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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目前大型的Intemet结点日益数据库化，同时，传统的数据库系统向Internet平台转

移，本文针对一种Web数据库访问模型。提出一种基于Web的数据库模糊优化查询法，以适应网

上普通用户信息查询需求，能较有效地改善网上信息查询查准率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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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a Web—based database accessing model with hierarchy structure was introduced

and a method of fuzzy optimization query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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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是一个大型、自治式的分布式系统．网

络速度的提高，使得大量声音、图象、文本等大型媒

体信息能高效地在网络上传输，进而使Internet网

络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为了适应其可用信息和所

用信息规模的爆炸式的增长，大型的Internet结点

正日益发展为数据库系统。同时．传统的数据库系

统也向Internet平台转移，浏览器／Web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分布式结构逐渐形成．一方面Web从

1991年出现经过短短几年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

信息空间．网上信息的飞速增长吸引了更多的网

民，用户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仅限于专业人员，

在web上进行信息查询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上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新方式；另一方面．

网络信息查询的查准率是一个主要问题．面对网络

信息查询需求的增长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构建Web信息数据库，将模糊优化算法植入查询

中，提高信息查准率，提供给用户更高质量的信息

服务．

1 Web数据库访问模型及

其体系结构实现

NT上Web数据库的访问的方法大致有以下3

种：

1)公共阿关接口CGl(Common Gateway Inter—

face)：这是传统的方式，但CGI技术有很多缺点，如

不易开发．更改成本高，功能有限，不易调试和检

错．不具备事务处理的功能且很耗费服务器资源．

2)Internet数据库连接器IDC(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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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Conneetor)：IDC是集成在Internet Server

API(IS,奸I)的应用．但是，由于IDC技术在同一时

刻，只有一个实例在运行．要求能运行在安全的多

进程，多个请求同时到达，每一个函数在争用同一

文件或同一数据块的内容时，必须多加小心．而涉

及多进程的代码是很困难的目前，ISAPI还不具备

跨平台的功能。只限于NT平台．

3)先进数据库连接器ADC(Advaneed Database

Connector)：ADC提供一个数据处理“Advanced

Database Control”的ActiveX Cont rol，咀访问ODBC

的数据库．ADC与以上两种方案最大的不同点在

于：ADC的数据查询操作是在用户端的浏览器上执

行的．但ADC要将服务器端数据库中的可高达数

千笔的记录，先下载到用户端，所咀只适合一些特

别频繁的数据库查询操作

鉴于上述Internet上访问数据库几种方案的利

弊，拟通过ActiveX数据对象(ActiveX Data Object，

缩写为ADO)访问，与ASP配合使用，采用完整的

站点数据库访问的解决方案．Microsoft公司1997

年推出的功能强大的Web脚本编写开发工具ASP

(Active Server Page)，嵌入VBSeript及JavaScript

语言脚本，ASP在站点的Web服务器上解释此脚

本，分布执行，可产生动态、交互、高效的站点服务

器应用程序．当程序在服务器而不是在客户端执行

时．Web服务器将完成产生浏览器的HTML(Hy—

pertext Markup Language)的所有工作

由于ASP在服务器上运行．所以ASP的源程

序代码不会传到用户的浏览器，可保护源程序不会

外漏此外．ASP也是面向对象的，而且还可自己制

作ActiveX服务器组件来扩充功能，可使用Visual

Basic，Java，Visual C++，COBOI。等程序语言来实

现

ASP可以让开发者在VBSeript或JavaSeript中

编写代码并允许把ActiveX控件直接集成到Web

服务器内部．而ActiveX控件可用VB／VC等编写，

使用户能自由选择最方便的方法来编写应用程序

由于ASP的ActiveX是在服务器端．客户端可使用

任意的浏览器，非常灵活．

服务器端操作系统使用Windows NT．以其In—

ternet IMormation Server(／IS)构建Web服务器平

台，这样就构成了Internet／Intranet数据库应用系

统比较理想的构架，这种构架的特点是程序、数据

库及组件集中于服务器端．而客户端只要有IE或

NetScape较新版本的浏览器即可．在此构架上，利用

ADO组件的数据库连接功能可轻松实现对数据库

的存取．

ADO是一个ASP内置的ActiveX服务器组件

(ActiveX Server Component)．ADO通过在Web服
务器上设定ODBC，可建立与多种数据库，如：SQL

Server．Oracle，Informix，Access，VFP等的连接．可

蹦把它与ASP结合起来，建立提供数据库信息的网

页内容．在阿页画面执行SQI．命令，用户在浏览器

页面中输入／更新或删除Web服务器信息，动态地

请求信息．由服务器对web数据库进行相应的操

作．

综上，ASP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用户通过

ASP文件访问数据库时．Webserver如果响应该

HTTP请求，则调用ASP引擎，通过ADO组件与

ODBC数据源连接，当数据库服务器的得到请求后，

对该请求进行合法性验证，然后执行SQI．指令，并

将执行结果动态地生成一个标准的HTML页面返

回给Web服务器．以响应用户的请求(如图1所

示)．

上述数据模型．其体系结构为典型的使用系统

组织的层次体系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客 WEB

HTTP请求+．asp 。／—、
户 服务器

A ＼ ／／
浏

As，I
创建 连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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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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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器 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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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1 ASP工作原理圈

Fig．1 Working principle of Active Server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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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E层 中间层
最底层

图2体系结构模型

ng一2 The model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2 Web数据库的模糊优化查询

构建了上述Web数据库后，将模糊优化算法植

入数据库查询中．

2．1非一致性模糊匹配算法

一致性匹配即用户的查询提问与数据库记录

的严格匹配，当用户提问与数据库表中记录一致

时，即数据库表中有符合用户查询的记录，结果记

录返回给用户；当用户查询提问与数据库记录不一

致时，用户只能得到“无此记录”的结果信息．非一

致性模糊匹配查询弥补一致性匹配的不足．在数据

库中投有与用户严格匹配的记录时，按数据库表中

记录与用户提问的接近程度，为用户提供一个或一

组最接近用户查询要求的数据库表中记录．

不妨设数据库表中有n个记录D=f Y1，y2．

⋯．Y。}，每个记录有m个描述项描述其特性P=

{P。，P2．⋯，P，}．D到特征集P的模糊关系可用矩

阵R=(h)。。。表示，而r1，可由模糊统计得到．

用户根据特征集P提出查询要求．设用户的查

询词字记为A=V}：1Ak，其中Ak(第k个查询分

句)是特征集P上的模糊集合，Ak对于P的隶属函

数Ak={V1k，V2k．⋯，V“}，k=1，2，⋯，L，此UI

表示A^对特征属性P。的占有程度确定优选阀值

增量Q，0．5<Q<1．

求查询解向量．设矩阵S=(v*)为m×1阶查

河矩阵．称

∑min(ri，％)

触=七}———一
∑max(哳％
，-1

为数据库记录H对查询提问的相近度，亦是H与

^按定义所给的贴近度，表示记录Y1对查询提问

．～的符合程度

令M=max陬，m=min口*

莓中1≤i≤n，l≤k≤L

记6=m+0 618(M．m)为优选阀值，

q=m 1 0．618(M'-m)Q为扩选阀值，

变换臣k得：

。。=瓣·学
04Q：I≤(拈+1)／2，分为4种情况：

1)14Q^≤(朽+1)／2，即a≤p，k4M，Y．为Ak的

优解；Qik=1时，Yj为Ak的极优解，记t．k=(Y、，

Q，k)=Y。Q．k

2)Q4Qm41，亦即1≤既k≤8，Yj为～的扩解，1-ik

=(Y。，Q．k)=QmY．

3)0．5≤Qik4Q，

即1T1+(√5—1)(M-m)／4<』]m≤目，Q，k为Ak的候

解．tm=QjkY，

4)04Qik4Q，

亦即m4岛k4m+(√5—1)(M—m)／4，记tlk=

(Y．．Q．k)=0

优解和扩懈均为查询解，而候懈作为参考备用

的候补解，T=(t*)为查询预解矩阵，进一步可得查

询解矩阵．记T’=(t。+)

返回解向量给用户．据T+将其各列相加(0算

作0)，设tik。对应的数为pik'令

啊=∑p：^ i=1，2，⋯，”

取E=2Q×0．618，则A对D的查询向量为：

{Yl睾，Y：警，⋯，L警j
按w。的大小顺序重排，得A对D的有序查询

向量：

f t．睾，Y,2睾，⋯，y。孚)
其中w，1≥w，2≥⋯≥Ⅳ，，此查询解不仅限于传

统的一致性查询懈，它提供给用户有灵活使用余地

的晟优和相近查询懈．与一致性匹配查询相比有更

高的查准率．同时又兼顾了查全率．

2．2模糊分类

我们把上述非一致性模糊匹配算法用在无锡

轻工大学(现江南大学)学报管理系统中的稿件数

据库查询中，发现这样的中小型数据库有很高的查

准率、查全率和查询速度，效果很好，但当此用法用

到无锡轻工大学图书馆馆藏数据库或其它大型文

献数据库的书刊目录查询时，与其它查询算法一样

会遇到查询速度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可先把所

有文献模糊分类，将大型文献库分成几个中小型类

子库．再查询．

设文献库F，有y1，y2，⋯，y。这Tt个文献组

成，每个文献有m个特征P=IPl，尸2，⋯，P。J．如

文献名称、作者、关键词等，由m个描述项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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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表示，固此每一个文献都可用一个m维向
量n=(dm口m⋯，口^。)表征．

设要将F分为k类：F1，F2，⋯，R，每一类F．

可看成论域F=(y1，Y2，⋯，Y。)上的一个模糊子

集，由隶属函数P．(Y)来表征，假定描述项d，在模

糊子类F．中出现的概率为P。则得矩阵：

PII P12⋯P1。]

lPzl P22⋯P2。．1

”卜⋯⋯⋯{
LRl P12⋯Pm J

其中行表示类，列对应描述项．文献n对于类t

隶属函数为：

以h)：警
，暑am

其中i=I，2，⋯，^，h=1，2，⋯．n，则Yl，Y2．⋯，

L隶属于F：的函数矩阵为

p

扣l
9

LD

y1

Y2

L

p2(Y1)

P2(y2)

,ok(Y1)

“(y2)

如果文献y隶属于类FinE隶属函数为pli(Y)．则

有rl×k(k-1)／2矩阵：

臣
y1

y2

●●_

Y。

P13(y1)

P13(Y2)

A一1I(y1)

m l^(Y2)

P13(Y。)⋯m～I^(Y。)

其中pij(Yh)=rain}B(Yh)，Pj(Yh)}，i=1，2，⋯，k一1．

h=1，2，⋯，n．j=2，3·。+，k．

借助于矩阵c可确定模糊分类的阀值E，E介

于0和1之间．E取得越大，分类精度越高，一个文

献属于多个子类的可能性越小；反之，E取得越小，

则分类越粗糙，一个文献同时属于多个子类的可能

陛就越大，所吼E要选择适中，E<rain{maxp。

(Yh)}，使得每个文献至少应分到一类中，则得x截

集：

只={YIp。(y)≥E}(i=1。2，⋯，k)

于是即可将文献库F=fyl，y2，⋯，L}的一个分

类Fl，F2，⋯，R，将对F=fyl．y2，⋯，L}的匹

配转化为对R(i=1，2．⋯，”的匹配，匹配范围减

小，查询效率随之显著提高．

模糊分类的手段有完全人工、机器自动和人工

与计算机相结台3种方式机器自动方式通过计算

机软件完成．此软件有初步的切词、分词和语义理

解功能，自动地对文献进行特征标识提取，再据此

特征标识利用上述模糊分类算法由计算机自动完

成文献的分类．

2．3模糊分类和模糊匹配相结合的模糊优化查询

利用上述模糊分类方法将犬型文献库自动分

成数个类库后．用户输入所查文献的描述项，计算

机据此用模糊分类法判断所查文献隶属的类库，再

在隶属库中模糊匹配，返回所需文献．这样既提高

了查询速度和查准率．又充分考虑了查全率，同时

由于采用模糊分类和模糊匹配，而不是一致性匹

配．不要用户选择类库，对用户查询输入要求降低，

因此与一致性精确查询相比更加友好，真正面向一

般用户．

3 实验

学报稿件的篇名一般很少两三个字．有的篇名

达到二十个字左右，就是著者本人时间长了也很难

一字不漏按原顺序输入查询．而且术语很多，对一

般用户很难想象能精确输入篇名，查看得到自己需

要的文章．我们将上述模糊算法初步植入篇名查询

中．给予满意的解决．

用户只要在输入框将筒名有关的词字填入(如

图3)，与过去文献检索相比．不用指明各词字间的

逻辑关系(and．01"．not)，按下提交按钮即可得到最

接近所输入查询要求的稿件如图4所示．

若该稿件为用户所需，点击浏览即超链接得到

稿件全文，可浏览和下载；若用户不满意该稿件文

章，即非用户所需，按下一篇得到与查询要求次相

近的稿件，或回退修改查询输入或重新输入查询要

求．

Fig．3 The input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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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查询结果

Fig．4 The result query

由于模糊算法的植入，匹配过程是非一致性模

糊匹配，不是一致性精确匹配，按照人们的思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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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用户可边想边输八，模棱两可的字词都输入进

去(如醇酯、有机酸无机酸、标点、符号、空格、字哥

等)．在不淹没查询目标要求的情况下．均可帮用户

查询到与查询目标最接近的或相近的文章

从上述实验结果看模糊优化查询不仅降低了

用户输入要求，对用户更加友好，一般Web用户都

可得到满意结果．而且有一定的抗干扰噪声能力以

及一定的容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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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于Web的数据库模糊优化查询法适应网上一

般用户信息查询需求．改善网上信息查询查准率低

的状况，此算法可用于网站搜索引擎中，另外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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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get Attribute(id)方法获得标记“(产品)”的

“id”属性值，程序把该“id”同从DBMS中检索到的

零件编号“Num”相比较，若相等，则进一步对产品

于树进行遍历．或通过java．ms．xml．om．Element类

的getText()方法返回“(产品)”标记的所包含的全

部非标记信息，即所查找的汽车零件的详细信息．

4小 结

传统的数据库技术只有与飞速发展的网络技

术相适应，才能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XML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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