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科普】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caoz  于 2016-12-12 21:05:43 发布  493  收藏 1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aoz/article/details/89522644
版权

昨天的文章 全球化的误区，本地化的机会 ，评论里，有人说，搜索引擎技术似乎不需要本地化，这一看就是彻
底不懂这个领域的人讲的。当然，实话说，如果有人说，google在中文本地化方面做得非常好，我是可以部分
同意的，同意的比例可能会比google工程师少一些。但我相信google工程师也会告诉你，搜索引擎是需要本地
化的。

今天写篇科普文，讲讲搜索引擎的技术机理和市场竞争的一些特点。当然，作为从事或有兴趣从事流量运营的

朋友，是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本文。

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架构，大体包括以下三块，第一，是蜘蛛/爬虫技术；第二，是索引技术；第三是查询展现
的技术； 当然，我不是搜索引擎的架构师，我只能用比较粗浅的方式来做一个结构的切分。

1、 蜘蛛，也叫爬虫，是将互联网的信息，抓取并存储的一种技术实现。

搜索引擎的信息收录，很多不明所以的人会有很多误解，以为是付费收录，或者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提交技巧，

其实并不是，搜索引擎通过互联网一些公开知名的网站，抓取内容，并分析其中的链接，然后有选择的抓取链

接里的内容，然后再分析其中的链接，以此类推，通过有限的入口，基于彼此链接，形成强大的信息抓取能

力。

有些搜索引擎本身也有链接提交入口，但基本上，不是主要的收录入口，不过作为创业者，建议了解一下相关

信息，百度，google都有站长平台和管理后台，这里很多内容是需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对待的。

反过来说，在这样的原理下，一个网站，只有被其他网站所链接，才有机会被搜索引擎抓取。如果这个网站没

有外部链接，或者外部链接在搜索引擎中被认为是垃圾或无效链接，那么搜索引擎可能就不抓取他的页面。

分析和判断搜索引擎是否抓取了你的页面，或者什么时候抓取你的页面，只能通过服务器上的访问日志来查

询，如果是cdn就比较麻烦。 而基于网站嵌入代码的方式，不论是cnzz，百度统计，还是google analytics，都
无法获得蜘蛛抓取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不会触发这些代码的执行。

一个比较推荐的日志分析软件是awstats。

在十多年前，分析百度蜘蛛抓取轨迹和更新策略，是很多草根站长每日必做的功课，比如现在身价几十亿的知

名80后上市公司董事长，当年在某站长论坛就是以此准确的分析判断而封神，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站长圈的
一代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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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蜘蛛的话题，并不只基于链接抓取这么简单，延伸来说

第一，网站拥有者可以选择是否允许蜘蛛抓取，有一个robots.txt的文件是来控制这个的。

一个经典案例是 https://www.taobao.com/robots.txt

你会看到，淘宝至今仍有关键目录不对百度蜘蛛开放，但对google开放。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 http://www.baidu.com/robots.txt

你看出什么了？你可能什么都没看出来，我提醒一句，百度实质上全面禁止了360的蜘蛛抓取。

但这个协议只是约定俗成，实际上并没有强制约束力，所以，你们猜猜，360遵守了百度的蜘蛛抓取禁止么？

第二，最早抓取是基于网站彼此的链接为入口，但实际上，并不能肯定的说，有可能存在其他抓取入口，比如

说，

客户端插件或浏览器， 免费网站统计系统的嵌入式代码。

会不会成为蜘蛛抓取的入口，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跟很多创业者说，中国做网站，放百度统计，海外做网站，放google analytics，是否会增加搜索引擎对
你网站的收录？我只能说猜测，有这个可能。

第三，无法被抓取的信息

有些网站的内容链接，用一些javascript特殊效果完成，比如浮动的菜单等等，这种连接，有可能搜索引擎的蜘
蛛程序不识别，当然，我只是说有可能，现在搜索引擎比以前聪明，十多年前很多特效链接是不识别的，现在

会好一些。

需要登录，需要注册才能访问的页面，蜘蛛是无法进入的，也就是无法收录。

有些网站会给搜索特殊页面，就是蜘蛛来能看到内容（蜘蛛访问会有特殊的客户端标记，服务端识别和处理并

不复杂），人来了要登录才能看，但这样做其实是违反了收录协议（需要人和蜘蛛看到的同样的内容，这是绝

大部分搜索引擎的收录协议），有可能遭到搜索引擎处罚。



所以一个社区要想通过搜索引擎带来免费用户，必须让访客能看到内容，哪怕是部分内容。

带很多复杂参数的内容链接url，有可能被蜘蛛当作重复页面，拒绝收录。

很多动态页面是一个脚本程序带参数体现的，但蜘蛛发现同一个脚本有大量参数的网页，有时候会给该网页的

价值评估带来困扰，蜘蛛可能会认为这个网页是重复页面，而拒绝收录。还是那句话，随着技术的发展，蜘蛛

对动态脚本的参数识别度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但这个催生了一个技术，叫做伪静态化，通过对web服务端做配置，让用户访问的页面，url格式看上去是一个
静态页，其实后面是一个正则匹配，实际执行的是一个动态脚本。

很多社区论坛为了追求免费搜索来路，做了伪静态化处理，在十多年前，几乎是草根站长必备技能之一。

爬虫技术暂时说到这里，但是这里强调一下，有外链，不代表搜索蜘蛛会来爬取，搜索蜘蛛爬取了，不代表搜

索引擎会收录；搜索引擎收录了，不代表用户可以搜索的到；

site语法是检查一个网站收录数的最基本搜索语法，我开始以为是abc的常识，直到在新加坡做一些创业培训后
交流才发现，大部分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或者有兴趣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对此并不了解。

一个范例，百度搜索一下 site:4399.com

2、索引系统

蜘蛛抓取的是网页的内容，那么要想让用户快速的通过关键词搜索到这个网页，就必须对网页做关键词的索

引，从而提升查询效率，简单说就是，把网页的每个关键词提取出来，并针对这些关键词在网页中的出现频

率，位置，特殊标记等诸多因素，给予不同的权值标定，然后，存储到索引库中。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关键词。

英文来说，比如 this is a book，中文，这是一本书。

英文很自然是四个单词，空格是天然的分词符，中文呢？你不能把一句话当作关键词吧（如果把一句话当作关

键词，那么你搜索其中部分信息的时候，是无法索引命中的，比如搜索一本书，就搜索不出来了，而这显然是

不符合搜索引擎诉求的）。所以要分词。

最开始，最简单的思路是，每个字都切开，这个以前叫字索引，每个字建立索引，并标注位置，如果用户搜索

一个关键词，也是把关键词拆成字来搜索再组合结果，但这样问题就来了。



比如搜索关键词 “海鲜”的时候，会出现结果，上海鲜花，这显然不是应该的搜索结果。

比如搜索关键词 “和服”的时候，会出现结果，交换机和服务器。

这些都是蛮荒期的google也不能幸免的问题。

到后来有个梗，别笑，这些都是血泪梗，半夜电话过来，说网监通过搜索发现你社区有淫秽内容要求必须删

除，否则就关闭你的网站，夜半惊醒认真排查，百思不得其解，苦苦哀求提供信息线索，最后发现，有人发了

一条小广告，“求购二十四口交换机” 。 还有，涉嫌政治敏感，查到最后 “提供三台独立服务器”，  看出其中敏
感词了没？你说冤不冤。 这两个故事可能并不是真的，因为都是网上看到的，但是我想说，类似这样的事情真
的有，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所以，分词，是亚洲很多语言需要额外处理的事情，而西方语言不存在的问题。

但分词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比如几点，1：如何识别人名？2、互联网新词如何识别？比如 “不明觉厉”。3、中英
混排的坑，比如QQ表情。

做一个分词系统，说到底也不难，但是要做一个自动学习，与时俱进，又能高效率灵活的分词引擎，还是很有

技术难度的。  当然，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不敢妄言了。

现在机器学习技术发达了，特别是google在深度学习领域拥有领先优势，以前很多通过人工做标定，做分类的
工作可以交给算法完成，从某种意义来说，本地化的工作可以让机器学习去完成；未来，也许深度学习技术可

以自己学习掌握本地化的技巧。 但我想说两点，第一，从搜索引擎发展历史看，在深度学习技术还没成熟的情
况下，本地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决定竞争成败的要素；第二，即便现在深度学习已经很强

大，基于当地语言的人工参与，标定，测试，反馈，一些本地化的工作依然对深度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拥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索引系统除了分词之外，还有一些要点，比如实时索引，因为一次索引库的更新是个大动静，一般网站运营者

知道，自己网站内容更新后，需要等索引库下一次更新才能看到效果，而且索引库针对不同权重的网站内容，

更新的频次也不太一样。 但诸如一些高优先的资讯网站，以及新闻搜索，索引库是可以做到近似实时索引的，
所以我们在新闻搜索里，几分钟前的信息就已经可以搜索到了。

我以前经常吐槽一个事情，我在百度空间发表的文章，每次都是google率先索引收录，当时他们的解释是，猜
测是因为很多人通过google阅读器订阅我的博客，而google阅读器很可能是google快速索引的入口。（然并
卵，百度空间已经没有了，google阅读器也没有了。）

索引系统的权值体系，是所有SEOER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经常通过不同方式组合策略，观察搜索引擎的收
录，排名，来路情况，然后通过对比分析整理出相关的策略，这玩意说出来可以开很长一篇了，但今天就不提

了。



但我说一个事实，很多外面的公司，做SEO的，会误认为百度里面的人熟悉这里的门道和规律，很多人高价去
挖百度的搜索产品经理和技术工程师去做SEO，结果，呵呵，呵呵。 而外面那些草根创业者，有些善于此道
的，真的比百度的人还清楚，搜索权值的影响关系，和更新频次等等，比如前面说到的，身价几十亿的那个80
后创业者。

基于结果反推策略，比身在其中却不识全局的参与者，更能找到系统的关键点，有意思不。

3、查询展现

用户在浏览器或者在手机客户端输入一个关键词，或者几个关键词，甚至一句话，这个在服务端，应答程序获

取后处理步骤如下

第一步，会检查最近时间有没有人搜索过同样的关键词，如果存在这样的缓存，最快的处理是将这块缓存提供

给你，这样查询效率最高，对后端负载压力最低。

第二步，发现这个输入查询最近没有搜索，或者有其他条件的原因必须更新结果，那么会将这个用户输入的

词，进行分词，没错，如果不止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的情况下，应答程序会又一次分词，将搜索的查询

拆成几个不同的关键词。

第三步，将切分后的关键词分发到查询系统中，查询系统会去索引库查询，索引库是个庞大的分布式系统，先

分析这个关键词属于哪一块哪一台服务器，索引是一种有序的数据组合，我们用可以用近似二分法的方式思

考，不管数据规模多大，你用二分法去查找一个结果，查询频次是log2(N)，这个就保证了海量数据下，查询一
个关键词是非常快非常快的。 当然，实际情况会比二分法复杂很多，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而已，再复杂些不是
我不告诉大家，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呢。

第四步，不同关键词的查询结果（只是按权值排序的部分顶部结果，绝对不是全部结果），基于权值倒序，会

再汇总在一起，然后把共同命中的部分反馈回来，并做最后的权值排序。

记住，搜索引擎绝对不会返回所有结果，这个开销谁都受不了，百度也不行，google也不行，翻页都是有限制
的。

再记住，如果你多个关键词里有多个不同品类冷门词，搜索引擎有可能会舍弃其中一个冷门词，因为汇总数据

很可能不包含共同结果。搜索技术不要神话，这样的范例偶尔会出现。



这是三大部分，多说一点，其实还有第四部分。

用户点击行为采集和反馈部分

基于用户的翻页，点击分布，对搜索结果的优劣做判定，并对权值做调整，但这个早期搜索引擎是没有的，后

面才有，所以暂时不列为必备的三大块。

此外，一些对搜索优化的机器学习策略，对易混词识别，同音词识别等等，相当部分也都基于用户行为反馈进

行，这是后话，这里不展开。

关于第四部分，我以前说过一个词，点击提权，我说这个词价值千金，我猜很多人并没理解。没理解就好，要

不我要被一些同行骂死了。

以上是单指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和一些技术逻辑，当然，只是入门级的解读，毕竟再深入就不是我能讲解的

了。

但搜索引擎的本地化，并不局限于搜索技术的本地化。

百度的强大，不只是搜索技术，当然有些人会说百度没有搜索技术，这种言论我就不争论了，我不试图改变任

何人的观点，我只列一些事实而已。

百度的强大还来自于两大块，第一是内容护城河，第二是入口把控。

前者是百度贴吧，百度mp3，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文库

后者是hao123和百度联盟。

这两块都是本地化，google进中国的时候，在这两块都有动作

投资天涯，收购265，以及大力发展google联盟，这些都是本地化。

此外，重申一下，百度全家桶的出现以及，百度全家桶和hao123的捆绑，是360崛起之后的事情，hao123从百
度收购到360崛起之前，一直风平浪静的没做任何推广和捆绑，从历史事实而言，请勿将本地化等同于流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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