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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中文微博情感分析中的观点句识别及要素抽取问题!在观点句识别方面"提出了一种利

用微博中的情感词和情感影响因子计算微博语义情感倾向的新算法#在观点句要素抽取方面"利用主题

词分类及关联规则"辅以一系列剪枝$筛选和定界规则抽取评价对象!通过观点句识别和观点句要素抽

取结果的相互过滤"进一步提高召回率!实验数据采用第六届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所发布的数据"结果

表明"本文方法在观点句识别和要素抽取方面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观点句识别的精确率$召回率入
!

值分别为
(RCEDS

"

R&C$%S

及
E(C$%S

#观点句要素抽取的精确率$召回率以及
!

值分别为
DDC%*S

"

$DCEES

和
$EC%(S

!

关键词%情感分析#语义情感倾向#情感影响因子#主题词分类#关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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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近年来!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发布平台和社交平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蕴含着巨大的政

治(商业价值!比如对于热点事件的消息发布可以用于突发事件的检测)

$

*

!对于产品的评论可以用于产

品的市场调研及反馈等'在微博情感分析方面!目前针对英文微博的分析已经比较成熟!英文微博限制

用户发布的文本不得超过
$&%

个字符!通常是一个包含
*

#

$%

个单词的句子!内容相对简单&而中文微

博限制用户发布的文本不得超过
$&%

个中文字符!通常包含多个句子!且每个句子涉及的主题和情感可

能不同!这加大了中文微博情感分析的难度'中文微博情感分析主要包括情感词的识别及分类(观点句

的识别及分类和观点句要素抽取等任务!本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观点句识别和要素$评价对象%抽取'

观点句识别任务需要确定每条微博的情感极性!其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基于词典的分析方

法)

D

*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方法)

)'R

*

!其中机器学习方法又可以分为有监督的学习方法)

)'&

*和无监督的

学习方法)

R

*

'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内容包括"构建含有正向情感词和负向情感词的情感词典!利用情感

词典确定文本的情感倾向'文献)

D

*通过构建多个词典!包括否定词词典(程度词词典以及感叹词词典

来综合计算每条微博的情感指数'基于词典的方法重点在于情感词典的构建!其对实验结果产生直接

影响!该方法的缺陷在于无法解决未登录词问题'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包括朴素贝叶斯
#\

(最大熵

].

和支持向量机
"B]

等'文献)

)

*分别比较了多种分类算法以及各种特征和特征权值选择策略在基

于监督学习的情感分类中的效果&文献)

&

*提出了一种基于
"B]

的层次结构多策略方法!融合表情符

号(情感词典以及上下文等多种特征对中文微博进行情感分类!实验准确率达到
E*CDQ)S

'无监督的

机器学习方法利用非标注样本建模!通常使用标注的种子词集来实现无监督分类'文献)

R

*选取+

@O:@6

'

6@48

,和+

F

113

,作为正负向基准情感词!得到每个单词与基准词之间的点互信息后!通过计算它们的差值

得到单词的情感倾向性!文献中使用多类英文评论作为语料进行实验!平均正确率达到
*&C)(S

'由于

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利用已标注的语料!从而耗费大量人力!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精度较低!

因此在观点句识别方面本文采用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抽取微博中的情感词(程度副词(否定副词(连词

和标点!通过分析它们的语义强度为其赋予权值!用来计算整条微博的语义情感倾向值!并根据倾向值

的正负和大小确定观点句'

观点句要素识别不仅需要抽取微博中的评价对象!还要确定其情感倾向'基本方法有基于无监督

学习的抽取方法)

E'*

*和基于有监督学习的抽取方法)

Q'(

*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抽取方法有"文献)

E

*基于关

联规则!使用词频和词的位置信息等特征构建启发式规则!实现对英文微博评价对象的抽取!

!

值为

*RC*(S

&文献)

*

*分析微博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
]\'̂ -9

模型的微博主题挖掘算法'相对于无监

督学习的抽取方法!基于有监督学习的评价对象抽取方法起步较晚'文献)

Q

*将评价对象抽取问题建模

成序列标注问题!使用
+_N=

进行学习!获得了很好的抽取效果'文献)

(

*提出了一种基于浅层语义分

析的评价对象抽取方法!将情感描述单元作为谓词!对应的评价对象作为语义角色!将评价对象抽取问

题转化为语义角色识别问题!该方法充分利用了句法知识!在文中的多组实验中!

!

值均在
RRS

以上'

由于有监督学习的训练语料可能因标注不一致影响结果的精确率!因此本文选择无监督的学习方法'

首先利用微博中的主题词进行分类!然后采用关联规则中的
9

F

3<13<

算法)

$%

*对各类微博分别抽取其中

的名词性频集!最后利用一系列剪枝(定界和筛选规则完成评价对象的抽取'

>

!

算法模型

>C>

!

情感词典的建立

!!

考虑到有些情感词需要依赖其上下文才能表达具体的情感倾向!将情感词分为两类!即独立情感词

$E$!

王冠群 等%中文微博观点句识别及要素抽取研究



典和上下文相关情感词典!分别建立情感词典'$

$

%独立情感词典"其中的词语均能独立表达情感倾向!

例如词语+给力,'使用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的情感词汇本体)

$$

*和台湾大学中文通用情感词

典'$

D

%上下文相关情感词典"其中的词语本身并不具有情感倾向!但在特定搭配中显示情感倾向!例如

特定搭配+不禁摔,!+不禁,和+摔,这两个词本身不具有情感倾向!但此搭配含有负向的情感倾向!将同

样作为情感词处理'从语料中抽取高频
"

名词!形容词
#

和
"

副词!动词
#

组合!然后对其进行人工筛

选和极性标注'

>C?

!

观点句识别

观点句识别即判断每一条微博的情感极性'情感词对语义情感倾向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程度副词(

否定副词(连词和标点会对语义情感倾向产生影响!本文将四者统称为情感影响因子!并将其按作用范

围划分为词语级(子句级和句子级"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作用于情感词!包括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子句

级情感影响因子作用于子句!即连词&句子级情感影响因子作用于整个句子!即标点'在观点句识别之

前!首先要对语料进行预处理!主要包括"$

$

%去噪"去掉测试语料中的句子编号(

Y_̂

(

"

信息!提取微博

正文'$

D

%分词和词性标注"采用本实验室
#<W51

分词工具)

$D

*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CDC$

!

情感影响因子的抽取

情感影响因子的抽取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

$

%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的抽取

情感词附近$窗口为
Q

%出现的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被认为是该情感词的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其

中程度副词根据语气强弱分为
)

个等级'部分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如表
$

所示'

$

D

%句子级情感影响因子的抽取

对一条微博按句切分!得到若干句子!各句句末标点被认为是句子级情感影响因子'对表示加强语

气的句末标点$如+-,等%设定权重为
$CR

!对表示不确定语气的句末标点$如+.,等%设定权重为
%

!其他

标点权重默认为
$

'

$

)

%子句级情感影响因子的抽取

一些频繁出现的连词常表现出对后面内容的情感有削弱或加强功能!例如"+这部电影不好看!虽然

场景挺华丽!但是剧情很无聊,'在这个句子中连词+虽然,引导的子句情感被削弱!整个句子的情感更

倾向于+但是,引导的子句情感'因此!将句子按连词切分!连词是切分后相应子句的子句级情感影响因

子'经过对分词词典中连词的人工筛选!得到情感削弱型连词
DD

个!情感加强型连词
&&

个'部分词语

级情感影响因子如表
D

所示'权值的设定是根据文献)

$)

*对情感影响因子的分级!分析它们在微博中

的语义情感强度得到的!实验证明这种设定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表
>

!

部分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

@-:A>

!

&'B'2-/=%2+/'B'/'0%(#%$-/#0

"

-)(,-)(%25

类
!

别 词
!

语 权
!

值

程度副词
极其(尤其(亘古(最(相当/

很(更(好(特(非常/

$CR

$CD

否定副词
稍微(挺(极少(较(不大/

未(不(不要(毫不(无(没有/

%CQ

G%CQ

表
?

!

部分子句级情感影响因子

@-:A?

!

&'B'2-/)/-C5'/'B'/'0%(#%$-/#0

"

-)(,-)(%25

类
!

别 词
!

语 权
!

值

情感

加强型

但是(总之(综上所述(甚至(

进而(果然/

$CR

情感

减弱型

虽然(如果(即使(尽管(倘若(

纵使/

%CQ

$CDCD

!

语义情感倾向算法

语义情感倾向算法$

"@48<L@4813<@4858<1456

A

13<8KL

!

",

%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句子中的情感词和情感

影响因子判断句子的情感倾向'算法步骤如下"

$

$

%根据情感词极性
"

#

和词语级情感影响因子权重
$%

&

计算词语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DE$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0-1-$2

3

+#4#1#*,-,5"&*2644#,

7

B16C)$

"

#1C$

"

D%$E



'(

0

%

#

8

"

#

9

$

:-

&

8

$

$%

&

$

$

%

式中"正向情感词的极性
"

#

8

$

!负向情感词的极性
"

#

8;

$

!

:-

表示修饰该情感词的所有词语级情感

影响因子的总数'

$

D

%根据已计算出的词语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和连词权重
<%

=

计算子句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

0

<

=

8

<%

=

9

%

:>

#

8

$

'(

0

%

#

$

D

%

式中"

:>

表示该连词作用的子句中情感词的总数'

$

)

%根据已计算出的子句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和句末标点权重
"%

?

计算句子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

0

'

?

8

"%

?

9

%

:2

=8

$

'(

0

<

=

$

)

%

式中"

:2

表示该句子中的子句总数'

$

&

%根据已计算出的句子级语义情感倾向
'(

0

'

?

和微博中情感词在全部词语中所占比例计算微博

的语义情感倾向值
'(

'(

8

,

@

9

%

:4

?

8

$

'(

0

'

?

$

&

%

式中"

,

和
@

分别表示微博的情感词总数和全部词语总数!

:4

表示微博中的句子总数'

由于当一条微博的词语总数一定时!情感词数量越多!这条微博带有情感倾向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将它们的比例作为语义情感倾向值的一个乘积因子'

$

R

%根据微博的语义情感倾向值可以得出其情感倾向'若值为正!则微博表达正向情感&若值为负!

则微博表达负向情感'语义情感倾向值的绝对值大小反映情感倾向的强度'

>CD

!

观点句要素抽取

观点句要素抽取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每一个观点句!抽取其中的评价对象并判断其倾向性'

+,9.D%$&

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
+,9.

评测%中!对于评价对象的要求仅限于

产品$例如三星手机%以及产品的属性$例如质量%'

$C)C$

!

微博的主题词分类

由于语料具有明显的领域性!因此首先对语料按照主题词进行分类'部分主题词如表
)

所示'

表
D

!

部分主题词

@-:AD

!

&'B'2-/5C:

E

')(('205

类
!

别 主题词

汽车 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

电子产品 三星(小米(爱疯(手机

牛奶 光明(伊利(蒙牛(牛奶

银行 建行(招行(银行(信用卡

保险 人寿(保险(社保(人保

翡翠 翡翠(挂件(手镯(戒指

!!

$

$

%主题词抽取'抽取语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性成分!词性为
+,]'#,Y#

$普通名词%(

.̂ ".'?_,#,Y#

$其他专名%和
,_U

$机构名%!并对抽取的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和类别标注!得到一个

主题词表!词表中共含有
R&

个主题词'

$

D

%根据主题词进行分类'统计每条微博中含有每类主题词的个数!个数最多的类别即为该微博所

在类别'若一条微博中不含主题词!则其不参与后续的观点句要素抽取任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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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

!

产品的抽取

$

$

%关联规则挖掘代表产品的频集

关联规则挖掘使用
9

F

3<13<

算法挖掘数据中蕴含的规则!

9

F

3<13<

算法分为两个步骤"$

5

%寻找数据

中的所有频繁项集!项集中的项目数不定'$

I

%从频繁项集中寻找生成规则'仅使用
9

F

3<13<

算法的第

一步!设置最小支持度为所有微博数量的
%CRS

!针对微博中的名词性成分!获取每条微博的
?

'

频集!每

个频集代表一个产品!其可能由一个词语构成!也可能是几个词语构成的短语'鉴于产品名不可能过

长!因此将
?

的最大值设为
)

'为了提高效率!对
9

F

3<13<

算法进行了改进'在寻找
?

'

候选项集的过程中

并非按照
9

F

3<13<

算法中的描述!即对所有$

?

'

$

%

'

频集进行自连接!而是仅对在同一条微博中的$

?G$

%

'

频集进行自连接!这样大大减少了无用
?

'

候选频集的数量'

$

D

%频集剪枝

$

5

%紧密度剪枝'针对
?A

频集$

?

&

D

%!剪掉无法形成产品的频集'能够形成产品的频集满足的条

件如下"频集中每两个词之间不超过
)

个词!且以这样的形式至少出现在
R

条微博中&频集中每两个词

之间的词语词性不能是介词等不能存在于名词短语中的词性'

$

I

%冗余度剪枝'针对
?A

频集$

?

'

D

%!剪掉冗余频集'非冗余频集满足的条件如下"频集独立出

现在至少
)

条微博中'所谓独立出现!即微博中不存在该频集的超集&若某
$'

频集中的词语词性为

+,]'#,Y#

!其在整个语料中出现的频率至少是所有微博数量的
RS

'这个规则主要为了删除在语料

中出现频率较大的干扰名词'

$

)

%产品的筛选和定界

经过剪枝后!一条微博可能存在多个代表产品的频集!这时需要通过筛选得到最有可能成为产品的

频集!并通过定界得到最终的产品'

$

5

%筛选规则

一条微博中频集数量超过
Q

个则认为是干扰微博!分析时不考虑&多元频集优先"多元频集成为产

品名的概率更高!所以优先考虑一条微博中项目最多的频集&词性优先"由于
.̂ ".'?_,#,Y#

!

,_U

这两个词性构成产品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优先考虑含有这两个词性的频集'

$

I

%定界规则

多元频集直接连接生成产品名'例如产品名+三星双卡双待手机,!在获取频集时得到的是1+三

星,!+手机,2!直接连接即可生成产品名&

$'

频集中的词语词性为
.̂ ".'?_,#,Y#

!

,_U

!向后结合'

例如产品名+三星
418@)

,!在获取频集时得到的是1+三星,2!结合后面的字符串得到产品名&

$'

频集中的

词语词性为
+,]'#,Y#

!向前结合'例如产品+冰种飘蓝花翡翠,!在获取频集时得到的是1+翡翠,2!

结合前面的名词或形容词得到产品名'对于没有成为产品的频集!转换为产品的候选属性!将在后续属

性抽取部分使用'

$C)C)

!

产品的属性抽取

属性通常位于情感词附近!因此属性抽取需要用到观点句识别的中间结果!该中间结果需包含的情

感词信息有"位置(所在分句的起始及结束位置(所在分句的情感倾向'属性抽取的步骤如下"$

5

%在情

感词所在分句中获取所有名词性词语'$

I

%若$

5

%中抽取的词语属于候选属性!则直接将其作为产品的

属性'$

:

%若$

5

%中抽取的词语均不属于候选属性!则将与产品距离最近的词语作为产品的属性'$

>

%若

情感词所在分句中没有名词性词语!则认为不存在产品的属性!设为
4266

'

$C)C&

!

属性与产品的对应及情感倾向判断

抽取出产品的属性后!需要确定属性属于哪个产品并判断属性的情感倾向'$

5

%微博中只含有一个

产品"所有抽取的属性均为该产品的属性!属性$情感词%所在分句的情感倾向即为对评价对象的情感倾

向'$

I

%微博中含有多个产品且距离较远"属性属于与其距离最近的产品!属性$情感词%所在分句的情

感倾向即为对评价对象的情感倾向'$

:

%微博中含有多个产品且距离较近"属性属于所有产品!通过连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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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判断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并列还是比较!进而确定评价对象的情感倾向'

>CF

!

干扰微博的过滤

对语料中的干扰微博!需要结合观点句识别及要素抽取结果对其进行过滤!需要过滤掉的微博满足

以下两个条件"$

$

%微博中不含评价对象'$

D

%微博的语义情感倾向值的绝对值小于某一个相对阈值'

在计算出每条微博的语义情感倾向值并抽取每条微博的评价对象后!利用要素抽取结果过滤掉不含评

价对象的微博!然后对微博的语义情感倾向值的绝对值进行排序!获取其中的
M1

F

,

$

,

为结果集中微博

总数%作为最终的观点句识别和要素抽取结果'

?

!

实验设计及结果分析

?C>

!

实验数据集及评价标准

!!

实验数据集和标准答案集选择
+,9.

评测任务四和任务五发布的数据和答案'数据集中共有

&%%%%

条微博消息!涉及电子产品(汽车(牛奶以及翡翠等多个类别!其中包括
*%%%

条标注微博和

))%%%

条干扰微博!评价时只针对标注的
*%%%

条微博进行评判!干扰微博不在评价的范围内'标准答

案集有两个!分别是评测方使用的
*%%%

条标注答案和评测方发布的
R%%%

条部分答案'提交
$%%%%

条

微博的结果!结果集仅包含编号在标准答案集中的结果!评价标准采用精确率
"

(召回率
B

和
!

值'

"

8

结果集中正确的结果总数

结果集中的结果总数
$

R

%

B

8

结果集中正确的结果总数

标准答案集中的结果总数
$

E

%

!

8

D

9

"

9

B

"

C

B

$

*

%

?C?

!

观点句识别的实验

观点句识别共
)

组对比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评测结果进行比较'实验
$

"通过微博中正向和负向

情感词数目的差值确定微博的情感倾向性!此实验作为实验的基线系统'实验
D

"使用语义情感倾向

$

",

%算法确定微博的情感倾向性'实验
)

"在方法
D

的基础上根据观点句要素抽取结果过滤干扰微博'

观点句识别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评价时标准答案集采用
R%%%

条部分答案'提交结果使用实验
)

的

方法!仅使用独立词典识别情感词'观点句识别结果比较如表
R

所示'评价时标准答案集采用
*%%%

条

标注答案'

表
F

!

观点句识别实验结果

@-:AF

!

G'5C/(5%,%

"

#$#%$5'$('$)'#+'$(#,#)-(#%$

!

S

实验方法 精确率
"

召回率
B !

值

实验
$ (RCQE )DC&& &QC&Q

实验
D (ECQ) &ECR& EDCQE

实验
) (RCED R&C$% E(C$%

提交结果
(&CE% RDC$% E*C$%

表
H

!

观点句识别结果比较

@-:AH

!

G'5C/()%0

"

-2#5%$%,%

"

#$#%$5'$('$)'#+'$(#,#)-

I

(#%$ S

实验方法 精确率
"

召回率
B !

值

提交结果
(%CD &$C( R*CD

最好
(ECD R&C* EQC$

中等
QRC* )%CR &RC%

!!

实验的结果分析如下"

$

$

%通过比较实验
$

和实验
D

的结果可知!语义情感倾向算法对观点句识别的
!

值提升较大'

",

算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全面分析微博中情感词和情感影响因子对情感倾向性的影响!降低了正负情感词

相互抵消的可能性&同时!利用微博中情感词在全部词语中所占比例修正的语义情感倾向值具有很好的

区分度!通过它的大小能够判断微博的语义情感强度'

$

D

%通过比较实验
D

和实验
)

的结果可知!根据观点句要素抽取结果过滤干扰微博!对结果的召回

RE$!

王冠群 等%中文微博观点句识别及要素抽取研究



率提升较大!从而使
!

值上升了
ECD&S

'但由于要素抽取结果存在较多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

点句识别的精确率'

$

)

%提交结果的
!

值较中位结果高出
$DCDS

!可知
",

算法在观点句识别方面存在优势&同时!提交

结果与最好结果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带有模糊情感倾向的微博没有识别出来!而对于一些

带有反讽和反问语气的微博也无法做到准确识别'

?CD

!

观点句要素抽取的实验

观点句要素抽取共
)

组对比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评测结果进行比较'实验
$

"不进行主题词分

类!针对所有微博利用关联规则进行观点句要素抽取!在所有能抽取到评价对象的微博中随机选取

$%%%%

条作为答案'实验
D

"使用实验
$

进行观点句要素抽取!根据观点句识别实验
D

的结果选择语义

情感倾向值较高的
$%%%%

条微博作为答案'实验
)

"在实验
D

的基础上预先对所有微博根据主题词进

行分类!然后对每个类别分别使用关联规则进行观点句要素抽取!针对不同类别!使用不尽相同的规则

进行抽取'结果如表
E

所示'评价时标准答案集采用
R%%%

条部分答案'观点句要素抽取结果比较如

表
*

所示'评价时标准答案集采用
*%%%

条标准答案!提交结果为实验
D

结果'

表
J

!

观点句要素抽取实验结果

@-:AH

!

G'5C/(5%,'/'0'$('1(2-)(#%$ S

实验方法 精确率
"

召回率
B !

值

实验
$ $(C$& QC*R $DC%$

实验
D $(CRQ $$CQ& $&C*E

实验
) DDC%* $DCEE $EC%(

表
K

!

观点句要素抽取结果比较

@-:AK

!

G'5C/(3%0

"

-2#5%$%,'/'0'$('1(2-)(#%$ S

实验方法 精确率
"

召回率
B !

值

提交结果

$实验
D

%

D%C$ QC( $DC)

最好
&&C$ $*C* D)C(

中等
$*C& *C% (C*

!!

实验的结果分析如下"

$

$

%通过比较实验
$

!

D

的结果可知!根据语义情感倾向值选取观点句要素抽取结果可以有效提高结

果的召回率'结合观点句识别实验
D

和实验
)

的结果!可以得出观点句识别和要素抽取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即在一般情况下!语义情感倾向值高的微博通常含有评价对象!同时含有评价对象的微博通常都

是观点句'因此二者的相互过滤对彼此的结果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

D

%通过比较实验
D

!

)

的结果可知!使用主题词分类可以提高观点句要素抽取的精确率和召回率'

通过主题词分类!相似的微博能够集中在一起进行处理!关联规则的最小支持度在获取频集时可以发挥

更大的作用!并且分类后!可以针对不同类别的微博!提供不太相同的定界规则!进一步提升结果的正确

率'同时!对微博进行分类后!由于每次关联规则挖掘的微博总数以及获取的频集总数都下降了一个数

量级!因此评价对象抽取时间降低到原来的
$

#

$%

以下'

$

)

%提交结果的
"

!

B

!

!

值仅为最好结果的一半!说明方法在观点句要素抽取方面整体性能不高!分

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只抽取了高频产品!没有对低频产品进行有效抽取&二是在方法中只单

纯使用词性(词频和词的位置信息!而没有用到句法知识!导致在产品和属性的对应关系方面以及对评

价对象的倾向性判断方面产生偏差'

D

!

结束语

本文主要研究中文微博情感分析中的观点句识别及要素抽取!提出了一种新的微博语义情感倾向

算法!在观点句识别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关联规则的评价对象抽取方法!方法中使

用了主题词分类及一系列规则!使
!

值有明显提高'本文的方法存在很多问题!在如下两个方面还有

待深入研究"$

$

%构建反讽和反问触发词库!用于判断带有反讽或反问语气的微博的情感倾向性'$

D

%考

虑低频产品的处理方法以及如何利用句法知识过滤不正确的产品和属性组合'

EE$

数据采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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