若文章內容僅提及

其他國家對南沙群島之侵略情形則視為完全不相關。 

</top> 
圖五：查詢主題範例（中文形式） 

 
每一道查詢主題包括以下欄位內容，如圖五所示： 
 

 1 .< top>： 起始標記，代表查詢主題之開始。 
 

 2.<num>： 編號，以兩位數字組成，以供識別。查詢主題彼此間之順序並未
具有任何特殊意義。 
 

 3 .<title>： 標題，以一個名詞或名詞片語組成，是查詢主題中對於資訊需求
字數最簡短，但也是最廣義的描述。意即標題所隱含之意義、範

圍可能會大於或相等於查詢主題中<desc>或<narr>欄位內容所包
含的。<title>欄位的內容，係由研究者及相關判斷者共同討論，
待查詢主題中之<desc>欄位內容建構完成後，從中挑選並改寫而
成。 
 

 4.<desc>： 陳述，以一句句子敘述資訊需求，為查詢主題中最主要之欄位。
此欄位之內容係由篩選出的 30 筆論文題名，經研究者及相關判
斷者共同討論，保留各筆論文題名所含之意旨，並加以適度之修

飾轉化，改寫成語意明確、清晰之問句形式。 
 

 5.<narr>： 說明，以數句句子來說明相關或不相關之文件所具備之條件，有
助於釐清查詢主題中<desc>欄位之內容。<narr>欄位的內容，係
待相關判斷者依據<desc>欄位內容與文件組中之文件做完相關
判斷後，由研究者及判斷者共同分析相關判斷的過程，而撰寫出

來的相關判斷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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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top>： 結束標記，代表查詢主題之結束。 

 
本研究依上述過程共建立了 30道查詢主題，依其內容類別劃分，有 17道查

詢主題屬於外交類，而其餘之 13道則屬於軍事類。表三顯示這 30道主題各欄位
的字數統計。 
 

表三：查詢主題各欄位字數統計 

欄位 最小字數 最大字數 平均字數 中位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title> 2 11 4.467 4 2.193 49.097% 

<desc> 7 25 14.800 14 3.537 23.899% 
<narr> 23 80 52.533 54 15.878 30.225% 

查詢主題總字數 40 107 71.800 72 18.115 25.230% 

 
為提供更廣泛的應用，例如英、中跨語言資訊檢索（Cross Language 

Information Retrieval），經社文中心研究人員的協助，這 30 道查詢主題，均翻
譯成英文形式，如圖 6所示，以擴展其可能的應用範圍。 

 

<top> 
<num> Number: 08 
<title> Spratly Islands (Nansha Islands) 
<desc> Description: 
The PRC’s sovereignty claim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narr> Narrative: 
The articles should deal with the PRC’s claims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Articles 
dealing only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Spratly Islands by other countries are irrelevant. 
</top> 

圖六：查詢主題範例（英文形式） 

 
三、相關判斷之實施 
 
（一）相關判斷者 
 
  為求增加相關判斷結果之客觀性，避免僅憑單一判斷者之判斷結果過於主觀

之疑慮，每一道查詢主題均以三位人員進行相關判斷。三位判斷者分別具有學科

背景專長或檢索專長，與真實檢索環境中，可能是使用者自行檢索，或由圖書館

員（資訊中介者）代為檢索之情形相似。表四列出這三位判斷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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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三位相關判斷者之特質 

相關判斷者 特質 說明 

A 學科專長 
歷史系大三學生，具有與查詢主題及文件組內容相符之學

識背景 

B 學科專長 
歷史系大三學生，具有與查詢主題及文件組內容相符之學

識背景 

C 檢索專長 
圖資系畢業之圖書館員，從事讀者服務工作，具有豐富之

資訊檢索經驗 

 
（二）相關判斷評量尺度及程序 
 
本研究將查詢主題與文件之間的相關關係，依程度由高至低分為完全相關、

部分相關，以及完全不相關，並分別給予 2 分、1 分及 0 分之相關分數。 
 
由於若欲以Pooling方式來輔助相關判斷，須採用多個資訊檢索系統來進

行，在難以取得多個合適之中文資訊檢索系統的情形下，我們採用「完整判斷」

（exhaustive judgment）的方式進行相關判斷的工作，亦即每一篇文件都拿來檢視
並判斷其會與哪一道查詢主題相關，從而得到每一道查詢主題的相關文件。 

 
在進行相關判斷時，為避免OCR文件的錯誤段落與文字造成影響，人工檢視

的是影像文件而非其OCR文件。三位判斷者分別利用電腦螢幕觀看文件影像，逐
一與 30 道查詢主題之<desc>欄位內容比對，進行相關判斷，並按其所判定之相
關程度，給與相關分數。此完整判斷的工作相當耗時，在兩個月內，三位判斷者

共做了 3 x 30 x 8439 = 759,510 次相關判斷。 
 

（三）相關判斷結果之建立 
 
完成相關判斷後，基於每位判斷者的結果均同等重要的原則，將三位判斷者

對同一篇文件給出的相關分數加總，做成該文件對於某查詢主題的最終相關分

數，如表五所示。每篇文件之相關分數介於 0（三位判斷者均判斷該文件與查詢
主題不相關）至 6（三位判斷者均判斷該文件與查詢主題完全相關）。對每一道
查詢主題，將其相關分數不為 0的文件集結、列表，就成為可供資訊檢索系統評
估檢索成效之相關判斷結果。 

 
目前評估資訊檢索系統成效之指標，多採二元化之相關判斷尺度（相關、不

相關）為計算之基礎。然而本研究為求接近真實狀況中相關判斷具有程度上的差

異，遂採三點式之尺度（完全相關、部分相關、完全不相關）；且將三位相關判

斷者之分數加總成為文件之相關分數。這些介於 0至 6的分數，雖然無法直接套
用於二元尺度的成效計算中，但依需求目的之不同，採用適當的門檻值，仍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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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分數轉化為二元化之值，即 0（低於門檻值者）與 1（高於門檻值者）。 
 

表五：查詢主題相關文件列表範例 

相關分數 
查詢主題編號 文件編號

相關判斷者A 相關判斷者B 相關判斷者C 
相關分數

17 0007619 2 2 2 6 

17 0007620 1 1 1 3 

17 0008326 1 0 1 2 

17 0053678 2 2 1 5 

17 0054802 2 1 1 4 

17 0054803 2 2 2 6 

17 0054804 2 2 1 5 
 

（四）查詢主題與文件間之相關關係 
 

30道查詢主題的所有相關文件，共包含了 930篇文件，但因有 31篇文件與
一道以上之查詢主題存在相關關係，扣除重複後僅有 899篇不同之文件。相關判
斷程序實施時，係以文件影像為之，故只要與此 899 篇文件影像內容相對應之
OCR文件，即視為與查詢主題存在相關關係。 

 
就各查詢主題相關文件之數量觀之，最多為 125篇，最少的則只有 4篇，中

位數為 16，代表有半數之查詢主題相關文件數量在 16 以下，而標準差達到
34.756，也顯示各主題相關文件數量十分不均，如表六所示。由於本研究的文件
內容為新聞剪報，涵蓋時間長達 25年，故若查詢主題內容係屬發生時間持續較
久或熱門之議題，則可能會有較多之文件與查詢主題相關。相對的，若查詢主題

內容不屬於以上情況，則該查詢主題相關文件數量多半顯得較少。 

 
表六：查詢主題相關文件數量及平均相關分數 
查詢主題
編號 

內容類別 相關文件數 
相關文件組 
平均相關分數 

01 外交 44 3.318 
02 外交 22 4.409 
03 外交 24 3.625 
04 外交 7 4.714 
05 外交 125 3.128 
06 軍事 61 2.377 
07 外交 28 2.643 
08 外交 9 3.889 
09 軍事 90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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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交 10 5.100 
11 外交 13 4.538 
12 外交 25 4.000 
13 外交 4 5.750 
14 外交 5 4.400 
15 外交 9 2.333 
16 外交 12 5.667 
17 外交 7 4.429 
18 軍事 66 3.318 
19 軍事 31 4.742 
20 軍事 11 4.545 
21 軍事 7 3.000 
22 軍事 12 4.250 
23 軍事 93 3.591 
24 軍事 5 5.000 
25 外交 5 4.400 
26 軍事 19 3.263 
27 軍事 13 4.846 
28 軍事 22 4.500 
29 軍事 28 5.143 
30 外交 123 2.805 
中位數 16 4.325 

31 4.025 
125 5.750 
4 2.333 

平均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34.736 0.945 

 
 
（五）相關判斷的一致性 
 
由於檢索系統之成效數據，是依據相關判斷結果來加以計算，因此相關判斷

的結果是否可靠、值得信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本研究之相關判斷結果是否值

得信賴，可由三位判斷者之判斷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及「穩
定性」（Stability）來考量。 

 
相關判斷乃是一種主觀的心智活動，無法非常客觀地衡量，判斷者的個人特

質，也可能會影響判斷的結果。判斷結果可能會全面高估或低估，甚至個人前後

判斷寬鬆不一，形成時而高估，時而低估之情形。因此，若直接比較三位判斷者

做出來的結果，即文件之相關分數，可能會有許多歧異出現。由於相關分數係屬

於順序尺度，直接將三位判斷者評定的分數差異，視為判斷結果之不同，並無太

大意義，而是應該重視相關分數順序上的意義。此道理就如同有A、B、C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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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者對同樣之 30 份考卷做評分，每位閱卷者對同一份考卷所評定之分數可能
會有所不同，但若此閱卷者本身均具有一致且穩定之評分原則，且彼此間的評分

結果具有其一致性，則將此 30 份考卷依 A 閱卷者之評分由高至低做排序，此
等級順序應與分別依 B 及 C 閱卷者的評分所排列之順序極為一致。 

 
對每一道查詢主題而言，想要瞭解三位判斷者相關判斷的一致性，可以將他

們判斷的相關文件按相關分數排序，並以統計推論驗證其等級順序是否一致。以

編號 14 之查詢主題為例，表七列出了三位判斷者對於各文件所評定之相關分
數，以及依相關分數由高至低之排序等級。而若遇有數篇文件之相關分數相同

時，則以等級平均法處理，即這些文件之排序等級以其原來等級之平均數表示。

（註23）例如對編號 0056549_01、0056555與 0056557三篇文件而言，相關判斷
者A所評定之相關分數均為 2，原始等級應是 1、2與 3，但因分數相同，故取 1、
2與 3之平均數 2，做為該三篇文件依相關分數排序之等級。 

 
表七：編號 14之查詢主題相關文件組文件相關分數與排序等級 

相關判斷者 A 相關判斷者 B 相關判斷者 C 
文件編號 

相關分數排序等級相關分數排序等級相關分數排序等級

0056549_01 2 2.0 2 2.0 2 2.0 

0056555 2 2.0 2 2.0 2 2.0 

0056557 2 2.0 2 2.0 2 2.0 

0150056 1 4.5 1 4.0 0 5.0 

0150080 1 4.5 0 5.0 1 4.0 

 
在統計量數中，Kendall 和諧係數 W 是用來計算三組（含）以上資料之一

致程度，例如 K 個評分者評 N 個作品時，此 K 個評分者所做評分之一致程
度，適用於研究評分者間之信度。而 Kendall 和諧係數 W 其值介於 0與 1之間，
W 值越大，表示彼此間之一致性越高；若為 0則表示缺乏一致性。（註24）（註25）
故本研究採用 Kendall 和諧係數 W 來計算三位判斷者相關判斷結果之一致
性。使用 SPSS 軟體，將資料輸入，利用其無母數檢定中之 Kendall’s  W 檢定，
計算結果如表八所示。 

 
表八：編號 14之查詢主題相關文件組相關判斷結果一致性檢定 

個數 3
Kendall's W 檢定

（Kendall 和諧係數）
.957

卡方 11.489
漸近顯著性（P）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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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八可知，Kendall 和諧係數 W 值為 0.957，P=0.022<0.05，表示達到統
計上 0.05之顯著水準，意即三位判斷者相關判斷結果具有顯著之一致性。 

 
利用同樣之統計量數與方法，可分別計算 30道查詢主題三位判斷者所做相

關判斷之一致性。由表九可知，共有 20道查詢主題其相關判斷結果一致性可達
到統計上 0.05之顯著水準（P<0.05）。進一步觀察相關判斷結果未達到顯著一致
性之其他 10道查詢主題，其判斷發生歧異之情形，大多出現在完全相關與部分
相關此兩種情況（相關分數 2 與 1）。此外，這些查詢主題的相關文件數量最多
僅有 13筆，在文件數較少的情形下，雖僅有些微文件有相關判斷的不一致情形
發生，但反映在統計計算與檢定上，就顯得有較大之不一致。綜合來說，此三位

判斷者對於各查詢主題相關文件之判斷結果，應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 

 
表九：查詢主題相關文件組相關判斷結果一致性檢定（*表達到 0.05顯著水準） 

查詢主題編號 相關文件組文件數 W P 

01 44 0.533 0.008 * 

02 22 0.645 0.006 * 

03 24 0.593 0.012 * 

04 7 0.235 0.635  

05 125 0.694 0.000 * 

06 61 0.539 0.002 * 

07 28 0.610 0.005 * 

08 9 0.668 0.042 * 

09 90 0.628 0.000 * 

10 10 0.907 0.004 * 

11 13 0.541 0.078  

12 25 0.581 0.013 * 

13 4 0.333 0.392  

14 5 0.957 0.022 * 

15 9 0.541 0.112  

16 12 0.333 0.443  

17 7 0.719 0.044 * 

18 66 0.829 0.000 * 

19 31 0.655 0.001 * 

20 11 0.333 0.440  

21 7 0.692 0.053  

22 12 0.493 0.132  

23 93 0.582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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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5 0.889 0.031 * 

25 5 0.619 0.115  

26 19 0.718 0.003 * 

27 13 0.496 0.120  

28 22 0.668 0.004 * 

29 28 0.789 0.000 * 

30 123 0.608 0.000 * 

 
 

肆、應用測試集之檢索實驗 

在完成「中文OCR文件檢索測試集」之製作後，實際運用此測試集來進行檢
索實驗。（註26） 

 
一、實驗設計 

 
  本檢索實驗之目的，是初探相較於乾淨文件，OCR文件帶有雜訊情形下之檢
索成效。以「中文OCR文件檢索測試集」之OCR文件單元，以及部分乾淨文件
單元，配合查詢主題、相關判斷結果，構成實驗環境。我們設計出數種檢索策略，

在不同的文件環境下，採向量檢索模式為基礎之 Crystal 檢索系統來進行檢索實
驗。實驗時所使用之查詢問句，分別以測試集中 30 道查詢主題之<title>欄位內
容，形成長度較短之 30道查詢問句；以及將<title>、<desc>及<narr>三個欄位內
容加以結合，形成長度較長之 30道查詢問句。故各檢索策略將產生 30個檢索結
果。 
 
二、評估方式 
 
  對於檢索實驗結果，利用 TREC 之工具軟體－ trec_eval，以「平均精確率」
此指標來評估檢索成效。由於 trec_eval 係採用二元化之相關關係（相關、不相
關）來計算指標之測量值，故須將相關判斷結果加以轉化。在此做法為：只要文

件之相關分數不為 0，該文件就視為與查詢主題相關。 
 
此外，參照 TREC 分析檢索結果之做法，將各檢索策略所有 30個檢索結果

之平均精確率，再加以平均，就成為該檢索策略檢索結果之平均精確率。 
 
三、實驗結果 
 
本實驗所採之檢索策略及其檢索成效，如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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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檢索策略之組成及其檢索成效 

檢索策略編號 文件組 查詢問句組成欄位 索引詞模式 平均精確率 

01 OCR文件 <title> 1-gram 0.3509 

02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 1-gram 0.5118 

03 OCR文件 <title> 2-gram 0.4044 
04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 2-gram 0.5880 

05 OCR文件 <title> 1-gram and 2-gram 0.4164 

06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 1-gram and 2-gram 0.5964 

07 OCR文件 <title>+<desc>+<narr> 1-gram 0.3963 

08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desc>+<narr> 1-gram 0.5736 

09 OCR文件 <title>+<desc>+<narr> 2-gram 0.4582 
10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desc>+<narr> 2-gram 0.6390 

11 OCR文件 <title>+<desc>+<narr> 1-gram and 2-gram 0.4757 

12 部分乾淨文件 <title>+<desc>+<narr> 1-gram and 2-gram 0.6588 
 
綜合OCR文件，以及部分乾淨文件之檢索結果可以發現，在平均精確率評估

下成效最佳之檢索策略（分別為編號 11 及 12），均是使用較長之查詢問句，以
及 1-gram結合 2-gram之索引詞模式。而使用此索引詞模式之檢索策略，無論是
對於較長或較短之查詢問句，均較僅使用單一n-gram（1-gram或 2-gram）索引詞
模式之檢索策略，表現出較佳之成效。 
 
此外，使用較長之查詢問句，有助於提昇平均精確率，在OCR文件下提昇之

幅度（14.2%）則大於部分乾淨文件（10.5%）。在使用較長查詢問句時之最佳成
效，部分乾淨文件較OCR文件相對提昇了 38.5%。而在使用較短查詢問句時之最
佳成效，部分乾淨文件則較OCR文件相對提昇了 43.2%。 

 
換個角度來看，在OCR文件之正確性約為 70% 之情形下，使用較長查詢問

句時之最佳檢索策略，其成效可達到部分乾淨文件之 72.2%（0.4757 / 0.6588），
而使用較短查詢問句時之最佳檢索成效則可達到部分乾淨文件之 69.8%
（0.4164/0.5964）。 

 
值得注意的是，本實驗係以部分乾淨文件單元，來模擬全部是乾淨文件之環

境。但在部分乾淨文件單元中，相關的文件均是乾淨文件，而不相關的文件都是

有雜訊之OCR文件，故以部分乾淨文件單元檢索時所能達到之平均精確率，事實
上會比文件全部是乾淨時還要高。因為不相關的文件，比較沒有正確的詞彙來影

響檢索結果。（註27）也就是說，OCR文件與乾淨文件相較，所能達到之檢索成
效，在程度上應可高於本實驗之結果。而根據本實驗之結果可以推測，OCR文件
帶有之雜訊確實會影響檢索成效，而用OCR文件檢索所能達到之檢索成效，在程
度上略等於OCR文件之正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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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根據IBM之估計，全世界一年花費約 2兆 5千萬美元在將儲存於傳統媒體之

非數位化文件，以人工鍵入方式轉化為數位化之文件。然雖耗費了大量之時間與

金錢，所能處理之文件量卻僅佔總數之 5%。（註28）在此情形下，利用掃描器將
文件掃描成影像檔，並再經由OCR系統之處理，而成為數位化之OCR文件，就
成為一迅速且價廉之選擇。 

 
然而，經由OCR系統所辨識輸出之OCR文件，通常帶有著雜訊，故OCR文

件在各種資訊檢索系統所能達到之檢索成效，是不可忽視之議題。有鑑於此，本

研究建立了「中文OCR文件檢索測試集」，並利用其進行檢索實驗，發現帶有雜
訊之OCR文件的確會對檢索成效發生影響。 

 
由於人力等因素限制，本研究仍未臻完善，但仍希望能藉此帶動各相關研究

之進行，而使得中文資訊檢索的領域有更廣闊之發展，並讓研究者有更豐富之資

源可供檢索及應用。事實上，縱使在乾淨文件中，仍可能因人工疏忽等問題而存

在錯誤的文字，故OCR文件檢索之發展，對於乾淨文件之檢索成效也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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