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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购物搜索引擎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跨网站式的模糊识别多媒体信息
购物搜索引擎的模型架构方案，并结合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学习和调整来提高用户的搜索满意度，以提升其
购物意愿，进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运用相关检索指标对该模型进行效能评估，以证明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并通过分析模型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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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上充斥着海量的多媒体信
息，用户如何全面有效地查询到所需信息已成为当前信息检索
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提出了一种跨网站式的模糊识别多媒
体信息购物搜索引擎模型，通过构建相关主题的知识库与主题
词汇库，并对 ＨＴＭＬ、ＸＭＬ、ＶＲＭＬ、ＡＳＰ、ＪＳＰ、ＣＧＩ等语言描述的
相关网页进行特征萃取，建立了相对应主题的网页资料库，然
后通过与用户交互式的学习，进行相关特征比对和主题分类分
配，模糊识别用户个性化的查询需求，建立相应的初始化隶属
度函数，并制定规则来约束搜索的例外情况，以建立能较好地
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多媒体信息搜索引擎。

1　个性化信息检索背景
1畅1　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发展至今，
产生了许多查询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ａ）布尔逻辑检索（Ｂｏｏｌ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 ［１］ 。 在面对用户明确的
检索需求时，可以处理不同层次的数据或相同层次的多个关键
字。 布尔逻辑模式可以迅速缩小检索范围，但这种模式最大的
问题在于无法判断不同文件对于检索条件的适应度和重要程

度。 因此，通常会出现检索结果满足检索条件，但与用户实际
需求不符的状况。

ｂ）信息过滤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１］ 。 这种检索模式

是由用户事先向系统提供个人的信息需求，再由系统主动搜集
符合需求的相关信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呈现给用户。 在
信息过滤检索模式中，用户的查询需求较为固定，其检索结果
也较为符合用户的个性化查询需求。

ｃ）对话反馈检索［１］ 。 这种检索模式结合了人机交互式以
及渐进式查询模式，用户通过界面与查询系统进行对话，系统
通过语法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意图，然后利用解析器进行实际
检索，并将结果反馈给用户，当用户再对反馈结果作出相关响
应时，系统将根据这些响应信息作出进一步检索，并调整检索
策略以符合用户需求。
随着互联网上信息量的指数倍激增，用户对于网络搜索引

擎的依赖也越来越深。 目前，一般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Ｙａｈｏｏ、Ａｌ唱
ｔａ Ｖｉｓｔａ等）都会提供三种基本功能：具有利用关键字搜寻所需
信息的功能；具有数据更新的功能；当搜索引擎检索到数据后，
具有提供相关网页基本信息的功能。

1畅2　多媒体信息检索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信息的多元化发展，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多媒

体信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信息。 如何有效地检索到用户
所需的多媒体信息已成为信息检索发展的主要趋势。 Ｗｅｂ查
询语言就此孕育而生，在这个领域中著名的研究成果有
ＷＩＳＥ［２］ 、ＷＥＢＳＱＬ［３］等。 这些研究是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海量
的数据库，将网页内文件的特征（如关键字、卷标、锚点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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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页查询时的基础，以开发出类似 Ｔ唱ＳＱＬ 语言来查询网页
数据库。 这种方法将搜索引擎的适用范围延伸到世界范围的
任何领域，因此该模式的检索规则在于所有网页的共同特性而
不再局限于个别领域所规定的特殊处理流程。 但是互联网上
存在着大量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信息，且不同领域、不同
类型的数据格式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使得在检索过程中很难
设计一种标准的查询语言进行检索；此外，如何为缺乏专业知
识背景的用户设计出友好的交互系统也是信息检索发展亟待

解决的问题。

1畅3　个性化搜索引擎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用户对于信息的要求也逐渐由大

众化需求转换为个性化需求［４］ ，Ｍａｇｅｄａｎｚ 等学者提出了信息
检索的研究将朝着个性化方向发展，而智能代理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的功能正好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检索要求。 Ｃｈａｎｇ等
学者在智能代理器的定义中提到：设计智能代理器的目的是要
让系统具备了解用户的工作范围并学习用户处理工作的习惯，
达到主动分担用户工作的目的［２］ 。 用户将自己的信息需求提
交给智能代理器，代理器代替用户到各相关数据库检索数据，
然后将结果集反馈给用户，这种检索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检
索无时空限制、系统能够自组织自学习、信息处理过程完全自
动化。

目前，绝大多数搜索引擎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６］ ：

ａ）直接定义法。 通过直接对用户信息需求的规定来获取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信息，如要求用户填写相关表格和问卷。 直
接定义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收集到用户的基本信息，但缺点在于
需要用户的高度配合。

ｂ）隐藏式数据萃取法。 由系统特定功能模块担当感应器
的角色，学习用户对于事物的反应及处理流程，进而模拟用户
隐藏的特征。 通常可以根据以下规则来识别用户的隐藏特征：
（ａ）用户对于该网页所停留的时间；（ｂ）用户是否使用滚动条
来浏览该网页信息；（ｃ）用户是否点击该网页中的超链接来浏
览其他相关信息。

2　模糊逻辑理论
自 １９６５年美国控制论专家 Ｚａｄｅｈ 提出了模糊集思想起，

模糊集合（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模糊法则、推论机制与推论模式［７］被广

泛地应用于许多领域。 １９９５年我国学者首次提出公理模糊集
理论（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ＡＦＳ），成为模糊集理论一个新的研
究方法［８］ 。 公理模糊集理论应用 ＡＦＳ代数和 ＡＦＳ 结构来描述
自然语言语义的不确定性和原始数据随机分布的不确定性，为
模糊度隶属函数及其逻辑运算提供了客观统一的确定方法，克
服了传统研究方法中隶属函数确定的主观性和模糊逻辑算子

选择的随意性［９］ 。 近年来，ＡＦＳ理论与概率理论相结合使用，
将人类主观的模糊性和客观的不确定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
新的应用方向。

2畅1　AFS 代数

定义 １［１０，１１］　设 X１ ，X２ ，⋯，Xn，M是 n ＋１个非空集合，则

将集合 EX１⋯XnM定义为
EX１⋯XnM ＝｛∑

i∈I
（u１i u２i⋯uniAi） ｜Ai∈２M，uri∈２Xr｝

其中：r ＝１，２，⋯，n，I是一个非空指标集，当 n ＝０ 时，上述公式

可变换为
EM ＝｛∑

i∈I
Ai ｜Ai∈２M，i∈I｝

其中：I是一个非空指标集。
定义 ２［１０，１１］　设 X１ ，X２ ，⋯，Xn，M是 n ＋１ 个非空集合，在

EX１⋯XnM上的一个二元关系 R定义为
橙∑

i∈I
（u１i u２i⋯uniAi），∑j∈J

（ v１ j v２j⋯vnjBj）∈EX１⋯XnM

则有 ∑
i∈I

（u１i u２i⋯uniAi） R ∑
j∈J

（ v１j v２ j⋯vnjBj） 骋

（１）橙（ u１i u２i ⋯uni） Ai，愁（ v１h v２h ⋯vnh ） Bh 使得 Ai 澈Bh，
uri彻vrh。 其中 i∈I，h∈J，１≤r≤n。

（２）橙（v１ j，v２ j，⋯，vnj）Bj，愁（u１k u２k⋯unk）Ak 使得 Bj澈Ak，
vrj彻urk。 其中 j∈J，k∈I，１≤r≤n。

EX１⋯XnM／R记为
EX１⋯XnM· ∑

i∈I
（u１i⋯uniAi） ＝∑

j∈J
（ v１j⋯vnjBj）

该等式表示∑
i∈I
（u１i u２i⋯uni Ai）和∑

j∈J
（v１j v２ j⋯vnj Bj）有关系 R

下等价。
定理 １［１０，１１］　设 X１，X２ ，⋯，Xn， M 是 n ＋１ 个非空集合，

（EX１⋯XnM，∧，∨）在如下定义的∧，∨二元运算下，成为一
个完全分配格：
橙∑

i∈I
（u１i u２i⋯uniAi），∑j∈J

（ v１ j v２ j⋯ vnj Bj ）∈EX１ ⋯XnM 有∑
i∈I

（ u１i u２i⋯uni

Ai）∧∑
j∈J

（ v１ j v２j ⋯ vnj Bj ） ＝ ∑
i∈I，j∈J

［（ u１i ∩ v１ j ） （ u２i ∩ v２ j ） ⋯（ uni ∩ vnj ）

（Ai∪Bj）］和∑
i∈I

（u１i u２i ⋯uni Ai ）∨∑
j∈J

（ v１j v２j ⋯ vnj Bj ） ＝ ∑
k∈I∪J

（ω１k ω２k ⋯

ωnkCk）其中：橙k∈（ I∪J），（ I∪J）是 I 与 J 的不交并，如果
k∈I则Ck ＝Ak，ωrk ＝urk；如果 k∈J 则 Ck ＝Bk，ωrk ＝vrk，１≤
r≤n。 此时，（EX１⋯XnM，∧，∨）被称为 X１ ，X２ ，⋯，Xn 和 M上
的 EIn ＋１代数，X１ ⋯XnΦ是 EX１ ⋯XnM 的最大元，Φ⋯ΦM 是
EX１⋯XnM的最小元，当 n ＝０ 时，上述 EIn ＋１代数就成为 EI代
数（EM，∧，∨）。
此方法可以将少数的几个模糊概念生成用 EM 表示的非

常多的概念，∧和∨是这些模糊概念的交、并运算，且 EM中每
个元素都有确切的语意［１１］ 。 因此，本文将 EIn ＋１代数引入搜索

引擎的模式识别，可以从用户所提交的较少信息中生成新的概
念模式，从而进一步充分识别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2畅2　AFS 模糊逻辑系统

定义 ３［１１，１２］　设ξ是论域 X上的一个属性或概念，ξ与 X
上的一个二元关系 Rξ（即 Rξ彻X ×X）相对应。 其中（ x，y）∈
Rξ，说明 x以某种程度属于ξ且 x属于ξ的程度要强于或等于
y属于ξ的程度。
定义 ４［１１，１２］　设 X为集合，R是集合 X上的二元关系。 如

果对于 x，y∈X且 x≠y，若 R满足：
ａ）如果（x，y）∈R，则（x，x）∈R；
ｂ）如果（x，x）∈R，（y，y）臭R，则（x，y）∈R；
ｃ）如果（x，y）∈R，（y，z）∈R，则（x，z）∈R；
ｄ）如果（x，x）∈R，（y，y）∈R，则或（x，y）∈R，或（y，x）∈R。

则称 R为弱偏好关系（ ｓｕｂ唱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与弱偏好关系
对应的概念称为简单概念，反之称为复杂概念。
定义 ５［１０ ～１２］　设 X、M 为两个集合，２M 是 M 的幂集，τ＝

X ×X→２M，如果对于任意的 x１ ，x２ ，x３∈X，τ满足下面的公理：
AX１ ：τ（x１ ，x２ ）彻τ（x１ ，x１ ）；
AX２ ：τ（x１ ，x２ ）∩τ（x２ ，x３ ）彻τ（x１ ，x３ ），

则将（M，τ，X）称为一个 ＡＦＳ 结构，X 称为论域，M 称为属性
域，τ称为结构。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构造的 M是论域 X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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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属性组合，所以定义如下公式来构造 ＡＦＳ结构［１１］ ：
τ（x，y） ＝｛m｜m∈M，（x，y）∈Rm｝

定义 ６［１１ ～１４］　对逻辑非（′）运算作如下定义：
橙∑

i∈J
Ai∈EM，有 ∑

i∈I
Ai ′＝∧ i∈I｛∨a∈Ai（a′）｝

其中：a∈M，a′是简单概念 a的非。
根据以上定义，将代数系统（EX１ ⋯XnM，∧，∨，′）称为

ＡＦＳ模糊逻辑系统。 在构建搜索引擎用户个性化学习模块中，
采用 ＡＦＳ模糊逻辑系统可以从用户较少的自然语言描述中获
得最大的信息需求特征，进而最大限度地匹配用户所需要的网
页资料。

2畅3　AFS 模糊集隶属函数
定理 ２［１１，１２］　设 X、M 为两个集合，（M，τ，X）是一个 ＡＦＳ

结构，B彻X，A彻M，定义符号：
A（B） ＝｛ y｜y∈X，τ（ x，y）澈A，橙x∈B｝

对于给定的 x∈X，如果存在映射关系矱x：EM→EXM，橙∑
i∈I

Ai∈EM，使得：
矱x（∑i∈I

Ai） ＝∑
i∈I

Ai（｛x｝）Ai∈EXM成立，则称矱x 是从（EM，

∧，∨）到（EXM，∧，∨）上的代数同态。
定义 ７［１１，１２］　设 X是一个集合，S是 X上的σ代数，存在

ρ：X→R＋ ＝［０，∞），０ ＜∑
x∈X

ρ（x） ＜∞，对任意的 A∈S，使得：

m（A） ＝
∑
x∈A

ρ（x）
∑
x∈X

ρ（x）成立，则称 m为 S上的由 ρ导出的测度。

由于搜索引擎在模糊识别用户所提交的自然语言过程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属性是离散的，本文只讨论离散情况下的模糊
测度的导出。 文献［１２］对连续情况下的模糊测度导出进行了
详细地阐述。

定义 ８［８，１１，１２］ 　设 ξ是 X 上的一个简单概念，且存在 ρξ：
X→R ＋ ＝［０，∞），如果 ρξ满足下列条件：

ａ）ρξ（x） ＝０骋（x，x）臭Rξ，x∈X；
ｂ）（x，y）∈Rξ痴ρξ（x）≥ρξ（y），（x，y）∈X，

则将 ρξ称为简单概念ξ的隶属度函数。
定义 ９［８，１１，１２］　设 X为论域，M是 X上的一些简单概念构

成的一个集合，S是 X上的σ代数，对于橙α∈M，mα是由α的
隶属度函数 ρα导出的 S上的测度，对于∑i∈I aiAi∈EXM，如果
满足 ai∈S，橙i∈I，则定义∑i∈I aiAi 的范数为

M（∑ i∈I ai Ai） ＝ｓｕｐ
i∈I

∏
α∈Ai

mα（ai） ∈［０，１］

对于在半认知空间（M，τ，X，S）中，可测的模糊概念∑i∈I

Ai∈EM，定义其表示模糊概念的 Ｚａｄｅｈ 模糊集隶属函数为
橙x∈X。

μ∑ i∈IAi（ x） ＝M（（∑ i∈I Ai）（ x）） ＝M（∑ i∈IAi（x）Ai）∈［０，１］

3　网络购物搜索引擎模型构建
3畅1　模型框架

用户在商品信息搜索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
以往简单的文本信息不再满足用户的需求。 如何从用户简单
的自然语言中识别用户的需求，进而将丰富的多媒体信息呈现
给用户，成为当今购物搜索引擎发展的主要趋势。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了一种能够较好地满足用户
个性化查询需求的网络购物搜索引擎模型，该模型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１）原始网页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量
是极其庞大的，如果用户搜集相关网页信息时，系统实时初始
化原始网页资料库，则会导致检索服务器的传输带宽严重不
足，致使检索系统无法顺畅运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借鉴大
多数搜索引擎的运作方式，采用离线运作模式进行原始网页资
料的收集与整理。 根据不同主题，先通过全文搜索引擎搜集相
关主题的网页资料，如果收集到该主题信息的 ＵＲＬ时，通过网
络下载软件 ＬＡＮ Ｓｐｉｄｅｒ（或 Ｔｅｌｅｐｏｒｔ Ｐｒｏ、ＬＡ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进行
该主题资料的收集，统一集中到本系统的服务器上，并将收集
到的资料按相关主题进行分类汇总。

２）建立主题知识库和主题词汇库　为了使系统具有对特
定领域内的信息进行处理和相关推理的能力，就需要根据相关
主题领域的特征和规则构建主题知识库。 本文针对数码产品
领域内的特征、行业报告，以及根据主要的生产商和零售商对
相关产品的使用说明和促销宣传文件进行分词处理，建立了以
数码产品型号为单位的主题知识库。 由于数码产品种类繁多，
本研究只针对行业内核心企业的产品，构建相关主要产品的主
题知识库。
当用户输入自然语言进行检索时，检索系统需要分析出其

中对于查询结果具有影响的词与字，为了实现这种语言解析的
功能，进而辅助模糊集隶属函数的构建，就必须建立相关领域
内的完整主题词汇库。 建立主题词汇方法很多，本文依照主题
知识库构建基本的主题词汇库，然后采用问卷调查和用户访谈
的形式来扩充数码产品的词汇库。 当系统运行后，根据与用户
的交互式学习、例外状况的判断以及相关主题网页资料的更新
来进一步丰富该主题的词汇库。 主题知识库与主题词汇库构
建过程如图 ２所示。

３）特征比对及分类　因为收集来的网页资料含有大量的
信息，且是不同的Ｗｅｂ语言（如 ＨＴＭＬ、ＸＭＬ、ＶＲＭＬ、ＡＳＰ、ＪＳＰ、
ＣＧＩ等）编译而成，因此就需要根据所建立的主题知识库和主
题词汇库对每个网页资料进行特征识别，并将其核心信息分类
存放在服务器的数据库里。 例如，对于 ＨＴＭＬ形式的网页，可
以通过枙ＴＩＴＬＥ枛来识别网页标题、ＩＭＧ ＳＲＣ ＝来识别图片名
称、ＡＬＴ＝来识别相关图片说明、枙Ｐ枛枙ＢＲ枛枙ＴＲ枛枙ＴＤ枛来识别
网页内容等等。 通过特征比对与分类，可以建立相关主题词汇
与网页资料的关联，进而提高系统的检索效率。

４）建立主题网页资料库　通过特征比对与分类模块，将相
关主题的网页按照与主题知识和主题词汇相关联的规则，存放
在本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上，形成相关主题的网页资料库。

５）建立用户的模糊集隶属函数　设 X为相关主题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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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集合，M是 X上的简单属性集合（即相关主题词汇集合），
τ是用户相关的检索结构，A 是用户相关的检索要求，（M，τ，
X）是一个 ＡＦＳ结构，因此可以根据上述的 ＡＦＳ理论建立用户
相关的模糊集隶属函数［８，１１，１２］ ：

μ∑ i∈IAi（ x） ＝M（（∑ i∈I Ai）（ x）） ＝M（∑ i∈IAi（x）Ai）∈［０，１］

其中：１表示该网页真正符合用户的检索要求；０表示该网页不
符合用户的检索要求。

６）例外状况处理　若主题词汇库从用户的自然语言中无
法解析任何关键字，那么系统将存储该语句，并调用该主题的通
用查询语句来显示查询信息。 例如，数码相机＋佳能＋索尼＋
奥林巴斯＋⋯＋最新＋⋯。 用户可以修改这个查询语句得到
最终查询结果，然后系统将所保存的未解析的语句，与修改后
的查询语句和查询结果关联，进而扩充该主题的词汇库。

７）用户个性化学习　不同用户在搜索商品时，所提出的
需求因个人偏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同用户又有自身的消费
定式，如何识别用户的消费定式，就成为个性化购物搜索引擎
构建的关键。 在此，模型采用隐藏式数据萃取法［６］ ，通过制定
规则、监测用户的网上行为来识别用户潜在的消费偏好，并结合
所定义的模糊集隶属函数，让用户对于检索结果进行判定，进而
修正该用户的隶属函数，以达到对其消费定式较好的识别。

８）用户需求信息结果显示　通过样本集的训练，如果达
到用户检索的满意度，那么系统基本上识别了该用户的消费定
式，并确定了相关的模糊集隶属函数，从而系统就可以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的检索功能，并按照用户的偏好显示检索结果。

９）主题网页资料库更新　由于本系统采用的是离线运作
方式，而且互联网的信息是不断动态变化的，为了有效更新主
题资料库，而又不影响用户检索效率，系统采用分布式服务器
的方式，单独构建一个更新主题网页资料的服务器，运用网络
下载软件 ＬＡＮ Ｓｐｉｄｅｒ（或 Ｔｅｌｅｐｏｒｔ Ｐｒｏ、ＬＡ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进行相
关主题网页收集，然后在用户访问量较少的时间段更新原始主
题资料库，通过主体知识库和主题词汇库对新的网页资料进行
特征比对和分类，最后根据用户的模糊集隶属函数与用户检索
偏好建立关联。

3畅2　模型效能评估
为了对该购物搜索引擎模型的效能进行评估，作如下定义

来计算系统信息检索的正确率、错误率和漏检率。
设 Ａｔｔａｉｎ＿H（L）为该购物搜索引擎检索到的与用户需求相

关度高（低）的产品信息数；Ｃｏｒｒｅｃｔ＿H（L）为该搜索引擎检索到
的与用户需求相关度高（低）且符合用户需要的产品信息数；
Ｅｒｒｏｒ＿H（L）为该搜索引擎检索到的与用户需求相关度高（低）
且不符合用户需要的产品信息数，因此有 Ｅｒｒｏｒ＿H（L） ＝Ａｔｔａｉｎ＿

H（L） －Ｃｏｒｒｅｃｔ＿H（L）；A＿Ｐａｇｅ＿H（L）为该购物搜索引擎检索到
的与用户需求相关度高（低）的网页数；C＿Ｐａｇｅ＿H（L）为该购物
搜索引擎检索到的与用户需求相关度高（低）且符合用户需要
的网页数；E＿Ｐａｇｅ＿H（L）为购物该搜索引擎检索到的与用户需
求相关度高（低）且不符合用户需要的网页数，因此有 E＿Ｐａｇｅ＿
H（L） ＝A＿Ｐａｇｅ＿H（L） －C＿Ｐａｇｅ＿H（L）；Ｔｏｔａｌ＿Ｐａｇｅ为用户从原
始资料库中手工检索到相关产品的网页总数；Ｍｉｓｓ＿Ｐａｇｅ 为购
物该搜索引擎漏检到的网页数，有 Ｍｉｓｓ＿Ｐａｇｅ＝Ｔｏｔａｌ＿Ｐａｇｅ－C＿
Ｐａｇｅ＿H（L）；CH（L）为检索信息相关度高（低）的正确率；EH（L）为

检索信息相关度高（低）的错误率；CPH（L）为检索网页相关度高

（低）的正确率；EPH（L）为检索网页相关度高（低）的错误率；
MPH（L）为检索网页相关度高（低）的漏检率。 则定义如下式：

CH（L） ＝Ｃｏｒｒｅｃｔ＿H（L）Ａｔｔａｉｎ＿H（L） （１）

EH（L） ＝Ｅｒｒｏｒ＿H（L）
Ａｔｔａｉｎ＿H（L） （２）

CPH（L） ＝C＿Ｐａｇｅ＿H（L）
A＿Ｐａｇｅ＿H（L） （３）

EPH（L） ＝E＿Ｐａｇｅ＿H（L）
A＿Ｐａｇｅ＿H（L） （４）

MPH（L） ＝Ｍｉｓｓ＿ＰａｇｅＴｏｔａｌ＿Ｐａｇｅ （５）

为了检验系统检索的准确性，随机抽取若干个用户样本进
行系统学习，形成样本各自偏好的模糊集隶属函数，然后用户
通过系统检索自身偏好的商品，并通过人工判断来识别检索结
果的正确性，进而来分析该检索系统的效能。 表 １和 ２是经过
系统反复学习后生成的所有样本平均效能指标值。 从表 １ 和
２中可以看出，在高相关的检索条件下，系统检索网页的正确
率为 ０．９８６，在低相关的检索条件下，系统检索网页的正确率
为 ０．９０４，说明系统能够很好地满足用户的检索要求。

表 １　相关产品信息数检索效能表

CH EH CL EL

０  ．８２９ ０ 鼢．１７１ ０ 蜒．７９４ ０ 破．２０６

表 ２　相关产品网页数检索效能表

CPH EPH MPH CPL EPL MPL

０ 媼．９８６ ０ A．０１４ ０ 鼢．２９５ ０ �．９０４ ０ c．０９６ ０ 破．０５９

　　但是，在高相关的检索条件下，系统的漏检率 MPH 同样也

是比较高（０．２９５），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在进行相关主题网
页特征比对和分类时，对自然语言的解析过于片断化，这样做
的目的是过滤不符合要求的错误网页（容错率），但同时也导
致了漏检网页数量的增加。 如何有效地过滤掉不符合主题词
汇的网页信息并降低网页的漏检率，是该模型改进的方向。

4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针对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建立了一种

基于 ＡＦＳ模糊识别方法的购物搜索引擎模型，能够通过与用
户的交互式学习发现其消费定式，生成符合用户需求偏好的模
糊集隶属函数，能够很好地为用户检索提供个性化需求信息。
但是，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何在容错率和漏检率之间寻求
一个平衡并结合用户的需求偏好建立一个多目标函数是该模

型尝试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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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测试和分析结果表明，采用扩展的 ＷＫＴ格式的矢
量地理数据表示模型是可行的，能够很好地利用 Ｐ２Ｐ网络的共
享机制，减少数据传输量，实现数据的快速分片与合并。

5　结束语
Ｐ２Ｐ网络为各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Ｐ２ＰＧＩＳ 更

是 Ｐ２Ｐ网络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研究了
矢量地图的分片技术，并分析 Ｐ２Ｐ网络的特性，结合用户对数
据请求的快速响应需求，最终构造了一个基于分布式拓扑的
Ｐ２Ｐ矢量地理数据的表示模型。 这种表示模型能够根据请求
数据的大小，动态地调整网络中的数据量，尽可能地减少网络
负载，提高传输效率，保证数据合并的正确性。 该模型比较简
单，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进分片和合并算法，提高原型系
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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