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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of web page denoising based on template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his method divides web page noise into common noise and personalized noise. Firstly, a 
template library from the web page collection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mmon noise of web page will 
be removed by using the template. And then, the features for block-level labels are calculated, with 
which the SVM model is trained. Finally, the trained SVM model is used to divide block-level labels in-
to noise and main text,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denoising.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move the 
copyright, navigation, advertising and other noise information in the web page. Compared with the 
pure use of SVM for web page denoising, both accuracy and recall rate of this method we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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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模板和支持向量机(SVM)协同工作的网页去噪方法。该方法将网页噪声分为公共噪声

和个性化噪声两类。首先从网页集合中建立模板库，利用模板去除网页公共噪声。对于剩下的个性化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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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先计算块级标签特征，利用这些特征训练SVM模型，最后用训练好的SVM模型将块级标签分为噪声

和正文两类，达到去噪目的。该方法能够有效去除主题型网页中的版权、导航、广告等噪声信息。与单

纯使用SVM进行网页去噪相比，查准率和查全率上均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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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eb 网页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已成为搜索引擎、舆情分析、问答系统等文本分析领域的天然数

据矿场，但 Web 网页中同时掺杂着与正文内容无关的信息，例如：网页版权信息、广告、导航栏等。如

何抽取网页正文内容，去除上述“网页噪声”，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网页去噪的方法主要包括：

基于规则的方法、基于模板的方法、基于视觉信息的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方法需要人

工分析网页，手工构建规则，应用受限。基于模板的方法过于呆板，拓展性差。基于视觉信息的方法对现

在以 DIV + CSS 为主流布局的网页不太适用且效率低下。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依赖于所选取的样本特征，

对于短文本噪声识别度低。本文分析了网页噪声规律，将网页噪声分为公共噪声和个性化噪声。由于公共

噪声内容固定且文本较短，利用模板法先行对公共噪声去噪，效率高、识别准，能弥补 SVM 对包含短文

本噪声的标签块识别不准的问题。同时，利用 SVM 对个性化噪声去噪提高了模板法去噪的拓展性。 

2. 研究现状 

文献[1]综述了网页去噪方法，从模型数量的角度，将网页去噪分为多模型网页去噪和单模型网页去噪

两类。文献[2]主要通过启发式规则去噪，将文档斜率曲线中的“高地”部分确定为正文内容。文献[3]单纯

利用模板的方法，首先得到一个文本字符流，选择大小为 W 的窗口在字符流上滑动，每次滑动结果称为一

个 Shingle，通过计算 Shingle 集中不同 Shingle 的频率来确定模板，最后通过模板筛选噪声，剩下的内容即

为正文内容。文献[4] [5] [6]基于视觉特征对网页去噪，提出了经典算法 VIPS，文献[7]对 VIPS 进行了改进，

利用样式特性对样式树进行权重标注，提取正文内容。文献[8]-[15]主要利用了机器学习的方法，将网页去

噪问题当作分类问题处理，特别是文献[12]的方法，利用支持向量机对网页去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文提出的基于模板和 SVM 协同工作的网页去噪方法，结合模板法和支持向量机对网页去噪的优点，

有以下优势： 
1) 为每个网站建立模板库，对该网站的公共噪声，诸如：版权信息，部分导航信息去噪，有较精准

的去噪能力。 
2) SVM 对网站的个性化噪声，诸如：广告等去噪，有较好的适应性，弥补了模板法去噪呆板，不灵

活的缺点。 

3. 网页数据准备 

本文预先爬取了各大主流新闻网站网页共 3000 篇，网页量分布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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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Web page volume distribution 
表 1. 网页量分布 

序号 网站名 网页量 

01 光明网 500 

02 今日头条 800 

03 凤凰网 300 

04 搜狐新闻 600 

05 腾讯新闻 800 

总计  3000 

4. 建立模板库 

本文将网页噪声分成公共噪声和个性化噪声两类。来自同一网站的不同网页通常有着一些共同信息，

比如网站版权信息，此外，由于现代网页通常基于一套样式模板来开发，以保持网站的风格性和美观性，

所以这些共同信息还包括统一风格的导航栏，保持网页结构的模板化信息等，这部分噪声称为公共噪声，

其他噪声称为个性化噪声，如图 1。其中，红框中内容为公共噪声，绿框中内容为个性化噪声，黑框中

内容为正文。由于公共噪声内容固定，利用模板法直接进行比对能精准快速的对其进行识别。 
 

 
Figure 1. Category of web page noise 
图 1. 网页噪声分类 
 

通过 URL 前缀可识别网页的所属网站。下面为网站 X 建立模板库： 
1) 初始化已处理网下标 i = 1，每批次处理计数 count = 1。初始化标签集合 S 为空集，S 中的标签记

为 Sk(k = 1, 2, 3, …)，该标签的频次记为 Fk。 
2) 处理该网站下的第 i个网页Xi(i = 1, 2, 3, …)。将网页Xi的标签记为XiTj(j = 1,2,3,…,m)。设定 j = 1。

对于 XiTj，依次与 S 中的所有标签比较，查看是否有标签名相同，内容相近的标签。若存在标签 Sn 与

XiTj 标签名相同，内容相近，则 Fn++，否则将 XiTj 加入 S。j+ = 1，直到处理完 Xi 的所有标签。 
3) 处理完 Xi 后，判断 count 是否达到阈值 N1。若没有达到，则 Xi+ = 1，count+ = 1。返回步骤 2，

处理下一个网页。否则进入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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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 S 中所有标签的频次 Fk，若 Fk 达到阈值 N2，则将其对应的标签 Sk 持久化为模板，同时置

count = 1，清空缓存集 S，返回步骤 2，进入下一批次的网页处理，直到处理完在该网站下爬取的所有网

页。 
例如，网站 X 中可能的两篇网页的部分 HTML 代码如图 2。处理完后，缓存集中的结果如表 2： 

 

 
Figure 2. A part of web page code 
图 2. 某网页部分代码 
 
Table 2. Labels in cache S 
表 2. 缓存集 S 中的标签 

序号 叶子标签名 内容 频次 

01 a 中国 2 

02 a 国际 2 

03 a 军事 2 

04 a 观点 2 

05 a 专题 2 

06 div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参考消息网的观点，参考消息… 1 

07 span 来源：新华社 2 

https://doi.org/10.12677/csa.2020.101007


严金承，王运锋 
 

 

DOI: 10.12677/csa.2020.101007 55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Continued 

08 p 责任编辑：张越 1 

09 p 正文部分 A 1 

10 p 正文部分 B 1 

11 p 正文部分 C 1 

12 p 国新网备 2012001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2 

13 a 广告 A 1 

14 a 广告 B 1 

15 div 有消息称… 1 

16 span 责任编辑：王兵 1 

 

N1、N2、判断文本内容相近算法的选取对模板库质量有重要的影响。N1 过小，统计后，公共噪声

标签频次与正文内容标签频次差别将会很近，导致没有合适的 N2 值对二者进行区分，无法识别出公共

噪声。N1 过大将大大增加算法的计算量，导致性能降低。 
缓存集大小与正文内容和公共噪声的频次关系如图 3，可以看出正文内容和个性化噪声在频次统计

中不会高于 3，故在 N1 适中的情况下，比如取到 10，将 N2 设置为 3 可很好的区分公共噪声。 
 

 
Figure 3. Cache set size-category center diagram 
图 3. 缓存集大小-类别中心关系图 

 
对于文本内容相近的判断，可借用编辑距离算法[13]。为保证模板库中模板的准确性，本文采用较为

严格的策略，以两文本中文本长度较短的文本作参照，对于文本长度不超过 8 的文本，可将编辑距离设

定为 0，即文本必须相同，才判断为相近。对于文本长度超过 8 的文本，每超过 8 个字，可增加一个编

辑距离。若用 D 表示文本 TA 和文本 TB 的编辑距离，即：D ≤ (Min(Len(TA)，Len(TB)))/8 时，可判断为

TA、TB 相近。其中，Len()表示获取文本长度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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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签特征化 

将网页去噪问题当作分类问题，即要利用 SVM 分类器将每个标签及其内容分为噪声和非噪声两类。

经统计，噪声内容和非噪声内容一般聚集在某块级标签内，故本文以块级标签为单位计算标签特征。网

页中块级标签主要包括：body 标签、section 标签、div 标签。在计算特征时，要去掉嵌套在块级标签的

其他块级标签内容。例如，对于如 2 中所述网页，在计算 body 标签的特征时，要抛开其中嵌套的 div 标

签。下面介绍各特征属性及计算方法。 

5.1. 特征计算方法 

1) 外部文本长度比率。外部文本长度比率 R1 是块级标签内所有文本长度 innerLen 和整个 HTML 页

所有文本长度 outerLen 的比值，统计发现，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内所有文本长度占全文所有文本长

度的比重一般较大，故标签 R1 特征往往较大。 
2) 链接文本长度比率。链接文本长度比率 R2 是块级标签内所有链接文本长度 innerLinkLen 和整个

HTML 页所有链接文本长度 outerLinkLen 的比值，统计发现，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所有链接文本长

度占全文所有链接文本长度的比重一般较小，故标签 R2 特征往往较小。 
3) 链接标签数量比率。链接标签数量比率 R3 是块级标签内 a 标签数量 innerLinkNum 和整个 HTML

页 a 标签数量 outerLinkNum 的比值，统计发现，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内 a 标签数量占全文 a 标签数

量比重一般较小，故标签 R3 特征往往较小。 
4) 图片标签数量比率。图片标签数量比率 R4 是块级标签内 img 标签数量 innerPicNum 和整个 HTML

页 img 标签数量 outerPicNum 的比值，统计发现，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内 img 标签数量占全文 img
标签数量比重一般较小，故标签 R4 特征往往较小。 

5) 内部文本长度比率。内部文本长度比率 R5 是块级标签内链接文本长度 innerLinkLen 和块级标签

内所有文本长度 innerLen 的比值，统计发现，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内链接文本长度占块级标签内所

有文本长度比重一般较小，故标签 R5 特性往往较小 

5.2. 数据平滑化 

计算上述标签特征时，可能遇到分母为 0 的情况。为简单起见，本文引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加法

平滑方法[16]，在计算上述标签特征时，分母统一加上 1。该方法对最终的计算结构影响不大，又避免了

除 0 情况的发生。平滑后各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innerLen1
outerlen 1

innerLinkLen2
outerLinkLen 1

innerLinkNum3
outerLinkNum 1

innerPicNum4
outerPicNum 1
innerLinkLen5
innerLen 1

R

R

R

R

R

 = +
 = +


=
+


= +

 = +

 

5.3. 特征计算示例 

以图 2 中网页 1 所示代码为例，计算各块级标签统计量和特征，其结果如表 3 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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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s of block label 
表 3. 各块级标签统计量 

序号 标签名 文本长 链接文本长 a 标签数 img 标签数 

01 body 6 6 2 0 

02 div 10 10 5 0 

03 div 83 0 0 0 

04 div 13 0 0 0 

05 div 15 0 0 1 

06 div 65 0 0 0 

总计 全文统计 192 16 7 1 

 
Table 4. Features of block label 
表 4. 各块级标签特征 

序号 标签名 R1 R2 R3 R4 R5 

01 body 0.031 0.353 0.25 0 0.857 

02 div 0.052 0.588 0.625 0 0.909 

03 div 0.430 0 0 0 0 

04 div 0.067 0 0 0 0 

05 div 0.078 0 0 0.5 0 

06 div 0.336 0 0 0 0 

注：总计结果略小于 1 的原因由数据平滑造成。 

6. 数据训练及模型生成 

1) 数据标注。对第 1 章爬取的所有网页进行特征计算后，采用人工标注的方式，标注其块级标签中

的内容是否为正文内容。 
2) 保证正负样本均衡。一般来说，某网页正文内容块级标签较少，噪声块级标签较多。故爬取得到

的噪声样本将远远多于正文样本。在训练前对噪声样本进行抽样，保证正负样本数量均衡。 
3) 确定 SVM 核函数[17]，由于训练样本中特征数量较少，故采用径向基核函数将样本映射到更高纬

空间，可以取得更好效果。 
4) 确定模型参数。采用 10 折交叉验证法进行训练，确定最终模型参数，保证参数较优。 

7. 协同去噪方法 

该方法分为两阶段对网页进行去噪，具体步骤为： 
1) 通过网页的 URL 前缀找到对应网站模板库。 
2) 遍历待去噪网页的所有标签，若该标签与模板库中某标签的标签名相同，且文本内容相近。则认

为该标签所含内容为公共噪声，将这些标签删除，即除去了公共噪声。内容相近的判断方法与第 3 章所

描述的方法一样。 
3) 经过步骤 1 后，按第 4 章的方法计算网页剩余的块级标签特征，送入训练好的 SVM 模型进行识

别。包含噪声的块级标签标记为 0，包含正文内容的块级标签标记为 1。 
4) 保留标记为 1 的块级标签，将其所包含的内容提取出来，去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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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验结果与分析 

8.1. 评价指标 

以叶子标签为单位，对协同方法去噪结果采用查准率和查全率[18]进行评价。由于 SVM 模型对块级

标签进行分类，故将块级标签下的叶子标签分类结果设为该块级标签分类结果。下面通过混合矩阵介绍

这两种评价指标，如表 5： 
 
Table 5. The mixed matrix 
表 5. 混合矩阵示意 

 判定位正文 判定为噪声 

实际为正文 TP FN 

实际为噪声 FP TN 

 

根据上述混合矩阵，查准率 P 和查全率 R 的计算方式如下： 

TPP
TP FP

=
+

                                        (1) 

TPR
TP FN

=
+

                                        (2) 

8.2. 实验结果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本文采用第 6 章介绍的方法对爬取的 3000 篇网页进行去噪，其结果如表 6： 
 
Table 6. The result of de-noising 
表 6. 协同方法去噪结果 

网页来源 网页量 查准率/% 查全率/% 

光明网 500 96.2 95 

今日头条 800 97.6 98.2 

凤凰网 300 95.4 94.4 

搜狐新闻 600 94.9 96.3 

腾讯新闻 800 95.5 96.7 

 

为说明协同去噪方法对去噪效果的提升，本文与文献[15]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如表 7： 
 
Table 7. The result of comparing 
表 7. 对比实验结果 

方法 网页量 查准率/% 查全率/% 

本文 3000 96 96.5 

文献[15] 3000 94.7 90.2 

8.3. 实验分析 

从实验结果来看，本文方法在查准率和查全率都有较好的表现。对于搜狐新闻，查准率略低，是因

为爬取的网页中有较多的链接型网页和图片型网页，所以本文方法对于主题型网页有较好的效果，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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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型和链接型网页表现略差。与文献[12]方法的对比实验中，本文方法在查全率上有明显提升，是因为

文献[12]需要对正文信息定位，一是可能发生定位错误，二是有少许正文信息存在于主要 div 标签之外。

其次，查准率的略微提升得益于模板法对固定短小的公共噪声识别有较高的准确性，弥补了单纯使用

SVM 不能较好的识别短文本噪声的不足。 

9.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模板与 SVM 协同工作的网页去噪方法，利用事先建立好的模板库识别网页中的公共噪声

信息，再通过 SVM 模型对网页中个性化噪声进行识别。实验表明，该方法整体效果较好。但是本文在训

练 SVM 模型时，计算的标签特征量较少，没有结合文本内容的语义信息进行考虑。其次，SVM 模型识

别阶段是以块级标签为单位，对于块级标签中正文内容和噪声信息混合的情况，无法将二者分开，后续

将对这些内容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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