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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earch engin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OOl for Web information retrieval，data mining may 

discover knowledge in large data．With the era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of media，Web data mining is becoming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By combin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ology with data mining technology。a prototype system 

of search engine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is paper．It can group Web search results in a semantic，online and 

tree way，in order to help users find relevant Web information easier and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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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ww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信息交换、共享而发展起来的 
一 种Internet应用。www 上的信息量一直呈爆炸性增长，据 

最新调查和统计，2003年 www上的网页数目将达到8O亿， 

全球互联网用户将达到3．6亿。人们上网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 

信息n]，然而网上99 的信息对99 的用户是没有价值的，因 

此Web信息检索(Web Information l~etrieva1)就成为一个很 

重要而又很困难的问题。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如Yahoo、Infoseek、Ahavista、 

Google、Excite等，是目前Web信息检索的主要工具，大约有 

85 的用户通过搜索引擎寻找自己需要的Web信息。大部分 

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机器人程序，在全球范围的 

Web服务器上定期搜索网页；将搜索到的网页进行分析、整 

理，提取关键词后，放入搜索引擎的索引数据库中；用户向搜 

索引擎的界面输入关键词进行查询。然而这些搜索引擎还存 

在很大局限性，据调查，有超过45 的用户表示使用www 

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非常困 

难乜]。搜索引擎虽然对于www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但是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搜索引擎也暴露出以下一些不 

足： 

1)网络资源的发展，使得搜索引擎能够检索的范围越来 

越小； 

2)Web是一个动态增长的信息源，但是搜索引擎不能及 

时反映这种变化； 

3)搜索引擎面对的用户多种多样，而用户的信息需求、知 

识背景和兴趣各不相同； 

4)对于用户来说，用户检索到的有用信息经常淹没在众 

多的无用信息当中。 

数据挖掘(Data Mining)旨在提取数据中隐含的、未知 

的、有用的、不一般的模式或知识，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KDD：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数据挖掘的 

数据源可以是一般的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也可以是非数据库 

系统中的数据。数据挖掘的结果是概念化的知识t这些知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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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但高于数据。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各种媒体的数字 

化，Web数据挖掘(Web Mining)逐渐成了一个研究热点。 

聚类(clustering)是数据挖掘的基本形式之一。按照数据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数据划分为若干组(组内还可以再分 

组)，同组的尽量相似，不同组的尽量相异，这种对数据进行自 

动分组的方法称为聚类[5]。聚类与分类(classifying)不同：分 

类是一种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其类别是根据应用 

的需要事先确定的，根据表示事物特征的数据可以识别其类 

别；聚类是一种非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其类别 

不是人为指定的而是分析数据的结果，聚类完全由计算机自 

动进行，不需要人工干预。聚类通过比较数据的相似性和差异 

性，能发现数据的内在特征及分布规律，从而获得对数据更深 

刻的理解与认识。 

信息检索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可望使搜索引擎 

上升到新的高度，使普通用户也能很容易地在www上找到 

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把新的Web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搜索 

引擎中去，为Web信息的利用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将会引 

起搜索引擎业界一场新的革命。因此，进行基于www的聚 

类引擎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基本思想 

Web信息检索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前沿课 

题，探讨Web信息检索的精度及易用性，如何充分利用数据 

挖掘技术(本文采用聚类方法)，使搜索引擎上升到新的高度， 

从而方便用户很容易地在www上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 

息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采取的基本思想是希望通过聚类方法自动组织搜索 

引擎的搜索结果，方便用户发现真正需要的Web信息，如图1 

所示。 

图1 基于www 的聚类引擎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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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而没有对整 

个www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原因是．因为www数据规 

模巨大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信息与垃圾混杂、知识与谬误 

共存。由此可见．搜索引擎在这里实际上起到了对www数 

据进行过滤的作用。所以，对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进行聚类更 

有效、更可行。可以说．我们是想把Web数据挖掘技术与搜索 

引擎相结合．从而构建一个基于数据挖掘的搜索引擎原型系 

统。该系统既可用于各种专业性的搜索引擎，也可扩展为通用 

搜索引擎。 

5 具体实现 

基于www 的聚类引擎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www环 

境的复杂性(分布、自治、异构、动态)和www数据的复杂化 

(不规则、不精确、不稳定、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 

基于www的聚类引擎应该是：语义的、在线的和树型 

的。我们研究内容的核心是一种语义的、在线的、树型的Web 

信息聚类方法。 

语义的聚类是指：根据信息的内容(语义)进行聚类，使之 

能够直接汇聚具有指定特征或含有特定内容的信息。聚类后 

赋予每个类一个关键词组来简明且准确地概括类内信息的共 

同主题(topic)，使用户看到关键词组就能了解这个类的内容。 

类与类之间应该允许重叠，即若某条信息涉及多个主题则可 

以属于多个类。 

在线的聚类是指：即时(just—in—time)响应用户的聚类要 

求，迅速提供最新的聚类结果。树型的聚类是指：按照类与类 

之间的联系将所有的类组织成一棵树(tree)的形式。树中的 

每个结点都对应一个类，一个结点(类)的子结点(子类)就是 

在其主题范围内的那些结点(类)。 

我们把这种新的 Web信息聚类方法简称为SOTC 

(Semantic Online Tree Clustering)。基于 wWw 的聚类引擎 

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i 聚类5j擎 1 

l 元搜索；I擎 

图2 基于 www的聚类引擎系统结构 

系统的输入是用户提出的查询(query)，其输出是聚类之 

后的相关Web信息，中间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数据获取、数据 

清理、词组提取、确定基类和建聚类树 具体步骤如下：(1)数 

据获取：系统通过元搜索(meta-search)进行数据获取，即将 

用户提出的查询转交给多个搜索引擎．依靠搜索引擎得到相 

关Web信息的列表；(2)数据清理：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一 

般包括相关Web信息的URL、标题和摘要等，所谓数据清理 

就是将Web信息的标题和摘要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文档”，以 

这个“文档”来表示Web信息的主要内容；(3)词组提取：即是 

对“文档”进行关键词组提取，这是“语义的”准则体现；(4)确 

定标识：标识也称基类．就是以词组为中心，将与词组在语义 

上的相似度高于某个阈值的所有文档聚集在一起所组成的文 

档类；(5)建聚类树：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方便用户浏览与查找 

各个文档的类．以缩短Web信息的浏览距离。 

SOTC的Web信息聚类方法是语义的、在线的和树型 

的。其中，“语义的”准则体现为：以关键词组作为文档特征、基 

于语义进行文档聚类和以关键词组来标识类；“在线的”准则 

体现为：多线程两级并行元搜索、以Web信息的标题和摘要 

作为文档和利用后缀数组进行关键词组提取；“树型的”准则 

体现为：将所有的类组建成一棵树的形式。 

小结 我们结合信息检索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设计并 

实现了基于www的聚类引擎系统，使其能够以语义的、在 

线的和树型的方式对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进行聚类。Web信 

息检索和数据挖掘在未来还会继续迅速发展，如XML格 

式[6]Web信息检索与挖掘、Web信息自动问答系统[7 等等都 

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将在后续工作中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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