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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

以及学术会议规模的逐渐扩大和频率的不断增

加
,

更多增强型的信息支持技术被引人到学术会议管理系统中
,

大大提高会议组织效

率
,

促进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深人的科学合作 在线会场提供计算机支持的会议事务处

理
,

同时展现相关学科的不同观点
,

为知识创造场的涌现提供支持 本文介绍了在线会

场 比 概念
、

系统框架及 肠 分析技术
,

主要工作在改进 。 分析人机交互方

式增强在线会场功能
,

最后将增强型的在线会场应用于
,

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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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国际会议协会 年 月 日对其拥有的能反映一定水平的会议信息数据库抽样

调查统计
,

刀 年举办的能定期召开并至少在三个国家或地区内循环的由国际协会组织的

会议达到 场
,

同比 仪拓 年增加 场
’, 随着会议规模的逐渐扩大和频率的不断增

加
,

组织会议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

研究人员将更多增强型的信息技术应用于会议数据

挖掘从而形成虚拟会场
,

为组织者提供更好的帮助
,

为与会者和其他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更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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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信息 这就促进了会议管理系统的改进
,

使其不仅局限于对会议事务如论文提交
,

会议

信息发布等功能
,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论文分配选择评审专家
、

使关联度更大的专家在同一个

讨论组是最典型的改进 , ’ ,

将数据挖掘技术对会议数据进行深人分析
,

并将挖掘结果推送

给与会者和其他研究人员
,

以启发人们新的思想
,

提供知识共享
,

促进潜在合作
,

成为会议系

统最有价值的辅助功能 ’,

在线会场 一 刊 此 吨 由唐锡晋等 以拓 年提出闹
,

通过组织的国际会议尝

试所研究的定性综合集成方法与技术中而沉淀出来的概念 在线会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系

统
,

在完成会议信息发布
、

提交论文
、

在线论文指派及评审等会务管理的基础上
,

对会议数据

进行一系列挖掘工作并将其可视化结果推送给与会者
,

为与会者提供在线研讨
,

形成一种创

造力支持系统 本文介绍在线会场的概念和系统框架
,

结合已有会议挖掘工作一 ’】,

进一步

改进 人机交互方式
,

增强在线交互功能
,

体现人机结合
、

以人为主
,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

合集成思想
,

从而更大程度激发与会者的创造力
,

使隐性知识以不同的形式表达
,

促进灵感

的涌现
,

为与会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线会场 匕七此 叨血 心

“

场
”

的存在形式不拘一格
,

可以是物理的研讨室
,

也可 以是基于 的虚拟环境
,

甚至是一种气氛等等 日本学者 几止 将
“

场
”

的概念引人他所提出的关于知识转化和创

造的 模型〔’ ,

在
“

场
”

中体现出知识是动态的
,

有关联的
,

基于个体与群体思维活动的

学术会议是一个信息和知识交互的场所
,

会议的组织者实际上提供一个物理的
“

场
”

来进行

动态知识共享及新思想的涌现
“

在线会场
”

引用了 几永 知识创造理论中
“

场
”

的概念
,

是

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而设计并提供辅助的跨空间和时间虚拟平台
,

目的在于提供一般性会议

值息和会议事务处理
,

形成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
,

产生各种想法和灵感的场所
,

通过这样的
“

场
”

使与会成员都参与知识的共享和创造

在线会场与一般会议管理系统功能相似
,

但又不满

足于论文提交
、

论文指派及评审等会议事务处理
,

同时

提供虚拟会场
,

提供所有分组和分组报告幻灯片
,

录音
,

建立一个讨论区
,

提供对所有参会论文的作者和关键词

对应分析 。 城叩 分析 和作 者及关键词 网络分析

分析
,

其框架结构如图 所示 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综合集成与知识科学研究小组已研制的

探测非结构问题结构的定性综合集成技术 —。而即

和
,

在不同领域的数据挖掘中得到应用 川 由

伪而 和 两种技术对会议数据挖掘之后
,

将可视

化结果以图片形式提供给在线会场
,

形成在线会场的

城 分析和 分析

在线会场通过第七届知识与系统科学研讨会
’

汤 和第七届国际综合集成与复杂系统研讨会
’ 图 在线会场的系统框架



图
,

以万 分析之作者网络川

的应用
,

为与会者提供了基于会议数据的不同挖掘结果
,

主要是通过结果可视化输出

有助于参会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初步了解
“

谁是该领域的主要人员
” , “

有哪些研究兴趣小组
” ,

“

各研究人员关注点是什么
”

等问题
,

了解该领域研究的一些主要变迁和现状
,

使人们生成一

个该领域研究的概念框架
,

为知识创造营造知识的转换和提升的环境 图 所示 即为对
,

拓 的 分析之作者网络页面

在线会场不完全是一种技术支持系统
,

更旨在一种创造力支持系统
“

场
”

的理念要求

知识是动态的
,

相互关联的
,

需要人的参与
,

在线会场的人机交互功能是整个系统的关键点

目前在线会场提供静态挖掘结果并将其推送给用户
,

交互功能体现在用户可对会议挖掘结

果进行评论
,

用户不能对会议挖掘过程进行操作
,

对于有兴趣的研究人员无法实现深人挖

掘
,

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关注点 为此
,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改进在线会场的 肠 即 分析人机

交互手段
,

实现以人为主的人机交互方式
,

尝试实证互动挖掘
,

增强在线会场功能

分析工具介绍

肠溯 和 分析工具由综合集成与知识科学研究小组独立研制
、

开发的定性建模

与可视化表达工具〔” 即 采用对应分析
、

聚类分析等技术
,

则采用图论
、

复杂网络

等技术 和 分析工具 目前在名老中医思想挖掘
,

社会风险关键词抽取
,

么 巧

会议挖掘等领域得到应用 , , ” , ’
分析工具是能对定性数据进行建模

、

挖掘和可视



化表达结果的单机版工具
,

主要功能如下

读取数据文件 可读取按 主题 山韶
,

作者
,

论文标题 砷详
,

关键词集

结构组织的公 和 文件

探索性分析 对数据采用 肠眼卯 为过 。算法进行分析
,

探索作者与关键词

之间的对应关系
,

并将所有作者与关键词
、

以及它们之间对应关系投影到同一个二维平面的

坐标系统中呈现出可视化结果

聚类分析 在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提供对会议数据进行作者及关键词的 一

聚类分析
,

计算出类之间各关键词与类中心关键词 用大一号字体标注 距离
,

不同类之间用

不同颜色加以区别

优势度一致度差异度分析 了解作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及重要性

显示最佳聚类值 通过 一 算法计算出当前探索性分析下最佳聚类
,

所对

应 数值最大值时 即为最佳聚类值

选择专家 选取相关度较高的作者进行分析
,

获取更清晰的可视化结果

显示 隐藏作者或关键词 便于用户了解更结构化的信息

保存 对所有分析结果进行保存

改进 分析人机交互功能的在线会场及应用

仪刀 年
,

刀 举办时
,

提出两年之际的 仍然只能通过静态图片进行可视化挖

掘结果的推送和对挖掘结果评论的在线交互 依照
“

场
”

的理念
,

本文通过将 分析依

托在 七 技术上
,

实现 肠砚 分析的人机交互
,

用户对会议挖掘进行控制
,

促进深人挖掘

随着用户对挖掘的参与
,

可进一步丰富留言板的内容
,

引发更多的联想与思考
,

扩展大家的

思考空间
,

增强 在线交互的功能

改进在线会场的 肠而叩 分析人机交互功能

笔者通过运用 酗 技术
,

在网页 文件中嵌人 小程序
,

实现人机交

互
,

以人为主的会议数据挖掘分析
,

并将结果可视化输出 在本次改进中
,

由 向

传入数据
,

由程序调用数据和算法进行分析
,

从而实现对会议数据 分析的人机交互

以及可视化结果的动态输出 改进后在线会场的 。溯即 分析主页面如图 所示
,

包括以下

功能 显示数据信息 因弘
,

探索性分析 。砚喇
,

聚类分析 ”阳
,

最佳聚类

值
,

选择作者 侧 玛 ,

显示 隐藏作者 场
,

显示 隐藏关键词

川 卿

增强人机交互后在线会场的 城即 分析在二维平面上显示作者
、

关键词及其对应关

系
,

无背景的是作者
,

有白色背景是关键词
,

鼠标停留于某个论文作者时会显示该作者的论

文标题
,

停留于某个关键词时会显示对应于探索性分析中心的坐标值 具体结果如图 所

示
,

图中显示了 即 对 仪刀 进行探索性分析的结果
,

会议所有数据 包含作者
,

论文

标题
,

论文关键词 以及显示了作者 的论文标题

改进后在线会场 伽喇吻 分析的应用

图 是实现人机交互功能后对
,

仪 会议进行 分析的结果
,

可看出视图相



图 在线会场 肠耐即 分析页面

对分散
,

能反映会议数据信息
,

可动态选择显示更多的会议信息
,

提供相对稳定的数据挖掘

结果 图 是利用改进的在线会场对
,

以刀 不选择作者 进行探索性分析基

础上进行均值为 的聚类分析
,

其中最佳聚类为 类 见图中对话框中 值

图 改进后在线会场对
,

以 即 分析结果



图 不含作者 砚叨司匕的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图 和图 结果显示
,

探索性分析结果仅仅是给出一种可能的关联
,

严格意义下只

有通过相应的统计检验才可接受这样的关联
,

而在会议挖掘中利用探索性分析生成的可视

化视图则展现思维的一种状态
,

能启发人的联想 如通过图 可看出在 领域专家关注

点在哪
,

这对于想了解 领域的人
,

可 以很快掌握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前沿及变迁
,

以及

领域全貌 通过图 不一定能获取到该类知识的主要含义
,

但通过互动的聚类之后
,

至

少可以看到观察人员没有觉察到的一些可能存在的知识关联
,

启发其思考

人机交互功能的实现
,

用户可根据自身体验对会议数据进行挖掘
,

获取会议数据
,

自行

选择专家和聚类度
,

对数据挖掘可视化可使用户获取感性认识
,

继而可以去剖析更多信息
,

为在物理空间的会议交流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支持
,

进而产生共鸣的知识 聚类分析则可帮

助观察人员从可视化信息所反映的结构中初步找到一些规律
,

加深对 的感性认识
,

获

取一些理性认识
,

从而引发隐性知识而展开探索 显示和隐藏作者及关键词对用户获取更

结构化的信息提供了方便

总 结

改进人机交互功能的在线会场可实现 肠砚 分析的人机交互和在线动态支持
,

体现了

人机结合
、

以人为主
,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思想
,

目的在于加人用户体验
,

方便用户进行

深人挖掘获取更多的信息
,

以启迪用户的思想
,

促进与会者之间
,

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信



息共享
,

动态的人机交互过程使虚拟会场更接近于物理会场
,

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和用户

的自身体验将促进用户了解领域知识的概念框架
,

为知识的创造提供更人性化的平台
,

从而

激发更深层次的思想 改进后在线会场 分析只能用于对已有会议数据
,

下一步工作

是实现 分析的人机交互功能和在线研讨的挖掘分析
,

并将在线会场的分析技术应用

于 和博客等日常网络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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