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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eb表格的定位作为Web表格抽取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现在越来越得到更 多人的重视。根据 web表格 

的结构标记和 自定义的启发式规则，通过对(TABLE>嵌套问题的解决、数据表格 完整性的判断、<TABLE)树的遍历 

来完成表格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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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h t Web table posm0ning techn0logy is c0nsidered as essentia1 comp0nents of Web table inf0nmti0n extraction， 

and more and Hlore pe0ple pay attenti0n t0 theIIL This paperrealized table p0siti0ning acc0rding t0 W eb tabIe structure 

Iabel and heuristic method rules of user—definition，which includes the soluti0n of<TABLE)nesting prDblem，the deter— 

mination of table data’s imegrality，and traversal 0f(TABLE>tree． 

Kt ords D0M tree，Table p0sitioning，Heuristic method rules，(TABLE)nesting，TraVersal 

1 引言 

随着Intemet的迅速发展，我们真正迎来了信息爆炸时 

代。目前各类信息服务网站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而在大 

量的网页资源中，web表格是极其重要而又规律的，现在表 

格(Table)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表现形式已广泛地应用于 

Web网页中。 

Web表格抽取任务的提出始于上世纪 9O年代末l】 ]，主 

要研究 Web页面上的表格，包括表格定位、表格结构与内容 

分析、提取表格中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以及表格合并等。本文 

主要研究web表格的定位。 

web表格的定位是 Web表格抽取任务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指从 web页内找到表格区域，并去除“假表格”等噪音。 

真假表格的判断需要构造分类器，目前主要有 3种方式 ： 

1)基于机器学习分类——需要选取表格特征信息以及样 

本集来训练分类器； 

2)基于人工构造规则分类——需要构造表格特征的启发 

式规则； 

3)基于本体辅助分类——在前两种方式的基础上，在限 

定领域内利用本体判断真假表格。 

国外关于 web表格定位的研究中，Hurst归纳了 web表 

格的两类特征，即 D0M 特征(5个)和几何模型特征 (3个)， 

并利用两种训练算法，即贝叶斯(Naive Bayes)和甄别(win— 

n0w)对 web表格进行特征训 练[ 。wang和 Hu提出了 

Web表格定位时需考虑的 3类特征：布局特征、内容类 型特 

征和词组特征，用基于决策树学习方法和基于 SVM学 习 

方法的分类算法实现表格定位 ]。BYU研究小组的 cui 

Tao将 web表格分为顶层表格 (Top_LevelTab1es)和链接 

页面表格(Linked_PageTables)，其基于页面训练集分别提 

取相应的表格特征，构造启发式规则，并引入领域本体对 

真假表格进行判断_5]。 ． 

国内台湾学者 H．chen等人提出识别 web数据表格的 

两条规则 ]：至少含有两个单元格以表示属性和值。表格中 

含有许多超链接、表单和图像 的区域，被视为非数据表格区 

域。在此基础上，利用表格单元格的3种相似度(字符串相似 

度、命名实体相似度和数值类型相似度)与阙值的比较来进一 

步过滤非目标表格。林科锵、林琳在B’Ⅲ 研究小组的研究 

基础上，将表格处理过程分解为表格的定位、表格结构识别以 

及表格内容抽取 3个步骤，并给出一个基于本体的通用 web 

表格信息抽取系统模型[7 ]。 

本文对上面的这些 web表格定位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基 

于机器学习分类方法的效果是最好的，但对于发生变化的网 

页或没有学习归纳过的网页格式，需要重新学习；使用基于领 

域本体的方法一般只能针对限定领域，并且需要领域专家来 

创建某一应用领域的本体，工作量大且不能直接用于其他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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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表格的定位 

本文在现有表格定位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根据表格的结 

构标记 ，通过定义～些识别表格特征的启发式规则来实现 

web表格的定位。web页面中的所有元素用 D0M树表示， 

这里我们只关心树中的TABLE结点。 

2．1 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表格定位的实现过程中，本文发现需要解决好两个问 

题：数据表格的判断和(TABLE)嵌套的问题。 

2．1．1 数据表格的判断 

在网页中 web表格是介于标记(TABLE>和(／TABLE> 

之间的内容。在表格的定位过程中，(TABLE>标记是识别表 

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并不是每个(TABLE)标记的存在 

都能确定一个真正的数据表格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数据表格 

是指一类用来组织和显示丰富数据信息的<TABLE>区域，它 

具有简洁、清晰、逻辑性和对 比性强等特点。据统计 ，在一个 

特定领域中，web表格是真数据表格的数量在 30 以下【9]。 

非数据表格是指被用来进行页面布局的(TABLE)区域， 

其中可能包含了很多的图片、纯文字和超链接的信息，这些都 

属于噪音信息，本文称之为“假表格”。 

在对大量的Web页面进行观察后，本文得到了一些关于 

判断数据表格的启发式规则。 

规则 1 如果 (TABLE)标记 中包 含 (TH>或 (CAP— 

TION)标记，则该表格是一个数据表格。 

规则 2 如果(TABLE>标记区域中包含大量的图片、框 

架、表单、脚本标记，则该表格为非数据表格。 

规则 3 如果<TABLE>中的单元数太少，则该表格为非 

数据表格。 

规则 4 如果<TABLE)中的空单元的数量占到了总单元 

数的一半，则该表格为非数据表格。 

2．1．2 (TABLE>嵌套问题的处理 

表格定位识别时可能遇到的(TABLE>标记的两种不同 

情况，如图 1(a)、(b)所示。 

(a)非嵌套的情况 (b)嵌套的情况 

图 1 表格定位识别的两种情况 

对于图 1(a)中非嵌套的情况，本文根据数据表格的判定 

规则，能够很容易地对表格进行定位识别。但对于图1(b)中 

(TABLE>嵌套的情况，则需要通过对表格中的内容进行识别 

来完成表格的定位。 

本文通过观察发现，如果 web文本出现了<TABLE>嵌 

套的情况，一般会有以下 3种可能： 

(1)最内层(TABLE)标记区域中的表格是一个“完整”的 

数据表格。在很多的(TABLE>嵌套中，外层的<TABLE>都 

是用来控制页面布局的，只有里层的(TABLE>才是真正的数 

据表格。 

(2)最内层<TABLE)标记 区域中的表格是一个“假表 

格”。在web文本中经常会出现使用(TABLE>嵌套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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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布局的情况。 

(3)最内层<TABLE>标记区域中的表格是一个“非完整” 

的数据表格，它所包含的内容只是某个web表格中的部分内 

容。 

文献[3—8]中对于多重<TABLE>嵌套的处理，要么只是 

简单地针对最里层的<TABLE)进行分析，忽略了在一个“完 

整”数据表格中可能会出现多重(TABLE>嵌套的情况；要么 

就是需要根据领域知识或相关词汇进行判断，这样的方法需 

要由领域专家来创建某一应用领域的本体，工作量大且不能 

直接用于其他领域。 

本文对表格定位中的多重(TABLE>嵌套情况的处理如 

下 ： 

(1)如果出现(TABLE>嵌套，找到最里层的<TABLE>。 

如果它是一个“假表格”，则表明这里的多重<TABLE>嵌套只 

是用于控制页面布局，其中并不包含本文中所需要的数据表 

格。 

(2)如果最里层的(T >是一个“完整”的数据表格， 

则它外层的<TABLE>均属于非数据表格。 

(3)如果最里层的<TABLE>是一个“非完整”的数据表 

格，表格区域需要向外层<T )扩展，直到找到一个“完 

整”的数据表格。该“完整”数据表格的外层<TABLE>均属于 

非数据表格。 

对于“完整”的概念，主要针对有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 

在一个数据表格中也可能会出现多层 <TABLE>嵌套，如图2 

所示。这是网易证券页面上的一个 web表格，HTML简化 

源码如图 3所示。 

图 2 实例web表格页面 

<TABLE) 

(TR > 

(TD)上海 A股涨幅排名(／TD)(／TR> 

(TR > 

(TD)名称 最近价 涨跌幅 成交量(／TD>(／TR> 

(TR > 

(TD ) 

(TABLE) 

<TR > 

(TD)皖维高新<／TD> 

<TD>4．68(／TD> 

(TD)lO．12<／TD) 

<TD)37664<／TD)(／TR> 

<TR > 

(／TR)<／TABLE)<／TD)<／TR>(／TABLE) 

图3 实例Web表格页面的简化源码 

藏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从图 2和图 3中可以看出，最里层的<TABLE)所包含的 

并不是“完整”的数据表格，而只是数据表格的一部分。 

本文中的数据表格“完整性”的判断，主要依据自定义的 

两条启发式规则： 

(1)如果(TABLE>中前几行的单元类型过于一致，则可 

初步判定该(TABLE)中可能包含的是“非完整”的数据表格。 

一 般来说，数据表格的最上面一行应该是头元素行(属性 

行)，该行单元信息类型基本上都是字符型，它和下面数据行 

(值行)中单元信息类型(一般为数字类型)应该是不太一致 

的。 

在图 3中，最里层<TABLE>中所包括的行全部都是数据 

行，它们对应单元的类型是一致的。 

(2)当扩展到外一层的(TABLE>时，并没有引入大量的 

图片、框架、表单、脚本标记，则可以认为通过向外扩展增加了 

数据表格的完整性。 

在上面的两条规则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判定当前 

的<TABLE>中包含的是“非完整”的数据表格，允许扩展到外 

一 层的(TABLE>，然后再对数据表格的完整性进行判断。 

2．2 (TAJBLE)树 

图4为网易证券页面截图。在该页面源码中包含数十个 

(TABLE)标记，其中多重(TABLE>嵌套的情况很多。为了 

能够准确地完成表格的定位，本文根据 web文本源码中 

(TABLE>结构关系构造出了(TABLE>树，并根据上面提出 

的(TABLE)嵌套解决思想，通过对<TABLE)树进行一次后 

序遍历，从而找到每一个完整的数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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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网页截图 

1)<TABI E)树的建立 

假设某 web文本源码 中<TABLE>结构关系如图 5所 

不 。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 

(TABLE >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TABLE ) 

(TABI．E) 

(／TABLE> 

(／TAB】．E) 

(／TABUE) 

(／TABLE) 

图 5 (TABLE)结构关系图 

根据图 5中的(TABLE>结构关系，可以得到如图 6所示 

的两个(T LE>子树。 

图 7 后序遍历(TABLE>树 

对(TABLE>树遍历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完整的数据表格。 

本文给每个结点定义标志属性 FI AG，并设初始值为 O。 

后序遍历是从最左边的叶子结点开始的。当访问到每一 

个结点时，首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数据表格，这时结点标志属 

性 FI AG的值将可能发生改变。 

算法核心思想： 

(1)如果当前结点是叶子结点 

①如果结点是“假表格”，则 FLAG值都变为一1，该结点 

所有祖先结点的FLAG值都变为一1，访问下一个结点； 

②如果结点是数据表格，判断其完整性。如果“完整”，则 

FLAG值都变为 1，该结点所有祖先结点的FLAG值都变为 
一

1；如果“不完整”，则 FLAG值不变，访问下一个结点。 

(2)如果当前结点不是叶子结点 

①如果其 FLAG值为 O，则判断其完整性。如果“完整”， 

则 FLAG值变为 1，该结点所有祖先结点的 FLAG值变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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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不完整”，则FLAG值不变，访问下一个结点； 

②如果其 FLAG值为一1，访问下一个结点。 

遍历结束后，标志属性 FLAG的值为 1的结点即为在 

web文本中找到的“完整”数据表格。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衡量实验效果主要根据两个评价指标[如]：召回率(Re— 

call，简写 R)和准确率(Precision，简写 P)。 

召回率等于系统正确定位的表格占所有正确数据表格的 

比例： 

R一 o％ “ 所有应该得到的正确结果 ” 

准确率等于系统正确定位的表格占系统所得到结果的比 

例 ： 

P一 ×1oo％ 系统得到的结果 ” 

一 般来说，召回率和准确率存在相互影响。对于同一次 

表格定位的结果，随着召回率的提高，准确率呈下降趋势；反 

之亦然。 

为了综合评价系统的性能，通常还需计算召回率和准确 

率的加权几何平均值 ，即 F指数，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 

F= 0％ 

其中，卢是召回率和准确率的相对权重。卢等于 1时，二者同 

样重要； 大于1时，准确率更重要一些； 小于1时，召回率 

更重要一些。口取值一般为 1，1／2，2。 

本文把从网易、新浪、搜狐网站中选取的 5O个包含 web 

表格的不同类型的网页作 为实验样本 (包含数据表格 226 

个)，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 1所列。 

表 1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使用本文方法实现web表格定位的 

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此外本文将实验结果与国内外其他一些 web表格定位 

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其结果如表 2所列。 

表 2 本文实验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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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HurSt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定位数据表 

格的能力更好，但该方法在时间上要求较多。本文提出的基 

于表格结构分析的方法也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web表格定位方法，定义了判断完 

整数据表格的启发式规则，通过对 (T E)树进行后序遍 

历，解决了多重<TABLE>嵌套的问题，较好地实现了web表 

格的定位。但同时也看到，本文的 web表格定位方法是基于 

结构的，它的定位效果与 Web网页的结构有密切关系。为了 

能适用各种不同的网页结构，在启发式规则的定义上还有需 

要改进的地方，这也是今后需要不断改进完善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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