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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的中文搜索引擎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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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信息检索和体系结构这两个角度对网络环境下的搜索引擎技术进行了一些分析研

究。在信息检索方面，介绍了几种适用于中文的信息检索方法,并进行了一些分析比较。在体系结

构方面，基于分布式处理的思路，提出了搜索引擎的分布式结构和相应的服务器端搜集代理的概念。 

 

【关键词】搜索引擎 中文信息检索 计算机网络 分布式体系结构 

 

1． 引言 
网上信息的分布性和随意性，使搜索引擎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搜索引擎是一个涉

及信息检索、语言编码、计算机网络等多个领域和学科技术的综合性软件系统。现有大

部分搜索引擎都是集中式的，从工作机制上看，主要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所组成： 
1） 信息的搜集 

一般的搜索引擎都采取 ROBOT的方法搜索各网页，尽可能多的将远处信息搜集

到本地来，进行相应处理以形成本地信息源。 

2） 服务的提供 

它是指采取某种信息检索方法从本地信息源提取合适的信息提供给用户。 

在这个相对简单的工作机制中，信息检索技术是核心，不同的检索方法造成了各

搜索引擎搜索效果和工作效率的千差万别。 
应该承认，信息检索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因此这种以信息

检索技术为核心的集中式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也将为此受到很大的限制。毫无疑问，从

其它研究方向的角度来探讨搜索引擎问题，并将相应的技术思路带入这个领域，可以为

其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本文将在下面的篇幅里围绕信息检索和搜索引擎的体系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

有关的探讨。 
 

2． 中文搜索引擎 
由于起步较晚，与西文搜索引擎相比，目前网上现有的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精确

度相对较差，内容也比较单一。除了一些技术和非技术的因素外，汉语的下列基本特点

使得它不如西文那样便于计算机处理。 
1） 汉语是一种内涵语言，具有很强的概括抽象性。 
2） 汉语的虚词作用独特，兼具逻辑连接词、时态算子、模态算子等功能，在时态、
语气、逻辑关系等方面有独到的表达能力。 
3） 主谓语难以确定，句法多变。 
4） 汉语的词不是自然出现的单位，而是理解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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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用计算机对汉语进行分词和语义诠释时，就不如以空格分隔的、句法相对

确定的字母体西文那样有效，从而导致了中文搜索引擎的搜索效果不尽人意。解决这一

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分析研究针对中文的信息检索技术。当然除了搜索结果方面的问题

外，还有运行效率方面的问题，如服务器负担过重、网络带宽浪费严重、重复建设、难

以适应网络规模的日益扩大等。这是各中文搜索引擎普遍面临的问题。  
 

3．中文信息检索技术 
3． 1全文检索技术 

这种技术是将搜集来的信息全文保留在本地数据库中，其基本检索方法是根据

文档与用户查询串的相关程度打分，然后按分数由大到小排列。相关程度由查询串

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以及查询串在数据库中的整体比重有关。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但由于需要保存信息全文，所以需要海量的存储，而且它的全文匹配的串频统计方

法会造成较大的查询响应时间，因此它难以适应网络规模的日益扩大，更重要的，

它没有对查询串的切分过程，当查询串较长时，效果会很差。 

 

3． 2索引检索技术 

与全文检索技术不同，这种方法将搜集来的 WEB页面进行概括或索引，得出关

键性的、能体现全文大意的摘要信息入库，从而使存储量大大降低（摘要的生成方

式与搜索引擎的工作方式密切相关）。在进行检索时，则利用查询串与这些摘要信息

的关系来决定向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目前应用于西文索引检索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方法有很多，如 RSV法、聚类法、

相关矩阵法等，但它们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文，因为这些方法都必须从查询串和文

档中提取 feature（所谓 feature，就是能在语义上代表文档或查询串的单词或短语

序列）。这一工作对于西文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西文文档的语义主要蕴涵于单词当中，

而对于中文，由于其语义主要蕴涵于短语中，需要对文档进行词的切分，经过多方

面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分词方法，尽管它们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工作的比较好的。采用分词方法进行汉语 feature的提取，

我们就可以将下列方法直接应用于中文信息的检索。 

1） RSV法（Retrival Status Value）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方法，它实际上是将文档表示成向量形式，向量的分

量与 feature iϕ 在文档中的出现频度以及该 feature 的代表性等有关（包含

feature iϕ 的文档越多，其代表性越差，反之，则越高）。对查询串 query也

作同样的处理，然后计算 query与文档 jd 的向量表示的夹角余弦值，即 RSV（q，

jd ）= ),(cos jdq
vvρ ，最后按该值从大到小的顺序向用户返回查询结果。 

根据这种方法： 

l 查询串中的 feature在文档 jd 中出现的越多，RSV（q， jd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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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查询串中某 feature 在文档 jd 中出现的频度越高，RSV（q， jd ）越

高。 

l 查询串中的 feature iϕ 在各文档中出现的越普遍，则它对 RSV（q，

jd ）的贡献越小。 

 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不仅计算上简单，而且定性分析的结果也比较合理，

所以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 

2） 聚类法 

采用该方法时，系统先将各文档表示成RSV法中所述的feature向量表示，

并进行规范化，然后根据这些向量表示的点在空间上的距离进行聚类。当进行

查询时，查询串也被表示成 feature向量形式并规范化，然后在空间上选择离

它最近的文档类作为搜索的基本范围，并在此范围内使用具体的检索方法，最

终得到查询结果。尽管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问题，如加入新文档后的算法稳定性、

文档类数目的预确定等。但它的使用能大大缩小文档的搜索空间，减少每次查

询的计算工作量，所以随着它的继续完善，这种方法还是很有前途的。 

3） 相关矩阵法 

    定 义 矩 阵 0X = ]......[ 21 mj dddd
vvvv

， ),,......,,,( 21 njijjjj aaaad =
v

，

),( jiij dffa ϕ= 。 ),( ji dff ϕ 表示 feature iϕ 在文档 jd 中的频度。研究发现，

存在这样的一些 iϕ ，它们在各文档中的出现都比较频繁，由于它们在各文档中

的普遍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是某种表达或句法结构上的需要，而在

描述文档内容方面却无多大的意义，这样的 iϕ 称为 feature噪声。 

    当 feature噪声很大时，会对相关度的计算产生很大的干扰，使查询结果

精确度下降，所以对它的消除显得非常重要，前述的 RSV法中的 )( iidf ϕ 因子的

引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另一种方法，它对 0X 进行

分解： 0X TDST 000→ ，其中 0S 是对角阵。在将 0S 中较小的特征值去除后，得到

1S ，而 0T 、 0D 也将相应行或列去除得到 1T 、 1D ，然后将它们合并： →TDST 111 1X ，

所得 1X 即为相关矩阵（详细过程请见参考文献【2】）。其实 0X 到 1X 的转变过

程正是 feature噪声的消除过程，那些在 0X 中表现很强烈的噪声 kϕ 在 1X 中会

很微弱，由 0S 到 1S 是消除噪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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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1X 后就可用 RSV等方法继续进行处理了。 

4）双字匹配法 

这是一种针对汉语的方法。它的依据是汉语中绝大部分词汇是双字的，因

此在该方法中不需要进行分词，而只要将查询串或文档切分成一个个连续的双

字，然后再通过匹配和词频统计计算相关度。这种方法会产生很多无意义的词，

但影响并不大，举个例子：当用户查询“古代历史”时，假设有两篇文章 A和

B，A 中含有“古代历史”，B 中仅有“古代”和“历史”这两个分开的串。经

过切词后，查询串会被切成“古代”、“代历”和“历史”，显然“代历”是个

无意义的词，但它在查询串和 A中都出现了，所以按词频统计所得的查询串与

A的相关度会大于它与 B的相关度，因此 A会被优先选中。这种方法实现简单、

无需使用复杂的分词算法，而且其查询效果与基于分词的检索方法相比，并无

明显差异，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东南大学与 ETH合作的中文搜索引擎“网

达”是采用此方法的典型。 

 

在使用索引检索方法时，可以考虑相关性查询以丰富查询结果，比如当用户查

询“布”时，可以不仅返回有关明指“布”的文档，还可以返回与“丝绸”、“涤纶”

等有关的文档。这种方法需要搜索引擎具有更强的字典和分类方面的功能等。 
可以看出，基于索引的检索方法与全文检索方法相比，有很大的优势，由于它

首先对查询串和文档进行 feature的提取，然后再进行匹配，使得该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语义查询的特点，较之全文检索的简单机械的匹配方法效果要好很多，而且

对较长的查询串也能有不错的查询结果。 
 

3．3其它值得考虑的问题 
1） 交叉语言查询 

有时用户希望在多语种间查询信息，或者他希望某语种的信息，却不能用

该语言表达他的查询要求，这种情况下，进行交叉语言的查询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般说来，交叉查询的方法有对查询串的机器翻译、计算不同语种文档的相关性

等等。这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2）交互式搜索 

这是一个策略上而非技术上的问题。在设计一个搜索引擎时，应该将它与

用户看成一个整体。许多搜索引擎都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反馈的机会，因为有时用

户的信息需求是很难用有限长度的查询串表达清楚的，所以查询串不一定很准

确，而且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有时也不一定很另人满意，这样，让用户在查询结

果里向系统反馈他最感兴趣的文档就很有必要。系统可以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调

整查询串并进行新的查询，将一批类似的文档提供给用户。这样的过程重复下去，

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技术的不足，提高用户的满意程度。 

3）集成服务的提供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搜索引擎不仅仅是基于内容的网上信息的查询，

它还应包括特殊查询（如人名、地名）、多信息源混合查询（如 www、ftp、gopher）、

多媒体查询等多种服务。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提高竞争力。 

4．体系结构方面的考虑 



  第 5 页 
 
 
                           98/6/7 14:57 

    从体系结构上看，现有的搜索引擎一般都是集中式的。通常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协
作，而是各自独立地搜集和处理信息，这造成了大量重复工作和网络带宽的严重浪费，

同时也给各WEB站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所以这种体系结构难以适应网络规模的日益
扩大。下面的分布式体系结构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分布式体系结构的基本思想是：将全网划分成若干自治域，这种自治域的划分根据
可以是地理空间，也可以是 IP地址或信息内容。在每个自治域内分别设立一个 gatherer
和 broker，gatherer 负责本自治域信息的搜集，broker 负责的工作比较复杂，如向用户
提供查询接口，与 gatherer 进行交互，信息的处理入库等，更重要的，它必须与其它
broker 进行交互，例如，当用户向某 broker 提交查询串时，该 broker 除了可以在本地
查询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将查询串提交给其它的 broker，从而获得其它自治域的查询结
果。当然，为使各 broker协同一致的工作，它们之间还要进行一些控制信息的传递。 
采取这种分布式体系结构，各 gatherer只负责本自治域内的信息搜集，各WEB站点也
只向本自治域内的 gatherer 提供信息，从而减轻了网络负载和各站点的负载，同时各
broker间的互助协作关系使得服务的提供更为灵活和完善，而且该体系结构使得系统的
维护和扩充变得更为方便。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在自治域内部的各WEB站点上设立服务器端搜集代理，其

功能是负责本地信息的摘录，当 gatherer搜集信息时，它按最近更新的原则将所有可提
供的信息摘录与其它一些信息如文档 URL 等组成具有一定结构的数据流一次发送给
gatherer。这样，一方面无需传送文档全文，另一方面各站点也无需为每个文档建立传
送连接，从而进一步地减轻了网络负载和各站点的负载。 

5．结束语 
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向人类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信息源泉，但由于其运行机

制的特殊性和以 WWW 为代表的网上信息服务的极度分布性，使得网上的信息导航功
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以搜索引擎为核心的各种信息导航手段应运而生。这种以应用

为驱动所产生的服务需求是跨越语言边界的，但由于起步较晚，许多中文搜索引擎与国

外的西文搜索引擎相比，还很不成熟。在本文中我们就中文搜索引擎的信息检索和体系

结构等问题，从技术角度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

充分满足广大汉语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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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tudies Chinese Search Engine techniques in network environment 
from tw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which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seriously. The first one is 
abou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kills. Several ways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re 
introduced,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e last one is abou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earch engine. Distributed solutions are arisen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ideals, such as 
search agent, are involve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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