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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挖掘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本研究借鉴了事件语义分析技术。研究了基于事件本体的Web不良信息挖掘方

法,重点是事件本体的构建、文本特征重构。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以信息聚类为例实现了一个基于事件本体

的Web不良信息挖掘的原型系统。实验结果表明:基于事件本体和k均值的信息聚类方法的平均准确率为721％,较
之传统的基于k均值的信息聚类方法的平均准确率提高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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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eb negative information mining based on event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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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ine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eventbased semantic 
analysis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he methods of event ontologybased Web negative information 
mining, especially event ontology construction and text feature reconstitution were studied. Information 
clustering was used as an example to validate the methods proposed. A prototype system based on 
event ontology was implement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obtained by 
the event ontologybased and kmeans method was 721％, which increased by 53％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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