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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的数据采集 

唐翔弘 汪林林 文 展。 

(重庆邮电学院软件学院 重庆400065)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系 成都61 0041) 

摘 要 在苯文中，将讨论使用标准Web技术——HTML、XML和Java——开发的一种基于Web的数据采集方法。 

万维网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密集的信息来源 ，但其结构使它很难用系统的方法来利用信息。夺文描述的方 

法主要是通过设定目标锚并利用 XAI AN技术在源信息里获取目标数据 ，最后生成 XML文档。这种方法可使那些熟 

悉 web最常用技术的开发人 员能快速而便捷地获取他们所需的以 web方式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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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standard Web technology—————HTML，XML and JAVA to de— 

velop a way of data Gathering based on W eb．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abundant and dense source to get the informa— 

tion．But it is hard to use a systematic way to utilize iMormation due to its structure．The way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how to setup a anchor and utilize XALAN technology to get the end data from the resource infor— 

mation．This way can make those developers who are familiar to the W eb technology get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W eb style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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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时代，快速成长起来的万维网使各种各样的公用 

信息被大量分 发。不幸的是，尽管作 为信 息主要载体的 

HTML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向读者呈现信息的方法，但它可能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从中自动抽取与数据驱动的服务或应 

用程序相关的信息的结构。 

人们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大多数方 

法会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变得不切实际：首先，它们需要开发人 

员花时间去学习一种并不通用的针对 Web的专业查询语言， 

其次，它们还不够强大到能方便的对目标Web页面进行简单 

的更改。 

本文就将从标准 Web技术入手，使用流行的 Java和 

XML技术来开发基于 Web的数据采集。这种方法即使不比 

其它专用方法更强大，也和其它方法不相上下，并且对于那些 

已经熟悉 Web技术的人来说，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 

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此方法用到的工具例如：Tidy库和 

XALAN，XERCES库都比较通用，可以从各专业网站下载使 

用。 

2 背景技术 

HTML通常是一个很难用程序手段处理的媒体。Web页 

面中的大多数内容描述与数据驱动的系统无关的格式编排， 

并且，由于要动态添加标题以及编写其它服务器端脚本，所以 

文档结构可能在每次连接到页面时部需要进行更改。又因为 

所有Web页面主要部分的格式编排不合理，所以使问题变得 

更为复杂，其结果是现在的 Web浏览器在进行 HTML语法 

分析时非常不严谨。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 HTML特殊的组织格式在数据 

采集应用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您所感兴趣的数据通常可以用 

HTML树中深度嵌套的单个(table)或(div)标记隔离开来。 

这使得抽取过程可以集中在文档的一小部分内执行。在缺少 

客户机端脚本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定义下拉菜单和其它数据 

列表的方法。HTML的这些方面允许我们在一旦拥有可用格 

式的数据时能集中精力于数据抽取。 

这里描述的数据采集技术的关键是把现有的 Web页面 

转换成 XML，或转换成 XHTML可能更适当，并使用众多工 

具中的一小部分来处理 XML结构的数据，以检索出适当的 

数据 幸好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改正 HTML页面设计的薄弱 

之处。Tidy是一个免费使用的产品，可用于改正HTML文档 

中的常见错误并生成格式编排良好的等价文档。还可以使用 

Tidy来生成XHTML(XML的子集)格式的这些文档。 

5 具体方法概述和实例 

我们用示例的方式来介绍数据抽取的方法。假设我们有 

兴趣跟踪几个月以来每5~sVN时间测得的某地的温度。如果 

没有现成的软件用于报告此类信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 

仍然拥有从众多公共网站收集此类信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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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概要说明抽取过程 

只需要很少的几个步骤，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收集我们 

信息的合适而可靠的系统。这里列出这些步骤是为了提供该 

过程的简要概述，具体的流程见图1所示。 

1标识数据源并把它映射成 xH FML。 

2．查找数据内的引用点。 

3．将数据映射成 XMI 。 

4．台并结果并处理数据。 

图1 

5．2 获取 XHTMI 格式的源信息 

为了抽取数据，当然需要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它。在大多 

数情况下，源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要从网易收集文章的标 

题和 URL，我们将使用 www．】63．COrn作为我们的数据源， 

如果要从网易上抽取旅游信息，我们会使用 trave1．1 63．COrn 

作为数据源。本文将以抽取某网站上的天气信息为例子，具体 

展现如何从繁杂的数据源中抽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在考虑信息源时，牢记以下这些要素非常重要：信息源是 

否是在可靠的网络连接上生成可靠的数据?信息源从现在起 

将存在的时间长度；信息源的布局结构要稳定。 

我们寻求能够在动态环境下工作的健壮的解决方案的过 

程中，在抽取可用的最可靠和最稳定的信息源时，我们的工作 

将是最简单的。 

一 旦确定了信息源，我们在抽取过程中的第～步就是将 

数据从 HTML转换成 XML。我们可以通过构造～个由静态 

函数组成的Java类(例如：GatherHelp)来完成这～任务以及 

其它与 XML相关任务。在本例中，我们使用 Tidy库提供的 

函数在GatherHelp．tidyHTML()方法中执行转换，转换的具 

体细节请参考Tdiy库提供的API说明文档，在这里就不在 

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方法接受URL作为一个参数并返回一 

个“XM 文档对象”作为结果。当调用此方法或任何其它与 

XML相关的方法时，需要仔细检查是否有任何异常。 

5．5 查找数据的引用点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 Web页面还是源 XHTML视 

图中的绝大多数的信息都与我们完全无关。我们接下来的一 

个任务是在 XML树中找出一个特定区域，我们可从中抽取 

我们的数据而无需关心外来信息。对于更复杂的抽取，我们可 

能需要在单个页面上找出这些区域的若干实例。完成这一任 

务的最简单的办法通常是，首先检查 Web页面，然后使用 

XML。只需要看一下页面，就可以知道我们正在查找的信息 

位于页面的中上部区域中。即使对 HTML的熟悉程度非常有 

限，也很容易推断出我们正在查找的数据可能都包含在同一 

个<table>元素下，并且这个表可能总是包含象“温度”和“湿 

度”这样的字，无论当天的数据可能是什么。 

记下我们观察到的内容，现在要考虑页面所生成 的 

XHTML。搜索“温度”和“湿度”的文本(如图2所示)说明该文 

本确实在一个包含我们所需的所有数据的表中。我们将把该 

表作为引用点或锚的起点。 

<table cellspacing：⋯0’width：“100％”cellpadding 

= ⋯0’border=⋯0’> 

<td>br<／td> 

<／tr> 

图2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锚的方法。因为我们正准备使用 

XSL来转换我们的XML，所以可以使用 XPath表达式来完 

成这个任务。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以下这个普通的表达 

式：／html／body／center／table[6]／tr E2]／td I-2~／table[2~／tr／ 

td／tableI-6]。这个表达式指定了从根(html>元素到锚的路径。 

这个普通的方法将导致我们对页面布局的修改容易遭到破 

坏。较好的方法是根据周围的内容指定锚。通过使用这个方 

法，我们把 XPath表达式重新构造成：／／table~starts—with 

(tr／td／font／b，’温度 ’)] 

S．4 将数据映射成 XML 

拥有这个锚，我们可以创建实际抽取数据的代码。这个代 

码将以XSL文件的形式出现。XSL文件的目的是标识锚，指 

定如何从锚获取我们正在查找的数据(以简短跳跃的方式)， 

并且用我们所需的格式构造一个 XML输出文件。这个过程 

实际上比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下面给出了将执行这个过程的 

XSL代码，这些代码还可以作为一个 XSL文本文件获取。其 

中 <xsl：output>元素仅告诉处理器我们希望的变换结果是 

XML。第一个(xsl：template)建立名为<xsl：apply—templates> 

的根元素以搜索锚。第二个(xsl：template)让我们只匹配需要 

匹配的内容。最后那个<xsl：template>在 match属性中定义 

锚，然后告诉处理器跳到锚所指定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尝试采 

集的温度与湿度数据。当跳到我们的目标数据后，则根据 se— 

lect所对应的目标树的级数以锚为起点开始往下对应，并取 

其值。 

t?xml version= 1．0 encoding一“ISO一8859—1”t1 

(xsl ! ylesheet version一 1．0”xmlns：xsl一 http：／／www．w3．org／ 
1999／XSL／Transform") 
(xsl：output version一“1．0”indent一 yes encoding一 UTF一 

omit-xml—declaration一 no method= xml"f、 

(xsl：template match一”／html”) 
(RESULT) 

<W EATHER) 

<xsl：apply—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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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 I) 

<／xsl：template) 
(xs1：template match一 text() )(／xs1：template) 

(xs1：ten1plate match一 table[-starts—with(tr／td／font／b，’温度 
’) ) 

<TEM PERATURE) 

(xsl：value of select一 tr／td[-2J／font ／) 
(／TEMPERATURE) 
(HUM IDITY) 

(xsl value of select= tr[-2]／td[-2J／font”／) 
(／HUMIDITY) 

(／xsl：template) 
(／xsl：stylesheet) 

当然，只编写 XSL，作业将不会完成。我们I还需要一个执 

行转换的工具。因此，我们得自己写几个函数对 XSL进行语 

法分析并执行这个转换。执行这些任务的方法分别实现解析 

XML文档和根据 XSL代码转换输出结果 XML文档。 

5．5 合并与处理结果 

如果只执行一次数据抽取，那么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但 

是，我们并不只是想知道某一时刻的温度和湿度，而是要知道 

若干不同时刻的温度和湿度信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反复 

执行抽取过程，把结果合并到单个XML数据文件中。通过定 

义一个方法比如：mergeXML()，它通过将新采集的数据 以 

XML文档对象的模式合并到原来已经存在的目的 XML数 

据文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在当前抽取过程获得的数据合 

并到包含以前抽取数据的档案文件中。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例 

如下例中连续四天抽取的温度、湿度信息，它是每天运行一次 

抽取函数并合并到已经存在的 XML文档中，以这种方式连 

续运行四天后的结果 XML文档内容如下： 

t?xml version= 1．0 encoding= ISO一8859—1H ) 

(RESULT) 

(WEATHER Retreive= ”2003—9—12 12：56：34 ) 

(TEMPERATURE)34(／TEMPERATURE) 

(HUMIDITY)57 (／HUMIDITY) 
(／WEATHER) 

<W EATHER Retreive 一 2003—9—1 3 12：56：23 ) 

<TEMPERATURE)37(／TEMPERATURE) 
(HUMIDITY)48 <／HUMIDITY)(／WEATHER) 

<W EATHER Retreive= 2003—9一l4 12：56：12 ) 

<TEMPERATURE)35(／TEMPERATURE) 

(HUMIDITY)63 <／HUMIDITY) 
(／W EATHER) 

<W EATHER Retreive一 2003—9一l5 l2：56：37”) 

(TEMPERATURE)3 0(／TEMPERATURE) 

(HUMIDITY)52 <／HUMIDITY) 

(／WEATHER) 

(／RESULT) 

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描述并证明从目前存在的 

最大信息来源——万维网抽取信息的强壮方法的基本原则。 

我们还讨论了能够使任何 Java开发人员花最少的精力和具 

备最少的抽取经验就可以开始他们自己抽取工作所必需的编 

码工具。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明智的选取可靠的数 

据源以及在这些数据源中选取与内容相关但与格式无关的 

锚，可以使您拥有一个维护成本低廉、可靠的数据抽取系统。 

并且，根据经验级别和要抽取的数据量，您可以在短时间内就 

能安装与运行它。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尽管本文以一个采取天气信息的例 

子来展示这种方法，但是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XSL文件，就可 

以为其它的数据采集项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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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48页) 

络节点，构成部件内存，如在Windows环境下由各种原语形 

成的动态链接库可作为部件内存。原语对于主动网络节点是 

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决定着封包程序的功能范围并能防止对 

节点产生有意或无意的破坏。Active IP的原语可分为四类： 

(1)环境资源访问：用于查询网络节点地址、连接状态、 

路由表、主机时间等； 

(2)数据报处理：用于对数据报本身数据更新操作。 

(3)控制操作：用于数据报的创建、发送、复制、放弃等； 

(4)节点存储空间的访问：用于访问封包程序所执行的 

临时空间 

Active IP的原语决定着封包程序的功能范围，并且能够 

防止对节点产生有意或无意的破坏，因此它对于主动网络的 

节点是非常重要的。封包程序的简洁性和执行效率都会受到 

这些原语的影响。 

采用上述的方案，将主动技术与现有网络有机地结合起 

来，可以使主动结点或局部主动网络更好地融入当前的网络 

中，从而在现有的网络上实现主动方案，为用户提供可定制环 

境，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采用主动IP选项方案后，传统的 

结点分不出主动包和被动包，也就是说它可以对所有的数据 

包进行存储和转发，主动结点则可区分主动包和被动包，采取 

不同的处理方式。 

结束语 主动网络是一种崭新的网络结构，它采用的主 

动技术涉及到编译技术、操作系统、网络技术等各个方面。它 

·76· 

使得网络可以动态地配置和动态控制，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 

性能并增加了网络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并为宽带网络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目前虽然还没有实用的产品推出，但是它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现在正在对其关键性的技术如路由、资源 

分配、安全性、开发语言和平台等进行研究，可以相信，主动网 

络已经开始改变了传统网络的概念，它对未来技术的影响将 

起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 考 文 献 

I Wetherall D，Legedza U，Guttag J．Introducing New Internet Set— 

vices：Why and How．IEEE Networks Magazine．May／June，1 998 

2 Moore O T，Nettles S M．Towards Practical Programmable Pack— 

ets：['Technical Report MS—CIS一00—1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M ay 2000 

3 Schwartz B ，et a1．Smart Packets：Applying Active Networks to 

Network Management．ACM Transanctions on Computer Sys— 

terns，February 2000，18(1)：67～88 

4 Di Fatta G。Lo Re G．Active Networks：An Evolution of the In— 

ternet．In：Proc．of AICA2001—39th Annual Conference，Cer— 

nobbio。Italy，19—22 Sept．2001 

5 Mills D L．On the accuracy of Clocks Synchronized by the Net— 

work Time Protocol in the Internet System． ACM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Jan．1990，20(1)：65～75 

6 Brunner M，Stadler R．Service Management in Multi—Party Ac— 

tive Networks．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Special Issue on 

Active and Programmable Networks，March 2000，38(3) 

7 Di Fatta G，Gaglio S，Lo Re G，Ortolani M．Adaptive Routing in 

Active Networks．IEEE Openarch 2000，Tel Aviv Israel 23—24 

March 200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