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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的 D0(=/0=( 网站中一些大的搜索引擎，其功能很全，正因其功能强大，则难免在细节上出现一些不太完

善的地方，如对搜索结果的链接没有实现有效性检测，导致了在网页中搜索结果出现了许多无效链接。针对这一缺

点，本文先给出了元搜索引擎的定义、元搜索引擎的原理及搜索引擎与元搜索引擎的主要区别，同时还指出了搜索

引擎的不足，最后提出了一个搜索引擎改进方法，给出了思路流程与方案解析，即在客户端实现过滤，这样既可以保

持搜索的快速性，又能达到过滤链接的效果，并用 ;EF 时序图描述了搜索引擎的检索结果，同时进行有效性检查，建

立这样的元搜索构想功能即是对如上搜索得到的网址进行检测过滤，以提示或去除其中无效的链接，使用户能够更

加准确、快捷地获取所需要的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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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搜索技术

如今的信息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从

一大堆网络信息中快速有效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搜索引擎的崛起，满足了这一要求。现在，搜索引擎

已成为一个网络门户，起着网络导航的作用。搜索

引擎技术正成为计算机科学界和信息产业界争相研

究、开发的对象。

任何搜索引擎的设计，均有其特定的数据库索

引范围、独特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预期的用户群

指向。一种搜索引擎不可能满足所有人或一个人所

有的检索需求。在某些情况下，如文献普查、专题查

询、新闻调查与朔源、软件及 EHB 下载地址搜索等

等，人们往往需要使用多种搜索引擎，对搜索结果进

行比较、筛选。为解决逐一登陆各搜索引擎，并在各

搜索引擎中分别多次输入同一检索请求（ 检索字

串）等繁琐操作，元搜索引擎应运而生［%L"］。

%) % 什么是元搜索引擎

元搜索引擎（E=(1>=1/’5 M0680=），是一种调用

其它独立搜索引擎的引擎，亦称“ 搜索引擎 之 母

（G5= E-(5=/ -3 @=1/’5 M0680=>）”。元搜索引擎就是

对多个独立搜索引擎的整合、调用、控制和优化利

用。相对元搜索引擎，可被利用的独立搜索引擎称

为“源搜索引擎”（@-./’= M0680=），整合、调用、控制

和优化利用源搜索引擎的技术，称为“ 元搜索技术”

（E=(1L>=1/’5806 G=’5087.=），元搜索技术是元搜索引

擎的核心［B］。元搜索引擎通过一个统一用户界面帮

助用户在多个搜索引擎中选择和利用合适的（ 甚至

是同时利用若干个）搜索引擎来实现检索操作，是

对分布于网络的多种检索工具的全局控制机制。

%) " 元搜索引擎原理［+LK］

元搜索引擎分为并行处理式和串行处理式两大

类。并行处理式元搜索引擎将用户的查询请求同时

转送给它调用链接的多个独立型搜索引擎进行查询

处理，串行处理式元搜索引擎将用户的查询请求依

次转送给它调用链接的每一个独立型搜索引擎进行

查询处理。

可将元搜索引擎看成具有双层客户机 N 服务器

结构的系统，用户向元搜索引擎发出检索请求。元

搜索引擎再根据该请求向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搜索引

擎发出实际检索请求；搜索引擎执行元搜索引擎检

索请求后将检索结果以应答形式传送给元搜索引

擎，元搜索引擎将从搜索引擎获得的检索结果经过

整理再以应答形式传送给实际用户。

元搜索引擎是用户利用引擎进行网络搜索的中

介。检索时，元搜索引擎根据用户提交的检索请求，

调用源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对搜索结果进行汇集、筛

选、删并等优化处理后，以统一的格式在同一界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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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元搜索引擎虽没有网页搜寻机制，亦无独

立的索引数据库，但在检索请求提交、检索接口代理

和检索结果显示等方面，均有自己研发的特色元搜

索技术索引支持。对检索结果的显示，不同的元搜

索引擎有不同的处理技术，由于元搜索引擎设定的

检索结果排序依据、最大返回结果数量、相关度参数

及优化机制等不同，调用相同源搜擎的不同元搜索

引擎显示检索结果的数量多少、排序先后、结果信息

描述选择亦有较大差异。

!" # 元搜索引擎与传统搜索引擎的区别

搜索引擎与元搜索引擎的主要区别在于搜索引

擎拥有独立的网络资源采集标引机制和相应的数据

库，而元搜索引擎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数据库，更多

地提供统一联接界面（或进一步提供统一检索方式

和结果整理），形成一个由多个分布的、具有独立功

能的搜索引擎构成的虚拟整体，用户通过元搜索引

擎的功能实现对这个虚拟整体中各独立搜索引擎数

据库的查询显示等一切操作。元搜索引擎中各独立

搜索引擎被称为“ 目标搜索引擎”，或者“ 成员搜索

引擎”，它们各自保持其原来的局部数据模式和自

己的检索指令；元搜索引擎给出一个全局外部模式，

用以接受用户检索输入和结果输出。不过，有些元

搜索引擎给出的全局外部模式不够完善。

$ 搜索引擎链接失效、重复的不足之处

搜索引擎以其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搜索机器人

自动抓取相关网页的能力让世人赞叹不已，用户对

搜索引擎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对于搜索引擎结果

的良 好 期 望 也 越 来 越 大。而 目 前 即 使 像 百 度、

%&&’() 这样大型的搜索引擎抓取的结果也难以避免

结果出现无效、重复的情况，用户不得不在一页页的

隐藏失效结果的 *)+ 页面中去找出对他们有效的

信息，起码是链接地址正确无误的信息。这无疑加

重了获取信息过程中所占用的时间成本。而在今

天，人们不仅需要高速度、高质量的信息，而且需要

准确获得信息的通道。

如果搜索引擎结果能够提供更加准确无误、清

晰的信息，让用户在最短时间里取舍判断，进而选取

正确无误的结果链接去获得其想要的信息，将是吸

引用户使用的一大优势。

现有的 ,-.)/-). 网站中一些大的搜索引擎，其功

能很健全，而正因其功能强大，则难免在细节上出现

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如对搜索结果的链接没有实

现有效性检测，导致了对网页中搜索结果出现了许

多无效的链接。例如利用百度或 %&&’() 搜索引擎

搜索网址时，当用户在搜索栏中键入某些关键字

（0)1）后，会出现一个搜索后所得的 *)+ 结果页面，

*)+ 页面出现一系列相关网址，其中连同错误的链

接也显示出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搜索效率，给用

户带来了不便，用户点击搜索得到的结果后时常出

现链接无效的错误页面。针对这一缺点，作者建立

的元搜索构想功能即是对如上搜索得到的网址进行

检测过滤，以提示或去除其中无效的链接，使用户能

够更加准确、快捷地获取所需要的资料信息。

# 元搜索引擎的设计

#" ! 系统架构

元搜索引擎的系统架构见图 !。

图 !2 系统结构图

#" $ 思路流程与方案解析

#" $" ! 简要思路2 作者以元搜索网站的形式作为百

度搜索引擎的代理，用户登录到作者的元搜索网站

中进行搜索，搜索方法与其它搜索网站基本相同，作

者将用户的查询请求转送给它调用链接的搜索引擎

进行查询处理，取回用户搜索的结果后将对其进行

结果过滤检测有效性处理，将提示或去掉错误链接

后的正确搜索结果返回给用户。对于用户来说，上

述过程是完全透明的，用户不用关心如何操作实现，

只需在元搜索页面中键入其需要搜索的关键字，点

击搜索按键进行搜索，即可得到检测过滤后相应的

搜索结果。

用户可以把笔者的链接放入收藏夹中，进行搜

索时，打开笔者的网页，这和用户收藏百度到收藏夹

一样。

笔者通过对百度搜索结果页面的分析，采用

3454 语言编制程序进行过滤提示，结合 466789 及

多线程编程方法，通过 :9;7 代理页面作为搜索结

果显示界面，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 $" $ 设计方案2 构建该系统，首先要对其操作步

骤进行剖析，由此划分好该系统各部分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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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模块所负责处理的事件，模块间如何交互，如何

通讯等。

首先，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 代理页面（ 即

后面所提到的 %&&$’" 界面），该页面是与用户交互

的模块，用户在页面上输入其需要查询内容的关键

字，选择相应的搜索引擎，点击查询按钮进行操作

后，会返回一个代理搜索的结果页面给用户，里面的

搜索结果会给出相应的有效性提示信息。

当用户提交搜索的关键字和所选用的搜索引擎

时，这两个参数将被送到另一模块进行处理，这一模

块就是搜索代理模块。该模块主要负责到百度去取

搜索结果，即执行用户相应操作的搜索请求，而后将

取得的结果返回。

那么，取得的结果又要继续怎样的操作呢？因

为返回的结果中有很多链接，包括搜索相应关键字

后得到的内容链接和其他附加链接，如在百度中的

“百度快照”，“更多搜索结果”等等一系列的对于笔

者要处理的结果无太大意义的链接，需先把它们去

掉，也即是从结果中提取要检测的链接后，才能对有

效性进行分析，这样就涉及到需要另一个模块来专

门负责对这些结果，即从搜索引擎返回的 !"#$ 源

文件进行分析，提取出各个 ()$ 地址，这一模块就

赋予了它结果分析的功能。

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即当对这些结果进行有

效性验证的同时，用户会出现什么情况。由于验证

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超过 *+ ,，也可能是几十 , 甚

至更长，这样一来，有可能用户会对着一个空白的页

面，直到程序检验完毕后才看见搜索的结果，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先把还未检测的结果返回在

笔者的代理页面中，然后用异步刷新的方式，运用

-%.% 中的 %&&$’" 技术，对每个结果的有效性提示

进行局部刷新，这样一来也可以避免因为不断刷新

而使页面屏幕闪烁不定的问题。还应该在结果分析

这一功 能 模 块 上 加 上 另 一 功 能 与 其 同 时 异 步 执

行———界面控制刷新。

上面笔者设计了三个主要的模块，一个是 %&/
&$’" 代理页面模块，一个是搜索代理模块，还有一

个是结果分析及界面控制刷新模块，那么，分析后提

取到的 ()$ 结果又交到哪里去处理呢？这就是另

一模块的职责，无效链接过滤模块。这一模块主要

负责对提取后的每个 ()$ 地址进行检测，通过发送

!""& 请求到 ()$ 网站后，得到其相应的状态码来

判断其有效性，然后将有效性测试结果返回给结果

分析及界面控制刷新模块，再由它来对代理页面结

果进行刷新操作，其过程见图 0。

图 01 (#$ 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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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实现中可以进一步对每一个搜索引擎做一个

"##$%&’()# 封装类，以便以后扩展新的搜索引擎，对现

有的修改也简单。

过滤的构思是在客户端实现的，由于 *++, 协

议是无连接、无状态的，如果应用于服务器端，则每

一个用户请求就必须建立一次连接和进行一次链接

处理，一旦同时使用的用户较多，服务器端的系统开

销将会加重，其运作效率将会降低，所以采用在客户

端的模式来实现，既可以保持搜索的快速性，又能达

到过滤链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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