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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大熵的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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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涛

$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昆明!

GQ%Q%%

%

摘
!

要!越南与中国一水相依!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邻国!然而针对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的

提取研究非常匮乏#本文针对越南语特点!提出一种基于最大熵模型的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方法#

该方法针对越语句子结构和词汇语义的特点!采用最大熵算法!选取上下文"邻近触发词以及邻近实体

作为特征!定义特征模版!训练获得越南语新闻事件模型!实现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抽取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抽取新闻事件元素的准确率达到
F%R

以上#

关键词$越南语%最大熵%机器学习%新闻事件元素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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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飞速发展!新闻的传播媒体也越来越向互联网倾斜(人们每天通过互联网新闻获取大量信息!)信息

超载*成为人们天天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海量新闻文本中有效获取人们感兴趣的信息成为了国内外的

一个研究热点!也就是新闻事件元素抽取+

$

,

(新闻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在中越两国的发展和交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G$&GD%QQ

!

G$QGD%&(

%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

D%$&'%Q'%(

&修订日期!

D%$G'$%'$&



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中越两国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现阶段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得汉越新闻信息的

共享'交流尤为重要(面对海量的越语新闻信息!及时'精准地抽取越语新闻中的事件元素信息正是本

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新闻事件元素抽取的任务!就是抽取出新闻事件信息中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即

常用的
)

类事件元素"人名事件元素'地名事件元素和时间事件元素+

D

,

(近年来!事件元素抽取吸引了

大量的专家学者!并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事件抽取最初是由
TX+

会议+

)

,

$

9+.

会议的前身%

提出的!并作为一项重要的评测项目!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评测!

9+.

会议也在
D%%Q

年引入了

事件抽取的评测任务(新闻事件元素抽取主要包括
)

个步骤"$

$

%新闻事件类型识别!即区分一个事件

所属的类型&$

D

%事件类别的识别!关键任务是识别引起事件发生的词!是区分事件类别的关键因素&$

)

%

识别出事件的相关元素!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本文主要就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开展

相关研究!抽取新闻中的
)

类事件元素!即地名'人名和时间
)

类事件元素!这
)

类事件元素都是新闻文

本当中重要的实体信息!但事件元素和命名实体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针对每一篇新闻!其中都含有大量

的实体信息!这些实体可能只有一部分是事件元素!而并不是所有实体都是事件元素!这就需要对命名

实体进行分类!来确定哪些实体是事件元素(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描述越南语新闻事件!以便于对其中的事件元素进行抽取!需要分析越南语

新文本的特点以及对越南语新闻事件当中包含的重要事件元素进行抽取(越南语新闻文本中的事件元

素可以认为是新闻事件的关键信息!主要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者等(通过对越南语新闻

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新闻的重要信息主要集中在新闻的标题'各段首句与新闻关键词对应的关键句

中(本文提取这些句子用于实体识别!并对实体识别的结果进行分析!找出读者感兴趣的信息(

=

!

新闻事件元素抽取

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是信息抽取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任务主要是从无结构或半结构化的新

闻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信息!如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和事件的前因后果等(

这对正确快速地从大量新闻文本中获取读者感兴趣的信息非常重要(现阶段对于事件元素抽取主要有

基于模式匹配的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方法(模式匹配的方法是早期信息抽取的主要方法之

一(

+K[61Y=[<

+

&

,利用语句匹配模板$

\@O:<56

'

"

J

485:8<:

E

588@34

!

\"?

%抽取具有事件关系的资源!并将抽

取的结果整理成一个称为)

B@3I,:@54

*的知识库(文献+

Q

,利用将模式泛化为特征性量的方法通过多

特征层级模式来识别事件论元角色(模式匹配依赖人为的预先定义的事件模板!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资源并且可移植性不强!召回率低!但是拥有不错的准确率(近年来对于机器学习算法在事件抽取领域

的应用越来越多!对于支持向量机'最大熵算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文献+

Q

,于
D%%D

年首次将最大熵分

类器融入到事件元素抽取中(文献+

G

,结合
T@

A

5T

和
M<LI6

两种机器学习方法分别实现了事件抽取

中事件类别识别和事件元素识别!在
9+.

英文语料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88@3

在大规模
MZ<88@3

上提取潜在事件+

*

,

!提高了
$&R

的
!

值(国内对于中文事件元素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U<

通过全局

特征联合提取事件元素与触发词+

F

,

!在
9+.

语料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丁效+

(

,将最大熵分类器应用于

音乐领域的事件抽取上!并采用触发词聚类的方法自动发现事件类型!完成了在特定领域事件抽取的一

次尝试(而对于越南语的事件元素抽取!国内外还未见相关研究资料报道(本文针对越南语新闻的特

点!主要抽取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新闻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是事件抽取中最主要的时间'地

点和人物
)

类事件元素(选取最大熵分类器作为事件元素的分类器(原因在于使用最大熵方法建模

时!实验者只需集中精力选择特征!而不需要花费精力去考虑如何使用这些特征!所以可以更加灵活地

选择特征!结合更加丰富的信息!且不需要额外的独立假设或内在约束(

越南语是一种孤立语+

$%

,

!动词无变化!词既没有文法上的性别跟数的形式!也没有文法上格的变

化!形容词也不需要跟被修饰的名词保持文法上的性'数和格上的一致(它以不变的根词的词序和虚词

来表示语法关系(句子的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动词之后!名词修饰语一般在名词之后!但数

()F!

周
!

枫 等$基于最大熵的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方法



词'量词修饰语在名词之前(词序或虚词改变后!语义也随之而变(越南语的文句机构是"主语
'

谓语
'

宾语$

"B,

%(

跟多数东南亚语言$泰语'老挝语和马来语等%一样!越南语也是形容词后置的语言(所以)越南语*

就不是)

B<̂

-

8

$越%

#5L

$南%

8<̂

-

4

A

$语%*!而是)

8<̂

_

4

A

B<̂

-

8#5L

*&)京族的正式语言*就应该写成 )

4

A

4̀

4

A

a

$言语%

:Kb4K8Ka:

$正式%

:a5

+属于'的,

U2̀

_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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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W<4K

$京%*(

>

!

基于最大熵的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

>C=

!

特征模板定义

!!

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的类型选择可以看成是一个二元分类问题!为每类事件元素定义二元分类器!

这里只需要定义人物'时间和地点这
)

个二元分类器(特征定义如下"

$

$

%上下文特征
!

"

!在考虑越南语新闻文本上下文特征时!要考虑候选实体是不是事件元素!就需

要考虑该实体的左右两侧越南语词的特征以及对应词性的特征!因此一个候选实体是不是事件元素与

它左右的词特征和词性特征密切相关(因此上下文特征对于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

文选择越南语新闻文本中实体两侧的词和词性作为基本特征"$

5

%"实体左侧
#

的词语!$

I

%"实体右侧
#

的词语!$

:

%"实体左侧
#

个词性!$

>

%"实体右侧
#

个词性!其中
#

为
$

#

&

之间的整数(

$

D

%邻近触发词特征
!

$

!在识别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时!实体左右两侧的触发词对确定该实体是不

是事件元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李克强在北京会见阮善仁!)会见*是触发词!它决定了事件的类

型!同时也标志着该句子里的人名和地名都是事件元素!所以实体邻近的触发词对事件元素的提取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又因为越南语动词没有变化!既没有时态也没有格上的不同!所以选取实体左右侧最

邻近的一个触发词作为特征"$

5

%实体左侧最近的一个触发词!$

I

%实体右侧最近的一个触发词(

$

)

%邻近实体类型特征
!

%

!新闻事件元素左右两侧
$

#

D

个实体很有可能也是事件元素!这个跟该

实体的类型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会见事件中!一个人名事件元素后若紧跟一个地名和一个时间实体的

话!那么该地名实体和时间实体很有可能也是事件元素(越南语句子的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

动词之后!名词修饰语一般在名词之后!但数词'量词修饰语在名词之前(词序或虚词改变后!语义也随

之而变(越南语的文句机构是"主语
'

谓语
'

宾语$

"B,

%(例如在访问事件中!人名实体后紧跟一个地名

实体!那么这个人名实体就很可能是访问事件的人名事件元素(所以选取实体左右两侧实体的类型作

为特征融入"$

5

%同一句子中实体左侧的
&

个实体的类型!若没有则以
4266

代替($

I

%同一句子中实体

右侧的
&

个实体的类型!若没有则以
4266

代替!其中
&

是
$

#

D

之间的整数(综上所述取的越南语新闻

事件元素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

!

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特征定义

?%;@=

!

A,%#7$,1(./',#)%0),31,4,)#,5,0,)#1

特征 特征意义

c\

D

实体左侧向前两个词及词性

c\

$

实体左侧向前
$

个词及词性

c]

D

实体右侧向前
D

个词及词性

c]

$

实体右侧向前
$

个词及词性

B\

实体左侧的触发词

B]

实体右侧的触发词

.\

D

实体左侧向前
D

个实体的类型

.\

$

实体左侧向前
$

个实体的类型

.]

D

实体右侧向前
D

个实体的类型

.]

$

实体右侧向前
$

个实体的类型

针对一条越南语新闻片段来详细描述各个特

征!例如"

+K<̂

d

2$D

#

$

#

D%$&

!

MKe82f4

A

#

A

2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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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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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h

d

2>1i4B<̂

-

8#5L>j>k

_

48Kl>̀ ?K41L

?@4K

!

Ih8>h2:K2

J

4̂8KhL6iLY<̂

-

:85

-

<+5L

E

2:K<5C

$

D%$&

年
$

月
$D

日下午!越南总理阮晋勇率领代表

团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始国事访问(%

首先对该则新闻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和命名实

体识 别!结 果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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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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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MKm

82f4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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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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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4-

"

l4

A

#

#

E

>

"

h4>h

d

2

#

B>1i4

#

#

B<̂

-

8#5L

#

#

E

>

"

n

#

]>h

_

4

#

B8Kl>o

#

#?K41L?@4K

#

#

E

!#!

Ih

_

8>h

d

2

#

B:K2

J

^

_

4

#

B8KpL

#

B6iLY<̂

-

:

#

B85

-

<

#

.+5L

E

2:K<5

#

#

E

C

#

C

可以发现!结果中有
G

个

动词!但是这些动词不全是事件触发词!所以进一步

%&F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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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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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去停用词处理!只留下
>h4>h2

和
8KhL

!这两个动词就是该则新闻的触发词(新闻中的实体有

+K<̂2$D

#

$

$

$D

月
$

日下午%'

#

A

2

J

4̂M̂4-̂4

A

$阮晋勇%'

B<h8#5L(

越南
%

!

?K41L?@4K

$金边%和
+5L

'

E

2:K<5

$柬埔寨%(分别是时间'人名'地名'地名和地名这
Q

个实体(考虑人名事件元素
#

A

2

J

4̂Mh4

-l4

A

$阮晋勇%!根据上述定义的特征!这里设
#qD

!

&qD

!

#

A

2

J

4̂Mh4-l4

A

为人名事件元素(

!

"

"

#

A

2

J

4̂Mh4-l4

A

$阮晋勇%前两个词分别为)

MKe82f4

A

$总理%*和)!*!词性分别为)

#

*和)!*!后两个词

分别为)

>h47h2

$领导%*和)

>1i4

$代表团%*!词性分别为)

B

*和)

#

*(

!

$

"

#

A

2

J

4̂Mh4-l4

A

$阮晋勇%左侧

并没用触发词!设为
4266

!右侧触发词是
>p4>h2

(

!

%

"

#

A

2

J

4̂Mg4-l4

A

$阮晋勇%左侧仅有一个时间命

名实体$

M!T

%!右侧的两个实体类型分别是地点命名实体
\,+

和
\,+

(

可以用特征向量来表述该人名事件元素!其中在描述特征时!若多个单子词表示一个词语!则将这

多个单子词用下划线进行连接!以方便构建特征向量!如图
$

所示(其中第
$

列为标记列!其后依次为

左侧第
$

个词以及该词的词性!左侧最近的
$

个触发词!右侧最近的
$

个触发词!左侧的第
$

个实体类

型!右侧的第
$

个实体类型!其他标签以此类推!这里的实体类型采用简洁定义为
?.]

!

\,+

和
M!T

(

图
$

!

事件元素特征集

N<

A

C$

!

N@5823@=@817@Y@48@6@L@48=

针对收集的越南语新闻语料!一共标注了
)%%

篇越南语新闻!并对人名'地名和时间
)

类事件元素

分别构建了一个最大熵的分类器!以地名事件元素为例!图
D

为地名事件元素标注的特征集合(

图
D

!

地名事件元素标注特征集合

N<

A

CD

!

N@5823@=@817

E

65:@@Y@48@6@L@48=

>C>

!

模型构建

最大熵模型+

$$

,的基本思想就是为

所有已知的因素构建模型!同时把未知

的因素排除在外(在预测一个候选实

体是否属于时间'地点或是人名事件元

素的过程中!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因素!

这里假设
7

就是一个由这些因素构成

的向量!变量
8

即为当前特征影响下对

应的事件元素类型(

9

$

8

#

7

%指模型将候选实体在特征
7

下预测为事件类型
8

的概率(最大熵模型要

求
9

$

8

#

7

%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必须使得下面定义的熵取得最大值!则

:

$

9

%

;<

$

7

!

8

9

$

8

=

7

%

61

A9

$

8

=

7

% $

$

%

!!

这里的约束条件实际上就是指所有已知的事实!可以表示为

,

1

$

7

!

8

%

;

$

$

7

!

8

%满足一定条件

% 1

;

$

!

D

!

)

!.!

/

#

$

D

%

式中"

,

1

$

7

!

8

%为最大熵模型的特征(最终概率输出为

9

%

$

8

=

7

%

;

$

>

$

7

%

@O

E

$

$

1

!

1

,

1

$

7

!

8

%% $

)

%

式中
!

1

为每个向量的权重!且

?

$

7

%

;

$

8

@O

E

$

$

1

!

1

,

1

$

7

!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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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识别训练测试

数据集

!

?%;@>

!

/',#)%0),31,4,)#,5,0,)#$,&(

B

C

)'#'()#$%')')

B

#,1#*%#%1,#1

训练语料集#篇 测试语料集#篇

)%%% Q%%

D

!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所采用的越南语新闻语料来源于互联网爬取的越南语

新闻文本!该语料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技术

和科学
*

大类型(一共标注了
)%%%

篇越南语新闻文本(数据

集中的
Q

#

G

作为训练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最大熵模型(数据集

中的
$

#

G

作为测试集!用于验证抽取的效果(数据集基本情况

如表
D

所示(

为了验证本文抽取的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的效果!采用基于模板和最大熵模型相结合的事件元素

抽取方法进行实验!若模板匹配成功!则抽取出对应的事件元素!若模板匹配不成功!则采用最大熵模型

进行事件元素抽取!本文选取传统的准确率!召回率及
!

值作为评测标准(实验评测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D

!

不同模板
E

特征的实验结果

?%;@D

!

!"

8

,$'0,)#%5$,175#1(.*'..,$,)##,0

8

5%#,E.,%#7$,

模板
P

特征
人名事件元素 地名事件元素 时间事件元素

4 @ ! 4 @ ! 4 @ !

模板
P!

"

Q$CD) )*C&G &)CDF QQC)D &%C$D &GCQ$ QFC&) &)CD$ &(CGF

模板
P!

"

P!

$

QQCG* &%C(F &*CD$ G%C$D &FC&) Q)CGQ GGCQG Q%C)D Q*C)$

模板
P!

"

P!

%

*FC&Q G%CF( GFCQG *(CG* GFC(Q *)CFF F%C$& *DC)( *GC%*

模板
P!

"

P!

$

P!

%

F$CDQ *%C$D *QCDF F)CG* *QC)& *(CD( F&C$) **CGF F%C*F

!

;

D

A

4

A

@

#$

4

B

@

%

A

$%%R

$

Q

%

式中"

4

为准确率!

@

为召回率!其中

4

;

正确识别的总数#$正确识别的总数
B

不正确识别的总数%

A

$%%R

$

G

%

@

;

正确识别的总数#正确的总数
A

$%%R

$

*

%

!!

经过实验验证!在采用模板和最大熵模型相结合的事件元素抽取方法中!最终确定当
#qD

!

&qD

并在最大熵模型训练迭代次数为
$Q%

时!在开发集上达到效果最优(从表
)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不

同的特征和模板相结合的方法识别效果不同!在仅使用模板与上下文基础特征
!

"

时效果较差!

!

值不

足
Q%R

(在模板与上下文特征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临近触发词特征
!

"

与相邻实体特征
!

%

!效果均较模

板
P!

"

有所提高!其中模板
P!

"

P!

%

的准确率'召回率均高于其他两种组合!可见临近实体特征对事

件元素的抽取效果影响最大(当使用模板
P!

"

P!

$

P!

%

时!识别效果最好!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在越南

语新闻事件元素的抽取上取得了较高的准确率和召回率(由于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方面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未见有相关文献研究可用于对比!故本文参考文献+

(

,中的中文研究结果作为对比以说

明本文特征选取的有效性(

如表
&

所示!与文献+

(

,相比!在人名'地名以及时间元素上的准确率!召回率与
!

值虽有差距!但大

多属于正常误差范围!仅时间元素的抽取效果低于中文抽取效果
QC$FR

(分析越南语新闻文本发现!

越南语在人物和地点上多为专有名词!且在表达方式上与中文相同或类似(而在时间上越南语分词工

具将
4rL

$年%与
D%$&

切分成两个词!然而
4rL

在越南语中除了年以外还有很常用的)男的*意思(诸如

此类的多义词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识别偏差(

F

!

结束语

针对越南语新闻文本进行事件元素抽取任务!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板和最大熵模型相结合的越

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方法(首先介绍了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的主要困难!介绍了越南语新闻的

特点!根据该特点!并结合模板与最大熵模型进行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的抽取(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方

D&F

数据采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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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不同评测对象的实验结果

?%;@F

!

!"

8

,$'0,)#%5$,175#1(.*'..,$,)#,4%57%#'()(;

G

,&#

评测对象
人名事件元素 地名事件元素 时间事件元素

4 @ ! 4 @ ! 4 @ !

音乐领域事件元素抽取
FDC$& G(C*% *QC&$ FDC)Q *GC)G *(CDQ FFCD( F)C*G FQC(G

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
F$CDQ *%C$D *QCDF F)CG* *QC)& *(CD( F&C$) **CGF F%C*F

差距
s%CF( P%C&D s%C$) P$C%D s$C%D P%C%& s&C$G sGC%F sQC$F

法在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的抽取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临近实体特征对抽取效果

显著(由于中国与越南的毗邻关系!且中文事件抽取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下一步准备借助于中越双语对

齐平行语料库!并挖掘更多实体特征与句法信息以提高越南语新闻事件元素抽取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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