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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图的情感基准词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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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文本情感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词语的情感极性判别显得尤为重要"现有利用情感基准词

进行词语的情感倾向研究中!情感基准词的选择多数基于研究者的人工判别或词语的使用频率"以上

方式存在着随机性和主观性的缺陷!并且难以保证对词典中语义关系的全面覆盖"本文提出以候选基

准词为顶点!两词间的知网相似度作为边的权重设定参数来构建情感词的无向图"将图中结点的中介

性值作为基准词的选择依据!从而保证所选基准词的可靠性"实验证明!通过该方法选取出来的基准词

在词的情感倾向分类中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关键词#情感基准词$知网相似度$情感词无向图$中介性值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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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海量的网络资源成为计算机领域工作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些网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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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如何从中高效(准确地发掘出有用的信息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这一背

景之下!文本的情感倾向性分析愈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最小粒度的倾向性分析!词汇的情感分析

是对句子(段落和篇章等更大粒度的语义单元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的基础'为了表示词汇的语义倾向!

通常的做法是将)

G$

!

$

*之间的一个实数作为语义倾向值'通过设定的域值!将语义倾向值大于域值的

词作为褒义词!反之则作为贬义词'基于情感词典和基于大规模语料库是目前常用的对词汇进行情感

极性分析的方法'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方法主要利用在大规模语料库中挖掘出来的语言学规则或通过机

器学习获得的语言模型来对词汇的情感倾向进行判别'基于词典求语义相似度则主要利用语义相似度

和语义相关场功能来计算给定词和基准词之间的相似度!从而得到该词的语义倾向'基于企业事实主

题诊断研究则在构建情感本体的基础上!利用条件随机场$

+14><8<1456354>1N7<@6>56

A

13<8MN

!

+[P

&挖

掘文本中的情感词!大大减轻了人工获取方法的工作量'对于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情感的词汇!利用

贝叶斯模型对之进行情感消岐!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有较好的实用性'

O234@

L

等)

$

*以成对出现和不依

赖于上下文为标准!挑选了
*

对基准词来判定词汇的情感倾向!实验结果表明!基准词的挑选对词汇情

感倾向性的判别有重大影响'朱嫣岚等)

D

*在思路上同样沿用
O234@

L

的方法!选择强烈褒贬倾向并且具

有代表性的词语作为基准词'选择高频词语集合作为候选基准词集合!再用从
\11

A

6@

搜索返回的高频

词语作为褒贬基准词'实验结果表明!基准词对数目增加!判别效果随之提高'王素格等)

)

*提出了基于

类别区分能力与情感词词表相结合的方法!先计算得出语料库中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类别区分能力!

从中选出区分能力较强的词!再将得到的词和情感词词表作交集!计算各自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最后

选择出现频率高的词作为基准词'陈岳峰等)

&

*以知网中的概念作为情感倾向分析的最小单元!通过人

工的方法及聚类的方法选择基准概念'彭学仕等)

H

*则提出应用词聚类的思想!从目标领域中选择初始

种子词!经过反复扩展(聚类!最终迭代得出最优基准词'

以往的实验结果表明!基准词的选择对词汇情感倾向性的判别及后续的情感倾向的研究有重大影

响'现有研究中!基准词多数来自研究者的人工选择!或简单地根据词性(词频等信息进行判断!存在着

随机性和主观性的缺陷且难以保证在词典中对语义关系全面覆盖'本文在现有知网语义倾向性计算方

法的研究基础上)

D

!

I

*

!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的情感基准词选取方法!通过计算词汇和正负情感基准词的平

均相似度的差值来确定其情感倾向'和已有方法采用相同的情感相似度计算方式!对比验证得出本文

方法提高了情感判别的效果!避免了人工选择的主观性!也确保了基准词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

知网情感关系图构建

<=<

!

知网

$C$C$

!

知网相似度

知网$英文名称为
S1Z#@8

&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为描述对象!以揭示概念与

概念之间以及概念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语义常识知识库'知网的基础结构包括概念

和义原'概念是对词汇语义的一种描述!每一个词语可以由
$

个或多个概念构成'概念在知网中被用

一种叫做
-.P

$

-@7<4<8<14

&的知识描述语言来定义'

-.P

由义原组成'义原是用于描述一个概念的最

小意义单位'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关于知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刘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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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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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对两个汉语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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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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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分别为第一独立义原描述式(其他独立义原描述式(关系义原描述式和符号

义原描述式'

$C$CD

!

知网相似度应用

在传统的基于知网的词语相似度的计算方法基础上!相关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计算方法!

并将之应用在词义消岐)

*

*

(数据挖掘(文本分类和信息检索等领域'在进行相似度计算方法改进的研

究)

F

*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传统方法的不足之处!并将知网知识和信息量相结合来改善这类缺陷!提出了

一种区分度较高的义原相似度计算方法!同时对集合相似度计算和概念相似度计算提出了优化'为了

构建一致性的测度平台!文献)

(

*在进行主题判断研究时先确定了活动事实的主题和特征词!再利用知

网语义相似度进行一致性的测量!此方法对于特定领域的一致性测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

!

情感关系图构建

$CDC$

!

图的应用

以往的研究方法大多将重点放在单个词语的词性(情感属性和所属领域等方面'常见的基准词选

择方法都是通过词频(互信息和交叉熵)

I

!

$%

*等方式'而对于情感关系方面则少有体现!这对于所选基准

词的准确性及情感覆盖率均有一定的影响'当前对于大数据的处理以及社交网络的研究)

$$

*已经成为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话题!同时社交网络数据的复杂性给数据挖掘的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

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数据之间也有各种紧密的联系!这让图的表达方式成为数据处理领域的重要数据

结构'图的各种特点及优势!也使得它能够比坐标向量表示更多的空间'例如在化学信息学研究领

域)

$D

*中!用应用图来表示物体!图的顶点表示物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图的边表示物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关系'在基于图数据挖掘的研究)

$)

*中!作者针对有向图提出了层级度和连结度的特征概念!并设计了

一款可以直接并有效操作有向图频繁模式查询的算法!将之应用到频繁子树的识别方法中'同时在大

数据环境下针对图数据的高效处理)

$&'$I

*也已经成为当前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图的以上特点及其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本文选择用图结构来对情感词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表示!并通过将情感词

的重要性映射到图的相关概念中来实现对情感基准词的选取'

$CDCD

!

顶点选择

本文旨在将情感词作为图中的顶点来进行情感基准词的选择'所需的基准词来自正情感基准词集

和负情感基准词集!因此本文选择了知网义原描述中!属性标注了,良-或,莠-的词语分别作为候选正负

情感基准词'其中的词语情感色彩分别如,好-(,称赞-!,凶-(,沉闷-等'相对而言!这些词有比较明确

的正负情感含义!是作为候选情感基准词的重要决定因素'候选正负基准词集中词汇的情感极性值分

别为
$

和
G$

!将它们作为正负知网情感关系图
(]

$

)

!

*

&的顶点'

$CDC)

!

边的权重设定

在数据结构图的定义中!点与点之间边的权重表示了两点之间的距离!对应到本文的情感关系图

中!词与词之间的边的权重刻画了其联系的紧密程度!可通过知网相似度值的大小来进行具体化'通过

描述知网词汇间的相似度的概念来说明词语间密切程度的计算方式!这是一种计算图中对应两个顶点

间距离的重要参数'为此!对于情感关系图
(

中任意两个顶点
!

%

!

!

&

结合可计算得到的知网相似度的

值
"<N

$

!

%

!

!

&

&!分别以下面的
)

种方法设定边的权重!并结合实验结果选择最佳的权重计量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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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两点间边的权重
!

%

&

]"<N

$

!

%

!

!

&

&!则知网相似度越大的两个词语!对应到图中的两点间的距离越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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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两点间边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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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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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网相似度值越大的两个词语!对应到图中的两点

间的距离越近!且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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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的改变会引起权重值
!

%

&

的加速变化'$

)

&令两点间边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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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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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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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网相似度值越大的两个词语!也使得对应到图中的两点间的距离越近!且线性变

化的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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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会引起权重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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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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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实验
$

部分!分别通过以上
)

种方法设置边的权重!通过实验结果的准确率来确定
!

%

&

的

最佳选择方式'

$CDC&

!

关系图构造

根据顶点选择的要求与边的权重设定的定义!本文在选择情感基准词的实验
D

部分从知网中各抽

取了一定数量的正负情感词分别作为正情感关系图和负情感关系图的顶点!任意两个结点之间边的权

重由知网相似度得出'下面以
4

(

<

(

=

及集合
#

表示本文中的顶点集!具体说明如何构造关系图'图
$

中的
4

(

<

(

=

分别表示正情感词!

#

表示候选情感词集中其他的正情感词的集合'分别将这些词语作为

图的顶点!并计算彼此之间的距离'通过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出词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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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知网相似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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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
$CDC)

节中
!

%

&

的计算方法得出两点间边的权重
!

4<

!

!

4=

!

!

<=

!亦即图中顶点
4

(

<

!

4

(

=

及
<

(

=

之间边的距离'同理可以算出顶点
4

!

<

!

=

与集合
#

中任意一点

之间边的权重!以及集合
#

之间任意两点间的边的权重!也就得到了整个图中所有顶点两两之间的

距离'

图
$

!

关系图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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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基准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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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的中心性

!!

在图论和网络分析中!边代表着结点之间的关系及关系的紧密程度!

结点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结点的中心性)

$*

*来衡量'在基于图的研究中!主要

有
)

种中心性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分别是度中心性$

-@

A

3@@:@48356<8

L

&(接

近中心性$

+61=@4@==:@48356<8

L

&以及中介中心性$

@̂8Z@@44@==:@48356<8

L

&'

在度中心性的概念中!中心结点指那些拥有与其他结点的链接数目最多(

最活跃的结点'假设网络中的结点总数为
"

!则在无向图中!结点
%

的中心

性的值就是该结点的度'在有向图中!结点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出度!经

过归一化处理之后可以表示为

=

2

$

%

&

'

8

%

$

%

&

"

>

$

$

D

&

式中"

8

%

$

%

&表示结点
%

的出度'该项指标刻画了结点的活动频繁程度!某一结点的直接连接最多!则可

以认为它在网络群中的地位比较突出'一般情况下!某个结点和网络中的其他结点有着更多的联系!则

可认为该结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比较重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关联的结点越多并不意味着连接了更多的

网络范围'所以度中心性还不能全部定义一个结点的重要性'在接近中心性的概念中!接近度或者距

离是重要性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结点到其他结点的距离越短!则该结点与其他结点的互动就更加容

易!可以认为它在图中的地位比较重要'通过计算最短距离可以得到接近中心性的值"假设在结点总数

为
"

的网络中!结点
%

和结点
&

之间的最短距离为
8

$

%

!

&

&!则在无向图中!参与者
%

的接近中心性被定

义为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在有向图中计算距离时!考虑链接和边的方向即可得出计算公式'图中的某个结点如果处于其他

结点间相互联系的路径之中!则该结点可能对其他结点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中介中心性$简称中介性&

用来度量图中结点对于其他结点的控制能力'如果
%

处在非常多结点的交互路径上!那么
%

就是一个重

要的参与者'结合
DCDCD

节中的中介性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中介性
=

<

和接近中心性
=

=

之间的差异'

=

=

只是做了总体距离的平均!仍然是一种距离%而
=

<

则做了一种比率!比率刻画成一种效率(一种性价

比'也就是说
=

=

选出来的重要性结点是由能传播的小范围的大小来刻画的!而
=

<

则考虑一种为了更

*&F!

方溢君 等#一种基于图的情感基准词选择方法



远地传播到更远更大的网络中的性价比最高的重要性结点'中介性扮演着,桥-的作用!使原本无关系

的结点产生联结'在网络和图中!这样的结点所处的位置十分特殊'对于本文而言!基于
=

<

值选择基

准词一方面保证了该类情感词是对其他情感词具有较强控制能力的关键结点!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最短

路径的计算中尽可能多地利用任意两个结点之间的相似度的值!避免个别误差数据带来的影响'

>=>

!

结点中介性

DCDC$

!

结点中介性应用

结点中介性在复杂网络及社会学领域进行社交网络分析和路由选择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提高复杂网络容量的方法研究中)

$*

*

!引入中介性对网络拓扑进行优化和拥塞预测!可以有效平衡中

枢结点的负载(缓解拥塞状况和提高网络容量'将有向图的边的中介性分析引入道路网络分析)

$F

*

!通

过对几个典型城市道路网络进行中介性分析!发现大部分高等级的道路具有高的
=

<

值!研究证实了在

城市道路网络中!数学意义上
=

<

值度量层级性与道路所属等级社会意义层级性的相关性'在社会管理

及市场营销学中)

$(

*

!利用中介性概念可以研究该网络的组成结构!了解每个参与者的主要职责(所做贡

献以及影响力等'从而更加针对性地进行人员管理(个性化推送等服务'在对微博影响力个体发现)

D%

*

方面!研究者在传统中介性的计算方法上提出一种基于随机游走的中介性的算法!使得该算法不仅能有

效地应对海量的微博网络数据!且使得发现结果也明显优于相关的研究'

DCDCD

!

结点中介性计算

在图
(]

$

)

!

*

&中!结点
?

%

)

的中介性计算步骤如下"$

$

&对任一顶点对$

7

!

?

&!

7

%

)

!

?

%

)

%计算两

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D

&记录顶点对$

7

!

?

&的最短路径中!包含的其他顶点'$

)

&重复步骤$

$

&和$

D

&!记

录所有顶点对之间的最短路径和包含的其他顶点'$

&

&计算顶点中介性值为

=

<

$

?

&

'

"

7

&

?

&

3

%

)

"

73

$

?

& $

&

&

式中"

"

73

$

?

&

]

#

73

$

?

&

#

73

%

)

为所有顶点的集合%

#

73

为顶点
7

和顶点
3

之间最短路径的条数%

#

73

$

?

&为顶点
7

和

顶点
3

之间经过点
?

的最短路径条数'如图
D

所示的有向图中!任意结点的中介性
=

<

值可通过以下方

图
D

!

中介性值的计算

!

P<

A

CD

!

B562@17K@8Z@@'

44@==:@48356<8

L

式进行计算"$

$

&由图
D

可得!各顶点之间的距离
#

分别为
#

4<

]$

!

#

<=

]H

!

#

=2

])

!

#

2*

]D

!

#

*4

]&

!

#

<*

]F

'$

D

&通过计算可得任意两个顶点
7

!

?

间的

最短路径
9

7?

分别为
9

4<

"

4<

!

9

4=

"

4<=

!

9

42

"

4*2

!

9

4*

"

4*

!

9

<=

"

<=

!

9

<2

"

<4*2

!

9

<*

"

<4*

!

9

=2

"

=2

!

9

=*

"

=2*

!

9

2*

"

2*

'$

)

&由中介性计算步骤

$

&

&可得各顶点的中介性值分别为
=

<

$

4

&

]$

#

$R$

#

$]D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R$

#

$]D

'

>=?

!

基准词选择

类似于社交网络中的图的定义!词汇的中介性
=

<

值越大!则表示该词

汇出现在越多的词汇间最短路径中!对网络连接的关键作用越明显!符合

对基准词的要求'在本文的实验
D

部分!计算候选情感基准词的
=

<

值!选

择值大小排名靠前的情感词作为情感基准词'

?

!

实验及结果分析

?=<

!

实验环境

!!

本文实验部分主要包括"$

$

&通过知网相似度的概念计算词语间相似度的值!$

D

&在情感关系图中!

计算每个结点的中介性值
=

<

'其中知网相似度的计算通过引入
U13>"<N<653<8

L

数据包!在
.:6<

E

=@

中由

05W5

语言完成'中介性值的计算通过引入复杂网络编程包
#@8Z13_̀

!用
?

L

8M14

语言完成'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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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设置

实验内容包括
)

个部分!分别用来进行情感关系图边的权重设置(情感基准词的选择以及本文方法

有效性的对比'在知网的概念描述中!属性标明有,良-和,莠-的词有比较明确的正负语义倾向性'同

时!有些词语拥有多个概念描述!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表现出相反语义情感!例如词语,好

看-在语句,这件衣服真好看-和,要你好看-中!分别表示正面和负面的语义倾向'为使文章所提方法的

效果更准确!将那些概念描述中同时包含,良-,莠-属性的词语从候选基准词中去除!得到正(负候选情

感基准词集中的词个数分别为
)$)D

和
)DI%

!并将这些词作为实验
$

和实验
D

中的情感关系图的顶点'

实验
<

!

边的权重设置

图
)

!

边的权重不同时的准确率

!

P<

A

C)

!

9::235:

L

K

L

><77@3@48@>

A

@

Z@<

A

M8

该实验部分用于对
$CDC)

节提出的
)

种权重设置方法进行

效果对比!从而选择最佳的权重设置参数'这部分的实验!在不

同的权重设置方式下!各选择了
&%

对情感基准词对测试集
$

中

的情感词进行情感极性判断!其中基准词的选择依据及图的构

建方式参考文中
$CDC&

节'实验
$

结果如图
)

所示'

实验
>

!

基准词选择方法的实验对比

朱嫣岚)

D

*提出的基准词选择方法是在人工挑选正负情感含

义较明确的词语基础上!根据词频对词语进行降序排列!分别从

正负情感词中挑选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作为基准词!本文的实验

部分将这种选择基准词的方法作为对比方法
$

'

应用聚类的思想!选择聚类中心词)

H'I

*作为基准词是在方法
$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方法'本文将通

过
a'N@>1<>=

算法对候选基准词进行聚类作为基准词选择的对比方法
D

'本文实验将知网概念中的

,良-(,莠-属性作为测试集的选取依据'其中!测试集
$

分别选择含有,良-和,莠-属性的词对正情感基

准词和负情感基准词进行检验!褒义词和贬义词的数量分别为
)DD*

个和
))HH

个'为了使实验效果更

具说明性!将测试集
$

中同时包含,良-(,莠-属性的词汇去除!剩下词语的正负情感含义更加明确!将这

类词作为测试集
D

'测试集
D

中正情感词为
)$)D

个!负情感词为
)DI%

个'知网中有些词虽然并没有

直接包含,良-(,莠-属性!但也有明确的正负情感倾向性'例如词语,伤悲-和,兴高采烈-等在知网中属

性并不包含,良-,莠-!但分别有着明显的正负情感!且在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中!这类词依然作为选择

情感词的一部分'为了说明所选基准词对所有具有正负情感倾向词汇判断的有效性!设置测试集
)

'

其中共有
$D&)

个不包含,良-(,莠-属性的情感词'测试集中的词通过计算其和褒贬义基准词间的平

均相似度的差值来确定其语义倾向'本文实验中!以
b%b

为域值!计算结果大于零的判为正情感词!小于

零的判为负情感词!以准确率作为评价标准 '实验
)

结果中的
9c

$

!

9c

D

分别表示对比方法
D

对正情感

词和负情感词极性判断的准确率%

9

$

和
9

D

分别表示本文方法对正情感词和负情感词极性判断的准

确率'

实验
?

!

基准词数量的实验对比

本实验中!分别设置基准词对数为
D%

!

&%

!

I%

和
F%

!以此判断基准词数量对情感极性判断的影响'

?=?

!

实验结果

通过本文方法选择出的
&%

对正负情感基准词分别如表
$

!

D

所示'对不同测试集的实验结果分别

如图
&

$

I

所示'实验
)

结果如图
*

所示'

表
<

!

本文方法选择出的
@A

个正情感基准词

B#8=<

!

C04

$

,/4)1.#"

:

()1(),)6/-01((),)-.)*8

:$

"0

$

0()*4).%0*

交口称赞 交口称赞 俏皮 保准 厚 可观 嘉 好 好吃 婉 动听 平 快 很 扎实 明 柔和

机动 清明 灵 炯炯有神 热 爽快 牢靠 特许 狂喜 盛 细 肯定 脆 自尊 自愿 舒缓 艺术

花 讲究 负责 适 舒畅 风发 飘洒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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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本文方法选择出的
@A

个负情感基准词

B#8=>

!

D)"0

E

#.0"

:

()1(),)6/-01((),)-.)*8

:$

"0

$

0()*4).%0*

不像话 乱 冷淡 凶 勉强 反 口误 可怜 奸 妖 官僚 官僚主义 强暴 患 惨 拐子 拖泥带

水 松松垮垮 死心眼儿 沉闷 油嘴 淡 滑头 窄 脏 苦水 虚浮 蛮 蠹虫 误 豪强 贼 逆

险险恶 难 马大哈 黑 鬼

图
&

!

实验
D

测试集
$

结果

P<

A

C&

!

[@=268178@=8=@8$<4

@Q

E

@3<N@48D

!

图
H

!

实验
D

测试集
D

结果

P<

A

CH

!

[@=268178@=8=@8D<4

@Q

E

@3<N@48D

!

图
I

!

实验
D

测试集
)

结果

P<

A

CI

!

[@=268178@=8=@8)<4

@Q

E

@3<N@48D

!

图
*

!

实验
)

结果

!

P<

A

C*

!

[@=26817@Q

E

@3<N@48)

?=@

!

结果分析

由图
)

可见!边的权重参数对于情感词情感倾向判断的影响

较大'将边的权重参数
!

%

&

分别设置为
"<N

$

!

%

!

!

&

&!

$

#

"<N

$

!

%

!

!

&

&和
$G"<N

$

!

%

!

!

&

&分别作为实验
$

的参数
$

!参数

D

和参数
)

!对于所有情感词整体判断的准确率分别为
D$C)d

!

&*C&d

和
(ICDd

'参数
$

中!两个词之间的知网相似度的值越

大!则在图中两顶点的距离越远'在计算
=

<

值时!使得中介性

越突出的点出现在最短路径中的次数越少'这与所需选择基准

词的要求不符合!因此选择出的基准词准确性差!对于基于基准

词计算情感词极性的准确率也较低'参数
D

中!两个词之间的知网相似度值越大!则在图中两顶点的距

离越近!且相似度值较小的变化也会使得顶点间距离产生较大的改变'顶点间的距离不能正确地表示

信息流通的代价'因此参数
D

表达的有效性虽然较参数
$

有所改善!但仍是一种误差较大的形式'参

数
)

中两个词之间的知网相似度值越大!则在图中两顶点的距离越近'对应到社交网络的图中!则可认

为!

"<N

$

!

%

!

!

&

&值越大的两个结点!其相互间的路径长度越短!信息流动的代价越小'基于上述理念!

本文以
!

%

&

]$G"<N

$

!

%

!

!

&

&作为图
(]

$

)

!

*

&中结点
!

%

!

!

&

之间边的权重'两结点联系越紧密!即

越相似!则两点间距离
!

%

&

越小'在求最短路径时!能够尽可能地保证该路径上包含更多语义相似度更

大的结点!这点也符合本文对基准词的选择标准'从图
&

可以看出!对比方法
$

所选基准词对正情感词

判断有较高的准确率!但对负情感词判断的准确率很低!整体结果不理想'因此仅依靠词频作为基准词

的判断依据缺乏完善的科学依据!不能保证语义的覆盖率!导致对不同极性情感词的判断失衡严重'从

图
H

可以看到!在经过筛选的测试集
D

中!该方法对贬义词的判断效果有极小的提升!但仍不理想'图

&

!

H

的结果显示!本文方法对正负情感词的判断都有很高的准确率!在经过筛选的测试集
D

上!实验效

果有了更近一步的提升!最高达到了
((d

的准确率'说明本文方法所选基准词有较高的语义覆盖率!

克服了传统方法主观性和随机性的缺陷'实验
D

的测试集
)

!由于其中类似于,回头-,重-之类的词并

没有很明显的正负情感倾向!给利用基准词判断正负倾向带来一定的干扰!使得最终的准确率较测试集

%HF

数据采集与处理
+,-."/0,

1

2/3/45

6

-%7%3%,"/"89.,5:77%"

;

B16C)D

!

#1C&

!

D%$*



$

和测试集
D

有所降低!但本文方法较之对比方法
$

仍有一定的改善'对测试集中有较明显情感倾向

的词语!如,喜爱-(,尊重-和,责备-等!本文方法和对比方法
$

所计算最终情感值分别为
%C%HI

!

%C%*F

和
G%C%$(D

%

G%C%%I

!

G%C%%*

和
%C%D(

'由此可见!本文方法对知网中具有情感倾向的词具有通用性!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方法的优越性'实验
)

中!分别设置基准词对数为
D%

!

&%

!

I%

和
F%

!以此判断基准词

数量对情感极性判断的影响'从图
*

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本文方法对情感词极性判断的准确率随着基

准词数量的增加而提升'基准词数量为
D%

时!由于覆盖的语义范围不够全面!使得情感词极性的判断

产生了一定的误差!准确率较实验
D

的测试集
$

有所降低'由于当基准词数量为
&%

时!已取得很高的

准确率!设置其为
I%

和
F%

时!改善的空间有限!但整体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当数据

量较大时!使用文中方法选择一定规模的基准词即可达到较好的语义覆盖率!对情感词极性判断取得较

好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数据环境下的计算量!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同样在实验
)

中!当随

着基准词数目的增多!对比方法
D

情感极性判断的准确性有着明显的提升!基准词的数量对极性判断的

准确率有较大的影响'准确率从基准词数量为
D%

时的
I&C(&d

提升到基准词数量为
F%

时的
F)CHId

!

情感基准词对整个情感语义的覆盖率会随其数量的增加而显著提高!并且个别误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会得到减弱'但当取相同数量的基准词时!本文方法无论在整体的准确率还是在对褒贬义词判断的均

衡性方面皆有较大的优越性'文中方法对基准词数量的敏感性较小!在实际应用中更具实用性'

@

!

结束语

词语的正负情感倾向性研究是文本情感分析的基础!本文尝试通过改善选取方法来获得更具代表

性的情感基准词'文章借鉴了前人有代表性的研究和创新点!结合完善的图理论!提出了基于图的情感

基准词选取方法'实验结果证明!本文所提方法较之传统方法有较明显的优势!所选情感基准词有较好

的语义覆盖率和普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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