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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基分类系统构建中文语义词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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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把维基百科的页面分类系统看成一个概念网络
,

根据网络的链接特征和句法分析匹配的

方法来标注类 目之间的语义关系
,

自动构建了一个大规模的包含大量父子关系与类
一

实例的语义词典
。

与人

工判别实验的比较结果表明
,

关系自动识别方法取得了较好的识别率和准确率
。

关妞词 维基百科
,

语义词典
,

关系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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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规模的机器可读的通用知识库是信息检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 ’ 」。

虽然 目前统计学习方法

占据信息检索的主流位置图
,

但信息检索与自然语言处理 的融合再次突出了知识库的重要性 s[J
。

人工创建知识库的成本非常高
,

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 4j[
。

另外
,

现有的大多数知识库

都限定于特定领域
,

覆盖度有限—
C yc LS」和 W or dN et[

6〕是少数的两个例外
。

中文的大型知识库尤

为缺乏
。

针对这些问题
,

人们提出了各种本体学习的方法
,

即从文本学习得到语义词典或者本体
。

但是学习得到的本体通常非常小
,

大多还有领域依赖性
,

并且 评价结果显 示本体学习的效果 比

较差 L’ ]
。

本文通过利用维基百科来解决知识库的创建问题
。

维基百科囚 是一个由大量用户创造并具有高

覆盖度的在线百科全书
。

不同于通常的本体学习方法
,

本文利用维基百科的分类系统所形成的概念

网络作为一个半结构化的输人
,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语义词典
。

此分类系统中存在众多相关关系的概

念对
,

但是概念之间的具体语义关系尚不确定
。

因此
,

创建语义词典的任务变成了识别 15
一 a (父子关

系 )和 N ot 15一 a (非父子关系 )关系
。

本文使用了基于维基百科分类系统网络的链接特征和句法分析匹

配的方法对类目之间的关系进行标注
。

如此
,

我们得到了一个语义词典
。

在此基础上
,

针对一般语义

词典中类与实例的混淆
,

我们进行了 自动判断的探索性研究
。

2 相关工作介绍与分析

.2 1 语义词典

在广义的信息检索任务中
,

如问答系统
、

自动文摘和信息抽取等
,

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间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7 0 7 7 3 0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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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a[J
。

这些应用使得学者们再一次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语义词典和本体

资源上
。

普林斯顿大学开发的 Wor d N et 是最有名的语义词典之一
。

目前因为大型通用本体的缺

乏
,

所 以很多研究者都把 W or dN et 之类的语义词典作为轻量级的本体来使用
。

但实际上
,

W or dN et

作为本体仍然存在若干缺陷
,

其中包括概念与实例之间的混淆〔’ j ,

譬如 O gr an iaz it on (组织 )这个概

念的下位概念中
,

同时包含 T C o m p a n y (公司 ) 和 R e d C r o s s ( 红十字会 )
。

针对此批评
,

W o rd N e t 的

创建者 G e o r g 。 M i l l
e r 通 过人 工 判断

,

对 w o r dN e : 的概葱进行 了类 ( e l
a s s )与实例 ( I

n s t a n e e
) 的

区分 L ,。 」。

在中文语义词典的建设 t川方面
,

最知名的包括梅家驹先生的《同义词词林 》
、

董振东先生的《知

网 》
、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开发的《现代汉语语义词典》 ( S K C C )和山西大学构建的中文 F ar m e N e t
。

这

些词典已经应用到了信息检索的各种任务中
,

如自动文摘〔’ 幻等
。

iC m ian
o

等 L’ 3 j指出
,

服务于 自然语言

处理的知识库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

( 1) 领域独立
,

例如
,

有一个高的覆盖度
,

特别是在实例的层面 .

( 2) 及时
,

满足处理新信息的需要 ; ( 3) 多语种
,

实现以语言独立的模式处理信息
。

针对这些要求
,

目前

中文语义词典在及时更新和多语种方面都存在缺陷
。

.2 2 大众分类法

从 2 0 0 4 年 5 月开始
,

维基百科允许用户为文章标引一定的类 目
,

同时又为这些类 目标引一定的

父类目
,

从而构成一个页面与类目的分类体系
,

如图 1 所示
。

维基分类系统与大众分类法 ( F ol k
s o n o m y )有同有

异
。

大众分类系统往往与传统的叙词表相 比较〔’们
。

叙词

表中
,

所有的词语都是限定的
,

词语之间的连接构成了一

定的层次结构 ; 而在大众分类系统中
,

标签是随意添加

的
,

标签的使用也无一定之规
。

在一般的提供大众分类

服务的网站中
,

如
“

美味书签
”
( h t t p :

/ / d
e
l

.

i e i o
.

u s
)

,

其标

签都是平行的
,

而没有构成层次结构
。

二者相比
,

叙词表

存在用户参与不足
、

知识更新较慢的缺陷
,

而大众分类法

存在缺乏层次结构
、

浏览不便的缺陷
。

、 、 _ _ _ _ _ _ 一 一 一 一

分类网络 文章网络

圈 1 维甚百科页面分类系统示意圈

因此
,

为了结合两者优点
,

有的研究者利用大众分类网站的标签共现概率 L’ 5〕 ,

或者计算被引向量

的余弦相似度 L̀ 6」来构建标签的层次结构
。

相对标签网络
,

维基页面分类系统是通过众多用户的协作

编辑构建层次结构
。

从其产生过程来看
,

它结合了叙词表具有严格等级层次结构和大众分类 系统中

用户协作创造的优点
。

如果把每一个类 目都视为一个概念
,

那么维基页面分类系统对应一个概念 网

络
。

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

.2 3 维基百科页面分类系统

如图 1 所示
,

维基百科类目形成 了一个图
,

并且与文章网络存在联系 L’ 7〕 。

它满足所有 iC m ian
o

提出的要求 L’ 3〕 。

但是
,

遗憾的是
,

维基百科分类系统中
,

类 目之间关系是不明确的
,

不能形成一个

完善的具有父子等级结构的语义词典
。

譬如
,

在类 目
“

文学
”
下同时包含了子类目

“

儿童文学
”

和
“
文

学体裁
” 。

对于维基百科页面分类系统
,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
,

如 Y A G Ot
` sj 等语 义维基项 目从分类系统中

抽取语义信息
。

st r u b e 和 P o nz e tt J ” 」在 2 0 0 6 年提出
,

使用维基百科的分类系统作为概念网络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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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之间的语义相关度
,

之后又在英文维基分类系统中
,

自动识别类目之间的 15
一 a
和 N ot 15

一
a 关

系 [ 2。」。

CA
a e i l i

a
Zi

r n

等L, ’」在 s t r u
b

e
和 Po n z e t t 。 工作的基础上

,

区分了类目的种类
:
类或者实例

。

与

上述研究不同
,

本文主要关注于中文维基分类系统
,

结合中文的特点
,

充分利用维基分类系统已有的

网状结构
,

采用了一系列方法来从初始连接中识别 15一 a 、

N ot ls
一 a
关系

,

区分了概念的类型 (类或者实

例 )
,

最终初步构建了一个中文语义词典
。

3 语义词典构建系统模型

根据上文分析
,

本文提出了一个语义词典构建的系统模型
,

如图 2 所示
。

下文对图中各个操作进

行详细介绍
。

其中
,

第 3
.

2 节将详细说明语义关系识别的算法
,

第 3
.

3 节将详细说明类与实例识别的

算法
,

第 4 节将介绍实验结果的评测
。

巨巨

荻式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
生生生成分类树树树

中中中文繁简转换
,

所有转换为简体体体

数数数据清理理理

特特征词语分析析析析析析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短短语结尾匹配配配 i乎乎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使使用语言技术平台进行句法依存分析析析 存存

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储
核核心词匹配配配 修饰词匹配配配配

共共被标弓1关系识别别别别

传传递关系推断断断断断断

丢丢
。类与实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

基基基于识别sI
一 a关系系系

基基基于页面名称推断实例例例

基基基于命名实体分析方法法法

基基基于分类对于页面数量推断类类类

圈 2 从维荟分类系统构碗语义词典模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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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数据预处理

.3 ,
.

1 生成类目网络

目前
,

维基百科定期免费提供各个语言版本的所有数据
,

放到网络上供人下载
。

其中
,

数据包中

包括有 aP ge
.

sq l文件和
。 a t eg or y h

n ks
.

s q ! 文件
,

前者记录了所有页面的基本信息
,

如
:

页面标题
、

命名

空间
、

页面长度等
,

后者记录了各个页面标记的类 目信息
。

虽然维基百科网站也提供了树状形式的类

目网络供人浏览22L 」 ,

但是这个网页的数据存在如下缺陷
:

( 1) 由人工维护
,

所以数据更新比较缓慢 ;

( 2) 迫于部分类目深度过深
,

所 以这个网页把这些类 目删除掉
,

如
“

生物分类树
” ; ( 3) 由于采用简单的

深度遍历算法将图输出为树状结构
,

所以部分类目深度失衡
,

例如
“

自然科学
”

类目就没有子类目
。

基

于以上原因
,

我们编程实现了类 目网络的自动生成
。

.3 ,
.

2 中文该简转换

目前中文存在两种书写系统— 繁体中文与简体中文
。

一般来自中国台湾
、

香港
、

澳门的使用者

使用正体中文 (繁体中文 )
,

来 自中国大陆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的使用者则使用简体中文
。

作为一个全

球华人共同创作的平台
,

中文维基百科发布的数据中
,

既有繁体形式的
,

也有简体形式的
,

甚至很多在

同一篇文章中繁简夹杂
。

这给我们的抽取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

一方面
,

文本繁简混杂的问题使得我

们不能用现有的基于单一文字模式的中文信息处理工具直接分析文本
;
另一方面

,

繁简夹杂必然使得

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
。

所以
,

我们在利用维基百科所提供的简繁对应词表基础上
,

借

鉴 M ed ia w ik il
.

4 的繁简转换功能的
“

用字模式
’

心
,〕 ,

实现 了繁简转换功能
。

.3 ,
.

3 类目网络清理

在维基页面分类系统中
,

存在着若干为了方便管理而添加的元类 目
,

例如
: “

维基百科站务
” 。

因

为这些类目所含语义信息较少
,

所以我们必须清理这些类 目
。

我们剔除所有包含以下关键字的类 目
:

维基
,

列表
,

模板
,

维基人
,

专题
,

分类
,

条目
,

小作品
。

另外
,

从数据库 自动生成的类 目网络中存在一些

孤立点
,

我们将此类类目也全部清除
。

在清理之前
,

中文维基类 目之间的直接连接数为 2 1 77 6 个
,

清

理后的直接连接关系总数为 1 4 0 09 个
。

3 2 识别父子关系

首先界定两个概念
:

下位词与
“
15一 a ”

关系 (父子关系 )
。

语言学家 rF
o m k in 和 R od m a n 上2` j认为

,

下

位词是一个一般化词语具体化之后的相关词语集合
。

例如
,

深红色
、

朱红
、

排红色都是红色的下位词
,

而红色就是它们的上位词
。

同时
,

红色又是颜色的下位词
。

因此
,

下位关系也就是一般化术语 (如多

边形 )和它的具体化实例 (如三角形 )之间的关系
。

在计算机科学中
,

常常将此关系称为 I , a
关系哪〕 。

例如
,

用
“
红色 i s a

颜色
”

来描述红色和颜色之间

的下位关系
。

在知识表示和面向对象编程与设计中
,

在 A 15 a B 中
,

sI
一 a
表示类 A 是类 B 的子类

,

即 B 是

A 的父类
。

换言之
, “

A 15 a B’
,

通常意味着概念 A 是概念 B 的具体化
,

概念 B 是概念 A 的一般化
。

举

例而言
, “

水果
”

是
“

苹果
” 、 “

桔子
” 、 “
芒果

”

等概念的一般化
。

我们可以说
, “

苹果 is a
水果

” 。

下文对这些类目之间的 15一 a 和 N ot 15一 a
关系进行自动识别

。

文中规则 1~ 6 的提 出基于两点考

虑
:

( l) 中文信息处理的现有研究成果
,

譬如汉语名词复合短语中核心词置后 L’ 6〕 ; ( 2) 针对英文维基

百科分类系统
,

P o nz e t ot 等人通过采用特征词语分析
、

基于句法的方法
、

共被标引关系识别
、

传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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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等方法构建了分类体系L’ 。」,

其最终实验结果的识别率和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80
.

6%和 91
.

8%
。

需

要指出的是
,

如无特殊说明
,

本文所说进行关系判断的两个类目
,

都是指两个直接相连的类 目
。

下文

用 A
、

B 和 C 来表示三个类目
,

其中 A 是 B 的父类目
,

B 是 C 的父类目
。

.3 .2 , 特征词语分析

在维基百科中
,

为了将大的类别进一步细化
,

往往会按照某种标准来进行划分
,

例如说
,

在
“

意大

利人
”

类目下
,

包含了如下子类目
:

意大利人 ( 以地区分类 )
,

意大利人 (以职业分类 )
。

其中
, “
以… …

分类
”

可以作为判断 15一 a
关系的特征词语

。

经过人工辨别分析
,

本文以
“

分类
”

和
“

区分
”

作为识别此类

的特征词语
。

3 2 2 短语结尾匹配

通过对维基类目标记的分析
,

我们发现很多标记都是名词复合短语
。

而汉语名词复合短语具有

如下特点
:

短语的末尾词为整个短语的核心词
,

在功能上代表该短语
,

短语通过核心词与外部发生联

系
,

限定成分被屏蔽哪」。

这给我们两种概念类别判断的思路
,

一种是核心词匹配 (将在下文具体介

绍 )
,

另一种是对两个类 目标记进行结尾匹配
,

也就是进行简单的字符串匹配
。

3 2 .3 基于句法的方法

如 3
.

2
.

2 中所述
,

我们考虑通过核心词对类目的语义关系进行判断
。

对于所有的类目标记
,

我们

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提供的语言技术平台27[ 」进行处理
。

此平台中包含了多个自然语

言处理工具
,

包括词法分析
,

命名实体识别
,

指代消解
,

句法依存分析等
。

其中
,

句法依存分析能够识

别出句子或短语的各个成分
,

包括核心词 ( H e a d) 和各种修饰词 ( M od iif
e r )

,

具体标记含义参见文献

[ 2 6〕
。

本文在句法依存分析结果上识别 15一 a
关系

,

并区分了 N ot 15一 a
关系

。

ca et 表示一个类目
,

lve el

( 。 at e )表示类 目的层次
,

即当前类 目到根类 目的最短 路径
,

h ea d ( ca t e ) 表示类 目标记 的核心 词
,

m o
d i f i

e r ( e a t e )表示类目标记的修饰词
。

规则一
:

核心词匹配

( he a d ( A ) = he a d ( B ) ) 门 ( le v e l ( B ) 一 le v e l ( A ) = 1 ) 、 B 15一 a A ( 1 )

即
:

如果两个类目标记的核心词相同
,

那么它们是 15一 a
关系

,

譬如说
“

哲学家
”

与
“

德国哲学家
” 。

其中
,

类目 A 和 B 是两个直接相连的类目
,

并且 B 的层次比 A 要深一层
,

下文与此相同
。

规则二
:

修饰词匹配

( he a d ( A ) = 、 d i f i e r
( B ) ) 门 ( le ve l ( B ) 一 le v e l ( A ) = l ) ~ B N o t 1 5一 a A ( 2 )

即
:

如果类目 A 的核心词是 B 的修饰词
,

那么它们是 N ot I--s a
关系

,

譬如说
“

律师
”

与
“

律师事务所
” 。

.3 2 .4 共标引关 系识别

这种方法识别出标引了同一个页面的类 目对
。

如果维基百

科的用户给某个页面标引了两个类目
,

并且两个类 目之间又存在

标引与被标引关系
,

这往往意味着这个页面是两个不同的类 目概

念在不同粒度下 的实例
。

例如
,

如图 3 所示
,

在维基页面分类系

统中
, “

计算机总线
”

与
“

串行总线
”

同时标引了页面
“
U S B

” ,

并且

“

计算机总线
”

同时标引了页面
“

串行总线
” 。

那么我们可 以根据

传递性推断出一个类 目蕴涵了另一个类目
,

例如图 3 中
“

计算机 圈 3 共标引关系示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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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
”

蕴涵了
“

串行总线
” 。

在维基百科中
,

类目和普通文章都属于页面
,

所以我们在评测过程中区分

了这两种情况
。

.3 .2 5 传递关系推断方法

有的时候
,

因为分词或者类目词语表述的原因
,

我们能够识别出 A 和 B 是 15一 a
关系

,

A 和 C 也是

15
一 a
关系

。

因为 15
一 a
关系具有传递性

,

所以我们给出如下规则
:

规则三
:

传递关系推断

( C 15一 a
A ) 门 ( B 15

一 a A ) 门 ( le
v e l ( C ) 一 le v e l ( B ) = 1 ) 、 C 15一 a B ( 3 )

其中
,

三个类目符合以下条件
:

B 是 A 的子类 目
,

C 是 B 的子类目
,

即 A 和 B 直接相连
,

B 和 C 是

直接相连
。

.3 .2 6 类与实例推断父子关系

在下文 3
.

3 节中
,

本文根据若干语言学特征进行了类与实例的判别
。

是类
,

而子类目是实例的话
,

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是父子关系
。

规则四
:

类与实例规则

( A i 、 C l a s 、 ) 门 ( B i : I n 、 t a n ,e ) 门 ( le
v e l ( B ) 一 le v e l ( A ) =

通常而言
,

如果一个父类目

l ) ~ B 15一 a A ( 4 )

.3 3 类和实例识别

3
.

.3 1 区分类和实例的基本原则

语义词典在某些实际应用中可能被视为本体
,

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一个类 目是类还 是实

例
。

M i l l
e : 和 H r i s t e a 〔̀ 0 ]针对 W o r

dN
e t 的概念区分了类 ( C l a s s )与实例 ( I n s t a n e e )

,

并提出实例的三个

判别标准
:

( l) 实例是名词 ; ( 2) 实例是专有名词
,

因此它们都是大写的 ; ( 3) 实例都是特指对象
,

因此

实例不会再包含实例
。

对于中文而言
,

没有大小写形式差别
,

所 以无法从形式上加以判断专有名词
,

但是可以依靠命名实体识别技术来判断专有名词
。

另外
,

根据 M ill er 提出的第三条标准
,

笔者认为类

是包含其类目的实体
,

而实例就是不包含其他类目的实体
。

由于词语的多义性以及语境的复杂性
,

有些词语既可以看成类也可以看成实例
,

需要视具体语境

而定
。

所以
,

类和实例的判别结果的评测很难通过人工进行判断
,

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方法
。

在 3
.

2 节

中
,

我们识别了类 目之间的语义关系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给出识别类与实例的几种方法
。

3
.

3
.

2 墓于 15
一
a 关系的分析方法

实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特指某一事物
,

不包含其他实例
。

对应到上文构建的语义词典
,

实例所对

应的类目将不包含通过 15一 a
关系与之相连的子类目或者页面

。

反之
,

如果类 目包 含多个通过 15一 a 关

系与之相连的子类目
,

那么此类目极有可能是类
。

基于上述假设
,

我们提 出利用一种 15一 a
关系来识别

类的方法
,

即规则五
:

规则五
:

如果一个类目 A 至少有两个子类目 B
、

C
,

那么 A 是一个类
。

( B 15
一 a A ) 门 ( C 15一 a A ) ~ A 15 C l a s s ( 5 )

因为上文识别的 15
一 a
关系都是自动识别

,

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
,

所以我们部分调整规则五
,

提出

规则六
。

规则六
:

如果一个类目 A 只有一个子类目
,

但是子类目又包含至少两个子类目
,

则 A 是类
。



它息系统学报 第 2俗绝 2粗 (总绝 3辑 )

( B1 5一a ) A门 ( C 1 5一a B)门 ( D1 5一a B) ~A1 5C la s s
( 6)

. . 3 3 3基于命名实体分析方法

实例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的特定实体
,

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
“

命名实体
” 。

所以
,

我们能够通过

对类目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分析来判断它是否是实例
。

因为维基百科类目名称都是名词性短语
,

所以

我们只是判断短语的核心词是否为命名实体
。

此处
,

我们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语言技术平台进行

词法分析
,

命名实体将标记为人名 (
n
h )

、

组织 (
n i )

、

时间 (
n t )旧期 (

n r )
、

专有名词 ( n :
)或地名 (

n s )
。

譬

如
,

类目
“

哈利波特
”

所对应的核心词是
“

哈利波特
” ,

而其句法分析得到的词性是人名 ( n h )
,

则认为类

目
“

哈利波特
”

是实例
。

.3 3 .4 基于同名维基条目推断方法

在维基百科中创建类目时
,

编辑者会看到这样的说明
:

文章应当放置到具有相同名称的类目中
。

所以文章会有一个名称相同的类目
。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文章的名字来对类 目的名字进行判断

了
。

另外
,

因为每篇文章往往是对应一个具体独特的实体
,

所以和维基网页文章名字相同的类 目是实

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

譬如
,

类目
“

功利主义
”

下面有一个名称为
“

功利主义
”

的条目
,

则认为类 目
“

功

利主义
”

是实例
。

4 实验结果和分析

.4 1 总体评测思想

为了判断父子关系识别结果的准确度
,

我们设计了一个人工判断实验
。

我们从所有识别出的类

目关系中随机抽取 800 个关系
。

为了保证所抽取类 目对的援盖面和随机性
,

我们按照顺序对所有类

目对进行分组
,

每 10 对一组
,

然后从每一组中随机抽取一个类目对
。

如此获得测试集之后
,

我们让三

位同学各自单独标引测试集中的类 目对
,

即选择
“

父子关系
”

或者
“

非父子关系
” 。

对于三位同学标引

有争议的类 目对
,

则由另外一个同学进行查准核实
。

这样得到一份
“
理想

”

关系结果集
。

然后将系统

识别的关系与手工识别的
“
理想

”

关系作比较
,

通过计算平均识别率和准确率来评价系统识别关系的

质量
。

对于实验结果
,

本文采用识别率和准确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

识别率是指所有识别出的关系在

所有待识别关系中的比例
,

而准确率是指所有识别出的关系中识别正确的比例
。

对于类与实例的识别结果
,

如前文指出
,

因为缺乏具体的语境
,

评测很难通过人工进行判断
。

所

以我们考虑采用 B o ot s t ar p 的方法
,

即把类与实例的识别结果作为判断父子关系的数据来源
,

通过评

测这种方法识别父子关系的效果
,

从而间接评测类与实例的识别效果
。

4
.

2 父子关系识别实验结果

为了检测以上各种概念类型识别算法的效果
,

我们计算了每种识别算法单独执行时得到的结果
。

各个算法识别出来的父子关系或者非父子关系总数如表 1所示
。

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

本文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在关系识别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准确率
,

除了共标引规

则中
“
两个类 目同时标引另外一个类目

”

这种方法外
,

所有的识别方法的准确率都在 90 %以上
。

在综

合各种方法得到的最终结果中
,

识别出的关系总数占所有关系总数的 70
.

93 %
,

准备率达到 94
.

42 %
。

其中识别的父子关系较多
,

占所有待识别关系的 63
.

40 %
。

这与非父子关系识别方法较少有关
,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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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用到的非父子关系识别方法只有修饰词匹配方法
。

裹 l维甚类目关系类型识别结果裹

关系识别算法 关系总傲 识别结果 识别率 /%洲试橄 t准确救 准 .率 /%

96
.

15

97
.

84

96
.

2 4

9 0
.

10

94
.

00

84
.

8 5

4 9
.

4 4

9 1
.

5 3

95
.

2 2

9 0
.

10

4 9
.

42

互J ǎX ù O甘,人11口自flù,̀O甘J任

月任1111

t̀U了丹卜U
11.ǐU今自,且QUC甘成口

月江
`
11
`.1`.1

33

l 8

2 8

l 7

一匕R
ù11八jn甘匕JO口月任

` .上哎J哎UQU斑b
叼I二,上11口U八URU

, .几哎J
ù1.心U

所有类 目

剔除管理类目和时间类目

特征词语分析

核心词匹配

短语结尾匹配

修饰词匹配

标引同一篇普通文章

标引同一个类 目

传递推断

类与实例推断

识别父子关系总数

识别非父子关系总数

总共识别的关系总数

未识别出的关系总数

21 77 6

14 00 9

35 5

4 70 7

2 05 7

1 60 6

3 07 1

54 7

32 1

2 462

8 882

1 606

9 937

4 0 72

1 5 一 a

1 5 一 a

1 5 一 a

N o t 15
一 a

1 5一 a

1 5一 a

1 5一 a

1 5一 a

2
.

53

33
.

60

14
.

68

11
.

4 6

21
.

92

3
.

90

2
.

29

17
.

57

63
.

40

11
.

46

70
.

93

2 9
.

07

在各种方法中
,

识别率较高的方法包括
“

两个类目核心词匹配
” 、 “

两个类目标记 了同一篇普通文

章
”

及
“
两个类目分别是类和实例

” 。

其中
,

核心词匹配方法在所有方法中识别率最高
,

并且准确率也

最高
,

这充分说明了句法依存分析在语义分析中的价值
。

但是句法依存分析的准确度同样影响到实

验结果
。

例如
,

在句法依存分析中
,

通常把动词视为句子的核心词
。

虽然在本研究中
,

类目都是短语
,

但是句法依存分析工具仍然把短语中的动词当做短语的核心
,

类目
“

效力德国球会的球员
”

被分析为
“

效力
” 。

另外
,

部分句法分析结果产生错误
,

例如类 目
“

清朝妃殡
” ,

分词之后结果为
“

清朝 / nt 妃 v/

殡 / n’’
,

最终句法分析结果把
“

妃
”

作为核心词
。

这种分析的误差也造成修饰词匹配方法准确率下降
。

.4 3 类与实例识别实验结果

与 4
.

2 节类似
,

为了检测以上各种类和实例识别算法的效果
,

我们计算了每种识别算法单独执行

时得到的结果
。

各个算法识别出来的类或者实例总数如表 2 所示
。

裹 2 类和实例识别结果裹

识别算法 关系总傲 识别结 . 识别率 / %

所有类目

基于识别的 sI
一 a 关系

基于命名实体分析方法

基于同名维基条 目推断方法

所有识别的类 目

未经识别的类 目

14 0 0 9

1 53 9

66 2

2 7 2 3

4 92 4

9 08 5

10
.

99

4
.

73

19
.

4 4

3 5
.

15

6 4
.

85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所有识别出的类或者实例共有 4 9 24 个
,

识别率为 35
.

15 %
。

其中包括 3 385 个

实例
,

占总类目数量的 24
.

16 %
,

另有 1 53 9 个类
,

占总类目的 10
.

” %
。

此实验识别率较低
,

这与每种

判断方法各受到一定限制有关
。

例如
,

根据 4
.

2 中识别的 sI
一 a
关系来进行判断受到关系类型识别率

的影响
。

虽然识别出来的类和实例的结果有限
,

但是它对于父子关系的判断却有较大的帮助
。

从表 1



7 6他息系统学报 第 2堪第 2辑 (总绝 3辑)

可知
,

依据类与实例推断方法识别的结果为 2 46 2
,

识别准确率为 91
.

53 %
。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从维基页面分类系统中构建语义词典的方法
。

模型中根据中文维基百科分类系

统的特点和项 目的需要
,

运用了若干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提出了多种语义关系的识别算法
,

并建立 了

一个针对维基分类系统的语义词典构建系统
。

通过与人工判断语义关系方法的实验结果相比较
,

该

语义词典构建系统在识别率和准确率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进一步的工作中
,

将考虑与现有的中

文语义词典相融合
,

并且加人其他语言的链接
,

从而构建一个多语种的语义词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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