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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元搜索技术的主题新闻门户系统① 
Topic-Specific News Portal System Based on Meta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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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题新闻门户提供个性化的新闻信息集成服务，是现在企业级信息化应用的一个热点。实现了一个无

需人工干预的主题新闻系统。它基于元搜索技术获得主题相关的新闻索引，之后构造分装器和采用启

发式算法准确提取双层页面中的结构化信息；同时设计了结合 URL 和标题的新闻重复检测策略，提高

抓取质量。原型系统运行以来得到了较优异的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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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搜索引擎中的新闻搜索覆盖了大量新闻源站

点，它的出现是对门户站点的有效补充，可以为用户

搜索与聚合主题相关的不同媒体多角度的新闻报道；

另外也为主题新闻门户的自动实现和快速部署提供了

一种思路和技术基础。 
主题新闻门户技术的基本功能是信息集成和个

性化服务，它根据企业级或个人应用的需求，通过

Web挖掘技术及时地从 Web新闻源中获取所关心的

的新闻，在本地存储并呈现。这是企业信息化应用的

一个热点。早期它的实现使用人工采集；然后出现了

基于神经网络的主题追踪[1]的方法，需要有样本学习

和页面相关度判断的开销，并且查准率一般。我们基

于新闻搜索引擎的元搜索技术，提出启发式的新闻正

文提取算法，实现了一个无需人工干预的主题新闻门

户系统。 
 
2 相关研究 
2.1 元搜索  

元搜索引擎[2](meta search engine)，是一种调

用其它独立搜索引擎的引擎，它对多个独立搜索引擎

进行整合、调用、控制和优化利用。当用户查询一个 

 
 
关键词时，它把用户的查询请求转换成其他搜索引擎

能够接受的命令格式，并行地访问多个传统的搜索引

擎来查询这个关键词，然后将返回的结果进行合并、

重新排序等处理后，作为自己的结果返回给用户。严

格地讲，元搜索引擎只是一个搜索代理程序，算不上

一个真正独立的搜索引擎。从检索机制的角度看，元

搜索引擎可算是一种分布式信息检索系统，有其检索

覆盖面广、系统复杂度低等优点。 
2.2 Web 内容挖掘  

Web 内容挖掘[3](Web Data Mining)，属于 Web
数据挖掘的范畴，主要处理 Web 文本内容进行知识发

现，它包括了页面相关性分析、页面分割和页面信息

提取等任务。 
在新闻门户技术中它的应用主要是页面信息提

取，现在主要两种方法：利用信号处理中快速傅里叶

变换(FFT)的提取方法[4]和基于分装器(wrapper)的方

法。前者结合统计学原理实现，不需要先验知识，自

动地抽取正文，对中文“正文式”文本比较有效，但

计算复杂度较高；后者基于定义好的规则，快速准确

地匹配目标信息，针对每个目标页面类型需要实现一

个匹配模板。本系统需要对商用新闻搜索引擎返回的

索引页面，解析以获得新闻页面的链接、新闻标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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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等结构化信息，使用 wrapper 方法可以满足精确

度要求。 
 
3 架构和关键技术 

本文实现的主题新闻门户系统的架构如图 1 所

示，包含元搜索器、爬取器和索引器三大主要模块。

系统的后台定义了主题需求，会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动

态调用元搜索器请求新闻搜索引擎接口；分装器负责

解析新闻搜索返回的列表，得到新闻链接的结构化信

息；爬取器从 URL 数据库提取链接获取新闻页面，并

用索引器解析得到正文；把正文和结构化信息一起存

入关系数据库。搜索引擎接口是人工设置的新闻抓取

源站点的入口。如表 1 所示。 
 
 
 
 
 
 
 
 
 
 
 
 
 
 

图 1 主题新闻门户系统体系架构图 
 

表 1 权威新闻搜索接口 
 
 
 
 
 
  

“##QUERY##”，“##START##”是预定义字符，

分别代表查询主题词和单页偏移量，系统运行中替换

之进行动态赋值。 
系统中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分装器的构造、

新闻页面正文提取算法的设计和正文的重复性判断。 

3.1 分装器  
本模块负责对新闻搜索返回的目录页面进行解

析，提取新闻链接的结构化信息：链接、新闻站点、

摘要和标题。图 2 上是 Google 新闻搜索中对关键字

“旅游”查询返回的索引页面一部分，包含了两个结

构相似的实体模块。图 2 下是从实体模块提取结构化

信息后生成的 XML 数据。 
 
 
 
 
 
 
 
 
 
 
 
 

图 2 目录页的结构化结果 
 

源站点的新闻目录页面由机器代码生成，是规范

的半结构化页面，所以设计提取结构化信息的分匹配

模板成为可能。本系统实现的分装器采用正则表达式

作为匹配规则的表示语言。它的处理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分装器处理流程 
 

所示流程中，生成模板的过程要兼容特殊情况，

比如模块内会出现的附图，模块尾部出现的添加信息；

交叉检测是输入不同页面对模板进行测试，以保证其

健壮性。本分装器把一个新闻实体模块归纳为一条规

则，相对于每一个结构元素提取出规则，可以提高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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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序的运行效率 
3.2 启发式新闻正文提取算法  

索引器模块的输入包括两部分：通过网络请求获

得的新闻正文页面和分装器解析后得到的结构化信

息。本模块主要解决准确地提取新闻正文的问题。中

文源新闻站点数量众多且更新频繁，如果用设计分装

器的方法来提取正文，则开发和维护的成本过高，所

以必须实现一个智能提取新闻正文的算法，这也是本

文的重要创新点。 
经过对大量新闻正文页面和获得信息的分析，得

到了如下几条启发式经验： 
1) 新闻页面中的正文包含在页面的块标签中，即

<div>、<table>或<span>标签内，这三类标签是

算法解析的目标； 
2) 结构化信息中的摘要文本一般位于新闻正文

的前部，一般直接截取自正文文本，附带的 HTML 编

码字符格式与文本相匹配； 
3) 不匹配情况：当摘要首句中出现“讯”“报道”

等词组后，新闻搜索引擎会习惯性改变其后空格和括

号的格式； 
根据以上启发性规则，设计的正文提取算法有如

下思路：清理摘要信息格式，得到前 n(30<n<60)个
字符，计为 p，作为正文首部可能的匹配字段；截取

匹配到 p 位置之前的新闻文本，设置一个游标在其中

执行后向查找，检索第一个未闭合的块标签位置

fpos；在 fpos 后的文本内查找对应前标签的闭合位

置 rpos；fpos 与 rpos 之间的文本段作为此块标签的

对应文本；综合长度等信息对比每种块标签抽取文本，

判决最大可能的正文段。其流程见如下代码： 
算法充分利用了摘要和正文的特征，以及 HTML

结构化语言的一些标记，在代码中只处理了位置和游

标信息，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比较小。文献[5]同样是利

用摘要信息对正文进行提取，它采用了基于 DOM 树

的做法，需要对整个文本进行处理，然后再匹配整段

摘要，这样一方面处理较繁琐，占用了较多内存空间，

另外没有考虑搜索元站点已经得到的摘要信息，导致

不能精确匹配。 
3.3 新闻重复判断机制  

新闻抓取系统中对新闻的重复性判断是一个重要

的问题，影响到新闻门户系统的质量和效率。系统在

分装器得到结构化信息后判决新闻对象的重复性，重 

 
 
 
 
 
 
 
 
 
 
 
 
 
 
 

图 4 启发式正文提取算法伪码 
 
复就抛弃，否则就存储以备抓取器调用。系统需要处

理两类重复新闻：同源新闻和转载新闻。 
同源新闻的新闻对象来自不同元引擎，或者是同一

元引擎不同时段的返回结果，它们的新闻本体集合{站
点，标题，摘要，链接}相同，系统以 URL 作为同源新

闻重复性的判断条件。对于 URL这样的字符串查询，基

于 Trie多叉树结构算法效率要优于二叉树和 Hash表查

找算法，其算法时间复杂度跟组成树的节点无关，只与

检索对象字符串中字符个数有关。基于新闻搜索引擎对

结果按照时间排序的特点，判断的样本集合是在前 24
个小时内的抓取新闻形成的 Trie树数据。 

不同新闻源站点经常转载同一新闻，转载新闻的

站点和链接不同，但新闻标题和正文最大程度相似。

分装器解析后的结构化信息中包括标题和摘要，系统

基于提高效率的角度考虑，只从标题出发判断是否转

载新闻，同样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具体方法是：

对新闻标题按照词库进行分词，在已抓取到的新闻标

题倒查索引(Inverted Index)表中进行匹配，如果按词

组在标题中的位置顺序找到全部匹配项，就可判定相

同新闻已存在。 
 
4 仿真和讨论 

新闻门户系统基于元搜索技术，从高质量的新闻

搜索引擎获得对应主题的不断更新的新闻源。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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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设置多个主题，在测试系统中定制了关键

词“旅游”、“汽车”和“经济”，快速部署了对应主

题的新闻门户，具有良好的主题的兼容性；从新闻引

擎返回页面解析得到的新闻目标链接，起到了对抓取

对象站点的负载进行离散化的目的，可以避免因为抓

取频率太高会被目标新闻站点屏蔽，增强了系统的鲁

棒性；系统中对解析成功的正文结构进行缓存，一定

时间内如果重复访问同样站点，不经过正文提取算

法，直接调用存储的匹配结构进行处理，提高了系统

的效率。 
我们在 1G内存、P4.2.8G的 CPU、安装 FreeBSD

系统的 PC 机上，使用 PHP 和 C 语言实现了主题新闻

门户的原形系统。运行前在后台设置了 Google 新闻

搜索和 Baidu 新闻搜索两个接口，分别订制了“旅游”、

“汽车”和“经济”三个主题，设置抓取时间间隔为

1 个小时，元引擎的广度搜索设置为 5 页，对一个小

时来说，5 页既能保证主题相关新闻的质量和数量，

另外又避免了重复采集新闻目标链接。然后各自主题

分别运行 24 个小时，得到如表 2 所示的数据。 
表 2 原型系统运行数据 

名称  旅游  汽车  经济  
重复新闻  2391 2014 1765 
目标链接  1932 1805 2163 
解析页面  1590 1579 1900 
解析成功  1401 1396 1697 

表 2 中的“搜索引擎索引页”记录了请求元搜索

返回的总页数，每页20条新闻，对应每个主题是 4800
条新闻；分装器从索引页解析出的正确的结构化结果

集包含了两类数据：“重复新闻”和“目标链接”，分

别记录了检测出来的重复数据和经过重复性验证的结

构化新闻数据；分装器的提取正确率是两部分数据数

目之和与总条目的比值，将三个领域的比值经过算术

平均，其值为 83.8%，说明了模板规则的兼容性还有

改进的地方。重复信息条目较多，大部分是同源新闻

重复抓取，除了两个引擎返回一样新闻情况外，主要

在于在搜索引擎更新较慢的时段，比如凌晨，页数设

置过多只会增加冗余，可以采用分时段设置抓取广度

的策略。 
目标链接压入爬取器的 URL 队列，爬取器成功获 

 
 

取的页面成为了解析和正文提取的对象，一部分不能

被解析器识别，处理过程中止；其余可以经过解析器

处理的页面数据被统计为解析页面数目。对新闻页面

解析算法来进行度量：查准率(precise)用解析成功数

目与解析页面数目的比值来计算， 
 
 
三个领域的比值经过算术平均后的正确率为

88.2%；查全率(recall)用解析成功数目与目标链接数

目的比值来计算， 
 
 

三个领域的比值经过算术平均后的正确率为

76.1%。可见启发式算法可以达到较高的正文提取准

确度，但识别率还有待提高。 
 
5 结论 

本系统基于元搜索技术，从权威度高的新闻搜索

引擎抓取不断更新的新闻页面，构造分装器对得到的

页面进行解析，提取新闻对象的结构化信息，并以此

作为输入的先验知识实现提取新闻正文的启发式算

法；同时设计双层的新闻重复性判断机制，避免了同

源或者转载的重复新闻，提高了抓取新闻的质量。原

型系统经测试，其查准率和效率达到较高水平，超过

了文献[5]中的抽取方法，以此系统为基础实现了旅游

资讯模块在“E 游天下”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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