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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名称地理定位的设计与实现①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Lo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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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对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进行地理分析，将网络上采集的大量农产品市场名称与其地理位置关联起 

来成为需要。本文通过地理信息库的匹配和网络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的统计，将农产品市场名称转化 

为该市场所在县及其以上级的地名，并映射成该地名唯一的行政区划代码。结果表明该设计能实际应 

用于实际市场名的地理位置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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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中有大量农产品价格信息，为了将价格信息 

的区域性变化直观的表现出来，把这些数据和地理分 

布联系起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农产品市场 

的地理定位对价格信息的智能检索，消除一个市场因 

书写习惯不同而判定为多个市场所造成的数据的重复 

有重要意义。网络上发布的农产品价格信息后会带有 

市场名称，于是通过对市场名称的地理定位就可以将 

价格信息同地理位置关联起来。但网络上农产品价格 

信息数据量十分巨大， 而且市场名称不断变化，对市 

场名的地理位置进行人工标定工作量大、效率低，仅 

靠人眼难于发现而且十分枯燥。于是本文提出了一种 

由计算机完成市场名地理定位的设计。 

本文中的地理定位是将农产品市场名称映射到市 

场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我国地名有很多别称和重 

复，但地名所对应的行政区划代码却是唯一的，通过 

将市场名称映射成行政区划代码就为市场名添加了唯 
一

的标识。我国行政区划代码覆盖县及县级以上地名， 

于是可将市场名最小定位到县级地名。 

在网络上的农产品市场名称没有统一标准，书写 

灵活度大而且不规范。这也使对市场名称的地理定位 

变得困难，不能只通过一种方法达到目的。本文设计 

和实现了一种通过本地处理和网络搜索相结合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分三个步骤：(1)基于地理信息 

库索引的市场名地理定位。(2)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 

项的市场名地理定位。(3)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数量 

的市场名地理定位。首先第一步对市场名中的地名信 

息进行抽取，通过与本地地理信息库进行匹配。在第 
一 步不能定位的情况下，将市场名称提交给搜索引擎， 

判断搜索结果中的地名信息进行地理定位。在第二步 

得到多个候选地名出现频率相近时进行第三步操作， 

将候选地名和市场名称再次提交搜索引擎得到搜索结 

果的网页数量，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进行评价，定位 

市场名的地理位置。 

2 基于地理信息库的市场名地理定位 

从农产品市场名中直接提取县(市)级地名，和地理 

信息库进行匹配。对农产品市场名中的词与在建成索 

引形式的地理信息库进行检索，以匹配所需要的地名 

信息。 

2．1从网络上抓取的农产品市场名的的一些特征 

网络上的农产品市场名没有统一规范，书写灵活 

度大I1l。例如： 

a．“合肥周谷堆批发市场” 

b．“周谷堆农贸市场” 

C．“安徽合肥周谷堆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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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一个市场，却又多种写法，但对他们的处理方 

式是不一样的。最为理想的市场名为：省级地名+市 

级地名+县级地名+乡镇名+市场名，而从网络上采 

集的农产品市场名，某些部分是缺失的，大体可以分 

为两类，(1)市场名中本身含有我们需要县 (市 )级地 

名信息i(2)市场名中没有能直接提取的明确的地名信 

息，如只有省份，或者乡镇一级的地名信息，或仅有 

市场名，还有一些习惯写法书写的市场名和错别字。 

对于第(1)类可以使用基于地理信息库索引的地理定 

位，而对于第(2)类，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 

的地名和搜索结果的网页数量信息进行定位。 

2．2地理信息库索引 

本文的设计有两个地名表：(1)省级地名表，包括 

省级地名名称、简称、别名和行政区划代码；(2)全国 

县(市)级地名表，包括县(市)级地名名称、别称和其行 

政区划代码。地名表的建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地理定位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信息库的建 

立状况。对于别称的建立，例如：“北京市”别称 ” 

北京”，本文利用中文分词的词性标注功能，对一个地 

名字符串，从左到右逐次增加一个字符，直到分词系 

统识别出第一个地名，便存为别名。当然有些地名的 

别称是计算机无法处理的，必须人工建立，例如：“紫 

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别称 “紫云县”。在地名识别过 

程中，需要大量从地理信息库匹配地名和行政区划代 

码信息，从数据库中匹配地理信息速度对于大规模进 

行市场名定位来说比较慢，无法达到使用要求，所以 

为了提高匹配速度，将地理信息库建成索引形式便成 

为一种好的选择，本文采用 Lucene[2]建立索引，从索 

引文件中检索地理信息的速度达到了使用要求。 

2．3基于地理信息库的市场名地理定位过程描述 

(1)提取农产品市场名中的所有两个字以上的连 

续词。对市场名进行循环取词，将市场名中含有的地 

名信息提取出来，例如：地名 “新疆米泉”，就会取出 

“新疆”、“新疆米”、“新疆米泉”、“疆米”、“疆米泉”、 

“米泉”6个词。对于长度较短的市场名，词组的生 

成速度较快，而对于名字较长的市场名，则相对较慢， 

但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能全面的提取到地名信息， 

不会出现遗漏的现象。但当市场名中出现多个地名时 

就难于定位，由于中国地名重复的很多，有些乡镇的 

名字可能和城市名字相同，城市道路的名字可能是其 

它城市的名字，这必须通过后续处理屏蔽或者减小这 

种干扰。 

(2)提取市场名所在省级地名。人们习惯在书写 

市场名时总会先写省份的名字，通常在市场名字符串 

最左面，所以省份名称最先提取出来。将第(1)步取出 

的词组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匹配省份地名库，找到 

第一个省份地名后，匹配停止。读取得到省份的行政 

区划代码，并取出前两位。因为同一个省内的地名的 

行政区划代码的前两位是相同的，通过它来限定后面 

县(市)级地名匹配的范围，可以消除其他省份的地名对 

该市场名定位的噪声。 

(3)取出市场名中可能的县(市)级地名。这里可以 

分为有省份和无省份两种情况：如果省份缺失，就从 

左到右提取市场名称字符串第一个地名作为定位地 

名。因为根据书写习惯，越靠近市场名字符串左侧的 

地名行政级别越大，虽然有可能会没有提取到最小的 

县(市)级地名，但不会出现地理定位的错误，例如：“马 

鞍山安民市场”如果从左到右提取最后一个地名，便 

是 “鞍山”，而不是 “马鞍山”；如果有省份，则从右 

向左提取市场名字符串第一个地名作为定位地名，取 

到地名后和刚取到的省份的地理信息库进行匹配，并 

且保证提取到的地名后不会带 “路”、“街”等字样， 

这样可以保证取到县级地名而又消除其他省份的地名 

的噪声影响【3】。 

(4)经过上述步骤，如果得到符合规则的地名， 

则定位成功，反之进行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市场 

名地理定。 

其具体过程如图 1所示： 

图1 基于地理信息库的市场名地理定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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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项的市场名地理 

定位 

从网页上采集的市场名中绝大多数地理信息比较 

完整，这种情况下只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地理信息 

库，进行词的匹配就可以对市场名进行地理定位，然 

而由于有的网站用户在某一地域较多，发布信息时有 

默认的地理位置，从而导致市场名没有相应的地理信 

息，这种情况下对市场名的地理定位就通过网络搜索 

引擎来进行检索。通过搜索引擎对市场名检索，市场 

名和它所在的地名一起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同一网页中 

的可能性很大。搜索结果就形成了由许多独立网页组 

成的语料库，通过分析语料库中的地理信息来判断市 

场名和地名之间的联系，从而定位市场的所在地。 

3．1中文分词技术 

本文的设计采用中文分词系统 ICTCLAS，相对逐 

字循环取词，分词处理速度更快，对一些地名的切分 

比较准确，所以在处理大文本的语料时，相当有优势， 

但由于地名非常多而且复杂，有些地名中文分词无法 

正确切分，影响了定位的准确性。循环取词再和地理 

信息库进行匹配，理论上能更准确的提取出地名，但 

对大文本来说速度慢，达不到使用要求。在对市场名 

称匹配地理信息库时采用了逐字循环取词的方法，而 

对于网络搜索引擎检索的结果得到的大文本的分析， 

采用了中文分词。 

3．2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市场名地理定位过程描 

述 

(1)将该市场名提交给搜索引擎，返回关于该市场 

的搜索结果，提取一定数量的结果的文本信息，并将 

其获取到本地。 

(2)通过规则表达式去除非搜索项相关的其他信 

息，如广告等，并且去除非文字信息，以减少对后续 

分析噪声干扰。 

(3)对以上得到的语料库进行中文分词，对地名进 

行标定，将文本中的地名按出现频率从高到低进行排 

序，得到在语料库中出现地名的频率表。 

(4)按地名出现次数从高到低，将获取的地名和地 

理信息库进行匹配，如果市场名中存在省级地名，就 

只和该省的地名信息进行匹配，加快了处理速度，并 

滤除该省以外地名的干扰。 

(5)经上步操作得到经过筛选的出现频率由高到 

低的一组地名，如果这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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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后面地名出现频率达一个阈值，则判定该地名为 

该市场所要定位的结果，反之就进行基于搜索引擎搜 

索结果数量的市场名地理定位。其具体过程如图2所 

示 ： 

图2 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市场名地理定位过程 

4 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数量的市场名地 

理定位 

通过搜索引擎检索不仅能得到简单的包含检索内 

容的搜索结果，还能够进行高级搜索，比如在网页上 

同时包含若干个词和不出现某个词的检索，并且提供 

了搜索到的网页数量。为了判断在市场名称和地名同 

时出现在一个网页上是不是仅仅是偶然现象，本设计 

使用假设检验来进行评价。在经过上步处理得到的候 

选地名如果出现的频率相近没有达到阈值要求，便无 

法准确判断结果，这时利用搜索引擎提供的高级搜索 

服务得到的检索结果数量，再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来 

对各个地名和市场名的独立性进行评价。 

4．1皮尔逊卡方检验【4】 

X2统计量计算了观测值和期望值之间差别的总 

和，并且将期望值作为比例因子，得到： 

1 

( 一 )‘ ̂ 
‘

= ∑— (1) 

i，j 

其中 i表示出现次数依赖关系表的行变量，j表示列变 

量， 表示表单元(i，j)的观测值， 表示期望值。通 

过计算边缘分布可以得到期望频度 的值，计算方法不 

复杂，将出现频率转化为比例值后分别按行和列计算总 

和即可。表 1给出了候选地名和市场名的分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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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地名和市场名出现次数之间的依赖关系的 

2×2的表 

W1=market W1≠market 

W2=place O11 O1 2 

W2≠place 021 O22 

在表 1中place是候选地名，market是市场名。在 

搜索引擎搜索得到的结果中，市场名和候选地名同时 

出现在同一网页中的数量为ol1，是 placenmarket 

的搜索结果数量；在同一网页中出现候选地名但不出 

现市场名的网页数量为O1 2，是 placen market的搜索 

结果数量；在同一网页中出现市场名但不出现候选地 

名的网页数量为0 是—pla—ce n market的搜索结果 

数量；O，，是在同一网页中既不出现市场名又不出现候 

选地名的网页数量。 

根据公式(1)的推导， 检验应用于 2×2表的表 

达形式为： 

—

(q1+q 2~q1 +~2~~q 2+ (2) 1+ ) 

N为该搜索引擎所有的中文网页数量。 

4．2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数量的市场名地理定位过 

程描述 

(1)统计出在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若干个地 

名{place 1、place2、⋯placeN}gl：]市场名market， 

j,~{place1 n market。place2 n market，⋯placeN n 

market}，{place1 n market，place2 n market， ⋯ 

placeN rl market}，{—pla—cel f'l market，—pla—cel n 

market，⋯ —pla—cel n market}提交给搜索引擎进行 

检索，返回搜索结果的数量。 

(2)由公式(2)根据相应的网页数量计算各个地名 

的 ，选择对应 值最大的地名作为定位结果。 

的值越大，就以越高的置信度确认农产品市场和该候 

选地名的相互独立性的零假设是不成立的，将该农产 

品市场定位到该地名是合理的。 

5 实验结果 

对从全国农业网站上采集的 1 0000个农产品市 

场名中随机抽取 1 000个进行测试，地名频率阈值采 

用0．8，即当f2／fl<O．8时，确定频率数最高的地名为 

所需要的地名，反之则进行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数 

量的市场名地理定位，其中f2为排名第二的地名的频 

率数，f1排名第一的候选地名的频率数。市场名地理 

定位的正确率(P)，召回率(R)和 F值分别定义为： 

P：(正确定位的市场数／定位的市场数)×1 OO名： 

= (正确定位的市场数／实际市场数)×1 00％： 

F：! ± ： 100％： 
R’ 9 P 

厂是计算正确率和召回率的综合指标，为正确率 

和召回率的平衡因子。通常认为正确率和召回率同等 

重要，因此取 =1【s】。以下为分别经过基于地理信息库 

索引的市场名地理定位、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项的 

市场名地理定位、基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数量的市场 

名地理定位三个步骤后的结果见表 2： 

表 2 农产品市场名地理定位实验结果 

实际 定位 正确 P／％ R／％ F／％ 

市场 市场 定位 

数 数 数 

步骤 1 1 000 91 O 91 0 1OO％ 91D％ 95．3％ 

步骤 2 1 000 971 953 98．1％ 95_3％ 967％ 

步骤 3 1 000 1 000 974 97．4茗 97 4名 g7 菇 

该结果基本满足使用要求，在依次经过三个步骤 

召回率不断提高但正确率有所下降，错误定位的市场 

名主要是含有错别字，地理位置书写不够明确而导致 

地名重名的市场名称，如果将类似的市场名滤除，还 

会提高定位的正确率。在将要搜索的内容提交给网络 

搜索引擎时，可能会提交给不同的服务器，而不同的 

服务器上的数据量不一定一致，所以在选择搜索引擎 

时选取一些服务器间数据量变化小的也会提高定位的 

正确率。 

6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在基于地理信息库匹配和网络搜索引 

擎检索的结果及其数量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方法的优 

点，提出了一种对农产品市场名称进行地理定位的设 

计。实验结果满足了对农产品市场名称地理定位的使 

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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