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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宏恩周龙骧 P 1) 
(中国年季学院数学所 北京 100080J ’ 

要 Internet巳成为人类知iR海洋的全球最大计算机网络。本文介绍了Interaet的沿革及其 

接 口．并展望了今年的工作。 ． 

一

、Internet 

Internet这个被莉：为人类知识海洋的垒球最大 

计算机网络．其产生多少出乎人．盯的意料，它不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研究工作成果，而是由需求驱动开发， 

其成功不得不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戚就之一。 

从 ‘4"M点互连的ARPANET，到 目前遍布垒球 90 

多个茸家和 地区的 Internet，几乎所有的问培思想 

都从这里产生，Internet的厉史就是一部计算机同 

培史．Internet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实验室阶段(1969~1985) Internet由其前 

身ARPANET演变而来。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意 

识到计算机即将对教育、军事等各个预域带来巨大 

冲击F决定资助一个实验性的网络，以试验远程计算 

机之 间的信 息 交换。这就是 ARPANET 计 划。 

ARPANET因其资助单位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 

(Advanced Resem'ch Pro c协 Kgency)而得名。 

1969年 9月 2日，ARPANET 正式开通，当时 

只有 {个接口请息处理署(IMP)，有幸成为这 4十 

ARPANET首批节点的机构为 斯坦福研究所、加 

州大学圣大巴巴拉分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犹他 

大学．这 4个IMP的开通与各闷点间的信息变换 ． 

标卷着 ARPANET 的诞生． 

1972年 】0月在首届计算机与通信国际会议上 

ARPANET公开亮相，当时有 1-000多名与会者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观看了 40台左右的楚端访闸 

ARPANET上位于不同地点的大型计算机的情况． 

演示的高质量使得当时的与会者相信这一 完美无 

缺 的技术很快就会成功地运作．但实际上某些计算 

机和终端仅在演示前才入网．井未经过周密的测试。 

到 1976年 ，ARPANET承担 了大 部分 的羹 国 

目防帮同络通信量，并移交给美国国防繇，置于美国 

国防通信局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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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规模的增长．网络的功能也不断地被开发 

出来-除了被广泛应用的电子邮件emall之外，如消 

息广播．f【p-telnet l厦 USENET的新闻系统也相继 

投人使用．网络的应用不再仅仅限于计算机的研究， 

已开始步^人们的日常生括。 

1983年 ARPANET被分利成两个独立的帮 

分 用于军事目的的MILNET和后来演变为 Inter— 

net的民用网． 
一 2 基本建设阶段(1985~1990) 8O年代中期， 

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 

全美建立了 6大超级计算中心，井赞助了一十直接 

连接这些中心的主干 网珞 NSFNET，允许研兜人员 

访问 Inter~et进行信息共享。这一举措艟大地推动 

了Internet的发展。逭 6大超级计算中心是：J0hn 

von Neumann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圣地亚哥超级 

计算机中心、美国国立超投计算应用中心、康紊尔国 

家超级计算机研究室、匹技堡超级计算机中心、目立 

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计算部分．连接 6大超级计算 

中心的 NSFNET锻大地促进 了 Internet主干的发 

展，研究人员不但能很方便地利用鄢些超级计算机 

资源，而且可以得到Internet上的所有服务。为了使 

更多的机柑入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还为许 

多地区提供了启动基金． 

这期间，美国全 国范围内的高速同络 主千快遣 

彤 成，为 Internet在世界范匿内的飞建发展奠定 了 

坚实的基础。 

3．飞蘸发展 时期 (1990~ ) 进人 9O年 

代-Internet开始在世界范碉内飞建发展-据有关资 

料统计。Internet以每月 5o万台的人同量在增长．以 

这样的建度．刊 2010年前后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都可 

以通过 Internet进行交流，遮不得不说是惊人的。 

现在 Internet已遍 布垒球包括 我国在 内的 9O 

多十国家和地区，国内连A Internet的 网络有包括 

北大 、清华和中科院三十子同、中国教育科研同 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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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和邮电部的 ChinaNET。以及最早入网的中科院 

高能所的结点。 

随着 Internet规模 的增长 ，它的发 展也面 临着 

许多难题。其中安全性和检索能力是用户最为关切 

的『可题 。先前我们对同络安全认识不足 ，现已有迹象 

表明我们入同的机器也面临着非法入侵的危险．这 

一 点希望能够弓f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检索问题关系 

到秘们如何用好 Internet。Internet好比人类知识的 

海洋。如果我们不能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的信息检 

索能力，删用户要查找信息，就好比大海捞针，这势 

必极大地阻碍]nternet的普及和发展。 

近几年来。]nt~net的惊人增长因素是多方面 

的，除了政治上克林顿敢府信息高建公路计划的促 

进作用之外，环球 同 WWW(World Wide Web)的兴 

起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 ． 

=  W W W  

一 提及 Internet．我们不 得 不谈 到 wWW(或 

3W，Web)，因为www 已成为目前 Internet上最受 

欢迎、最为流行、最新的信息检索服务程序。www 

是在 Internet的硬件联接基础之上 ，通过软件上 的 

超链接(Hyperllnk)将同络上的各种信息资镉【连接 

成一十虚拟的同，Web上的信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无所不有，如田形、文本、声音、动态田像等等，这些 

多蝶体信息通过超链接组成超文本格式，用户可以 

通过 www 上相应的服务程序应用统一 的图形用 

户界面(GOD。同上的信息费潭形象生动魑展现给 

用户。极大地方便了用户对同络上信息资源的查找． 

这也是 Web以每年 2o倍的建度增长的重要原因。 

www是第一十真正的全球性超媒体同络． 

1．WWW 发展苘史 

www 这一项 目最韧是为了开发一十跨计算机 

平台、跨地域、垒球范围内易于访同的分布式超媒体 

系统，最初设计并无过多的计算机专业^员参与．但 

却取得了惊^的成功。有关www 发展的一些重要 

事件如下： 

· 1989年 3月 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 

的科学家 Tim Berners-Lee首先提出了 www 这一 

新氍念，目的是为了方便CERN的辩学家进行学术 

交流。原先 CERN 的研究多在相距根远的异地 进 

行，要进行一次简单的学术活动，通常得运行福 多不 

同的软件，对于科学家们来说非常不方便，于是寻求 
一 种方 法让世界吾地的研究小组能够掘快根方便地 

共享最新的研 究信息。 

· 1990年 1O月 项 目的建议得到了 CERN管 

理部门的鼓励并进行了重新规划，Robert Cailllau 

成为另一十台著者，WWW(World Wide Web)这 一 

名称梭正式确定下来 ． 

·1990年 11月 最韧的 www 原型在 Next 

平台上开发成功。 

· 1993年 9月 www 的酒信量达到 NSF主 

干网的 1 。NCSA发布通用平台如 X，PC／Win- 

dows和 Macintosh上的Mosaic澍览器工作版本． 

· 1993年 12月 www 获 IMA奖 ，许多新阿 

媒体对 Interner和 www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1994年 1月 O’Redly，Spry等公 司宣布 

“Internet in a box 产品．将 Web寻f人家窿。 

·1994年 3月 web上著名的谢览程序 Mo- 

aBic的刨作者 Marc A~reeSsen与其回事离开 砷c- 

SA组建 Mosaic通讯公司(现在的 Netscalse公司)． 

·1994年 5月 25~27日 第一届 wwW 国际 

会 议在 日内瓦 CERN 召开 ，主嚣 为 Woodstock of 

theW eh 

· 1994年 8月 在渡士顿由 CERN和 NCSA 

创建了国际www 会议蛋员会IW3C2． 

·1994年 1O月 l6～20 13 第二届 www 国 

际会议在芝加哥召开．主题为 Mm~ie and the web 

· 1995年 4月 第三届_www 国际会议在墓 

国 的 选 特 茅 斯 召 开 ，主 题 为 Tools andApp- 

lieatlons 。 

www 的历史呈盟，但其发展却非常迅猛，近两 

年来 www 已成为访问Internet资源量为疽行的 

手段，www 服务器也以每年 2O倍的建度增长 ，据 

统计 目前总数已超过 1．5万台．佩时一股巨大的 

www 矸究开发热潮也正在兴起，每年两次的世界 

www 大会即可窥见一斑． 

2．WWW 的瑰状殛未来 

www通过超链接将 Internet上的各种信息费 

源有效地组织起来，用户酋簪在统一的界面上对各 

种资源进行访 闻。正是这样，www 才得以迅猛 的 

发展．各十层次的用户把包罗万象．形形色色的信息 

链入 www．www 报快成为涪翰的知识和信息的 

海洋。正如 Internet一样．Web的发展也处于无政府 

状态，虽然有一些组织在管理和协调，但巨大的信息 

增长，特别是多媒体信息的弓f入，使得对 Web的访 

同有时并不像先德^们想象的那样便掩，有时甚至 

会迷失方 『司． 

除了应对同上的 信息提出一十新的分娄标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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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如何开发出更能满足用户需求 的功能更强大的 

信息 浏览和检索工具．也是 Web发 屉所 面临的难 

题 。 

lnternet为我们提供的服务 是多种多样 的，如 

email，telnet．ftp，News．USENET等等 。其中两类基 

于 www 的软件为我们更好地利用 |nternet提供 

了强有力的工具 ，这就是洲览器和检索工具。 

三、浏览器 

浏览器是这 样一类接口程序 ，它们将用 户给 出 

的URL(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上的信息以相 

应的格式展示给用户，这些信息多半是由超文本标 

记 语 言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编 

写的超文车信息，用户可以通过这些超文本上的超 

链接访问其它相关的信息。超文车标记语言可以将 

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多媒体信息编辑在一起，用 

户得到的就是一十丰富多采的多媒体界面 。 

浏览器也是由字符型转向超媒体形式的，下面 

介绍现在较为流行并且比较有特色的几种嘲览器； 

1．Mosaic 是 NCSA的 Marc Andl~eesoB等人 

开发的一十超煤体的谢览程序．已成为事实上的浏 

览器标准，现在已超过 2，000万份的拷贝。 

NCSA Mosaic这一软件是为在Internet上查寻 

和检索信息而设计的一十分布式超媒体系统，为不 

同的协议、数据格式以盈遍布 Internc~的信息服务 

器提供 了统一的界面。用户键^的 URL包括三十 

部分·读取相应数据所用的协议和方法、服务器的地 

址及文件所处的路径．如 http；／／WWW．ncsa．niue． 

edu／SDG／Software／Mosaic／Metalndex．html。其中 

http标明读取这一数据是应用超文本传j鸯协议 http 

(Hyper Text Transport ProtocoD：_1 w·nc3a·uiuc· 

edu指文件所处服务器的地址是 NCSA的 Web服 

务器‘而其余的部分给出了所要读取的文件在服务 

器上的路径。Mmaic不仅支持http协议，而且同样 

支持 “p，telnet，gopher等其它协议，选样用户就可 

以在统 一的界面下 ，对各种服 务器上采用不同协议 

存取的数据进行访问。Mosaic的主要持性有： 

· 可显示纯文本和超媒体图形 图像信息 友好 

的图形用户界面} 

· 可记录并标记用户已访问过的信息} 

· 对用户重要的或经常用到的文挡可通过热点 

表进行快速的存取’ ‘ ． 

· 提供了同一文挡中和遗布 Internet的搜索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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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对 Internet上任何地点的文档用文字或 

声音进行标记 ； 

· 完全支持基于 TCP／IP的通讯 ； 

· 对任意的 Viewer和其它数据格式可容易地 

扩展 。 

Mosaic的开发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访问 

Internet的方式．先前用户要应用不同的软件和繁 

杂的龠令实现所需 的功能，现在只需 在统一的图形 

用户界面下，用鼠标来敲击相应的按钮即可完成-一 

切都变得那么简单，正因为这样 Mosaic取得了极大 

的成功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2．Netscape Navigator 是建立在 Mosaic漠型 

上的 Web浏览器 ，由 Netscape通讯公司开发 ，该公 

司 由 Mosaic的原开发者 Marc Andreessen同 SGI 

公司的创造人James Clark于 1994年5月共同刨建 

的 ，今年该公司的股票一上市就创造了一十奇迹 ，当 

天就使资金只有 1，700万美元的小公司一夜间便成 

为一十 2o亿美元的新巨人-价值足足增加 100多 

倍．年仅 24岁的 Andreessen本人 也成为继 Eill 

Gates之后 ，美国青步年的又一新偶象。 

Navigator是 Andreessen离开伊利谱依大学 

后．对 Mosaic进行进一步改进后面推出的更为精致 

的 Web浏览程序。它除了保 留Mosaic原有 的特点 

之外 ，还克服了 Mosaic的一 些不足 。Navigator的一 

大优势就是加快了信息传j鸯的速度-首先传进文本 

信息，推迟图形，图像等多媒体信息的传j鸯，在有图 

形的地方留出一十标记 ．文本传送完毕后就可以抿 

据已看到的信息去选择所需的桂接。这样用户就不 

必象 Mosaic邢佯非要等到整个超煤体文件都传送 

完毕 ，才能看到文本和图形信息，然后再根据用户意 

愿击访 问其他的超链接．这不但加快 了用户 的检索 

速度而且减少 了不必要的信息传进。这一改进使 

Navigator在现有的浏览器中表羁出了最好的速度 

优势。据{刚试 Navigator的平均下载速度要 比Mosa- 

ic快一倍以上，这同图形等多媒体信息与整十文件 

的比例有一定关系，Mosaic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改 

进 。 

Netscape Navigator的 另一聪明之举在于它蒋 

Web上的另一粪强有力的检索工具的 URL列入它 

的按钮之内，用户可以很方便地通过 Navigator击 

利用遗些工具进行信息搜索 。 

3．Hot Java Mosaic和 Navigator所代表 的一 

类浏览器 ，展示给用户 的信息多是静态的不可交互 

的 ，并且要求用户要安装一些其他 的应用程序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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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相应的图形和图像数据 

Sun公司推出的 HotJava(热咖啡，据说因开发 

人员在工作中多饮用热咖啡而得名)使 Internet 活 

起来 ，它在 Mosaic建立的 Internet浏览技术基础 

上进行了扩展 ，将静 态的数据转换为动态的应用以 

实现浏览器任意动作的能力，用户就可以实现交互 

式的动态应用，如交互式广告和千性化的报纸等。 

另外，HotJava为用户提 供 了存取这些应用的 
一 种新方式，软件在同培上透明地移动，无需 安装 

软件，用户所需要的软件会自动装人你的系统，这种 

透明地获取应用程序的能力大大解除了固定的媒体 

类型 ，如图像 文本的束缚 ，使开发者可以 自由发挥 。 

HotJava拥有这些动态特性潭于它是用一种叫 

做 Java的新语言编写而成。概括地说，Java是一种 

简化的，安全的可移植的 C̈ 语言 ，该语言是分布式 

的、可解释的、动态的 ，并且具有神经元的体系结构 ， 

用 Java编写的代 码就可运 行于不 同的 CPU平 台 

上 。 

HotJava与 其他 的 浏 览器 的本 质 区刷 在 于 ， 

HotJava本质上无需另外一些浏览器拥有许多具体 

的固定装配的知识，不必利用这些知识来识别数据 

类型、网络协议和阿络导航的行为。它可以在应用 中 

不断地 自动升级，不但可以使静态的数据动起来，而 

且为添 加新的功能提供了极大 的灵 活性 。Ho．tJava 

这一优势是因为 Java语言将要谢览和演示 的数据 

与运行它们的小应用程序Applet关联起来，当Hot． 

Java发 现用户的系统最有这些 Applet时，就会 自动 

地从远程服务器上将 相应的 Applet自动装配到用 

户的系统上，用户不必担心没有安装必要的软件。为 

了加快访 同速度，HotJava可以推 迟图像和 Applet 

的读取。 

HotJava在人机交互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改 

进。 

4．WebFORCE 在各 大计算机公 司相继推 出 

自己的 Web产品之时 ，以图形功能见长的 SGI公司 

也不示弱．推出了 WebFORCE的 www 解决方案， 

它包括 SGI的高性能图形工作站等硬件产品 ，以及 

NetseapeNavigator的辅鼬 刨怍工 具 WebMagic．它 

们为用户制作 Web上的主页 (Home Page)提供了 
一 十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动态 WYSIWYG HTML 

编辑器。先前用户制怍 Home Page只能用支本编辑 

器来制怍，而选种工具使用户 以所 见即 所得的方式 

直观形象地编辑 HomePage，并可很容 易地 加入声 

音 、图像等多媒体信息。 

同样 SGI公司也在 HomePage的三维立体化方 

面进行 了尝试 ，用户可以看到富于真实感 的三维的 

HomePage，其中的一些三维实体可做成超链接 ，用 

户可 以通过敲击 相应 的实体来访问其他相关的信 

息 

除了浏览器以外，www 上另一类有力 的工具 

就是搜索／检索工具 。 

四、检索工具及其它工具 

为了更好地帮助用户在浩如烟海的 Internet上 

查找所需的信息 ，开发出了很多索 引和检索工具 其 

中比较著名的有 

· Lycos 由卡 内基梅隆大学 开发，据称 已对 

Internet的 91 进行了索引，待为 Internet的目录 
· WebCrawler 由 华 盛 顿 大 学 的 Brian 

Pinkerton开发 。 

还有 Wodd-Wide Weh WOrlTt、Harvest Broker、 

Discovery等。 

这 些 工 具 的 基 本 构 成 有：搜 索 器 (search 

engine)，负责决定整十工具的行为 ，如决定下一步 

搜 索 鄣一 千 文 件，并 激 活文 件检 索}数 据库 

(database)对搜索到的有关信息做出索引，井记录有 

关的链接，将它们 一定的顺序记录下来 ；Agent负 

责在搜索器指 引的方向下从 网络上检 索相应的文 

件；查询服务器 Query Server负责处理用户以关键 

字等方式要求的查询请求。 

这类工具对用户给出的以关键字方式的查询请 

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地址，并对它们以某种方式进行 

排序 。 

由于Internet上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尽管这些 

工具不断地对嗣上的信息进行搜寻，以保证它们数 

据库中的信息的新鲜和可靠，但由于信息的庞杂和 

飞速增长 ，这一点是报难做到的。 

另外 ，虽然关键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用户 

的查询意愿，但由于每十人的表达方式和知识范围 

的不同，检索工具给出的信息并不扼完全满足用户 

的需求 ，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偏差。 

另一粪工具软件是信息检索软件，它们加入了 

字典转换成份，可以对用户给出的关键字进行相应 

的转换，这类轼件多应用于电子图书馆． 

迁有 IvlIT煤体实验室的 Hery Lieberman设计 

了一十辅助谢览软 件，它通过监视用户浏览 Web的 

行为 ，倚测出用户的意图，并根据 自己的_知讽给出相 

应的建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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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的需要．敷据复杂性使得需要更多的领域 

知识，巨大的敷据库对算法的效率提 出更高的要求， 

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信息种类(如多媒体信息)需要新 

的发现方法 t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 多种发现策略协 

作．对杜会领域、商业领域的数据库的发现要当心可 

能是违法的。 

自主 性 (Autonomy)和 昔适性 (Versatility)是 

KDD系统所追求的两十标准 ．自主性要求更多的领 

域知识 ，而普适性则要求相对地领域无关。这种看上 

去的不和谐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首先．一些领 

域知识，比如敷据}葭赖，是可以从数据库中自动提取 

的。其次，我们不站设计更好的算法从用户那里得到 

知识，这 自然需要功能强大的交互式工具 。再次 ，多 

重发现的各种结果及 阶段知识都可用来指导进一步 

的发现 ． 

数据库中的敷据，尤其是非敷值型的数据，报难 

给出一种蔓占切的表示使之在敷据空问中有合适的位 

置 。而且 ，由于敷据的随机性和敷据同的相对弱关 

联 。敷据空间可能呈现出稀疏状态。这些都影响发现 

的准确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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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这类 帮助用户查询和检索的工具也是当 

前研 究开发的热点，很多软件也正在不 断地开发和 

完善之 中． 

逸里 ，举一十简单 的伪子 。当用户在]nternet上 

查拽信息时，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知要找信息 

的 URL，遍 时比较简单，只需运行相应的浏览器，键 

入 URL即可 ，如要浏览 wⅣw 国际会议的相关 信 

息．其要输入 http：／／ w．elsevier 1／cgi-bintlD／ 

www94，然后通l过超链接进行谢览并可将需要的论 

文和相关信息拷贝到 自己的用户中。 

另一种情况是不知道 URL地址．这时就需要 

借助一些检索工具来拽出相应的 URL或其它线 

索。上文提到的工具都可做到连一点 ，用户可以利用 

这些检索工具 ，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就可得到有关的 

URL或其他帮助信息。Nctscape公司将一些常甩的 

检索工具做成 了一十文挡．用户可 以通过访问这一 

文挡来撒发相应的工具．其 URL是 htto ／／WWW． 

net~cape．corn ／home／internet-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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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后工作 

Internet的用户接口除了应在用户的视觉效果 

和可用性方面要进行改进之 外，关键的是要智能化 。 

因为 ]nternet的巨大的信息量使得一十人穷尽其一 

生也是无法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开发出具有智能 

化的接口．为用户用好]nternet提供帮助。． 

自然语言的接口是很有必要的，不仅是对用户 

查询的理解 ，而且要对同上的文章进行理解，这样才 

能更好地同用户的意息相 匹配 ．速种 自然语言理解 

能力并不需要十分强大，但却是十分必要面有意义 

的。此外，对网络上新信息的学习和发现能力 ，也很 

重要。 
L 

总之．我们如何把 A1、DAI和相关学科中的-二 

些有用的方法栩知识应用到 Internet过一飞速发艉 

的翎域中，在弓I进技术、引进人才之后如何更好地利 

用高科技弓f进信息为我所用，是我盲丁面临的一十谭 

题相挑硪。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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