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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rch engLne has become afl ah sc,httd y necessary tool。f intorm ation retr Jeva]oil Internet． 

but in present，the search eli Jc[ency attd quality for sea rch engin e are not very good How tn make search 

engine more ellecfive，this paper analyses*he guestions in two way s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direction 

tor 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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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lniernet网络 的普及，网络 已成为人们 获得 

信息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 ，但是网络上的信息浩繁+ 

内容宠杂 ，组织松散 ，人们常常苦于查找有用信息 ，反 

而使网络丧失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 、所以搜索 引擎成 

为人们在网上检索信息的必需工具 

但是 目前搜索 i擎查询效率和查询质量并不高， 

本文就如何让搜索 引擎更为有效入手 ，从两方 面来分 

析问题所在 ．并展 望搜索引擎未来可能 的发展方向。 

1 让搜索引擎更了解你的需求意图 

当前的信息检索服务大 多是 基于关键字查找 、并 

适用布 尔运算 由用户给定需求 信息中的关 键词语 ，系 

统在数据库中查找包含关键词语的文件 ，并给出相应 

的网络地址连接 。这种方式将词语从语义背景中提出， 

以孤立 的关键字标引文档 ，割裂了原始文档中的逻辑 

语义 只用文档中的词组不能完全表达文档的含义，更 

重要的是在 茸然语言 中，有很多方 法可以表达一十询 

问的概念 ，同时一十词可 运用到多十领域 、所以关键 

字方式脱离了用户本身意图的领域背 景，使得“误解 ” 

概率增大 、导致检索结果与用户意图不符 

我们认为搜索引擎不能很好地了解用户的意图是 

目前导致搜索弓f擎效率低的根本原因之一。解决的方 

法之 一是让搜索引擎更了解用户。 

1 1 让用户更好地衰选需求 

现有的关键 字接 口不符台人们的 日常 习惯。随着 

网络的苷及 ，方 便用户的使用也会成为 一十系统成 功 

的关键 自然语言接 口的提供可以让用 户以茸然和熟 

悉的方式使 用搜索引擎 ，而且 茸然语言能更好地表达 

用户的意图和需求 ，使检索的结果更加准确 

1 2 主动让搜索引擎了解用户 

搜索 引掌的定制 ：个 性化是未来商业服务的 一十 

发展趋势 用户有各种背景 ，虽然两十用户输入同 一关 

键字，但他们想要的结果可能相差干里 ，要明确用户的 

意图．就应该了解用户的背景 ，包括他的专业、职业、爱 

好等等。让用户成为搜索引擎的注册用户 ，为他们量身 

定做搜索引擎不失为 一种方法。注册用户可以提交 自 

己的个性化信息 ，甚至 自己认为合格的结果样本 ，搜索 

引擎则分析和学 习这些信 息和样本。在为用户进行检 

索服务时 ，运用这些用户背景信息 ，对结果进行相应的 

剪裁 ，或对用户提交的查询服务进行完善 ，从而使结果 

更符台用户的意图和要求。 

面过注册机制 ，可“建立 主动为用户 提供有价值 

信息的服 务。搜 索引擎在每 次更新后 ，如果认为有对用 

户有 用的信息源，会主动通告 用户， 搜索 引擎 还可以 

为每 一十用户维护一十“最有价值信息源 列表 ，方 便 

用户使用 同时通 过反馈 ．用户还可 以修正 系统 的行 

为 。 

但是搜索引擎的定制 涉及机器学习和^工智能方 

面的知识 ．只有这方面的技术有 所突破 ，这种搜索 引擎 

才可能实现 ，并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 

2 让搜索引擎更好地理解信息 

目前搜索引擎对信息的筛选 ，主要依赖关键 字，它 

认为含有特 定关键字的文档是有效 的。这就好 比一十 

卖挂毯的商人，他在进货进行筛选时，只看见挂毯是否 

有某种颜色．而看不见图案 ，而用户往拄注重的是有某 

种颜色的图案 ，他们更注重图案 。如果挂毯商人不 能看 

到用户能够看到的东西 他如何满足市场?搜索Bi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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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正相同 拽，fJ看到 个文捎 ， f、 趸仪 Ⅻ道它含 的 

阿语 ，还 J’解这些 语正爿j末说叫什么．r而搜 索引擎 

知道文档中 有的旧语 ． 不能 知道 这些l司语正设崩 

来说明什 幺。由干搜索引擎与用户的选 种差异 ，使得用 

户与擅索引擎z问存在理解障碍。为改善这种情况 ，就 

要让搜索 引擎 解更 多的f言息，而不仅仅是关键牛 解 

决这种问题拘途径有两 个 

提供特定领域 的信 息俭索服 务 由搜索引擎 决定 

信息背景 ，这就是专业搜索引擎 ．你得根据 自己的需要 

对搜索引擎进行选择。专业搜索引擎针对某 铜域 ．主 

要满足特 定专业人员的需求 ，所处理 的f言息语 义背景 

明确 ，系统易于建立相关专业的知识库 ．便于进行页面 

的内容分析，而且用户群的需求也相对 明确 ，这些都能 

提高搜索引擎的质量和数率 。通过反馈和多种服务 ，也 

便于用户之间的交流和 作 。由于 只针对一个专业，系 

统会更加实用、更经济、利用率更高。 

将站点归娄 比妇在一个商业 站点 ， CAD“很 可 

能是用来说明一种产品 ，而在另一个研究站点 ，它很可 

能用来说 明 目前的研究方 向。如果用 户正在查询有关 

‘℃AI)”的技术资料 ，那第 二十 站点更 符合 月j户的需 

求 

通过挖掘站点 的特征 ，能够发展特定站点类型 的 

搜索引擎 ，比如高校搜索引擎，商业站点搜索引擎等专 

门的搜索引擎 。这种搜索引擎在检索部分站点上的 信 

息 ，内容上-T会过于庞杂和松散 

5 搜索引擎之间的合作 

搜索引擎之 间需要相互协作 由于各个搜索引擎 

的覆盖范围有限，同时各个搜索引擎的覆 盖面卫不相 

同，可 在行1、搜索引擎之间建立 作关系 ，如果在 

千搜索 iI擎中拽不到 莳意的结果 ，可 通过此 搜索 引 

擎向越j乜搜索引擎提 出请求 ，得纠结果后，处 返 给 

用户 目前 这种搜索引擎之 间的台作 已经 开始 ，如 

Googlt 世f 查询时 ， 会将削 户的请求发给 苴乜的搜 

索引擎，用户可 浊过 击连接 ，直按进入其 勉搜索 『 

擘的结果页面中 但是如 备个性索 引擎仍然 只侄有 

限 的范 围 内进 f r音作 ，划效 果 不 大 目前 叫络 的 

w 页面超过 J 8亿 ，而有 调查显示现 在最 强的搜索 

引擎的覆盖宰 也不超过 l6 我“J想如 果几个搜索引 

擎建豆了协作关采，就可 划仆 负责检索的 -p范制或 

专题领域 ，这样总的覆盖面可以做到最大 ．免分 利用资 

源 。 

H络的发展给搜索引辈提 m 了严 峻的挑战 ，为 r 

满足用户的需要，提高搜索引擎的质量和效率 ，要综 合 

利用 各项 技术，并利用最 新的技术 ，包括人 工智能 技 

术、信息检索技术 数据库技术等 ，开发出智能 高I敌的 

搜索引擎 总之搜索引擎是一十较新的领域 ，充满挑战 

和机会 ，有相当的开发潜力，这 之中有很多技术等待我 

们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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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使自动答疑机为学生提供 回答问题的参考材 

料。 

结论 lnteraet／lntranet XML以及 c／s技 术的 

成熟丑应用的 日趋丰富 为基于 XML的标准课件应用 

平 台的研究和设 计提供 了一个 理想 的计算环 境 ，而 

IEEE LTSC标准的制定 又为 网上教学系 统提供 了一 

个规范标准 。本文详细描述 了一个基于 XML的标准 

课件的定义，以及课件基于 XML应用平 台的设计 ，包 

括课件 的管理和 基于课件 内窖的检索等方面的研 究与 

设计 其出发 点是集成已有的技术和标准 ，提 出规范和 

提 出标准 课 件的 概念和 结合 XML的设 计，同 时对 

IEEE LTSC标准 中关于 课 件的 Metadata的定 义用 

XML技术实现。我们最终的 目的是使远程教育系统发 

展成一十结 合最新技术，符台国际标准、与具体系统平 

台无关的协同应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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