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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当今，在如此浩瀚的网络资源中如何有效地获取

所需信息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这些搜

索工具的出现与发展为用户查询信息带来了方便，然

而任何单个搜索引擎都只能涵盖 /// 上很少一部分

资源。元搜索引擎的出现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这些问

题，它融 合 多 个 搜 索 引 擎 的 检 索 结 果，扩 大 了 检 索

范围［%］。

但是现有的搜索引擎由于缺乏语义理解能力，查

询的结果存在大量垃圾信息。随着本体（012,-,+3）和

语义网（4.5’12(6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有关

基于语义本体的检索系统成为研究热点［7 8"］。本文结

合语义本体和搜索引擎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元

搜索引擎系统模型，利用个性化用户模型和本体处理

等技术，对用户的兴趣和查询习惯进行挖掘分析，并对

查询关键词进行语义本体分析推理，来有效理解用户

意图，提高查询结果的相关性。

7! 基于本体的元搜索引擎模型

元搜索引擎是一种建立在搜索引擎之上的搜索引

擎，它调用其他独立搜索引擎（ 也称为源搜索引擎），

将用户的查询请求经过一定的处理后提交给其他的源

搜索引擎，然后收集各个源搜索引擎的结果并经过相

关处理后按相关性顺序返回前端用户。元搜索引擎一

般包括四个方面［#］：用户查询请求预处理模块，查询请

求分发模块，结果加工模块，页面显示模块。本文设计

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元搜索引擎模型如图 %：

A %! 3k4KV)z{|}DE

!" # 图形化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用户和搜索引擎进行交互的途径，简

洁实用的界面是最佳选择。本文将在用户界面中增加

查询所属领域的选择，以便在以后的模块中进行相关

领域内的匹配。

!" ! 查询请求预处理

查询预处理模块是该基于本体的元搜索引擎系统

的关键模块，它主要包括用户意图的个性化分析，关键

字的语义分析、本体库的映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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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用户意图个性化模型

为了提高对用户意图理解能力和用户的查询个性

化，本文借鉴文献［$］建立基于本体的用户个性化兴趣

本体库如图 ! 所示。

在该用户模型中用户行为分为显式和隐式两种，

显式行为主要通过用户提供的背景知识感兴趣的领域

和主动反馈的信息，隐式行为则是通过用户的浏览内

容等表现出来，其中隐含了用户的个人兴趣和偏好。

基于本体的个性化用户模型定义为一个三元组：

%&’()*+’, -（.’(&*/0,1，.’(&*/0,2，.’(&*/0,3）

其中，.’(&*/0,1 代表用户个人信息，包括用户姓

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和学历、专业、兴趣描述等背

景知识；.’(&*/0,2 是一个包含了用户信息的个性化领

域本体；.’(&*/0,3 是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

本系统中根据上述定义建立一个简单的用于实验

的用户兴趣库，包括用户主动反馈和访问日志关键词

构成的个性化信息。

当用户登陆并输入查询关键词时，查询预处理器

将根据用户信息来匹配用户兴趣本体库，选择或替换

成更接近用户的相关查询领域内的查询关键词（组）。

A !4 3k4KV{|JzDDE

!" !" ! 语义本体匹配（关联）

针对基于语义关联的查询优化问题本文则采用文

献［5］提出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综合词法关

系和词义分析的查询优化方法，通过对查询关键字词

法特性和本体实例之间语义关联强弱的分析，提高查

询关键字到本体概念映射的完整性和准确率。例如输

入 6/78’(&79:，按照传统的关键字匹配的搜索方法，用

;*,,’<’、0;0+’=: 等描述大学的文档都会被遗漏。使

用 >*(+?’9 能 知 道 ;*,,’<’、0;0+’=: 与 6/78’(&79: 相

关，但其他一些与“大学”无关的词语，如 @6(:（陪审团）

在 >*(+?’9 中也是与 6/78’(&79: 相关的。如果简单地

使用相关概念进行匹配搜索，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信息遗漏，但同时将会带来更多的无用数据。

本文对其进行改进：结合基于本体的个性化用户

模型进行用户输入查询内容的优化。算法主要步骤

如下：

（#）接受用户输入，将关键词保存在集合 A -｛B#，

B!，⋯，B/｝，B7 为用户输入的第 7 个关键词，/ 为关键词

个数。

（!）对关键词集合进行用户个性化模型处理后，

处理过程中将根据用户的兴趣本体库对关键词进行相

对领域内的替换、增删关键词等操作。得到关键词集

合 ? -｛/#，/!，⋯，/B｝。

（C）使用 >*(+?’9 进行词法处理，得到每个关键

词 /7（#"7"B）的在领域内的同义词集合 D7 -｛D7 #，D7!，

⋯，D7 =｝，= 为 /7 的同义词个数，/7%D7 " 记元素 D7 @%D7

的词法相关度为 37 @，表示 D7 @ 和 /7 的词法关联程度，E
"37 @"#，/7 与自身的词法相关度为 #。

（F）将领域内同义词集合中的元素映射到本体

库，本体集合 G7 -｛G7 #，G7 !，⋯，G7 H｝保存 D7 中词语对应的

本体实例，共得到 B 个本体集合。记元素 G7 @%G7 的词

法相关度为 3I7 @，等于映射到它的 D7 中元素的词法相

关度。

（J）设集合 > -｛（0#，0!，⋯，0B ） K（07%G7，G74
!，#"7"B）-（07 - "，G7 -!，#"7"B）｝，! 表示空集，

计算 L/%> 的语义关联值 M/。

式中，87 @ 为 L/ 中元素 07、0@ 的语义相关度；(7 为元素 07
的词法相关度；" 为用户输入关键词中没有找到同义

匹配的关键词；#、$ 分别是语义相关度和词法相关度

的权重系数，#9E、$"# ，# N $ - #。综合考虑词法和

语义的关联强弱。

（$）将集合 > 中元素按语义关联排序，取语义关

联程度最高，即 M 值最小的 % 个元素。对于每个 L7（#
"7"%），用知识库中对本体 0@%L7（0@4"）的概念描

述代替关键词集合 ? 中的第 @ 个元素，向用户返回得

到 % 个优化建议，并结合用户个性化把其感兴趣的建

议排到前面，以供用户根据自己情况更好地选择。

改进后的算法加入了用户个性化本体库，在进行

语义同义词匹配之前先根据用户本体兴趣库确定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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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领域，进行相关领域内关键词的替换。这可以减少

了无关领域内同义词的本体语义匹配所消耗的时间和

资源。

!" # 查询分发器

查询分发器的功能是将用户的查询请求根据知识

库生成搜索调度策略并转化为各源搜索引擎的连接请

求。调度策略借鉴文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根据源

搜索引擎工作情况的记录，用决策树归纳分类技术生

成元搜索引擎调用策略。它首先学习各个源搜索引擎

在某条件下（ 如搜索主题）和查准率情况。然后进行

分类。当用户有搜索请求时，会根据条件预测哪些搜

索引擎可以满足用户查找精确信息的要求。同时建立

评估度量，给出源搜索引擎的查准率，查全率的综合评

估来确定兴趣度阈值。在建立调用策略时，不满足阈

值的策略被认为是不感兴趣的。

!" $ 结果处理器

结果处理器的功能是收集各个源搜索引擎的检索

结果，按一定的合成算法处理后返回给用户。借鉴文

献［"］提出以 #$% 网页内容特征库为基础实现对查询

短语进行语义理解的方法，加入二次检索模块，它的功

能是接收各源搜索引擎的返回网页并过滤掉相同的网

页，然后利用面向 #$% 网页内容的特征库理解查询要

求，对网页重新检索，计算网页与用户查询请求的相关

度并对网页排序，最后交给用户查看。

&’ 技术实现及结果分析

#" % 实现环境

本文基于 ()*) 语言建立一个以研究为目的元搜

索引擎模型。开发工具主要是 +,-./012$ 34 5。本体技

术方面利用 6789:;: &4 <［=5］构建一个简单的本体库，存

为 8>/ 文件的形式，在 +,-./012$ 34 5 中加载 ?$@)
［=A］

A4
B4 B，然后通过 ?$@) C6D 加载构建的本体模型，使用 ?$E
@) 执行 21)7F/ 查询。

#" ! 结果分析

下面以一个查询为例，验证本系统的有效性。

假设用户是不常利用搜索工具，对计算机领域知

识了解不多。其目的是想查询有关论文的情况，但是

只知道一些大众了解的计算机词汇。

假如在查询界面输入计算机领域常用 词 汇“ 网

络”，在查询预处理器中进行处理，根据个人主动反馈

建立本体兴趣记录和关键词本体查询，把关键字“ 网

络”优化为“计算机网络”，然后匹配到“计算机网络基

础教程”和“ 计算机类期刊”的结果供选择，根据查询

目的选中“ 计算机类期刊”作为查询的关键字。可以

看出实验选取的关键字可以正确地进行优化。

然后，用关键字“网络”在 %)0GH 中进行搜索，结果

如下：“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 =55，555，555 篇”

（注 A55! I< I A3 日查询）。其中信息包括计算机网

络、网络电视、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网络广告、公司名

字含有“网络”二字的公司信息、更有甚者是在网络上

传播的不健康信息，等等。

利用“计算机类期刊”在 %)0GH 进行搜索，共搜到

A=3，555 条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显示的结果含有

大量重复信息和无关信息，而其中前 =5 页的结果中基

本上涵盖了所需的 !5J 以上的信息。因此本查询模

型中采用提取源搜索引擎前 =55 条记录，然后并对其

中重复的结果进行处理。在模型中查询得到 ="A 条记

录，浏览结果后发现基本上能满足查询需求。但是本

查询系统有一个的缺点，那就是的查询速度比 K)0GH
的查询速度慢，且构建的本体还只是以研究为目的一

个小的模型。

<’ 结束语

语义本体和元搜索引擎相关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为解决现有搜索工具的查询覆盖率低、结果相关性差

等问题提供了支持。本文借鉴现有技术提出了一种基

于语义的元搜索引擎模型系统。通过领域本体的语义

理解，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和查询信息的语义扩展，意在

为实现元搜索引擎更好的查全率和查准率用出贡献。

但针对结构化更完善的本体库的建立和语义关联算法

性能的提高，还需要更多人员投入更大的研究力度。

今后将会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对本体库，本体语义关

联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012

. Dm{>kKI>DP2/w<lWzm1alWz
m({|/h’3|U$ij>0110-0.#23 4 25/

0 67##%89)%$: ;><=)=>, 6/ ?*@7#7A> B=9%& +,%8> %C"=*D
9$7* E8=:%F78G E78 ,9% $* :%&$(=# $*E78:=@$7* 9>9@%:9/
H*@%8*=@$7*=# I7,8*=# 7E 6%B-LD8 JK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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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名称

训练样

本数（幅）

总识

率（# ）

$%&’（&( )

字符）

*+,(-./00

匹配算法
122 345 6 !35 74

89 算法 122 145 1 !:5 47

本文方法 122 1;5 3 :15 ;7

" " 通过表 : <! 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本文基于多尺

度模板匹配和小波神经网络识别的结合方法对车牌的

数据有较好的识别率；且在识别时间上能达到高于其

它方法的高速性。拒绝和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有些字

符曝光不足、有污损、掉色严重，以及车牌过度遮挡导

致字符严重残缺，这些问题需要在预处理阶段矫正处

理才能解决。

=" 结论

本文针对车牌识别系统，在车牌精确定位前提下

采用多尺度模板匹配算法进行分割并使用小波神经网

络算法识别字符。利用多尺度模板匹配分割算法，通

过伸缩模板尺度找到最优的切分位置，在完成字符分

割的同时取得较好的去伪效果。在分割准确清晰的字

符后采用小波神经网络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实验表

明，该方法具有高识别率、高速性、且抗干扰能力比传

统字符识别算法强。

/012

. def>y>g>+#/hu\i>,23-.’)
*20(>0112>.3-2.#24 5 26/

0 >jk/ |<$I0~(u\O]23"#/2*
W+|a0/ +$#+$SW>0117/

2 <3k/ >X>?Lu\K+Jy[NZ("#/
[TUISSWW$>0116>26 5 28/

7 0E%/ $I0~6|1 9!’:!; <0118 qh/ ,
-#QRIScPX>0118/

E4 =$*>),? @)?*>>!#A%BC ;%*D%*$EC%/ F?D%#%C *%CGHBIE/
JKKK ’B?*E?(C$H*E H* *%,B?# *%CGHBIE>.330>2-6.#
LL3 5 L3L/

6 MB?E?& N/ O>P?)?QA$ R P/ S#?EE$T$(?C$H* HT KSN !BU
B)VC)Q$?E ,E$*> 9,#C$ 5 <%EH#,C$H* !*?#VE$E ?*& W%,B?#
W%CGHBIE/ JKKK ’KWSXW 0112/ SH*T%B%*(% H* (H*U
D%B>%*C C%()*H#H>$%E THB !E$? 5 M?($T$( <%>$H*>0112/

8 ;)?C$? M>;H,&V R>?B%Y?H < Z !*&B%?H/ F?D%#%C CB?*EU
THBQ?C$H* ?*& "B% 5 E%#%(C$H* HT QHC)%B G?D%#%CE THB
KSN E$>*?# "BH(%EE$*>/ MBH(%%&$*>E HT C)% 07C) J!P’U
K[ $*C%B*?C$H*?# (H*T%B%*(% H* ;$HQ%&$(?# %*>$*%%B$*>>
J**EAB,(I>

))))))))))))))))))))))))))))))))))))))))))))))

0116/ 231 5 234/

-678 3L 9.
- J*THBQ?C$H* PVEC%Q>0114>.-0.#.1. 5 ..4/
2 \$?$&)$ R>9H)?QQ%& P>R??Q R>%C ?#/ ! EC?B&?B& TB?Q%U
GHB& THB "%BEH*?#$]?C$H* D$E H*CH#H>V 5 A?E%& +,%BV %^U
"?*E$H*/ M?I$EC?* RH,B*?# HT J*THBQ?C$H* ?*& ’%()*H#HU
>V>0112>0-0.#36 5 .12/

7 :$ F%*Y$% >\%*> @)$VH*> >:$ _H*> >%C ?# / X*CH#H>V 5
;?E%& J*C%##$>%*C J*THBQ?C$H* <%CB$%D?# PVEC%Q SSKSK
0117 5 SSNKJ 0117/ 0117 #282 5 286/

4 ,’V/alWzm(s61Q)/ U$WW>0114
-0.#074 5 076/

6 kno/|<‘z(7}9Ur<e"##/2*W
+|a0/ pqr#|XSW0(WW1I=W

J>0116/
8 ns>tu+>kvw>?x/01|<v^wn(Q
RD9NZ/ ,-.QSWW$>0116>-.0.#.1L
5 .13/

L t{>0|y/\?alWzm(Q)1qh/ )*
2I=>0112>03-6.#..3 5 .01/

3 N}z/01|<v^64(alWzm("#/)
*2I=>0116>20-8.#0.1 5 0../

.1 MBHC‘>‘ aE%B &H(,Q%*C?C$H*//X*#$*%0/ !D?$#?A#%O)CU
C"#b b "BHC%>%/ EC?*THB&/ %&, b &H( b ,E%BE/ )CQ# b /

.. R%*? P%Q?*C$( G%A ’HH#I$C>/X*#$*%0/ !D?$#?A#%OcCU
C"#b b R%*?/ EH,B(%THB>%/ *%C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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