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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网页成为了网民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首要选择，然而中国互联网存

在着大量重复新闻网页的现象，对于提高用户体验以及新闻情报的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以

SpotSigs 算法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中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方法，在先行词选取阶段使用基础先行词与

优化先行词相结合的选择策略，从而降低了网页中的导航栏、广告等噪音对中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

的影响。以实际的中文新闻网页为实验数据集，通过准确率、召回率两项指标验证了基于 SpotSigs

算法的中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特别在相似度阈值较低的情况下具有较好的

性能。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news webpages become the primary choice for Internet 

users to lea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repetitive Chinese interne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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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 4 月我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

中国互联网经历了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95 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 53.2%[1]。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移动终端设备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

众把网络新闻作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首要选择，

网络新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影响也越来越广

泛。网络新闻也成为了政府引导社会舆论、与

公众沟通的良好平台，对其研究将会促进舆情

监测发展 [2]。

目前我国有多家大型网络新闻运营发布平

台，比如新浪、搜狐、腾讯、网易、新华网等。

为了提高点击率和增加流量等各种原因，每当

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各大新闻网站将争相报道 [3]。

虽然报道用语稍有差异，但事件内容从字面上

看基本一样，鲜有字面表达差别较大但意义表

达接近的情形发生。比如：网易新闻中一篇题

为《蔡英文对 “ 九二共识 ” 表态》的新闻与环球

网《蔡英文首对 “ 九二共识 ” 清晰表态》其字面

意思稍有不同，但是其新闻内容事件相同。据

不完全统计，中国的重复网页比例高达 25％ [4]。

转载以及重复报道对于网络舆情监测、资

源共享、扩大传播范围等是有益的，可以从中

揭示热点事件，更好地了解民意 [5]。但对于网

webpages, thus causing poor user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ies of data mining on news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a Chinese news webpages similarity detection approach on the basis of SpotSigs algorithm, which 

combines  basic and optimized anteceden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oise of navigation bar or advertisem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real-world Chinese news webpages indicated that our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detect similar Chinese news webpages in terms of precision and recall, especially for the case of low similarity 

threshold. 

Keywords：SpotSigs algorithm, news web pages, similarity detection, antecedents selection

络新闻聚合器的用户来说，将大大增加新闻阅

读的负担 [6]。为了提高对于网络新闻类开源情

报的分析，经常需要将网络新闻加工成熟语料，

但转载以及重复报道的新闻不利于熟语料的加

工。

经仔细分析，典型网络新闻页面一般由 4

部分组成：导航栏、新闻正文、广告栏、相关

新闻推荐等，大致布局结构如图 1 所示。

目前有大量相似性检测的算法被提出，甚

至被产品化，如论文抄袭检测、镜像页面识别

等。但由于导航栏、广告栏以及相关新闻推荐

等部分的存在，直接将原有算法用于新闻网页

相似性检测的效果通常并不理想 [7]，因此需要

专门研发针对新闻网页的相似性检测方法。

Theobald 等人 [8] 于 2008 年提出了一种针对英

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的 SpotSigs 算法，考虑

了英文中词的位置对于相似性检测的影响 , 从

论文的实验描述来看效果还不错。由于中文文

本相较于英文文本没有天然的词语边界，中文

先行词的选取则有些麻烦。因此本文尝试以

SpotSig 算法为基础，提出基础先行词与优化先

行词相结合的先行词选择策略，开展中文新闻

网页相似性检测研究工作，并洞察未来研究的

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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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 1 节从相似

性检测的三大步骤分别介绍相关研究工作。第

2 节介绍了 SpotSigs 算法的流程，第 3 节讨论

了利用 SpotSigs 进行中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

的方法，第 4 节给出算法在实际数据集上的性

能评测结果，最后是本文的总结与下一步的工

作。

图1  新闻网页的典型结构示意图

1  相关研究 

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网页相似性检测算法

被提出，根据原理不同将其分为两类：一类采

用基于字符串的比较方法。Border 等人 [9] 最

早提出 “Shingling” 为特征进行相似度检测，

将文档使用固定长度的特征序列来表示，基于

“Shingling”、“super-Shingling” 提 出 DSC,DSC-

SS 算 法。 随 后 的 COPS[10]、 KOALA[11] 等 文

本 检 测 系 统 也 都 使 用 了 这 种 方 法。2002 年

Chowdhury 等人 [12] 从过滤词语方面入手提出了

I-Match 算法，使用特征词典的方式来提取特征，

通过 IDF 技术对网页的噪音内容进行过滤。但

由于其不考虑低频词与高频词带来的影响，所

以精度不高。针对此问题，文献 [13] 利用随机

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

第二类基于词频统计。1995 年 Shivakumar

和 Garcia-Molina 提取单词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

为特征，建立了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的 SCAM

算 法 [14]， 随 后 又 提 出 了 dSCAM 算 法 [15]。

Gionis A 等人 [16] 提出了采用 LSH 技术，在高维

空间快速的进行相似性检测。随后 LSH 的改进

算 法、Hamming-LSH[17] 和 LSH-Tree[18] 等 算 法

被相继提出。Theobald 等人 [8] 提出了 SpotSigs

算法，通过提取英文中的停用词特征来对网页

的噪声内容进行过滤。之后 Mao 等人 [19] 提出

AF-SpotSigs、SizeSpotSigs 两 种 算 法 应 用 于 短

文本网页的相似性检测。Emre Varol 等人 [20] 提

出 CoDet 算法，在检测网页之间的包含关系方

面取得较好效果。

由此可见，目前网页相似性检测技术已经

有了长远的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中文网

页相似性检测还主要是借鉴已有的英文网页

相似性检测方法，将其应用于中文网页 [21]。

针对目前中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问题，就

目前查阅资料看，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还并

不完善 [22]。由于中文文本相较于英文文本其

没有天然语言边界，分词可能会破坏语义结

构 [23]，因而直接将英文相似度检测算法应用

于中文新闻网页的相似性检测可能不能取得

很好的效果。

目前关于网页相似性检测算法，关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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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AND RESEARCH探索与研究



2017 年第 3 卷   第 3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119

同在于特征提取与特征比较两个环节。本文通

过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总结，认为基

于 Spotsigs 算法对中文新闻网页进行相似性检

测是可行的，通过具有语义性的特征提取，在

一定阈值范围内可以更加准确地检测出相似网

页。

2  SpotSigs算法

SpotSigs 算法的流程如图 2 所示，该算法

在文档表示阶段使用先行词后一定距离与链长

的词语作为 Shingle，利用长度分区筛选候选对，

同时建立倒排索引来加快比较的速度。

图2  Spotsigs算法流程图

分区中文档相似度匹配部分伪代码如下：

1: Input: document vectors di with weighted spot 

signatures sij; partitions P with boundaries[pk,pk+1] 

and inverted lists listkj

2: pairs←Ø

3：for all di in random order of |di| using t threads 

in parallel do

4: partitionk←P.get(|di|)

5: sort all sij ∈ di by asc. document frequency 

in partitionk

6: δ1←0

7: checkeddi←Ø

8: for all sij ∈ di do

9:  listkj←partitionk.get(sij)

10：  δ2←0

11:  for  al l  di’ ∈ l is t kj sorted by 

descending |di’| do

12:   δ2←|di|–|di’|

13:   if di=di’ or di’ ∈ checkedi 

then

14:    continue

15:   else if δ2<0 and δ1–δ2>(1–

τ)|di’| then

16:    continue

17:   else if δ2 ≥ 0 and δ1+δ2> 

(1-τ)|di| then

18:    break

19:   else if sim(di,di’) ≥ τ then

20:    

pairs←pairs ∪ {<di,di’>}

21:    

checkedi←checkedi ∪ {di’}

22:   end if

23:  end for

24:  δ1←δ1+freqdi(sij)

25:  if δ1 ≥ (1–τ)max{|di’|}di’ ∈ partitionk-

checkedi then

26:   break

27:  end if

28: e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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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f pk+1–|di| ≤（1–τ）pk+1 then

30:  partitionk←P.get(pk+1)

31:  goto 6

32: end if

33: end for

34: return pairs

2.1  新闻网页特征表示

新闻网页所包含大量噪声不利于相似性检

测，有效的特征表示要尽可能多地滤掉噪声部

分，保留新闻正文部分的内容。经仔细分析，

Theobald 等人发现广告和导航栏等部分很少出

现停用词，而为了表达通顺，新闻正文会使用

大量的停用词，因此提出将停用词作为先行词，

在其后取一定距离与链长的词语作为 Shingle。

具体来说，首先定义一个先行词集合 C，

对 网 页 从 头 开 始 扫 描， 每 遇 到 一 个 先 行 词

c ∈ C，便从该先行词后面的第一个非先行词

开始取相对距离为 d 的非先行词，直到取到规

定个数 n，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束，得到该网

页的特征表示集合，如例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

同一个文档集中的所有文档需要取相同的链长

n 和距离 d。

例 1：对于如下一篇文章：The unified loan 

and return system in Chengdu was rolled out in 

2014 and gives local residents free access to all 

public library resources at all branches.

定 义 先 行 词 集 合 C={and, in, out, was, to, 

at}，取距离为 1，链长为 2 提取特征，得到特

征集合。S={and:return:system,in:Chengdu:rolled,

was:rolled:2014,out:2014:gives,in:2014:gives,and:

gives:local,to:all:public,at:all:branches}

2.2  基于长度分区的候选对筛选

给定相似度阈值，如果两篇新闻网页特征

表示集合的大小之比 |d1|/|d2|<τ（假设 |d1|≤|d2|）,

则这两篇新闻网页一定不相似。不难发现，基

于长度分区的候选对筛选方法会漏掉那些内容

相似但长度差别较大的新闻网页，比如简讯和

一般新闻。正是基于这种直观想法，Theobald

等人提出了一种最优分区方法，将所有文档按

长度进行分区，使得所有相似新闻网页只出现

在同一个或相邻的分区。这种分区方法与文档

本身无关，只与相似度阈值有关，如例 2 所示。

例 2：当网页集合中包含最多先行词的网页

含261个先行词时，τ=0.5，共划分为7个区间：[1,3], 

[4,9], [10,21], [22,45], [46,93], [94,189], [190,+∞]; 

τ=0.6，共划分为9个区间：[1,2], [3,6], [7,12], [13,22], 

[23,39], [40,67], [68,114], [115,192], [193,+∞]。

3  中文新闻网页相似度检测方法

考虑到中文新闻网页的特殊性，图 3 给出

了中文新闻网页相似度检测流程。

3.1  数据噪声

通过对中文新闻网页的深入分析发现（如图

1 所示），中文新闻网页存在两类对结果影响较

大的噪声：（a）导航栏、广告和其他新闻链接

标题等，这类噪声可以通过特征表示有效去除 ;

（b）极少部分新闻网页中包含相关阅读推荐的

长文本 , 此类文本与新闻正文看起来极像，对中

文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的结果影响较大，尤其是

对于新闻简讯。为了屏蔽第二类噪声的不利影响，

本文在爬取网页时剔除相关阅读层。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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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利用SpotSigs进行中文新闻网页相似度检测流程

3.2  中文分词

与英文新闻网页不同，中文新闻网页没有

天然的词语边界，因此相似性检测之前还需要

对中文新闻网页进行分词处理。本文采用的分

词工具为斯坦福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开发的

Stanford segmenter[24]，版本为 3.6.0。

3.3  停用词选择策略

为了提取到足够多的有效特征，需要先确

定先行词集合。鉴于其他新闻链接标题仍然含

有不少停用词，本文采用以下过程进行先行词

的选择：

（1）准备足够的适当网页，手工或定制模

板精确提取出网页中的文本层（即忽略了导航

栏、其余新闻标题链接等）。

（2）将网页中的词与通用停用词表 [25] 求

交集，计算在网页中出现的停用词及其频次。

（3）将网页中的文本层与通用停用词表求

交集，计算在纯文本中出现的停用词及其频次。

（4）对于每一个文本层中出现的停用词，

计算其频次 t1 与出现在整个网页中的频次 t2 的

商。选取 t1/t2>n1（n1>0.6）且出现频次较高的停

用词作为基础先行词，使用这些先行词可在相

似度阈值较低的情况下检测出相似对。选取 t1/

t2>n2（n2>0.8）的词作为 “ 优化 ” 先行词，使用

这些先行词提升相似网页之间的相似度。

4  实验结果及讨论

4.1  实验数据及预处理

实验数据来自于搜狐、腾讯、新浪和网易

四大门户网站，按政治、体育、军事、财经和

生活五个频道随机选取 125 个新闻网页。其中

搜狐新闻网页 34 个，腾讯新闻网页 28 个，新

浪新闻网页 35 个，网易新闻网页 28 个。经人

工标注发现，不与其他网页重复的网页有 49 个，

两个为一组的重复网页 16 组，3 个一组的有 12

组，4 个一组的有 2 组。只有新浪新闻中包含

推荐新闻部分，本文在相似性检测之前去除了

其中的推荐新闻层。

4.2  停用词选择

对数据集的网页进行处理，选取在文本层

出现频次大于 900 次且在网页中出现频次占比

例大于 0.65 的 4 个停用词 “ 的 ”、“ 是 ”、“ 在 ”、

“ 了 ” 作为基础先行词。出现频次以及比例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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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选取的基础先行词在文本层、网页中的频次及其

比例

基础先行词
在文本层中出现

频次 t1
在网页中出现频次 t2 t1/t2

的 4066 6038 0.67

在 1127 1652 0.68

了 1081 1471 0.73

是 897 1340 0.67

使用基础先行词可以在网页集合中检索出

重复网页，但是由于网页中广告、推荐阅读等

栏目的存在，其召回率较低，且检出的相似对

的 Jaccard 相似度较低。故选取 t1/t2>0.9 的停用

词作为 “ 优化 ” 先行词，降低噪音影响。一共

有如 “ 仍然 ”、“ 据 ”、“ 此外 ” 等先行词 207 个。

最终使用的先行词一共 211 个。

4.3  实验过程及结果

本文令链长 n = 1，距离 d = 1，将新闻网

页表示成 Shingle 集合，网页中最少包含 5 个先

行词，最多有 261 个先行词，在时共划分得到

9 个 区 间， 分 别 为：[1,2], [3,6], [7,12], [13,22], 

[23,39], [40,67], [68,114], [115,192], [193,+∞]，

网页之间相似度采用 Jaccard 多重集合相似度来

计算，如例 3 所示。

例 3：实验数据中有搜狐、腾讯、网易、新

浪的四个网页《中国农村：“80 后 ” 不会种地 “90

后 ” 不提种地》《中国农村现状：老人妇女是

主力 不再指望种地致富》《真实农村：老人妇

女成种地主力 流转成本大涨》《农业大县种地

调查：粮食价格走低 土地流转遇冷》，其内容

皆为反映河南延津县农村土地使用现状，其中

分别提取出 72、69、63、146 个特征，均出现 { 是：

主力 }、{ 的：司寨乡 }、{ 据：了解 } 等特征。

在阈值 τ=0.6 时，四篇网页位于 [68,114]、[115、

192] 两个相邻分区。其 Jaccard 相似度分别为（按

前文出现顺序编号，括号内为相似度，均保留

了三位小数）1-2（0.903）、1-3（0.887）、1-4（0.747）、

2-3（0.955）、2-4（0.773）、3-4（0.806）。

图4  LSH及使用两种先行词选择策略的SpotSigs算法准确率，召回率随相似度阈值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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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发现，阈值 τ=0.6 时有 3 对假阴性

结果，在阈值 τ=0.5 时可检测出所有相似新闻

对。具体来说，共有 65 对相似新闻网页对被检

测出来，其中相似度高于 0.8 的新闻网页对占

78.6%。其中，军事类平均相似度为 0.786，体

育类 0.823，政治类 0.921，生活类 0.839，财经

类 0.837。在政治类新闻检测效果最好，军事类

新闻评价相似度较低，与数据集中军事类新闻

网页大部分为军事简讯，文本较短有关。

为了更好的观察 SpotSigs 的性能，实验使

用 LSH 算 法（k=6, l=32） 进 行 比 对。 图 4 给

出 LSH 与使用两种先行词选择策略的 SpotSigs

算法的准确率、召回率随相似度阈值变化的曲

线。不难发现，使用优化先行词之后 SpotSigs

算法的召回率会有稍许提升。当相似度阈值在

0.35–0.6 时，两个算法都显示较好的效果。当

相似度阈值在 0.35-0.5 时，Spotsigs 可以准确检

测出所有的真阳性中文新闻网页对，而且不包

含假阳性的结果 ,LSH 则不能完全检测出所有真

阳性中文新闻网页对。在相似度阈值为 0.1–0.35

时，LSH 则有更高的准确率。结果证明，在相

似度阈值较低的情况下，基于 SpotSigs 的中文

新闻相似性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所有相似网页。

5  结语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网络新闻的发布

和阅读变得方便、快捷，网络新闻也成了政府

引导舆论并与公众交流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

新闻中存在着大量的转载、重复现象 [26]，对新

闻聚合器以及开源情报分析等工作带来不利影

响。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针对日益冗余的中文

新闻网页相似性检测工作。对于中文新闻网页

中存在广告、导航栏等噪声影响以及中文区别

于英文的语言特性 [27]，在原有 SpotSigs 算法的

基础上，提出针对中文新闻网页的相似度检测

方法，并对方法进行了实例研究验证。验证结

果表明，本文所设计方法可以有效检测相似中

文新闻网页，特别是在相似度阈值较低的情况

下具有极好的性能，且对长篇新闻网页的检测

效果较之短篇新闻网页要好。

当然，由于本文所使用实验数据的规模较

小，尚难以判断本文所提方法是否适应大数据

时代的要求，未来将尝试以众包（crowdsourcing）

的方式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相似中文新闻网页的

标注语料，以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伸缩性。另外，

如何对简讯与一般新闻网页进行相似检测也是

下一步的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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