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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3.,3-的飞速发展!536已经成为当今最

大的信息源!在网页浏览中!如何根据用户的浏览内容

和路径主动寻找和发掘用户感兴趣的网页!改变用户

被动接收信息的单一模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推荐

服务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 但是!现有的网页

推荐服务大都基于用户搜索的关键词进行匹配!普遍

存在以下?点不足)$"% 推荐范围受用户指定的关键

词的限制" 推荐引擎仅仅关注关键词出现率高的网

页!这限制了搜索范围!会错过很多用户感兴趣的网

页#$7% 关键词的概括需要一定经验的积累!这对普通

的网络用户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推荐结果

往往忽视了对用户浏览路径的参考!导致推荐的内容

与兴趣主题有差距" 为解决以上不足之处!笔者设计

并实现了一个基于 536内容和日志挖掘的个性化网

页推 荐 系 统 536C:O39.342GG3,;3." 536C:O39
.342GG3,;3.提供主动式服务!用户无须自己总结感

兴趣的关键词!无须通过关键词搜索!系统利用特征提

取技术实现对网页内容的自动挖掘!通过关联规则的

过滤向用户推荐与其兴趣一致的候选结果"

"!体系结构

536C:O39.342GG3,;3.系统对网页的推荐基于

以下7点假设)$"% 用户的兴趣具有稳定性!网页内容

与用户兴趣相关" $7% 具有相同兴趣的网站访问者的

浏览方式具有规律相似性!通过分析大量用户的浏览

模式!可以发掘其规律"
基于以上假设!可以通过提取用户阅读的网页内

容!利用特征提取技术识别出网页的主题!从而挖掘出

用户的兴趣!通过关联规则挖掘筛选出用户最有可能

感兴趣的网页" 536C:O39.342GG3,;3.系统采用了

客户Q服务器的体系结构$见图"%"

6"!536C:O39.342GG3,;3.Tf.:;

服务器端由’个模块组成)$"% 文本特征表示模

块)负责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特征提取#$7% 分类匹

配模块)负责维护分类特征向量和候选网页信息#$?%
推荐筛选模块)对候选网页进行进一步的过滤#$’% 通

讯模块)负责与客户端交互!数据的收发" 客户端包括

’个模块)$"% 监视模块作为推荐任务的事件触发者!
负责捕捉用户浏览网页的事件!及时发送网页地址给

控制模块#$7% 通讯模块负责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发送

浏览页面的地址!接收推荐结果#$?% 显示模块负责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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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展示推荐结果#$’% 控制模块作为中枢!负责数据流

和业务流的调度"

7!关键模块

7("文本特征表示

利用特征提取技术来实现对网页主题信息的抽

取!由文本预处理&特征选择&特征提取分类模块?个

部分组成"
图7给出了文本预处理的流程" 文本预处理将不

同的网页格式数据转换为主题分类可以处理的单词序

列" 本系统的语料包括8I\‘网页和g\‘格式的网页

文件" 英文单词存在不同时态和复数等变体形式!需

要进行单词还原" 而中文以字为单位!要进行专门的

分词处理" 在得到单词集后!还要按照停词表去掉对

区分主题无帮助的虚词!如)*的+!*-M3+!*:+等" 同

时单词可以出现在页面的标题&副标题&正文&超级链

接等位置!不同的位置也反映了不一样的重要性!因此

在预处理的同时记录单词位置信息"

67!ghij-kb

此模块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中文分词" 常见的分

词方法有?种)基于字典的字符串匹配法!基于统计的

分词!基于句法和自然语言理解的方法’7!?!’!@( " 本系

统结合了字符串匹配方法和概率统计法进行分词" 字

符串匹配虽然可以得到大多数词汇!但现在的更新速

度远远高于词典的网络语言!*超女+&*快男+&*博客+
等网络新词层出不穷" 通过统计方法将一些高频出现

的未知词汇作为新词加入词表" 在汉语的语言习惯

中!二字词语占绝大部分!因此!可以将发现二字词作

为新词发现的重点" 利用下面公式计算任意7个汉字

h和Z之间的互信息)$h!Z%!将)值大于指定阈值的hZ
作为新词添加到词表中"

其中!C$h%和 C$Z%分别是汉字 h和 Z在汉语中

单独出现的概率!而C$hZ%是 h和 Z相邻出现的概率"
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C$hZ%!C$h%!C$Z%是通过语料

集的统计数据来估计的" 假设以B$hZ%! B$h%! B$Z%分

别表示二元组和相应的单字在语料集中出现的频率!
而以<表示语料集的规模!即语料集中单字的个数!那

么C$h%和C$Z%分别为 B$h%Q<! B$Z%Q<!而C$hZ% NB
$hZ%Q<"

特征选择用于从大量已分类的训练文本中抽取出

最能代表各自类别特征的一些词汇!组成特征向量"
特征选择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分类的准确度" 选出的特

征词的数量!即特征向量维度也决定了分类匹配模块

的计 算 量" 本 系 统 采 用 基 于 信 息 收 益 $),B2.G:-12,
]:1,! )]%主成分分析的特征选择方法!目的是用尽量

少的词汇尽可能全面体现分类主题的语义" 这样可以

尽量压缩特征向量的维数!减少匹配计算时间!同时保

持较高的匹配精度" 首先用信息收益法计算词汇的信

息熵" 该方法采用信息论中信息相对熵的概念!依据

不同词汇对分类系统提供的信息增量的不同进行筛

选" 如果简单地选择信息收益大于阈值的词汇作为特

征!往往忽略了词汇的语义信息!存在同义词!关联词

等干扰噪声" 在计算词汇信息收益的基础上!再运用

主成分分析!选择不相关的的词汇作为特征"
文本表示依据特征选择选出的特征!对文本进行

向量化表示" 根据向量空间模型!每个文档都可以表

示成 一 个 加 权 向 量 形 式 e$="!=7!=?!1!=1!1!
=,%!,是特征向量维度!可以采用 IWQ)*W方法赋予每

个特征词不同的权重" 权值 5IWQ)*W计算方法)IWi
)*W! 其中IW$I3.GW.3j/3,4Z%表示特征词汇在该文本

中出现的次数!)*W$),̂3.03*24/G3,-W.3j/3,4Z%为逆

文本频率值!计算方法))*W1NHO$*Q*1%!*表示训练文

档总数#*1表示出现第 1个特征词的文档数" 由于网

页属于半结构化数据!针对词汇在网页中出现的位置

不同!对不同的位置定义相应的权重 5C20!所以总权

重51N"5IWQ)*WY$"9"%5C20!""’#!"( !这样可以综

合考虑特征的语义和位置信息"
7(7分类匹配

分类匹配的任务是将待分析的网页经过分类算法

的计算后!判定其归属于哪一主题" 在系统中!用分类

算法计算待分类文本与各主题的相似度!相似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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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将被认定为分类结果!进一步得到相似度高的候

选网页" 目前已有多种文本分类算法)中心向量法&>
邻近算法&支持向量机&简单贝叶斯等" 中心向量法是

根据算术平均为每类文本生成一个代表该类的中心向

量!计算待分类文本与每类中心向量间的欧式距离!以

距离最近的类作为待分类文本的类别" 该方法分类速

度快!但是!以向量空间距离作为分类标准将形成类球

状类别分布!对于与多个类距离相近的文本!该算法的

分类准确度将急剧下降" 由于系统对分类速度要求较

高!为了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采用了速度较快的中

心向量法!同时为了弥补准确度下降的缺陷!在推荐筛

选模块中利用关联规则对候选结果进行过滤"
7(?推荐筛选

基于具有相同兴趣的网站访问者的浏览方式具有

规律相似性的假设!在推荐筛选模块!对网站的日志文

件进行挖掘!发现关联规则!利用这些规则和用户当前

的浏览路径对候选结果进行筛选!进一步提高推荐的

准确性" 筛选流程如图?所示)

6?!lmkb

在536日志中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不同用户对站

点的访问数据!通过数据预处理可以将日志数据整理

成用户会话的形式!即在规定的超时时间限制内!用户

对站点连续&完整访问的序列形式" 预处理过程一般

包括’个步骤)数据清理&用户识别&会话识别&路径补

偿" 考虑到用户在页面停留时间长短同样反映了用户

的兴趣!在本系统中还应根据各页面访问时间!计算出

页面的停留时间" 因此最后用户会话整理成为以访问

页面和停留时间组成的二元组为元素的序列" 通过改

进的 EC.12.1算法’D!%!$( !挖掘具有一定可信度和支持度

的正逆关联规则!以此对照用户当前的浏览路径对候

选列表中符合逆关联规则的结果过滤掉!对符合正关

联规则的结果提高排序"

?!536C:O39.342GG3,;3.系统运行

测试运行中将 536C:O39.342GG3,;3.系统部

署于某网站的新闻频道!网页训练集分别来自 FFA$英

文%和 新 浪 网$中 文%!共 采 用 不 同 主 题 的 英 文 文 档

’?"7篇!中文文档D’"#篇" 中文文档通过分词处理得

到不同词条"D%"?条" 采用信息增益算法取得英文特

征词’@#@个!中文特征词D%$&个" 通过对最近?’\
的536日志进行清理获得用户会话’"@"?7条" 经关

联规则挖掘!在可信度为 #($支持度为 #(% 发掘出

’%?"条正逆关联规则" 此关联规则集每月动态更新一

次" 当用户当前窗口为网站网页时!536C:O39.34T
2GG3,;3.的客户程序会自动捕获此阅读网页事件!
并将此时的网页链接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进行用

户兴趣挖掘!形成网页推荐信息回送客户端!客户端将

树型推荐信息以半透明方式浮现在浏览器窗口右侧)
以当前网页为中心!展开多个兴趣分支!每个兴趣分支

延伸出多个推荐网页链接"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基于 536日志和内容挖掘的 536T
C:O39.342GG3,;3.系统的设计和实现!重点分析了

关键组件222特征表示组件和推荐过滤组件的结构及

其关键技术" 本文采用特征提取技术对用户感兴趣的

网页进行了推荐!较关键词匹配方式!达到了模糊识别

主题的效果#利用536日志挖掘获得的正逆关联规则

对候选推荐列表进行筛选!提高了符合正向关联规则

结果的排名!进一步提高了推荐的精度" 536C:O39
.342GG3,;3.采用多主题推荐方式!在内容的可读性

和丰富程度上考虑了个性化!具有一定的实用值和研

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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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G)N-./,4$=# 831OM-Q51;-M%# QQ高度按

比例调整

3,;#
QQ设定描绘区域大小

1GO(L14-/.3(F1-G:C(51;-M)N.(P1OM-#
1GO(L14-/.3(F1-G:C(831OM-)N.(F2--2G #
QQ可伸展方式描绘!事实上是按比例缩小或放大

1GO(A:,̂:0(+-.3-4M*.:=$.!I].:CM14$06GC%%#
3,;#

图’所示是标本采集前的检验医嘱处理程序主界

面!其右侧所列的是与执行检验申请有关的标本采集

信息提示!包括标本容器的实物图像和有关说明文字"

 

6@!QR9:

’!结束语

可视化的标本采集提示!以醒目的彩色图文界面

突出了临床检验标本采集环节的处理重点!增强了

应用程序的亲和力!从而提高了软件的易用性!也方

便了标本核对工作!有助于减少差 错 发 生" 显 示 图

像均由素材图像动态处理生成!而不需要在系统中

维护数量很多的不同容器图像!既可以减少存储空

间和传输信息的量!也方便了相关 维 护 工 作" 系 统

所需的素材图像是经过专业图像处理软件裁剪&背

景和颜色调整的图像文件!虽然素材准备工作不够

方便!但是!系统一旦启用后增加图像的情况并不经

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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