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版权所有，欢迎下载引用！

请注明引用地址：ＣＳＳＣＩ语料中短语结构标注与自动识别［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２（１２）：３２－３８．

３２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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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短语结构标注引入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题录信息分析，在关键词、术语构成上从语法角度深度探讨各组成
词汇之间的语法关系，力图通过语法功能分析揭示其所蕴含的语义知识。在进行一定规模语料标注基础上，通过

短语词汇、词性统计及短语语法功能分析获取学术文献中短语结构构成特征，并将这部分特征与清华树库语料短

语特征混合，提高短语结构在科技文献中的识别率。

【关键词】短语结构标记　ＣＳＳＣＩ语料　混合特征　自动识别
【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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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模式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７１２７３１２６）、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
划）项目“以科技文献服务为主的搜索引擎研制”（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ＡＡ０１Ａ２０６）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于本体的高
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控预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０ＳＪＢ８７００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目前的科技文献检索在内容检索方面主要是通过关键词检索完成，其中涉及到词面相似度计算、关键词概念
层次计算等方面。在专家的帮助下，可以通过主题法、分类法、概念描述体系、主题分类一体化等传统检索语言方

式实现对检索的扩充与优化，如可以通过对检索词的分析，寻找其中的上下位类关系，对关系最为密切的词汇概

念进行二次检索。通过关键词的共现也可以寻找这些词汇之间的潜在关系，并对共现较多的词汇进行联合查询。

但无论主题法、分类法、概念描述，还是词汇共现都有一定的缺陷，即对于主题法、分类法、概念描述，需要领域专

家和语言学家的介入，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工与精力，同时主题法、分类法、概念描述体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

反映出当前学科关键词及知识的创新，在使用时用户也需要对分类法进行学习后才能正确标注与查询。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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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语言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将
语言学知识引入信息检索领域，借助短语知识反映关键

词、术语内部成分间的语法关系，也可以通过对标题、摘

要甚至正文中小句的短语分析获取关键词、术语之间的

语法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作为语义信息的组成部分。

　　本文在清华树库标注体系基础上，将其应用于
ＣＳＳＣＩ语料短语标注，选取“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为
检索词，将相关文献中的标题、关键词进行短语识别与

标注。在此基础上，考察在学术语料中汉语短语组成

及其分布情况，这主要从组成词汇、词性序列及短语语

法功能等方面进行考察。这些特征在随后被加入以清

华树库短语知识为基础的训练语料，提高短语标注在

领域科技文献中的识别率。在人工标注过程中，标题、

关键词短语中定中结构出现频次最高，本实验即选取

定中结构为研究对象，并以最短定中结构（无嵌套定中

结构）设定相关语言学特征。实验结果精确率达

８６．７９％，召回率８２．５１％，Ｆ值为８４．６０％，表明这种混
合标注策略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计算语言学方面，Ｃｈｏｍｓｋｙ［１］在１９５７年提出了
转换生成语法，将语言学由经验主义引入理性主义，通

过转化生成理论可以对句子进行机器规则识别。

Ａｂｎｅｙ［２］在１９９１年提出句子可以被划分为更小的组成
即Ｃｈｕｎｋ，这种基于组块的句法与基于转换规则的句
法有很大不同，通过 Ｃｈｕｎｋ可以将句子划分为若干更
小的结构，对这些小的结构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观测。

基于组块的语料库使得计算语言学得到飞速发展，通

过统计的方法可以完成对语言规则的抽取，同时也避

免了基于规则研究的局限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１９８９年启动了“ＴｈｅＰｅｎｎ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Ｐｒｏｊｅｃｔ”，并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推出英文Ｕ－Ｐｅｎｎ树库，其语料来源为华尔
街语料（ＷＳＪ）、布朗语料（ＢＲＯＷＮ）以及两个口语语料
ＳＷＢＤ和ＡＴＩＳ［３］。周强［４］通过多层标注设计并标注了

清华大学中文树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ＴＣＴ），
该树库是国内比较成熟的中文短语树库，也是国内第一

个基于平衡语料的短语树库。

　　树库的出现为计算语言学提供了学习素材和实验
平台，尤其是其中短语的语法功能可以作为研究词汇

间语义关系的基础。通过对中文短语树库的统计与观

测，可以对其中短语结构进行自动识别，通过对短语的

语言特征统计，基于统计的模型可以对短语进行序列

标注，进而实现机器学习，最后在语料库上对标注和训

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陈静等［５］在大规模语料的基础

上，通过对兼语结构语言学特征统计，使用条件随机场

进行短语自动识别。朱丹浩等［６］通过对清华树库中介

宾结构内外部语言特征的统计，使用条件随机场模型

对介宾结构进行自动识别。

　　近年来，在术语相关的研究中，开始引进自然语言
的计算机处理方法和技术，出现了“计算术语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学科。冯志伟［７］在 １９８８

年就注意到术语的自动处理问题，他在德国夫琅禾费

研究院（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使用计算机对汉语的词组
型术语进行了自动结构分析，他也是较早将计算术语

学引入我国的学者，介绍了国外学者对术语的发现、术

语的充实、术语的受控标引、术语的自由标引等问题的

研究［８］。在词汇及词组的概念上，冯志伟［９，１０］对中文

单词型术语及短语型术语均进行了结构分析，并从语

言学的经济原则角度探讨了单词型术语和短语型术语

在术语库中的分布，提出了术语形成的经济律（ＦＥＬ公
式），从数学公式上完成了对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单

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Ｆ和术语的平均长度 Ｌ的公式表

达［１１］。这些研究将语言学知识引入术语短语研究，通

过这种研究可以在语义上获取更多关于术语概念、成

分等信息。

３　ＣＳＳＣＩ标注语料

　　在清华树库标注体系基础上，通过对 ＣＳＳＣＩ关键

词、标题的简单分词及词性标注，借助清华树库短语知

识进行辅助标注。标注语料为以“知识组织”、“知识

服务”为关键词对所有标题进行检索，将相关文献关键

词及标题通过ＩＣＴＣＬＡＳ进行初步分词及词性标注，共
涉及文献３６９篇。在分词及词性标注基础上，通过清
华树库相关词汇及短语前后词汇、词性知识进行人工

辅助标注，具体标题标注样例如下：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ｓｐ－ＦＷ［ｎｐ－ＤＺ新／ａ环境／ｎ］下／ｆ］

的／ｕ［ｎｐ－ＤＺ图书馆／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探讨／ｖＮ］

　　对应文献关键词标注为：
　　［ｎｐ－ＤＺ网络／ｎ环境／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ｎｐ－

ＤＺ信息／ｎ资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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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ＳＳＣＩ语料辅助标注结果

—以“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为例

标题标注 短语标注 修正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ｖｐ－ＰＯ面
向／ｖ［ｎｐ－ＤＺ技术／ｎ创新／ｖＮ
］］的／ｕ［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研究／ｖＮ］

［ｎｐ－ＤＺ技术／ｎ创新／
ｖ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企业／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ｎｐ－ＤＺ中
小型／ｂ［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科
研／ｎ系统／ｎ］图书馆／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模式／ｎ］］初探／ｎ］

［ｎｐ－ＤＺ科研／ｎ系统／ｎ］；
图书馆／ｎ；［ｎｐ－ＤＺ知识／
ｎ服务／ｖＮ］；［ｎｐ－ＤＺ［ｎｐ
－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模
式／ｎ］；［ｎｐ－ＤＺ应用／ｖＮ
策略／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基
于／ｐ博客／ｎ］的／ｕ［ｎｐ－ＤＺ
图书馆／ｎ［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
识／ｎ服务／ｖＮ］模式／ｎ］］］
研究／ｖＮ］

博客／ｎ；图书馆／ｎ；［ｎｐ－
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ｎｐ－ＸＸ［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ｄｌｃ－ＢＣ －／ｗ －／ｗ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ｔｐ－ＤＺ
２１／ｍ世纪／ｎ］图书馆／ｎ］的／
ｕ［ｎｐ－ＤＺ发展／ｖＮ方向／ｎ］
］］］

［ｎｐ－ＤＺ知识／ｎ经济／ｎ］；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ｎｐ－ＤＺ信息／ｎ服
务／ｖＮ］；

［ｎｐ－ＬＨ［ｎｐ－ＤＺ网格／ｎ技
术／ｎ］与／ｃ［ｎｐ－ＤＺ［ｎｐ－ＤＺ
数字／ｎ图书馆／ｎ］［ｎｐ－ＤＺ
知识／ｎ服务／ｖＮ］］］

［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馆／
ｎ］；网格／ｎ；［ｎｐ－ＤＺ知
识／ｎ服务／ｖＮ］；

［ｖｐ－ＰＯ构建／ｖ［ｎｐ－ＤＺ［ｐｐ
－ＪＢ基于／ｐ［ｎｐ－ＤＺ［ｖｐ－
ＡＤ学科／ｎ化／ｋ］［ｎｐ－ＤＺ知
识／ｎ服务／ｖＮ］］］的／ｕ［ｎｐ
－ＤＺ信息／ｎ门户／ｎ］］］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ｎｐ－ＤＺ学科／ｎ门
户／ｎ］；［ｎｐ－ＤＺ信息／ｎ门
户／ｎ］；

［学科／ｎ
化／ｖ］－＞
［学科／ｎ
化／ｋ］

［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基于／ｐ［ｎｐ
－ＤＺ网格／ｎ技术／ｎ］］的／ｕ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
馆／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

［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馆／
ｎ］；网格／ｎ；［ｎｐ－ＤＺ知
识／ｎ服务／ｖ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ｓｐ－ＦＷ
［ｎｐ－ＤＺ新／ａ环境／ｎ］下／ｆ］
的／ｕ［ｎｐ－ＤＺ图书馆／ｎ［ｎｐ－
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探
讨／ｖＮ］

［ｎｐ－ＤＺ网络／ｎ环境／ｎ］；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ｎｐ－ＤＺ信息／ｎ资
源／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我国／ｎ［ｎｐ
－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研究／ｖＮ］］［ｎｐ－ＤＺ论文／
ｎ［ｎｐ－ＤＺ定量／ｂ分析／ｖＮ］
］］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ｎｐ－ＬＨ统计／ｖＮ分
析／ｖＮ］；［ｎｐ－ＤＺ计量／ｖＮ
分析／ｖＮ］；

［定 量 分

析／ｌ］－＞
［定量／ｂ
分析／ｖ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ｓｐ－ＦＷ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体系／ｎ］中／ｆ］［ｎｐ－
ＤＺ［ｎｐ－ＤＺ自主／ｄ协同／ｖＮ］
机制／ｎ］］的／ｕ实现／ｖＮ］

［ｎｐ－ＤＺ自主／ｄ协同／
ｖ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
务／ｖＮ］；［ｎｐ－ＤＺ智能／ｎ
代理／ｖＮ］；

［自主／ｖ］
－ ＞［自
主／ｄ］；
［协同／ｖ］
－ ＞［协
同／ｖＮ］

　　需要说明的是，在辅助标注的同时，本文对其中分
词及词性标注错误进行了修正，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１）分词错误，如“［定量分析／ｌ］－＞［定量／ｂ分
析／ｖＮ］”，这类错误较少，可在今后标注中通过导入领
域词典减少切分错误；

　　（２）后缀词汇切分及标注错误，如“［学科／ｎ化／

ｖ］－＞［学科／ｎ化／ｋ］”，这类问题在分词上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其视为一个词汇，但在本研究中，仍

将这类词汇以后缀形式进行分词及词性标注，以便对

此种构成的短语术语概念进行语言学分析；

　　（３）词性标记错误，例如“［协同／ｖ］－＞［协同／
ｖＮ］”，在关键词及标题中，对于研究对象涉及动词，科
技语料与通用语料有很大不同，动词名词化并与研究

对象构成术语现象较多，大部分词性标记错误均与此

相关。

　　表１为部分标题及对应关键词短语标注结果，同
时也附上相关错误校正记录。在标注基础上，通过对

标注语料解析获取相关标题、关键词中的短语知识，这

些知识将在今后研究中用于统计及机器训练。

４　ＣＳＳＣＩ标注语料分析

４．１　关键词短语分析
　　在这部分标注语料中，可以通过关键词短语标注
获取与“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相关的术语词汇、短

语，并分析其语言学构成，进而进行语义分析。表２为
相关关键词单词型、词组型分布情况，表３为关键词短
语层次分布情况。

表２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类型及所占比例

类型 单词型 所占比例 词组型 所占比例

未去重 ２０９ １５．６４％ １１２７ ８４．３６％
去重后 ８５ １５．１８％ 　４７５ ８４．８２％

表３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层次分布情况

层次 频次 样例

１ ３２０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ｎｐ－ＤＺ知识／ｎ管理／ｖＮ］
２ １２０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模式／ｎ］

３ ３４ ［ｎｐ－ＤＺ读者／ｎ［ｎｐ－ＤＺ［ｖｐ－ＡＤ个性／ｎ化／ｋ］服
务／ｖＮ］］

４ １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组织／ｖＮ］
工具／ｎ］类型／ｎ］划分／ｖＮ］

　　从表２可知，在“知识服务”、“知识组织”相关文
献中，短语型关键词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为８４．３６％，
经过去重后，所占比例为８４．８２％。在科技文献中，短
语型术语占绝大多数，因而可以通过短语标注研究其

构成。从表３可知，在词组型关键词中，一层短语占大
多数，二层短语次之，三层短语及以上较少。这个数据

表明，在短语型关键词中，学者较多使用一层短语，从

短语结构及词性序列中，可以看出这与科学研究本身

有密切联系。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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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结构分布情况

序号 短语结构 标记 频次 样例

１ 定中结构 ＤＺ ４４９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ｎｐ－ＤＺ
知识／ｎ组织／ｖＮ］

２ 附加结构 ＡＤ １１ ［ｎｐ－ＡＤ主题／ｎ法／ｎ］、［ｖｐ－ＡＤ个
性／ｎ化／ｋ］

３ 状中结构 ＺＺ ５ ［ｖｐ－ＺＺ互／ｄ操作／ｖ］
４ 联合结构 ＬＨ ４ ［ｎｐ－ＬＨ参考／ｖＮ咨询／ｖＮ］
５ 主谓结构 ＺＷ ３ ［ｄｊ－ＺＷ服务／ｖＮ流畅／ａ］
６ 述宾结构 ＰＯ ２ ［ｖｐ－ＰＯ开发／ｖ链接／ｖＮ］
７ 标号结构 ＢＨ １ ［ｎｐ－ＢＨ《／ｗ中分表／ｊ》／ｗ］

表５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内部词性序列前１０位

序号 词性序列 频次 样例

１ ｎ＋ｎ １１８ ［ｎｐ－ＤＺ高校／ｎ图书馆／ｎ］
２ ｎ＋ｖＮ ８７ ［ｎｐ－ＤＺ知识／ｎ组织／ｖＮ］
３ ｖＮ＋ｎ ４８ ［ｎｐ－ＤＺ发展／ｖＮ趋势／ｎ］
４ ｎ＋ｖＮ＋ｎ ３２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组织／ｖＮ］系统／ｎ］
５ ｎ＋ｎ＋ｎ ２５ ［ｎｐ－ＤＺ［ｎｐ－ＬＨ图书／ｎ情报／ｎ］机构／ｎ］
６ ｖＮ＋ｖＮ ２１ ［ｎｐ－ＬＨ参考／ｖＮ咨询／ｖＮ］
７ ｎ＋ｎ＋ｖＮ １７ ［ｎｐ－ＤＺ图书馆／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８ ａ＋ｎ ８ ［ｎｐ－ＤＺ客观／ａ知识／ｎ］
９ ｎ＋ｋ ８ ［ｎｐ－ＡＤ图书馆／ｎ法／ｋ］
１０ ｂ＋ｎ ５ ［ｎｐ－ＤＺ内在／ｂ结构／ｎ］

　　从表４和表５可知，在短语型关键词中，定中结构
占绝大多数，其词性序列主要有“ｎ＋ｎ”、“ｎ＋ｖＮ”、
“ｖＮ＋ｎ”、“ａ＋ｎ”等。在结构上，定中结构更能反映科
学研究对象以及相关概念词汇间的组合关系。例如，

词性序列为“ｎ＋ｎ”的定中结构中，两个名词词汇往往
是研究对象，如“［ｎｐ－ＤＺ高校／ｎ图书馆／ｎ］”；词性
序列为“ｎ＋ｖＮ”的定中结构中，名词为研究对象，通过
与名词化的动词结合，形成特定概念术语，如“［ｎｐ－
ＤＺ知识／ｎ组织／ｖＮ］”，这类术语中，动名词与名词间
往往可以通过转化形成述宾结构，即“［ｖｐ－ＰＯ组织／ｖ
知识／ｎ］”。但是，并非所有“ｎ＋ｖＮ”定中结构都可以
转化为述宾结构，例如“［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这里就名词与涉及动词的支配关系有关，这里只能理

解为“提供知识的服务”或是“基于知识的服务”。

　　在以“知识组织”、“知识服务”为检索词的文献关
键词中，“知识”是研究对象，通过与动词“组织”、“服

务”的名词化相结合，形成独立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又

可以继续与“工具”、“系统”等词汇继续结合形成新的

概念。在进一步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关注点不同，学者

对于其中词汇的倾向也不同，在短语词汇结合上会产

生差异。其中由研究对象词汇与其他词汇结合为新的

概念，并继续构建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工具的过程如

图１所示，示例如图２所示。

图１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构造过程

图２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构造示例

４．２　标题短语分析
　　在研究标题中这些词汇无关的概念之间的短语关
系之前，首先对其进行基本情况统计，主要包括短语结

构统计、短语功能统计、层次分布情况、词性序列统计

等。表６为标题中短语层次统计，表７为主要短语结
构统计。

表６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标题中短语层次分布情况

层次 频次 样例

１ １０１７ ［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ｎｐ－ＤＺ知识／ｎ管理／ｖＮ］
２ ４５７ ［ｎｐ－ＤＺ图书馆／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３ ３１１ ［ｎｐ－ＤＺ图书馆／ｎ［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模式／ｎ］］

４ ２１２ ［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在／ｐ［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
ｖＮ］方面／ｎ］］的／ｕ应用／ｖＮ］

５ １８３ ［ｎｐ－ＤＺ［ｓｐ－ＦＷ［ｎｐ－ＤＺ［ｎｐ－ＤＺ高校／ｎ图书馆／ｎ
］服务／ｖＮ］中／ｆ］的／ｕ［ｎｐ－ＤＺ人文／ｎ关怀／ｖＮ］］

６ １３８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基于／ｐ博客／ｎ］的／ｕ［ｎｐ－
ＤＺ图书馆／ｎ［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模
式／ｎ］］］研究／ｖＮ］

７ １１６
［ｆｊ－ＢＬ［ｄｊ－ＺＷ信息／ｎ［ｖｐ－ＺＺ［ｐｐ－ＪＢ以／ｐ人／ｎ］
［ｖｐ－ＰＯ为／ｖＣ本／ｎ］］］［ｄｊ－ＺＷ知识／ｎ［ｖｐ－ＰＯ服
务／ｖ大众／ｎ］］］

８ ９３

［ｎｐ－ＤＺ［ｎｐ－ＬＨ知识库／ｎ和／ｃ［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
识／ｎ发现／ｖＮ］技术／ｎ］］［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在／ｐ［ｎｐ
－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方面／ｎ］］的／ｕ应用／
ｖＮ］］

９ ５８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ｓｐ－ＦＷ［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
经济／ｎ］环境／ｎ］下／ｆ］［ｎｐ－ＤＺ图书馆／ｎ的／ｕ［ｎｐ
－ＬＨ［ｎｐ－ＤＺ知识／ｎ管理／ｖＮ］与／ｃ［ｎｐ－ＤＺ知识／ｎ
服务／ｖＮ］］］］研究／ｖＮ］

１０ ３０

［ｎｐ－ＤＺ［ｓｐ－ＦＷ［ｎｐ－ＤＺ［ｎｐ－ＤＺ语义／ｎ网格／ｎ］
环境／ｎ］下／ｆ］［ｎｐ－ＤＺ［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馆／ｎ］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组织／ｖＮ］的／ｕ［ｎｐ－ＤＺ［ｎｐ
－ＤＺ语义／ｎ互联／ｖＮ］策略／ｎ］］］］

总第２２７期　２０１２年　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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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关键词短语结构分布情况

序号 短语结构 标记 频次 样例

１ 定中结构 ＤＺ １９３８ ［ｎｐ－ＤＺ科研／ｎ系统／ｎ］、［ｎｐ－ＤＺ
知识／ｎ组织／ｖＮ］

２ 联合结构 ＬＨ １３２
［ｎｐ－ＬＨ［ｎｐ－ＤＺ网格／ｎ技术／ｎ］
与／ｃ［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馆／ｎ］［ｎｐ
－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３ 介宾结构 ＪＢ １３０ ［ｐｐ－ＪＢ基于／ｐ［ｎｐ－ＤＺ网格／ｎ技
术／ｎ］］

４ 述宾结构 ＰＯ １２２ ［ｖｐ－ＰＯ面向／ｖ［ｎｐ－ＤＺ技术／ｎ创
新／ｖＮ］］

５ 状中结构 ＺＺ ６１ ［ｖｐ－ＺＺ更／ｄ［ｖｐ－ＰＯ需／ｖ［ｎｐ－ＤＺ
团队／ｎ协作／ｖＮ］］］

６ 方位结构 ＦＷ ６０ ［ｓｐ－ＦＷ ［ｎｐ－ＤＺ［ｎｐ－ＤＺ知识／ｎ
服务／ｖＮ］体系／ｎ］中／ｆ］

７ 缺省结构 ＸＸ ５２

［ｎｐ－ＸＸ［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ｄｌｃ－ＢＣ－／ｗ－／ｗ［ｎｐ－ＤＺ［ｎｐ－
ＤＺ［ｔｐ－ＤＺ２１／ｍ世纪／ｎ］图书馆／ｎ
］的／ｕ［ｎｐ－ＤＺ发展／ｖＮ方向／ｎ］］
］］

８ 补充结构 ＢＣ ４８
［ｄｌｃ－ＢＣ－／ｗ－／ｗ［ｎｐ－ＤＺ［ｎｐ－ＤＺ
［ｔｐ－ＤＺ２１／ｍ世纪／ｎ］图书馆／ｎ］的／
ｕ［ｎｐ－ＤＺ发展／ｖＮ方向／ｎ］］］

９ 附加结构 ＡＤ ４６ ［ｎｐ－ＡＤ［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
型／ｋ］

１０ 主谓结构 ＺＷ ２４ ［ｄｊ－ＺＷ知识／ｎ［ｖｐ－ＰＯ服务／ｖ大
众／ｎ］］

　　从表６可以看出，在以“知识组织”、“知识服务”
为检索词的文献标题中，随着短语层深的增加，其分布

数呈不均匀下降趋势。结合表７以及关键词短语标注
情况，在关键词共现短语间若不存在共现词汇时，通过

定中、介宾、方位、补充等短语结构，可以将这些词组型

术语短语进行语法连接，不同的短语结构具有不同的

语义特征。例如，定中结构可以表现研究对象概念的

扩展，如“知识”通过定中结构扩展为“知识管理”、“知

识抽取”、“知识组织”、“知识服务”，进而扩展到“知识

组织工具”、“知识组织方法”等。相关涉及概念可以

通过介宾与定中结合，完成两个及以上术语概念的语

法联系，如“［ｎｐ－ＤＺ［ｐｐ－ＪＢ基于／ｐ［ｎｐ－ＤＺ网格／
ｎ技术／ｎ］］的／ｕ［ｎｐ－ＤＺ［ｎｐ－ＤＺ数字／ｎ图书馆／
ｎ］［ｎｐ－ＤＺ知识／ｎ服务／ｖＮ］］］”，“网格技术”通
过介宾短语，与“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这两个概

念词组联系起来。介宾结构在标题级短语标注中，通

常可以表现概念间的方法、工具、理论等语义，方位结

构则可以表现概念间的条件及上下位概念关系，补充

结构通常为论文标题副标题，即对论文主标题的进一

步语义解释等。通过结构组成分析，可以获取相关词

汇、概念短语之间的语法联系，进一步分析其语义

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对标题中的短语标注时以相应关
键词短语为参考标准，不同学者对相同文本的理解存

在差异，其关注点也会随之变化，对于相同序列的词汇

短语标注也应随其认知而改变。在图２基础上，图３
对内容相关的术语短语间通过更高层次短语知识进行

关联的展示。通过高层次的定中、介宾、方位、补充等，

可以实现多个术语概念短语的共现分析，这种分析可

以获取概念短语间的语法关系，从而获取其修饰关系。

如在定中结构中，充当定语部分的概念短语修饰充当

中心语部分的概念短语，介宾结构中作为宾语部分的

概念短语通过更高层次的定中结构，充当高层中心语

短语的修饰部分，语义上可以进一步分析为工具、理

论、方法等。

图３　标注ＣＳＳＣＩ语料标题中术语短语间语法关联

５　基于ＣＳＳＣＩ短语自动识别

　　在以上标注语料统计中，通过“知识组织”、“知识
服务”对标题进行检索的结果中，关键词短语大部分为

一层短语，且定中结构为多数。本实验以一层定中结

构为识别对象，以清华树库中无嵌套定中结构为训练

样本，同时将关键词短语中定中结构短语作为辅助，进

行混合样本训练，用于识别标题中最短定中结构。由

于人工标注工作量较大，而只是用通用语料特征进行

训练会缺失专业领域知识。通过少量关键词短语标

注，辅以通用语料短语内外部特征，进行ＣＳＳＣＩ标题中
最短定中结构识别。选择 ＣＲＦｓ为训练模型［１２］，训练

模板设置如表８所示，识别情况如表９所示，结果统计
如表１０所示。
　　从表１０可知，在标注语料标题中，共有最短定中
短语８４８个，识别结果为 ８９２个。其中，前后边界一
致、前界一致后界错误的短语均为７３６个，其精确率为
８６．７９％，召回率为８２．５１％，Ｆ值为８４．６０％。通过对
最小定中结构的识别，可以获取标题中与关键词短语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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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条件随机场特征选择

序号 特征 说明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３ 当前观察词前三位词汇

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２ 当前观察词前二位词汇

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 当前观察词前一位词汇

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 当前观察词

５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 当前观察词后一位词汇

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２ 当前观察词后二位词汇

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３ 当前观察词后三位词汇

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 当前观察词、当前观察词前一位

词汇组合

９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 当前观察词、当前观察词后一位

词汇组合

１０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１ 当前观察词前一位词汇、当前观

察词后一位词汇组合

１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２ 当前观察词前二位词性

１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１ 当前观察词前一位词性

１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 当前观察词性

１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１ 当前观察词后一位词性

１５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２ 当前观察词后二位词性

１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１，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 当前观察词前一位词性组合、当

前观察词词性

１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１ 当前观察词性、当前观察词后一

位词性组合

１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ｏｒ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 当前观察词、当前观察词性组合

表９　标注语料标题中最短定中结构识别情况

序号 词汇 词性标记 训练标记 结果标记

１ 面向 ｖ Ｓ Ｓ
２ 技术 ｎ Ｂ Ｂ
３ 创新 ｖＮ Ｅ Ｅ
４ 的 ｕ Ｓ Ｓ
５ 知识 ｎ Ｂ Ｂ
６ 服务 ｖＮ Ｅ Ｅ
７ 研究 ｖＮ Ｓ Ｓ
８ 中小型 ｂ Ｓ Ｓ
９ 科研 ｎ Ｂ Ｂ
１０ 系统 ｎ Ｅ Ｅ
１１ 图书馆 ｎ Ｓ Ｓ
１２ 知识 ｎ Ｂ Ｂ
１３ 服务 ｖＮ Ｅ Ｅ
１４ 模式 ｎ Ｓ Ｓ
１５ 初探 ｎ Ｓ Ｓ
１６ 基于 ｐ Ｓ Ｓ
１７ 博客 ｎ Ｓ Ｓ
１８ 的 ｕ Ｓ Ｓ
１９ 图书馆 ｎ Ｓ Ｂ
２０ 知识 ｎ Ｂ Ｅ
２１ 服务 ｖＮ Ｅ Ｓ
２２ 模式 ｎ Ｓ Ｂ
２３ 研究 ｖＮ Ｓ Ｅ

表１０　标注语料标题中最短定中结构自动识别结果统计

精确率 召回率 Ｆ值

前后边界识别一致 ８６．７９％ ８２．５１％ ８４．６０％

前界一致 ８６．７９％ ８２．５１％ ８４．６０％

最为相关的一层定中结构，其中绝大多数被作者标记

为关键词。这些短语可以作为作者及用户关注焦点，

通过更高层次的短语知识进行组合，从而通过语言网

络进行语义扩充。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面向 ＣＳＳＣＩ的短语自动识别方法，并通
过ＣＳＳＣＩ语料标注及机器训练验证了这些思想在应用
中的现实依据。在研究中，通过对语言学知识的引入，

将ＣＳＳＣＩ中关键词、术语短语之间建立语法功能关系，
同时又通过对ＣＳＳＣＩ数据的计量验证了短语语法功能
等语言学思想，最后通过条件随机场对 ＣＳＳＣＩ中的最
短定中结构完成基于混合训练语料的自动识别，取得

很好的效果，其精确率为８６．７９％，召回率为８２．５１％，
Ｆ值为８４．６０％。该数据表明，可以通过少量人工标注
领域文本，辅以通用语料库知识进行领域语料中相应

术语短语结构的识别，从而通过语法研究其构成词汇

隐藏的语义知识。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ｏｍｓｋｙＮ．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ｕｔｏ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５７．

［２］ＡｂｎｅｙＳＰ．ＰａｒｓｉｎｇｂｙＣｈｕｎｋｓ［Ａ］．／／ＢｅｒｗｉｃｋＲＣ，ＡｂｎｅｙＳＰ，

ＴｅｎｎｙＣ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ａｓｅｄＰａｒｓｉｎｇ［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１．

［３］ＴｈｅＰｅｎｎ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９－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ｉｓ．ｕｐｅｎｎ．ｅｄｕ／～ｔｒｅｅｂａｎｋ／．

［４］周强．汉语句法树库标注体系［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４，１８

（４）：１－８．（ＺｈｏｕＱｉａｎｇ．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ｅｅ

ｂａｎ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１８

（４）：１－８．）

［５］陈静，王东波，谢靖，等．基于条件随机场的兼语结构自动识

别［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２，３０（３）：４３９－４４３．（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ｂｏ，Ｘｉｅ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０（３）：４３９－４４３．）

［６］朱丹浩，王东波，谢靖．基于条件随机场的介宾结构自动识别

［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０（７－８）：７９－８３．（ＺｈｕＤａｎｈａｏ，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ｂｏ，ＸｉｅＪ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０（７－８）：７９－８３．）

［７］ＦｅｎｇＺ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ｒｍｓｉ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Ｒｅ

ｐｏｒｔｉｎ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８８．

总第２２７期　２０１２年　第１２期



３８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８］冯志伟．一个新兴的术语学科———计算术语学［Ｊ］．术语标准

化与信息技术，２００８（４）：４－９．（Ｆｅ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Ａ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Ｊ］．Ｔｅｒ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４）：４－

９．）

［９］冯志伟．汉语单词型术语的结构［Ｊ］．科技术语研究，２００４，６

（１）：１５－２０．（Ｆｅ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ｄＴｅｒｍ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６（１）：１５－２０．）

［１０］冯志伟．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Ｊ］．科技术语研究，２００４，６

（２）：３５－３７．（Ｆｅ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ｒａｓｅＴｅｒｍ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６（２）：

３５－３７．）

［１１］冯志伟．术语形成的经济律———ＦＥＬ公式［Ｊ］．中国科技术语，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１５．（Ｆｅ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ｏｆＴｅｒｍ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Ｅ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１２（２）：９－１５．）

［１２］ＣＲＦ＋＋：Ｙｅｔ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ＲＦＴｏｏｌｋｉ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９－１１］．

ｈｔｔｐ：／／ｃｒｆｐｐ．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

（作者Ｅ－ｍａｉｌ：ｂｍｙ＿ｘｊ＠１６３．ｃｏｍ）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３．８被选为Ｋ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年度引领潮流产品之一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软件组件是数字化内容组织领域带头人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的产品。最近，该软件组件被选为Ｋ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

年度引领潮流产品。ＫＭＷｏｒｌｄ致力于知识管理、内容管理和文档管理领域新闻、趋势和案例研究。ＫＭＷｏｒｌｄ列举了ＤａｔａＨａｒ

ｍｏｎｙ软件组件的一些新功能，包括使用ＳｈａｒｅＰｏｉｎｔ２０１０整合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Ｍａｓｔｅｒ（叙词表和元数据管理工具）的能力，改进的多

语言支持，一个动态的以交互的树形式展示叙词表的视图模式，以及一个更容易使用的管理模块。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软件组件提供了一套知识管理解决方案，基于系统的分类法和叙词表对信息资源进行组织。该软件工具提

供了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进行分类、标引、及数据过滤的系统。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的应用程序提供卓越的内容管理功能，能够有效、灵活、可扩展地进行内容管理，使得用户能够迅速并准确

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总裁ＭａｒｊｏｒｉｅＭ．Ｋ．Ｈｌａｖａ指出，“经过约３０年的发展，进入数字时代，我们仍然处于知识管理的最

前沿，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们很高兴能够为客户提供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３．８这个完整的工具包。”

　　ＫＭＷｏｒｌｄ的引领潮流产品评比活动始于２００３年。今年，ＫＭｗｏｒｌｄ的评审小组评估了７００多个相关的产品。该评审小组

成员由编辑人员、分析师、系统集成商、供应商、业务程序经理和用户组成。

　　“每一个参加评比的公司的产品都是整个大市场中的一员，这个市场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ＫＭＷｏｒｌｄ杂志首

席编辑ＨｕｇｈＭｃｋｅｌｌａｒ说。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３．８通过云提供服务，是一个托管的 ＳａａＳ服务。欲了解更多有关 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的信息，请访问：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ｃｏｍ。
　　（编译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ｎ．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ｗｓ／１２－０９－０４－ｄａｔａ－ｈａｒｍｏｎｙ－３．８－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ａ－ｋ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ｔｒｅ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ｈｔｍｌ）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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