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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新闻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为了方便广大

网民看新闻"设计了一个互联网新闻搜索引擎$ 构建了一个新闻搜索引擎系统的总体架构$ 设计了一

个轮询监控快速收录的新闻网页采集模块’另外把传统的文本分类算法#文本聚类算法应用到新闻网页

智能分析处理中"设计了一个新闻网页的智能分析处理模块$
关键词! 新闻采集 网页分类 相关新闻 新闻搜索 网页内容抽取

!!看新闻是许多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新闻搜索也

就成了查看新闻的重要工具$ 目前的新闻搜索主要提

供新闻搜索%聚合浏览%订阅等功能$ 相对于传统的搜

索引擎技术!新闻搜索有许多独特之处(新闻网页的采

集对时效性要求很高)实现新闻的浏览功能需要应用

各种信息智能处理技术*$+ $
实现新闻的搜索和订阅功能必须解决网页的抓

取%新闻索引查询两个主要功能$ 新闻的网页抓取对

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新闻检索对时效性要求比较高$
新闻的聚合浏览!首先也要解决网页的抓取问题!同时

还要对新闻网页进行分析处理$ 新闻网页的分析处理

主要有新闻网页的内容抽取%新闻网页的自动分类%相

关新闻的计算%相同新闻的识别等$ 本文将详细介绍

一个完整新闻搜索的总体架构%新闻搜索各个模块的

设计$

$!新闻搜索的系统架构

一个完整的新闻搜索需要包括新闻采集%新闻网

页分析处理%新闻网页的检索三大部分*"+ $ 新闻网页

的采集!具体架构图见图$$
新闻网页抓取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把互联网上各个

新闻网站发布的新闻采集到本地的新闻数据库$ 新闻

采集主要解决抓取的实效性问题%新 闻 网 页 的 识 别

问题$
新闻网页的检索相对于传统的全文检索系统!需

要解决的问题检索的实效性问题!也就是一篇新闻网

页从互联网中采集到本地网页库中后要立刻能检索

到!具体算法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会提到$
新闻网页的分析处理部分主要解决的是(为了生

成新闻的聚合浏览网页需要对新闻网页按类别进行分

类!另外还需要对新闻进行相关新闻计算!相同新闻去

重等$

图 $!新闻搜索系统架构图

"!新闻搜索各项模块设计

"5$新闻网页采集

建立一个新闻搜索系统的第一步!就是从网络上

抓取新闻页面!然后提出正文.时间.图片!并且按照某

种方式保存起来!提供给其它模块建立索引!进行检索

和浏览$ 新闻网页抓取模块的主要任务是把新闻站点

上新出现的新闻网页及时抓取到本地$ 一个比较合理

的新闻采集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抓取模块和调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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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5$5$新闻抓取模块

抓取的过程并不只是通过 N[[3协议在网络上抓

取网页这样简单!我们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网页重定

向的情况$
通常抓取模块采用多线程的方式进行抓取!在初

始化后!在指定端口监听$ 每接收一个连接请求!就创

建一个线程!然后在该连接上!接受网页抓取请求!返

回得到的页面$ 整个流程如图"所示(

图 "!网页抓取流程图

"5$5" 新闻抓取控制模块

抓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控制抓取的速度!是否是

新闻网页!哪些网页已经抓取过了!等等$ 控制模块就

是完成抓取调度%新的链接抽取%新闻网页的识别等

功能$
控制模块对各个站点进行调度!确定对各个站点

抓取的时间!对站点上新出现的新闻网页进行抓取$
一般新闻站点的调度周期可以通过该新闻网站在某一

段时间内的更新频率进行动态调整$ 为了快速地收录

新出现新闻网页!本文采用轮询监控的方式对各新闻

网站进行监控$
此外新闻网站上除了新闻内容网页%新闻索引网

页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评论页面%论坛页面等其它对

于新闻搜索无用的页面!控制模块需要判断识别出新

闻内容网页和新闻索引网页!并将其它页面抛弃$
控制模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从更新的网页中抽

取新的新闻链接!放入到待抓取队列中$ 这个过程主

要是对HAWT文件进行解析的过程!抽取其中可能是新

闻网页的0KM$ 控制模块具体流程见图%$

图 %!控制模块流程图

"5" 新闻网页分析处理模块

新闻网页被抓取回来之后!为了给用户提供搜索

和浏览服务!需要对新闻网页进行处理$ 新闻网页处

理主要需要解决新闻网页的内容抽取%新闻网页的分

类%相关 新 闻 网 页 的 计 算%相 同 新 闻 网 页 的 去 重 等

问题*%+ $
"5"5$新闻网页内容提取

新闻网页内容提取一般采用模板提取的方法$ 如

果采集的新闻源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大的新闻站点的

话可以人工配置模板$ 人工配置模板的优点是准确$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人工配置模板人力消耗大!网页结

构变化的话提取内容就会失败$ 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

通过学习的方法自动获取新闻网页的模板$
"5"5" 新闻网页分类

新闻网页分类方法比较成熟!算法也比较多$ 常

见的网页分类算法有 E’’%+Z=%’G7JI1GBI<等!本文

采用E’’算法*-+ 进行分类$
E’’分类算法是一种传统的基于统计的模式识别

方法$ 算法思想很简单(对于一篇待分类文档 V
#
!系统

在训练集中找到 j个最相近的邻居!使用这 j个邻居

的类别为该文档的候选类别$ 该文档与 j个邻居之间

的相似度为候选类别的权重!然后使用预先得到的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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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截尾 阈 值!就 可 以 得 到 该 文 档 的 最 终 分 类 列 表$
j’’算法的定义如公式&$’所示$

......&4’

其中(V
#

为一篇待分类网页向量表示)9
#

为训练集

中的一篇实例网页向量表示)>m为一类别)B&V
#
>m’%

,#!$-&当9
#

属于 >m时取$)当 9
#

不属于 >m时取#’)Sm
为预先计算得到的>m的最优截尾阈值)

<7W&V
$
97
#
’为待分类网页与网页实例之间的相似

度!由公式&"’计算得到(

!!!!!! &/’

E’’算法本身简单有效!它是一种 TGoB)TIG?878F
算法!分类器不需要使用训练集进行训练!训练时间复

杂度为#$ E’’分类的计算复杂度和训练集中的文档

数目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训练集中文档总数为 8!
那么E’’的分类时间复杂度为R&8’$

在实验中j的取值根据总的训练样本数量确定$
具有相同类别的实例的相关度相加作为待分类网页的

类别相关度$ 最 后!我 们 把 这 些 实 例 的 类 别 为 候 选

类别$
"5"5% 相关新闻计算

相关新闻的计算最常用的是聚类的方法!通过聚

类把相关的新闻网页聚在一起$ 相关新闻的计算一般

包括四个步骤(
&$’新闻网页表示(包括特征抽取和特征选择$ 特

征选择是选择那些最具有区分性的特征!也就是最能

把不同类别区分开来的特征!而不是大多数对象都具

有的特征$
&"’相似度计算(主要根据网页表示的距离函数

来定义!本文采用向量夹角余弦值两表示两个特征向

量的距离$
&%’聚类(根据网页表示和相似度计算的结果!按

照一定的规则将聚类网页分成不同的类$
&-’给出聚类的标识(在最后形成的每一类中抽

取一定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作为该类的标识$
"5"5- 相同新闻去重

要判断两个新闻网页是否相同!首先要抽取网页

的特征!然后通过比较两个网页特征是否一致!来判断

网页是否相同$
新闻网页特征提取方法有很多种(最长句子%特征

向量法等$
本文采用特征向量法是指对新闻正文进行分词提

取主题特征词!通过对网页特征词向量的比较来判断

两个网页是否相同$
"5% 新闻检索

全文检索方面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一般是采用

倒排索引的方法$ 网上这种开源的检索系统很多$ 本

文采用目前较流行的基于 YGJG的 MU>I8I*&+ 全文检索

系统$
MU>I8I是一个基于 YGJG的全文索引工具包!它

可以方便的嵌入到各种应用中实现针对应用的全文

索引和检索功能$ MU>I8I的 D3*接口设计的比较通

用!输入输出结构都很像数据库的表%记录%字段!所

以很多传统的应用的文件%数据库等都可以比较方

便的映 射 到 MU>I8I的 存 储 结 构 和 接 口 中$ 总 体 上

看(可以先把 MU>I8I当成一个支持全文索引的数据

库系统$

%!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个互联网新闻搜索引擎$ 采用轮询

监控的算法实现了新闻网页的快速采集$ 传统的文本

分类%聚类等算法被应用到新闻网页的浏览中$ 本文

能为互联网应用的开发人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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