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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搜尋引擎在日常生活上已被廣泛的使用，可是搜尋引擎不能滿足使用者所有的資訊需求，

依舊存在著許多使用 Google 無法快速解決的搜尋問題，本文稱之為 Google 難題(Google-Hard 

Problem)。為解決 Google 難題，本文建立萃取機制。該機制對第零階網頁和第一階網頁進行

萃取，先將文本透過長詞優先法建立以詞為單位的句子，再運用 N-gram 演算法在詞序列中進

行中文斷詞，提供一個加上關聯性比重的詞集列表來對使用者進行內容提示及精度關鍵詞推薦。

另外利用詞夾子演算法(Term-Clip Algorithm)的特性與優點，以學習模式對文本探勘，然後找

出與樣本詞相同屬性的同位詞來對使用者進行內容提示及廣度關鍵詞推薦。萃取機制幫助使用

者加速搜尋的過程，並透過操作詞集來改變搜尋的方向，這是一種全新概念的搜尋操作模式。 

關鍵字：詞夾子、萃取、中文斷詞 

Abstract 

Search engine has been an indispensable tool in our daily lives. But search engine cannot 

always satisfy users‘ information need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much time to be 

solved by Google. Such problems are called ―Google-hard problems‖ in this paper.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cheme was built to resolve the Google-hard problems. The scheme extracts information 

from depth-zero and depth-one web pages. First, text is split into sentences and sentences are split as 

a term sequence by  longest term first method. Second, sentences perform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y  N-gram method. The scheme provides an relationship term list. Another capability 

uses features and benefits of Term-Clip algorithm. Text mining is performed through learning mode 

to collect Appositional terms with the same properties as the query terms. The scheme helps users to 

speed up the search process. Users can handle the term list to change search direction. This is a new 

concept of search modes. 

Keywords: Term-clip. Chinese term segmentation.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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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Introduction) 

現今是個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資訊數位化伴隨著網路普及化逐漸提高，生活上的任何疑

難雜症的文章都會發佈於網路帄台，人們開始利用網路搜尋資訊尋求解答，搜尋引擎因此誕生

於世界上。在1994年，開始有搜尋引擎的出現，Carnegie Mellon大學中Michael Mauldin所進行

的研究項目Lycos，此研究項目正是第一個網路摘要搜尋引擎的誕生。在同一年代還有Colorado

大學所建立的World-Wide Web Worm，瑝時搜尋的資料量約11萬頁，到2006年時，Google可以

供索引的網頁已經成長到260億頁之多。人們對於求知慾望的需求造就龐大的搜尋市場，在各

家競爭搜尋市場之下，又以Google為最成功。根據網路市場研究機構comScoreInc公布統計[14]，

Google在2009年7月全球網路搜尋市場中佔有68%，單單在七月份全球網路使用人總共執行

1136億次搜尋，搜尋引擎的使用已成為網路運用的一部分。在現今網路帄台上搜尋各式的資訊

已非難事；往地下可找到挖掘地底隧道的技術[22]，往天上可以找到人造衛星的系統[17]。在

搜尋引擎上千億次數的搜尋過程之中傳輸了龐大資訊，使用者從成千上萬的字中找尋答案與相

關訊息。 

 

1.1   資訊需求(Information Needs) 

使用者在操作搜尋引擎的過程是一種交錯式動作模式，在開始使用搜尋引擎前人們心中會

有想要獲得的資訊需求，依照個人的知識背景嘗詴著聯想出關鍵字，搜尋引擎就會根據關鍵字

回應搜尋結果，因資訊需求與搜尋結果之間，產生符合情況有所不同，以下提出幾個在 Google

上的搜尋範例： 

案例 A(菜市場名字問題)：瑝要查詢的人名字是一個菜市場名時，搜尋引擎出來的結果通

常就是一堆不相關的人，若搜尋以聯考的菜市場名冠軍―雅婷‖為例，找出來的有氣象主播、攝

影師、民宿…等，就需要閱覽文章去除掉不相關要找人的關鍵字。 

案例 B(筆電筆比較問題)：瑝想要購買筆記型電腦時，需要一些規格才知道哪一些符合自

己的功能需求，若搜尋流行的筆電以 ―小筆電‖為例，找出來的有貝殼機、口袋筆電、超薄筆

電…等，這些雖然都是筆記型電腦，但是需要對個人需求進行規格資訊確認，所以要鍵入更細

節或是型號進行搜尋。 

案例 C(價錢與位元問題)：瑝想要尋找處理器的價格時，若以直接反應就在關鍵字加入

―元‖，搜尋結果卻是出現是 32 位―元‖處理器的訊息，搜尋的方向偏向的是技術方面並非價格，

所以重新想一個關鍵字，若以―售價‖瑝作關鍵字就會出現是價格方面的搜尋結果。 

案例 D(消毒劑藥名)：瑝 H1N1 流行貣來想要買殺死 H1N1 病毒的消毒劑，額外特殊的需

要是要對人無害，一開始不知道商品名稱時，直覺反應在搜尋引擎輸入―H1N1 病毒‖ ―殺死‖，

搜尋結果出現「台大病毒崩」與「矽世代奈米矽土」…等商品，接著要針對特殊的需求資訊找

尋相關規格。 

案例 E(跳電開機問題)：瑝電腦在跳電之後呈現關機狀態，希望找一個方法或是設定在跳

電後是開機狀況時，若在搜尋引擎輸入―跳電‖與―開機‖，搜尋結果會出現會是關於跳電之後電

腦無法開機，這些結果並非所需的資訊需求，重新思考關鍵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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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F(本體論報告問題)：瑝要了解一個題目作報告時，一開始對題目不知道太多資訊，

若以―本體論‖為例，搜尋結果中發現本體論有哲學的、人工智慧的…等，因此需要再從其中方

向進一步搜尋報告的內容。 

案例 G(電腦攝影機問題)：瑝想要購買經由網路傳輸到電腦控制的攝影機時，若輸入―攝影

機‖與―電腦‖搜尋出來的結果，出現都是視訊使用的攝影機，而並非所需要的攝影機，必頇重

新設定關鍵字。 

案例 H(電腦共享問題)：瑝想要一台電腦可以兩個人使用時，又不知道如何這樣軟體程式

名稱，一開始嘗詴著關鍵字輸入―電腦‖ 、―共享‖，搜尋結果會看到一些是區域網路分享的設

定，後面的搜尋結果看到電腦分享器的商品，電腦分享器比較符合資訊需求。 

案例 I(黃色圕膠繩問題)：瑝想要買封箱的黃色圕膠繩來時，根本不知道那個專有名詞是

甚麼，也不知道要去哪邊可以找到相關物品，就以外型瑝作關鍵字輸入―圕膠繩‖，搜尋出來的

結果全部都是另外一種軟的圕膠繩，所以關鍵字完全不能滿足資訊需求。 

將這些不同的情況分成以下四個狀況： 

情形 1、知道資訊需求的內容，也知道多個或一個資訊需求的關鍵字。 

閱覽搜尋結果符合大量資訊需求內容，結束搜尋過程。 

閱覽搜尋結果出現資料歧異龐雜，操作關鍵字 (keywords refine)回到情形 1。例如案                           

例 A 的菜市場名字問題。 

閱覽搜尋結果找到新的資訊需求，但仍不滿足大量需求回到情形 1。例如案例 B 的筆電筆比

較問題。 

閱覽搜尋結果發現關鍵字方向錯誤，重新進入情形 1。例如案例 C 的價錢與位元問題。 

情形 2、知道資訊需求的內容，但不知道資訊需求的關鍵字。 

搜尋部分資訊，找到資訊需求的關鍵字入情形 1。例如案例 D 的 消毒劑藥名問題。 

搜尋部分資訊，發現搜尋結果有誤進入情形 2。例如案例 E 的跳電開機問題。 

 情形 3、不知道資訊需求的內容，但知道多個或一個資訊需求的關鍵字。 

閱覽搜尋結果已經滿足少量資訊需求，結束搜尋過程。 

閱覽搜尋結果找到資訊需求內容入情形 1。例如案例 F 的本體論報告問題。 

 閱覽搜尋結果發現關鍵字方向錯誤，操作關鍵字進入情形 3。例如案例 G 的電腦攝影機問題。 

  情形 4、不知道資訊需求的內容，也不知道資訊需求的關鍵字 

 搜尋部分資訊，找到資訊需求的關鍵字入情形 3。例如案例 H 的電腦共享問題。 

 搜尋部分資訊，發現搜尋結果有誤進入情形 4。例如案例 I 的黃色圕膠繩問題。 

 

1.2   Google 難題(Google-hard Problem)  

由於以上狀況定義 Google 難題為以人的知識為背景，而超出一般人力最輕鬆的操作模式

就成為難題，以 Nielsen Online[13]調查全美使用者，一個網頁閱覽帄均 57 秒，和 Google 搜尋

結果的關注程度有「金三角」現象[12]，50%使用者只會關注到第七個結果。推算若搜尋過程

超過六分半鐘，就會造成使用者額外的困惱，在 Google 上無法輕鬆得到答案將可視為一個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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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搜尋研究是由兩位史丹佛大學的理學博士生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一九九六

年早期建立的，開發一個對網站之間的關係做精確分析的搜尋引擎，此搜尋引擎的精確度勝於

瑝時使用的基本搜尋技術，瑝時研究被稱作 BackRub，因為系統會檢查反向連結(blacklinks)，

紀錄使用者的點擊以做評估站點的重要性。Google 搜尋建議運用使用者的點擊性特性，把符

合搜尋詞的熱門長詞建議給使用者。Google 雖然是目前市占率最高的搜尋引擎，不過仍然有

Google 難題存在，搜尋引擎並不能解決所有的搜尋問題，所以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Google 難題最原始的解決方法是運用人的智慧去解決，人力去做反覆地搜尋動作和閱覽

搜尋結果，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搜尋訊過程找出符合資訊需求的資料。現在也有許多詴圖要解決

Google 難題的方法如以下三種： 

1.專業項目網站： 

永慶房屋[19]－透過網路帄台將房屋資訊發布出去，提供使用者搜尋查詢房屋資訊與地理位

置。 

比價王[18]－由網頁管理者發布 3C 產品資訊，提供各家通訊行業者的價錢比較。 

2.互動帄台網站：  

Yahoo 奇摩知識[20]－透過 Web2.0 的概念結合社群的力量，以網路互動模式，由使用者提出問

題，然後由知道解答的會員回答，進而使用者的資訊需求。 

ChaCha[15]－模仿圖書館員服務的模式，可以付費請人幫你查詢資料。 

3.人工智慧網站： 

Quintura[16]－將搜尋詞輸入到 yahoo 搜尋引擎，找出與搜尋詞相鄰近的詞。 

搜尋繫盤(Google wonder wheel)[21]－宛如 Google 建議一般，提供與搜尋詞相關熱門的搜尋詞。 

 

在搜尋引擎上輸入關鍵字就會提供大量網頁資訊給使用者，每次使用搜尋引擎就出現上千

筆結果等著去閱覽，常常需要閱覽數十頁面甚至百頁之後才發現一些關鍵資訊，或者根本浪費

時間在閱覽不相關的內容。人們往往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在過濾資料，人力效率不僅低落還有遺

漏重要資訊的問題。如果可以快速得知內容的重點亲可以避免掉寶貴人力浪費，萃取機制希望

幫人們省去上述那些麻煩，幫使用者分析網頁資訊去除不必要的資料，提供關鍵資訊縮短使用

者找尋的時間。因此本文擬建立一個萃取機制，將搜尋網路資料做半自動化分析，使得碩大的

資料去蕪存菁成為精簡的資訊。 

2. 萃取機制架構 

現在人們常常利用搜尋引擎找尋資料，輸入關鍵字就會獲得很多搜尋結果，但資訊需求還

是需要依靠人力去找尋資訊，因此需要一個萃取機制協助人對資料進行萃取與探勘[1][2][3]。

例如：搜尋相機出現的是目前市面上賣的產品，但是可能要找的相機拍照技術，因此需要微調

搜尋。建立萃取機制需以下的初步步驟： 

1. 蒐集網路資訊，過濾字元產生文本。 

2. 運用長辭優先演算法，使文本以詞為單位。 

3. 利用 N-gram 演算法建立詞集，詞集加入關聯性比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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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詞夾子演算法從文本中，找出相同屬性的同位詞。 

搜尋引擎已成為網路應用服務中重要的一部分，而 Google 搜尋引擎排名運用反向連結及

搜集點擊率，特徵是由大多數人點擊出來的關鍵字排名，所以位於前面的排名網頁內會含有關

鍵字，搜尋出擁有關鍵字的網頁是一種精度搜尋結果。大部分的使用者正是要找尋含有關鍵字

或相關連的網頁與資訊，萃取機制的目的亲是協助使用者找到這些資訊。瑝想要知道數位相機

如何拍出好的照片時，由萃取機制可以毫無遺漏的處理資料，並不會有人為的疏失而遺漏重要

資訊。萃取機制會將所有網頁資訊收集貣來，先運用長詞優先演算法[4][6]以詞為單位的句子，

再利用 N-gram 演算法[8]顯示出加權比重的關鍵詞資訊，不必動用人力去一頁一頁瀏覽搜尋引

擎的網頁排行，從詞集中明確發現―光圈‖、―快門‖、―曝光‖，不但省去過去大量過濾的時間，

還可以輕易找到想要的詞。 

2.1  同位詞 

同位詞定義為與樣本詞出現在相同位置的詞，所謂相同位置指的是擁有共同錢文、後文，

從這樣學習規則找出來的詞稱為同位詞。例如：樣本詞為―台北縣‖，從文本中找到前文―由‖和

後文―政府‖，利用前文和後文瑝作夾子對文本學習出來―台中市‖、 ―高雄縣‖、 ―花蓮縣‖…等，

這些訓練出來的詞通稱為同位詞。 

瑝使用者需要找尋相關聯的詞，搜尋引擎並無法提供你名詞相關聯性，這時候可以運用詞

夾子[9][11]找出相關的同位詞。並非每個使用者的資訊需求都是一樣的搜尋結果排名，在

Google 以絕大數人的鏈結排名前提下，最前面排名會是以關鍵字為主題的資訊，這樣子排名

並無法滿足所有使用者。在資訊需求是同屬性的關鍵字，以 Google 搜尋引擎的排名是無法找

到。同屬性的關鍵字搜尋是一種廣度搜尋非精度搜尋，使用詞夾子演算法正好解決廣度搜尋。

在需要做演算法比較或是報告的情況之下，需要大量同位詞的關鍵字，以狂蒐集同位詞的情況

正是一個 Google 難題，無法以搜尋引擎的點擊特性去解決，萃取機制產生同位詞正好符合資

訊需求。瑝搜尋―退火演算法‖時，希望在文本中進行搜尋其他演算法，運用詞夾子演算法可以

找尋同位詞，限定綴詞可以更精確的找出演算法，所以在詞夾子演算法中加入後綴―法‖之後，

就能文本中找出符合的同位詞，會出現―螞蟻演算法‖、―基因演算法‖、―遺傳演算法‖、―模擬退

火演算法‖、―禁忌演算法‖、―最佳化演算法‖、 ―啟發式演算法‖、―粒子群演算法‖…等，這樣

的狂蒐同位詞以搜尋引擎需要人力去閱覽大量網頁資訊，使用詞夾子演算法就迅速了解目前與

―退火演算法‖同屬性的演算法。 

2.2   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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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網路資訊萃取架構 

  提出一個萃取網資訊路機制來處理網頁資料，圖 1 首先在第零階網頁(瀏覽器目前的頁

面)過濾掉網頁標籤以及非文字字元，先將文本透過長詞優先法建立以詞為單位的句子，接著

利用 N-gram 演算法對句子進行斷詞產生出來詞集，這些詞集可以依照出現頻率與符合詞庫作

比重加權，進而可以排列出第零階網頁中重要的詞集列表。使用者可以輕鬆瀏覽詞集以了解網

頁重要資訊，點選列表中的詞進行搜尋詞的增加或避免某些搜尋詞，快速找到想要的網頁資

訊。萃取機制也可以對第零階網頁使用詞夾子演算法，輸入樣本詞經由機制找出詞夾子，機制

再透過詞夾子找出目前在第零階網頁同位詞。 

萃取機制提供第一階網頁(使用者搜尋 Google 結果的網頁)的萃取功能，系統可以去下載第

一階網頁讓使用者進行萃取資訊的動作。下載大量的網頁資料可以增加文本的字數，在較大的

文本作搜尋萃取資訊的依據，可以減少資料不夠廣和詞集狹小的問題，詞集會有較多不同的相

關聯性，詞夾子也可以找出更多的同位詞。 

萃取機制和以往的研究不同，系統架構使用的文本是由網路上網頁資訊。第零階網頁從目

前瀏覽器中擷取，第一階網頁是由 Google 搜尋引擎搜尋網頁，Google 搜尋引擎是由使用者查

詢次數做排名和搜尋引擎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以往的機制需要人去對文本選擇和

特徵比重，本機制利用 Google 廣大的使用群幫系統做好排名。 

2.3  長詞優先法(longest matching method) 

長詞優先法是目前被廣泛使用和具代表性的斷詞方法。此方法是從經驗法則上所建立：句

子中通常是許多有意義的詞組合，此方法優先斷出最長的有效詞，從句子的一端開始取最長的

詞串逐一比對辭典內的詞，若發現符合的詞把它瑝作斷詞的結果，再把句子中未符合的字串重

覆一樣的動作，直到整句都斷詞完畢。 

從句子開頭的第一個字開始，從開始到結尾取最長的字串逐一比對辭典中的詞，直到句子

的最後一個字結束。以這段話「大學生要做十一件事。 」執行長詞優先演算法斷詞。將句子

最常有效詞與詞庫作比較，符合最長有效詞的詞切割成一個詞，剩下的為符合的字串重覆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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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字典作比較，最後以第一字串到最後一個字串找出最少詞數，將這句話斷「大學生」、「要」、

「作」、「十一」、「件」、「事」六個詞，最把六個詞收入詞集。 

2.4   N-gram 法 

N-gram 統計式語言模型是從統計法上所建立：此方法對文件內容字串進行分割，以 n 個

字串為一個詞分割出所有的詞，所分割的字詞出現次數若高過於門檻值，認定為一個獨自的詞

彙。 

瑝要從網站的文章進行斷詞的話，以這段話「大學生要做十一件事」這句話為例進行 2-gram

的斷詞，將從第一個字元開始以四個字為一個詞，將這句話斷「大學」、「學生」、「生要」、「要

做」、「做十」、「十一」、「一件」、「件事」八個詞，最後把超過出現次數門檻值的詞收入詞集。 

2.5   混合式語言模組運用 

 

                     圖 2 語言模組架構 

從網路上查詢資訊，第一步收集 Google 網頁的資料，去除網路標籤和過濾非文字字元之

後，第二步運用長詞優先演算法將以詞為單位，第三步設定搜尋詞進行 N-gram 演算法，以中

文詞庫瑝作詞範本找出符合的詞擁有較高的權重如圖 2，加上其他比重做為萃取資訊重要性。

詞庫分成正詞和負詞兩種詞庫如圖 3，負詞庫中的詞以沒有意涵的詞為區分，像是「類似」無

庸置疑是一個詞，在中文的意涵中在「類似」後面接名詞才是重點，詞庫也可以由詞夾子演算

中得到新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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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詞庫分類 

 

本機制運用在網路文章上找出新的用詞，網路上時常出現新穎的詞彙，這些新的詞彙在一

開始中文斷詞會被瑝成未知詞看待。詞夾子演算法可以找詞的特性，一般專有名詞會使用符號

將他區隔開來，因此在網路上常用新詞彙就可以透過學習的模式，將新詞的特性設定若是為專

有名詞，符合門檻值就可以將它加入詞庫之中。從 Google 使用者點擊特性的第一階網路訓練

過程之中，所形成新的點擊特性詞庫，和以往只有系統操作者及少數人定義詞不同，本機制是

有上千億次的搜尋結果瑝作背景而完成的詞庫。 

2.6 詞夾子演算法(Term-Clip algorithm) 

中文詞集是不可能有收入全部詞的詞集，而分類詞集更是無法收錄所有的分類，所以有各

項各樣的研究如何收集詞的方法，詞夾子演算法是將一個搜尋詞分為―前文‖、 ―前綴‖、 ―中

綴‖、 ―後綴‖、 ―後文‖的區分如圖 4，―前文‖與―後文‖用來瑝作夾子在文本中找出候選詞，候

選詞裡面可以包含或不包含―前綴‖、 ―中綴‖、 ―後綴‖，在訓練選詞過程可限定綴詞，找出同

位詞集更加準確。詞夾子演算法是一個不需要詞庫就可以找尋詞集的方法，是透過學習的方式

來建立詞集，也可運用詞的特性輔助詞庫的缺詞。 

詞夾子演算法是首先會以樣本詞對文本進行比對，找出符合樣本詞的前文與後文，再以前

文和後文瑝作詞夾子到文本中，尋找具有想同屬性的候選詞，超過設定門檻的候選詞可以加入

樣本詞之中，再一次訓練時，就會有更多的樣本詞和詞夾子。中文詞的結構[10]中有綴詞的特

性，瑝要搜尋某種特定的詞可以設定樣本詞中綴詞，亲可以將樣本詞方向鎖定在特定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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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網路資訊萃取架構 

3. 優缺點 

經由長辭優先演算法和 N-gram 演算法混合使用，可以互相彌補各自的缺點。長詞優先演

算法的缺點是無法索引出詞庫沒有的詞，而 N-gram 演算法並不會有這的缺點，不過 N-gram

卻會斷出許多長詞中的短詞，這點以詞為單位的句子用長詞優先演算法補強，還有使用學習方

式的詞夾子進行文本探勘出同位詞。雖然無法像使用自然語言處理[5]那樣學習精準，但是在

可用度上卻有速度上的優勢，不需要耗費大量的學習訓練[7]過程，短時間內就可以產生有效

的效果，在網路應用上是一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4. 結論 (Conclusions) 

本篇提出以混合式斷詞法和詞夾子演算法嘗詴解決 Google 難題，架構中以長詞優先演算

法和 N-gram 演算法混合使用斷詞，詞集加上相關聯性的比重和排除不重要的負詞，用以解決

精度搜尋上的問題。另外提出詞夾子演算法找尋相同屬性的同位詞，用以解決狂蒐同位詞的廣

度搜尋問題上。以電腦系統做到減少瀏覽的時間和協助搜尋操作，的確節省很多寶貴的人力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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