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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Services 的 Web 挖掘实现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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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Web 挖掘技术已成为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热点。本文针对Web挖掘中数据库环境的异构和信息半结

构化等难题,提出了一个Web services框架下的Web挖掘实现方案,使用XML关键技术对异构信息进行包装,使之成为统一

的数据模式,从而可以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异构信息中提取出更加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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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Web mining is becoming a hot point i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an implementation schem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Web Services framework to solve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such as the different database environment and the half-structured information. In this scheme each of the resources is

packaged with XML to form a unified data pattern, then the mor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can be extracted from the large

amount of heterogenou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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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Internet 的飞速发展,网上的数据资源空前丰

富。在这些海量异构的Web 信息资源中,蕴含着具有巨

大潜在价值的知识。人们迫切需要能够从Web 上快速、

有效地发现资源和知识的工具。然而信息检索工具和

分析工具的相对落后,导致信息过载。目前人们从Web

上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引擎虽然

部分的解决了资源发现问题,但其精度不够。因此,Web

挖掘技术应运而生,传统的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数据中

发现隐含的规律性内容,解决数据的应用质量问题。充

分利用有用数据,废弃无用数据,这是传统数据挖掘的

主要应用。所谓Web 挖掘[1][2]是指从大量的数据集合C

中发现隐含的模式p,如果将C看作输入,将p 看作输出,

那么 W e b 挖掘的过程就是从输入到输出的一个映射

pC →ξ 。W e b 上的数据最大的特点是半结构化。从

数据库的角度看,Web 中的信息可以看作是一个更大的

更复杂的数据库;每一个站点就是一个数据源,由于站点

之间的信息和组织不同,因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异构数据

库。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首先要解决异构数据集

成问题和半结构问题。而Web Services这些特点:跨平

台性和高度集成性、普遍性、 完好的封装性、 松散耦

合以及它的接口和封装是可以被 X M L 定义描述和发

现, 并且支持与使用 X M L 消息通过网络协议的其他应

用软件进行直接交换。能够很好的解决W e b 挖掘上的

一些难题。针对 W e b 挖掘上的一些难题, 鉴于 W e b

services的优势,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Web Services 的

W e b 挖掘实现策略。

2  Web Services 框架概述

Web Service[3]是一种开放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模

型,它能在所有支持Internet 通讯的操作系统上实现。

使用Web Service 技术可以以独立于平台的方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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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Web 协议,建立可以由应用程序通过网络访问的

应用程序逻辑单元。它的运行机制如下:

Web Service的运行机制基于三种角色（服务提供

者、服务注册中心和服务请求者）之间的交互。交互涉

及注册、查找和绑定操作。这些角色和操作一起作用于

Web Service构件:Web Service软件模块及其描述。图

1 表示了这些操作、提供这些操作的组件及它们之间的

交互。这些操作具体为:

注册: 为了使服务可访问, 需要发布服务描述以使

服务请求者可以查找它。发布服务描述的位置可以根

据应用程序的要求而变化。

查找: 在查找操作中, 服务请求者直接检索服务描

述或在服务注册中心中查询所要硕士学位论文基于

Web Service技术的分布式异构数据库的集成求的服务

类型。对于服务请求者,可能会在两个不同的生命周期

阶段中牵涉到查找。

绑定: 最后,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对服务的

调用。在绑定操作中,服务请求方通过分析从注册服务

器中得到的服务绑定信息,可以知道调用该服务所需的

详细要求,包括服务的访问路径、服务调用的参数、返

回结果、传输协议、安全要求等,服务请求方根据这些

信息对自己的系统进行相应配置,从而实现对服务的远

程调用。从而在运行时调用或启动与服务的交互。

3  基于 Web Services 的异构分布信

息的集成与挖掘方案

3.1  整体框架图

目前,Web 挖掘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数据库环境的

异构和信息的半结构化。在本文中,为了解决数据库环

境的异构采用了基于Web Services 框架进行了信息集

成,而信息集成采用的是虚拟方法[4]。包装器将底层的

数据对象用X M L 语言进行包装, 将各种性息转换成统

一的数据模型。挖掘程序读取了X M L ,通过 X M L 解析

器中的JDOM 标准接口,使用它里面的SAXBuilder 功

图1  Web Services 框架

能解析出符合 J D O M 模型的 X M L 树。

3.2  Web数据的转化

信息源层处于最低层,是系统的数据提供者。在此

包括各种类型,在数据管理上我们采用“虚拟集中”[4]的

方式也就是We b 数据库实现。每一个异构信息由一个

数据源和一个“外套(wrapper) ”构成。集成系统是面

向各种信息源的,数据类型往往多种多样。由于XML [5]

[6]具有可扩展性和结构性等特点。因此,用XML 模型作

为集成系统的公共模型。从数据源中读取数据生成

X M L 统一的文件格式。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

<root>

     <StudentItem>

        <Id>2006001</Id>

        <Name>Larry</Name>

        <Sex>女</Sex>

     </StudentItem>

      </root>

3.2.1  包装器的实现过程

图2  基于 Web Services 的 Web 挖掘框架

图3  各种格式网页转换为 XML 储存的过程

图4  Html 的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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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网站都是用HTM L 语言构建的,所以获取

源信息的关键是把现有的W e b 页面包装成 X M L 格式

的数据, 应用 X M L 格式, 不仅可以很好地兼容原有的

Web 应用和信息,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Web 中的信息共

享与交换。XML  可看作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模型,可

以很容易地将X M L 的文档描述与关系数据库中的属性

一一对应起来,实施精确地查询与模型抽取,以检索出

适当的数据。Tidy 工具是一个免费使用的产品,可用与

改正H T M L 文档中的常见错误。如图 5 所示:

通过构造名为XMLHelper 的 Java 类来完成这一任

务以及其它与X M L 相关任务。通过使用Ti d y 库提供

的函数在XMLHelper TidyHTML ()方法中执行转换。

这个方法接受 U R L 作为一个参数并返回一个 X M L 文

档作为结果。该过程为抽取页面,转换成X M L。

3.3  数据挖掘模快

数据挖掘模块对X M L 解析器中提供的数据进行挖

掘。通过使用挖掘算法库和知识库对 J D O M 模型的

XML 树进行挖掘,挖掘出的模式集合经过模式评估和解

释得出挖掘结果。如图6 所示:

3.4  XML解析器

X M L 解析器将得到的 X M L 格式的信息文档通过

图5  HTML 转换为 XML 的结果

图6  数据挖掘模块

J D O M 解析器生成相应的符合 J D O M 模型的 X M L 树,

并根据树形结构进行相应的操作和处理。使用JDOM 解

析器需将jdom.jar和xerces.jar文件复制到Tomcat网

络应用程序的WEB-INF\lib 目录中。解析过程中比较

重要的几个方法如下:

(1)实例化一个合适的解析器对象:SAXBuilder

sb=new SAXBuilder()。

(2)以包含XML 数据的文件为参数构建一个文档对

象:myDocument  Document myDocumet=sb.build

(xmlpath);// xmlpath是 xml文档的路径。

（3 ）获得根元素及其子元素 : E l e m e n t

r o o t E l e m e n t = m y D o c u m e n t .

g e t R o o t E l e m e n t ( ) ; L i s t  l i s t = e l e m e n t .

getChildern()。

4  基于Web Services挖掘方案的特点

（1）开放性于先进性:Web 服务基于开放的的标准

（UDDI 、SOAP、HTTP、XML）,将这些技术有机的结

合起来,减少投资。

（2）松散耦合:在应用过程中易于修改并且对程序

及流程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可以方便地连接异构的平

台和系统。

（3）动态集成:接口改变后,应用程序能够方便的

重新获取服务描述文档,重新生成调用接口,并于代码

进行动态绑定。

（4）简单:基于Web Services 的 Web 挖掘开发和

部署都比较简单。

5  结束语
与目前的Web挖掘相比,web services架构提供了

很多优势,及开放性、方便、经济、高效。本文就如何

应用Web Services 技术构建Web 挖掘过程提出了一

种实现策略。这种基于Web Services 的方式能够满足

各种Web挖掘的要求, 体现了松散耦合、位置透明、协

议独立的特点,能够支持随需应变的业务需求,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但是挖掘过程中将涉及到海量的数据,

如何提高挖掘算法的效率和实时性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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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组。

我们判断这句话为对愤怒情绪的刺激因素,于是我

们选择快愤怒情绪的状态变化转移矩阵

        

        

         
s

         

        

      

0.06 0.78 0.04 0.07 0.03 0.02

0.07 0.80 0.03 0.05 0.02 0.03

0.03 0.82 0.04 0.03 0.05 0.03
p

0.04 0.83 0.03 0.02 0.03 0.05

0.04 0.79 0.05 0.03 0.03 0.06

0.05 0.84 0.02 0.04 0.02 0.

=

03

 
 
 
 
 
 
 
  
 

则情绪变化量
n

s sse e p=V =

[ ]0.046,0.492,0.022,0.022,0.023,0.020

由公式3 得 1n n
ss se e e+ = +V ＝

n n
ss se e p+ ＝

[ ]0.107,0.553,0.319,0.0805,0.085,0.0815 其

中愤怒情绪维度最大,为0.553,那么我们判断此时产生

愤怒的情绪。然后再通过中文分词,判断句中有程度副

词,取出“有些”,通过查询,判断为低量相对程度副词。

新的情绪状态变为愤怒情绪,快乐的程度为第一等

级。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继续进行对话,输入“台风‘韦帕’要来了,令人很

害怕！”取出句中“害怕”,通过搜索情绪组发现为对恐

惧情绪的刺激因素,于是我们选择快恐惧情绪的状态变

化转移矩阵

        

        

         
s

         

        

      

0.03 0.03 0.05 0.04 0.06 0.79
0.05 0.02 0.04 0.06 0.02 0.81

0.03 0.03 0.02 0.01 0.06 0.85
p

0.02 0.03 0.01 0.02 0.02 0.90
0.06 0.02 0.03 0.02 0.04 0.83

0.06 0.07 0.03 0.04 0.02 0.

=

78

 
 
 
 
 
 
 
  
 

则情绪变化量
n

s sse e p=V =

[ ]0.052,0.055,0.040,0.047,0.116,1.01

由公式3 得 1n n
ss se e e+ = +V ＝

n n
ss se e p+ ＝

[ ]0.159,0.608,0.719,0.1275,0.201,1.09
其中恐惧情绪的维度最大,为1.09,因为1.09>1,

取值为1,判断此时产生恐惧的情绪。然后再通过中文

分词,判断句中有程度副词,取出“很”,通过查询,判断

为高量程度程度副词。新的情绪状态变为恐惧情绪,快

乐的程度为第三等级。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4  结束语

情感建模是一项涉及心理学、生理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以及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复杂工作。情感计算作

为自然和谐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已经在应用方面取得

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情绪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多样性

与争议性,导致情感建模的理论与方法都不成熟,很多

理论与方法问题亟待解决[8]。

本文尝试建立了一种新的情感模型,首先利用知网

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然后通过情感模型来模拟人的情感

变化。经过验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情绪的变化过

程,具有良好的人机情感交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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