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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信息抽取方法研究① 
Web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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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敏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四川 成都 611743) 

摘 要： web 资源含有大量的有用信息，但由于它们欠结构化，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型查询系统所利用。如何

将这些信息抽取出来，转化成结构化信息，供其它信息集成系统所利用，成为该顶域的研究热点。本

文介绍了一个简单的 web 信息抽取模型，以及基于该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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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Web 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全球的、巨大的、分布的、和共享的信息空间，

为了应对信息爆炸带来的严重挑战，迫切需要一些自

动化的工具帮助人们在海量信息源中迅速找到真正需

要的信息。为了增强  Web 数据的可用性，出现了

Web 信息抽取技术。信息抽取技术最早是 G.Wieder 
hold 在《Mediator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Fu 
ture Information Systems》[1]一文中提出的。它的

本质是从 Web 页面所包含的无结构(HTM 格式)或半

结构(XML 格式)的信息中识别用户感兴趣的信息 ,并
将其转化为更为结构化为语义更为清晰的格式[2]。信

息提取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因素，即(1)用户指定感兴趣

的信息和待分析的文本集；(2)系统过滤文本集并以一

定的格式输出匹配的信息。首先，仅仅依靠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信息提取

的目标，因为信息检索只是找出满足一定检索条件的

整篇文档或段落，人们仍然必须阅读所找到的每一个

文档或段落才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信息提取不仅查

找信息，而且替用户理解信息，并按用户指定的方式

输出信息。可以说，信息提取是"更高级的信息检索"。 
 
2 信息提取系统如何工作 

典型的信息提取系统的内部工作过程主要包括了

如下几个步骤： 
 

① 收稿时间:2008-11-17 

 
 

① 用一组信息模式(Info Patterns)描述感兴趣

的信息。信息模式通常可表示为简单的一个句式，例

如<公司名>“推出”<产品名>。系统可以针对某一

领域的信息特征预定义好一系列的信息模式，存放在

模式库中供用户选用。 
② 对文本进行“适度的”(浅层、非完整的)词法、

句法及语义分析，并作各种文本标引。这个过程通常

包括识别特定的名词短语(人名、机构名、产品名、事

件、地点等)和动词短语(事件描述、事实陈述)。这需

要使用合适的词典、构词规则库等知识库的支持。 
③ 使用模式匹配方法识别指定的信息(即找出信

息模式的各个部分)。 
④ 进行上下文关联、指代、引用等分析和推理，

确定信息的最终形式。 
⑤ 输出结果。出于效率的考虑，典型的信息提取

系统通常包括一个预处理过程，目的在于过滤掉与提

取目标不相干的文本；然后通过词法分析和标引，识

别所有与提取目标相关的词汇(“关键词”识别与标引)；
句法和语义分析只应用于所有包含了关键词的句子的

集合，对每个句子的分析结果近似于该句子的语义框

架表示，最后对这些框架进行合并、综合，便可得到

所需信息的各种数据项。 
 
3 信息抽取原理 

本方法将信息抽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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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取阶段。 
学习阶段：在 HTML页面中没有模式，通过少量

的 HTML 样本页面，用户根据实际的需求和选定的

HTML 样本信息具体情况定义模式信息，同时对样本

页面进行适当的标记得到样本记录，系统根据样本页

面和样本记录形成抽取的知识库(包含抽取信息的抽

取规则和关联规则) 
抽取阶段：利用样本学习阶段产生的抽取规则

对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档对象模

型)树中节点集合定位那些符合抽取规则的节点。根

据学习阶段定义的模式信息，建立数据库，同时根

据知识库与样本页面相近的 HTML 页面进行信息抽

取。将抽取出来的信息以数据库的方式存储和管理。

由于选取对象关系模型，在抽取阶段可以利用对象

关系数据库，这样抽取出来的信息符合用户的要求

并且具有结构。 
信息抽取模型如图 1 所示。信息抽取过程可描述

如下：用户首先选择样本页面，在浏览样本页面的同

时 HTML 的样本页面被 TIDY[3](一个能够把 html页
面转换为 xml 的功能强大的工具)转换为符合 XML 
语法的文档，并被 Parser(一个对现有的 HTML 进行

分析的快速实时的解析器)转换为 DOM 树，然后对树

中的节点元素进行遍历和操作，通过创建概念模式  ,
记录下网页反映的语义信息。有了概念模式，用户通

过标记网页中相应的信息块，并将选择的信息块与概

念模式中的语义项建立对应关系，学习引擎根据在用

户帮助下建立的这种对应关系生成抽取规则。在抽取

规则生成之后，我们就完成了信息抽取的第一阶段；

这时，已经完成了样本学习，可以进行自动的信息抽

取了，系统利用学习阶段产生的抽取规则，对文档进

行信息抽取，并将抽取出的结果存储到分类库中，便

于今后的信息集成或者查询。 
无论是 HTML文档还是 XML文档，它们的 DOM

树结构都可以用上图表示，DOM树主要由元素节点、

属性节点、文本节点组成。元素就是 HTML 或 XML
标签，属性就是标记的属性，文本则是标签开始到对

应标签结束或者从前一标签结束到下一标签开始之间

的文本内容。 

4 信息抽取的实现 
4.1 生成关系模式 

系统根据标记的信息产生各个属性响应的抽取规

则，解析该文档，生成 DOM 树，然后根据映射关系

生成关系模式。 
   
 
 
 
 
 
 
 
 
 
 
 
 
 
 

图 1 信息抽取模型图 
 
 
 
 
 
 
 
 
 
 
 
 
 

图 2 DOM树语法结构图 
 

具体映射规则如下：在生成 DOM 树的基础上 
①文档的根节点对应数据库中的一个表，并增加一个

字段，字段名即为表名②如果一个元素节点的属性列

表或子元素列表不为空，则该节点对应数据库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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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它的每个属性和子元素节点对应表中的各个字

段 ③为文档根节点对应的表格增加一 个 ID 字段作

为主键，为其它每个创建的表格增加一个 ID 字段和

PID 字段分别作为主键和外键；④文本节点不对应数

据库表中的任何对象。 
根据上述规则生成文档对应的关系模式的实现算

法如下： 
preOrderTraverse(Node n){ 
if(n 是元素节点类型){ 

if(n 是文档根节点){ //处理文档根节点 
n 节点元素对应一个表； 

增加一个字段，字段名即为表名； 
} 
if(n 无属性) 

if(n 无子元素) return; 
取 n节点元素，对应一个表，增加一个关键字段；

//取该元素本身 
if(n 不是文档根节点) 取 n 的父节点元素，增加

一个外键字段；//取父节点 
取 n节点的属性节点，增加属性字段；//取属性

节点 
取 n 节点的元素孩子节点，增加子元素字段； //

取该元素的元素孩子节点 
加入一个新表； 
递归处理 n 节点的孩子节点；  } 
} 

4.2 抽取 XML[4]数据存入数据库 
抽取 XML 数据信息的过程是，解析 XML文档，

生成 DOM 树，递归遍历该 DOM树，生成 XML 数据

信息，实现算法如下： 
preOrderTraverse(Node n,int pid){ 

if(n 是元素节点类型){ 
if(n 是文档根节点){ //处理文档根节点 

n 节点元素对应一个表格； 
为 n 元素绑定一个 id； 

增加外键 pid=-1，修改 pid=id； 
取 n 节点元素的文本节点内容；} 

if(n 无属性) 
if(n 无子元素) return; 
取 n 节点元素，对应一个表格；//取该元素本身 

if(n 不是文档根节点){ //取父节点 
为 n 元素绑定一个 id； 
增加外键 pid，修改 pid=id；   } 

取 n 节点的属性节点内容，增加属性字段； //
取属性节点 

取 n 节点的元素孩子节点的文本节点内容，增

加子元素字段；//取元素孩子节点 
加入一个新表格； 
递归处理 n 节点的孩子节点；  } 

} 
抽取算法的核心就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

右”的次序深度遍历 DOM 树的过程，在遍历的同

时利用抽取规则对当前节点进行测试，得到符合条

件的语义项暂存起来，当完成一个对象的全部语义

项后进行组装，然后存入数据库。重复此过程直到

遍历结束。 
 
5 评价指标 

信息抽取技术中对信息效率评价时使用的召回率

(Recall Ratio)和准确率(Precision Ratio)对抽取结果

进行量化。计算公式如下： 
Precision Ratio =A/(A+B)*100% 
Recall Ratio = A/(A+C)*100% 

利用如上公式我们就能够较客观的抽取方法的实

用性。公式中出现的字母的含义为：A 代表抽取出的

相关对象的个数，B代表抽取出的非相关对象的个数，

C 代表未抽取出的相关对象的个数。 
表 1 测试原型系统的网站 

名称 网站地址 样本页 
面名称 

测试网

页数目 
Amazon http://www.amazon.com/ TOP 

Sellers 
12 

Vldb http://www.acm.org/sigmod/d
blp/db/conf/vldb 

Vldb 

2008 

20 

Web 

Robot 

http://topic.csdn.net/t/200104
29/10/108888.html 

Web 

Robot 

1 

(下转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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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法即先调用 20 收缩次再调用 20 次膨胀，CVC
法采用反复检测CVC结构直到未找到CVC结构结束，

选取甜瓜 50 幅进行比较，每幅获取的甜瓜图片大小

为 640×480 像素。 
从实验结果分析，如表 2所示虽然新算法和 CVC

法都通过曲率计算判别凹凸点，但因 CVC 法在处理

凸点和凹点比较多的 T型和 L型瓜蒂时重复的次数明

显多于新算法，所以新算法较 CVC 法平均处理时间

短。相比之下收缩膨胀法因反复调用收缩和膨胀算法

平均处理时间明显多于新算法和 CVC 法，是这两种

算法的 6-8 倍。在瓜蒂识别率方面由于采用了曲率

计算容易受噪声影响新算法瓜蒂识别时略低于收缩

膨胀法，但新算法识别率高于 CVC 法；CVC 算法在

进行识别时受噪声影响有时只存在一个结构简单的

瓜蒂却找出多个 CVC 结构，有时瓜蒂存在却一个

CVC 结构找不到。 
表 2 各算法瓜蒂识别率和诗别时间 

算法名称 识别率(%) 平均处理时间(s) 

新算法 94% 0.1 
收缩膨胀法 98% 4.93 

CVC 法 78% 0.12 

 
 

(上接第 174 页) 

6 结束语 
针对 Web 页中存在的大量无结构和半结构化信

息，这些信息使用传统的数据库查询系统较为困难。

我们设计了一种 Web 信息抽取方法，并具体描述了

实现过程，将 Web 网页中的无结构和半结构化信息

转换成 XML文档，并在抽取规则中加入了语义,根据 
表 2 抽取测试效果的评价 

名称 是否可

以抽取 
学习 
数目 

准确率 召回率 测试网 
页数目 

1 100% 98.3% 12 Amazon  
可以 

2 100% 100% 12 
1 99% 100% 1 Web 

Robot 

 
可以 2 100% 100% 1 

Vldb 可以 1 100% 100% 20 

5 结论 
该算法提出了连续凹点组概念，并通过连续凹点

组中曲率最大点之间相隔链码长度和欧氏距离比值计

算识别瓜蒂。用该算法在不同类型的瓜蒂识别率都在 
92%以上，同时还进行了新算法与收缩膨胀法和 CVC
法在瓜蒂识别率和处理时间上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新算法瓜蒂识别率比 CVC 法提高了 16%，处理速度

比收缩膨胀法提高了 6-8倍，满足实时处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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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抽取规则从  XML 文档中抽取出结构化数据并保

存到中间库中。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要进一步在抽

取规则中明确语义，以及提高 Web 信息抽取过程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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