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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搜索引擎研究 
A Survey of Meta Search Engine 

张卫丰 徐宝文 周晓宇 李 东 许 蕾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南京 210096) 

Abstracl W 】th the explosive lncrease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peo— 

pie to 1。。k up informati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W eb search engines overcon]es this problem in some 

degree However，because different sea rch engines use different mechanisms-scope and algorithms-the 

repetinon 0f the search results for the$anle query is n0 more than 34 If wish to get retativly full· 

scale．accurate search results，multi search engines should be used and the meta search engines Occu r Ir, 

thts pape r．themeta search engines are surveyed Atfirst，the history-the principles andthe elemems of 

the meta sea rch engines are discussed Then，the  related creteria of the meta search engines are analyzed 

and sevt-ral typical meta search engines a re compared Finally，0n this base．the trend of the meta search 

engine is int 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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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 期 的 ARPANet 到 目前 的 Internet，互 联 刚 

的技术 与应用都在超常规飞速发展 互联网 上的信 息 

也越 来越多、 此迫 切要求 呻p信 息检索工具 l991 

年 ．XWAIS提供 了 个界 面友好 的信息搜索 系统 ，但 

是这 个系统要求报特殊的文件格式 在同 一年 出现了 

另外 一个信息检索系 坑 G0pHER．GOPHER 一时成 

为虽为 流打的{盘索工具 。由于 GOPHER仍基于字 符 

界面 ．一般的 联网用户还是很少使 它 。真正 让互联 

网普及 的转机 I{J现在 1393年 ．当年美倒国家计 算机安 

全协会 NCSA推出第 r个基于 Iq'I MI 语言的可 以浏 

览图形的洲览器 Mosaic．普通 户 而可 以方便地使 

用 互 联 I到 次 年，羹 吲 网景 公 硎推 卅 免 费 浏 览 器 

Netscape．从 而使得 HTM1 为格式 的信 息迅速 膨 

胀 。差不多同时 Yahoo公刈推出基于 目录的信息检索 

服 务 ．然而这种服务还不 完全具 备通常意义上搜索引 

擎 的功能 是年春天 ，M Mauldin将 J．Leavitt的 网络 

蜘蛛”(spider)程序接人到索引程 序中c 4-~l并研制成功 

了 Lycos．这是第 十真 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 

根据专家 的评测．目前主要搜索 引擎返 州的相关 

结果的 比率不足 { ．而且 由于所采用机制 、算法 与 

适用范倒等的不同．导致同 一十检索请求在不 同搜索 

引擎 中的查询结果 的重复率不足 34 因此 ．要想获 

得一十 比较全面 、准确的结 果．就 必颓反复调用多十搜 

索引擎 。元搜索 引擎的出现 ，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这些 问题 。为了与元搜索弓I擎区别起见 ，在下文中所指 

的独立搜索弓f擎均为基于崮特网的搜索引擎。元搜索 

引擎通过调用其它独立搜 索引荤 来完成搜索功能 。下 

面将首先探讨元搜索引擎的基本结构 ，然后对元 搜索 

引擎进行分 类，指 出元搜索 引擎与独立搜索引擎 的差 

别 ．接着丹析 元搜索 引擎的主要指标井对几十典型的 

元搜索弓f警进行 了比较 ．在此 基础 j二讨论元搜索引擎 

所面临的问逝 及它的发展趋势 ．最后对我们在元搜 

索引擎研究方面 的工作做 了简要 介绍 ， 

2 基本构成 
‘ 

为了更好地说明元搜索引擎 的构成 ，先简单地舟 
一

下独立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和基本构成 。独立搜 

索引擎根据用户的查询 请求．按照一定的算法从索 引 

数据库中查找对应 的信息返回给用户。为了保护用户 

查找信 息的精度和新鲜 度，搜索引擎需要建立并维 护 
一 个庞大的索引数据库 ，独立搜索引擎中索引数据库 

中的信息是通过 ，种 叫做网络蜘蛛 (spider)的程序从 

互联 网中采 集得到的网页 所 以．一般独立搜索引擎主 

要由网络蜘蛛 、索引与搜索引擎软件等部分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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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 搜索 引擎相 比+元搜索 引擎不需 要维护庞 

大的索引数据库 +也不需要网络蜘蛛去采集 页 具体 

说 米 ．元搜索引擎 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 (如图 1所示 )， 

即 ：请求提交代理 、检索接 【1代理 、结果显示代理 “请 

求提变代理 负责实现用户“个性化”的检索设置要求 ， 

包括调用哪些搜索引擎 、检索时间限制、结果数量限制 

等。“检索接 口代理”负责将用户的检索请求“翻译 ”成 

满足不同搜索引擎“本地化”要求的格式 。 结果显示代 

理”负责所有源搜索引擎 检索结果的去重、合并、输 出 

处理等 

图 1 元搜索引警原理 图 

· 请 求提 交代理 负责将用户的请求分发给独立 

搜索引擎 。 

一

般的元搜索引擎设定 了它所调用的独立搜索 引 

擎 ，比如 widewaysearch 有些元搜索引擎让用户 自己 

选择所用的搜索引擎 还有 一种皿过分析用户的兴趣 

和网络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搜索引擎 ．这有 利于提高 用 

户的查询的准确度和对 用户的响应速度 有关如何 智 

能化地选择搜索引擎的相关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 中。 

文[1d]提出通过遗传算法来智能化地选择搜索引擎 
· 检 索接 口代理 由于不同的搜索引擎所支持 的 

查询方 式 不同 ．比如有些搜 索引擎支持 stemming方 

式 ，即便是同一种方式 ，也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所以 必 

须将元搜索 引擎 中的查询请求映射到对应的搜索引擎 

中，而且使得语义信息不丢失。 
· 结果 显示代理 元搜索引擎的结果一般有网页 

标题、内容摘要 、所指 向同页 URI 、相 关度、信息返 刚 

时问、所采用的引擎标志等。这些搜索结果是多个独立 

搜索引擎的并集 元搜索引擎的结果应该具有多种 排 

序方式 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元搜索引擎常用的排 

序方式有 ：相关度捧序、时间排序 、域名分类排序 、搜索 

引擎排序等 】 

元搜索 引擎把用户的查询串分配绐几个指定的 独 

立搜索引擎 ，再将 各独立搜索引擎所得结果分级排序 ． 

删去重复内容．然后给出查询结果 也就 是说元搜索 引 

擎是建立于独立搜索 引擎之上的搜索引擎。 

5 分类 

元搜索弓I擎有 多种分类方式 ．如可以根据用户应 

用模式、调用独立搜索引擎的方式等 进行分类 ，我们根 

据 图 1中请求提交代理 、检索接 口代理和结果显示代 

理 的复杂程度 ，将元搜索 引擎可 “分为简单元搜索弓I 

擎和复杂元搜索引擎 根据请求提交代理 、检索接 口代 

理和结果显示代理所在位置 的不同，又将复杂元搜索 

引擎分为桌面型元搜索引擎和基于 Web的元搜索引 

擎 。 

· 简单 元搜索 引擘 它实际上 不能称 为搜索引 

擎 。它只是给用户提供一十搜索引擎列表，用户可以选 

择所用的搜索引擎．用户输入查询请求 ．然后直接 以 

CG1方式调用对应的搜索引擎 。由于是 由用户选择搜 

索 引擎，而且查询请求只能发送到一十搜索引擎 ．所 以 

请求提交代理和检索接 L]代 理的设计就非常简单 ，可 

直接设计在静奄l卅页中。简 元搜索 引擎不进行搜 

索结果的处理 ．这就省缺 r 1中的结果集成代理。其 

实将简单元搜索引擎 叫做搜索引擎列表更恰 当。简单 

元搜索引擎设计上的简单性 ，成 为众多网 站采 用的提 

供搜索服务的方法 ．~llFreeality(http：／／WWW freealit— 

y corn)提供的搜索服务。 

· 桌面型元搜 索引掣 它以程序的方式 提供给用 

户。它运行在用户的机器上 ，剧户的查询请求直接 由用 

户端分发给它所调用的搜索 引擎 ．然后对返 回的搜索 

结果进行集成后以一定的方式显 示。对桌面型元搜索 

引擎来说，图 1中的请求提交代理 、检索接口代理和结 

果显示代理都在客户端 。典型的桌面型元搜索引擎有 

BeeLine(TrarmCom 公 司)和搜索至尊 (世 纪伙 伴软件 

工作室)等 

· 基于 web的元搜 雷引擘 它以 web方式为用 

户提供元搜索服务 。请求提交代理 、检索接 口代理和结 

果显示代理都存放在元搜索引擎 所在的皿 务器端 。这 

种方式中 ．用户的元查询请求经过服务器 端的请求提 

交代理和检索接 |l代理将查询请 求分发到它所调用的 

独立搜索引擎 ，这些独立搜索 引擎返 回的 搜索结果 由 

服务器端 的结果显示代理 处理后 再返 回给用户。由于 

、 b易用性 的特 点 ．基于 Web的元搜索 弓I擎使用得 

更 为广泛。 

为了描述方便 ，在下文 中如下作特别说明 ．元搜索 

引擎是指基于 Web的元搜索引擎 。国外具有代表性的 

元 搜 索 引 擎 有 DatawaI-*~(http：／／queryserver 

dataware．com／general htm1)、Ixquick(http：／／WWW 

ixquick tom)、Metor(http：∥www m~lor com)、C4 

(http：∥WWW c4．corn)、In|oZoid(http：／／WWW．in|o— 

zoid．com)、Bearch．com(http：／／WWW search．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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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pile(http：／／WWW dogpi]e COrn)、MetaCrawler 

(http：／／WWV2．go2rLet．corn／search．htm1)和 ProFu- 

sion(htxp：／／W'W"W p|o{u n corn)等 。国内这几年也 

相继 出现 了几个中文 元搜索 引擎 ，代表性的有万维搜 

索(www widewaysearch tom)。 

4 与独立搜索引擎的比较 

从图 l中元搜索引擎的结构 中，可以看 出，元搜索 

引擎的技术重心 在于查询前的处理(检索请求提 交机 

制和检索接口代理)和结果的集成。元搜索引擎可以灵 

活地选择所要采用的独立搜索 引擎。它一般都是选择 

那些 比较典型的、性能优异的独立搜索 I擎 。这种强强 

联合 的结果保证了搜索结果的权威性 和可靠性 。它还 

可以充分发挥备个独立搜索引擎 在某十搜索领域的功 

能 ．弥补独立搜索引擎信息覆盖面上 的局限性。总的来 

说 ，元搜索 I擎与独立搜索弓I擎 相比t具有如下 主要抗 

点 

- 信 息的覆盖面 元搜索 引擎一般缺省调用它 自 

己认为 比较好 的几个搜索 引擎，而且大多数 的元搜索 

引擎都提供给用户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搜索引擎的功 

能。有些元搜索 I擎还 以频道 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专业 

搜索引擎的分类 。这样用户可 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和要 

查询的内容选择相应 的搜索 引擎 。 

· 搜 索结果的权 威挂和可靠性 独立搜索引擎索 

引数据库的更新需要一定的周期．而且搜集的信息也 

各有一定的侧重．元搜索 l擎 调用多十独 立搜索 l擎 

获取搜索结果 ．这种方 式首先保证了信息的互补性 ．其 

次与独立搜索引擎相 比，提高了信息的新鲜度 。如果同 

样的搜 索结果在多个独立 搜索 I擎 中同时出现 ，那 么 

说明这十搜索结果 比较重要 。这样避免了有些独立 搜 

索 引擎人工干预有些搜索排名的缺点 ．使得搜索结 果 

的排序更加公正。有些元搜索引擎还检查搜 索结果链 

接 的存 在性．选样可以保证 用户得到 的元搜索结 果的 

可靠性m。 

- 易堆护性 是针对 元搜索 引擎 的管理者 而言 

的。元搜索引擎省去了独立搜索引擎中收集 和存储 网 

页、建立和存储索引的工作。它将它所调用的搜索引擎 

看成 一个可 独立 完成一定功能 的实体 ，本身 不需要 

去维护 ．只需知道它们的调用接 口。元搜 索弓l擎的查 询 

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调用的搜索引擎的查询精 

度．所以 ．元搜索引擎可以把主要精 力放在搜索 引擎的 

选择、查询请求的优化和搜索结果的优化上。一般的 元 

搜索引擎都提供了对应的优化机制。 

如果要尽快查询到一个独特 的术语或某个课题的 

概述 ，用元搜索引擎 。当用其 他独立搜索 引擎查 询而得 

不到所需文件时 ．可改用元搜索 引擎 即元搜索引擎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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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提高搜索的广度 。对其它搜索引擎 不是报熟悉 

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元搜索引擎作为通向其它搜索引 

擎的门户 。 

5 主要指标及其分析 

作为一种搜索 引擎 ．元搜索 引擎 也有搜索引擎的 

一 些基车指标．如响应速度、准确率等。但是元搜索引 

擎个体差异很大，很难进行精确的比较【“。下面给出元 

搜索引擎的几个主要指标并对其中的一些指标进行比 

较。 

· 连择独立搜索引擎的策略 有些元搜索 l擎 固 

定地调用几个独立搜索 I擎 ，用户不能修改。有些元搜 

索 引擎 的高级特性 中让用户选择调用哪些搜索 引擎 。 

这种方式对于 那些对独立搜索 引擎比较了解的用户来 

说 ．是可 取的．而对于不了解的用户来 说t可能选择 不 

到适合 自己查询的搜 索弓I擎。独立搜索 I擎 的各种 技 

术飞速发展 ，性能也随之不断地提高。元搜索引擎 只能 

选择几个(一般不超过 16十)搜索引擎同时进行检索， 

因为选择 的搜索 引擎 越多，固然得到 的搜索结果更全 

面，但是结果的集成将花费大量的时 间．元搜索引擎如 

果一直固定地调 用几个搜 索弓I擎 ，将可能跟不 上搜索 

引擎的发展潮流 文[14]中提出了通过遗传算法实现 

独立搜索 引擎的 自动调度的方法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 

效途径。 

· 矗盖 同搏 资谭的广度 元搜索引擎由于不需要 

建立 自己的索；1．避 免了大量信息的存储和处理。一般 

的元搜索引擎尽量覆盖多种网络资源。有些元搜索引 

擎 还支持 更加专业 的搜索 ，比如 Mp3，各种专业 的论 

文查找、健康医药查找等搜索弓I擎“ 。 
- 是否提供足够的检索连项 包括是否提供高级 

检索服务 ．是否可以限定最长检索时间，是否可以设置 

每个搜 索引擎返 回的结果数量 ，是否可 以设置每页显 

示的结果数目．是否可以设置标题大小(搜索引擎可以 

矾 title标记中显示的最大字符敬 )和摘 要大小 (搜索 

引擎所显示的结果中摘要的最大字符数)t是否提供显 

示选项{用户可 以通 过它来设置结果的其它显示方式 ， 

如只显示标题 、按照时间排序等 )等。检索选项越 多t用 

户使用的时候 就越灵活。但是由于元搜索引擎的检索 

特性 向它 所调 用的独立搜索弓l擎检索特性转换所具有 

的复杂性，许多元搜索引擎不提供复杂的检索特性。大 

多数元搜 索引擎提供通用的布尔检索 。而对于如高级 

布尔检索 短语检索 、自然语言检索等高级特性则只有 

少数 几 个 元搜 索 引擎 能 够 提 供，如 Dataware和 

Ixquick等 

· 对搜索结果的处理袍力 对独立搜索引擎返回 

的搜索结果的处理是元搜索引擎的又一重要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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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结果的处理和结果的显示 有些元搜索引擎提 

供多种显示结果 的方式 ，如有些 元搜索 引擎提 供方式 

让用户按照 时间、按 照搜 索引擎、按 照相 关度等 来排 

序 ，如国内第一个元搜索引擎一万维搜索 有些元搜索 

引擎提供了让用户定制搜索结果的聚类方式 ，如按照 

域名 聚类 、按照主题分类等 
· 相共度指标 每个搜索引擎开发商为了将最瞒 

意 的结果放到越前面 ，不遗余 力地创建出各种相关度 

指标体系，从检索词 的位置 ／频率到链接和流行 度' 等 

等 虽然没有 一种方法是完美的，但都有创新和独到之 

娃 面对这些众多的相关度评价 指标 ．按照怎样的方式 

对从独立搜索返 回的结果进行一致性的排序是元搜索 

引擎结果处理部分面 临的主要问题 。元搜索引擎的结 

果排序有多种方法 】，有根据搜索 结果在源搜索引擎 

中的位置进行排序的方法 ．有根据搜索结 果的摘要信 

息进 行排序的 方法m ，还有的 干脆 获取这 些周页，然 

后按照位置／频率法对搜索结果进行一致性排序 

lxquick在肯 定各十独立搜索 引擎所用的相关度指标 

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搜索结果记录被多少个独立搜索 

引擎所青昧．作为元搜索结果相关度评价指标，简称 

“星星体 系”(如果在一十搜索引擎的前 几条记录中 出 

现 ，就得 一个星 得到的星越 多，则该记录越重要)． 

利用 以上指标 ，藐们对几十典型的元搜索 引擎进 

行分析 比较 ．得到如表 1所示的结果 前四十元搜索引 

擎在国外非常流行 ，获得较高的评价 万维搜索 引擎作 

为国内第一个元搜索引擎 ．与国外的元搜索引擎相 比， 

在一些指标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 1 元 搜 索 引 擘 比较 
、、

＼ 搜索 。 I
xquick C4 InfoZoid 万维搜索 

指 标 ＼  

可供 调 用搜 索 I 
14 16 15 l1 

擎的个数 

15 

政省调 用 的搜 索 分 成 四 娄 W
eb、New、 提供 24十分类 提 供 l】十类 别 的 提 供 Web、⋯ n 』l 引擎十数丑分类 

Mp3 图 片 频道 分 类检 索 [tp搜索 

支 持 and．or，not等 查 -旬 
命夸 支持完全匹配 ． 提 问式查询和关键 支持完全匹配

，部 分 匹 
将查 询请求翻译到 能够 部 分 匹 配 和短 词查I由 支持完全 匹配

，部分 配 查诲方式 语擅索 

提供十性化搜索服 匹配和短语搜索 可 设 置最 大结果等 理解用户查询的引擎 可 设置 最 大 

支持各种形式的统配符 结果等待时间 务 待时同 

支持 自然语言 

提供可选的分页 

舟 页 显示 网页标题 结果统计 显示功 能 

结果统计 相关度 舟页显示 结果统计 

网页标题 网页标题 
内容摘要 网页标题 同页标题

、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结果显示方式 内容摘要 
迁 提 供对 应 链 内容摘要 

URL 
接 的检查、分析 URL 的显示可近 URL 

相关 度 
米谳 受在对 应搜 索引擎 和浏览功能 信 息米 源(图形 化 信息返回时间 

中的位置 表示) 擅索引擎标记 

结果 来 源 

相关 度结旨 星星 |平价 相 关度结告“星 时间、搜索 引擎、相关 结果排序方式 相关度 相关度
，拽章 引擎 指标 星”评价指标 度

、域名 

6 问题和发展趋势 

元搜索引擎的出现可以大大提高用户查询信息的 

覆盖面 ，但是元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只能满足“最低常 

用分母 ”—— 郎它不能提 高搜索结果的准确 性。应 当 

说 -元搜索引擎 在查准率上不一定强于其他独立搜索 

引擎 -但是由于能够在多个搜索引擎 中搜索 +必然能够 

为搜索提 供更多的机会。具体说来 ．元搜索引擎的 局限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十方面 ： 

· 调用搜 索引擘上的局限性 元搜索引擎大多只 

调 用 如 Google、AhaVista、Infoseek等 几十主 要 的搜 

索引擎 。即便有些元搜索 引擎提供了让用户选择搜索 

引擎 的选项 ，但是只能在其提供的几十搜 索引擎 中进 

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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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搜索；I擘查询请求上的局限性 元搜索引擎 

在查询语法转换上的局限性限制了许 多高级的查询语 

法 ，因为元搜索引擎 的查询语法要考 虑到它所调用 的 

所有搜索引擎 的查询语法 ，这种复杂性使得 大多散 元 

搜索引擎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查询语法。 
· 查询鲒果数量上的局艰性 由于网上信息的急 

速膨胀 ，搜索引擎搜集的信息越来越多 ．一个查询往往 

能蜉返 回成千上万的搜索结果。元搜索 引擎需要对多 

个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进行处理．考虑到系统运行的 

效率 ，大多数元搜索弓I擎 姐取每个搜索 I擎返 回的前 

几个的搜索结果。这样必定影响了信息的覆盖面。有些 

元搜索 引擎提供了选项，以便设置从每个搜索 引擎返 

回结果的数量。 
· 查询结果排序上的局 限性 由于 不同的搜索引 

擎 在收集信息数量 、收集信 息的范围 采 用的索 引方 

法 使用的相似度评价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再加上元搜 

索 引擎的设计者不能获取这些搜索引擎的好 多技术细 

节 ，对不同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不能进行很好的排序。 

针 对以 h问题 ，有人提出 r智能化元搜索引擎 ，以 

提高元搜索引擎对用户的适应 能力 提高用 户的满意 

度。 

文 [15]中提 出 了通过 自动采集 用户的 趣 ．然后 

对用户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提 高用 户搜索精度的方 

法。Pinkerton通 过实验指出口]，用户使用搜 索引擎平 

均输^的关键词的个数为 i．5个 这将使得用户得到 

成千上万看似相关的结果 Chia Hui Chang在文C1]中 

指出通 过对搜索结果建立聚集的方法和记录用户查询 

的模式 来提高对用户的精度 。通过对搜索结果中抽取 

重要的诃犯 及利用用户兴趣 的反馈来修正 查询 ，对 

搜索结 果建立 目录层次空间来缩小用户的搜索空问。 

由于人 们各 自感兴趣的领域不 同．各 自对 词意 的 

理 解也不尽相 同，不同的用户对 同一个检索请求稃到 

的检索结果有不同的评竹 。智能化元搜索 引擎应该对 

不同 的用 户在相同的检索请求下有不 同的捡 索结果 ． 

即对用户具有 自适应能力 这可以通过两种方案实现 ． 

其一．、需要系统在检索请求提交数据库之前 智能化地 

调整查询表达式和查询 域 ．即查询预 处理 ；萁 一 在查 

询结果返 回时候 ．智能化地对搜索结果进行 处理后再 

返 回给用户 

6 1 查询预处理 

将元查询请求映射到对应 搜索引擎 的查询 请求 

关键要保证用户的查询信息不缺损 。文[2]中提到⋯种 

用户查询请求在不同信息 之 间映射的方法 ．但是有 

些情况下用户的查询意愿肯定会有所缺失 】 这样查 

询的结果将很难符台用户的要求。这可以通过两种方 

法得到弥补 

·4o · 

其一 ，在映射过程中，报据 元搜索引擎所调用 引擎 

的特点，通过加强查询 的语意来实现。比如用户在元搜 

索引擎中查询 的时候 ，选 择了 stemming(词干提取)选 

项，但是对应的搜索引擎 不支持 stemming选项 。如果 

直接将元 搜索请求提交给该 搜索 引擎的话 ，将导致用 

户意愿的缺损 。这样搜索得到的结果可能没有用户所 

要求的 对于这种情况 ．有 些元搜索引擎在元搜索请求 

向该搜索 引擎请求的转换过程 中，首先对 元搜索请求 

进行 stemming处理 然后进行 Extracting处理 。这样 

就扩 免了用户查询请求 ，使 得从诙搜索弓【擎返 回的结 

果符合用户的意愿 这实际上是元搜索引擎的搜索前 

处理能力 

其二 ，利用元搜索引擎 的搜索后处理能力，对于从 

独立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进行再排序 文[16]中对元 

搜索引擎 的结果生成技 术进 行了比较 ．井提 出了几种 

改进的元搜索结果集成技术 这种方式主要在于过滤 

掉搜索结 果中大量的冗余信息 ．以提高用 户查询的精 

度。例如 ．用户在利用元搜索引擎查询的时候 ，明确地 

选择 r不用 stemming技术 ，但 是好多 独立搜 索引擎 

都缺 省采用了 stemnxing技术 这样从这 些独立搜索 

引擎逗 回的结果中包含了根多用户不需 要的信 息 ．这 

样将大大降低查询的精度。有些元搜索引擎为了提高 

用 户查询 的精度 ．往往报据元查询请求 中的信息对从 

独 立搜索 引擎返回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关 于 搜索 查询 的精 确 表 达，INM 公 司 (http：／／ 

W1／VX．V ineural corn／entrance．htm1)提出了基 于概念 的 

搜索引擎 ．它主要利 用语言与认知学、句子与句子及句 

子内部的消歧 等技术对用户查询请求 中概念的精确表 

达和理解来获得跟用户紧密相关的搜索结果 

6 2 搜索结果 奠成 

对独立搜索引擎所返 回的搜索结果不能很好集成 

的主要僚 因在于这些搜索 1擎是相互独立的 ，元搜索 

引擎不能获知它们的技术细节 虽然有些搜索引擎定 

期公布 自己的 一些技术细节 ．也有一些专 门的站 点 ] 

来 评测一些著名的搜索 引擎 ．元搜索 1擎 的设计 者可 

获取这 些著名搜索 引擎的 些技术细节 ，但是元搜 

索 l擎不 仅仅调 用这几 个著名的搜 索弓I擎 ，而且这些 

搜索 引擎 只是公布其 中技术细节的 一小部分而 已．它 

们所采用的技 术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元搜索引擎 

为 ，提高对用户的服务 性能．经常需要调 用一些专业 

的搜索引擎 ，而这些搜索 引擎的技术细节根难得 到． 

元搜 索引擎与其寻找这些搜索引擎 的技术 细节 

不如通过 一种科学的坑计学的方法来检漫I它们所 采用 

的某些技术 】 对于结果排序来说，要检测出这些搜索 

引擎所用的相似度函数．然后给出一个统一相似度函 

数对所有的搜索结果进行重新评价。检攫I出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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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虽然不可能很精确 ，但是 可吼大概反映谤搜索 引 

擎的技术状 眦 

为 r使得得到的元搜索结果 更加紧凑，可 对搜 

索结果按 照 定的方式聚类 ]。这样用户可 根据 感 

兴趣的类别托到对应的搜索结果。随着网络 速度的不 

断提高 ，元搜索弓I擎可 以首先获取搜 索结果所指 向的 

页面 ．然后按 自己的相似度评价指标对搜索结果进 

行排序 后 i叵回给用户 J 

元搜索引擎 的精心就是搜索前 预处理和对搜索结 

果的集成 未来的元搜索引擎应该 在如 下方面有所突 

破 ： 

- 白然语言 ，精度更 高 自然语 言的输入将更 加 

方便用户的使用，更易于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 自然 

语言更能 雌切地表达用户的查询需求 ．从而 有利于提 

高查询的精度 

· 多种语言搜索 元搜索引擎 可 充分利用在搜 

索预处理方面 的优势 ．按照语言的不同将用 户的查询 

请求发 送到对 应语言的独立搜索引擎 ， 提 供多语言 

的搜索功能 

· 善解人 意，学习十人喜好 元搜索引擎通过不 

断地学 习来掌撮用户 的喜好 。通过对用户的搜索习惯 、 

用户兴趣 的掌揖 ．达到 自动选择合适的独立搜索 引擎 

的效果 ．从而改进搜索结果 。 

- 多通道输 凡 兀搜索引擎应该干ll用其在搜索预 

处理上的能力 ．对于 户输入的查询 ，如声音 、图像、视 

频等 实觋查询的转换功能 ，从而得到预想的结果 。 
·  性化 和拳地化 未来的元搜索5I擎应该充 分 

发挥搜索预处理和搜索结果集成 方面的能力，考虑 人 

的性别 年龄、地域等方面 的差别 ，给 出个性化 的搜索 

结果 

7 我 们的工 作 

近年来 ．我们 在对 Web技术作 了韧步研 究的基础 

上_I ．叉尝 试将数据挖掘技 术、Agent技术和遗传算 

法等应用于智能 web搜索 引擎的研 究中 ．并取 得了初 

步成果 _I卜 

我 仃J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来提取用 户的兴趣 ．然后 

根据用户的 趣来过谴搜索 引擎所返 回的结果 ] 

这使得用户所得到的搜索结果善解人意，可 满足用 

户的个人喜好 。 

用户的反馈信息对于提高搜索引擎的精度非常重 

要 我们通过建立用户对搜索结 果的 反馈机制“ ，使 

得搜索引擎不断学习用户的兴趣 信息，以此来 提高搜 

索引擎对 j{j户的 自适应能力。 

元搜索引肇通过调用其它独立搜索引擎来实现搜 

索 而选择哪些独立的搜索引擎是十非常棘手的问题 。 

遗传算法是通过模拟生物 的进化过程来实现同题优化 

的一种方法 ，我们通过遗传算法实现了对独立搜索引 

擎的合理 蝻度 “j。 

我们将来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元搜索引擎搜索请 

求的预处理和搜索结果的后处理 上。通过对搜索引擎 

的机器学 习，来达到 对这些搜索引擎更进一步的掌握。 

通过对 户搜索习惯、用户必趣的学习 ．达到改进搜索 

结果的 目的 我们设计的 WIRPL语言 可以方便元 

搜索 引擎对独立搜索引擎的处理 。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搜索 引擎和元搜索 引擎的发 

展历 史．讨论了元搜索 引擎 的基本工作原 理井对元搜 

索引擎进行 了分类 分 析比较 元搜索 引擎与独立搜 

索引擎的优 点．讨论了元搜索引擎的几个关键指 标并 

对几十典型的元搜索引擎的具体指标进行了 比较。在 

此基础 卜．我们分析 了元搜索弓I擎 面临 的同题 和将来 

的发 展趋势 我们还介绍了我仃_在搜索引擎方面所做 

的工 作 我闭对于元搜索引擎 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并 

且出现了 一些元撞索 引擎。但是与国外的元 搜索 引擎 

相 比．在很多指标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我们 将对元搜 

索 I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未来 的元搜索引擎应该覆 

盖面更广 搜索速度更快 、搜索精度更高和能够满足用 

户十悱化的要求。 

感 谢 英 国 De Montfort大 学 Hon gjl Yang、 

Stafrordshire大 学 Kecheng Liu、台 湾 东 悔 大 学 

Wil[iam c Chu 及香港大学 William Song等教授与 

我仃J在 Web搜索引擎研究方面的友好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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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记录 10D字 节 ，P一500记录 ，M一4，各结点机可 

用内存容量 为 IM ，由于当 N<16时 系统的主机 内存 

容量不足 ．因此部 分数据 需要 在磁盘中存储 ，而 IO的 

代价 相对网上代价和内存访 问代价要太得 多，此时预 

留显然增加 了这一部分的开销 、均分 以后使得数据集 

变小 ，又可 以并行处理 ，从 而降低 IO代 价、此 时宜采 

用均 分法 当 N>16以后 ，由于系统总主存 容量太于 

数据 量，此时又呈现 出图 1中讨论的情况，在一段范 围 

内，预 留数据将比较好 

另外，通过这两 幅目我们还注意到网络速度的提 

高对 网络并行数据库有着很重 要的作用 ．一旦 网络速 

度足 够快，或者在 DSM 结构下 ，预留数据就 没有必要 

了。所 以我们认为 ．预留数据的数 据分配方 案是在目前 

网络速度不够快的情况下 ．利用 网络并行环境设计并 

行数 据库时 ．减少 数据分配时效据偏斜的一种 权宜之 

计 。实际操作中 t我们应该根据网络速度 、总内存容量、 

以及 系统中最多可用结 点数等 因素，台理地确定采用 

预留数据法还是采用均分数据法 ．在预留数据法中 ．再 

根据相应的计算 t确定参与运算的结点机数 。 

结论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提 出了一种在网络并行 

环境 下数据均衡分配的方案 该方案考虑到 了目前 网 

络速度与 内存存取速度之间的差 异带来的数据偏斜 问 

题 ，提 出一种预留数据的分配方 案，并经过进一步的探 

讨 ，说 明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 ，预留数据分配方 案确实 

能收到较好的性能。同时，文中还讨论了在 网络 并行环 

境 的规模 、网络速度 、总内存容量变化的情况下 ，如何 

台理选择数据分配方案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J 廖朝晖 ，张睛 、王珊 并行数据库系统：目标、悻 幕结构及 

研究方向 计算机科 学，1994，21(6)23～28 

2 Hua K A ，Su J X W  Dynamic Load BMancing in Very 

Large Share—Nothing Hypercube Database Computers 

IEEE Trans On Computer，1993 42(12)：1425～ 1439 

3 盎树末 r冯玉才 r王元珍 并行数据 库系统的数据重组研 

究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i998，i9(3)：28～33 

4 杨全胜 r榇宏炳 r王能斌 网络并行 集群中的多路台并算 

法研究 计算机工程 与科学、i997．1 9(AI)：94～97 

5 W en Zhao~ng Muhiway M erging in Paralle1． [EEE 

Tramq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 ⋯ ，1996．7(1) 

6 孙家昶．张林波，等 网络并行计算与分布式编程环境．北 

京 ：科学 出 艋社 ．1996 

7 陈数清．并行 计算机 的现状 与发展趋势．中国计算机学 

会，当代计算机体 系结}勾、操作系统的发展学术研讨会， 

1096 

(上接 第 41页) 

7 Pinkerton B Finding W hat People W ant Experiences 

with Ihe W ebCrawler In：Second Im l W WW  Conf一94， 

July 1994 r Chicago，USA，Oct 1994 http ／／inEo．we— 

bcrawler．com／bp／WW W94 himl 

索引擎调度，待发表 
～  

J5 张卫丰 ．榇宝文 ，周晓宇，许营 带反馈 自适应 Web擅索引 

擎研究 ，待发表 

l6 张卫丰 r馀宝文 r周晓宇 r许蕾 ，李东 ，元搜索引擎结果生 

8 http ∥WWW searche E1 atch CDn1．v~ebmasters／tank． 17 

htn】】 

9 张卫丰，馀宝文 Web搜索引擎框 架研究 计算机研究发 18 

展 ，2000，37(3)375～ 37B 

10 张卫丰，慷宝文，周晓宇 Web页面中的计 数器研究．小型 

蒲型计算机 一20嘧，21(】0)1096~1099 1日 

1】 张 卫丰r稚宝文 ，周晓宇．Web页面中元素间交互技术研 

究 计 算机工程，2000，26(8)：62～54 

12 张卫丰，律宝文r许蕾 Web页面安全性拄 术初探 计算机 

工程与应用，己录用 

1 3 张卫丰 一徐宝文 r许蕾 利用 Agent个性化搜索结果 小型 

微型计算机，己录用 

14 张 卫丰，徐宝 文，周 晓宇，管字一|午蕾 基于遗传 算法的 搜 

成技丰研究 ．待发表 

张卫丰 r馀宝文 r周晓宇 r李慎之，许蕾．数据挖担技术在 

Web预取 中的应用研究，待发表 

Zhang Wei[eng，Xu gaowen，Yang Hon~i，Chu William 

C A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General Se arch Engine．In： 

Proc of IEEE M SE’2000 

Zhang W eifengt Xu Baowen，Chu W illiam C，Yang 

Hong~ Data Mining Algorthms for Web Pre—Fetching． 

In Proc of The W orkshop On the W orld W ide W eh Se- 

mantles(W ebsen】’2000) 

Xu Baowen r Zhang W ei[eng．Chu W illiam C．Yang 

Hongji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in Web Pre—Fetching． 

In Proc of IEEE M SE2000 

·35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