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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World Wide Web 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以在线访问的数据库,我们把这些数据库称作 Web
数据库.据统计,目前 Web 数据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45 万个,在此基础上构成了 Deep Web.Deep Web 蕴含了大

量有用的信息,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仅由网页构成的 Surface Web.但由于对 Web 数据库的访问只能通过其提供的

查询接口,因此很难被一般的搜索引擎获取到.由于 Deep Web 的大规模性、动态性以及异质性等特点,通过手工

方式远远不能在效果和效率上满足用户对信息获取的需要.为了帮助人们快速、准确地利用 Deep Web 中的海

量信息,研究者们已经在 Deep Web 数据集成方面展开了研究.这逐渐成为数据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

力图提出一种通用的集成方法,可以实现对现实世界各个领域的 Deep Web 数据的集成,并在查询接口集成和数

据抽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近几年来,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 SIGMOD、VLDB 等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和

期刊上发表.国内对 Deep Web 数据集成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主要

表现在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法上尚缺乏突破性的成果. 
为了推动 Deep Web 数据集成在国内的进展,本专刊关注于当前国内在该研究领域最新的基础性、前瞻性、

战略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的问题,目的在于为大家展示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
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借鉴指导的机会. 

本专刊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广泛响应与支持,收到稿件 60 余篇.本专刊严格按照《软件学报》审稿流程和评

审要求对稿件进行了认真评审.审稿工作由本领域从事 Deep Web 数据集成的海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来

组织,每篇稿件均经过两位以上评审委员的认真评审.最后,经过《软件学报》编委会终审,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研究工作 9 篇.这些论文涉及了 Deep Web 数据集成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的内容注重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相结

合,立足于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和应用状况,真实反映了当前我国的 Deep Web 数据集成技术在重要科学领域的应

用研究状况.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向本专刊投稿的各位作者. 
论文“一种基于图模型的 Web 数据库采样方法”把 Web 数据库模型化为一种图结构,在这个图结构上实现

对 Web 数据库的采样,可以增量的方式获取近似随机的样本.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受查询接口中属性表

现形式的局限,因此是一种通用的 Web 数据库采样方法. 
论文“一种基于语义及统计分析的 Deep Web 实体识别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及统计分析的实体识别

机制(SS-EIM).SS-EIM 主要由文本匹配模型、语义分析模型和分组统计模型组成,采用文本粗略匹配、表象关

联关系获取以及分组统计分析的三段式逐步求精策略,基于文本特征、语义信息及约束规则来不断精化识别结

果.该方法可有效解决 Deep Web 数据集成中数据纠错、消重及整合等问题. 
论文“针对模板生成网页的一种数据自动抽取方法”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模板检测方法,并利用检测出的模

板自动地从实例网页中抽取数据.与其他已有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适用于“列表页面”和“详细页面”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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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页. 
论文“基于属性相关度的 Web 数据库大小估算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词频统计的解决方法,通过分析 Web

数据库查询接口中属性间的相关度来获取某个属性上一组随机样本,并以对该属性分别提交由前 k位高频词形

成的试探查询的方式,估算出 Web 数据库中记录的总数. 
论文“基于本体的 Deep Web 数据标注”借鉴语义 Web 领域中深度标注的思想,将领域本体作为 Web 数据库

遵循的全局模式,引入到查询结果语义标注过程中,并将本体与接口模式、结果模式相结合,辅以查询条件重置

的策略,对查询结果进行统计及结构特征分析,确定查询结果数据的语义标记. 
论文“使用分类器自动发现特定领域的深度网入口”提出了一种三分类器的框架,用于自动识别特定领域

的深度网入口.查询接口得到以后,可以将它们进行集成,然后将一个统一的接口提交给用户以便于查询信息. 
论文“基于知识的 Deep Web 集成环境变化处理的研究”研究了 Deep Web 集成环境中构件的依赖关系(执

行偏序依赖和知识依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的环境变化的处理方法,包括 Deep Web 集成环境

变化处理模型、适应 Deep Web 环境变化的动态体系结构和处理算法,可以对大规模 Deep Web 集成的进一步

探索和走向应用提供参考. 
论文“基于网页上下文的 Deep Web 数据库分类”给出了采用分层模糊集合对给定学习实例所发现的领域

和语言知识进行表示和基于这些知识对标记词归一化的算法.基于上述预处理,给出了计算 Deep Web 数据库的

K-NN 分类算法,其中对数据库之间的语义距离计算综合了数据库表之间和含有数据库表的网页的内容文本之

间的语义距离. 
论文“基于页面 Block 的 Web 档案采集和存储”提出了基于页面 Block 的采集和存储方式,并详细表述了该

方法如何完成基于布局页面分区、Block 主题的抽取、版本和差异的比较以及增量存储的方式.本文还实现了

一个 Web 归档原型系统,并对所提出的算法进行了详细的测试. 
这些论文集中反映了国内研究者在 Deep Web 数据的分析、集成和检索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促进

针对下一代信息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以及鼓励数据库技术与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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