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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中基于分类的网页更新方法研究

文坤梅卢正鼎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430074)

摘 要f同络无限扩张的同时同页也在频繁地变化，搜索引擎必须定期更新它所检索的同页，耗费了大量时间和
系统资源，因此提高更新效率是搜索引擎的关键技术。比较了目前存在的两种更新方法：统一更新方法和个体更新

方法，指出其优劣所在。然后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分类的网页更新方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优化性。实验分析表

明，分类更新方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网页更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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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lassified Refresh Policy of Web Page in 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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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Web is huge and the Web pages are updated frequently，the index maintained by a search engine has to refresh Web

pages periodically．This is extremely time and resource consuming because the search engine needs to crawl the Web and download

Web pages to refresh its index．So improving the refresh efficiency is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search engine．We compare uniform

refresh policy and proportional refresh policy，prefe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policies．And then this paper pre-

sents areformed method calhd classified refresh policy．Finall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its optimization in theory．The experiments

shows that the classified refresh policy improves the refresh effect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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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的出现，信息供应过多，甚至阻碍了有

用信息的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大部分都来自

于信息检索领域的技术，如搜索引擎[1]。搜索引擎依

靠机器人[2](Crawler)浏览Web网，Crawler被给定

url开始集，并从网络中检索这些网页。Crawler提

取被检索网页中出现的url,"继续进行本地索引，直

到没有新的url出现。Crawler保存检索过的网页，

形成一个大型的本地网页库。

网上的信息资源不断变化，Crawler需要不断

更新它所访问过的网页。而不同的网页其改变速度

也不相同，因此，Crawler必须判断重新访问哪些网

页，以及用怎样的频率去访问，这些决定都会影响被

检索网页集合的更新度。由于系统资源有限，

Crawler只能下载并更新有限的网页集合，网页更

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页更新的效果。

2网页更新的基本概念

2．1更新度

一旦Crawler检索了某些重要的网页，它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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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地更新这些页面。下面将定义更新度及网页“年

龄”的概念。

C一{P1’．“，P。}是n张网页的本地集合。下面定

义该集合的更新度[3]。

本地网页Pt在t时刻的更新度为：

uc只，一{01如果只在‘时刻更莩二：l 否则。

更新是指本地网页中的内容等于真实世界中网

页的内容，于是，本地集合C在t时刻的更新度是：

【厂(C)一(U(P1)+⋯+【厂(P。)／n

一土．∑U(Pi) (1)
n i--1

’

事实上，更新度就是本地集合中更新过的页面

占集合中总页面的百分比。

2．2网页更新方法

目前，已存在的方法“1都可归为以下两类，不同

的更新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更新结果。

·统一更新方法：Crawler以相同频率f访问所

有网页，不考虑网页的改变频率；

·个体更新方法：不同网页其改变频率也不同，

Crawler根据个体页面的改变频率来重访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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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的改变频率与访问频率其比率对任何个体网页

来说都是相等的。

Crawler更新网页集合C，C包括P，、P。页面。

其中，P，每天改变五次，P。每天改变一次。假定

Crawler一天只能更新一张网页，如果P。在每天的

中间时刻改变，而正好在P：改变之后更新它，那么

p：将在半天保持为更新状态。考虑到P。在上半天改

变的概率是1／2，因此，选择更新p。时C的更新度是

1／2×1／2=I／4天。同理，选择P。其更新度为1／2×

1／10=1／20天，由此看来，选择更新P。会更有效。

上例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改变太快的网页都不应该

被频繁访问。这与个体更新方法恰恰相反，因此，统

一更新方法总是优于或等于个体更新方法。

5基于分类的网页更新方案

频繁访问改变太快的网页不能明显提高搜索效

果，而应该把资源集中在改变速度适中的网页上。如

此将会产生一个问题：改变频繁的网站长期得不到

更新。因此，在统一更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

方案，在此称之为分类更新方法。

3．1 基本思想

通过网页的改变历史来评估其改变频率，设定

一个频率阈值，将网页分为两类：更新较快网页子集

和更新较慢网页子集，然后以不同的频率访问这两

类网页，这就是分类更新的基本思想。例如：在实际

应用中，Crawler除了每月统一更新所有网页之外，

同时每星期还更新一次改变频率较大的网页子集。

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有n张网页，其改变频率的估值分别为f。，f。，L

L f。；其统一更新频率为厂o：若频率阈值为尸，将网

页分为两类：

fF。一{fi Jfi≥f’)

IF。一{filfi<f}’

则分类更新方法将以频率厂访问F。中网页，同时以

统一更新频率^访问所有网页。

其中阈值尸、频率厂的设定与具体应用相关，

若无特别指定，一般情况下，可取广一2／o，，一÷
^

订
乙，(工∈F，)。
ill

5．2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对网页改变频率的估算是否

准确。设定一段监控时间T，假设在T时间内网页

改变X次，那么网页改变频率的估算值就为：X／T。

假定每隔时间t将访问网页P，一共访问了f1

次。用X(i)表示在第i次访问中网页变化与否，即：

⋯．、 f 1如果在第i次访问时网页改变了；
烈¨一＼00 否则。I 否则。

·2·

于是，网页总改变次数x一己X，，总访问时间

T=nt----n／f，其中f是访问网页的频率。由于网页的

改变是随机并彼此独立的，因此服从泊松分布，假定

其改变频率为f’，则网页的改变频率与访问网页的

频率之比率b=f’／f。

b的估计值为b=f／f=(1／f)(X／T)=X／n。

事实上，b的估计值总比其真实值小，因为监控

所得的X值总比实际网页改变的次数少。可以通过

计算占的期望E(占)，来比较占和真实值b之间的差

值。在时间t内，网页不改变的概率为：

P—P(x(ti+t)--x(ti)=o)2夺
=e—ft。e一，lI，一e．b

即X(i)为0的概率为P，为1的概率为1一p，

其中P=e～；

由上可得P(X=i)=a(1一尸)‘P一‘；

E(占)：∑三．P(b一三)一∑三．P(X：i)
i摹O 咒 丌 i=O 丌

一∑三．c：．(卜P)-P州
f10 丌

n

1-、

=25c=I(1一P)‘P一1=(1一P)·
l置1

厶C：j(1--P)”1P—i

=(1--p)((1--p)+户)一1—1--e～。

很显然，b的估计值有偏差，且E(占)／b一(1一

e--b)／b，如图1所示，把b控制在(o，0．2)之间，即0

<f’／I<0．2时，误差小于10％。

E(占)／b

1

0．8

O．6

0．4

0．2
b

0．1 O．2 0．5 l 2 5 10 20

图1 b的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关系图

4实验与分析

选取新浪网中的十张网页，其改变频率如表1

所示。’

表1 网页的改变频率

网页 Pl P2 P3 P． Ps P6 P， Pl R Plo

改变频率

(次／小时)
1 0．8 0．9 1．1 1．2 1／12 1／lC 1／9 1／11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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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其设计过程是对用户输入切句切词(即调用搜引

器设计过程中的语句分割模块和切词模块)，再对切

词结果依据知识库进行同义词扩展，得到一组用向

量表示的概念集，该概念集与索引库中的网页向量

进行向量内积运算得到相似度，以相似度大小的顺

序排序输出给用户界面。

结论本文给出了基于概念的智能搜索引擎的

理论模型，并从编程与算法角度详细介绍了决定搜

索引擎好坏的索引器的建立过程，整个设计中借助

了知识库的各种知识，把词从表面含义提升到概念

层次，提高了搜索引擎的查全率与查准率。但是该知

识库有待进一步扩展与提高，这还要依靠人工智能、

推理机、自然语言理解等诸多科技研究的结果，待知

识库内容逐渐丰富壮大后，不仅能够提高查全率和

查准率，还能从真正意义上使搜索引擎达到智能化，

提高网络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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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P：，⋯，P。属于新闻类网页，因此更新

速度较快，P。，P7’．“，P如属于天气类网页，因此更新

较慢。

若Crawler以1／6(次／小时)统一更新所有网

页，即厂。一1／6(次／小时)，尸=1／3(次／Jb时)，根据

分类更新方法，将网页分为两类F。一{P。，P。，P。，

P。，Ps}，F2一(P6，P，，P8，P。，P1。}，以厂一1(次／Jl,

时)访问F1，同时以fo一1／6(次／小时)统一更新所

有网页。

下面通过计算更新度来比较分类更新方法和统

一更新方法的有效性。个体更新方法在此不做考虑，

上文已说明统一更新方法优于个体更新方法。在网

络容量巨大的情况下，系统无法实现个体更新方法。

各网页在不同更新方法下所获得的更新度如表

2所示。

表2各网页在不同更新方法下所获得的更新度

网页 统一更新方法 分类更新方法

P1 1×(1／6) lX(1／2)+1×(I／6)

(1／o．8)×(1／2)+
P2 (I／0．8)×(1／6)

(I／0．8)×(1／6)

(I／0．9)×(1／2)+
P3 (I／0．9)×(1／6)

(I／0．9)×(1／6)

(1／1．1)X(1／2)+
P‘ (1／1．1)×(1／6)

(1／1．1)×(1／6)

(1／1．2)X(1／2)+
Ps (1／1．2)×(1／6)

(1／1．2)×(1／6)

P‘ (1／12)×(1／6) (1／12)×(1／6)

P， (1／lO)×(116) (1／lO)×(1／6)

Pl (1／9)×(1／6) (1／9)X(1／6)

P。 (1／11)×(1／6) (1／11)×(I／6)

Plo (1／8)×(1／6) (118)×(1／6)

·16·

由更新度计算公式(1)可得：

统一更新法所得更新度U，一U-(P。)+Ut(P2)

+⋯+U1(P10)一o．7875

分类更新法所得更新度U：一U2(P。)+U。(P。)

+⋯+U2(Plo)一3．3393>0．7875

可知U：>U，，因此，分类更新方法能获得比统

一更新方法更大的更新度。

结束语分类更新方法结合前两种方法的优

点，不会将系统资源耗费在过度更新改变过于频繁

的网页上，也不会过多访问改变缓慢的网页，而是均

衡的分配系统资源。实际上，分类更新方法的基本思

想可以继续扩展，在实际应用中，网络容量日益膨

胀，网页改变速度各不相同，统一更新方法不能适应

用户对信息更新度的要求，因此，可以根据网页的改

变速度把网络化分为不同子集，再根据各子集的改

变频率来更新网页集合，这也可以满足用户对某些

网页集合的特殊要求，如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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