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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启发式规则的网页主题信息精确定位方法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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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大部分的信息抽取方法都是针对主题信息块的提取，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各个单独主题信息的抽
取。 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启发式规则的网页主题信息精确定位方法。 首先针对各个单独的主题，分
析其多方面的特征，制定出对应的启发式规则；然后利用不同的规则对定位主题重要度不同的这一特点，得到启
发式规则的权值矩阵；最后利用基于启发式规则的定位算法精确定位各个主题。 将该方法用于网页主题信息抽
取系统中，抽取系统能够有效地对各个单独的主题进行定位和抽取。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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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信息抽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Ｅ） 是一种直接从自然语

言文本中抽取事实信息， 并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信息的过程。

通常被抽取出的信息以结构化的形式存入数据库中， 可进一

步用于信息查询、文本深层挖掘、Ｗｅｂ 数据分析、自动问题回
答等。 Ｗｅｂ页面所表达的主要信息通常隐藏在大量无关的结
构和文字中，使得对 Ｗｅｂ文档进行信息抽取十分困难。 一般
的网页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网页的主题信息，如一张新
闻网页的新闻标题、新闻正文、发布时间、新闻来源；另一部分
是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如广告信息、导航条，也称为噪声信息。
如何有效地消除网页噪声，提取有价值的主题信息已成为当前
信息抽取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１］ 。

目前在网页信息抽取方面，国外的相关研究有：ａ）文献
［２］提出了从一种网页中抽取信息块的方法 ＥＩＢＡ，它首先将
网页划分为语义块，然后手工标注信息标签和非信息标签，被

标注的块用来作为分类模型的训练数据集，最后通过分类模型

将信息块抽取出来。 ｂ）文献［３］利用 ＨＴＭＬ 文档的文本内容
与标记的比率特性从网页中抽取信息，通过计算网页文本与标

记的比率将网页聚类成内容和非内容的区域。 国内的研究主

要有：ａ）基于模板的方法，采用机器学习来建立模板库，利用

模板来直接提取网页主题信息，如文献［１］。 ｂ）基于 ＤＯＭ 树
的方法，通过将 ＨＴＭＬ文档转换成 ＤＯＭ树，并对 ＤＯＭ树进行
某种扩展，将页面抽取成具有语义特征或视觉特性的离散的信

息条，然后通过遍历剪枝过的 ＤＯＭ 树来实现信息抽取，如文

献［４，５］。 ｃ）基于网页布局特征的方法，利用标记在布局方面

的作用对页面进行结构分析，区分主题内容和噪声内容，在此

基础上抽取主题信息，如文献［６，７］。 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的

问题，都是针对主题信息块的提取，各个主题信息压缩在一起，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启发式规则的

主题信息精确定位方法，该方法对提取的主题信息块进行进一

步的定位，分离出单独的主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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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发式规则及定位算法
本文是在模板化网页主题信息提取的方法［１］基础上进行

进一步讨论的，该方法主要是针对同一个站点生成自动的抽取
系统。 同一个站点的Ｗｅｂ文档基本上都是由同一个模板生成
的。 同一个模板生成的 Ｗｅｂ文档布局基本上一样，只是主题
信息有所不同，其他信息基本一样。 利用这一特点，将同一个
站点下的多个Ｗｅｂ文档组成的文档集转换为对应的 ＤＯＭ 树
集合，并对其进行训练，删除 ＤＯＭ树重复内容的子树，得到一
个站点的模板树，即主题信息块。 此时得到的 ＤＯＭ 树中，一
方面，主题信息（发布时间、来源、正文、标题）各个部分压缩在
一起，无法区分各个单独的主题；另一方面仍夹杂着少量噪声，
如当前位置、相关链接等。 为抽取各个主题信息，就需要利用
基于启发式规则的定位算法生成单个主题的抽取规则。

1畅1　启发式规则定义
为了更好地描述启发式规则，定义了如下一些概念。
文本节点集合：LN＝｛ln｜ln是文本节点｝。
标题节点集合：TN ＝｛ tn｜tn∈LN∧ tn 的文本是标题内

容｝。
正文节点集合：CN＝｛cn｜cn∈LN∧cn的文本属于正文内容｝。
发布时间节点集合：TMN＝｛ tmn｜tmn∈LN∧tmn的文本是

时间内容｝。
来源节点集合：SN＝｛sn｜sn∈LN∧sn的文本是来源内容｝。
发布时间特征词汇集合：Tｓｅｔ ＝｛ ｔｓ｜ｔｓ 具有时间含义的

词｝，Tｓｅｔ中元素为“时间”“发布时间”“更新时间”“日期”等。
来源特征词汇集合：Sｓｅｔ ＝｛ ｓｓ｜ｓｓ 具有来源含义的词｝，

Sｓｅｔ中元素为“来源”“转自”“来自”“转贴自”等。
节点偏序关系：对 ＤＯＭ 树进行先序遍历，得到的节点序

列为 a１a２a３⋯an，如果 i∈｛１，２，⋯，n｝，j∈｛１，２，⋯，n｝，且 i ＜
j，则 ai与 aj满足偏序关系，记为 ai吵aj。

文本节点直接先后关系：对 ＤＯＭ 树进行先序遍历，取得
文本节点序列为 ln１ ln２ ln３⋯lnm，对于 i∈｛１，２，⋯，m －１｝，称
lni直接先于 lni ＋１，记为 lni吵w lni ＋１。

经过对大量Ｗｅｂ页面的分析，针对各个主题（发布时间、
来源、正文、标题）制定了如下启发式规则。

Ｔｉｍｅ规则。 ａ）对愁ｔｓ∈Tｓｅｔ，如果 ln．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ｓ） ＝ｔｒｕｅ，
则 ln∈TMN。 x．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y）判断 x是否包含字符串 y，包含则
返回 ｔｒｕｅ，否则返回 ｆａｌｓｅ。 ｂ）如果 ln．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ＹＹＹＹ唱
ＭＭ唱ＤＤ＂） ＝ｔｒｕｅ，或 ln．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ＹＹＹＹ 年 ＭＭ 月 ＤＤ
日＂） ＝ｔｒｕｅ，则 ln∈TMN。 其中 x．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y）判断 x是
否包含符合 y格式的字符串，包含则返回 ｔｒｕｅ，否则返回 ｆａｌ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规则。 ａ）对愁ｓｓ∈Sｓｅｔ，如果 ln．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ｓ） ＝
ｔｒｕｅ，则 ln∈SN。 ｂ）对愁tmn∈TMN，如果 tmn吵w ln，或者 ln吵w

tmn，则 ln∈SN。
Ｃｏｎｔｅｎｔ规则。 ａ）如果 λ１ ≤ｌｅｎｇｔｈ（ ln），则 ln∈CN。 其中

ｌｅｎｇｔｈ（n）是求节点 n 的文本长度，λ１为正文文本长度阈值。
ｂ）对 pn ＝ｐａｒｅｎｔ（ ln），愁spn∈｛n｜n＝枙ｐ枛∧n∈ｓｉｂｌｉｎｇ（pn）｝，如
果 pn＝枙ｐ枛，且 ｃｏｕｎｔ（spn）≥ε１，则 ln∈CN。 其中 ｐａｒｅｎｔ（n）为
节点 n的父亲节点，ｓｉｂｌｉｎｇ（n）为节点 n在 ＤＯＭ树中的兄弟节

点集合，ｃｏｕｎｔ（n）为统计 n节点的个数，ε１为 spn节点个数的阈
值。 ｃ）对 ps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ｉｂｌｉｎｇ（ ln），愁sps∈｛n｜n ＝枙ｂｒ枛∧n∈
ｓｉｂｌｉｎｇ（ps）｝，如果 ps＝枙ｂｒ枛，且 ｃｏｕｎｔ（sps）≥ε２，则 ln∈CN。 其
中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ｉｂｌｉｎｇ（n）为节点 n 前一个兄弟节点，ε２为 sps 节点
个数的阈值。 ｄ）对愁tmn∈TMN，如果 tmn吵ln，则 ln∈CN。

Ｔｉｔｌｅ规则。 ａ）如果λ２≤ｌｅｎｇｔｈ（ ln），则 ln∈TN。 其中λ２为

标题文本长度阈值。 ｂ）对愁sbn∈ｓｉｂｌｉｎｇ（ ln），愁cn∈CN，如果
sbn＝枙 ｓｔｒｏｎｇ枛，或 sbn ＝枙ｂ枛，或 ｆｏｎｔＳｉｚｅ（ ln） ＞ｆｏｎｔＳｉｚｅ（cn），则
ln∈TN。 其中 ｆｏｎｔＳｉｚｅ（n）为节点 n 的字体大小。 ｃ）对 pn ＝

ｐａｒｅｎｔ（ln），愁sbn∈ ｓｉｂｌｉｎｇ（ ln），ap ＝ａｔｔｒ（ pn）．ｃｌａｓｓ，as ＝ａｔｔｒ
（sbn）．ｃｌａｓｓ。 如果 ap．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ｉｔｌｅ＂） ＝ｔｒｕｅ，或 as．ｉ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ｉｔｌｅ＂） ＝ｔｒｕｅ，则 ln∈TN。 其中 ａｔｔｒ（n）为 n节点的属性。 ｄ）
对愁tn∈TN，如果 ln吵tn，则 ln∈TN。

1畅2　初始化权值矩阵
每个主题都存在各自的启发式规则，每条规则对定位该主

题有不同的重要度。 例如，正文启发式规则 ｂ）明显比 ａ）重要
度要高很多。 所以对于不同的启发式规则，不能等同它们的重
要度，必须有所区分。 针对该问题，需要初始化一个权值矩阵。
初始化权值矩阵算法（ＩＷＭＡ）描述如下：

ａ）赋予每个主题的每条规则一个经验权值 w。
ｂ）获得所有的主题，针对每个主题生成该主题的权值向

量Wj ＝［w１j，w２ j，w３j，⋯，wnj ］
Ｔ。 其中∑

n

i ＝１
wij ＝１， j 为主题的序

号，i为启发式规则的序号，n为主题 j的启发式规则条数。

ｃ）将各个主题的权值向量进行扩展，构造出一个 n１ ×n２

矩阵 A，其中 n２为主题的个数，n１为 ｍａｘ（d（W１ ），d（W２ ），d
（W３ ），⋯，d（Wn２ ）），d（X）为向量 X的维数。 矩阵的元素满足

如下表达式：

Aij ＝
w　　存在第 j主题第 i条规则的权值 w
０　　否则

上述启发式规则定义中涉及到四个主题，分别为发布时
间、来源、标题、正文。 针对这些启发式规则使用 ＩＷＭＡ，得到
上述启发式规则的权值矩阵 A为

A ＝

w１１ w１２ w１３ w１４

w２１ w２２ w２３ w２４

０ ０ w３３ w３４

０ ０ w３４ w４４

1畅3　基于启发式规则的定位
基于启发式规则的定位算法（ＨＲＰＡ）描述如下：

ａ）对于一棵已经去掉重复内容被精简过的 ＤＯＭ树，按先
序遍历获得 ＤＯＭ树中所有文本节点集合 ｌｎ＿ｌｉｓｔ，｜ｌｎ＿ｌｉｓｔ｜＝
n３；初始化主题集合 ｔｏｐｉｃ＿ｌｉｓｔ，｜ｔｏｐｉｃ＿ｌｉｓｔ｜＝n２ 。 运用 ＩＷＭＡ获
得权值矩阵 A。

ｂ）针对主题，获得该主题的可能度向量。 可能度是用来

衡量该节点能够成为该主题的可能性。 可能度定义如下：

Pkj
′＝

Pkj ＋Aij　　节点 k满足主题 j的规则 i

Pkj　　　　否则

其中：Pkj为节点 k成为主题 j的可能度，初始时 Pkj ＝０。 在启发
式规则中，涉及到一些被依赖性主题，该类主题应先定位。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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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题启发式规则 ｄ）依赖于发布时间，所以发布时间是被依
赖性主题，应先定位。 选定一个主题后，ｌｎ＿ｌｉｓｔ 依次通过该主
题的启发式规则学习，得到所有文本节点该主题的可能度，即

该主题可能度向量 Pj ＝［P１ j，P２j，P３j，⋯，Pn３j］
Ｔ。

ｃ）根据可能度向量定位主题节点，不同主题对应的节点
个数不同。 例如，发布时间、来源、标题只可能对应一个节点，
而正文则可以对应多个节点。 针对此类情况本文分为两种情
况讨论。 首先获得最大可能度集合 ｍａｘj ＝｛Pkj ｜Pkj ＝ｍａｘ（P１j，
P２ j，⋯，Pn３j）｝ ＝｛Pa１ j，Pa２ j，⋯，Patj｝。

如果主题节点个数 nc ＞１，则判定公式如下：

ξkj ＝
１　　满足 pkj∈ｍａｘ j
０　　否则

如果 nc ＝１，则判定式如下：

ξkj ＝
１　　满足 Pkj∈ｍａｘ j，且 k ＝ｍｉｎ（a１ ，a２ ，⋯，at）

０　　否则

其中：ξkj为第 k个节点第 i个主题的判定因子。 如果ξkj为 １，则
判定第 k个节点是第 j个主题元素节点；如果ξkj为 ０，则判定第
k个节点不是第 j个主题元素节点。

ｄ）判断 ｔｏｐｉｃ＿ｌｉｓｔ中所有主题是否遍历完毕，是则转 ｅ）；否
则转 ｂ）。

ｅ）定位各个主题节点后，获得各个主题节点在 ＤＯＭ树中
的路径，作为该主题的抽取规则。

2　阈值选取及权值生成
2畅1　长度阈值选取

启发式规则中涉及到一些没有确定的阈值，如标题长度阈
值、正文长度阈值，长度阈值选取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
条启发式规则的效用，以致影响整个主题的抽取效果。 本文以
标题长度阈值选取为例，给出整个阈值估计的过程。

标题启发式规则 ｄ）以已经确定的发布时间为界限进行区
分，标题位于发布时间以上的区域内，经过主题信息块的提取
后，在这个区域内对标题抽取造成影响的噪声信息主要是当前
位置、点击次数等。 把标题区域单独提出讨论，假设一篇文档
中只存在标题和影响它的噪声两部分。

通过统计的方法得到标题长度和噪声长度的概率密度函

数。 噪声长度的密度函数为 p１（x） ＝［１／（ ２πσ１）］ｅｘｐ［ －（x －
μ１）

２ ／（ ２σ１
２ ）］； 标题长度的密度函数为 p２ （ x） ＝［ １／

（ ２πσ２）］ｅｘｐ［ －（x－μ２）
２
／（２σ２

２ ）］。 其中 μ１、μ２ 为均值，

σ１、σ２为均值的标准偏差。 它们的密度函数的曲线图如图 １
所示。

从图 １中可以看出，标题长度与噪声长度中间有一个重叠
区，而且噪声的长度较短，而标题长度较长。 在这种情况下

μ１ ＜μ２，可以定义一个阈值 T，使得所有长度小于 T 的被认为
是噪声，而长度大于 T的为标题。 此时，将标题误判为噪声的
概率为 E１ （T） ＝∫T－∞p２（x）ｄx，将噪声误判为标题的概率为 E２

（T） ＝∫＋∞
T p１ （x）ｄx。 因此，总的误判概率为 E（T） ＝P２E１ （T） ＋

P１E２（T）。 其中 P１为噪声信息的概率，P２为标题出现的概率，并
且 P１和 P２满足限制条件 P１ ＋P２ ＝１。 本文假设只存在标题信息
和影响它的噪声信息两部分，所以 P１、P２通过统计后可以得出。
为了找到一个阈值 T使得上述的总误判率最小，将 E（T）

对 T求微分，并令其结果等于零，得到 P１p１ （T） ＝P２p２ （T）。 将
噪声长度和标题长度密度函数代入，取其自然对数，通过化简
可以得到方程：AT２ ＋BT ＋C ＝０。 其中：A ＝σ１

２ －σ２
２；B ＝２（μ１

σ２
２ －μ２σ１

２ ）；C ＝μ２
２σ１

２ －μ１
２σ２

２ ＋２σ１
２σ２

２ ｌｎ（σ２P１ ／σ１ P２ ）。

解出 T，即为所求的标题长度阈值 λ２。 本文中计算得出
λ２ ＝１１。

2畅2　权值动态生成算法
上述 ＩＷＭＡ 中权值的选择根据经验人工制定，但固定的

权值很难处理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的网页。 对于某些网页它
们符合标题启发式规则 ｂ），则标题启发式规则 ｂ）权值比较
高，标题提取效果会比较好；对于另一些网页它们符合标题启
发式规则 ｃ），则标题启发式规则 ｃ）权值比较高，标题提取效果
会比较好。 权值应根据网页特征自动进行调整，从而得到更好
的信息提取效果。 权值动态生成算法如下：

ｗｅｉｇｈｔ＿ｐｒｏｄｕｃｅ（）
枙输入枛主题集合 ｔｏｐｉｃ＿ｌｉｓｔ， 其中｜ｔｏｐｉｃ＿ｌｉｓｔ｜＝n２ ，由每个主题的启

发式规则条数构成的向量 J ＝［ j１ ，j２ ，⋯，jn２ ］。
枙输出枛权值矩阵 A。
ｂｅｇｉｎ
ｆｏｒ ｉ＝１ ｔｏ ｎ２ ；
｛ｃ ＝１；
ｆｏｒ ｗ１ｉ ＝０ ｔｏ １ ／倡ｋ∈｛１，２，⋯，ｊｉ｝，ｗｋｉ
　　∈｛０，０．１，０．２，⋯，０．９，１｝倡／
　　ｆｏｒ ｗ２ｉ ＝０ ｔｏ １ －ｗ１ｉ
　　　ǘ

　　　ｆｏｒ ｗ（ ｊｉ－１） ｉ ＝０ ｔｏ １ －∑
ｊｉ－２
ｋ＝１ｗｋｉ

　　　｛ｗｊｉｉ ＝１ －∑
ｊｉ－１
ｋ＝１ｗｋｉ；

　　　投入测试网页抽取主题 ｉ；
　　　Ｓ＝ＥＮ／ＴＮ，其中 ＥＮ 为抽取成功页面数，ＴＮ 为进行测试的

总的页面数；
　　　Ｖｃ ＝［ｗ１ｉ，ｗ２ｉ，⋯，ｗｊｉｉ，Ｓ］ Ｔ；
　　　ｃ ＝ｃ ＋１；｝
比较向量 Vc中 S的大小，取得最大的 S值的向量，将该向

量中的权值赋予权值矩阵 A中对应的元素；｝
ｅｎｄ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包括两个部分：检验长度阈值估计方法的准确性；测

试 ＨＲＰＡ的效果。 前者主要是使用标题启发式规则 ａ）抽取标
题信息，验证该阈值估计方法的准确性；后者主要是将 ＨＲＰＡ
应用到抽取系统中，使用多条规则抽取多个主题，评测该算法
的有效性。
为了考察算法的效果，避免单种网站风格带来的影响，本

文选取了四种代表性网站的 ６ ２９３个页面进行测试（基本类型
及其数据如表 ２所示）。 使用标题启发式规则 ａ）抽取标题信
息，根据长度阈值λ２取值变化，实验结果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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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λ２对误判率的影响

λ２ E１ E２ E
７ ０ 构．０７６ ０ 沣．２５０ ９ ０ +．４２６ ９

８ ０ 洓．０９５ ７ ０ 沣．１５８ ２ ０ +．３５３ ９

９ ０ 洓．１１８ ３ ０ 沣．０９８ ９ ０ +．３１７ ２

１０  ０ 洓．１４１ ３ ０ 沣．０４７ ０ ０ +．２８８ ３

１１  ０ 洓．１６９ ３ ０ 沣．０２２ ３ ０ +．０６６ ４

１２  ０ 洓．２０４ ７ ０ 沣．００８ １ ０ +．０６７ １

１３  ０ 洓．２４５ ６ ０ 沣．００４ ２ ０ +．０７６ ７

１４  ０ 洓．２９６ ７ ０ 沣．００２ ４ ０ +．０９０ ７

其中：E１为标题误判为噪声信息的概率；E２为噪声信息误判为

标题的概率；E为总的误判概率，E＝P２E１ ＋P１E２ 。 其中 P１ ＝
０．７为噪声信息出现的概率， P２ ＝０．３为标题出现的概率。

通过表 １所示的标题实验结果，可以得出 E１与 E２成反比，
E１随着λ２的增大而逐渐增大，而 E２随着 λ２的增大而逐渐减

小。 但由于噪声信息在页面中占的比例 P１比标题占的比例 P２

大很多，导致 E 主要受 E２的影响。 虽然在 T ＝１１ 时，E１ ＝
０．１６９ ３，标题误判为噪声信息占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但是
总的误判率是最小的，所以 T ＝１１是最佳的分割点。 这与长度
阈值估计方法计算出的 T 值是一致的，证明了该方法的准确
性。

将 ＨＲＰＡ应用到抽取系统中，抽取结果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抽取结果

网站类型 网页数目 ｔｐｃ／％ ｔｉｐｃ／％ ｃｐｃ／％ ｓｐｃ／％ ｄｃ／％
大型新闻类门户网站 １８２９ 眄９１ 铑９５ 刎９０ 侣９５ ǐ８９ 贩
政府类门户网站 １７９５ 眄９４ 铑９９ 刎９３ 侣９８ ǐ９０ 贩

事业机关类门户网站 １４５７ 眄９２ 铑９７ 刎８９ 侣９６ ǐ８６ 贩
学校部门网站 １２１２ 眄９５ 铑１００ 殚９４ 侣９７ ǐ９２ 贩

其中：ｔｐｃ为标题抽取正确率；Ｔｉｐｃ为发布时间抽取正确率；ｃｐｃ
为正文抽取正确率；ｓｐｃ为来源抽取正确率；ｄｃ为总体抽取正
确率。

对各个主题的抽取结果的分析如下：
ａ）发布时间抽取正确率。 ｔｉｐｃ 相对较高，平均达到 ９７％。

主要是发布时间特征比较明显，定位比较精确，但是并不是所
有网站都达到了 １００％。 影响发布时间定位的因素主要有：当
前时间、正文中的时间、相关链接中的时间三类。 通过对出错
页面分析，发现影响发布时间抽取的主要是当前时间、正文中
的时间，相关链接中的时间由于其位置特性，并没有对抽取效
果造成影响。

ｂ）来源抽取正确率。 Ｓｐｃ 平均达到了 ９６％。 导致来源抽
取错误的因素有两类：来源没有明显的标记，且位置未与发布
时间相邻；发布时间的抽取错误，导致来源的抽取错误。

ｃ）标题抽取正确率。 Ｔｐｃ平均达到了 ９３％。 导致标题抽
取错误因素也有两类：当前位置等噪声信息对其造成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上面已经讨论了；发布时间抽取错误，导致标题的
抽取错误。

ｄ）正文抽取正确率。 Ｃｐｃ最低，平均达到９１．５％。 导致内
容抽取错误因素也有两类：部分噪声信息夹杂在段落文字中，
也就是说存在枙ｐ枛或枙ｂｒ枛等认为是段落文字的标签中，这样导
致误把噪声信息当做正文抽取出来，造成抽取过度；部分正文
内容以超链接的形式出现，这部分信息没有被抽取出来，造成
抽取不足。

ｅ）总体抽取正确率。 理论上总体抽取正确率的计算如
下：设 WS为某一网站的测试网页集，｜WS｜＝N；Wi为第 i个主

题信息正确抽取的网页集，｜Wi ｜＝Xi。那么，第 i个主题信息抽

取的正确率 Pi ＝｜Wi ｜／｜WS｜＝Xi ／N；总体抽取正确率 P ＝｜∩
４

i ＝１

Wi ｜／｜WS｜。

设 ｍｉｎP ＝ｍｉｎ｛P１ ， P２ ， P３ ， P４ ｝，因为｜∩
４

i ＝１
Wi ｜≤ｍｉｎ｜Wi ｜，

i ＝１，２，３，４，故 P≤ｍｉｎP。
又因为｜∩

４

i ＝１
Wi ｜≥∑

４

i ＝１
｜WS －Wi ｜，所以 P≥１ －∑

４

i ＝１
（１ －Pi）痴

P≥∑
４

i ＝１
Pi －３，所以 P∈［∑

４

i ＝１
Pi －３，ｍｉｎP］。 当 P 越接近 ｍｉｎP

时，说明总体抽取效果越好。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大型新闻类门户网站、事业机关类

门户网站的 ｄｃ相对较低，政府类门户网站和学校部门网站的
ｄｃ相对较高。 通过对页面进行分析发现，大型新闻类门户网
站夹杂的噪声信息比较多，而事业机关类门户网站不太规范，
政府和学校的网站比较规范。 同时，总体抽取效果也比较接近
理论上的最好水平。

4　结束语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网页信息抽取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主题信息块的抽取。 因为未见针对各个主题精确定位并
提取的研究文献，所以无法进行针对性比较。 但是，从各个主
题的抽取效果以及总体抽取正确率来看，本文提出的基于启发
式规则的网页主题信息精确定位方法能够有效地、准确地分离
主题信息块，为网页信息抽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处理算法，并
为Ｗｅｂ挖掘中半结构化数据向结构化数据转换提供了方法。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是：ａ）本文算法中的阈值选取方

法仍需进一步改进，以提高自适应程度和准确性；ｂ）本文算法
中制定的启发式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主题信息的提取，还需
进一步研究提高启发式规则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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