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搜索功能如何设计只需五分钟 

搜索功能更够很好的提高用户使用产品的效率，用户对于这一功能的依赖性也比较大，所以设计好搜索功

能将会很大程度上提高用户体验。 

 

由于搜索引擎技术的不断成熟，加上用户的时间越来越珍贵，像搜索这样提高用户检索效率的功能在产品

中已经逐渐成为标配。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搜索功能的设计。 

首先搜索功能的原理主要就是三步： 

 Step1：对用户输入信息的解读转译 

 Step2：根据用户的输入信息对内容进行筛选 

 Step3：将筛选后的结果进行排序 

第一步主要是对用户输入的信息进行转译的过程，通过切分用户的输入文本，过滤非相关内容，进行一个

关键信息的解读。第二步主要是对这些转译后的关键文本的结果进行准确率和召回率评估后的筛选。第三

步是根据算法对内容的相关度计算和业务相关性对筛选后的结果进行打分后进行排序。通过这三步就完成

了一个搜索的过程。看完了搜索的基本原理，我们来看看搜索产品设计中的一些功能和特点。 

搜索前的设计 

首先看一下搜索前这个场景，在使用搜索前，用户是一种带有相对较明确的目的才会去使用搜索功能。所

以对于搜索前这一场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搜索框在哪里，怎样的交互形式呈现给用户。 

一般来说，搜索框有三种常见样式： 

1. 以 ICON 的形式展示，功能使用在二级页面 

2. 与分类，发现合并出现在一个主 tab 上 

3. 在首页的顶部 bar 上直接外露展示 

示例： 



 

对于天猫这类的电商类产品，由于搜索是个高频刚需，所以一般都会默认置于最显眼的首页，并且大多会

配以运营干预的空间，设置一些默认的推广词，给一些特定的商品进行导流曝光。像开眼视频这类也是一

种常见的情况，往往是由于首页的顶部区域有更为重要的结构在展示着，如果像天猫那样进行平铺会破坏

一些整体的布局结构，两者相害取其轻，就采取了 ICON 的形式。 

对于像布卡漫画这样的内容产品，搜索和分类在一起的主 tab 上在结构上其实也是很合理的，分类和搜索

都是用以检索的功能，所以将他们进行聚类。那么一般来说搜索不放在首页展示的原因有： 

 通过数据监控发现搜索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由于内容数量的问题，搜索后有比较高概率出现无结果 

而第二点原因其实对于很多刚刚起步的 APP 来说很重要，刚起步的 APP 一般数据量较小，所以很多往往都

是先只提供分类检索，而不提供搜索功能，避免出现提供了功能但却喂不饱用户需求进而导致用户流失的

局面。 

搜索中的设计 

说完了搜索前这个场景，那么我们来聊一聊搜索中的场景对应功能该如何设计。搜索中场景下有几个比较

重要的功能设计点。 

1.热门搜索及历史记录： 



 

腾讯动漫 

热门搜索在搜索产品中也算一个比较常见的功能了。热门搜索需要注意的有以下一些问题： 

 a.无搜索结果词不进入热门搜索 

 b.后台建立热门搜索的黑名单，将一些违禁词或恶意刷量词进行管控 

 c.建立白名单，方便运营对热搜进行排序调整或是手动添加某热搜词 

 d.多种内容提供时，热门搜索展示的内容类型分布。 

关于 d 这一条，再解释一下，例如热门搜索有作者，作品，商品。你是不管哪一种都进行展示，还是根据

业务对这几种不同的类型进行占比排布，展示 60%作者，30%作品，10%商品，还是只展示搜索作品。这

些都是需要由不同的产品形态和业务需要进行调整的。 

历史搜索记录这个功能是方便用户进行二次搜索的一个快捷入口，一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近搜索

的在上方，腾讯动漫的这个清空历史记录功能的位置处理的很好，很多 APP 会放在下方，容易出现搜索记

录很多的时候导致这个清空历史记录的功能首屏不可见了。 

2.搜索建议 

搜索建议这一功能是为了满足用户只记得部分关键字等一些模糊搜索需求时的场景，同时还能节省用户的

操作成本，不用全部打完，只打出部分文字就可以给出建议搜索词。搜索建议的注意点有： 

 a.搜索建议词的匹配规则 

 b.搜索建议相关词的高亮 



 c.完全命中的建议结果有特殊的展示方式 

 d.一些可操作内容可以考虑是否要前置到建议列表，如播放，收藏 

 e.同义词的建议 

 f.智能纠错 

 g.拼音模糊匹配 

关于搜索建议词的匹配规则，在这里稍微展开讲一下。一般来说的匹配原则为计算文本相关度算法，但对

于大多数 APP 内搜索其实是不用做到这么深入这种程度的。一般都是将用户输入的文本去依次匹配。 

例如用户输入“妖”这个字，会先去检索内容(这里的内容又要考虑到底是匹配作品名/商品名/作者/店铺名/

描述等)中第一个字为“妖”开始的，再去检索第二个字为“妖”开始的。得到这些结果后又需要对这些结果进

行排序。一般是按照查询量高低进行排序，如果数据库没有记录这些的话，还可以考虑从该建议词的销量，

点击，人气，阅读，评分等维度去进行排序，总之就是把大多数人更加感兴趣的结果排序提前。 

关于同义词的建议，这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功能，但是确实能提高检索信息的效率。解释一下，就是建

立一个同义词的关联规则，当用户输入如“鸣人”能够建议出“漩涡鸣人”这样的同义词。这个相对来说高端一

些，要建立关联规则。所以一般非大厂的搜索不用做到这一程度。 

下面看几个示例： 

 

先看看淘宝的搜索建议列表，亮点在于提供了细化搜索条件的信息前置，省去了用户到搜索结果页再去进

一步选择。腾讯动漫的搜索建议就是比较传统的像我们上文提到的，从首字开始匹配。而豆瓣的搜索直接

省去了搜索建议这一步，豆瓣做的是响应式搜索，用户每次输入停留后会自动进行搜索结果呈现。将不同

分类的查找结果进行了汇聚，可分别点击查看各类型的详细搜索结果列表信息。像豆瓣和淘宝都提供了搜

索时先进行搜索范围的选择，再进行搜索的功能，是为了提高精准度。 

搜索后的设计 



最后来讲一下搜索行为后这一场景下的一些设计。搜索后其实也就是搜索结果页的设计了。搜索结果页比

较重要的点有： 

 自主排序 

 筛选条件/筛选器 

 无结果的展示，例如猜你想搜等高关联度结果推荐 

 搜索结果的默认排序算法 

下面看一下示例： 

 

像腾讯动漫的搜索结果，由于不像电商类有搜索结果量大，筛选条件繁多的问题，所以处理比较简洁清晰，

采用列表页平铺的样式，同时提供了快速开始阅读的入口。而腾讯动漫也只有一个系统的默认序，没有提

供自主的排序选择。而腾讯的默认排序也比较清晰，先按照文本的相关度检索规则，之后再按照人气值降

序排列。 

像天猫由于结果量繁多，首先结果的呈现样式采用了橱窗式，提高商品的展示效率。天猫不仅提供了丰富

的自主排序条件，还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筛选器，可支持按品牌，类别，店铺类型，服务折扣，商品所

在地这些条件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小红书的结果亮点是它的标签系统，提供了一些跟你结果相关的标签，成为了仅仅筛选商品/笔记的一个补

充,方便用户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总结 

本文从产品设计和产品策略两个方面对移动端的搜索进行了大概的分析介绍。里边所描述的基本属于轻量

级搜索，适合早中期阶段的产品。至于搜索引擎的架构是如何的，有兴趣的童鞋话可以自行再深入去了解



下，从 spider 到倒排索引表一直到语义分析、点击反馈、排序模型等等，这些是保证搜索引召回率和准确

率的关键。 

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对搜索功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 

以上就是“了解搜索功能如何设计只需五分钟”的内容了，还有提供更多不同行业的网站建设方案，尽情关

注海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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