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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基于标记窗的网页正文信息提取方法。该方法不仅适合于处理一个网页中所有正文信息均放

在一个 td 中的情况, 也适合于处理网页正文放在多个 td 中的情况 , 还可以处理网页正文文字短到与网页其余部

分文字( 如广告、导航条、版权) 长度相当的情况。尤其重要的是, 它能够解决非 Table 结构的网页正文提取问

题。实验表明 , 该方法可以提高网页正文提取的准确率, 适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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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onten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Tag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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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 Web conten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tag window, which could deal with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all the Web content information was put into one td or several tds, and the character numbers of
Web content information was at most equal to that of the other information, navigation bars, advertisement, and the copyright,
etc. Most especially, it could extract the Web content information which was not existed as the Table forma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Web conten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has a wide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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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抽取( Information Extraction) 技术是近十几年发展起

来的新领域 , 它起源于文本理解 , 属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领域。

信息抽取是直接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事实信息 , 并以结构化

形式描述信息 , 适用于信息查询、文本深层挖掘、问题自动回答

等方面的应用。Web 信息进行抽取 ( Web Information Extrac-

tion, WebIE) 是将 Web 作为信息源的信息抽取 , 其核心是抽取

分散在 Internet上的半结构化的 HTML 页面中隐含的信息。

万维网飞速发展, 其上的信息源随之日益丰富。但是,

Web 页面中经常含有广告链接、导航条、版权等非网页主题信

息的内容 , 页面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经常被隐藏在无关的内容

和结构中 , 限制了 Web 信息的可利用性。正确提取网页正文

信息, 实际上就是提取出页面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它是信息搜

索( Information Search) 、数据挖掘 ( Data Mining) 、机器翻译

( Machine Translation) 和文本摘要( Text Digest) 等 Web 信息处

理的基础。

1 相关工作

传统的网页数据抽取方法通常是由包装器 ( Wrapper) 完

成的, 但是 , 获取包装器中信息模式识别的知识是一个瓶颈问

题。采用半自动化方法获取知识规则的 XWRAP 系统在进行

网页抽取前 , 检查网页并进行预处理 , 最后将网页表示成一棵

树 [ 1] 。

王琦等人
[ 2]

基于 DOM规范 , 提出了基于语义信息的 STU-

DOM树模型 , 将 HTML 文档转换为 STU-DOM 树, 并对其进行

基于结构的过滤和基于语义的剪枝 , 完成了对网页主题信息的

提取。

文献[ 3] 提出在字符集中的区域提取文字的方法。该方

法仅适合于主题文字集中的网页 , 不能提取在文字中间出现表

格或链接等结构的文字。

Kristina Lerman等人 [ 4] 提出了通过对行和列的分组, 从

List 和 Table 中自动提取 Web 数据的方法。但它只在一些假

定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 并且需要分析许多网页之后 ,

才能从单一的一个 List中提出信息。

崔继馨等人
[ 5]

提出了基于 DOM 的 Web 信息抽取方法。

该方法采用人工方式对样本页面附加语义信息 , 然后对样本页

面中的样本记录进行标记 , 并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产生信息抽

取规则 ; 利用这些规则完成对相似结构网页的信息抽取。由于

该方法需要人工参与 , 使得系统的可用性降低。

文献[ 6] 提出了基于统计的网页正文信息提取方法。它

根据网页中的 HTML 标记将网页表示成一棵树, 然后利用树

中的每个节点包含的中文字节数从中选择包含正文信息的节

点。该方法适用于网页中所有正文信息均放在一个 td( td 是

HTML 语言提供的表格标记) 中的情况下的网页正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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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可知 , 现存的大多数网页正文提取方法不能处理

网页正文部分被存放在多个 td 中的情况 ; 不能处理一个 td 中

含有不同内容的情况 , 即不能处理一个 td 中存放的不仅仅是

网页正文的情况 ; 不能处理网页正文文字长度很短 , 短到与网

页其余部分文字( 如广告、导航条) 长度相当的特殊情况。而

且, 大多数方法均限于提取存放在 td 中的网页正文信息。但

经过统计 , 存在大量未采用 Table 结构存放正文信息的网页,

对于这种情况 , 上述方法都无能为力。基于此 , 本文提出了基

于标记窗( Tag Window) 的网页正文获取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2 基于标记窗的网页正文提取方法

基于标记窗提取网页正文信息的方法不仅适合于处理一

个网页中所有正文信息均放在一个 td 中的情况 , 也适合于处

理网页正文放在多个 td 中的情况。尤其重要的是, 它能够解决

非 Table 结构的网页正文提取问题。其实现简单 , 通用性好。

定义  称 HTML 中成对出现的标记为标记对, 称 HTML

格式的网页中出现在 Title 之后的显示内容非空的标记对为标

记窗。

基于标记窗提取网页正文信息的方法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具体步骤如下 :

( 1) 对网页进行规范化处理。如果一个网页满足如下条

件
[ 6] , 则它是规范化的网页 :

①在除了网页标记 tag 外的地方出现的“〈”和“〉”用 &lt;

和 &gt; 代替。

②所有标记的属性值放在引号中 , 如〈a herf = " www. bit.

edu. cn" 〉。

③所有的标记都是匹配的, 即每个开始标记均对应着一个

结束标记 , 如〈body〉和〈/ body〉。

④所有的标记都是正确嵌套的, 如〈a〉⋯〈b〉⋯〈/ b〉⋯

〈/ a〉。

( 2) 获取 Web的 Title 及其各级标题〈h1 〉, ⋯, 〈hg〉的标题

内容。应用中国科学院的 ICTCLAS 分词系统对它们进行分词

处理, 去掉停用词、虚词, 得到只包含实词的标题词序列 Sti tle =

{ Wt1
, Wt2

, ⋯, Wtm
} 及各级标题词序列 Shi

= hi1
Wh i2

, ⋯,

Whin
= 1, ⋯, g) 。

( 3) 提取网页正文。

①找出所有的标记窗 tw, 对每一个标记窗 twi( i = 1, ⋯, N) ,

去掉其中的 HTML 标记 , 得到不含任何 HTML 标记的字符串。

②对每个标记窗 twi 内的字符串分词, 得到字符串序列。

为了简化计算 , 仅取 出 Stwi 中的实 词, 得 到 Stwi = twi1
,

Wtwi2
, ⋯, Wtwiq

} 。用 Levenshtein Distance 公式
[ 7] ( 式( 1) ) 计算

标题词序列 Stitle与字符串词序列 Stwi
的距离 :

L( ( x1 , ⋯ , xp) , ( y1 , ⋯ , yq) ) =

p      q = 0

q      p = 0

min( L( ( x1 , ⋯ , xp - 1 ) , ( y1 , ⋯ , yq ) ) + 1,

L( ( x1 , ⋯ , xp) , ( y1 , ⋯ , yq - 1 ) ) + 1,

L( ( x1 , ⋯ , xp - 1 ) , ( y1 , ⋯ , yq - 1) ) +

Z( xp, yq ) )  否则

( 1)

其中, Z( x, y) =
0  如果 x = y

1  否则

③比较 L和 q的大小 , 如果 L < q, 则标记窗 twi 中的文字

是正文信息 , 将其提取 ; 否则 , 舍弃标记窗 twi 中的文字。

图 1 基于标记窗的网页正文提取方法流程图

对于标记嵌套的情况 , 先处理最里层的标记对 , 抽取其中

的正文 , 并且清除此标记对及其中间的正文 ; 然后处理外一层

的标记对 , 依此类推。

下面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基于标记窗提取网页正文

内容的方法。该例子所用的网页是 http: / /weather. sina. com.

cn/news/2005/1216 /12339. html, 该网页的标题是“新疆发布大

雾黄色预警信号”。

过滤掉该网页对应的 HTML 文件中显示内容为空的标记

对后 , 用得到的标记窗中的四个标记窗为例进行说明。对每个

标记窗分词之后得到词序列( 仅保留实词) 及标题词序列与它

们之间的距离 , 如表 1 所示。按照前述算法 , 应该提取标记窗

1 ～3 中的文字信息 , 舍弃 4 中的信息。

表 1 网页实例

标题窗序号 标题词序列

Stitle

对标题窗内的文字进行分词

处理得到的词序列 Stwi

Stitle与 Stwi

的距离
q

1

2

3

4

新疆 发布

大雾 黄色

预警 信号

新疆 发布 大雾 黄色 预警

信号
0 6

新疆 气象台 今 日 15 时 30 分

发布 大雾 黄色 预警 信号
4 12

今天 中午 乌 鲁 木 齐 市 区 开

始 出现 浓雾 能 见度 为 300 m

预计 浓雾 将 维持 到 明天 上

午 希 各 有 关 单位 做 好 防

雾 工作 注意 交通 安全

28 30

责任 编辑 潆 绕 6 4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考查本文提出方法的实际效果 , 随机选择来自 www.

sina. com. cn, www. sohu. com, www. bit. edu. cn, www. people. com

和 www. mop. gov. cn 网站的 788 个网页进行实验。实验结果如

表 2 所示。正确提取的网页数是指将网页的全部正文信息正

确提取出来的网页个数; 错提、少提正文信息的网页都是错误

提取的网页。准确率 =正确提取的网页数 /网页总数。

表 2 实验结果

网页来源 网页总数 正确提取的网页数 错误提取的网页数 准确率

www. sina. com. cn 198 183 15 92. 4%

www. sohu. c om 186 178 8 95. 7%

www. bit. edu. c n 80 78 2 97. 5%

www. people . com. cn 211 195 16 92. 4%

www. mop. gov. cn 113 109 4 96. 5%

合计 788 743 45 94. 3%

  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发现, 之所以会出现对 ( 下转第 1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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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生词复现率低的问题 , 编辑器提供了查询词频的

功能。该功能可以实现某一课、某几课或整部教材中用了哪些

词语、词语出现的频率有多少以及在各个章节中的分配情况等

的查询。编者可以根据这些量化标准来调整编著过程。

为了解决词汇量过大的问题, 编辑器按照汉语水平等级大

纲( HSK) 来统计每章中出现的甲乙丙丁和超纲词各占多大比

例, 并且对每种不同等级的词汇以不同颜色来标示。所以编者

可以很直观地从统计结果看出章节的编写是否科学。

2. 4  其他功能

除上述汉语教材编著的专用功能外 , 编辑器还提供了以下

功能: ①生成词汇表。词汇表生成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一大

需求, 词汇表中要列出出现的所有词的字形、拼音以及词性等。

如果通过人工方式去做 , 效率将会很低 ; 而通过系统的此功能 ,

在几秒之内即可完成。②章节合并。这一功能可以把多个文

档合并成一个文档。③生成课件。编写的教材往往不只是为

了出版用 , 而且教材中插入的一些多媒体信息如动画、声音、视

频都无法出版。因此可以把编写的教材生成网络课件的形式 ,

用于网络教学。④安全保存。保存功能不仅能把课件保存到

服务器上 , 而且还能把课件保存到本地磁盘上。

对外汉语教材编辑器界面如图 4 所示。

图 4 对外汉语教材编辑器界面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个新型的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这个系统

不仅提供了协同编著过程中所需的功能 , 而且还有很多致力于

解决汉语教材编著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的功能。整个系统是基

于 J2EE 技术的松耦合设计的 , 因此具有很好的可维护性和可

扩展性。但是系统中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 , 即一个用户只有

当其在线时才能感知其他用户对文档在哪一部分作了哪些修

改, 但在其离线时则无法感知 , 这给协同编著带来了一定的不

便。因此 , 笔者目前正在考虑实现当用户离线时 , 仍能收到系

统自动发送的邮件。该邮件中应该包含哪个用户对文档的哪

个部分作了怎样的修改。这一功能的实现 ,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系统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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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45 页 ) 网页正文信息的错提、少提 , 是因为网页设计者

想法的不同 , 导致他们可能使用一些修辞手法, 如比喻、拟人等

手法吸引 Web 访问者的浏览注意力。这样就导致了标题词序

列中的词根本没有在网页正文中出现 , 造成了对网页正文信息

的错误提取 , 影响了网页正文信息提取的准确率。

4 结束语

Web 上的数据抽取技术是目前点的热研究方向。虽然国

内外的研究在一些技术上较为成熟和完善 , 但仍没有一个产品

或系统能在各方面符合人们对 Web 信息抽取的要求。随着新

技术和新思想的介入 , Web 信息抽取技术处于不断的更新和

发展中。本文提出的基于标记窗的网页正文提取方法解决了

网页正文存放在多个 td 中的情况和网页正文文字短的网页正

文提取问题。尤其重要的是, 它能够解决非 Table 结构的网页

正文提取问题。与文献[ 2, 6] 不同的是 , 本方法无须将网页表

示成一棵树 , 只需利用正则表达式,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网页中

标记对之间的正文 , 这大大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实验表明 ,

该方法性能好、适用性强。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语义信息结合

到该方法中 , 更好地“理解”网页 , 进一步提高 Web 网页正文信

息提取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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