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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检索方法在 Web 系统中的研究与实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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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使用标准化代码的系统中, 为解决新增记录精确匹配代码的问题, 系统中采用了拼音检索方法, 拼音

检索主要应用在就业信息采集页面中,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模糊匹配, 并将匹配到的数据加载到页面中由用户自

行选择到最符合要求的数据, 为了提高匹配精度, 在系统中采用双重模糊查询方法, 解决了系统中有大量待查数

据时查询效率与查询精度的问题, 该系统投入使用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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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of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the B/S mode, so users can access and manipulate 

data in the network terminal. Standardized coding provides a convenient for the data statistics and query operations in 

database management. A novel fuzzy matching method was proposed, which uses Pingyin to fuzzily match the retrieved 

data from database. The method was used in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gathering page, and the data was filtered 

twice. It would improve the web searching efficency and accuracy when there were massive data yet to be checked. The 

system was accomplished and deployed in our school, and had made good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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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

逐步深入的应用, 通信网络越来越发达, Internet 规模

越来越大, Web 已经成为全球传播与共享科研、教育、

商业和社会信息等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巨大信息源. 

各行各业为更好的管理和使用这些信息开发各种管理

信息系统, 目前, 大多数管理信息系统都是 B/S 模式, 

这样用户可以在网络终端进行访问和操作, 因此标准

化编码成为了系统数据规范的必要条件, 而且在数据

库管理中, 有了统一的编码, 为数据统计、查询等操作

提供了方便.  

 

 

1 标准化代码系统中数据录入问题 
编制统一的代码为数据的管理提供了方便, 但是

当有新的信息需要录入到系统中时, 录入的信息必须

非常准确才能找到正确的匹配代码, 以高校毕业生管

理系统为例, 在单位代码库中有 986 条数据, 生源所

在地代码中有 3380 条数据, 如果通过人工查找效率会

非常低且易出现错误. 于是, 在信息录入中, 如何能

找到对应的准确的信息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的解决

方法是:  

(1) 当记录较少时, 可以采用下拉式列表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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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用的数据列出来, 然后由用户自己选择.  

(2) 当记录量比较大时, 给用户一个代码对应表, 

自己查找后对应填写.  

以上两种方法均不满足在数据量较多时用户方便

快速准确录入信息的原则.  

 

2 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因为代码库中数据量大, 如何才能高精度的匹配

到对应代码是关键问题, 为了解决该问题, 决定采用

拼音检索信息的方式来完成, 这样做有以下三个原因:  

(1) 避免不准确信息出现, 如“新疆乌鲁木齐市沙

衣巴克区”在库中对应的编号是“650103”, 如果学生按

习惯称呼输入“乌市沙区”, 系统则无法完成由名称到

代码的转换(最后要求收集的全部是代码).  

(2) 避免同音错字, 在使用汉字进行查询时, 大部

分学生是使用拼音输入法, 这样经常出现同音不同字

的错误, 如果输入的汉字有误, 则无法查询到想要的

数据.  

(3) 减少字符输入, 学生普遍喜欢使用各种拼音输

入法, 录入汉字时, 也是先输入拼音再选择到需要的汉

字, 而采用拼音检索时就大大简化了输入的字符数.  

如我校毕业生在填报相关信息时, 需要填写专业

代码、学校所在地代码、生源地代码等多个信息, 以

填报院校所在地代码为例, 新疆工程学院位于新疆乌

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在填写“院校所在地代码”中, 

点击对应的按钮, 系统会弹出一个输入拼音的对话框, 

学生可以按照输入法智能 ABC 的习惯只输入拼音首

字母如“xjwlmq”, 然后点击“检索”按钮, 网页中会显

示所有拼音中包含 xjwlmq 字符, 并将模糊匹配的结果

显示在列表中, 如图 1 中显示的是学生在拼音框中输

入“xjwlmq”并点击“检索”后返回的结果. 学生只需要

将要选的内容双击便可填写到文本框中, 这样选择的

信息就可以准确的与库中的代码对应, 从而可以收集

到准确的代码信息.  

 

 

 

 

 

 

图 1 拼音检索示例 

3 拼音检索方法在系统中的实现 
3.1 生成拼音检索库 

要实现拼音检索[1], 检索系统必须知道每个汉字

的拼音, 这就需要有汉字拼音对照表. 利用操作系统

的输入法生成器将微软全拼的码表文件 winpy.mb 逆

转换成码表源文件 winpy.txt, 通过编程把 winpy.txt 中

汉字与拼音的对应关系提取出来并存入数据库即得到

了汉字拼音对照表, 用户只要输入包含拼音字符中的

部分字符, 就可以查找到对应数据.  

 

 

 

 

 

 

 

 

图 2 数据表中代码、中文与拼音对照表 

 

3.2 模糊查询方法 

(1) SQL 中的模糊查询 

SQL[2](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是目前使用的

最广泛的结构化查询语言, 在 SQL 中提供了 LIKE 子

句进行模糊查询, 简单的模糊查询语句格式如:  

SELECT <列> FROM <表> WHERE <字段名> 

LIKE <条件> 

其中LIKE 后的条件, 可以是四种通配符的任意组

合形式实现数据在某范围或不完整字符串的模糊查询.  

(2) 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3]是用于模式匹配的专用语言, 针对

不同的模式正则表达式可以灵活地构造不同的专用语

言来实现模式匹配, 正则表达式[4,5]是一个用来描述或

者匹配一系列符合某个模式的字符串的单个字符串, 

通过正则表达式将字符串中符合某一模式的文本进行

查找和替换.  

3.3 模糊查询中遇到的问题 

系统中需要频繁调用数据, 每一次查询都涉及到

表中的大量数据, 因此在模糊匹配时遇到了问题:  

(1) 数据量太大, 当信息加载到查询页面时响应

速度过慢, 甚至造成死机;  

(2) 模糊匹配精度不高, 查询结果中模糊匹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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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集较大, 用户无法快速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在前面介绍的两种模糊查询方法中, 对于任何一

种查询方法来说, 当数据库中有大量待查询数据时, 

效率都比较低, 单独使用一种方法不能很好的解决查

询精度和查询效率的问题.  

3.4 系统中模糊查询算法 

在拼音检索框中输入要查询的信息的拼音, 将输

入的内容定义为字符串 String1, 以输入 xjwlmq 为例, 

对应表中的值定义为字符串 String2, 其中 String2 是包

含了 String1 中部分字符可能出现的结果集, 查询的目

的是让 String2 结果尽量的精确到用户需要的数据, 达

到快速准确选择的目的. 具体算法如下:  

①  把字符串 String1 分解为若干个有效字符

S1,S2...Sn; 如将 xjwlmq 分解为 x、j、w、l、m、q.  

② 筛选出 String1 分解后的单个字符包含在被查

找的字符串String2中的数据; 此时String2是一个庞大

的数据集, 只要包含了 x、j、w、l、m、q 中任意一个

字符的数据都被包含在了 String2 中.  

③  在筛选过的数据中 , 将按照 S1,S2 排序的

String2 筛选出来, 定义为模糊集合 A,再在模糊集 A 中

筛选按照 S1,S2,S3 排序的数据,定义为模糊集合 B, 再

在 B 集合中依次查找按照 S1,S2,S3,S4 的, 以此类推, 

最后得到按照 S1,S2...Sn 排序的数据集合; 结合前面

的例子, 首先查找出按照第 1 个字符是 x, 第 2 个字符

是 j 的模糊集合 A,再在 A 集合中查找按照第 1 个字符

是 x, 第 2 个字符是 j, 第 3 个字符是 w 的模糊集合 B,

以此类推, 最后查找到按照 x、j、w、l、m、q 字符顺

序的数据集合.  

④ 将按照 S1,S2...Sn 排序的数据集合返回给用

户; 数据库将包含了字符序列为 x、j、w、l、m、q 的

数据对应到的记录返回给客户端.  

⑤ 用户在最后匹配的数据集中找到需要的准确

数据, 然后记录下该数据对应的代码写回数据库中.  

在系统中, 筛选出 String1 分解后的单个字符在字

符串 String2 中的数据, 此过程使用 SQL 中的 LIKE 模

糊查询, 由于 SQL 中的“%”通配符代表了任意多个字

符, 因此数据集中时包含任意单个字符的数据都被筛

选出来, 但是由于数据库服务器反应快速, 所以可以

进行初步筛选. 为了精确数据集, 需要将初次查询结

果再按字母出现顺序进行模糊匹配, 此过程使用正则

表达式匹配, 由应用服务器端完成, 这样两次模糊查

询分别分担在数据库服务器端和应用服务器端, 适当

的分担了服务器的负载, 提高了查询效率.  

 

3.5 系统中模糊查询的实现 

系统中需要频繁调用数据, 每一次查询都涉及到

表中的大量数据, 而模糊查询结果要最大程度的接近

用户需要的值, 这样才能方便用户选择. 在前面介绍

的两种模糊查询方法中, 对于任何一种查询方法来说, 

当数据库中有大量待查询数据时, 效率都比较低, 所

以单独使用一种方法不能很好的解决查询精度和查询

效率的问题, 系统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采用了两次

模糊查询方法, 既当客户端将查询请求发送给应用服

务器, 应用服务器接受请求后提交 SQL 查询给数据库

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接受到请求后进行初次模糊查

询, 然后将查询结果返回给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端再用正则表达式对数据进行二次模糊查询, 这样得

到的数据的匹配度就比较高了. 而且两次查询分别在

数据库服务器端和应用服务器端进行, 分担了服务器

的压力, 提高了查询速度, 具体实现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B/S 模式下的查询过程示意图 

 

 

 

 

 

 

 

 

 

 

 

 

 

 

 

图 4 验证系统中收集的代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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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询包含字符串“xinjiang”为例, 在此次查询中, 

数据库表中共有数据6937条, 使用SQL模糊查询到的

数据是 811 条, 再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后查询到的

匹配数据是 136 条, 验证得到此查询方法的效率得到

了大大提高. 通过这样的查询方式最后用户可以选择

到最想要的结果, 而此结果也能够与数据库表中的代

码匹配, 从而能够高效的完成信息采集. 图 4 为按照

要求记录到数据库中的数据部分内容截图.  

 

4 结语 
重点描述了在使用标准化代码系统中数据精确录

入的问题, 为提高拼音检索查询速度和精度使用了双

重模糊匹配方法, 为验证该方法的可用性和数据的准

确性, 使用程序跟踪的方式验证了查询精度, 并对该

模块做了数据准确性的测试, 实验结果表明, 在信息

采集页面中使用拼音检索的方式查询数据, 方便了用

户操作, 提高了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双重模糊匹配方

法也兼顾了查询效率与查询精度的问题, 达到了系统

预期的效果. 

 

 

(上接第 191 页) 

 

要经过模数转换, 得到具体的数值, 最后再通过 Web

服务将最终的结果展示给终端用户.  

 

4 结论 
本文给出了基于 S3C2440 处理器和 Linux 操作系

统, 通过接入互联网, 采用 Web Service 将视频与传感

器信息集中展示供用户查看的智能监控终端设计方

案. 该设计具有成本低廉, 易于大规模应用的特点, 

同时具有功能强, 系统实时性高等优点. ARM 架构芯

片从成本控制设计上则更加适合多媒体便携式产品的

大规模使用. 由此, 可用较低的成本搭建具有较强功

能的安全监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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