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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文本分类的有监督显式语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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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本表示作为文本分类的一个基本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目前文本表示主要有词袋模型#隐式

语义表达和基于知识库的显式语义表达
)

种方式"本文首先分析对比了这
)

种文本表示方式在文本分

类中的效果"实验发现!基于知识库的显式语义表达并没有如预期一样提高文本分类的效果"经分析!

其原因在于显式语义表达在扩展文档表达时易引入噪声"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有监督的显式

语义表达方法"该方法利用数据集的标注信息识别文档中与分类最相关的核心概念!并扩展核心概念

以形成文档显式语义表达"

)

个标准分类数据集上的结果证实了本文所提文本表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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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类的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传统的文本表示主要采用向量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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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假设文本中每个单词之间相互独立!俗称词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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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袋模

型中!每个文档被表示为一个高维空间中的向量!向量的每一维代表了一个单词!其值对应此单词在文

档中的权重(数十年来!词袋模型在文本表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词袋模型在表示文本时依然

有着严重的缺陷(其单词之间相互无关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它不能处理文本中的同义词(另外!它也不

能处理一个单词具有多种含义的情况(隐式语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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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部

分地解决了词袋模型的问题(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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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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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提升检索效果(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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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概率隐语义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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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率角度建模文档的生成过程(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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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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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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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话题模型层出不穷!成

为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研究热点(但是!隐式语义分析也有其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于

词的表达$在给定话题时!词之间仍然有独立性假设%!学习出的话题隐表达语义不清晰!难以建模单词

之间的等价'上下位等语义关联!难以引入先验知识!且存在模型计算复杂等问题(鉴于以往以词为基

本单元的文本表示存在的缺陷!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了显式语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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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文本表示!即利用本体知识库中的概念来显式表达文本的语义+

H

,

(在这类工作中!概念

成为表达的基本单元!作为人类知识的基本元素!概念具有清晰语义!概念间有丰富的语义关联(早期!

许多工作尝试利用
1̂3>#@8

的结构化语义!丰富文本的表达以用于文本分类+

K'(

,

(然而!

1̂3>#@8

包含

词汇量较少!且因单词描述短而难以有效地进行语义消歧(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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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规模知识库的发展!

这两个问题都得以解决(近年来!基于知识库的主流工作大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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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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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
)

个标准的文本分类数据集上对比上述方法的分类效果!结果显示!利用大规模知识库对文

本进行显式语义表达!与传统的词袋模型和隐式语义表达相比!并没有对分类效果产生预期的提升(分

析数据发现!显式语义表达中关键的一步是利用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扩展表达!然而文档中与语义密切相

关的概念只占少数部分+

$&

,

!假如对识别的概念全盘扩展!将引入大量的噪声数据导致分类性能低下!这

一点在知识库规模庞大时$概念庞杂'关系密集%将尤为凸显(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面向分类的有

监督的文本显式语义表达(其核心思想是充分利用训练数据集中的标注信息来指导显式语义表达中的

概念扩展(具体的!本文基于类别信息!定义了概念的区分度值!衡量概念对于分类类别的判别显著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概率框架定义了文档中概念的核心度!依此识别与文档类别最相关的核心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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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扩展表达(最终!在
)

个数据集上的结果均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文档表示方法对

于分类问题的有效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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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袋模型

词袋模型将一篇文档分割为一个个单词!并假设这些单词之间相互无关(在此假设下!将一篇文档

表示为一个向量!向量的每个元素为一个单词!值为对应元素的权重!则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

为单词
'

&

在文档
!

"

中的权重!

%

为字典的大小(词袋模型中单词的权重计算!一般使用

P7<>7

+

$H

,

!则

P7<>7

$

'

&

!

!

"

%

#

87

$

'

&

!

!

"

%

(

61

A

)

*

.

!

" "

+

"

'

&

"

!

"

/

*

$

D

%

式中"

87

$

'

&

!

!

"

%为单词
'

&

在类别
!

"

中出现的次数&

*

.

!

""

+

"

'

&

"

!

"

/

*

为含有单词
'

&

的文档个数!

)

为

数据集文档总数(词袋模型是一种经典的文本表示方法!早期文本分类大多基于此模型!如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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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式语义表达

隐式语义分析的典型方法如
U-9

概率化建模了文档的生成过程(

U-9

认为文档是
,

个话题上的

多项式分布!而话题是关于单词的多项式分布(一篇文档在生成时!先根据多项分布参数
!

"

随机选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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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词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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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多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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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表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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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使用隐式语义表达来进行文本分类的工作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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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式语义表达

显式语义表达以知识库中的概念为基本单元!将文档表示为概念的集合(并利用概念之间的同义'

上下位和相关等关系对文档进行增强表达(据此!可以将文档表示为一个概念的向量(显式语义表达

的基本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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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显式语义表示的工作主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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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文本分类(作为目前最大的在线知识库!近年显式语义表示方面的工作!大多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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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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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利用其标题作为新的特征丰富文档的表达!来

提高文档分类效果(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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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函数进行文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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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篇文档!测试集
D*&D

篇文档!共
$$*

个类别(

$

D

%

,]"̀ E.-

+

D&

,

"

,]"̀ E.-

数据集由在线医学数据库
E.-U!#.

中的参考文献构成(其包含

$(J*

#

$(($

年间
D*%

份医学期刊的
)&JHKK

篇论文数据(每篇文档用
H%%E@=N

索引项子集标注类别(

DHH

数据采集与处理
4567-835

9

+8'8:0

;

6"<"'"5-8-!=750><<"-

?

B16C)D

!

#1C)

!

D%$*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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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库验证显式语义表示模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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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一的话题!并带有一个简洁规范的标题!类似于传统词典中的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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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歧页面!其中列出该名称可能代表的概念(

$

)

%语义相关"

<̂Y<

G

@><5

的文章之间存在着许多超链接(这些超链接某种程度反映了概念之间的

语义关联(

本文使用
<̂Y<

G

@><5D%$)

年
*

月
J

日的数据(此数据集包含
&)&*J%$

个页面!

H(JJ)D)

个重定

向!

)JK($

个消岐页面!页面之间的超链接共
DDK)J(&&%

个(

<̂Y<

G

@><5

中也包含了大量无意义的页面

以及空页面!如
aU<=8174@X=

G

5

G

@3=a

这样的网站管理功能性质页面(所以!在使用
<̂Y<

G

@><5

数据之前!

本文先进行了一定的清理工作(与文献+

$)

,工作相似!本文只保留那些标题大写'符合规范!或者单个

单词标题在正文出现超过
)

次的页面(本文所使用概念集合为
<̂Y<

G

@><5

所有的页面标题!以及指向其

的重定向的标题所构成的集合!最终所用概念集合大小为
)D$HJJK

(由于
<̂Y<

G

@><5

的类别体系不够

规范!同类别下的概念往往语义关联很弱!在实际应用时容易引入大量噪声信息!所以本文并未利用

<̂Y<

G

@><5

的类别信息(

@?@

!

算法及评价指标

本节验证
DC$

节所述
)

种文本表达方式对于文本分类的效果(

$

$

%词袋模型"选择
P7<>7

计算词项权重!并做归一化(

$

D

%隐式语义表达"选择了
U"!

以及
U-9

模型!

U"!

使用
T@4=<O

实现(

U-9

使用
T<MM=U-9

SS

+

DK

,

实现!参数
##

H%

#

,

!

$

#

%@%$

!迭代至收敛!否则迭代
D%%%

轮(

$

)

%显式语义表达"本文使用前向最大匹配+

D*

,算法识别文档中的概念!对于匹配成功的单词将其替

换为对应的概念!而没有匹配成功的单词依然保留(概念的权重使用
P7<>7

计算策略(使用文本相似度

来解决概念的消歧问题(计算每一个候选概念的
<̂Y<

G

@><5

页面内容与文档的
P7<>7

余弦相似度!选择

相似度最高的概念作为词项所指概念(对于扩展的概念!其权重为引其进入的概念的
P7<>7

值(当然!

这里对于同义'相关概念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权重策略(在引入相关概念时!计算被引入概念与引入概

念的余弦相似度!本文与文献+

$)

,一样只使用了相似度最高的
$%

个概念!以避免引入过多噪声数据(

本文根据不同扩展策略!实现了多个显式语义文本表示方法"$

$

%

."_'418@3O

"仅使用文本中识别出的

概念&$

D

%

."_

"除文本中识别出的概念!还保留没有匹配成功的单词&$

)

%

."_'=

"对文本中概念添加其同

义概念&$

&

%

."_'5

"对文本中概念添加其相关概念&$

H

%

."_'=5

"对文本中概念添加其同义和相关概念&

$

K

%

<̂Y<

'

=Y

+

$)

,

"使用
<̂Y<

G

@><5

语义化表示文本进行分类的经典工作(扩展与文档
P7<>7

余弦相似度最

)HH!

孙
!

飞 等$面向文本分类的有监督显式语义表示



高的
)

#

H

个概念!并利用
<̂Y<

G

@><5

的网络结构构建针对数据集中所有概念的语义(对于所有的数据

集!所有算法都进行相同的去除停用词预处理(因词形还原会导致很多概念无法被识别$如
-585O<4

'

<4

A

%!因此除显式语义表达!其余算法均采用了相同的词性还原预处理(鉴于
"BE

多年来在文本分类

中取得的突出效果!本文使用
"BE

作为分类器(对于
_@28@3=

'

D$H*J

和
,]"̀ E.-

数据集!使用

,4@B=_@=8

策略进行多标签分类(本文分类算法均使用
":<Y<86@534

封装的
U<M=\O

!并采用了线性核(

对于每个算法!在每个数据集的训练集上使用网格搜索确定
"BE

的参数
0

最优值(

@?A

!

评价标准

本文使用精确度'召回率和
A

$

值来评价各个方法的性能+

$*

,

(对于每个文档!其计算公式定义为

=

#

3

B

#

3

'

3

B

!

C

#

3

B

#

3

'

3

'

A

$

#

D

(

=

(

C

=

D

C

$

*

%

式中"

=

和
C

分别为精度和召回率&

3

B

为分类器预测的文档类别&

3

'

为文档的真实类别(所有评价指标

结果为整个数据集所有文档得分的均值(所有实验均运行
$%

次!取
$%

次结果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E1\<@_@\<@X

数据集因其为二分类数据!故
=

!

C

和
A

$

值相等!本文只给出
A

$

结果(

@?B

!

实验结果与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对于文档的隐式表达!随着话题数目的增加!分类效果逐渐递增!但是递增的趋势

在逐渐放缓(

U"!

随着话题数目的增加!分类效果逐渐接近甚至超过词袋模型!但优势并不明显(这与

"B-

的数学性质相吻合!性能超出词袋模型的部分得益于保留前
,

个话题而去除的噪声(相比之下!

同样话题数目下!

U-9

的分类效果并不如
U"!

!也没能超过词袋模型(对于文档的显式语义表达!如果

仅仅使用文档中识别的概念!无论是否保留未匹配成功的词项!在所有数据集上分类的结果!都明显低

于词袋模型的结果(原因在于概念通常由多个单词组成!仅用概念表示文档而不作扩展时!相比词袋模

型!并没利用特征间的相关性!而使用的特征又更少!因而效果下降(令人意外的是!在使用同义概念与

相关概念对文档进行扩展后!分类的结果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明显下降(这与期望的结果并不一致(观

表
>

!

文本表示分类结果

50:?>

!

2$(",.(34)3-"/$1.-,0(('4'-0.'31

算
!

法
_@28@3=

'

D$H*J ,]"̀ E.- E1\<@_@\<@X

=

#

b C

#

b A

$

=

#

b C

#

b A

$

A

$

Z,^ JJC*& J*CD% J*C(* K$C&H H&CJ) H*C(H J&C(%

U"!

$

/c$%%

%

J*C$$ J*CK$ J*C)K HDC*% &&C%& &*C(J **CJK

U"!

$

/cH%%

%

(%C%K J(C%) J(CH& K$CD* HKC)$ HJCK( J)CDK

U"!

$

/cJ%%

%

(%CD$ J(CK& J(C(D KDCH( HJC)& K%C)( JDCD*

U-9

$

/c$%%

%

*JC** *JCHJ *JCK* &HC*$ )KC%( &%C)) J%CDJ

U-9

$

/cH%%

%

J&CKK J&C%D J&C)& HKC%D H%CD) HDC(* J%C)J

U-9

$

/cJ%%

%

J&C*J J&C)D J&CHH HJC%% HDC%K H&CJ* **CJ%

."_'418@3O J*C$& JHCK* JKC&% H&CJD &JCJD H$CK& JDC*)

."_ J*C&$ JHC)( JKC)( K%C** H)C&J HKCJ( JHCDJ

."_'= JKC*H JHCJ) JKCD( HJC$D HDC*% HHCDJ *JC()

."_'5 J*C** JHC() JKCJ& HJCH) HDC&( HHC)& JDC&*

."_'=5 J*CK( JKC$J JKC() H*C*D HDC$) H&C*J J$C*H

<̂Y<

'

=Y *$C*H *(C*$ *HCHD &&C$K &(C($ &KCJK *DC&*

&HH

数据采集与处理
4567-835

9

+8'8:0

;

6"<"'"5-8-!=750><<"-

?

B16C)D

!

#1C)

!

D%$*



察数据发现!得益于
<̂Y<

G

@><5

的广泛内容!文档往往可以识别出大量的概念(而这其中许多概念!与文

章所要表达的主题并无紧密联系(如
_@28@3=

'

D$H*J

中编号
$&JDJ

文档中
a9=23\@

F

17$(

G

31\<4:@=54>

=@\@4:<8<@==N1X@>\@3O<4:14=2O@M@8X@@4=@\@454>$D

G

:817+N<45d=

A

35<4=81:Y=

!

8N@+N<45-5<6

F

=5<>Ca

可以识别出
a=23\@

F

a

!

a

G

31\<4:@=a

!

a=@\@4:<8<@=a

!

a\@3O<4a

!

a=@\@4a

!

a+N<45a

!

a

A

35<4a

!

a=81:Ya

!

a+N<45

-5<6

F

a

概念!但是其中只有
a\@3O<4a

!

a

A

35<4a

与文章的主题
a

A

35<4a

相关(这种情况下!扩展
a

G

31\<4:@=a

'

a=@\@4:<8<@=a

'

a+N<45a

'

a+N<45-5<6

F

a

等概念!会导致文档原本的语义发生稀释偏移!可能会使得扩展后的

文档与讲述地理的文档更加相似(此外!作为和本文工作密切相关的
<̂Y<

'

=Y

!由于其代码无法公开!在

按照其论文所述方式实现之后其结果要远低于其他方法!也低于其论文中给出的结果(分析其中可能

的原因在于本文使用
<̂Y<

G

@><5

的数据规模比文献+

$)

,中所使用数据高出一个量级(因此!文档中能

够被识别出的概念要比
<̂Y<

'

=Y

多很多!直接导致了大量噪声的引入(虽然
<̂Y<

'

=Y

使用了文档与概念

的
P7<>7

余弦相似度!选择最相似的
)

#

H

个概念进行扩展!但在更大规模的
<̂Y<

G

@><5

上发现!此策略并

不奏效!可参照第
&

节实验分析(最关键在于
<̂Y<

'

=Y

在扩展后!构建了一个关于数据集中所有概念之

间的语义核函数(此核函数在一个更大的
<̂Y<

G

@><5

情况下!会导致严重的语义偏移(实验结果表明!

使用大规模知识库进行显式语义表达!并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性能!分类效果与词袋模型'隐式语义表

达相当或略低(分析数据发现!造成结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是扩展表达中的语义偏移问题!其主要由两方

面造成"$

$

%扩展的概念可能与文章表达的主题不相关!如上文中的
a=@\@4a

等概念($

D

%扩展的概念虽然

与文档的主题有一定关联!但是与分类问题中此文档所属类别无关(许多文档有多个话题(如
_@2

'

8@3=

'

D$H*J

中
$&JDJ

文档讲的是中国多省害虫消耗粮食以及粮食的浪费问题!但是在此数据集中!其只

被标注为
aT35<4a

类别(如果扩展了与浪费相关的概念!虽然与文档的主题也相关!但对于此文档的分类

并无帮助(针对显式语义表达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有监督的显式语义表示来解决上述问题(

A

!

有监督显式语义表示

在使用
<̂Y<

G

@><5

等知识库对文档作显式语义表达时!核心问题在于寻找与文档主题相关的概念!

本文将其定义为核心概念$

W@

F

:14:@

G

8

%(对于分类问题!核心概念就是与文档语义类别真正相关的概

念(所以提出有监督的显式语义表达$

"2

G

@3\<=@>@R

G

6<:<8=@O548<:3@

G

3@=@4858<14

!

"."_

%方法!其核心

思想就是充分利用训练样本中的有监督信息来指导识别核心概念!实现文本的显式语义表达(

A?>

!

概念的类别区分度

本文首先利用训练数据集的标注信息!定义概念对于分类中每个类别的区分度值$

-<=:3<O<458<\@

=:13@

!

-"

%!表征概念对类别的判别显著性(其值越高!代表概念对于当前类别关联程度越高(

$

$

%类别的表示"本文首先将分类类别表示为类别下所有文档的集合!而文档是由概念组成的!所以

类别最终使用此类所有文档包含的所有概念来表示(

$

D

%计算概念对于类别的区分度!定义为

!

<

$

0

"

!

3

&

%

#

P7

$

0

"

!

3

&

%

(

61

A

)

3

"

E

"

0

" "

. /

3

$

J

%

式中"

P7

$

0

"

!

3

&

%为概念
0

"

在类别
3

&

中出现的次数&

3

"

E

"

0

" "

. /

3

含有概念
0

"

的类别数&

)

为类别

总数(这里使用类似传统
P7<>7

的计算策略!当然也可以使用
%

D

!信息增益等!本文主要为了证明核心

概念的有效性与必要性!所以简化处理(

A?@

!

核心概念的识别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统一的有监督显式语义表达框架!解决文档显式语义表达中扩展概念的

选择问题(核心思想是通过对文档中概念核心度的估计来识别文本的核心概念!依此进行扩展(以类

HHH!

孙
!

飞 等$面向文本分类的有监督显式语义表示



别为桥梁!定义对于文档核心度的概率框架为

B

$

0

"

是关键概念
*

!

/

%

#

$

3

&

B

$

0

"

是关键概念
*

3

&

%

B

$

3

&

*

!

/

% $

(

%

式中"

B

$

0

"

是关键概念
*

3

&

%为类别
3

&

下!概念
0

"

的核心程度&

B

$

3

&

*

!

/

%为文档的类别隶属度!即给定文

档
!

/

!其属于类别
3

&

的概率(对于
B

$

0

"

是关键概念
*

3

&

%!可以利用概念区分度来估计!其基本思想是

对于概念在一个类别下的核心程度!可以通过该概念对类别的判别显著性来表示(具体的!可使用规范

化的概念区分度表达类别下概念核心程度!则

B

$

0

"

是关键概念
*

3

&

%

#

>=

$

0

"

!

3

&

%

$

0

"2

>=

$

0

"2

!

3

&

%

$

$%

%

!!

而对于文档的类别隶属度
B

$

3

&

*

!

/

%的度量!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在这里!本文利用一

个线性分类模型!基于文档词向量来对文档的类别隶属度进行估算(具体的!本文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

!

$

$

&

%

#

$

)

"

#

$

E

$

F

"

!

9

$

G

"

%%

D#

C

$

$

&

% $

$$

%

来学习线性分类模型
9

&

$

G

%

c"

P

&

G SH

&

!其中!

F

""

.

I

$

!

D

$

/表示是否属于类别
3

&

!损失函数
E

$

0

!

0

%

使用修正的
N2M@3

损失函数!

C

$

"

&

%为正则项!本文使用
!

D

范数!

#

为正则权重!设为
%@%%%$

(在学习得

到参数
$

和
H

的基础上!估计文档的类别隶属度为

B

$

3

&

*

!

/

%

#

9

&

$

!

/

%

D

$

D

$

$D

%

!!

基于上述估计!通过对各个类别的累加!便可以基于式$

$

%得到文档中每个概念核心度的概率值!基

于该核心度值对概念进行降序排列!并选择前
/

个概念作为文档的核心概念进行扩展表达!得到文档最

终的显式语义表示(在最终文本分类器训练时!本文如
$C)

节所述对所有文本进行扩展表示!但只扩展

文档中重要度最高的
/

个概念(然后使用扩展后的语义表达训练分类器模型!对扩展表达后的测试数

据进行分类(

B

!

有监督显式语义表示实验及分析

本文通过实验验证
"."_

的分类性能(对于每个文档!参照
eN54

A

等的工作+

$&

,

!选择重要度最高

的前
)

个概念进行扩展(本文实现了
)

种不同的扩展表示"$

$

%

"."_'=

"添加同义概念&$

D

%

"."_'5

"添

加相关概念&$

)

%

"."_'=5

"添加同义与相关概念(作为基准的显式语义表达算法!本文使用余弦相似度

作为选择文档核心概念的方法!来扩展最相关的
)

个概念"$

$

%

."_'=)

"添加
P7<>7

余弦相似度前
)

的概

念的同义概念&$

D

%

."_'5)

"添加
P7<>7

余弦相似度前
)

的概念的相关概念&$

)

%

."_'=5)

"添加
P7<>7

余弦

相似度前
)

的概念的同义和相关概念(

实验结果显示!基于余弦相似度选择核心概念的显式语义表达
."_'=)

!

."_'5)

!

."_'=5)

!与扩展所

有概念的显式语义表达
."_'=

!

."_'5

!

."_'=5

相比!并无任何优势!且两者都低于不做扩展的方法

."_

(这显示余弦相似度并不能很好地刻画文档的语义信息(从表
D

中可看出!在所有的方法中!有监

督的显式语义表达取得了最好的结果
B

\562@

%

%C%$

(对比
"."_'=5

与
."_

!发现利用监督信息对文档的

核心概念进行扩展表达相比原始的概念表达!在所有数据集上对分类结果都有显著提高!这说明了扩展

的有效性(对比
"."_'=5

与
."_

的一系列扩展$如
."_'=5

!

."_'=5)

%的结果!发现
"."_'=5

明显好于

其他两种扩展方式(这说明本文提出的概念类别区分度可以有效地识别文本的核心概念!减少噪声引

入!从而提高分类效果(此外!从表
$

!

D

还可发现
"."_'=5

相比词袋模型在
)

个数据集上
A

$

分别提升

了
DCDHb

!

&C$Kb

和
HC%Hb

!比隐式语义表达有明显提升!这主要得益于有监督的显式语义表达更准确

地利用了更加丰富的语义信息(从表
D

还可看出!同时扩展同义'相关概念
."_'=5

!在核心概念识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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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情况下!会比只扩展同义或者相关概念
."_'=

!

."_'5

效果更差(因为此时扩展引入的不相关概

念更多(但是!如果核心概念识别正确!扩展同义和相关概念
"."_'=5

要比只扩展同义或者相关概念

"."_'=

!

"."_'5

要好$除
_@28@3=

'

D$H*J

%(

表
@

!

显式语义表达对比结果

50:?@

!

63/

#

0%'(31%$(",.(34$+

#

,'-'.($/01.'-%$

#

%$($1.0.'31

算法
_@28@3=

'

D$H*J ,]"̀ E.- E1\<@_@\<@X

=

#

b C

#

b A

$

=

#

b C

#

b A

$

A

$

Z,^ JJC*& J*CD% J*C(* K$C&H H&CJ) H*C(H J&C(%

."_ J*C&$ JHC)( JKC)( K%C** H)C&J HKCJ( JHCDJ

."_'= JKC*H JHCJ) JKCD( HJC$D HDC*% HHCDJ *JC()

."_'=) JHCJJ J&C** JHC)D H*C*% HDCJ) HHC$K JDC))

."_'5 J*C** JHC() JKCJ& HJCH) HDC&( HHC)& JDC&*

."_'5) JHC$$ J)C*) J&C&D HKC&H H$C)% H)C*H *(C*K

."_'=5 J*CK( JKC$J JKC() H*C*D HDC$) H&C*J J$C*H

."_'=5) J)C(& J)C%$ J)C&* HHCH& H%C)& HDCJ$ *JC&D

"."_'= (%CH) JJCJH J(CKJ K&C(* H*C*H K$C$H JKCJ%

"."_'5 (%CJ& J(CJ( (%C)* KHC%) HJCJ) K$C*J J(C%H

"."_'=5 (%CK) J(CJD (%CDD KHCH$ H(C%H KDC$$ J(C(H

C

!

结束语

本文首先阐述了文本表示的
)

种方式!并在
)

个主流的文本分类数据集上实验这
)

种表示方式的

分类效果(结果显示!利用知识库对文本进行显式语义分析!并没有对分类效果产生预期的提升(通过

分析数据发现在扩展文本表示时!引入了大量的噪声数据(本文提出
"."_

方法!利用文档的标签信

息!识别扩展与文档类别最相关的概念(

)

个数据集上的结果均验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本

文后续工作主要集中在研究扩展概念数量对于扩展表示效果的影响!如何确定最佳的核心概念集合大

小(另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扩展添加进文档的概念的权重计算!本文简单地使用引入其的概念权

重(更合理的方式应该根据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强弱计算得到相应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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