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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评价短语及其情感评价搭配抽取方法

刘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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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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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

冲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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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提出一种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别算法!将评价短语的识别问题转化为序

列标注问题"结合条件随机场模型进行简单结构的评价短语识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应用规则

库"自动识别结构复杂的最长评价短语"其测试的
!

值达到
*DC)RT

!在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别的基础

上"构建用于评价对象抽取和情感评价单元抽取的规则库"提出基于规则的评价搭配自动抽取算法"实

现评价对象和最长评价短语搭配的自动抽取"在网易汽车门户网站进行了系统测试"得到了较高的准确

率!

关键词#情感分析$观点挖掘$评价短语$条件随机场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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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当今互联网每天都在产生大量数据和信息!这些海量信息表达了人们的各种情感色彩和情感倾向

性!如喜'怒'哀'乐和批评'赞扬等(如何从海量数据和信息中进行情感分析)

$

*是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最长评价短语$

E5P<M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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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L@Z56258<1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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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是一定范围内所有连续的'具有评价意义的词

语的组合!表达一种观点'情感'估计'立场和猜测等(简单结构最长评价短语$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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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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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Z56258<14

G

L35=@

!

=E.?

%是指程度副词及其修饰的评价词语的搭配!主要出现在定语'状语

和补语位置上!结构比较固定且简单!可以单独作为最长评价短语!也可以经过扩展'被包含在其他最长

评价短语内部(

最长评价短语能够全面反映出观点持有者对某一评价对象的情感信息!准确'全面地识别最长评价

短语对于情感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从繁琐的文本中!抽取出基于最长

评价短语的评价搭配!并把这种评价搭配简洁地呈现给用户!可以使用户更直观和便捷地了解相关评论

信息和掌握情感倾向(

在情感分析的基础任务研究中!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文档级别!然而在类似于问答系统'

自动文摘'舆情导向信息抽取及产品反馈信息挖掘等任务中需要句子级别甚至短语级别的情感分析(

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评价短语的识别和分类(评价短语具体指连续出现的一组评价词语)

D

*

!如+非常平

稳,(文献)

)

*提出在评价短语的基础上进行文本观点分类!认为情感分析的原子单元应该是评价短语

而不是独立的词语&文献)

&

*提出一个短语层次的观点分析方法!该方法首先要求判断一个表达是否带

有情感色彩!然后再对带有情感色彩的表达进行褒贬分类(

评价对象和评价词之间的搭配信息对于情感分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献)

S

!

F

*提出情感评价

单元
"

评价对象!评价词语
#

二元搭配!早期的部分研究者将这项任务分为两步"首先获取情感句中的

评价对象!然后选择距离评价对象窗口为
"

的评价词语(例如文献)

*

*选取距离评价对象最近的形容词

作为其对应的评价词语&文献)

R

*在距离评价对象窗口为
"

的范围内选择评价词语(但是这些方法经验

性过强!导致系统性能有限!因为很多时候评价词语和评价对象距离较远(随后!部分研究者将对评价

对象和评价词语的识别合并为一个独立的任务!提出基于规则)

D

*或基于模板)

(

!

$%

*的方法来识别情感评

价单元(文献)

$%

*基于依存句法分析的结果!人工制定了
)$

条句法规则来描述评价词语和评价对象之

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规则对测试集进行验证!抽取情感评价单元&文献)

$$

*利用
E!#!?9̂ ?53=@3

手工

构建了
$%

条依存句法抽取模板来获取情感评价单元(文献)

(

*同样基于依存句法!用上行序列和下行

序列来表示句法路径!以建立句法路径规则库来完成情感评价单元的抽取(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本文

设计了一种基于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最长评价短语及其情感评价搭配的识别方法(

=

!

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别算法

最长评价短语是一个完整的语义单元!其识别任务是统计和规则相结合!分为两个递进的子任务(

首先是基于统计的
=E.?

识别任务&其次是在
=E.?

识别任务基础上!基于规则的
E.?

识别任务(前

一阶段中的
=E.?

有可能独立作为最终结果的
E.?

!也有可能被包含在其他结构相对复杂的
E.?

中(

为了保证最终结果的
E.?

都是具有一定评价意义的短语!只有包含情感词和评价词词典中词语的

E.?

才会被保留!作为最终的
E.?

(

=>=

!

基于统计的
6!(5

自动识别

将
=E.?

识别问题转换成为序列标注问题!采用条件随机场$

+14><8<1456354>1M7<@6>=

!

+̂ O

%模

型!根据模型标注结果识别出
=E.?

(令输入的句子的形式为
#_$

$

#

%

$

!

$

D

#

%

D

!-!

$

&

#

%

&

(其中
$

'

为词语!

%

'

为
$

'

的词性标注!

'_$

!

D

!-!

&

(令
(

'

为
+̂ O

模型中词语
$

'

所对应的序列标注!

'_$

!

D

!

-!

&

!

(

'

$

.

)

!

*

!

+

/(则标注序列可以表示为
,_(

$

!

(

D

!-!

(

&

!满足
,

%

_53

A

M5P

$

,

&

#

%(本文采

用
Y!,

标注法!其中标注为
)

的词语表示以
=E.?

开始的词语!标注为
*

的词语表示
=E.?

中间位置

的词语!标注为
+

的词语表示该词不属于
=E.?

(

在基于
+̂ O

的自动识别器中!特征模板的选择对于识别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

的边界

*(D!

刘全超 等#最长评价短语及其情感评价搭配抽取方法



相对比较明确!而且有一定规律可循!这正是将
=E.?

识别问题转换成为序列标注问题的原因之一(边

界分布信息和内部结构组合只是为
=E.?

的正确识别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O

特征模版如表
$

所示(

表
=

!

?@A

特征模板

B+9>=

!

?@A'"+#4*"#"0

8

1+#"6

模板名称 模板描述 符号表示

模板
$

当前词以及前后各两个词的词和词性(

$

'

!

%

'

!

'_HD

!

H$

!

%

!

$

!

D

模板
D

当前词以及前后各两个词的词和词性!及二元复合

特征信息(

$

'

!

%

'

!

'_HD

!

H$

!

%

!

$

!

D

$

'H$

$

'

!

%

'H$

%

'

!

'_H$

!

%

!

$

!

D

模板
)

当前词以及前后各两个词的词和词性!以及二元复

合特征信息!三元复合特征信息(

$

'

!

%

'

!

'_HD

!

H$

!

%

!

$

!

D

$

'H$

$

'

!

%

'H$

%

'

!

'_H$

!

%

!

$

!

D

$

'H$

$

'

$

'Q$

!

%

'H$

%

'

%

'Q$

!

'_H$

!

%

!

$

本文从某门户网站选取
$S)DF

个句子进行手工标注作为训练语料!选取其他
)%

篇完整文章作为

测试语料进行开放测试!其中包含
DR$S

个
=E.?

(表
D

为不同特征模板下对
=E.?

的自动识别结果!

其中
-

$

表示语料中实际存在的
=E.?

数量!

-

D

表示系统自动识别出的
=E.?

数量!

-

)

表示系统正确

识别出的
=E.?

数量!

%

表示正确率!

.

表示召回率!

!

表示
O'M@5=23@

值(

表
C

!

特征模板对比试验及结果

B+9>C

!

?%.#*+6#")

8

"*-0".#+.&*"641#6%''"+#4*"#"0

8

1+#"6

模板名称
-

$

-

D

-

)

%

#

T .

#

T !

#

T

模板
$ DR$S D($R D&R( RSC)% RRC&D RFCR)

模板
D DR$S )%&) DSR& R&C(D ($C*( RRCDD

模板
) DR$S )%%( DF(& R(CS) (SC*% (DCSD

从表
D

可以发现!在目前所进行的实验中!模板
)

所达到的效果最为理想!所以本文后续试验均采

用模板
)

进行实验(

=>C

!

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
!(5

自动识别

图
$

是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
E.?

自动识别体系结构!分为两部分"基于统计的
=E.?

自动识别模

块和基于规则的后处理模块!即在得到
=E.?

的基础上!利用规则识别结构相对复杂的
E.?

(本文借

鉴文献)

$D

*的组块级别理论和文献)

$)

*对组块的定义和分类研究!在基于规则的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

别过程中!通过构建相关规则识别表达情感倾向的组块作为最长评价短语(

图
$

!

E.?

识别框架结构图

O<

A

C$

!

93:L<8@:823@17E.?<>@48<7<:58<14

$CDC$

!

E.?

自动识别规则库

=E.?

能够表达情感色彩!句式比较简单(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复杂的句式也能表现

出情感色彩!表达出某种观念或者某种情感倾

向!对于后续情感分析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本

文总结了
)

种复杂句式规则用于
E.?

识别"

括号规则'介词组块规则和副词组块规则(

$

$

%括号规则(括号是一种标号!包括对

前文的注释'列举'说明和评价等(有的是针

对前文中的一个词!有的是针对前文的一个句

子(括号在应用中有内用和外用的区别"内用

R(D

数据采集与处理
/012&340

5

637389

:

1';'7'0&3&<%209=;;'&

>

B16C)$

"

#1CD

"

D%$F



是用在句子内部!外用是用在句子外部(其中!内用比较常见!本文中括号模板是针对括号内用!所以对

于注释'说明和评价作用的括号内容可以被抽取出作为一个评价短语!而且该评价短语负责修饰其前面

$即括号左侧%的评价对象!可以认为是一定范围内对评价对象起修饰作用的最长评价短语(

$

D

%介词组块规则(介词组块是一种重要的组块类型!在汉语句子中占有很大比重(有研究者从

D%%%

年某日报语料中随机抽取
DFSS$

个句子进行统计!发现句子中平均每
$%%

个词有
$SC$

个出现在

介词组块中)

$&

*

(介词组块的一般规律是介词位于组块左边界&介词组块出现的位置也有一定特点!如

经常出现在动词前作为状语!出现在动词后面做作为补语!出现在+的,字前面作为定语(本文利用这些

特征通过匹配规则的方法来识别介词组块(步骤描述如下"

$

5

%对每个分句中的介词组块识别均是从分句的右端开始的($

J

%从分句右端往左端搜索!如果发

现词性标注为介词词性的词语!则对该词语及其右边内容进行分析"匹配规则!若这一系列词语符合规

则!则识别!并将这些词语合并以及进行重新词性标注$标注为
E.?

%&若不符合规则!则不识别($

:

%继

续向左搜素!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搜索到分句的最左端(

从分句右端往左分析的目的在于!由于存在介词组块嵌套或者分句中存在连续介词组块$例如句子

+在#
G

我#
33

心中#
=

国家#
4

比#
G

个人#
4

重要#
5

,%!应该从小粒度的介词组块开始识别(介词组块模式

规则库中共有
$D

条基本规则!其中+

G

,表示介词!+

33

,表示人称代词!+

=

,表示处所词!+

4

,表示名词!+

5

,

表示形容词!+

E

,表示最长评价短语!+

>

,表示+副词,!+

Z

,表示动词!+

7

,表示方位词(部分规则描述为"

规则
=

!G

Q4Q5

(对于介词右侧同一分句的每个词语!若顺序出现$不一定相邻%名词性词语$或

词语组合%和形容词词性词语$或词语组合%!则抽取并合并介词及其右侧同一分句的所有词语!重新标

记词性为
E.?

$如"+动力#
4

上#
7

将#
>

会#
Z

与#
G

传祺#
4\

轿车#
4

相似#
5

(#

]

I

,%(

规则
C

!G

Q4QE

(对于介词右侧同一分句的每个词语!若顺序出现$不一定相邻%名词性词语$或

词语组合%和词性标记为
E.?

的词语$或词语组合%!则抽取并合并介词及其右侧同一分句的所有词语!

重新标记词性为
E.?

$如"+新款#
4\

设计#
Z4

比#
G

老款#
4\

更加简洁#
E.?

(#

]

I

,%(

关于规则库中的
$D

条基本规则有以下几点说明"

$

5

%规则中的名词性词语可以替换成为代词性词语!规则依然成立($

J

%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扩充相

关规则!得到介词组块短语模式规则库的扩展规则"$

!

%名词性词语前面添加词性标记为
E.?

的词语或

者形容词词性词语&$

!!

%动词性词语前面添加副词性词语($

:

%规则中的名词性词语包括以顿号$词性

标记为
]4

%和并列连词$词性标记为
::

%相连的并列名词组合的情况($

>

%规则中的介词$词性标记为

G

%位置可换成+相比,+对比,等表示比较意义的词语!规则依然成立(

$

)

%副词组块规则(在实际应用当中!副词是在时间'方式'程度和语气等诸多方面对动词'形容词

或整个句子进行修饰和限定的一类词!对于表达一定的情感色彩及观点倾向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研究以副词开头的副词动词组块和副词名词组块在句子中做谓语和补语的情况!副词组

块短语模式规则库中共有
$$

条基本规则!部分规则描述如下所示"

规则
=

!

>Q4

(如果副词右侧紧邻名词性词语!则抽取并合并副词及其右侧的名词性词语!重新标

记词性为
E.?

$如"+新款#
J

车#
4

的#
2>@$

外观#
4

设计#
Z

得#
2>@)

很#
>

中国#
4=

(#

]

I

,%(

规则
C

!

>QZ

(对于副词右侧同一分句的每个词语!若顺序出现$不一定相邻%动词性词语!则抽取

并合并副词及其右侧同一分句的所有词语!重新标记词性为
E.?

$如"+在#
G

做工#
4

方面#
4

还#
>

有待#

Z

提高#
Z

(#

]

I

,%(

使用介词组块规则库中的扩充规则方法实现副词组块规则的扩展(

$CDCD

!

基于规则的后处理算法

在基于统计的
=E.?

识别结果基础上!对已经经过标注的文本进行规则匹配处理!将符合规则的一

系列连续的词语识别成为
E.?

并重新进行标注(基于规则的
E.?

识别算法流程如图
D

所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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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E.?

识别流程图

O<

A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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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规则评价搭配自动抽取算法

以句号'问号'叹号'逗号'分号和冒号等符号分割的句子称为分句(本文基于规则的情感评价单元

抽取在分句层次上进行!即每次研究和处理一个分句内部的词语信息!若该分句中存在
E.?

!则依次研

究这些
E.?

!对每个
E.?

应用相关规则定位并形成其对应的评价搭配(

C>=

!

规则库

规则库构建主要分为用于构建评价对象的规则库和用于抽取情感评价单元的规则库(因为评价词

使用的是基于条件随机场和规则识别出的
E.?

!所以无需建立构建评价词的规则库(

DC$C$

!

评价对象抽取规则库

使用规则库进行情感评价单元抽取的前提是该区段中含有被标记为
E.?

的词语组合(把
E.?

作为评价词!以此
E.?

为中心!构建其潜在的评价对象(

经过研究大量语料发现!评价词所修饰的评价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是其左侧或者右侧距离其最近的

名词性词语(所以在
E.?

所在区段内!分向左和向右两个方向搜索距离其最近的连续名词性词语组

合(其中!连续名词性名词组合指词性标记为名词$

4

%'代词$

3

%'字符串$

P

%'前缀$

L

%和后缀$

P

%等连续

的词语组合(包含名词并列的情况!并列的名词由词性标记为顿号$

]4

%的符号和词性标记为并列连词

$

::

%的词语相连接!在构建评价对象时!若遇到上述两种情况!需要进一步判断相应方向上下一个词是

否依然属于名词性词语!若属于!则继续构建下去!若不属于!则停止构建(

DC$CD

!

情感评价单元抽取规则库

E.?

是一定范围内能够表达情感色彩的最长评价短语!本文将
E.?

选为情感评价单元的评价词(

使用评价词构建规则库!该区段中存在潜在的评价对象(

$

$

%

E.?

右面紧邻评价对象(若该
E.?

是在识别
E.?

时应用了括号模板!即该
E.?

是由括号括

起来的内容!则不抽取该搭配&否则!抽取该
E.?

和该评价对象的搭配作为情感评价单元(

$

D

%

E.?

左面紧邻评价对象(若评价对象左面没有
E.?

!则直接抽取该
E.?

和该评价对象的搭

配作为情感评价单元(若该评价对象左面还有
E.?

!则合并评价对象和其左面的
E.?

作为最终评价

对象!和该
E.?

一起抽取出来作为情感评价单元(若这种含有
E.?

的评价对象的左侧存在并列连词

及其所连接的名词性词语$包含紧邻的
E.?

%!则继续向左抽取这些词语作为最终的评价对象!和该

E.?

一起抽取出来作为情感评价单元(规则描述如下"

规则
=

!

#124QE.?

规则
C

!

E.?Q#124QE.?

规则
D

!

E.?Q#124Q::QE.?Q#124QE.?

$

)

%

E.?

左面存在评价对象!但是不相邻(评价对象和评价词语之间!按照如下所述规则进行匹配

和抽取!形成情感评价单元(部分规则描述如下"

规则
=

!

#124QZQE.?

规则
C

!

E.?Q#124QE.?

规则
D

!

E.?Q#124Q::QE.?Q#124QE.?

$

&

%使用评价词构建规则库!该分句中不存在潜在的评价对象时!进行隐式搭配的抽取(定义最近

评价对象为表示语料中最近评论被评论过的对象的名词性词语的组合!需要不断被更新(在句号'问号

和叹号等符号分割的句子中!评价对象很有可能出现变化(而出现在所研究分句的第
$

个名词$或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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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极有可能是该分句所评价的对象(在所处理的语料中出现的隐式搭配中!

(ST

是以距离其最近的

分句中第
$

个名词$或名词组合%作为整个分句所描述的评价对象(所以生成最近评价对象的规则如

下"

$

5

%当
E.?

左侧没有任何词$即
E.?

位于分句的最左端%的时候!直接使用最近评价对象与该

E.?

进行搭配!构成情感评价单元(

$

J

%当
E.?

左侧有且只有动词性词语的组合$包括并列连词连接多个动词性词语的情况%!

E.?

很

有可能对这些动词性词语组合起到修饰作用!在处理的语料中!这个比例达到了
(&T

!所以!抽取这些

动词性词语的组合与该
E.?

进行搭配!构成情感评价单元(

$

:

%其他情况下!直接使用最近评价对象与该
E.?

进行搭配!构成情感评价单元(

C>C

!

基于规则的评价搭配自动抽取

在基于统计和规则的
E.?

识别结果基础上!对已经经过标注$以
E.?

标注%的文本!以标记为

E.?

的词语为中心!如果其含有情感词和评价词词典中的词语!则对其进行匹配规则处理!定位其对应

的评价对象!最终形成评价对象和最长评价短语的搭配组合(情感评价组合识别流程如图
)

所示(

D

!

实验设置

实验采用某汽车门户网站的用户评论信息作为实验数据集!以网络爬虫爬取的特定主题$例如特定

汽车品牌和型号%的相关文本为处理对象!对该网络文本进行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别和情感评价单元抽

取处理(如图
&

所示!系统分为
)

个功能模块"预处理模块'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
E.?

自动识别模块和

基于规则的情感评价单元抽取模块(

中文词法分析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基础与关键!当今中文分词的开源工具已经有很多!而且大多数工

具的效率和准确率都很高!其中中国科学院的
!+N+U9"

$

L88

G

"##

<:8:65=C46

G

<3C13

A

#%是其中比较优秀的

中文分词系统(本文的分词和词性标注等任务均由
!+N+U9"

支持完成!并且手工编制汽车领域专业

词典!该词典包含
D)D*

个词条!主要应用于对
!+N+U9"

分词的支持!本文实现了情感评价组合识别系

统(

本系统的核心思想是向用户提供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和为后续的情感倾向分析任务奠定基础!所

以本系统的最终结果中的最长评价短语需要包含一定的情感词语或者评价词语(为此!本系统使用了

W,X#.N

$

L88

G

"##

]]]C[@@45

A

@C:1M

#

L8M6

#

:

0

<4>@PCL8M6

%所提供的情感词和评价词词典作为判别依

据(对
=E.?

!

E.?

以及情感评价单元抽取的评价指标采用正确率$

?3@:<=<14

%'召回率$

@̂:566

%和
O

值

$

O'M@5=23@

%!进行性能评价!如下所示

?3@:<=<14

_

#

=

K

=8@M

0

:133@:8

#

=

K

=8@M

0

G

31

G

1=@>

@̂:566

_

#

=

K

=8@M

0

:133@:8

#G

@3=14

0

:133@:8

O'M@5=23@

_

D

`

?3@:<=<14

`

@̂:566

?3@:<=<14

Q

@̂:566

式中"

#

=

K

=8@M

0

:133@:8

为系统正确识别出的数目&

#

=

K

=8@M

0

G

31

G

1=@>

为系统自动识别出的数量!包含

了错误的识别结果&

#G

@3=14

0

:133@:8

为语料中人工标注的实际数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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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情感评价组合单元识别流程图

O<

A

C)

!

O61]:L53817@P835:8<4

A

5

GG

35<=56@P

G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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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系统框架图

O<

A

C&

!

93:L<8@:823@178L@=

K

=8@M

E

!

实验结果与分析

=E.?

!

E.?

及情感评价单元的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且将情感评价单元抽取与文献)

(

*的汽车评

论意见挖掘系统的性能指标进行了对比!其结果如图
S

所示(

图
S

!

评价单元抽取与意见挖掘系统性能对比

O<

A

CS

!

+1M

G

53<=14J@8]@@45

GG

35<=56@P

G

3@==<14

@P835:8<4

A

54>1

G

<4<14M<4<4

A

=

K

=8@M

文献)

(

*的汽车评论意见挖掘系统需要汽车本体'

极性词词典和匹配规则等基础资源!而这些基础资源的

构建因人而异且费时费力!将本文的情感词词典和规则

库应用到文献)

(

*的算法中而忽略汽车本体资源!其算

法性能如表
)

所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没有汽车本

体资源且相同语料情况下!本文算法的
=E.?

识别准确

率和召回率均比较高!这是由于
=E.?

构成比较有规

律'语法成分相对固定!而
E.?

和情感评价单元抽取的

性能指标同样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有汽车本体资源的

作用下!本文算法的性能同样接近于上海交大汉语汽车

评论意见挖掘系统公布的平均召回率
R%T

和平均准确

率
F%T

的指标!如图
S

所示!因此本文的算法合理'有效(同时从表
)

中可看出!汽车评论意见挖掘系统

比较依赖于汽车本体资源(

表
D

!

实验结果比较

B+9>D

!

?%0

8

+*-6%.%'")

8

"*-0".#*"641#6 T

识别种类 准确率 召回率
!

值

=E.? R(CS) (SC*) (DCSD

E.? *FC%$ F(C%( *DC)R

情感评价单元
*&CDF F*CD* *%CS(

汽车评论意见挖掘系统)

(

*

'

汽车本体
SFC%R *&C%* F)CR)

汽车评论意见挖掘系统)

(

*

F%C%% R%C%% FRCS*

E>=

!

6!(5

自动识别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实验过程中!本文对
=E.?

的识别结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
=E.?

的识别错误主要因为"

$

$

%部分
=E.?

以动词开头!特别是
=E.?

之前有动词!造成动词相连的情况!在基于统计标注时可

能出现标注错误($

D

%部分
=E.?

是名词性词语$或者词语组合%!当这种
=E.?

作为补语出现在名词性

词语$或词语组合%的后面时!造成名词相连的情况!在基于统计标注时可能出现标注错误($

)

%文本在

语法中存在常识性错误!例如遗漏或错误使用标点符号'+的,及+地,错乱使用等情况!容易造成标注错

误($

&

%

=E.?

最常见的形式是以结构助词+的,结尾的作为定语的短语!但是由于汉语语法的灵活性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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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导致非定语的以+的,结尾的短语被错误地识别成为
=E.?

(

E>C

!

!(5

自动识别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使用模板和规则进行结构相对复杂
E.?

的识别过程是基于正确的语法规则!所以如果文本中出

现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及词语省略等不符合正规语法现象时!很容易造成识别结果出现错误(例如"

+不仅仅#
>

!

更#
>

为#
Z

立体#
J

圆润#
5

!

最#
>

关键#
5

!

的#
2>@$

!

是
!

#

Z=L<

它#
33

的#
2>@$

行车#
4\

电脑显示屏#
4

所#
2=21

提供#
Z

!

的#
2>@$

信息#
4

非常#
>

多样化#
Z<

并且#
:

很#
>

实用#
5

(#

]

I

,(

理论上+圆润,和+最,之间应该用分隔符号$如逗号%分隔!但是实际中并没有分隔成两个分句!导致

这两个分句被视为一个分句进行处理!可能被匹配副词组块模板被识别成一个
E.?

!造成
E.?

识别错

误(

ECD

!

情感评价单元自动识别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通过对情感评价单元识别结果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情感评价单元识别的原因主要有"$

$

%由于存

在并列关系的两个评价对象分别位于两个分句当中!导致在定位评价对象的时候!会遗漏和
E.?

处在

不同分句的评价对象!导致最终结果不够全面($

D

%由于词性标注的错误!导致在使用规则和模板识别

结构相对复杂的最长评价短语时出现错误(其中!+与,及+和,等兼有并列连词词性和介词词性的词语

的词性标注错误占了很大比例(

F

!

结束语

基于规则的现有信息抽取算法中!规则构建的主观性较强且规则不宜扩展!过多的规则容易产生冲

突(而本文提出一种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最长评价短语及其评价搭配抽取算法!避免了人工观测大量

语料构建规则!简化了规则的构建过程!同时避免了由于过多规则而导致的冲突(该算法首先将结构简

单的最长评价短语的抽取任务转换成为序列标注任务!利用统计的方法进行识别&然后创建并使用规则

和模板!抽取结构相对复杂的最长评价短语(在完成最长评价短语抽取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规

则的情感评价单元的抽取方法(本文将来的工作重点会放在以下
)

个方面"$

$

%最长评价短语自动识别

规则库和评价搭配自动识别规则库的扩展算法&$

D

%实现数据集的自动标注算法!提高系统的智能化水

平及其效率&$

)

%对
=E.?

!

E.?

以及情感评价单元识别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误深入分析!进一步完善

本文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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