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期末内容  
 

题型：判断 + 计算题(附加少量问答题？)

题量可能会写不完。

带尺子（有画图），计算器，A4大抄考后收走

 

重点关注（计算题，证明题）

需要了解（不需要知道细节：概念、优缺点 —— 题或计算题后的问答题）

 

重点：(序号代表章节名

1. 略过 当故事看

2. 反爬—— 反爬策略与如何应对反爬策略（需要了解）

3. 网页文字处理 

1）基于字符、词典匹配的分词（必考）：前向后向最大匹配 最短路径 分词（可
看补充说明）

2）基于统计：N-gram    最基础的一元、二元的需要掌握计算 （给一个表格
\先验，计算哪种分词方法更合理）

3）markov模型 给出所有基础详细计算过程 经观察可得不给分

了解的点：停用词（是什么、对搜索引擎产生的影响） 

加入位置的倒排表，删除停用词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归一化处理（区别、流程）词干提取 词形还原 这两种方法

4. 网页索引： 倒排表建立过程和使用 （不会单独成题）、倒排表优化和扩展

1）多个布尔表达式组成时处理顺序

2）跳表指针：多层、流程

可变字节编码（需要知道怎么算）

了解：倒排表的扩展（如位置信息、文档属性）—— 从而支持短语的查询（课件上
就有两种）；各类的索引压缩方法（方法和效果、词典和倒排表的压缩都要掌握）

af://n0


5. 各种指标的计算方法：除了拓展指标（如ERR GMAP等）都要记住  —— 一般不单
独出题 

几种特别的插值方法

各类曲线：怎么画，不同情况下怎么选

（画图时大概提供一下坐标）

了解：查询的相关性反馈（是什么，有什么用，常见隐式显式的反馈是在干啥）、

查询扩展（怎么做，怎么来）、多样性评估（怎么做，在评估什么）

6. 排序（上）:向量空间模型：所有计算内容 tf idf等

罗基奥算法：都要掌握 概念 计算方法

了解：

预训练模型部分

Word2Vec：基本思路

两种策略

联系词袋模型

skingram 

两种策略的思路和优劣对比

7. 排序（下）：

page rank 要会算

pagerank的收敛性问题 重启动机制 重启动的参数D

（有可能会出一个规模不大的网络用来计算pagerank值）

HITS算法：

每步都要做归一化

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两个值 authority hub

了解：rank的三类排序学习算法（不用掌握原理，只要掌握基本概念，优劣）、衍
生模型就topic sensitive page rank（是什么，大概流程）

8. 个性化检索：

要求会算：协同过滤的算法实现(topic base和user base)

其他部分都了解：优缺点即可，不需技术细节；矩阵分解方法的基本原理、相关的

一些约束

9. （必考）PCA分析



数据规约中的主成分分析！！！（必考）

需要了解：

情境感知需要了解（情境的基本概念、检索情境的基本类型）； 和？

数据采样和数据离散化手段

10. 不考；

11. 知识图谱导论：知识图谱基本概念和组成元素（三元组）、

信息抽取任务（五类）在做什么、

事理图谱基本概念，和常规知识图谱点和边的区别； 多模态知识图谱常见两种类型
（属性多模态和实体多模态）的概念与适用场景、各自区别（应用不管）

12. 实体抽取： 基于markov的实体抽取方法（可以和分词的markov模型串起来看）
——标签不同，方法论相同

需要了解：实体对齐/实体链接：在做什么？怎么解决

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 如何做结果衡量？

13. 重点关注DIPRE算法，关于模式的定义，流程

了解：远程监督的方法，基本思路，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14. 知识图谱与图计算：没有计算 无重点关注内容

需要了解： 

知识图谱中的表征学习:trans系列模型——不同假设、适用范围；

知识图谱的推理和补全——常见任务形式和目标；

15. 大模型就是扩展资料，无考试要求

16. 社会网络内容：

重点关注：独立节点模型和线性阈值模型 —— 计算方法：给一个社会网络，其中每
个数字都给好，直到传播过程是什么样的

传播最大化特性的子模特性证明：非负、单调非减、边际效应递减；

了解：

网络传播中，哪些类型角色

什么指标能衡量传播地位；

拓展模型打破了什么约束，针对什么问题起到了什么效果（课件最后部分）



Chap2  
反爬—— 反爬策略与如何应对反爬策略（需要了解）

Chap3  
网页文字处理 

1）基于字符、词典匹配的分词（必考）：前向后向最大匹配 最短路径 分词（可看补
充说明）

af://n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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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统计：N-gram    最基础的一元、二元的需要掌握计算 （给一个表格\先
验，计算哪种分词方法更合理





N=2的Bigram模型实例： 

 

N=1 一元文法模型实例

3）markov模型 给出所有基础详细计算过程 经观察可得不给分





看习题课

了解的点：停用词（是什么、对搜索引擎产生的影响） 



停用词是在信息检索或自然语言处理中被忽略的常见词汇，这些词通常是功能词，

如"的"、"是"、"在"等，它们在文本中频繁出现，但对理解文本意义没有太多贡
献。停用词通常在处理文本数据时被移除，以减小数据维度、提高处理效率，并聚

焦分析在信息检索中更有意义的关键词。

对搜索引擎产生的影响：

1. 降低数据维度： 移除停用词可以减小文本数据的维度，有助于降低存储和处理
的开销。

2. 提高搜索效率： 在搜索引擎中，移除停用词可以减小索引的大小，提高搜索速
度。由于停用词在大多数文档中都存在，它们对搜索结果的排序影响较小，因

此在索引中去除它们通常不会显著影响搜索质量。

加入位置的倒排表，删除停用词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没看懂在问什么，如果是先删停用词再建倒排表，那么没影响，或者说是影响不变

(停用词的组合有时有意义，比如“的士”)。如果是先建倒排表再删停用词，那位置
索引肯定就不对了。

归一化处理（区别、流程）词干提取 词形还原 这两种方法



Chap4  
网页索引： 倒排表建立过程和使用 （不会单独成题）、倒排表优化和扩展 
1）多个布尔表达式组成时处理顺序 
2）跳表指针：多层、流程

af://n271


可变字节编码（需要知道怎么算)



 

了解：

倒排表的扩展（如位置信息、文档属性）—— 从而支持短语的查询（课件上就有两
种）；

二元词索引

位置信息索引

各类的索引压缩方法（方法和效果、词典和倒排表的压缩都要掌握）

 



Chap5  
各种指标的计算方法：除了拓展指标（如ERR GMAP等）都要记住  —— 一般不单独出
题 

几种特别的插值方法

各类曲线：怎么画，不同情况下怎么选

（画图时大概提供一下坐标）

af://n332


了解：查询的相关性反馈（是什么，有什么用，常见隐式显式的反馈是在干啥）、查询

扩展（怎么做，怎么来）、多样性评估（怎么做，在评估什么）



Chap6  
排序（上）:向量空间模型：所有计算内容 tf idf等

罗基奥算法：都要掌握 概念 计算方法 （在大抄第五章部分)

af://n334


了解：

预训练模型部分

Word2Vec：基本思路 
两种策略

CBOW 
skingram  
两种策略的思路和优劣对比

这个大抄好像没有，可以添一下：

Word2vec模型两种设计思路的优劣如何？

从性能上说

• CBOW模型仅预测中心词，复杂度约为O(V)，即词表规模 
• 而Skip-gram模型基于中心词预测周边词，复杂度约为O(KV)，即考虑窗口 
从效果上说

• 在Skip-gram模型中，由于每个词都可以作为中心，都将得到针对性训练 
• 因此，对于生僻词（数据稀疏）的训练而言， Skip-gram模型效果更好

Word2Vec的优缺点



优点

• 有效表征了词项之间的上下文关系 
• 无监督，通用性强，可适用于各种NLP任务 
缺点

• 无法解决一词多义的问题，例如play music 和 play football 
• Word2vec 是一种静态的方式，其词项表征一旦训练确定就不会再做更改。因
此，虽然通用性强，但是无法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动态优化

Chap7  
排序（下）：

page rank 要会算 
pagerank的收敛性问题 重启动机制 重启动的参数D 
（有可能会出一个规模不大的网络用来计算pagerank值） 
HITS算法：

每步都要做归一化

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两个值 authority hub

了解：rank的三类排序学习算法（不用掌握原理，只要掌握基本概念，优劣）、衍生模
型就topic sensitive page rank（是什么，大概流程）

Chap8  
个性化检索：

要求会算：协同过滤的算法实现(topic base和user base)

其他部分都了解：优缺点即可，不需技术细节；矩阵分解方法的基本原理、相关的一些

约束

Chap9  
（必考）PCA分析 
数据规约中的主成分分析！！！（必考）

注意：大抄里和ppt不太一样，推荐按ppt里来算

将样本按行写成矩阵(每个样本是一个行向量) X

af://n336
af://n343
af://n345


计算  的前 k 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按列写成矩阵(每个特征向
量是一列) W

需要了解：

情境感知需要了解（情境的基本概念、检索情境的基本类型)； 和？ 
数据采样和数据离散化手段

Chap10  
不考；

Chap11  
知识图谱导论：知识图谱基本概念和组成元素（三元组）、

信息抽取任务（五类）在做什么、

事理图谱基本概念，和常规知识图谱点和边的区别； 

大抄中没有，可以添一下：

概念：

事理图谱 = 事件+逻辑，事理图谱所要描绘的是一个逻辑社会，研究对象是谓词性
事件及其内外联系。

事理图谱与知识图谱的组织形式相仿，实体通过头尾相连，形成有向图的组织性质

借助图谱中的事理逻辑链接，可以形成对于事件的推理

区别：

事理图谱更具有动态性，知识图谱相对静态，变化缓慢

研究对象不同：名词性实体及其关系、谓词性事件及其内外联系

知识形式不同：<实体、属性、属性值><实体、关系、实体> 三元组；<事件、论元
集合、逻辑关系> 多元组

多模态知识图谱常见两种类型（属性多模态和实体多模态）的概念与适用场景、各自区

别（应用不管）

af://n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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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12  
实体抽取： 基于markov的实体抽取方法（可以和分词的markov模型串起来看）——标
签不同，方法论相同

需要了解：实体对齐/实体链接：在做什么？怎么解决

一般而言，利用实体的属性信息判定不同源实体是否可对齐

实体链接，挑战：

语言的多样性：同一个实体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提及

语言的歧义性：同一个提及可能会对应多个不同的实体

补充一下实体对齐和实体消歧的区别

实体消歧旨在消除一词多义的歧义现象

实体对齐旨在表征同一对象的多个实体之间构建对齐关系，丰富实体信息

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 如何做结果衡量？

Chap13  
 重点关注DIPRE算法，关于模式的定义，流程

模式：包含常量和变量，例如 ?x , by ?y的形式（可表示“title”
by“author”）

 了解：远程监督的方法，基本思路，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Chap14  
 知识图谱与图计算：没有计算 无重点关注内容 
 需要了解：  
 知识图谱中的表征学习:trans系列模型——不同假设、适用范围；

大抄没详细说，可以添一下：

TranE： ，无法处理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问题

af://n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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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H：通过向量 𝑤 将实体投影到关系 r 对应的超平面上，解决一对多问题。
仍然假设不同关系同属于同一个超平面中，不同实体处于相同的语义空间中，这导

致它在表示现实世界情况中的实体和关系时是不够充分的

TransR：通过矩阵 𝑀𝑟 将实体进行坐标转换到关系 r 对应的关系空间中，不同
的关系对应实体不同的属性

TransD：关系 r 对应的投影矩阵是动态生成的，描述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语义

 知识图谱的推理和补全——常见任务形式和目标；

知识图谱上的关系推理任务

链接预测，给定两个实体，预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 r 关系

实体预测，给定头实体和关系，预测未知的尾实体

事实三元组预测，给定一个三元组判断其是否为真或假

关系补全，基于图谱里已有的事实，去推理出缺失的事实

Chap15  
 大模型就是扩展资料，无考试要求

Chap16  
 社会网络内容：

    重点关注：独立节点模型和线性阈值模型 —— 计算方法：给一个社会网络，其中
每个数字都给好，直到传播过程是什么样的

    传播最大化特性的子模特性证明：非负、单调非减、边际效应递减；

    了解：

    网络传播中，哪些类型角色 什么指标能衡量传播地位；

意见领袖

可参考HITS算法及两类网页的区分

af://n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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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洞

一种直观的结构洞的判定方法为：如果一个节点，移除该节点就会使网络变成多个

连通组件，则该节点即为一个结构洞

另一种衡量方式：聚集系数，某个节点的聚集系数为：它的任意两个好友也互为好

友的概率（比重），显然，聚集系数越低，该节点作为中介的作用也就越大

    拓展模型打破了什么约束，针对什么问题起到了什么效果（课件最后部分）

习题课计算题  

1.1  

af://n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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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f://n647


1.3  

af://n659


1.4  

af://n661






2.1  

af://n678




 

2.2  

af://n691






2.3  

af://n708


3.1  

af://n713




3.2  

af://n722




3.3  

af://n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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