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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搜 索引擎技术 日渐成熟。我们根据对搜 索引擎历史和个性化搜 索引擎 的历史和现状研 

究，对 当前的方法进行评价并提出一种基于群聚的个性化搜索引擎实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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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ast ten years，search engine had a rapidly development．It's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mature．In this pa· 

per，we focus on history of search engine and it's pe rsonalization，offer a new cluster based approach in implement search 

engine pe rs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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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的个性化，就是在商务中根据客户信息和客户 

爱好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产品或者服务。人们对互联网 

中应用个性化技术有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 

传统的 Web个性化实现一般有三种方法。 

1．1 协同过滤 

它的基本假设是经常访问相似资源的用户兴趣相 

似，相似兴趣的用户又会访问相似的资源。因此，通过 

对相似兴趣用户的判定，来确定某个用户对某一未知 

资源是否感兴趣【】121。 

1．2 基于内容的过滤 

内容过滤主要是对用户兴趣的不断学习和反馈 ， 

以保证在任一时刻过滤的文本和当前用户兴趣相吻 

合 [31。 

1．3 互决策 

网站管理员根据用户信息和统计资料为其指定规 

则，该规则确定对用户的服务内容 。 

在本文参考文献【5]中Mobasher等提出使用数据挖 

掘技术对 Web日志以及用户会话的分析采用在线和离 

线两种模块结合使用的方法实现 Web个性化。在本文 

参考文献 【6]中，作者使用agent技术建立WBI(Web 

Browser Intelligence)来实现个性化的目标。微软的 Lu- 

miere项 目则是建立贝叶斯模型来推断用户信息 、需 

求 、背景资料等，从而达到实现个性化的目的即。本文参 

考文献【2】中使用一种称之为协调过滤的方法以及依靠 

用户输入以及用户资料来完成。 

什么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指 自动从 Internet中搜 

集信息，经过一定整理以后，提供给用户进行查询的系 

统。Internet上的信息浩瀚万千，而且毫无秩序，所有的 

信息像汪洋上的一个个小岛，网页链接是这些小岛之 

间纵横交错的桥梁 ，而搜索引擎，则为你绘制一幅一 目 

了然的信息地图，供你随时查阅。国内对网络个性化服 

务研究大多集中在基于 agent的技术应用 ，如南京大学 

潘 金贵教授使用个性化的 agent信息收集 系统 DOL 

TRI2Agent(distance and open learning t raining re- 

source information agent)嗍，清华 大学李衍达教授 的 

Open Bookmarktg]。 

将搜索引擎的个性化可以提高搜索引擎的检索效 

率并且能提高搜索引擎相关参数以及实现结果的人性 

化。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在第二章研究当前搜索引擎个 

性化实现的技术方法 ；第三章介绍一种基于集群的个 

收稿 日期：20o5—08—17；修 回日期：20o5一O9—13 

基金项 目：国家 863高科技发展研究计划资助项 目(编号 ：2001AA118070)。 

作者简介：石 军(1978一)，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Web数据挖掘和信息抽取。 

王儒敬(1964一)，男，研究员，研究方向：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 -—— — 45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农业网络信,g}2oo6年第1期 网络与电子商务／政务 

性化实现方法；最后一章我们对个性化搜索引擎提出 

我们研究的技术成果并展望不久的将来个性化搜索引 

擎的发展趋势。 

2 个性化搜索引擎方法 

虽然搜索引擎技术发展较快，但是经过几年的研 

究试验 ，当前搜索引擎的个性化都还只是处于个人化 

的阶段。搜索引擎个性化的完全实现需要经历个人化 

的阶段，下面是根据当前搜索引擎个性化实现总结出的 
一 些实现方法 ： 

(1)最早实现的个性化搜索引擎在于使用 Cookie 

在客户端保存用户爱好，如保存用户爱好语种；保存返 

回页面搜索结果记录数目。 

(2)根据用户对搜索结果的反应获取查询语句与 

返回结果的相关度。用户可能会忽略某些返 回结果页 

面；会点击浏览页面；会在某页面停留较长时间。 

(3)根据用户资料来返回查询结果集。如用户资料 

中表示该用户对金融和电脑技术感兴趣 ，那么在用户 

在搜索关键字“图片”时显示的结果集应该只是在金融 

和电脑技术主题的图片，而不是返回给用户社会新闻 

等类别的结果。 

当前(1)的功能大多数搜索引擎都已经实现。其中 

Yahoo的 My web实现了(2)的功能，他将搜索引擎与 

用户的个人帐户结合起来，用户实现个人化搜索之前 

登陆 My web，随后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④阻塞一些用户认为无效的网页 (包括但不限于 

spammer)； 

①存储搜索结果； 

⑧重复搜索上次存储结果； 

④和好友分享存储结果； 

⑤将结果分类。 

Google的 personalized search实现了(3)的功能 ， 

他主要是根据在客户端设置用户兴趣领域 ，随后根据 

此实现结果的精确化。在根据用户查询关键词返回一 

定数 目的结果集后 ，用户还可以根据个性化工具条实 

现进一步的个性化 ，进行工具条的个性化时，只是改变 

返回结果集的排列顺序而不改变结果集的数量。在最 

新的 Google应用中，他加入了个性化的 web内容 ，主要 

是使用用户定制的方法来生成 内容。 

3 基于群聚的个性化技术 

当前个性化搜索引擎有很多不足 ，其中包括 ： 

(1)需要用户给予明显的配合，如登陆或在本地存 

储 cookie数据 ； 

(2)使用的数据都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交互的； 

(3)搜索结果的个性化表现不明显； 

(4)搜索结果的个性化结果不准确。 

我们从网络粘度的实际出发，使用群聚的方法结 

合现有的个性化技术扩展实现个性化。所谓群聚，在这 

里我们将 IP相关或者兴趣度相关的用户归为一个群 ， 

那么针对我们认定可以划分的群提供性化服务。在 di— 

recthit搜索引擎就用到使用搜索用户行为影响关键字 

排序结果的方法 ，每个人上网都会依附于一个 IP，我们 

假设每个 IP对应的用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我们 

可以根据记录 IP及其浏览模式使用 Web挖掘算法提 

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对于相同兴趣度的用户我们假 

设对同一讨论组感兴趣的用户可以规划为一组，那么 

可以共用收集的相关信息。 

Web日志序列如 

log{w[1]，w[2】，w[3】，．．⋯}， 

在这里 

w{ip，session[i】’，⋯．．}为日志记录内容 ， 

label[i】为 label{content[1]，content[2]，content[3]，⋯．．}，也 

就是页面内容的分类聚合 ； 

首先我们定义 content[1]与 content[2]之间的相关度 

s[1ahd[1】，label[2]】，再根据用户访问 IP以及记录的 ses— 

sion记录 日志 ，对用户访问页面进行页面相关度的计 

算 ： 

user{lable[1]，lahle[2]，lable[3]， ⋯⋯}， 

其中label[x]为用户访问页面所属类别。 

定义 l：用户对 lahel[i]主兴趣度就是用户对 lahel[i】 

类别下内容访问的次数 ，公式为： 

I[i]= lahel[j]xL[i](在这里 L[i】为类别 lahel[i]Jt]P 
j=I 

点击数)。 

定义 2：用户对lahel[i]附加兴趣度就是用户访问所 

有类别的主兴趣度与 label[i]的相关度的乘积乘以一个 

衰减因子，公式为： 

J[i]=cx I[jlxs[i,j](c为衰减因子)。 
j= 1 

由于用户访问 lahle[i】的数 目越多，那么用户对 

lahle[i]类别的兴趣度就越大 ；用户 lable[i]对类别的数 目 

越多，lable[i]和 lable[j]两个类别的相关度越大 ，那么相 

应地用户对 lable[j]的兴趣度也就越多，反之越小。 

最后用户对网站访问的 i类别 内容 的兴趣度 T[i】 

为： 

Ⅱi]=I[i]+J[i] 

根据对用户兴趣度序列 T的从大到小的排序 ，我们可 

以选取部分或者全部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作为个性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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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页面的证据。 

在这里由于开始我们定义的类别相关度 s[1abel[1]， 

label[2]]可能会有误差，对此，我们在后续期间，利 

用数据挖掘的关联挖掘算法获得类别关联信息，再根 

据一定支持度和置信度所得到的数据挖掘结果来回归 

此参数。 

上面说过可能一个 IP下可能会存在多个访问用 

户，对于每个单独的用户个体访问的资料不可能完全 
一 致，可能存在一些私有的访问信息。在对用户访问信 

息做分类和聚类的数据挖掘 ，选择用户共同特征作为 

分析内容。这样基于群聚的方法为了保障用户的隐私 

权。对于 IP为单用户的或者对于无隐私问题的站点可 

以不采用过滤技术。 

在使用搜索引擎时，不同兴趣爱好的用户对于相 

同页面内容可能观测的重点不一样，由于实现用户的 

特征兴趣分类，基于群聚的个性化技术在搜索引擎中 

使用会提高极大地搜索引擎的精确度。 

我们在数据挖掘研究院网站【l01使用这种方法进行 

基于 Web数据挖掘技术的个性化网站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在用户调查中用户对其效果给予肯定的评价， 

这还是处于测试初期，在后续中加入用户回归数据会 

使得结果更为精准。 

4 个性化搜索引擎展望 

成功的个性化的搜索引擎实现首先需要的是人性 

化 ，人性化的表现应该多为用户考虑 ，让用户尽可能少 

的简单操作实现最大可能的结果精确化。前面已经说 

过个人化是个性化的一个步骤 ，当前其他相关学科的 

技术处于瓶颈时期 ，把个人化作为个性化的一个突破 

口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当前一些搜索引擎都在加大 

力度的收集用户信息和上 网模式 ，如对用户的邮件进 

行搜索或者提供个人门户空间 ，记录用户网页浏览 日 

志，随后根据 Web用户使用挖掘(Web Usage Mining)对 

用户进行聚类和分类 以及模拟预测用户的可能行为 ， 

以此为依据提供个性化的搜索结果 ；在今后搜索引擎 

将会充分利用到这些资料以及会利用各种手段获取更 

多资料(如 Google最近发布的网络加速器)，随后结合 

用户其他信息 ，如根据用户 IP和群组来进行相应的数 

据挖掘，由于可能存在多个用户通过同一网关访问互 

联网，那么记录用户的 IP将会是多个用户上网的结果， 

我们假设通过 同一网关访问互联网的用户具有相同属 

性 ，如 ：可能为同一软件公司的员工或者同一系的学生 

等 ；至于同一群组的用户也可以这样认为具有相同属 

性 ，如爱好访问同一网站；爱好讨论同一主题等等。这 

样再根据现有的个人化搜索引擎技术作为辅助方法进 
一 步处理。 

个性化搜索引擎的发展始终是体现在搜索引擎的 

个性化上 ，而不是人的个性化。随着 Web数据挖掘广泛 

应用和 Web标准的实施，个性化搜索引擎技术必然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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