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上信息量的迅猛增加，语言学工作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在纷繁复杂

的文献材料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用户需要的信息，文本分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其中，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逐渐成为主流，语义关系的最佳载体一本体，成为了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

本体就是对概念和关系的描述，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就是基于知识层面和语义层次

上的分类。本文在论述语言学领域本体库建立并应用于文本分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细

致分析语言学内部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构建了语言学文献的领域本体。提出了基于本

体语义关系进行匹配的语言学文献分类方法。首先，利用已有的分词系统对文献进行分

词处理和关键词抽取，采用经过一定改进的TFIDF算法，对文献关键词进行特征选择，

确定待分类文本的特征项。然后将这些特征项与领域本体库中存储的领域特征项进行匹

配，从而得到文本的类别。本文介绍了两种分类算法，一种是基于概念语义的匹配，一

种是非一致性模糊匹配。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分类系统缺

乏语义联系的不足，提高文本分类的准确性。

关键词文本分类本体领域本体语言学文献 匹配



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the linguist’S lucubrating，text

classif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ow we can scan and us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Linguistics literature promptly．But among，the document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semanteme gradually becomes the mainstream，The semantic relations best carrier—

Ontology,become attention focus in the academic．

Ontology is a description between the conception and the relation．The document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ontology is based upon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nd semantic relations

categorization indeed．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upon the discussion of Linguistics document

Feature—Database Establish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n text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s the

Linguistics document Feature—database by analysing the intemal relations oflinguistics words

Semantic Earnestly,and proposes Linguistics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which is based

upon Semantic relations match．Firstly,Use the participle system to choose the key word with

the document．Use the TFIDF algorithm in feature Extraction with the key words to analyse

feature item．Then the feature item Matches with the Feature-Database，Thus obtains the

document’S category．This paper designs two kinds of categorization methods．One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semantics match and the other is uniformity fuzzy match．No matter what

algorithm is selected，it Can make up insufficient of current categorization deficient semantic

relation to some extent．Enhance the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Key words：Document Categorization；Ontology；Domain Ontology；

Linguistics document；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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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1章 引 言

在网络逐渐普及，并进一步成为人们主要信息查询手段的今天，很多信息查询不确

切的问题经常困扰我们。当用户进行信息查询时，与要求不大相关的信息会大量涌现，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成为信息获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

了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对信息组织、整理的效率，必须对文本进行自动分类。

信息检索和文本分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只有把握好“分类”这一关键环节，对信

息的利用才能达到更满意的效果。

文本自动分类(Automatic Document Categorization)【1】就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集(或’

其他实体对象)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或标准进行类别划分。自动分类技术是有效运用信

息的基础，是代替繁杂的传统人工分类方法的有效手段和必然趋势。利用先进的计算机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本分类，不仅方便快捷，容易实现，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还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信息挖掘处理，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和深度。文本自动分类

对提高信息搜索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使信息的分类和运用更加方便快捷。自动对文本进行分类可以为使用者在网

络上进行信息检索提供方便。Internet上的信息资源对于用户来说常常是杂乱且不相关

的，用户很难从网络中直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为了满足广大用户在信息海洋中方

便快捷地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愿望，这就需要研究有效的文本分类方法，对巨大的网络信

息资源进行分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用户搜索和运用Intemet信息资源的速度和质量。

其次，可以尽可能减少人力浪费和人为误差的产生。采用自动分类方法可以节省大

量人力，而且自动分类的效率是人工分类效率的百倍甚至千倍【21。由于计算机运算速度

快，因此，使用计算机自动对文本进行分类的速度和效率是人工分类所不能及的；而且

计算机的计算精度高，减少了人为错误产生的可能性。

目前，对文本分类方法的运用和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对于文本分类方法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但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文本分类系统如何从信息资料

中自动学习、获取相关知识：如何在文本分类过程中避免机械的字串匹配，实现接近人

脑智能性的语义分类等。针对这些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对于提高文本分类的性能，进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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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类信息获取的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于语言学文献开展研究，主要原因有二：

1．语言学既是一门基础学科，同时又涵盖许多边缘学科，范围之广是其他任何学

科所不能及的。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以及所有人类语言背后规则的科学，按研究目的和范围的不

同可以分为普通语言学、个别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等。内部又可以分为语

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类别。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学不

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而是同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学等

密切相关，同数学、声学、数理逻辑、电子学等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语言学知识不仅

对认识语言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语言教学，确定语言规范，研究翻译理论来

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进行机器翻译，治疗语言障

碍的疾病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随着语言学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学科，对语言学的研究也逐渐加深。语言学与其他

领域交叉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

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具有语义关联的新概念，例如，用户在查找有关

“历时语言学"的文献资料时，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类方法只能分析出包含这个词语的

文本资料，但是，从语言学专业角度来讲，“演化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是同一个

概念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这时，只有分清楚两词语在语义上的同义关系，才能在检索出

有关“历时语言学"文章的同时，也检索出有关“演化语言学"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文本分类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因此，研究语言学文献的自动分类方法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2．由于作者本人知识水平有限，导致研究工作只能局限于这个领域。但是，真心

希望通过作者本人的微薄之力，可以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1．初级阶段

文本分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文本分类主要是基于知识工程

(Knowledge Engineering)，通过手工定义一些规则对文本进行的分类。应用知识工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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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大的缺点和不足就是需要专业人员手工编写分类规则来表达

领域专家所拥有的知识，运用这些规则将文档分到一个给定的类别体系中【31。这种方法

不仅需要有领域专家的合作，而且还需要知识工程师手工编制大量的推理规则，具有很

大的限制性和不确定性，最能代表这种工作方法的是路透社开发的Construe系统【41。

2．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上在线文本的大量涌现和机器学习的兴起，大规模的

文本分类和信息检索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文本分类系统首先通过在预先分类好的

文本集上训练，建立一个判别规则或分类器，从而对未知类别的新样本进行自动归类。

它不再需要大量的领域专家的参与，算法也独立于某个领域，不再受到领域知识的限制，

能适用于任何领域的学习，使得它成为目前文本分类的主要方法f熨。几种最能代表国外

自动分类系统的研究成果如表1—1所示：

表1—1国外近年来开发的自动分类系统

序号 时间 完成机构 完成人员 技术特点
1 1994年 At&T实验室 DavidD．Lewis等 基于非确定性的自动分类技术

William W．Cohen
2 1996年 At&T实验室 电子邮件的自动分类

1r

3 1997焦 德国Dortmund大学计算机系 Torsten Joachims等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自动分类

基于很少语料词汇的层次自动
4 1997年 美国Stanford大学计算机系 Daphne Koller等

分类

5 1998年 Yiming Yang等
自动分类

美国Carnegie mellon大学计算 采用决策树等聚类算法的在线

机系

Andrew McCallum 运用信息熵理论、Bayes理论等
6 1999年 美国Just Research公司

等 实现多类号的自动分类

美国Massachusetts大学计算
7 1999年 Jamie Callan等 针对文本库的自动分类系统

机系

为推广电子商务研制基于文本
8 1999年 美国IBM和Oracle公司

内容的电子邮件自动分类

为其浏览器开发基于内容属
9 1999年 MicrosoR公司

性分类的插件

国内的自动分类研究工作始于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辅助归类和自动归类系统。国内比较典型的自动分类系统如表1—2所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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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国内近年来开发的自动分类系统

完成时
序号 完成机构 完成人员 主要技术特点

间

根据原有的类别主题词表和
1 1986年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朱兰娟，王永成

Bayes最小损失原则确定分类

主题词与类号关系表，确定权重
2 1995在 南京大学 苏新宁等

系数，分类前控词典，停用词表

目前，对中文文本自动分类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其分类效果：

1．虽然国外的英文文本分类方法已经日渐成熟，很多英文文本分类的方法可以借

鉴到中文文本分类系统中来，但是，语言方面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而且随着中文语义，词汇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更需要我们开发适用于当前汉语发展的中

文文本分类系统。国内外对文本分类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对词的统计分析展开的，但是相

对于英文来说，中文文本中词语的正确切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分词的正确与否成为影

响分类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2．另一个影响分类系统正确率的重要因素是词汇差异(Vocabulary Gap)，许多文

本分类系统采用抽取关键词或类别词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类。这样的系统通常都是基于

一种假设：类别描述词表与文本之间共享这些词语，我们可以称这种相关性匹配为基于

表层的匹配(Surface．Based Matching)【61。由于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文本用词和受控的

类别词表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基于表层的匹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达到更高分

类正确率的问题。

3．文本分类的知识和策略也是影响分类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11。

1．3本文组织

本文在传统文本分类技术的基础上，运用本体论的思想，研究语言学文献的自动分

类方法。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

1．确定语言学文献自动分类的领域，对语言学文献进行预处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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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本体论的思想建立语言学文献的领域本体；

3．将语言学文献的领域本体应用到对语言学文献的分类过程中，力求取得更好的

分类效果。

本文共分五章，文章结构及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l章：引言。介绍文本分类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文本自动分类的

研究现状；给出本文的研究工作；最后，介绍本文的组织结构。

第2章：本体论的观点。详细介绍本体的渊源和定义；分析建立本体依据的原则以

及本体的组成成分和本体的分类。对本体的概念做出一个全面立体的介绍。

第3章：构建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所使用的关键技术。首先，采用向量空间模型

(VSM)的方法表示文本；其次，利用词或短语之间的概念关联，运用经过一定改进

的TFIDF算法提取文本特征；最后，介绍了词语之间的几种语义关系。

第4章：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的构建。首先确定建立领域本体的范畴和目的；其次，

对语言学的相关概念进行处理，确定领域本体的特征项，并采用Prot696工具建构语言

学领域本体；并对语言学领域本体进行形式化编码；最后，语言学领域本体还要随着社

会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充实。

第5章：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献分类过程。首先介绍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流程；然

后，对语言学文献进行预处理，得到待分类文本的特征项；接下来依赖语言学领域本体

对语言学文献进行文本分类，这里使用了基于概念语义和非一致性模糊匹配两种算法，

通过评估得出结论：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结果准确率高于其他分类方法。由此证实基于

本体的文本分类方法切实可行。

第6章：结论和展望。对本文提出的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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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本体介绍

本章首先从理论上介绍本体的渊源、定义、组成、建构本体所依据的原则、当前最

流行的本体的分类方法和本体的应用。

2．1本体的渊源

本体(Ontology)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17世纪初，西方哲学家提出“本体”这个

概念，用于避免“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的一些二义性问题；18世纪初，本体已

被哲学界广泛采用。它指的是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

据的学说【71。

近年来，关于本体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

计算机界举行了多次关于本体的专题研讨会。并取得一个共识，把现实世界中某个应用

领域抽象或概括成一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构造出一个领域的本体，可以使计算机对

该领域的信息处理更为方便，人们在运用这些成果时也更为准确和快捷。本体正逐步成

为知识获取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

2．2本体的定义

关于本体的定义，哲学界和计算机界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哲学界，本体是表达哲学

理论的术语，是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是物质存在的一个系统的解释，这

个解释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语言。

而在计算机领域，本体则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形式。它将领域的知识概念化，并可以

表达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形式。虽然本体论(或称实体论)这个概念在计算机科学中变

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到目前为止，在计算机界却很难为本体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斯

坦福大学的Gruber给出的定义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可，即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

本体论的最终目标是精确地表示那些隐含(或不明确的)信息，使得它们可以为计算机

领域的发展服务。



第2章本体介绍

2．3本体的组成

本体研究的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本质，一个本体就是某个领域或一个领域的某个方面

的客观存在的本质。我们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概念来认识其本质。首先，客观事物存在

于与其相关联的其他事物之间、存在于自身的变化之间；其次，具体的事物与它们之间

的关联一起构成具体的存在，对具体的存在进行概括产生抽象的存在；最后，这些客观

事物及其之间的关联形成事物的一个概念关系。

本体的组成从形式上说，可以由概念类、关系、函数、公理和实例(属性)5种元

素组成【8】。

1．概念。这里所说的概念是广义的概念，它通常可以构成一个分类层次。概念是

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对事物进行概括的表征。这样的事物可以是抽象的，也可

以是具体的。例如，在语言学文献中，“人称代词"就是一个概念，而其中包含的“你”

“我”“他(它)”则是这个概念的实例化；

2．关系。关系表示概念之间的一类关联，反映了多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

同义关系是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等同的关系，近义关系则是表示两个或两个以

上概念之间相近的关系；

3．函数。函数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用来定义或者计算概念与概念之间、概

念与实例之间、实例自身之间的关系；

．4．公理。公理用来表示一些永真式，即永远不变的关系或者概念；

5．实例。实例是指属于某概念类的基本元素，即某概念类所指的具体实体，特定

领域的所有实例构成领域概念类在该领域内的指称域。

2．4建立本体依据的原则

从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本体是人为设计的关于某个领域的概念模型

的一种表示。Gruber曾经给出了5条设计本体的基本原则[91。

1．明确性、客观性和完整性：本体应该用自然语言对所定义的术语给出明确的、

客观的语义定义，即必须有效地说明所定义术语的意思。而且，当定义可以用逻辑公理

表达时，它应该用逻辑公理表示，即形式化表达。 同时，所给出的定义必须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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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完全表达所描述术语的含义。Gruber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完整的定义(即，同

时由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表示的谓词)要比一个部分定义(即，仅用必要条件或充分条

件定义的谓词)要好。

2．一致性：一个本体应该是前后一致的，也就是说，由它推断出来的概念定义应

该与本体中的概念定义一致。由术语得到的推论与术语本身的含义是相容的。至少，所

定义的公理以及用自然语言进行说明的文档应该是一致的。

3．可扩展性：一个本体提供一个可共享的词汇，它应该尽可能提供概念的基础，

同时，它的表示应该便于人们对这个本体概念进行扩展和进化。

4．编码误差尽可能小：本体应该处于知识的层次，而与特定的符号及编码无关。

本体的编码误差应该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5．最小本体承诺：一个本体应该在提供必须的共享知识的条件下，要求有最小的

本体承诺。也就是说，它应该对所模拟的事物产生尽可能少的推断，而让共享者自由地

按照他们的需要去运用这个本体，使之专门化、实例化。

除了Gmber以外，许多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其他本体设计原则，

如，J．Arpirez等人提出，本体设计应该遵循以下3条设计原则：

1．尽可能使用标准术语；

2．同层次概念之间保持最小的语义距离；

3．可以使用多种概念层次，采用多重继承机制来增加表达能力。

但是，目前还不存在公认的本体设计原则和评价标准以及质量保证标准，所有这些

本体设计都是十分笼统和抽象的，因此，这些原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根据客观情况的不

同，在不一致的原则中间进行权衡，灵活掌握。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的理由

之．一。

2．5本体的分类

目前关于本体的研究日益广泛，尤其是国外。不同的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

本体。针对各种不同的本体，也出现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方法：

1．根据本体的应用主题分类

根据应用主题的不同，本体可以分为以下5类【1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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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域本体：领域本体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提供的是

该领域特定的概念定义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提供该领域发生的活动以及主要理论和基本

原理等。对特定领域的本体研究和开发目前已经涉及许多领域，包括企业本体、医学概

念本体、酶催化生物学本体、陶瓷材料机械属性本体。

(2)知识表示本体：研究重点是语言对知识的表达能力。典型的有斯坦福大学知

识系统实验室提供的一种称为知识交换格式(KIF,Knowledge Interchange Format)的知

识描述语言，以及可以在线将各种知识转换为KIF的本体服务器Ontolingua。目前普遍

认为，所有其他的知识表示形式都可以转换为KIF的形式。

(3)通用和常识本体：关注于常识知识的使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承担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常识知识的实用研究”中开发的结合Agent和本体的知识库Pangu

也属于通用知识本体的研究范畴。

(4)任务本体：也称为方法本体，是本体研究的另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可共享的

问题求解方法，这里的推理方法与领域无关，任务本体主要涉及动态知识，而不是静态

知识。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通用任务、与任务相关的体系结构、任务方法结构、推理

结构和任务结构等。

(5)语言学本体：是指关于语言、词汇等的本体。典型的实例有GUM(Generalized

Upper Model)并I：l普林斯顿大学研制的WordNet。

2．根据本体表示的形式化程度分类

根据表示的形式化程度不同，本体可以分为以下4类【ll】：

(1)完全非形式化：完全采用自然语言表示，结构非常松散，典型的有术语列表。

(2)结构非形式化：采用受限的或结构化的自然语言进行表示，能有效提高本体

的清晰度，减少二义性。如，Emerprise Ontology的文本版本。

(3)半形式化：采用一种人工定义的形式化语言进行表示，目前已有许多研究机

构开发指定了这类形式化本体表示语言，采用Ontolingua描述的本体都属于这一类。

(4)完全形式化：所有术语都具有形式化的语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包括一

致性和完整性方面的属性。

3．根据研究的层次分类

本体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根据本体的研究层次，可分为【l 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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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层本体：主要研究非常通用的概念，如空间、时间、事务、对象、事件、

行为等，他们完全独立于特定的问题或领域。因此可以说顶层本体是在一个很大范围内

的知识层次。

(2)领域本体：研究与一个特定领域相关的术语或关系。

(3)任务本体：定义通用任务或推理活动。任务本体和领域本体处于同一个研究

和开发层次。它们都可以应用顶层本体中定义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词汇。

(4)应用本体：描述特定的应用，它既可以应用特定的领域本体中的概念，又可

以引用出现在任务本体中的概念。

2．6本体的应用

本体构建的目的就是应用。这方面的研究遍布于文本分类、人工智能、信息管理、

知识管理相关的各个领域，典型的应用有：

1．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和信息检索，特别是网络搜索引擎和数字化图书馆。在信

息检索领域和数字化图书馆中，加入本体的思想，可以在检索过程中更加准确的对文本

进行定义和分类，快速找到相关的信息。例如，在信息检索过程中，输入检索词语“第

一语言教学”，加入本体论的思想后，有关“母语教学”的文章也会出现在检索结果中，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网络信息的利用率。

2．基于本体的数据集成、机器学习等。数据集成和机器学习需要了解某个领域的

全部知识，本体思想的引入，可以对数据集成和机器学习提供一定的便利。

3．领域本体的应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建立不同的本体，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分

析事件，提高研究的效率。

4．语义web服务。语义Web是Web未来的发展趋势，本体技术提供了语义Web

描述词汇的精确定义，为真正实现Web信息的语义表示奠定了基础。

5．在线元数据管理和自动信息发布。在线元数据管理和自动信息发布是一个实时

的信息处理过程，有了本体的参与，可以使准确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2．7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有关本体的理论知识，了解了本体的概念来源于哲学，随着科学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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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在被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介绍了研究者对本体概念的不同理解，目

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本体的组成包括概念类、关系、函

数、公理和实例5种元素；还分析了建立本体必须依据的原则，即明确性、客观性、完

整性、一致性、可扩展性、编码误差尽可能小、最小本体承诺等，为下一章中语言学领

域本体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还介绍了在三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下对本体的分类情

况；最后简单地说明了本体的应用情况，使我们对本体的概念产生了一个全面立体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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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构造领域本体所使用的关键技术

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能否JI顷,N实现，主要取决于领域本体的构建。而领域本体构

建是否成功，又是由其中若干个关键技术的选择和运用所决定的。主要包括：文本表示、

特征项粒度选择、特征提取和语义推理。

3．1文本表示

计算机不能识别人类的语言，所以需要文本表示的过程，把人类的自然语言变成计

算机可以看懂的符号。目前，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文本的表示大多数采用向量空间模型

(Vector Space Model，VSM)的方式【H】。

本文采用向量空间模型的方式来表示文本：给定一个自然语言文档D，在选定了特

征项以后，用D=Ol，wl；s2，W2；⋯；如，¨)来表示文档D，其中墨=(f_1⋯．，Ⅳ)为特征项，

W为Si的权重，规定墨=(f_1，．．．，Ⅳ)互不相同。把向量D(w1．w2，．．．，h)叫做文档D的

向量表示或者向量空间模型，文本用向量D来表示。

接下来，要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中文分词一般采用最大匹配法[14】。最大匹配法是

机械分词方法的一种，按照一定的策略将待分析的汉字串与一个“充分大的”机器词典

中的词条进行匹配，如果能够在词典中找到某个字符串，则匹配成功，识别出这个词语。

按照由左到右的方向匹配的方法叫做正向最大匹配法，由右到左的方向进行匹配的方法

叫做逆向最大匹配法。双向最大匹配法(正向最大匹配法和逆向最大匹配法的结合)速

度快、词表开放、格式简单容易扩充。

对分词结果进行词性标注，这个过程中还要完成对文本的去虚词处理，建立一个有

序的虚词词表是前提。对从分词结果中提取到虚词采用二分查找来判断这个词是否在虚

词词表中，如果在则丢弃；如果不在则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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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特征项粒度选择

使用向量空间模型方法表示文本，并对文本分词和词性标注以后，下面就要对文本

进行特征抽取。采用什么标准抽取特征项，对领域特征项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

的特征项的抽取有三种粒度可供选择：一个是字，一个是词或短语，一个是概念特征。

1．字。使用字特征的特征抽取过程最简单。那是因为在国家标准GB2312—80中

定义的常用汉字仅为6763个，由于这些常用汉字数目比较少，所以抽取过程所需的时

间和空间的开支都不会很大，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就字本身而言，对文本表示的功能

性很差，根本无法独立完成对文本特征的表示，更不能准确的表达文本之间的语义信息，

不可取。

2．词或短语。词是汉语中能够准确表达语义信息的最小的语言单位。与字相比，

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不计算专业领域的词汇，通用的词和短语有10

万左右，使用词特征就要面临复杂的分词问题，而同时，并不是说所有的词语和短语都

适合作为特征项。在词频统计时，会出现很多频率很高，但是对文本特征表现力却很弱

的词语或短语，就不能作为特征项；相反的，也会有很多出现频率不高，但是却可以一

词定类的词或短语，比如“复元音韵母”，只要出现这个词语，几乎就可以判定文本的

特征，从而确定文本的类别。由此可见，使用词或短语的特征进行特征抽取具有很大的

不准确性。

3．概念特征：词语之间往往都存在同义关系、从属关系、近义关系等丰富的语言

现象。理清这些概念层次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词和短语的优点，就可以对文本特征进

行很好的抽取，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特征抽取方法。

综合比较以上三种特征抽取粒度的优劣，本文采用概念特征的标准对文本特征项进

行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字特征文本表示功能较弱的缺点，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

纯靠词或短语表示文本特征的不确定性，从而保证抽取特征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3特征选择

经过分词以后的文本，词汇量很大，而且用VSM表示的文本，．向量空间的维数很

高，不利于计算机处理；另外，每个词语对表现文本主题的贡献程度不二样，有些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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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频率很高，但是对确定文本类别没有太大帮助；有些词出现频率虽然不高，但是却可

以一词定类。这就需要一个特征选择的过程。

特征选择的基本思想是：在对文本中的关键词进行选择之后，计算每个词语的词频，

并将经过学习预设的重要度作为权值，对所有的特征按照其权值的大小排列，通过设定

阈值或限定维数，可以得到文档的特征集。由此可见，特征选择是建立在词频统计和计

算权重的基础上的。经过词频统计和权重计算，就能生成文本类别的核心向量，这些向

量中的特征词可以认为是能代表该类文本特征的类别领域词[151。

TFIDF方法是文本分类过程中特征提取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其中，TF：Term

Frequency为频率因子，表明文档中出现该特征项的频度；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为特征项倒排文档频率，表明特征项在文档集合中分布情况的量化。一般的

特征选择过程中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构造词语权值评价函数，在系统中采用的是由人工

分类好的训练语料，让系统进行分析提取。为了保证语言学文献中的常用词(例如“形

式名词”中的“名词’’词条)得到选择，降低IDF的影响，同时为了得到一个单位空间

向量，还要对特征向量的各个参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本文采用改进的TFIDF算法对文献进行特征选择。首先本文以概念特征作为特征

选择的标准，那么给定两个词语，计算它们之间的语义距离。这里，把语义距离定义为

两个词对应的属性或概念在特征库中的最短距离。如果两个词中有一个词的属性无法在

特征库中找到，或者两个词的属性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特征库，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词之

间的语义距离为d161。

设两个词U、V之间的语义距离为P，那么U、矿之间的相似度可以用公式(1)来

计算：

scu，y，={孑一‘p×‘日一￡’7。’ {；三三； c，，

这里的日和三是两个词之间相似度可能取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这里，令H=1，

三=O。D是U、y所在的特征库中两个实例的语义距离可能的最大取值。即如果某个

特征库中深度最大的两个实例或属性的深度分别为Dl、皿，那么这个特征库的D=日

+D，。注意，根据上面所说，当P≠oo时，U、V的实例或属性必定是在同一特征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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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D的定义是合理的。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到包含实例或属性之间具有语义关

系的特征库。

3．4语义推理

基于本体的分类过程，必须以特征项之间的语义关系作为基础，如何确定词语之间

的语义关系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语义推理。

语义推理就是通过扩展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来确定领域特征项，将所有隐含的信息

都显式地描述出来，以此来构建领域本体库。语义关系是建构本体特征库过程中，联系

概念与实例的中心环节，因此作为特征库中的联系各级节点之间的纽带而存在。这样的

语义推理完成了对元数据概念的语义扩展，主要包括：

(1)同义词关系(Synonym)扩展：同义词是意思相同或非常相近的两个或多个词

语，它们之间往往可以相互替换。如“声调”和“音调"、“复元音韵母"和“复合元音

韵母”等。

(2)上下位关系(Hypemymy／Hyponymy)扩展：就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下位

词是上位词的特例，如“声调”和“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间的关系，其中“声

调”是上位词，“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是下位词。在分类过程中，有时通过概念
毛

的上下位概念也能分析出潜在的有用信息。

(3)相似词扩展：相似的两个词之间具有兄弟关系，但不是同义词或者上下位词，

如“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

(4)歧义概念的标注：自然语言中存在很多一词多义的现象。为了排除歧义的干扰，

我们借助文档特征进行唯一标注，这样就可以达到消除歧义的效果。

这些初始概念经过语义分析，可以防止概念的冗余，避免重复的概念，并且通过领

域专家的确认后，可以成为领域特征项，作为本体的核心概念或者实例，在本体库建构

过程中确定下来，在以后的不断完善过程中还可以作为新的特征项，源源不断地扩充进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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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本章小结

本章分析了建构领域本体所需的关键技术，在用向量空间模型对表示文本的前提

下，从概念特征出发对文本进行特征选择。采用经过一定改进的TDIDF算法，确定领

域特征项。还应该明确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近义关系等。

只有首先明确构造领域本体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才能为领域本体构建工作提供技术支

持，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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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语言学领域本体的构造

4．1构造领域本体的必备条件

4．1．1本体形式化描述语言的选择

本体形式化描述语言直接影响本体模型的表达能力和可扩展能力。目前的形式化

本体描述语言非常多，主要有RDF和RDF—S、OIL、DAML、OWL、KIF、SHOE、XOL、OCML、

Ontolingua、CycL、Loom[17】。经过比较，我们选用了OWL(ffeb Ontology Language)。

OWL的优点是以Web资源为描述对象，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另外，OWL是基于描

述逻辑的，所谓描述逻辑(Description Logic，DL)是一阶谓词逻辑的可判定子集，

能够提供可判定的推理服务，并且具有语义特征【18】。这就意味着基于描述逻辑的OWL

的函数和公理都有相应的逻辑描述表示，利用OWL构建的本体库除了具备良好的表现能

力外，还具有强大的推理能力。这对于Web资源的逻辑检测、本体集成、知识整合是非

常重要的。

4．1．2本体开发工具的选择(Prot696+OWL plugin)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成熟的本体开发平台软件可供选择。经过我们对部分常见工

具的试用与比较，选择的是其中的佼佼者Protege3．2．1【19】(用户界面截图如图4—1所

示)。Prot696是由斯坦福大学医学信息化研究小组开发的，一个基于Java环境、开放

式架构的开源知识建模工具【20】。其扩展的OWL插件是目前最为强大的OWL本体构建工具。

Prot6酣不仅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简单灵活的用户定制界面，还具有如下一些特性：

1．支持图形化本体编辑模式；

2．支持数据库存储模式；

3．基于OWL数据库的多人开发模式和支持逻辑检测功能等。

最新版本的Prot690还增加了对资源多语言描述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Prot696

还拥有超过50000人的注册用户和邮件列表用户，高效的技术服务支持以及丰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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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1 Prot6963 2．1用户界面截圈

4 1．3确立本体建构的指导思想

本体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明确的开发思想、方法和规划来推动项目。

近年来，借鉴软件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不少国内外专家提出了本体

构建的方法论：如IDEF一5、Skeletal Methodology(骨架法)、企业建模法(TovE)、

METHONTOLOGY以及Cyclic Acquisition Process方法等口”。

4 f．4领域专家的参与

领域本体构建是本体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开发人员虽然具有丰富

的本体知识和较强的开发能力，但是对特定领域知识却知之甚少，很难建立起面向特定

领域的本体模型。所以本体构建非常需要领域专家的参与。

4．2语言学领域本体的构建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领域本体是一类新的软件括动田】(跏。领域本体是具体领域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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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概念和关系的抽象描述，是整个语言学文献分类系统的基础，领域本体的好坏程度，

直接影响文本分类系统的功能。在此，我们借鉴软件工程的思想和经验，运用基于本体

生命周期的构造方法来建构语言学领域本体。

把领域本体的构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确定领域本体的目的和范畴、领域本体分

析、领域本体的编码和表示、领域本体的进化和扩展以及评测【24】。如图4—2所示。

图4—2领域本体建构流程图

4．2．1确定领域本体的范畴和目的

通过

1．建立语言学的领域本体，必须采用语言学文献资料作为语料进行研究。本文选

择《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作为研究语料。该期刊将文献分为“语文百家访谈”、“语

言理论研究”、“语言应用研究”、“语言教学研究”、“语言新观察"以及“咬文嚼字"、

“工具书补正”、“词典评析”、“语林考古”等几个部分，大致上涵盖了语言研究的各个

领域，同时包含了大量语言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很大的便利。

本文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下载了《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6年全年的文章共计

909篇作为研究语料。由于期刊文献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普通语言学领域，也包

含了很多语言学相关领域。在整个语言学领域建立本体的工作过于繁杂，加上作者本人

知识水平有限，因此，在这里经过细致筛选，最终确定150篇普通语言学文献作为开展

研究的对象。选择其中的100篇(注意：这里的100篇文献必须涵盖普通语言学的各个

分支学科)作为取材范畴，其余的50篇在后面的分类实验中作为待分类文本使用。

2．明确建立本体的目的。建立本体的目的是：
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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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本体思想和OWL语言组织和描述语言学领域知识：

(2)建立一个具有逻辑检测和可扩展性的领域本体库，可以更明确、清晰的认识

领域特征项之间的语义关系；

(3)实现应用中的快捷分类以及查询，便于使用者在运用过程中更加方便快捷的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3．明确目标用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语言学文献的使用者，一类是对语言学文

献进行文本分类的研究人员。

4．最终我们建构的语言学领域本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简单、良好地定义概念的层次结构；

(2)取得结构可重用性和语义关系表现力之间的平衡：

(3)具有建立在概念公理基础上资源的可扩展性：

(4)支持互操作和多语言特性。

4．2．2确定核心概念的方法

确定本体构建范畴和目的后，接下来要做的是利用本体建立领域知识概念模型。目

前建立领域本体概念模型通常有三种方法【20】：

1．自项向下(top-down)方法，其表现形式是由现有的领域本体模型构建应用本

体模型，其中应用本体为针对特定对象而生成的本体；

2．自底向上(bottom—up)方法，其表现形式为将领域知识中名词性的概念、术语

等进行识别、处理二义性、归纳、聚类、泛化等处理，建立概念模型；

3．核心扩展(middle-out)方法，其表现形式为由具有本体雏形的一组核心概念

入手，不断扩展本体概念模型。

其中第1种和第3种方法在目前的本体构建项目中应用比较多，第2种方法适用于

拥有大量领域知识资料并且能够使用自动或者半自动本体采集生成工具的情况。采取自

底向上方法过于繁琐，而且目前的自动或者半自动本体采集生成工具使用效果也不好。

综合上述三种方法的优缺点，本文决定采用核心扩展的方法确定核心概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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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语言学领域本体特征项分析

首先，利用已有的分词系统对作为源语料的100篇普通语言学文献进行分词处理，

得到一个含有权重标记的关键词排序；利用第3章3．3介绍过的特征选择方法，对关键

词进行特征提取；并进一步在领域专家帮助下，利用核心扩展的方法产生所有潜在的核

心概念。核心概念必须满足没有二义性、互不相交和并集覆盖整个普通语言学领域知识

的要求。经过识别、分析和统计得出：

1．首先确定了“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四个核心概念。作

为本体模型的顶级概念，

2．由于本文只是研究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因此，这里只是对各个领域做定

性研究。这样，在语音学领域，包括“音素”、“音节”等核心概念；词汇学领域，包括

“语素"、“词”、“短语”等核心概念；语法学领域包括“性”、“数”、“格"、“时”、“体"、

“态”、“人称"、“词类”等核心概念；方言学领域包括“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

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等。综上所述，在顶级概念之下，

产生了20余个二级概念。而这些概念与顶级概念之间都是包含关系，并且满足互不交

叉，没有二义性。这样就可以去确定这些概念作为领域本体的核心概念。

3．在这20余个二级概念下，又包含着很多三级概念。如：“元音”、“辅音"等作

为语音学领域中“音素”的三级概念存在；“单数”、“双数”、“多数"等作为语法学领

域中“数’’这一核心概念的三级概念存在。经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类似这样的三级

概念在普通语言学领域有60多个。

4．······

5．⋯⋯

通过对100篇源语料进行分析，对不同级别的核心概念进行统计可以得到普通语言

学中存在近500个核心概念。本文对概念的统计分析只是作为构建语言学领域本体的前

期工作，这里不再做过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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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语言学领域本体层次描述

第一层次：“语言学”是本课题研究的最大的领域，在领域本体库中作为父节点存

在。如图4—3所示：

图4—3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第一层次

在这一层次中，“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民族语言学’’等作为领域本体库中“语言学”这一父节点的一级子节点存在。

第二层次：“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民族

语言学”等分别作为一级父节点存在。如组图4—4所示

l民族语言学I

f l

I 历史比较

I 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宗教语言学 ．⋯．．

图4—4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第二层次

“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对外汉语教学”、“汉语规范化研究"、“计算语

言学”、“一般社会语言学”、“具体社会语言学”、“历史社会语言学”、“透视社会语言学”、

“语际语言学”、“行为主义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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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语言学”等都是作为上一级父节点的子节点存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方

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把“方言学”看成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使

之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并列作为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正是

采用了这样一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把“方言学"提出来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分支存

在。

第三层次：“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汉语

规范化研究”、“计算语言学”、“一般社会语言学"等上一级子节点在这一层次中作为父

节点存在。如组图4—5所示：

圈
囱回囱

图4—5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第三层次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能一一列举领域本体这一层次的所有子节点，通过观察上图

一目了然，“音素”、“音节”、“语素"、“词"、“性”、“北方方言”等，都是分别作为“语

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的子节点存在。

第四层次：“音素”、“音节”、“词"、“短语”等上一层次中作为子节点存在的特征

项，在这里作为父节点存在。下面只对“音节"和“短语”所包含的子节点进行说明，

如图4—6所示：

图4—6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第四层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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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声母”、“韵母”、“成语”等作为“音节”、“短语"这一父节点的子节点

存在。
’

第五层次：“声母”、“韵母”、“声调"等上一层次的子节点，在这里作为父节点存

在。下面只对“声调”所包含的子节点进行说明，如图4—7所示：

图4—7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第五层次

在这一层次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作为“声调”的子节点存在，
，

同时也是这棵领域本体特征树的最后一个概念环节。虽然在这里，上述四个实例不能再

进行分解，但是，其他概念还包含很多不同的层次和实例，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第六层次：⋯⋯

第七层次：⋯⋯

由于本文工作的重点是把这些概念通过一定的语义关系，构建一个语言学领域的本

体，下面，对领域本体的构建过程做详细描述。另外，由于篇幅有限，不允许把整个普

通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关系完全描述出来，这里只截取了语音学领域本体的结构图，对语

言学领域本体进行描述。

4．2．5建立概念层次结构

领域本体种的概念层次主要有三部分构成：概念、关系和实例。这里对语音学方面

的概念关系进行简单的说明。

1．概念：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描述，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例如：“语音学”

是一个概念，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音方面知识的一个类别，作为一个大的聚类存在。

2．关系：在上一章已经详细介绍过，关系说明的是概念之间的联系。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概念以何种形式联系在一起。例如：“声调”和“音调”之间是同义关系：“元音"

和“辅音"之间是兄弟关系，或称为相似关系；“韵母”和“复元音韵母’’之间是上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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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关系。

3．实例：用来说明概念的实体。例如：“音素”和“音节”，作为两个实例在说明

“语音学”这个概念。而“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实例则是在说明“声调”这

个概念。

当然，概念与实例，概念与概念，实例与实例之间的语义关系也可以有很多层次，

『E是这样复杂的联系构成了语言学领域本体库。

领域特征项的概念类表示为父节点，实例表示为子节点，依靠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

来连接。本文使用Protege系统对语言学领域本体库进行构建，如图4--8所示。

图4—8语言学领域本体结构图

由圈4-8可以看出；

1．“语音学”：在这个本体片断中以父节点的形式存在；

2“音素”、“音节”作为“语音学”的一级子节点存在。与“语音学”的关系是上

下位关系；

3“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声调”作为下一级子节点存在。与上一级

关系“音素”、“音节”的关系是上下位关系：

4．“母音”、“复合元音”、“子音”、“复元音韵母”、“音调”作为原领域特征项的同

义扩展项存在，它们与其同义词语之间的语义距离为0。关系：同义关系；

5．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似关系。如“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言学”等。

依此类推，就可以在语言学领域建立一个支持整个领域知识的本体库。这个过程

中．机器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人工才是根本。通过领域专家的分析和确认才能确定词

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添加到领域本体中来。

4．2 6形式化编码和表示

利用Protd酣系统建立领域本体以后，领域特征以owl为后缀的形式保存下来。圈

4—9是语言学领域本体的一段编码。“语音学”在这里作为一个大的聚类存在，它统率

所有小的概念，是父节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范畴。“音素”、“音节”作为它的子

节点存在，同样以owl为后缀保存在领域本体中。由于领域本体的形式编码属于系统自

带的功能，这里不再做过多解释。

图4-9领域本体的形式化编码

4．2 7语言学领域本体的进化和扩展

本文采用机器计数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式，把新概念加入到本体库中，实现本体

扩展。如果使用者输入的语言学文献的关键词不在当前领域本体库中，但是在文本分类

过程中被选定为文本特征项的次数很多，又是能够代表领域特征的词语，那么，计算机

会提示系统管理人员这个词可能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时候由系统管理人员对这个词进行

分析，有必要的话，还要请领域专家进行鉴别。如果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概念，则加入

到本体库中适当的位置：如果不能看作是一个新的概念，则舍弃。

4．2．8语言学领域本体的评估

本文参考Maliano评估和比较本体性能的模型标；,ttt矧．制定以下评估内容对领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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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库的建立进行有效的评估。

1．本系统所建构的领域本体是与应用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语言学文献的使用者

在对所需语言学文献的查找过程中感到一定的困难，现有的文本信息、专家知识、通用

本体和文本分类工具不能很好的满足语言学文献使用者的需求。本系统是在这种需求达

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构建的。因此，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

2．本系统中对信息的收集，主要是在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中进行的。选择了普通

语言学方面的100篇文章作为源语料，可以比较全面的代表整个普通语言学的语义特

征，具有较强的表征性和说服力。

3．对语言学文献特征的提取是采用比较精确的经过一定改进的TFIDF算法计算获

得的。再加上领域专家对特征项语义的扩展，使领域特征项的选择在准确性方面有了一

定的保障。

4．在形式化编码的过程中，本文根据语言学词汇语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编码，采用

OWL语言存储到数据库中。对语言学文献本体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能够发挥一定的保

障作用。

在领域的本体的评测阶段，一般采用领域专家的观点对特征项进行分析，如果能通

过专家的评测，则添加到领域本体库中；如果不能得到领域专家的认可，就要回到信息

收集和术语识别的过程，重新选择特征项。

4．3本章小结

这一章介绍了建构语言学领域本体的过程。首先，对语言学文本进行特征选择，

抽取其中最能代表领域特征的项，作为领域本体的核心，利用Prot696系统，在细致分

析语言学文献特征的基础上，建立语言学领域的本体库，为下一步文本分类工作提供了

必要的基础条件。另外，因为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的扩充

修订，那么，语言学领域的本体库也随之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随着领域特征项的

变化而变化，无论是领域概念、实例还是概念和实例之间、概念和概念之间、实例和实

例之间的关系都会不断改变。比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学与地理学科结合，产

生了地理语言学，随之也会产生很多该领域的特征项，“地理语言学”就可以作为一个

概念扩充到领域本体库中来，而它包含的很多领域特征项，也可以作为实例添加进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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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谈到了领域本体的评测，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领域本体库必将

为文本分类和信息检索提供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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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献分类过程

利用传统的分类方法对语言学文献进行分类，用户要么必须了解整篇文章的知识背

景，要么必须了解语言学相应的关联语法。而这样的专业知识，对一般用户来讲，具有

很大的领域局限性。除此之外，还存在两个用户本身无法克服的困难：

一、 忠实表达。所谓“忠实表达"就是有时用户不能很清楚的表达自己想要分类

的内容，只了解所要分类内容的一个大概印象，比如，当需要查询“语言学分支"时，

用户自己心里明白想要查询具体的分支内容，即：语言学分支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

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但是，在传统的分类系统下，用户输入“语言学分支”这个关键

词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而多是一些跟“分支”关系不大的结果；

二、 表达差异。所谓“表达差异”指人类的自然语言中，随着时间、地域或领域

的改变，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关键词来查询(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用户想要获得“隐

喻”的概念时，与其同义的“暗喻’’则不能出现在结果中)或者一个关键词可以表达多

种概念(这种问题虽然在语言学文献的分类过程中很少出现，但是，就系统的通用性而

言，这不能不说一个很大的缺陷)[26】。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文本分类方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会更加凸现其弊端。

因此本文在原有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献分类方法，充分

综合领域知识优点，使用领域本体中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和层次关系进行综合匹配，明

确文本所属类别，从而部分地克服上述问题，得到较好的分类结果。

5．1分类流程设计

本文所设计的分类流程，是建立在语言学文献领域本体库基础上的。如图5一l所

示。该系统由2个层次组成：本体层和分类层。本体层是上面的一层，在本体层中，

领域本体提供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它为文本的特征提取提供了保障弘71。分类层是下面的

一层，则是对一个未知文档使用分类工具进行分类的过程，其中，正是因为有了领域本

体的参与，才有可能使分类系统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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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分类方法选择

图5—1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本分类流程图

文本分类的具体实施过程有多种方法，如图5—2所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28】：

参数算法【29】和非参数算法[301。参数方法也可以称为基于外延的分类方法，它是假定一

个文本的概率分布模型，通过训练得到具体参数的估计值，以此数值为依据来判定文本

所属类别。非参数方法也可以叫做基于内涵的分类方法，它不假定任何概率分布模型，

通过准则函数直接对文本进行处理，得到各类的权重向量，然后对待分类样本进行分类。

由于分类样本的概率分布模型很难准确定义，所以，非参数的分类方法应用比较广泛。

下面对几种比较成熟的分类方法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1．基于外延的分类方法(参数算法)

这种分类方法关心的不是文本的语义内容，而是根据文本的外在特征进行分类。最典型

的也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基于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ule)的方法。这种方法

是把文本表征成由特征项构成的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点，通过计算向量之间的距离，判定

文本之间的相似程度。采用该模型的文本分类方法的一般步骤是：先通过对训练语料的

学习，对每个类别建立特征向量作为该类别的表征，然后依次计算该向量和各个类别特

征向量的距离，选取距离大小符合阈值的类别作为该文本所属的最终类别。这种方法在

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正确率比较

低，一般最大能达到80％左右，而且很难进一步提高f3l】；另一方面，对于不同题材的

文本，其归类的正确率更是大打折扣。例如，相同的向量空间值，在不同领域的文本分

类过程中产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机器的正确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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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文本自动分类方法

2．基于内涵的分类方法(非参数算法)

顾名思义，这种类型的方法就是从分类文本出发，或者从内容着手，或者从字面着

手，对待分类文本进行分析，依据～定的规则或者函数来确定待分类文本所属的类别。

主要有以下三种技术：

(1)基于词语的文本分类技术

词是概念的基本构成单位，而语义信息是基于概念之上的。从文本中抽取能够反映

该文本内容的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的归类而进行文本分类。很明显利用这种方法产生

的分类结果并不能真实的代表全文的语义内容，所以这种方法产生的归类其实也并不是

真正通过语义来进行归类，属于文本分类研究早期采用的技术【32】。

(2)基于知识的文本分类技术

基于知识的分类技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知识库，知识的表示方法主要有规则库、

语义模型或格框架等。基于知识的文本分类技术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不足之处，就是需

要用户了解整篇文章的意思，还必须要有领域知识专家来建造一个知识库。这样一来，

在某个领域建立知识库就会产生专业性太强，难以移植等困难。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工

作可以看出，在一定专业领域内，基于知识库的文本分类系统能够对文本进行准确快速

的分类【331。

(3)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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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技术是～种介于基于词语的分类技术和基于知识的分娄技术

之间的技术。这种方法只是抽取那些对文本分类研究有用的概念，即抽取领域词语或短

语潜在的语义概念进行文本类别的确定。另外，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技术并不需要研究

者或者计算机去全面理解文章的意思，而只是通过概念和语义之间的关联来对文本进行

准确快速的分类，这种方法的运用相对于自然语言理解水平尚处于初级层次的现状而

言，无疑是一种既简单又实用的好方法，也是最适合本文的分类方法。

5．3分类过程

语言学文献自动分类能否顺利实现，主要取决于其中若干个阶段的实现。整个分类

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对待分类文本进行预处理(分词和词性标注)、特征选择、

本体解析和文本分类(判定文本类别)。由于篇幅有限，下面只介绍对文献《浅谈节目
，

主持A语音不规范现象及对萧》oq和《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埘的分类过

程。

5．31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的过程就是分词和词性标注的过程。首先，采用已经比较成熟的海量分

词软件(海量分词研究版)D“，在语意计算模式下，对这两篇语言学文献进行分词和词

性标注，这里只列举对其中一篇文献进行文本预处理的过程。如图5—3所示。

卜一⋯一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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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特征选择

可以通过现有的比较成熟的海量分词系统中关键词的分析，利用对权重的计算来确

定文本关键词，如图5—4所示。

⋯t目jwf I㈣m

!划臣囹!到

m自

图5--4待分类文本关键词分析

5．3 1中的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工作，已经为特征选择做了铺垫，在这里，利用分词

工具，共分析出759个关键词，而选择其中权重比较高的303个关键词进行再分析。运

用经过一定改进的"ITIDF算法(第3章构建领域本体库的关键技术中，已经作了比较

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对语言学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这个过程必须要有领

域专家的参与，领域专家凭借掌握的领域知识，对文本关键词进行进一步处理。包括以

下四个步骤：

1．首先明确一些已经明显标注词性的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通

过统计文本中每个词出现的频率，预先定义出现频率的最小值，小于这个值的词也可以

在特征选择的过程中去掉。

2．在待分类文本中，出现比较多的词语，如“近似”、“主持人”、“湖南”、“播音”

等关键词，虽然权重很高，但是对领域知识的表现性却很弱，也要同文本中的虚词等一

起去掉。

3经过上述两个步骤之后，就可以确定那些具有很强类别表示功能的实词作为文

本特征项。但是，其中权重较高的“语言学”、“发音”等，在语言学领域只是作为一个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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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聚类存在，可以经过领域专家的确认之后，作为对文献类别表现较弱的词语去掉。

4．关键词提取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单字词，比如在这篇语言学文献中出现的“舌”

字，虽然权重很高，但是就单字词本身来说，经常会存在多个义项，如果作为文本特征

项出现，不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运算的负担，而且，由于单字词本身的多义性，作为

文本特征项在分类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影响文本类别的判定。因此，对于单字词，也需

要在领域专家的参与下，对其进行舍弃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我们就可以确定文献《浅谈节目主持人语音不规范现象及对策》的

文本特征项为：“声母、韵母、平声、上声、发音、语音、声调、阴平、口语、调类、

声韵、元音”等。用这些经过处理的文本特征项与领域本体库中的领域特征项相匹配，

有利于提高匹配工作的准确性。

而同样的，对文献《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也进行上述工作，可以确定

文献的特征项为：“语素、构词、新词、虚化、引申、委婉、贬义词、褒义词”等。虽

然在对文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语法范畴的核心概念，但是经过认真推敲，

这些词语毕竟属于少数，而且对文章类别表示意义不是很明显，因此，这里也可以忽略

不计。

另外，在本文的语言学领域本体，也是在特征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期工作

的一致性，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后面文本分类过程中匹配的科学性。

5．3．3本体解析

就语言学本体而言，可以从它所描述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得到概念之间相对的

映射规则【37】，如图5—5所示：

图5—5本体解析生成映射规则

1．一致性映射，是指文本特征项与本体库中的概念、实例相匹配的规则。例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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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音学中，“声调”概念对应的是“声调一音调”这一领域特征项。

2．推理映射，是指与概念的正规表达式以及关键词相匹配的规则。例如，“元音”

对应的是“音素”这一聚类，而“音素”对应的又是“语音学”的聚类。由此可以把“元

音”这一实例映射到“语音学”的聚类中。

3．上下文映射，是指概念之间上下文关系的匹配规则。例如，在语音学本体中，

“音素"和“音节”之间存在着上下文关系。

4．关系映射，是与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相匹配的规则。例如，作为概念的“声调”

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等实例之间存在着结构关系。

利用语言学领域本体产生的四种映射规则对语言学文献进行分类。

1．依据一致性映射规则进行的匹配是精确匹配，也称直接匹配。在语言学领域本

体的某一平面确实存在与这一文本特征项相同的领域特征项，依此就可以进行精确匹

配。这样的精确匹配在同一篇文献中达到一定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由此判定文本所属类

别。

2．依据推理映射规则、上下文映射规则和关系映射规则进行的匹配是模糊匹配，

也可以称作间接匹配。文本特征项通过本体的推理映射规则、上下文映射规则和关系映

射规则，与领域本体中的特征项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通过一定的算法，就可以

把文本归入某一类别。

5．3．4基于本体的分类算法

很显然，基于本体的分类方法就是要建立在词语之间语义关联的基础之上。综合考

虑5．2对几种文本分类方法的分析和比较，基于外延的方法最先排除，而应该选择基于

内涵的文本分类方法。前面已经介绍过，基于关键词和基于知识的分类方法，本身都存

在很大的缺陷，不能对文本进行准确、科学的分类。因此这里选择基于语义的文本分类

方法。

不管选择何种分类方法，一般都不会脱离一个核心思想，也是文本分类的中心任务：

匹配。一般的分类都是用待分类文本经过预处理和特征选择以后所形成的模块，和一定

的规则或者特征相匹配，计算匹配的相似程度，从而得出结论：待分类模块是否与这一

类别模块匹配成功。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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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类本质上就是一个映射的过程，本体解析中提到的四种基于本体的映射规

则，也就是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规则。具体到分类过程中，就是待分类文本与领域特征

库之间的匹配。匹配算法返回的结果有以下几种可能【38】(G表示待分类文本中的特征

项，G表示领域本体库中的特征项)：

1．Exact。指精确匹配，即C1和C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反映在OWL中，即指向同

一节点。

2．Plugin。指Cl是C2的子概念，即C1∈C2。

3．Subsume。与Plugin相反，Subsume指C2是C1的子概念。即C1三C2。

4．Intersection。Cl和C2之间存在交集。

5．Fail。除上面四种匹配结果之外的结果，都为Fail，这个结果代表匹配失败。

基于语义的匹配方法有很多种，这里就其中的两种算法来具体分析本体映射规则在

分类过程中的应用。这两种算法都以上述5种结果为标准来评估匹配是否成功。

1．概念语义的匹配

因为基于概念语义的匹配类型中的概念和匹配对象一般来自领域本体中的概念，所

以，在进行概念语义匹配时，可以直接应用领域本体中的概念进行匹配。需要借助领域

本体库层次结构中对概念语义关系的描述来计算语义相似度，根据这个数据来判定文本

所属的类别。

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会有不同的词义，本文的工作是假设已经进行了词义

排歧处理，也就是说，这里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词语被标注成概念的基础之上，对概念进

行语义比较的。本文把相似度的取值范围定义在0到1之间，当相匹配的两个概念相同

时，它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为l；当两个概念语义没有丝毫关联，它们之间的语义相似

度为O，其他情况下，相似度的取值在O到1之间。而且，相似度越大，证明两个词语

越相近；相反地，相似度越小，证明两个词语越相背离。

这里还要再次提到一个概念：语义距离。第3章在介绍特征选择算法时已经说过，

语义距离是指同一个本体中不同类间关系链中最短关系链的长度。一般来讲，两个概念

之间的语义距离越近，语义相似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当对待分类文本与领域本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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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匹配时，语义距离数值越小，说明领域本体与待分类文本越接近，当语义距离为0时，

领域本体可以完全与待分类文本相匹配；当语义距离超过一定数值时，就可以认为领域

本体与待分类文本无关，不能作为判定文本属于某个类别的标准。

由此可见，语义距离和相似度的关系是：

(1) 当语义距离为0时，相似度为1；

(2)相似度随语义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3)相似度必须保证在【O，1】区间之内。

根据领域本体的概念层次结构，很容易想到可以用两个概念在结构图中的最短路

径距离来表示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39]。设定：两个概念c1，C2，两者之间的语义距离

Dist(C1，C2)为连接它们最短路径上的甩条边的权值的总和。即：

Dist(C1，C2)=∑weight．f (1)
i=l

其中，weight,是连接Cl，C2的最短路径上第i条边的权值。

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每条边对语义距离的贡献都是相l司的，

树中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距离就是连接它们的最短路径上边的条数。可以设定每条边上

的权值都是1，即weight,=1。以对文献《浅谈节目主持人语音不规范现象及对策》进行

文本预处理以后得到的特征项为例进行表示，则图5-6中：

D西f(音节，音素)：2：

Dist(声母，韵母，声调)=2；

D衙(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鼻音韵母)22；

D研(阴平，阳平，上声，去声)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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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语音学本体中的音节概念层次

由图5--6观察可知，影响概念之间语义相似程度大小的音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在树中所处的深度

这四组概念的语义距离相等，表明它们的语义相似度是一样的。但是，按照我们

的主观判断，显然，后两组概念的语义相似程度明显高于前两对。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

处于层次树中距离树根较远的概念之间的相似度要比距离树根较近的概念之间的相似

度大一些。这是因为，在概念层次树中，从上到下，概念的分类也是由大Nd,的，大类

别之间的相似度肯定要小于小的类别。所以，概念在树中所处的深度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影响因素。处于不同深度的边，应该赋予不同的权值。

这里采用基于SUMO的概念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法【401，计算概念之间的语义相似

度：

首先，概念C在层次树结构中的深度Depth(C)等于该概念与树根R的最短路径中

所包含的边数，即

Depth(C)=∑1 (2)
i=1

其中，r／是该最短路径包括的边数，而Depth(R)--0；对于一棵树丁的深度

Depth(T)=max(Depth(C))：其中C为树丁上的任一概念：

第二步，按照本文的定义，所有从概念C引出的边具有相等的权值，简称为概念

C的权值，记做weight(C)j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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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用parent(C)表示概念C的父节点，则

weighf(c)=币丽1 (3)

由公式(3)可以看出，概念在树中所处的深度越深，那么以它为父节点，引出的

所有边的权值越小。这样就可以保证，具有较大深度的概念之间的语义距离相对较小，

同时相似程度也越大。

(2)概念的分类细致程度

从图5～6观察可以看出，概念“单元音韵母”和“鼻音韵母"的父节点“韵母”

与概念“阴平”和“上声"的父节点“声调”在树中处于同样的深度，根据公式(3)

计算，从“韵母”和“声调”引出的边的权值是相等的，再根据公式(2)，“单元音韵

母"和“鼻音韵母"的语义距离与“阴平”和“上声”的语义距离也是相等的，但是按

照人的主观判断，后面两个概念的语义距离较为接近，也就是它们之间的语义距离要小

于前面的一对概念。观察发现，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后面一对概念的兄弟节点数目相对

较大，也就是它们的父节点下分类的细致程度比较高。所以，一个概念的分类细致程度

也是影响语义距离，进而影响概念之间语义相似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用rvia(c)表示概念C的宽度，即其子节点的数目，可以修改概念C的权值为：

w嘲旧C 2而1而×专 (4)

这样，处于相同深度的概念宽度越大，其权值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但是，对于

任～概念C，当Wid(parent(C))≥2x wia(c)时，有：

Wid(parent(c))2赢獗丽1×万杀丽≤瓦顽1万×万杀丽
1 12—Wid—(C)×≯丽丽
1 1

2—Wid—(C)×—2DeP—th(C)
2
weig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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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就背离了随着深度的增加权值降低的思想，所以，在这里可以把公式修

改为：

f，志． c为父节点

1
weigh，(c)=．《 (5)

l

L谚：两×丢×wP泐，(p口，P耐(c)) c为其他节点

这样的公式就可以保证，随着概念在树中所处的深度的深入，概念的权值逐渐变小。

同时，还可以保证随着概念分类从粗糙到细致，概念的权值也是逐渐变小，概念之间的

语义距离也随之减小。还应该考虑到，既然任一概念C下包含的所有节点都是有其细

分得到的，那么对于C，与其下所包含子孙节点的相似程度都应该比与其兄弟节点之间

的相似程度更大。

weight(C)+weight(CI)+weight(C2)+⋯+weight(C．)

<wPight(c)+虿1 we恸f(c)+歹1 wP恸㈣+⋯+歹1 wg／g办㈣

=weight(C)_<4weight(C)≤2weight(parent(C))

也就是C和其任意子孙节点的距离都小于和其兄弟节点的距离。另外，根据本文

的定义以及公式(2)可以得到，Dist(C。，C2)=Dist(Cz，Ci)，说明概念之间的语义距

离具有对称性。

根据上面对语义距离的定义可以知道，语义距离Dist(C，，C)∈(o，2)，而相似

sire(G，C2)∈(O，1)，而且两者应该是减函数的关系，于是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语义

距离与相似度之间相互转换的公式：

Sim(C1，C2)=1-√吉Dist(C1,C2) (6)

其中f是一个可调节的参数。

参看图5--6，对于概念“音节"和“上声”，根据我们的主观判断，“音节’’和“上

声’’相比的相似程度要小于“上声”和“音节"的相似程度，也就是概念间的语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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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具有不完全对称性。对于一个概念而言，子与父的相似程度高于父与子的相似程度。

>_sim(C2，G)，Depth(C1)>_Depth(C2)
／

吼sire(c,，C2)<
＼
、≤sim(C2，C1)，Depth(C1)≤Depth(C2)

综上所述，就可以得到概念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公式：

Sim(Cl，C2)=1一√吉xaxDist(C1，C2) (7)

其中 口：
望翌丝!刍!

Depth(C1)+Depth(C2)

对特征提取过程中产生的权重最靠前的20个特征项进行上式的计算，可以得到：文

献与领域本体库中特征项匹配的相似度明显大于0．5，而随着参与计算特征项的不断增

加，计算出来的相似度更加接近于1。因此，可以判定文献与语音学领域本体库匹配成

功，文献可以划归语音学类别。同理，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其他文献进行分类，有了领

域本体的参与，分类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2．非一致性模糊匹配

下面介绍另外一种更容易理解的匹配方法：非一致性模糊匹配方法。这里在原有的

非一致性模糊匹配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改进，使之更适合应用领域本体库中对

语义关系的描述。

从概念就可以知道，非一致性模糊匹配算法弥补了一致性匹配(搜索项必须在数据

库中找到原型才能匹配成功)的不足，即使在数据库中没有与用户查询关键词严格匹配

的记录，通过本体内部的语义扩展，或者按照领域本体库中记录的与用户查询关键词相

近度的计算，同样可以搜索到用户需要的信息，更准确的对所需文本进行类别匹配【411。

为了描述本算法，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相似度和背离度。

设丁=‘，f：，．．．，0为领域本体内的特征项；以它作为依据去匹配待分类文本的特征

项：

设S=墨，J：，．．．，％是待分类文本经过文本预处理模块和特征选择模块之后产生的特

征项。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模糊匹配要求得到的匹配结果是：待分类文本中的特征项具有领域本体库中特征项

的基本特征。

基于～般性考虑，对文本特征项的特征做如下分析：

(1)一个特征项的特征由这个关键词本身完全体现(也就是上文本体解析中所说

的一致性映射规则)，那么，这个特征项与领域本体中的特征项完全相同，是模糊匹配

中的特例——精确匹配。

(2)设定领域本体库中特征项集合丁为Z，／=ZZ+1．．．乃，其中，1≤f≤／≤，2(很明

显T=巧．。)。

如果语言学文本中存在S，。=S&⋯最在石，。=石互⋯乙中对应位置上包含一系列子

串，Tkl,kl瓦，^，⋯，TkX，t，(1≤毛≤也-4如≤屯⋯<吒≤乃≤胛)

待分类文本中的特征集合S与领域本体库中的特征集合r的相似程度标记为

sim(S，丁)，+

sim(S，丁)=ELen(Tkj,kj)／Len(T) (8)

其中Len表示特征项的长度。

依据本节开头部分对五种匹配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1)显然sim(S，T)=l时， S=丁，即S与丁精确匹配。

设定_=“声调一音调”，在进行匹配时，发现领域本体库中存在这样的特征项‘，

与‘完全一致，那么就可以肯定待分类文本特征项而与领域本体库中的特征项‘精确匹

配。与此同时，J：=“单元音韵母”，与领域本体中的特征项乞精确匹配⋯⋯依此类推，

如果一篇待分类文本中，类似这样的精确匹配出现频率达到设定的阈值，那么，就判定

这篇文章可以归属到语言学领域中的普通语言学，再细致一些就可以归入普通语言学中

的语音学范畴。

(2)S与丁的背离度记为彤(S，T)=1一sim(S，T)，当sim(S，丁)接近1，dE(S，T)接

近0时，可以认为S与丁模糊匹配，也就是间接匹配，可以大致确定文本的类别。当

sim(S，T)接近0，而相对的azf(s，T)接近l时，文本则不能与本体库中的特征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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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归入此类别。

设定s3=“鼻音韵母"；t3=“单元音韵母”， s3与岛是一个概念领属下的两个互

相独立的属性，通过计算可以看出，两个词语之间是模糊匹配的关系，而且通过计算它

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sim(s3，t3)接近l。以此类推，这样的模糊匹配出现的次数达到一

定的阂值，就可以判定待分类文本属于该类别。

如果待分类文本特征项S4=“双宾语句”，通过以上公式计算与领域本体库中特征

项之间sim(s4，t4)接近0，而彤(s。，‘)接近1，就可以判定这个文本不能与领域本体库中

的特征项相匹配，因此不能归入其中。

相似度或背离度为模糊匹配提供了判定成功与否的依据，并可以通过设定相似度或

背离度的值来控制模糊匹配的结果【421。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相似度的计算遵循顺序性，即领域本体库中包含的特征项保持位置上的对应。

(2)领域本体库中特征项所包含的义项越多，则用待分类文本中的特征项进行匹

配时相似程度就越大。

(3)单个特征项只能代表领域本体的一部分特征，尤其特征项表示很长时，单个

特征项不会对整个领域本体的特征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模糊匹配的基础。

(4)对于不匹配的特征项，其长度越大，背离度就越大。当背离度超过某阈值时，

可以放弃当前的匹配。反之，若匹配后背离度没有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可认为模糊匹配

成功。

这是两种比较简单的，便于实施的文本分类方法。在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本分类过

程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这样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到分类结果：《浅谈节目主持

人语音不规范现象及对策》属于语音学领域文献，《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

属于词汇学领域文献。这样就可以把以往常用的文本分类工具不能精确分类的文献，比

较准确的划分类别，分别归入其所属的学科：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修辞

学等。在分类过程中，有了领域本体的支持更凸现分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很好的

克服了以往分类工具的粗线条分类模式。使文本分类更加细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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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分类结果评估

对待分类的50篇普通语言学文献运用比较常用的文本分类工具：TRS文本挖掘基

础件(TRS CKM)143]在复杂模板下进行分类，下面以《浅谈节目主持人语音不规范现象

及对策》和《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为例，得到分类结果列表表示如下：

表5一l TRS分类结果演示

《浅谈节目主持人语音不规范现象及对策》

分类结果： 文化事业005＼文学艺术005002

摘要： 有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过于随意，或希望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说话

时不太注意自己的发音。由于情绪亢奋，说话速度过快；或是心理过度紧张，

发音器官未打开，从而造成发音不到位。

关键字： 发音音变口语等

由上表可以看出，TRS文本分类系统对文本的类别归属判定为文化事业中的文学艺

术类。那是由于TRS文本分类系统没有对领域内的诸多语义关系进行很准确的描述和

界定，导致分类结果只能停留在大的类别上，而未能对文本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同样，

对另外一篇文献《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的分类也是如此。如下表所示：

表5—2 TRS分类结果演示

《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

分类结果： 文化事业005＼文学艺术005002

摘要： 反义语素构词的结构和语义考察。口吴建勇[摘要]反义语素构词是一个特

殊的语言现象。本文就反义语素构词在结构、语序和意义等方面考察其具

有的。特点，以便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类词。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

这样一些词，如：“黑”和“白”是一对反义语素，可它们却能组合在一

起构成新词“黑白”而且具有新的词义。汉语中这种由两个具有相反意义

的语素构成的词语还有很多，如：迟早、先后、昼夜。这些词很有特点，

尽管这些构词语素在意义上对立，但它们却能组合在一起。考察反义语素

构词的结构特点，对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词大有帮助。

关键字： 语素成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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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篇文章的分类过程中，TRS分类工具对关键词和摘要的提取都比较准确，但

是，把文章归为文化事业中的文学艺术类别。这样的分类过于粗疏。同时也暴露了分类

工具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对50篇语言学示例文献，运用该文本分类工具进行分类结果与上述两篇文章的分

类结果大致相同，都没有能够对文本类别进行细致、准确的归属。

本文在加入本体论思想的文本分类方法中，先对待分类文本，经过文本预处理和特

征选择过程后，产生文本特征项与领域本体库中的特征项相匹配，计算文本相似度，并

通过此相似度的大小来判定文本所属类别。利用上述过程进行计算，得到匹配是否成功

的结果，从而获得分类结果。同时，以人工分类结果作为参考，判断分类方法的优劣。

在我们选择的50篇普通语言学文献中，运用上述两种基于本体的分类方法分别对

该文本与本体的相似度进行计算，可以划归到“普通语言学”类别，或者更准确一些，

可以划归到“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等类别的结果准确率均达到

80％以上。由此可见，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方法明显优于传统的分类方法。

同时，还会有一些分类不准确的问题不容忽视。如对《山东方言区普通话水平测试

各等级语音面貌分析》进行分类时，结果产生了一些误差，对文章进行特征提取，结果

产生了一些权重较高的特征项“重音”、“语调”、“轻音”等，把这些关键词与领域本体

库相匹配，得到文章类别属于语音学领域。但是，实际上经过领域专家分析，这篇文章

应该属于方言学范畴。正是因为文章主题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类别特征，很容易在操作过

程中产生误差，影响类别的判定。这就需要我们对领域特征项的选择和领域本体的建立

做更深入的研究，使之不断完善，努力提高分类的准确率。

分类结果的评估需要以人工分类的结果(假设正确)为参照。评估得到的结果还要

对领域本体库进行反馈，利用匹配成功的特征项和匹配失败的特征项进一步完善本体，

补充概念实例和概念关系。

5．5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文本分类方法，介绍了两种匹配算法：基于概念语义的

匹配和非一致性模糊匹配。分别用这两种分类方法对语言学文献进行自动分类，传统的

文本分类方法不能较好的对语言学文献进行准确的分类，在对领域特征项加入语义关

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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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后建构出来的领域本体库的基础上，可以部分地克服传统方法的缺陷，更多地把语

义方面的关联考虑进来，提高文本分类的准确率。



第6章结论与展望

6．1结论

第6章结论和展望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文本信息迅速膨胀，使得文本分类技术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

一个重要研究内容。语言学作为一个集多门边缘学科为一体的古老而又年轻的领域，对

其文献进行准确的检索和分类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传统的分类方法只

是限于表层的分类，无法对语言学文献本身所包含的各项语义信息进行很好地理解和运

用。把本体论的思想融入语言学文献的文本分类过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的工

作如下：

1．介绍文本分类技术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了语言学文献的特点，指出了对

语言学文献进行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2．从理论上对本体的知识作了详细的介绍，阐明了本体的来源、定义、类别、构

建方法等。

3．介绍了构建领域本体所需要的几项关键技术，首先采用向量空间模型的方法表

示文本；采用经过一定改进的TFIDF算法确定文本特征项，并在领域专家的参与下，

对其进行语义扩展，形成领域本体的特征项。

4．提出了在语言学领域建构领域本体的全过程。首先确定领域本体的范畴和目的：

在此基础上，运用Prot696系统，建立了语言学领域的本体库。

5．介绍了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本分类流程，简要分析了几种文本分类方法，并最

终选择基于概念语义的分类方法和非一致性模糊匹配算法对文本进行分类。采用海量分

词系统对文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然后抽取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文本特征项，

与领域本体库相匹配，运用上述两种方法，通过相似度的计算最终确定文本所属类别。

6．2展望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本体的语言学文献自动分类方法，在本体的辅助下，将背景知识

整合到分类领域中，随着背景知识的引入，实例向量表达了更为丰富的涵义，使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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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加准确。在示例中，本体是与分类原则紧密相关的。在使用过程中，应该将本体

限定在与分类规则相关的领域本体中。分类的好坏依赖于本体描述分类规则相关领域的

能力。随着数据库的规范，主题词表的不断完善，领域本体库也将更趋完整，系统自动

分词和分类的功能也会更好，效率也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还会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

域，例如：

1．本体对于不同领域的运用，以及如何运用；

2．应该建立怎样的相关本体，领域本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

3．本体如何共享，怎样在一个领域建立本体以后可以在很多不同领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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