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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S 的个性化网络信息检索

闫晓妍

（河南城建学院图书馆， 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 要： 个性化信息检索是面向用户检索的发展方向。 RSS 因其高度准确性、 动态聚合机制和服务的主动式、 个性

化等特点， 成为新型网络信息检索工具。 将 RSS 技术引入信息检索中， 提出了基于 RSS 的个性化信息检

索方式， 阐述了 RSS 个性化检索的实现机制、 检索方式及策略， 分析了其优点， 并比较了与传统个性化

检索方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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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acing user retrieval. Nowadays RSS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new interne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arching tool because of its high precision, dynamic polymer-

ization system and personalized and positive service features. This article applies RSS technology into information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personalized searching based on RSS. It analyzes its principle, method as well as re-

trieval strategie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personality retrieval based on RSS and the traditional per-

sonal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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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信息检索从本质上讲， 就是根据用户的

兴趣、 特点、 个性化检索要求进行检索， 并得到高

相关度的检索结果。 其首要特点就是将 “个性化”

这一理念贯穿于整个检索过程， 摒弃了传统检索中

检索结果千人一面的做法。 1.0 时代， 个性化信息检

索的实现方式一般基于如下两种技术： （1） 基于内

容的个性化信息检索。 根据用户设置的对内容的要

求， 或者是用户曾经检索过的内容实现个性化。 目

前， 几乎所有的搜索引擎都支持用户设置检索要求，

但支持程度各不相同。 （2） 基于协同过滤的个性化

信息检索。 根据用户的职业、 兴趣爱好等找到与此

用户有相似兴趣的其他用户， 然后将他们感兴趣的

内容推荐给此用户。 例如 Eurekster 利用特定网络社

区中用户使用检索结果的情况分析出用户更为关心

的关键词和网站， 提供更富有个性化的检索结果[1]。

1 Web2.0 环境下的个性化信息检索

Web2.0 产生了大量微内容， 网络信息检索不再

是面对一个个的静态页面， 而是要链接到一个个不

断更新的动态页面， Wiki、 Blog 中聚集了许多有价

值的思想、 观点、 知识和链接信息。 在线新闻和博

客是主要的频繁更新数据的数据源， 传统搜索引擎

每日出动网络爬虫抓取网页信息的机制已经跟不上

这些实时动态数据的更新速度。 即使是 Google 也只

能收录庞大网络信息中的一小部分， 对于时效性很

强的信息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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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SS 技术来解决信息聚合的问题。 在 2.0 时代，

出现了新的个性化信息检索方式， 即基于 RSS 信息

聚合技术实现的个性化信息检索。 用户可以设置自

己的 RSS 阅读器， 只收集某些网站的某些类型的资

料， 按特定的时间间隔从提供信息的网站上更新资

料， 这样可以实现完全的个性化， 将和用户不相关

的信息真正的拒之门外。

2 基于 RSS 个性化信息检索的关键技术

RSS 是一种 “轻量级、 多用途、 可扩展的元数

据描述及联合推广格式”， 用来描述 web 页面的内

容摘要和访问地址。 从本质上讲， RSS 不是内容，

而是获取内容的一种渠道。 RSS 技术主要包括两个

重要的组件： RSS feed 和 RSS 阅读器。 RSS 将网站

看作一系列频道 （Channels） 的组合， 各个频道又

包含了一系列资源 （items）， 因此通过对频道及所

含资源的描述可实现对作为资源集合的网站的描述。

2.1 RSS feed
RSS feed 通 常 由 4 个 主 要 元 素 构 成 ： <chan-

nel>、 <image>、 <item> 和 <text input>， 其 中 ，

<channel> 元素是必需 的， <item> 元 素 至 少 要 出 现

一次。 <text input> 和 <image> 元素是可选的， 是否

使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channel> 可以看作是 RSS
提要的标题信息， 包括 <title> （标题）、 <link> （链

接， 与该频道关联的 Web 站点的 URL）、 <descrip-
tion> （描述， 对频道的简要介绍） 等子元素。 许多

频道子元素通常都是具有可选性的， 如 <category>
用于描述元素的类别； <docs> 指向 RSS 提要文档的

URL； < lastBuildDate > 描述上次修改 channel 内容

的时间等等。

项 <item> 通常是提要中最重要的部分， 每个项

都可以是关于某个 Blog、 完整文档、 电影评论、 分

类广告或者任何希望与频道连锁的内容的记录。 频

道中的其他元素可能不变， 但项经常发生变化， 可

以有任意多个项， 以前的规范限制为 15 个项， 如果

要保持向后兼容， 仍须遵守这个上限。 它包括一些

常用的 item 元素： 如 < title >、 < link >、 < descrip-
tion >、 < author >、 < category >、 < pubDate >、 <
source > 等， 分别描述了 item 的标题、 URL、 摘要、

作者电子邮件、 分类、 发布时间、 频道来源。

这些 <item> 可由网站管理员手工生成或由计算

机数据库系统自动生成， 这一文档可以被其它站点

收集并显示在其索引页面上， 并且自动同步更新，

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信息发布者将自己所生成的一

个 RSS feed 发布到自己的网站或者将其提交给搜索

引擎， 每一个 RSS feed 都是 RSS 众多信息源的一部

分。

2.2 RSS 阅读器

RSS 阅读器也叫信息聚合工具、 RSS 客户端软

件， 是一个提供 RSS 数据的定制、 聚合、 检索、 管

理和显示等功能的客户端软件。 目前， RSS 阅读器

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运行在计算机桌面上的

应用程序， 通过所订阅网站的新闻供应， 可自动、

定时地更新新闻标题。 常见的有 RSS Reader、 周博

通、 看天下、 新浪点点通、 以及网络蚂蚁等， 开源

社区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阅读器。 另一类， RSS 阅

读器内嵌于已在计算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中， 使用

IE 浏览器阅读 Blog 与新闻网站的 RSS 频道， 或者

不安装独立的 RSS 阅读软件而是为各电子邮件客户

端和浏览器安装插件来增加 RSS 阅读功能。 例如，

NewsGator 内嵌在微软的 Outlook 中， 所订阅的新闻

标题位于 Outlook 的收件箱文件夹中， Pluck 内嵌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中。

支持利用 RSS 服务的网站， 通常会在其醒目的

位置标注 或 标志， 用户可以从网站下

载已经创建的 RSS feed 文件， 除了常见的新闻网站

之外， 许多科技网站也采用这种方式发布最新消息。

使用 RSS 阅读器， 用户只需要点击希望阅读的 RSS
feed 旁边的橙色小图标 或 ， 把浏览器窗

口的 URL 拷贝粘贴到 RSS 阅读器， 在 RSS 阅读器

中加入该 RSS feed 所提供的信息频道， 定制个性化

信息内容。

3 基于 RSS 个性化信息检索的实现

3.1 实现机理

基于 RSS 技术的个性化搜索引擎充分支持用户

相关性反馈机制， 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量

身定做， 主动地定期为用户查找信息。 基于 RSS 的

个性化信息检索通过任意关键词把相同兴趣的人集

中在一起， 一方面可通过强大的聚合功能为用户提

供大量的相关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通过推送技术主

动地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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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创造价值。

基于 RSS 技术的个性化检索服务的 “个性化”

并非 “个人化”， 而是按照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原

理， 考虑用户所属的特征人群， 参考与用户有相同

爱好、 兴趣及同行的选择， 在支持普通搜索的同时，

会提示与用户搜索内容相关关键词并且用户可以直

接从搜索结果中订阅相关内容的 RSS[3]。 基于 RSS
的个性化信息检索的实现机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RSS 个性化检索的实现机理

（1） RSS 订阅。 RSS 订阅是基于 RSS 的个性化

信息检索的重要步骤。 用户可以通过 RSS 搜索引擎

搜索网站中包含的 RSS Feed 文件； 也可以利用 RSS
目录服务， 一些网站将网页信息按照用户当前关注

的热点或者大致主题分类 （频道） 进行信息聚合，

并以 RSS 目录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在浏览网页中发

现感兴趣的信息源， 即使没有提供 RSS 输出， 也可

以通过自动生成 RSS 的软件来定制。

（2） 网 页 更 新 即 时 通 告。 用 户 完 成 RSS 订 阅

后， RSS 阅读器根据 RSS Feed 提供的地址定时获取

相应的频道信息， 一般是一小时或者用户定制的时

间 （RSS 信息检索方式要求网络带宽， 太频繁会造

成网络负担和资源浪费）。 在 RSS 阅读器中可以浏

览订阅信息的标题、 摘要、 链接等， 定制信息源一

旦有更新， 就会向阅读器发出警报， 从而实现一种

主动的信息推送服务。

从信息检索的角度看， 基于 RSS 的个性化信息

检索主动地向用户推送信息， 检索结果的反馈呈现

实时性、 连续性、 动态性等特点。 而传统网络信息

检索是一种静态的、 一次性的信息检索， 一次检索

返回给用户相应的一个结果， 检索完成后用户想要

获取相关的最新信息， 需要重新检索。

3.2 检索方式

RSS 信息检索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通过 RSS

搜索引擎搜索； 利用 RSS 目录服务， 通过分类来查

找 RSS Feed； 浏览过程中发现感兴趣的信息源， 随

时收录到自己的 RSS 阅读器中。

（1） 主 题 词 / 关 键 词 订 阅———RSS 搜 索 引 擎。

主题词 / 关键词订阅主要通过 RSS 搜索引擎， 按照

关键词、 分类导航或标签服务， 将众多的 RSS 信息

资源进行集成， 为用户提供主题词和关键词的查询

方式。 RSS 搜索引擎与其他搜索引擎原理相同， 主

要由用户界面、 RSS feed 抓取器、 本地索引数据库、

查询预处理模块及控制模块组成。 RSS feed 抓取器

把一个博客网站的 URL 作为初始的种子。 按照预先

设 置 好 的 采 集 深 度 ， 对 该 URL 所 有 的 链 接 格 式

（ “ index.html” ， “ rss.html” ， “ rss_2.html” 等 等 ）

分析搜索， 来找出页面里的 RSS 种子， 并把它们下

载下来。 通过控制模块控制 RSS 抓取模块的抓取过

程， 主要是对采集深度和采集的频度进行控制， 尽

可能在一定的硬件环境下， 能够抓取更多更及时的

RSS feed。
国 内 专 业 的 RSS 搜 索 引 擎 不 多 ， 如 Feedss

（ http://www.feedss.com） 、 Feedsearch （ http://www.
feedsearch.net） 和 Grassland （http://www.cnblog.org）
等。 中文 RSS 搜索引擎的不足之处是功能较简单且

多数不支持 Tag 搜索。

（2） 网站信息分类检索———RSS 目录服务。 在

传统互联网搜索中， 门户网站提供一种在线目录服

务， 也就是人为将互联网中的站点信息分门别类的

放在一起， 然后用户根据自己需要在这些分类中查

找， 如雅虎提供的分类目录。 Web2.0 环境下， 同样

有 许 多 网 站 提 供 RSS 目 录 服 务 ， 如 ： Syndic8、
News Is Free、 The Feed Directory、 看天下 RSS， 有

些不仅提供 RSS 目录服务， 还提供 RSS 搜索引擎服

务、 在线 RSS 聚合服务。 在自己提供的 RSS 订阅服

务专题中， 一般也提供自己站点的 RSS feed 目录，

如： 纽约时报、 CNN 及国内新华网、 人民网等新闻

网站的 RSS 频道。

（3） 浏览订阅。 对于习惯了 RSS 信息推送服务

的用户， 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传统资源网站、 专题论

坛不提供 RSS 输出确实感觉很遗憾。 用户可以利用

自 动 生 成 RSS Feed 的 工 具 （如 Feed43、 Ponyfish
等） 来实现 RSS 订阅。 这种工具可以通过分析网页

各项数据来自动生成一个可订阅的 RSS feed 地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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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浏览网页时， 用户可以随时将感兴趣的网站

收集到自己的 RSS 目录， 解决了那些没有提供 RSS
信息发布渠道网站的 RSS 信息检索问题。

（4） 信息板块订阅。 网站上的信息资源通常都

是按照类别等形成不同的信息板块， 许多用户可能

只希望了解网站某一板块的最新信息， 比如新闻、

天气、 股票和体育信息等。 通过 RSS 定制相应信息

板块， 可以不断整合并更新来自网站内及第三方网

站 的 内 容。 如 百 度 的 个 性 化 首 页 （http://my.baidu.
com）， 允 许 用 户 对 “我 的 热 门 浏 览”、 “新 闻”、

“天气”、 “音乐推荐” 等板块进行个性化订阅。

例 如， 中 国 知 网 （http://www.edu.cnki.net/） 提

供了两种订阅方式， 一是订阅期刊， 可以在 CNKI
收录的 7 300 种期刊中选择需要的期刊， 第一时间

获取期刊信息； 二是按照关键词订阅资料， 包括新

闻、 学术论文、 学术动态、 最新科研成果， 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个性化订阅。

3.3 检索策略

（1） RSS 目录要涵盖 RSS 信息源的各种对象，

包括博客、 专题资源、 技术技巧、 编程方法等各种

类 型。 除 此 之 外， 还 要 考 虑 RSS 信 息 源 的 价 值 分

类， 领域专家的博客中提供信息的权威性、 真实性

都要高于一般的个人博客、 网页。

（2） 订阅领域专家的博客。 把与个人学习研究

相关各领域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的博客收藏到对应目

录分类中。 以图书馆学为例， 知名学者范并思教授

自 2004 年 11 月开博至今， 其博客空间 “老槐也博

客” 的访问量已接近 56 万(根据其博客首页 2008 年

5 月 27 日统计数据显示)， 是业界公认的图书馆学

专业博客的领袖， 程焕文、 吴建中等图书馆学专业

的知名教授也纷纷开博， 除了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外，

开设专业博客更多的是普通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学生，

这些博客中所探讨的大多是专业热点、 行业动态、

会议信息等，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学术性。 博客已

经成为科研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 而传统的检索方

式无法充分挖掘其中的丰富资源。

（3） 收集感兴趣的传统资源网站、 专题论坛的

RSS 地址聚合到对应目录分类中。 许多学科都设有

专业网站或专业知识交流论坛， 活跃在这些网站或

论坛上的都是某一学科或专业的研究人员或从业者，

从这些论坛、 网站可以获得最新的专业或行业发展

信息。 以图书馆学为例， 除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

（http://www.lsc.org.cn/） 等官方网站外， 还有 E 线图

情 （http://www.chinalibs.net） 等 具 有 一 定 商 业 性 的

专 业 网 站 ； 而 生 物 医 药 类 专 业 网 站 “ 生 物 谷 ”

（http://www.bioon.com/） 更是吸引 了 一 大 批 生 物 医

药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 万方数据 （http:
//www.wanfangdata.com.cn/） 的数字化期刊、 生物医

学 文 献 网 络 资 源 中 的 PubMed 数 据 库 系 统 （http:
//www.pubmedcentral.nih.gov/） 、 生 物 谷 等 都 提 供

RSS 订阅服务 [6]。 这些专业网站具备的学科性， 一

般只有熟悉本专业情况者才能直接浏览对应的网站，

有些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各类学科导航获取网址。

（4） 收集各种社会性网站的 RSS 地址， 特别是

Digg 类网站， 里面有 大 量 基 于 Tag 分 类 的 RSS 地

址， 这些文章都是经过许多用户推荐出来的， 具有

一定的价值[7]。

4 结束语

个性化信息检索是未来面向用户信息检索的一

个发展方向。 传统的个性化信息检索包括基于内容

的个性化信息检索和基于协同过滤的个性化信息检

索， 并且一般需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研究用户检

索行为， 建立用户模型， 检索效果对用户模型的依

赖性较大， 表 1 分析了基于 RSS 的个性化信息检索

与传统个性化信息检索的区别。

基于 RSS 的个性化信息检索具有个性化、 实时

性、 语义性的特点， 允许用户定制个性化的检索界

面 （如 mybaidu、 My yahoo）， 可实现信息的主动推

送， 信息过滤和信息聚合功能， 为用户提供 “一站

式” 信息服务。 与现有的其他信息检索方式相比，

RSS 强大的聚合功能和推送功能使用户可以获得的

相关信息更多、 更新、 更快， 有助于用户知识的及

时 更 新 ， 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强 化 了 个 性 化 服 务 。

RSS 在网络营销等领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如 e-
Bay 上的商品讯息和 RSS 联系在一起， 通过 RSS 阅

读器等工具实时了解感兴趣的产品讯息。

目前， 国内提供 RSS 输出的网站有限， 无法搜

索到理想的大量信息， 但不能否认这种新型的信息

检索模式有着巨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为广大用户

提供更方便、 及时的个性化检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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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传与推广。 希望在更多的学校有链接；

希望更多的读者知道并使用； 希望更多的馆和馆员

加入到咨询服务中来。 除了本科院校， 面向数量更

多的高职高专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3） 计划建立安徽省光盘共享中心， 便于各校

使用； 同时， 在省数图会的门户网站上提供高校课

程资源共享平台试用： http://ahadl.org。
（4） 完善省数图业务及管理运行制度， 例如咨

询时间控制、 节假日咨询反馈处理方法、 文献传递

业务激励机制、 宣传推广队伍建设等。

（5） 文献资源方面， 根据第一年的资源经费情

况， 选择了一些具有联采可能性的数据库， 方案已

经收集， 正在对比和论证过 程 中 ;二 期 经 费 如 果 足

够， 将会考虑更多资源。

6 结束语

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在各位关心支持数字图

书馆事业的领导、 老师的关心下成立了， 但并不表

示数字图书馆的事业已经圆满结束。 各高校图书馆

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 合理统筹规划， 在以实体

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 大力整合、 开发和利

用数字文献资源， 在共建共享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实现安徽省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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