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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路迅速發展之下，資料量日益增多，

使得搜尋結果中常常找到許多並非符合使

用者需求或網頁鏈結失效的資訊；因此，

本研究為了克服資訊來源失效與提升資料

搜尋之準確度，故以 RSS 和語意網路技

術為基礎，提供一個自然語言查詢和新聞

事件關聯與追蹤模組，以建置一個異質資

料元處理的中介系統，希望提供高準確性

的搜尋技術和完整的資訊整合。首先收集

目前存在於網際網路上的 RSS 文件並加

以整理分類，再利用本體論對資源描述的

能力進行推論，得到相關資訊並產生語意

註解的文件，而使得搜尋上更能提升其準

確性;另一方面，自然語言和新聞事件能夠

讓使用者提升其便利性，並且在使用者介

面上利用 Ajax 技術，達到即時的互動，並

有效的整合功能，提供使用者真正需要且

有用的資訊，提升系統整體搜尋的品質與

效率。 

 

關鍵字：語意網路、自然語言查詢、事件

追蹤、本體論、註解。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is more and more abundant than 
ever. This causes the problems that search 
results on Internet often can’t meet users’ 
demand and failure of website link. To solve 
the mentioned problems, we adapt the 
technology of RSS and Semantic Web. In 
this paper, the goal is to build an 
intermediary heterogeneous data processing 
system that provides high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the Internet search results. First, 
the RSS document will be collected and be 
filtered to some classification. Second, the 
ontology of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will be 
used to complete the machine reasoning. We 
also use the annotation of documents to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what users really 
want to g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sign of 
news event tracking and query by design 
natural language provide more efficient user 
interaction and searching results. 

 
Keywords ： Semantic Web, Ontology, 

Annotation, event tracking, 
Natur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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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第一代的全球資訊網起初只是為了分

享資料，但隨著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資

料量不斷的增加，以致於想要在廣大的網

路中，找尋到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料，往

往不是那麼容易的，因此，為了提高資料

搜尋的準確性，有學者提出當網路的資源

漸趨龐大的同時，需要有一個可以理解網

路上資訊的機器。 

近年來的另一個概念「語意式網站」

(Semantic Web)也被提出，稱為第二代全球

資訊網。Tim Berners-Lee 定義語意式網站

為「一個可以被機器所理解的網站」，同時

也是一個資訊的集合體。為了達到語意網

的目的，採用的方式為使用本體論定義不

同領域所用到的知識，這些知識包含字彙

和關係，本體論以 XML based 的方式表達

以方便網路資源存取。語意網[17]中的本

體論(ontology)運用在網路的資訊表達，可

達到兩個功用：分類 (taxonomy)和推論

(reasoning)，分類為了將不同類別的資訊

作區分，並可將之視作階層化的表示，而

推論知識結合類別與階層性的關係，將隱

性知識發掘出來。 

由於網際網路的資訊量相當龐大，維護

不易，容易造成鏈結失效或結果無法滿足

使用者需求的問題。因此，本論文之研究

目的如下： 

1. 利用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自
動的蒐集資料，並且加以分類，讓資料

更有組織性。 
2. 透過 Semantic Web 和 Annotation 去建

置檢索機制，以提升資訊搜尋的準確度

並且提供於自然語言的查詢。  

3. 匯總所有新聞事件，讓使用者在檢閱新

聞時，可以針對單一新聞事件進行檢索，

如“911 事件＂的相關資訊和重要時

間，使用者皆可以完整的閱覽，增加其

閱讀新聞之便利性。 
4. Web應用在 Internet 中愈來愈多元化，

而許多技術的加入，使得伺服器負擔過

重，因此使用 Ajax 技術之非同步性以

降低伺服器的負擔。並能與使用者更緊

密的互動。 

二、相關研究 

以下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領域之重點

部份進行探討，包含 Semantic Web、語意

註記。 

2.1 Semantic Web 

語意網是呈現知識本體語言中之一種

標準語言，這種形式可以讓電腦理解其中

的語意。目前所制定規範的規格有

RDF(S)[14]、DAML + OIL[18]、OWL[19]
等等。 

2.1.1 資源描述架構 (RDF(S)) 

W3C 發 展 出 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使能夠在 Web 上

交換 metadata，強化關係描述與資料處理

的能力。RDF 是一個三元架構，其內容包

含三種物件型態：資源(Resource)、屬性

(Property)、敘述(Statements).  

(1) 資源(Resources)：事情可以由RDF 描
述就稱為來源，亦為資料來源。 

(2) 屬性(Properties)：屬性可以是來源的

觀點、特徵或是關係。每個屬性都有

一個意義，定義許可的值。描述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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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別和其他屬性的關係。 
(3) 敘述(Statements)：敘述的語句以RDF 

的格式表示。敘述被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是Subject、Predicate 和Object。
Subject 可以表示來源，Predicate 可
以表示屬性，Object可以是文字或是

其他的來源。 
 

RDF Schema 提出了抽象世界中主要

關係，而建立了類別系統，從而支援了從

客觀世界到抽象世界的映射，也成了知識

分享的基礎。屬性就是資源間的關係，其

中包含類別、限制的概念、屬性從屬的概

念，這樣就可以基於RDF Schema為某個領

域定義出自己的Schema。然而RDF 對於

知識的表示能力上仍有所限制，缺乏支援

變數 (Variables) 、一般性定量 (General 
Quantification)和規則(Rules)的功能。 

2.1.2 DAML +OIL 與 OWL 

近年來，語意網路語言不斷演化，其

語意定義更加豐富完整，DAML + OIL 由

歐洲與美洲的聯合委員會所發展的語意網

路標準語言，其定義描述的語法是承續

RDF(S)的基礎之上，再更進一步制定更豐

富更嚴謹的標記定義。 

OWL 是W3C 所公佈網路本體描述語

言 ， 除 此 之 外 ， OWL 的 語 法 是 以

DAML+OIL 為基礎，主要的功能是用來定

義 Web Ontologies 以及 Ontologies 的相關

知識基礎。OWL 的應該是不限領域的，

而且允許資源可明確的描述反推(negative 
information)。目前 OWL 有三種規格：OWL 
Lite、OWL DL、OWL Full。 

2.2  語意註記(Annotation) 

網際網路發展至今，網頁的數量已經到

了難以估計的量，語意網路更是往後發展

的趨勢所在，然而註解系統的發展是為了

建立一個網路文件語意化的世界，讓透過

網路能夠準確取得正確的資料。 

Swoogle[11]是一個在語意網路上搜尋

與註記的搜尋引擎。它從每個文件上擷取

出一些註記，並且計算每個文件的關聯。

它認為語意網路跟一般網頁(HTML)是平

行發展的，語意網路只是在一般的文件上

給予語意的註記。 

SMORE(Semantic Markup, Ontology, 
and RDF Editor)[4]是一套資源註記的工具，

它提供使用者對於網頁、電子信箱和其他

線上內容的整合環境。SMORE 允許使用

者在圖片的地方使用 SVG 去註記。 
 

三、系統架構 

本系統功能大概可分為三大部份： 

(1) 資訊擷取模組：主機定時或及時去擷

取資訊，剖析所需要之資料，並加入

RSS URL Database。 

(2) 註解與比對模組：將擷取蒐集來的資

料，加入語意和註解的技術，讓搜尋

引擎增加其準確性，並且將其文件透

過剖析器分析後，存入其 OWL 
Ontology Database。在比對方面，必須

確保使用者語意上是否和系統取出資

料後一致，再回傳給使用者。 

(3) 使用者查詢：使用者在檢索或搜尋自

己想要的資料，透過使用者界面，並

且在此界面加入 AJAX 技術，使得檢

索上更加快速且方便，並且降低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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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負擔；另一方面，使用者所送出的

關鍵字透過比對模組去比對，找出最

符合使用者需求之資訊。圖一為系統

架構圖。 

 

圖一 系統架構圖 

3.1 資料擷取模組(Information Retrieval 
Module) 

資訊擷取模組主要有三項功能，以下

將分別對這三項功能作詳細說明。 

3.1.1 定時擷取(Fixed-Time) 

系統將會預設每 30 分鐘(可自行修改

時間間隔)擷取 RSS URL Database 內所有

RSS 資料進行剖析與儲存。此功能主要是

與比對模組和整合模組配合，由於比對或

整合可能必須要對 Parsed Information 
Document Storage 內的許多相關文件進行

搜尋與比對，若每次比對或整合必須再一

次到網路上擷取 RSS 文件，其搜尋效率勢

必會大打折扣，因此系統規劃定時擷取功

能，定時至網際網路上擷取並儲存 RSS 文

件。圖二為定時擷取功能資料模型。 

 

圖二  定時擷取功能資料模型 

3.1.2 即時擷取(Real-Time) 

使用者可透過此功能，檢視 RSS URL 
Database 內目前所儲存的 RSS 資訊，直接

擷取資訊提供者發佈在網際網路上最新的

那一份 RSS 文件，亦可將此功能視為一個

只可讀取不能訂閱的簡易型RSS閱讀器。

圖三為即時擷取功能的資料模型。 

 

圖三 即時擷取功能資料模型 

3.1.3 文件剖析(P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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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是剖析擷取後的RSS文件，

判斷該文件是否需要更新資訊，並依照分

類、日期再進行文件重新命名並存放的動

作，避免文件過於龐大，造成執行效率降

低。 

3.2 語意註解與比對模組(Annotation and 
Matching Module) 

此部份又可分為三個部分，以下將分

別對這三項功能作詳細說明。 

3.2.1 Annotation Component 

註解組件(Annotation Component)，
以下我們簡稱為 AC，AC 所負責的工作就

是將資料加入語意和註解，在此分為二個

部份，第一個部份便是人工手動(Manual)
加入註解，將一些基本的資訊或是難以自

動化註解工作，透過人工的方式來完成；

第二個部份則是利用 Ontology 詞彙庫去

產生自動(Automatic)註解，透過一些基本

簡單的詞彙和語意方式去推論產生註解，

如：新聞中有“王建民”的名字，王建民便

是投手中的一個實例，在推論時，便會依

照投手類別應有的屬性進行可能的推論，

來產生更多的註解。圖四為棒球之本體論

描述。 

 

圖四  棒球之本體論描述 

人工所加入註解或是自動註解所以產

生的資料送到 AC，以建立一份文件

(Annotation Text 、  RDF or OWL 、 
XML 、HTML..)，之後轉至 Parser Module 
去進行剖析的工作。 

3.2.2 Matching Component 

比對組件(Matching Component)，以下

我們簡稱為 MC，為了提高使用者搜尋的

準確性，此部分主要是協調使用者和系統

之間的工作，首先，必須先進行剖析使用

者查詢所下關鍵字之含意，以提高資料搜

尋之準確性，我們在此採用詞性剖析的方

法來瞭解使用者可能包含的語意，其剖析

的過程中，若所下關鍵字只是一般字詞(如：

王建民)，則只需要將此字詞相關資料取出

即可，但關鍵字如果是為句子，則便視為

自然語言剖析，必須清楚句子中的每個詞

性，所以在判斷詞性上，我們採用中央研

究院詞庫小組所研發的一套系統：“CKIP
中文斷詞系統[ 2]”來為我們進行剖析，如

“2007 年王建民的勝投數？”，透過中文斷

詞後如下：“２００７年(Nd) 王建民(Nb) 
的(DE) 勝投(Na) 數(Neu) 【註 1】”，
我們先在此句中找出重要的名詞，原因為

名詞比其他詞性含有更多的語意[13]，進

行剖析，其中取出較固定的名詞：“2007
年”、“王建民”和“勝投”，並將此關鍵字丟

至 Parsers Component ，Parsers Component
從 Ontology Tree 中發現，“王建民”是投手

類別中的實例，“勝投”便是投手類別中的

屬性，“2007 年”亦是屬性之一，便從 Tree
中取出與之相關的資料回傳至 MC，MC
在收到資料後，必須和使用者所下查詢關

鍵字進行比對查證，看是否取出資料有錯

誤或偏差，在合理範圍內之下，MC 再回

傳相關資料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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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Nd：時間詞 Nb：專有名詞  
DE：的, 之, 得, 地 
Na：普通名詞     Neu：數詞定詞 

3.2.3 Parsers Component 

剖析組件(Parsers Component)，以下我

們簡稱為 PC，此模組所負責的工作也分為

二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剖析 AC 所送來的文

件，剖析文件格式且判斷是否正確，並依

檔 案 類 型 存 入 至 OWL Ontology 
Database。 

另一個部份則是負責等待 MC 所需

的資料，MC 會根據使用者關鍵字中，透

過 Ontology Tree 判斷，最後從 OWL 
Ontology Database 中取出資料，最後回送

至 MC 進行比對的工作。 

3.3 資訊查詢模組  (Information Query 
Module) 

在此模組中，使用者介面透過 AJAX
技術降低使用者等待時間，並且在搜尋上

採用如 Google Suggest 上的技術，利用下

拉式清單回傳可能性的結果數，當關鍵字

有改變，將會不斷的搜尋和回傳，讓使用

者在搜尋所需的資料更加容易。在檢索方

面，除了一般最基礎的基本檢索之外，還

有進階搜尋、歷史事件關聯檢索和自然語

言檢索。 
 
3.3.1 基本和進階搜尋 

 
使用者依關鍵字或字串去進行資料搜

尋，找出使用者所需的資料；進階查詢則

可選擇年月份、資料型態、類別…等等去

進行查詢。 

3.3.2 歷史事件關聯檢索 
在網際網路盛行之下，新聞每日發行

的數量數以千計，以致於使用者在檢索新

聞時，當看到新聞中的一些專有名詞 (如
人名、地名、新名詞、未知詞…等)或某單

一事件(如 911 事件)時，這些訊息對使用

者來說可能不易去瞭解，若想進一步深入

瞭解，往往需要花一段時間去做資訊搜尋

和蒐集，除此之外，使用者若想持續追蹤

這些訊息，亦需要再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

搜尋資訊，因此，本論文發展了一個模組

來解決諸如此類的問題，我們且稱它為

“新聞事件關聯與追蹤＂ (News Event 
Relation and Tracker; NERT )，此模組主要

負責鎖定某一事情、人物、地名進行相關

資料搜尋和持續追蹤，分析新聞事件所要

表達的語意，並且過濾掉不需要及重複的

資訊；在完成每一個新聞事件之後，再將

這些新聞事件彼此互相關聯，讓整個模組

更加完整，使用者檢索更為方便；此模組

所提出的方法和詳細內容我們將在第四章

加以說明。  
 

3.3.3 自然語言檢索 
在一般最常見的查詢便是關鍵字查詢，

但是要選定一個良好且適合的關鍵字就並

非這麼容易，許多人容易選了不適當的關

鍵字，往往使得搜尋結果不是那麼理想，

並且浪費了相當多的時間，因此，自然語

言的檢索便是在搜尋領域的目標之一，為

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在此建立出

Ontology ，希望系統在搜尋上能夠提升其

準確性，並且採用 CKIP 中文斷詞系統，

判斷出每個字的詞性和意義，以利於進行

搜尋和推論。 

在推論上，我們必須建立一些規則，

並且依照這些規則來建立 Ontology Tree，
並將資料區分成每個不一樣的類別，如

“大象＂是一個動物的類別，就不會出現

6 



在植物的類別上，又如“蘋果＂是一種水

果，但也有“蘋果電腦＂，容易在搜尋上

搞混，若在此我們先建立起類別之後，當

我們要找尋“蘋果電腦＂的時候，就不易

找到其他不相關的資訊；在類別建立上，

必須建立起“同義＂、“互斥＂之類需注

意的規則，如“本季＂、“當季＂、“第

四季＂…等等它們是否同義，以避免搜尋

上的誤差。 

四、系統實作與 NERT 模組說明 

本研究使用語意網中本體論的概念，

建立領域本體論描述知識；我們使用 OWL
為網頁資源之描述語言，並且使用 Protég-
é[12]來建構 Web Ontology 之工具，而在

於使用者查詢界面使用 PHP 和 Ajax 技術

作為網頁開發工具。 

4.1 資訊擷取模組 

由於本系統是以 RSS 文件為資訊來

源，因此如何從網路上擷取 RSS 文件並加

以分類處理，便成了本系統實作時的首要

工作。倘若文件內容過大或是文件數量過

多，系統又需歷經開檔、讀檔與關檔的過

程，則其執行效率勢必會大打折扣，所以，

在此除了保留 RSS 文件原本格式與資訊

之外，還另存了一份資訊到資料庫之中，

以便使用者比對或整合時使用。圖五為擷

取模組之實作界面。

 

圖五．擷取程式執行畫面 

4.2 新聞事件關聯與追蹤 

新聞每日發行的數量數以千計，想要

找出某一主題的新聞，往往重複性太高或

準確性太低；並且，在檢索新聞有時看到

專有名詞或未知詞，欲想知道其意義，通

常相當費時費力，所以我們提出了一個方

法：NERT (News Event Relation and  
Tracker；新聞事件關聯與追蹤)，使用者在

檢索新聞事件時，更增加其“便利性”。 

我們主要的做法是：透過本體論

(Ontology)和建立註解(Annotation)去過濾

其新聞，以達到較高的準確性去建立新聞

事件關聯。 

NERT 蒐集的事件主要可分為三類：

人物、事物、地方；再依照這些蒐集的類

型來完成單一新聞事件。圖六為人物新聞

事件範本。 
 

 
圖六 人物新聞事件範本 

 
在上圖中，A 區為使用者或管理者建

立樣板時，自行輸入的基本資料，好方便

讓自己掌握此新聞事件的基本訊息，而 B
區圖片的方面，系統會自動發送“事件名

稱＂去 Google 或 Yahoo 搜尋圖片，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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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會列出相關圖片直接讓使用者點選，

使用者依喜好程度去選擇圖片；C 區新聞

的部份則是利用 RSS 搜集回來，經過系統

之權重分析取出一個代表性新聞，每一則

新聞都可以經過鏈結到網頁看全文。 
 
而主要單一新聞事件又分成二大部份

來進行產生：(1)熱門新聞事件、(2)客製化

新聞新事件。 
 

(1) 熱門新聞事件： 
 
由系統模組自動去記錄點閱率夠高的

新聞，進而去過濾其新聞內文，看是否達

到可以產生“新聞事件＂的條件，若條件

達成，則從語意庫取出相關資料來完成此

事件。圖七為熱門事件流程圖。 
 

 
圖七 熱門事件流程圖 

 
(2) 客製化新聞事件： 

 
客製化新聞事件和熱門新聞事件最大

的不同是由使用者自行產生範本，使用者

透過模組精靈引導輸入一些重要資訊，來

產生新聞事件；在使用者建立好樣板之後，

會先存入資料庫，並且送出一份訂閱資訊

到 NERT 模組，系統會自動搜尋出相關新

聞資訊，再經由演算法編譯整理成新聞事

件，最後回傳給使用者。圖八為客製化新

聞事件流程圖。 
 

 
 
圖八  客製化新聞事件流程圖 
 

NERT 模組說明： 
 

在數量相當多的新聞中，要找出與使

用者所需的資訊，其方法大致可分為二

類： 
(1) 使用專業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  
去分析文章中的人、事、時、地、物等

要素。 
(2) 以統計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方法直

接從原文判斷語句的重要性。 
 

本論文以資訊擷取技術 (Information 
Retrieval)為基礎，導入語意網路(Semantic 
Web)的概念，以找出符合我們所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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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落。 圖九為 NERT 模組流程圖。 

 

圖九  NERT 模組流程圖 

NERT 模組流程說明： 
系統在抓取資料來完成新聞事件，必

須先有個依據做為擷取資料的標準，而這

個依據便是我們 NERT 中的樣板，所以我

們首先便是建立樣板： 
(1) 建立樣板：由使用者或管理者建立樣板，

使得資料蒐集之後，可以依照個人需求

來呈現使用者介面，其樣本的組合包含： 
關鍵字、排版樣式、權重、基本資料。 
A  關鍵字：依每一個事件所專注的重

點，建立出關鍵字，如以“棒球＂

為例，所建立的樣本可能就會以

“勝投＂、“三振＂、“全疊

打＂…等等來建立其關鍵字，這些

字眼對於“棒球新聞事件＂來說，

就顯的格外重要。 
B  排版樣式：在新聞事件搜尋完成之

後，可依每位使用者的喜好程度進

行排版。 
C  權重：管理者和使用者建立樣板時，

需建立一些重要的關鍵字，並且設

定權重，表示此關鍵字在此新聞事

件中的重要程度，讓系統有個基準

去抓取所需的資料。 
D  基本資料：建立新聞事件時，輸入

的一些基本資料，如事件發起人、

成立時間、活動主題…等等。 
 

(2) 新聞內文剖析： 
當決定一個新聞事件主題之後，系統

會自動找出相關新聞，進而取出所建立樣

板(Template)進行比對。在比對時，在同一

日期的文章優先進行分析，並且以四個階

段去處理新聞文章：取出樣本關鍵字與權

重、初步篩選、進階篩選、匯總。 
在這四個階段中，我們以“王建民

新聞事件＂來進行說明： 
 A  取出樣本關鍵字與權重： 

．王建民  50% 
．大聯盟  25% 
．勝  投  15% 
．洋  基  10% 

 B  初步篩選： 
(A) 找出所有與關鍵字相關新聞，

再以同一日期去進行處理。 
(B) 計算權重值，並取出權重值

高的二十筆資料。此目的為了篩

選出文章中與使用者關鍵字相關

性較高的資料，公式如下： 
 

BNW = ∑ ሺa୧
୬
୧ୀଵ כ  w୧ሻ 
 

其中： 
BNW ： 基本新聞權重值 
a： 關鍵字有無出現，有出現則

為 1，反之則 0 
w：個別關鍵字的權重值 
n：全部關鍵字個數 
 
例子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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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王建民新聞 
 

如圖十，4 個關鍵字皆有出現，故式

子如下： 
BNW = ∑ ሺa୧

ସ
୧ୀଵ כ  w୧ሻ 

BNW = (1*0.5) + (1*0.25) + 
(1*0.15) + (1*0.1) 

BNW = 1 
 

C  進階篩選 
(A) 進而再計算權重值最高的新

聞，代表資訊量最豐富。  
 
(B) ANW = T * ∑ ሺtf୧

୬
୧ୀଵ כ  w୧ሻ +  

(1-T) * ∑ ሺf୧
୬
୧ୀଵ כ  w୧ሻ 

 
其中： 
ANW ： 進階新聞權重值 
T：標題權重值 
tf：標題中的關鍵字出現次數 
f：內文中的關鍵字出現次數 
 
例子說明： 

T 代表標題的權重值，如果

使用者認為標題的重要性大於內

文，其將可把值設為高一點，我

們在此假設 T 為 60%。 

其式子我們可發現分為二個部分，

標題和內文，故我們先看標題的

部份，如上圖十，標題關鍵字只

有出現王建民和勝投各一次，故

tf1=1,tf3=1,所以： 
T * ∑ ሺtf୧

୬
୧ୀଵ כ  w୧ሻ =0.6 * 

(0.5+0.15) = 0.39。 
而內文部份，王建民和洋基各出

現二次，而勝投和大聯盟也各出

現出一次，故 f1、f4 皆為 2，f2、
f3 為 1，所  以：

(1-T) * ∑ ሺf୧
୬
୧ୀଵ כ  w୧ሻ 為 40% * 

{(0.5*2)+(0.1*2)+(0.25*1)+(0.15*
1) =1.6 ； 故 ANW 為

1.99(0.39+1.6)。 
 

D．匯總：將權重值最高之新聞加入

新聞事件中。 
 

(3) 是否達到新聞事件： 
在剖析內文之後，將會找出一篇新

聞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其必須再審核是

否達到新聞事件的標準，如果符合標準，

我們則建立新聞事件，反之則存入候選

新聞事件，我們從二個部份進行檢查： 
A．必要關鍵字：在關鍵字中，可依

管理者或使用者去設定必要條件關鍵

字，如以上例：我們設定王建民為必

要條件；則若搜集而已來的新聞皆沒

有王建民等關鍵字，則不加入新聞事

件。 
B．數量：可設定最低數量，如全數

搜集而來的新聞數量不到一定程度，

則不加入新聞事件。其意義為可能其

重要性不夠高。 
 

(4) 存入資料庫與回送給使用者 
完成新聞事件後，我們則必須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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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先存入資料庫中，並且將結果發送給

使用者；若是為候選事件，則一樣存入

資料庫，但不發送給使用者，其目的在

於後續若有相關文章可以使候選事件

達到標準，即可轉換為新聞事件。 

五、結論 

 在資訊量如此豐富的時代，能夠準確

找到所需求的資訊顯得格外重要，因此，

本研究使用語意網中本體論的概念，建立

領域本體論描述知識，以提高系統對於資

料的可讀性，來增加資訊的準確性；除此

之外，為了增加使用者的便利性，本研究

亦提出了新聞事件追蹤與關聯模組，希望

使用者更能夠降低搜尋資料的時間就能擁

有豐富且完整的資訊，同時利用 AJAX 降

低使用者等待時間和伺服器的負擔，希望

提供一個高效能、效率的一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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