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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rity of bloggers and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the blogosphere increase fast. Blogs have 
constituted a dynamic and tightly social network by using frequent links and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real world. Most researches on blog mainly concentrate on blog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content mining, community discovery, importance analysis, blog search and spam blog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link analysis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re used in most works, 
and some blog-specific methods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se researches on blogosphere. 
Problems of current topics are discussed, and finally future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blog; content mining; community discovery; importance analysis; blog search; spam blog 

identification 

摘  要: Blog 信息源和信息量迅速增长,并已通过频繁的链接和信息交互在互联网上构建了一个动态且紧密的社

会网络,成为现实世界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目前,Blog 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Blog 的定义与识别、内容挖掘、社

区发现、重要性分析、Blog 搜索和作弊 Blog 识别等几个方面.大部分研究采用或借鉴了链接分析、自然语言处理

等方面的技术和方法,也提出了一些针对 Blog 领域的特定方法.分析和比较了 Blog 领域的相关研究,并且讨论了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Blog;内容挖掘;社区发现;重要性分析;Blog 搜索;作弊 Blog 识别 
中图法分类号: TP393   文献标识码: A 

Blog是Web Log的简称,在国内普遍被译为博客.Blog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通过互联网以日志风格进行交互

的中介,是一种崭新的信息传播和交互方式.与门户网站等传统Web信息相比,Blog有着更多的信息源,可以提供

更丰富的信息 ,且信息源间的交互更加频繁 ,联系更加紧密 .Blog的发展异常迅速 ,根据中文搜索引擎百度

(http://www.baidu.com)的统计,截止到 2006 年 11 月,在中文互联网领域,Blog站点达到 5 230 万,Blog作者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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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万.根据Blog搜索网站Technorati(http://www.technorati.com)的统计,从 2004 年 10 月开始,Blog网站开始加速

增长,截至到 2006 年 8 月 10 日,其监测的Blog网站已达到 5 000 万个,是 3 年前的 100 倍.Blog的读者也日益增

多,由comScore[1]发起的用户在线行为研究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有 5 000 万美国人访问过Blog网站,约占美国

互联网用户的 30%,占美国人口的 1/6.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Blog都变得日益流行和普及.作为一

种新兴的媒体,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报道的即时性与多样性方面甚至已超过传统媒体,对现实世界正产生着

巨大的影响.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也开始更多地关注Blog,并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有关Blog的研究.媒体理论家着眼于Blog

如何挑战传统媒体,社会学家则关注不同Blog社区的动态变化和Blog作者的行为动机.在计算机领域,研究者运

用统计方法,借助基于内容和链接分析的技术挖掘Blog内容,抽取公众观点,发掘Blog社区特点并对Blog重要性

进行分析[2].国际上著名的文本检索会议TREC以及WWW会议等也开始关注Blog领域的研究,提供相关的数据

资源,并提出了针对Blog的评测任务.尽管针对Blog领域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相关研究还主要处在探索阶

段,研究方案和技术手段都比较分散,缺乏统一的实验平台和资源,还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研究趋势.本文将分

析和比较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讨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Blog 相关研究可划分为 Blog 定义与识别、内容挖掘、社区发现、重要性分析、Blog 搜索和作弊 Blog 识

别这 6 个主要方面,本文的组织结构也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第 1 节介绍 Blog 定义和识别的研究.第 2 节介绍

Blog 内容挖掘的技术.第 3 节介绍 Blog 社区发现的现有方法.第 4 节介绍 Blog 重要性分析的主流技术.第 5 节

介绍 Blog 搜索的研究现状.第 6 节介绍作弊 Blog 识别的相关研究.第 7 节简要概括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

方向. 

1   Blog 定义和识别 

Blog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对研究对象即Blog本身的定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Blog并没有一个公认而明确

的定义,一些研究者和媒体工作者给出了相关的描述性定义.根据“Glossary of Internet Terms”的定义,一个Blog
可以看作互联网上可获取的杂志,更新一个Blog的活动就是Blogging,维持一个Blog的人就是Blogger,即Blog作
者.eGlossary把Blog定义为一个容易更新的个人网站,通常,每天都会有更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Glance等人[3]把

Blog定义为由包含日期信息且倒序排列的条目构成的网页,这个网页由Blog作者通过Blog发布工具进行维护

和更新.Blog是一个任何人都容易更新和使用的网站,通过它,用户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公诸于众,Blog也可以看作

是反映大众观点的信息仓库[4].图 1 显示了典型的Blog站点结构及其链接关系. 
由图 1 所示,Blog 站点可形式化地定义为: 
(1) Blog 站点=(站点 URL,RSS,Blog 作者,站点名,Blog 条目(或文章)) 
(2) Blog 条目=(永久链接,Blog 作者,时间,标题,描述,评论) 
(3) 评论=(Blog 作者,时间,评论内容) 

Blog 信息是网络信息的一种,但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研究 Blog,首先必须通过自动识别将其从其

他网络信息中区分出来.对 Blog 的识别通常是根据 Blog 的结构特点和独有的内容信息进行判别.Tomoyuk 等 
人[5]认为,Blog可被理解为同一作者发布的网页信息,由一系列有日期信息并按照日期排序的文章构成.基于此,
他们提出了基于对日期表示和HTML文档分析的Blog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根据对Blog的理解和描

述,方法将包含符合一定特征的文章条目的页面作为候选Blog,而这些条目所符合的特征包括:每个条目需要在

头部包含一个日期表示.这些日期表示应该有着一致的格式,并按照升序或降序排列;所有条目的日期序列是唯

一的.除了Blog信息,BBS网页等也可能具有类似的特征.为了排除干扰信息,该方法将满足如下特征之一的网页

判别为非Blog网页:页面中包含的典型关键词,例如‘bbs’、‘聊天’、‘回复’、‘re’等(含有这样关键词的很可能是

聊天或BBS信息);含有未来日期表示的条目;两个相邻的条目间时间间隔过长(Blog和日志应该更新得更加频

繁);条目中不含有动词、形容词等谓词(Blog条目应该包括关于一个事件的描述). 
这是比较典型的 Blog 识别的方法,即首先收集网页头部有日期表示、规范且顺序排列的网页,随后根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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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字(如‘bbs’等)和其他一些特征对网页进行过滤,排除 BBS 和聊天等类似 Blog 页面的干扰,以得到 Blog 网页.
然而,这种朴素的方法并不能保证较高的召回率.例如,有的 Blog 页面在讨论 BBS 相关的事件、有的 Blog 更新

速度较慢等.一种可预见的改进方法是对 Blog 的特征信息根据其重要性赋以一定正的权值.类似地,对 Blog 的

干扰信息赋以负的权值.再把发现的所有特征信息进行线性加权,运用学习方法通过训练得到各种特征信息的

系数和最优的阈值,通过权值和阈值的比较识别 Blog 信息.此外,在充分挖掘特征信息的基础上,支持向量机等

学习系统也可望在 Blog 识别任务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Blog entry

RSS URL

PermaLink

Blog entry

PermaLink

Blog site

Blog site

Blog site

Other blog sites

Web site

Web site

Other Web sites

...

...

Blogger Time
Title
Description

Blogger Time
Content

Comment

Comment
...

...

Fig.1  Typical blog site 
图 1  典型 Blog 站点 

2   Blog 内容挖掘 

Blog 内容挖掘是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挖掘等技术,从 Blog 社区自动发现和抽取信息的过程.采用的

方法主要包括基于词频统计和基于相似度计算的内容分析方法,处理的对象主要包括 Blog 文章、评论和标签

信息等. 
Blog社区中经常讨论一些热门话题,对这些话题的发现有助于发掘Blog社区的特点,并从中获取相关信息.

目前,这类研究主要是通过统计词频,提取热门关键词表以反映一段时间的流行主题.Tomoyuki等人[5]借鉴了用

于鉴别文本流中词的爆发(bursty phenomena)的文本挖掘算法[6],运用简单的模式匹配算法以及手工构建的词

表,通过词频统计发现爆发现象,进而获取反映热门话题的关键词.Mizuki等人[7]通过抽取高频关联词项,利用词

频的动态变化构建阶段时间内的词频向量表示和描述话题.Glance等人 [3]从Blog数据集中找到信息量大的短

语,计算短语出现的频率,从而发现Blog的趋势,并根据短语在同一Blog条目中的同现概率,通过相似度计算,对
信息量大且出现频率高的短语进行聚类以实现主题挖掘. 

Tomohiro等人[8]也运用关键词匹配和词频统计等技术,根据阶段时间的统计信息,结合现实事件和Blog信
息进行分析,将Blog社区被关注事件的变化模式分为周期模式、逐渐增长型模式、敏感模式、蔓延模式及其他

几种模式.以上几种模式能够较好地反映Blog所关注事件的变化过程,但对模式的定义还只是描述性的模糊定

义而不是量化的精确定义,这给判别带来了困难. 
在一些研究[9]中,用Blog工具编写和发布的网页被定义为Blog,其他类似的页面被定义为网络日志.运用词

频统计的内容分析方法以及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聚合内容)自动发现技术,通过对自动提取的热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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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的分类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Blog和网络日记的区别.通过区分构成不同的数据集,运用爆发鉴别算法自动

提取不同数据集中的热门主题词,根据主题分类发现,Blog和网络日志关心的主题类别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即在

内容方面有所不同.除了在Blog和网络日志之间存在区别以外,不同的Blog之间也存在区别.Mike[10]通过对链接

和高频词的统计揭示了关注外部事件,对新闻敏感的Blog站点和关注自身事件,类似日记的Blog站点之间的区

别.Adar等人[11]通过计算Blog网页对间的链接和文本的相似程度发现,相互间有链接的Blog对获得的相似度分

值明显高于未链接的Blog对间的相似度,说明有链接关系的Blog更倾向于关注和讨论相同或相似的话题. 
Blog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研究[3]表明,Blog文章中某产品的词频变化趋势与Amazon的销售额有

着相关性.天气和假期对Blog用户的心情有显著的影响,一些固定的、季节性的、周期性的变化也能在Blog文章

中有所体现[12].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抽取地名和邮编来挖掘Blog作者的地理信息,刻画了其地理分布情况[13],并
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14]. 

除Blog文章以外,标签和评论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信息.Folksonomy是人们随意选择关键词的人工分类方法,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每篇Blog文章加上一个标签(tag),反映了很多人的观点.尽管它比其他人为的分类

体系更加灵活,但仍然不能处理网络上的所有Blog文章.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有研究[15]尝试将Folksonomy的过

程自动化,即为Blog文章自动选择标签,为用户浏览相关信息带来了方便. 
评论是Blog用户之间的潜在链接 ,评论还可作为Blog重要性和文章受关注程度的度量 .Trevino [ 16]和

Gumbrecht[17]研究了评论对“Blog体验”的重要性,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大多数Blog用户认为Blog评论对Blog自
然交互是至关重要的 .抽取评论丰富了Blog作者和读者间的社会网络 ,对于研究Blog间的交互模式有所帮 
助[18,19].此外,Blog评论也是搜索引擎中作弊链接的主要来源之一[20].因此,对Blog评论信息的挖掘和分析也十

分重要.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相对还较少. 

3   Blog 社区发现 

Blog 已经通过频繁的链接和信息交互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网络,传统的排序方法不足

以描述体现社会关系的 Blog 社区.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展了 Blog 社区发现方面的工作,并对 Blog 社区中的相关

信息与传统媒体以及现实世界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 

3.1   传统的Web社区发现技术 

传统的Web社区发现技术按不同的实现途径可分为基于HITS(hyperlink-induced topic search)算法的技术、

基于有向二分图的技术和基于网络流量的技术[21]. 
HITS算法 [22]用于识别hub和authority网页,一个hub网页链向很多authority网页,一个authority网页被很多

hub网页指向.在单纯基于HITS算法的社区发现模型中,一个社区被看作是由hub和authority构成的双向图,对不

同的主题产生根集合后计算网页的分值,最后用主特征向量和非主特征向量分别表示主要的和次要的社区
[23].IBM Almaden实验室开发了用于资源半自动编辑的ARC(automatic resource compilation)系统[24]和用于互联

网搜索的CLEVER系统 [25].两个系统也都是以HITS算法为核心,并通过增加对网页内容信息的利用,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了HITS算法的主题漂移问题. 
基于二分有向图的Trawling算法与主题无关,该算法利用二分有向图的技术从一个大的数据集里发现社区

[26].基于流量的技术则把Web上的社区定义为一组站点的集合,指向社区内的链接大大多于指向社区外的链接,
模型中的图分割基于最大流量和最小切分[27].以上算法都是仅对单个社区进行识别,社区图表算法不仅可以用

于社区发现,还提出了识别多个社区及社区间的多种关系的方法[28]. 

3.2   Blog社区发现技术 

Blog社区有一些基本特点,即社区内的链接密度远大于社区之间的链接密度,两个社区通常有着不同的信

息源,关注不同的话题.最早有关Blog社区的研究包括不同社区的比较[8]、社区演化[18]以及信息的传播模式[29]

等.Blog社区发现与传统的Web社区发现技术基本相同,即主要将社区发现作为一个图的问题来研究,Blog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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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Blog之间的关系分别由图中的节点和边来表示.然而,研究者对于Blog和Blog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和

认识,因而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和提出了不同的社区发现方法,有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基于Blog重要性、基于网络流

量和基于Blog间相互感知的社区发现方法. 
3.2.1   基于 Blog 重要性的社区发现 

Belle等人[30]认为,探究Blog领域的关键性挑战在于理解Blog社区间的不同以及识别重要的代表,将Blog排
序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利于理解Blog社区的框架.Belle等人着眼于在社区中扮演

重要角色并且得到大多数社区成员信任的Blog作者间的社会网络而不是整个Blog网络,其目的是基于同一主

题,挖掘重要的Blog社区.研究基于这样的经验和直观印象,即能够从重要的社区中提取有用的和可信的讨论.例
如,如果两个知名的Blog作者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他们将更容易意识到对方并很可能开始交流从而产生有价

值的讨论供社区的读者参考.系统基于用户给定的查询检索相关的Blog网页,随后排序,并从相互链接和相关的

Blog中发现社区,生成一个关注用户查询主题的社区,通过山形视图将该社区各个层次的细节呈现给用户. 
3.2.2   基于网络流量的社区发现 

SPB(shortest-path betweens)算法[31]是一种基于流量的社区发现算法,通过找到任意两节点间的最短路径,
去掉由最短路径累计流量最大的边来实现社区分割,在抽取现实世界的社区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Blog有
意无意地趋向于包含很多无关的节点和边,由于SPB算法没有使用邻接矩阵中的信息,因而不能检测到无意义

的节点和边,也就无法在Blog社区发现方面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SPB算法的基础上,Ishida提出了WP(weakest pairs)算法[32].在WP算法模型中,Blog页面的集合F(设共有nf

个页面)和非Blog网页的集合T(设共有nt个页面)作为节点,F中节点指向T中节点的链接作为边,从而构成了一个

有向图.关系矩阵R(nf*nt)显示了一个Blog是否引用一个非Blog网页,如果第i个Blog引用了第j个非Blog网页,则
rij为 1,否则为 0.F=R*Rt,T=Rt*R,F表示任意两个Blog引用相同的非Blog网页数,T表示任意两个非Blog网页被同

一Blog同时引用数.然而,这种直接基于共同引用数量的相似度定义有很大的噪声,出度或入度本来就大的网页

将会表现出和大部分网页都有较高的相似度分值.因此,对关系矩阵F和T都进行归一化得到Frel和T rel,使矩阵每

行元素之和都为 1,然后定义两个网页i和j之间的关系强度为FS(i,j)=fij+fji,TS(i,j)= tij+tji.这种定义使得出度或入

度本来就大的网页与其他网页之间的关系弱化.根据归一化后的关系矩阵Frel,T 
rel和关系强度定义,找到强度值

为 0 之外的关系最弱的网页对.之后,找到关系最弱的网页对之间的最短路径,计算最短路径中边的频率,去除频

率最高的边,得到的每个子图则被认为是一个社区.定义信息丢失和不完整性为衡量算法的两个指标,结果表

明,对于节点较多和边密度较大的图,WP算法比SPB算法更加有效. 
3.2.3   基于 Blog 间相互感知的社区发现 

Lin等人 [33]认为,社区的形成来源于Blog作者的行为,且行为必须是交互的.由此提出了基于Blog间相互感

知的社区发现方法,特定的行为类型及其发生的频率和时间决定了不同的相互感知度,以此作为图中边的权值.
方法利用个人Blog行为和语义链接结构 ,使用相互感知特性和基于排序的社区抽取算法发现社区 .Zhou等 
人[34]使用PageRank算法选择种子,然后通过联合扩散确定社区成员.以图论的评价标准作为基线,并引入了新的

评价标准,以便更好地体现动态和时间特性,将该方法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数据集,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2.4   几种方法的比较 

首先,各种方法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了图中的节点和边所代表的意义不同.WP 算法中的节

点为单个网页,边为网页间的链接;其余两种算法模型中的节点均为 Blog 站点,并且都认为节点并非同等重要.
在基于 Blog 重要性的算法中,边的权值由 Blog 重要性决定;在基于相互感知的算法中,边的权值由相互感知度

决定.从分割方法上看,WP 算法采用基于流量的方法,通过去除负载最大边抽取社区;另外两种算法则通过基于

排序的聚类算法抽取 Blog 社区.此外,在基于 Blog 重要性的算法中,根据用户给定的查询检索相关的 Blog,以此

为基础进行社区发现.在基于相互感知的算法中,使用全局链接信息而不是局部的,不同的链接类型代表不同的

关系.由于各种方法对社区的理解、预期的目的、使用的数据集和评价方法均不相同,因此,很难对各种方法的

实验结果进行客观的比较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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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log 重要性分析 

4.1   传统的网页重要性分析 

网页重要性评估的思想认为,每个网页被量化的价值通过一种递归的方式来定义,由所有链接指向它的网

页的价值程度所决定.基于此,通常采用链接分析的方法对网页重要性进行分析.PageRank[35]算法和HITS[22]算

法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链接分析算法,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系统包括基于PageRank算法的Google搜索引擎以及

IBM Almaden实验室开发的基于HITS算法的ARC(automatic resource compilation)系统[23]和CLEVER系统[24]. 
在HITS算法模型中,网页被分为权威性网页和中心性网页,其原因在于某些同主题权威性网页之间由于竞

争关系等原因,缺乏相互之间的链接关系,而通过中心性网页能够更好地描述互联网的组织结构. 
在 PageRank 算法中,假定网页 T1,…,Tn 有链接指向网页 A,设 PR(A),PR(T1),...,PR(Tn)分别表示网页 A, 

T1,…,Tn 的 PageRank 值,参数 d 为一个跳转系数,介于 0~1 之间,通常取 0.85,C(A)被定义为 A 的出度,则网页 A
的 PageRank 值 PR(A)可由式(1)计算得到. 

 ( 1) ( )( ) (1 ) ...
( 1) ( )

PR T PR TnPR A d d
C T C Tn

⎛
= − + + +⎜

⎝ ⎠

⎞
⎟  (1) 

4.2   Blog重要性分析 

Blog领域与传统门户网站的区别在于,Blog作者关注的主题更加明确,并且通常代表一种相对单一的观点,
对重要Blog作者的发现将方便用户的信息查询.因此,Blog重要性分析除了包括对Blog网页的重要性分析以外,
还包括对Blog作者的重要性分析[4,36]. 

基于二分有向图或基于hub和authority的排序算法存在如下 3 个问题:(1) 托管网站之间的关联相互增

强;(2) 自动生成链接;(3) 没有相关的节点,从而导致主题漂移[37]. 
Blog 重要性分析同样面临以上 3 个问题,且更加严重.Blog 作者可以更加容易地使自己发布的网页相互链

接;Blog 系统可能自动地嵌入指向入口站点或来自商业网站的广告链接;由于 Blog 信息的多样性和随意性, 
Blog 容易链接指向更多不相关的网页或站点.这些无意义的链接将影响 Blog 重要性分析的结果并容易导致主

题漂移. 
部分研究采用了传统的链接分析方法,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根据不同的理解和需要对有向图中的边进行

不同定义,使用不同种类的链接,并赋以不同的权值.Belle等人[30]提出了一种基于查询和Blog条目对Blog排序的

方法,在系统模型中,一个Blog由多个Blog条目构成,系统根据用户的查询通过关键词匹配找到相关的Blog条目,
用类似PageRank的算法对Blog条目打分,将一个Blog所包含的Blog条目的分值加权平均,得到这个Blog的排序

分值.iRank算法[11]通过推断Blog间所有可能的信息传播途径,得到潜在信息流图,并在此基础上应用PageRank
算法计算Blog的重要性.这种算法赋于具有较高感染力的Blog以高的分值,体现了Blog作为信息传播者的有效

性. 
以上研究主要通过定义不同的链接关系形成不同的有向图,然后应用传统的链接分析方法进行重要性分

析 ,还有的研究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方法的链接分析算法 ,EigenRumor算法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 . 
EigenRumor算法[38]通过对特征向量的计算衡量Blog作者的hub和authority值,一个Blog作者的authority分值越

高,表示其有能力提供更好的Blog条目;hub分值越高,表示其能够更好地为社区贡献评论.算法综合发表该Blog
文章的Blog作者的authority值以及对该Blog文章进行评论的其他Blog作者的hub值,衡量该Blog文章的重要性.
基于对Blog作者的评价,该算法允许对一个好的Blog作者发表的但还没有其他Blog链接指向的文章评一个较

高的分数.EigenRumor算法对传统链接分析方法的算法模型进行了改进,其与PageRank和HITS算法的比较见表

1.EigenRumor算法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1) 直接分析Blog网页与Blog作者间的链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

于Blog文章间的链接较少而难以全面分析Blog网页重要性的问题,拓宽了被评分的Blog网页的覆盖率;(2) 一
个由有着高authority分值的Blog作者提供的Blog网页一旦提交就能得到靠前的排序 ,而不像在PageRank和
HITS算法模型中必须依靠链接入度来获得较高的分值,这符合Blog领域热衷于讨论新的话题和突发事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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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助于用户在第一时间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Table 1  Comparison of EigenRumor, PageRank and HITS algorithms 
表 1  EigenRumor 与 PageRank 及 HITS 算法的比较 

 PageRank[35] HITS[22] EigenRumor[38]

Entities Web page Web page Agent/Object 
Link types Evaluation (E) Evaluation (E) Evaluation (E) 

Provisioning (P) 
Scores Authority ( a ) Authority ( a ) 

Hub ( h ) 
Authority ( a )     Agent 
Hub ( h )          Agent 
Reputation ( r )     Object 

Algorithm 
1 (1 ) T

N
d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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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用的链接分析方法以外,Shinsuke等人[4]根据Blog作者发布信息的被引用次数以及对社区文章数量

和内容的影响,采用基于链接、流行度及主题变化的指标判断其重要性.Shinsuke等人认为,重要的Blog作者可分

为讨论的鼓动者(agitators)和总结者(summarizers),并提出了发现这两类Blog作者的方法.实验模型中,Blog线索

(thread)是由起始的Blog页面和该页面上回复链接所指向的页面,以及源链接指向的且被线索中的条目所关联

的页面构成.一个Blog作者获得线索中足够多的链接,在其发布文章后,线索中的文章数明显增多,且对一个Blog
线索的主题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使之发生改变时,被判定为鼓动者;而链接指向线索中足够多相关页面的Blog作
者,则被判定为总结者. 

几种典型的 Blog 重要性分析方法的比较见表 2,除了 iRank 算法对 Blog 站点进行评价以外,其中 3 种方法

的评价对象都是 Blog 网页和 Blog 作者.对 Blog 的评分体现了不同方法的主要思想和对重要性的不同理解. 
Shinsuke 等人提出的方法根据 Blog 作者发布信息被引用次数以及对社区文章数量和内容的影响,采用基于链

接、流行度及主题变化程度等指标判断其重要性.其余 3 种方法都采用了链接分析的方法:Belle 等人提出的方

法继承了 PageRank 算法的思想,认为被更多其他 Blog 网页指向的 Blog 网页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利用 Blog 条目

间的链接关系,通过 Blog 条目加权到 Blog 作者的重要性值;EigenRumor 算法对链接分析的算法模型进行了改

进,根据发布 Blog 文章和对 Blog 文章进行评论的 Blog 作者的重要程度衡量该文章的重要性;iRank 算法与其

他几种方法对重要性的理解不同,它通过计算所有潜在的链接对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Blog 作者赋

以较高的权重.然而,iRank 算法和 EigenRumor 算法在 Blog 领域链接的稀疏性和链接动态结构的重要性方面有

着相似性. 
到目前为止,关于Blog信息源重要性评估本身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理想的评价指标应该能够

客观地反映其他信息源的推荐程度以及读者的关注程度,且能够方便而准确地获取以便于大规模的评价.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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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杨宇航等人[36]提出采用信息源的链接入度、评论数、Trackback数等作为Blog重要性分析的评价指标,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blog importance analysis approaches 

表 2  Blog 重要性分析方法比较 

Algorithm Evaluation 
object Score type Is link 

analysis-based Edge definition Main criteria 

Shinsuke, 
et al.[4]

Blog entry
/Blogger 

Link-Based, 
popularity-based 
and topic-based 

discriminant 

No  
Number of entries and content 
change in the thread after the 

target entry published 

EigenRumor[38] Blog entry
/Blogger 

Authority 
Hub 

Reputation 
Yes 

Links between 
bloggers and their 

entries, comments and 
the target entries 

Importance of the blogger and 
other bloggers who submitted 

comments to the entry 

Belle, et al.[30] Blog entry
/Blogger Authority Yes Links between blog 

entries Importance of blog entries 

iRank[11] Blog site Infection Yes Implicit links between 
blog sites Initialization of the epidemics 

5   Blog 搜索 

Blog 搜索的首要问题是发现其区别于传统 Web 搜索的特点,分析研究专门用于 Blog 搜索的相关技术和系

统的必要性,并探寻 Blog 搜索自身应该具备的功能和特点. 
Broder[39]将Web搜索的查询分为 3 类:查找主题相关的Web页面的信息型查询(informational)、查找一个指

定名称的站点或主页的导航型查询(navigational)以及查找一个服务入口以便进行下一步访问的事务型查询

(transactional).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Blog领域,对大量Blog搜索引擎查询日志的分析[40,41]

显示,Blog搜索的需求与传统Web搜索有着较为显著的区别:(1) Blog搜索大部分是关于名实体的查询,包括用户

感兴趣的产品或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以及用户所处生活环境中的相关事物等(如所在的公司、同事等); 
(2) Blog 搜索的关注领域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娱乐和政治等领域;(3) Blog 搜索对即时事件有着特别的关注,这
种现象也与 Blog是即时事件的消息和评论源头的假设相吻合.而在用户行为方面,Blog搜索与传统的 Web搜索

十分类似,用户通常也只关注排序最靠前的几个结果. 
通过对 Blog 搜索日志的分析,发现了 Blog 搜索与传统 Blog 搜索的区别,验证了专门研究 Blog 搜索技术的

必要性.有关 Blog 搜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 Blog 搜索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为搜索服务的内容挖掘以及相关

反馈在 Blog 搜索中的应用等方面. 
如今 ,很多Blog搜索引擎被开发并投入使用 ,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Technorati,Blogpulse,BlogWatcher, 

Bloglines等,Google等Web搜索引擎也提供了专门的Blog搜索功能,这些搜索引擎提供了多种不同类型的Blog
搜索服务.Technorati提供了Blog文章、作者、图片、视频、音乐和事件等不同类型的Blog搜索功能.Blogpulse[3]

较好地利用了Blog内容的特性,提供了支持话题和Blog作者搜索的功能,并能显示Blog作者之间的会话过程, 
Blogpulse还提供了引用、信息源以及相似的Blog站点等信息,便于用户找到具有相似兴趣或特征的Blog作者. 
BlogWatcher[5]在话题和口碑搜索方面具有独特性,能够抽取热门话题,并且通过图示表现有关用户查询的正、

负面消息.BLOGRANGER[41]提供了多种Blog搜索服务,并通过词项共现和引用统计等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用
户问卷调查显示了用户对BLOGRANGER系统在Blog作者搜索、话题搜索以及口碑搜索方面的满意度高于传

统的Web搜索引擎.BlogHarvest[42]是一个用于抽取Blog作者兴趣、找到和推荐讨论相似话题的Blog,并提供以

Blog作者为导向的搜索服务的Blog搜索引擎.BlogHarvest使用了基于话题相似度的聚类和基于词性标注的观

点挖掘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自动生成包括作者兴趣、经常访问的站点和可视化的朋友网络在内的Blog档案,
便于用户查找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中文Blog搜索引擎也陆续出现,例如Souyo,Booso,Blogcn等,但发展相对缓

慢,功能相对单一,且检索的Blog数量和覆盖率较小. 
与传统的门户网站提供有限主题且观点类似的信息不同,Blog领域的话题更加分散且观点各不相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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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搜索不仅需要关注特定话题,还需要关注对话题的不同观点.观众的印象会根据镜头的顺序而有所改变,类
似地,Blog读者也会因为Blog及其评论和Trackback组织顺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Daisuke等人[43]将电视

和Blog两种媒体结合起来 ,通过视频场景切割和特征抽取 ,搜索话题相关且观点顺序与之相似的Blog信息 . 
Osamu等人[44]也进行了与Blog作者观点有关的工作,抽取相关话题且具有倾向性的句子,不仅包括正面和负面

的观点,还包括中性的请求、建议和想法等.由于这样的句子通常体现了作者的情感、要求和建议等,使得用户

能够很快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想法. 
相关反馈技术在文档检索领域已有研究,用于根据用户需求生成合适的查询.相关反馈要求一个用户对相

关的检索文档有着具体的标准,且生成的查询严格受限于现有的文档集.由于Blog包含了关于很多不同主题的

极大数量的短文,这个问题在Blog搜索中更为严重.基于此,Yasufumi等人[45]假定用户搜索Blog空间时没有十分

明确的目标,而是有着不同的兴趣,应用基于关键词地图的相关反馈和Blog搜索交互,提出的算法考虑了用户在

关键词地图上感兴趣的多种话题,并基于这些话题进行子查询,结果更加符合用户需要,并增强了关键词地图的

可读性. 

6   作弊 Blog 识别 

与传统互联网一样,Blog 领域同样充斥着大量的垃圾页面.一些网站设计或维护人员通过作弊手段误导搜

索引擎,提高页面在检索结果中的排名,这些利用作弊手段的 Blog 被称为作弊 Blog(spam blog 或 splog).常用的

作弊手段可分为基于内容和基于链接结构的两大类:基于内容的作弊手段通过自动生成或剽窃内容以及填充

热门特征词等方法提高与查询词间的相关性;基于链接结构的作弊手段通过制造和发送无意义的链接和 Ping
扰乱链接关系 ,从而提高目标网页的重要性 .传统的利用链接技术的作弊手段包括以克隆目录 (directory 
cloning)为代表的制造出链(out-link)的手段以及蜜罐诱饵(honey pot)、渗入目录、交换链接、购买过期域名和

制造链接工厂等制造入链(in-link)的手段. 
随着Blog的流行,以作弊评论为代表的新的作弊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作弊者使用,并已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

作弊评论是通过在支持用户动态编辑的网页上添加评论和回复,并在其中加入作弊链接的作弊行为[20],这种现

象在Blog领域尤为突出.Blog等网络应用在为用户发布信息提供方便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为作弊者提供了方

便.传统的作弊手段通常需要作弊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并掌握一定的资源,而作弊评论没有任何类似的约束

或限制,作弊者只需将包含指向目的页面链接的信息作为评论,复制到任意Blog页面上即可.由于作弊过程大为

简化,作弊评论已成为Blog领域最主要的作弊手段之一,商业搜索引擎正为这个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法[46]. 
随着 Blog 领域作弊手段的日益增多并已造成严重影响,作弊 Blog 的识别与过滤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并受到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可主要分为人工识别方法和基于内容的识别方法. 

6.1   人工识别方法 

大部分作弊 Blog 的过滤方法是通过在 Web 信息的发布机制上采取措施,例如要求评论人注册、过滤评论

中的 HTML 文本以及阻止对以前的文章进行评论等.这些方法对控制作弊评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过

滤掉了很多对用户来说很重要的正常评论,并对用户的使用造成了不便.此外,这些方法只能处理新的评论,对
已经存在的评论无能为力.通过 IP 地址进行识别也是防止作弊行为的一类常用方法,然而这类方法需要持续的

人工维护,且作弊者可以通过代理或假 IP 地址骗过过滤机制.2005 年,包括 Yahoo、MSN 搜索、Google 在内的

搜索引擎宣布与Blog托管网站联合起来,通过在链接上添加特殊标记来防止作弊链接.然而,这种方法的使用同

样会产生很多问题,它扰乱了 Blog 内部正常的链接关系,而且可能被网站管理人员滥用. 
Han等人[47]认为,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其结果并不十分理想,总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作弊信息需要人为地判

别,因而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协作式垃圾信息过滤方法,依赖于对作弊链接的人为识别以及通过可信网络对作弊

信息的共享.理想状态下,如果参与协作的用户数量很多,每个用户的参与可降低到可忽略的程度.然而,无法保

证足够多的用户愿意参与其中,即便如此,任何用户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识别将造成全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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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于内容的识别方法 

基于内容的识别和过滤方法主要来源于垃圾邮件的检测,以发现垃圾邮件和非垃圾邮件内容间的不同.这
类方法也已应用到作弊 Blog 的识别和过滤中,通过对 Blog 内容甚至 Blog 中的链接指向页面的内容进行分析

进而识别和过滤作弊 Blog.目前,这类方法主要基于特征词集合或正则表达式.由于特征词或规则集合需要手工

完成,因此,这类方法与其他人工方法一样存在维护费时、覆盖率有限以及规则间相互冲突等不可避免的问题. 
Kolari等人提出了采用支持向量机训练的作弊Blog检测模型[48,49],并分析了Blog和Splog在内容和链接关

系方面的区别[50].然而,这种方法需要大量人工标注的训练语料和全局的链接关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且难以应

用于在线识别. 
Narisawa等人 [51]利用作弊者通常会复制同样的内容达到作弊目的的特点 ,借鉴子串扩大 (substring 

amplification)的方法[52],根据内容的重复频度以及正常文章和评论中的子串数服从Zipf分布的特性以检测作弊

评论.然而这种方法仅使用了频度信息,很难分辨作弊Blog和包含同样高频内容的正常Blog信息. 
Mishne等人[20]通过计算Blog文章和对应评论语言模型间的相似性识别作弊链接.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不

需要训练和Web链接知识.然而,现实世界中评论通常很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语言模型的数据稀疏,而且很多作

弊者可能从内容上模仿正常评论,因此,实验结果尤其是对较短评论的识别效果并不理想. 
杨宇航等人[53]在比较全面地分析作弊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整合多种特征的作弊评论识别方法.与其

他方法相比,该方法不需要任何先验知识和训练过程,既可以用于识别已经存在的作弊评论,也可用于Blog系统

中进行在线识别,中文Blog领域的实验初步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总之,人工过滤方法需要大量的手工劳动,而目前基于内容的方法也需要大量手工标注的语料进行或人工

维护特征词和规则集合,且由于特征选取的单一导致效果并不理想.此外,目前存在的方法只能单一地处理新产

生或已经存在的 Blog 信息.为了满足实际应用需要,减少人工参与,能够同时对新旧 Blog 信息进行识别且性能

稳定的方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方向. 

7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概述了目前 Blog 领域的 6 个主要研究方向,分别阐述了这 6 个研究方向的基本内容、常用方法和研

究进展.总的来说,虽然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但 Blog 领域已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都可以供其借鉴,其中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链接分析、Web 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和技术.然而,由于相

关研究工作开展的时间很短,以及Blog领域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该领域总的来看还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许多

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 缺乏有效的方法.大多数关于 Blog 的研究都借鉴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直接沿用了相关方法或在其

基础上进行修改,很多这样的移植并不十分成功,原因大多在于没有充分利用Blog领域的特点,而且由于缺乏开

放的实验平台和统一的评价标准,很难得到有效的验证. 
(2) 缺乏实验工具和平台.目前还没有公开发布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实验工具和平台,用于实验的公共数据

集也很少,2006年的TREC评测(http://trec.nist.gov)中将Blog搜索作为一个新的任务,并提供了相应的数据集.此外,
同年 WWW 会议(http://www2006.org)也提供了有关 Blog 的数据集.但这两个数据集所针对的任务和对语料加

工的程度都十分有限.有必要关注相关的资源和实验平台的建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Blog相关研究的发展. 
(3) 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关于 Blog 的评价标准还存在广泛的争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以 Blog 重

要性分析的评价为例,关于哪种链接更能代表重要性,以及哪种Blog作者更具有影响力存在争论.缺乏统一的评

价标准不利于Blog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如何对相关研究进行定量的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 ,国际上 Blog 领域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 ,并开始活跃起来 ,在国内还鲜有介绍相关领域研究的文 

献[36,53,54],针对Blog领域的研究现状,以下几个方面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向: 
(1) 资源建设和评价体系建立.语料或数据集等资源的建设是相关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统一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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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是对方法进行客观评价的前提,两者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是支持相关研究快速发展的必要保证. 
(2) Blog 特征的挖掘和利用.Blog 领域的很多问题和任务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Blog 的特征信息将有利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相关任务中的有效应用.例如,利用标签信息改善 Blog 搜索和分

类的性能、利用 RSS 信息提高 Blog 信息自动文摘的可靠性等. 
(3) 系统研究的开展.目前,相关研究相对分散,然而 Blog 领域的相关问题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系统

性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Blog 社区的发现需要采用链接分析和内容挖掘等方法,同时结合作弊 Blog 识别和重

要性分析去除垃圾信息的干扰,得到由关注相关领域且观点相似的 Blog 作者组成的社区.这样的社区既是相关

内容挖掘和特定 Blog 搜索的重要信息来源,又是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和分众服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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