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動收集資料的程式
● 參考Web Scraping with Python by Ryan Mitchell ，我個人則將擷取網頁資料的程式粗略分成三大類

– A.存取網路的應用程式界面 (web API，其中API為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
● 實例︰經由中央氣象局的氣象開放平臺API來下載海象監測資料
● 專家講解︰https://tw.alphacamp.co/blog/api-introduction-understand-web-api-http-json 

– B.寫網路爬蟲處理靜態網頁 (static web page)
● 實例︰港灣環境資訊網的港區海象之定點歷線圖

– 雖然該網站操作偏向動態 (即和使用者間的互動性較大 )，不過因為我們只下載網頁的原始碼 (包含了所有資料 )，所以歸類為靜態
● 靜態網頁和動態網頁的講解︰http://pocawsc.edu.hk/~losir/cweb_pdf/cweb10.pdf 

– C.寫網路爬蟲處理動態網頁 (dynamic web page)
● 實例︰模擬真人操作瀏覽器來和windy.com互動，以獲得全台各電廠出海口gps座標點的海象資料
● 特別說明︰動態網頁和靜態網頁最大的區別是動態網站的資料必須透過互動才能呈現，而靜態網頁可以直接透過網址找到資料

https://tw.alphacamp.co/blog/api-introduction-understand-web-api-http-json
http://pocawsc.edu.hk/~losir/cweb_pdf/cweb10.pdf


  

下手寫程式前的評估
● 一般來說，若網站有提web api，就以它為優先考量，除非有所限制

– 透過api獲得的資料一般會以結構化的方式存儲，方便程式進一步處理
● 「中央氣象局的氣象開放平臺API提供的海象監測資料」支援xml檔案。另一種常見的檔案格式為 json。

● 網頁和使用者的互動性越來越頻繁，從早期的靜態網站發展到現在的動態網站，好在即使是動態網站，仍保留了不少靜
態的元素，此為第二優先
– 即使網站的排版是方便給人看和操作的，所幸經過一些html parser處理後，資料也能結構化排列，方便程式進一步擷取
– 在Python程式中，一般會先以 requests模組下載網頁的原始html資料，之後再藉由beautiful soup4模組將原本雜亂的資料結構化

● 當初處理「港灣環境資訊網的港區海象之定點歷線圖 」時只用到了 requests模組，並沒有用到beautifulsoup4模組，反而是用到了更底層的 re模組
(Regular Expression，正規表示式 )，原因是該網頁沒將原始資料以html方式顯現

● 最難處理的是包含過多動態元素的網頁，只能透過模仿人操作瀏覽器的方式方能讓網頁顯示資料，這是最終的解法
– 一般藉由selenium模組和安裝瀏覽器的web driver來實現，從「windy.com」下載的資料就是使用這種方式，不過資料偶爾不穩。



  

Web API回覆的資料對程式最有善

2.轉換程式 (根據書本定義，使用 api不叫爬蟲 )

1.官方網站刻意準備的結構化資料

3.處理好的 csv檔案



  

網頁呈現的畫面是給人看的
反而不利程式收
集結構化的資料



  

網頁的原始資料透過爬蟲轉換成資訊

1.未加工過的網頁原始文字

2.網路爬蟲程式

3.xlsx檔案



  

模仿真人操作瀏覽器來騙取資料

1.經由瀏覽器與網頁
的互動來顯現資料

2.網路爬蟲程式是操控瀏覽器的幕後黑手

3.csv檔案



  

網站擷取：使用 Python（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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