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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种子词的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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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容易通过人工进行标注"但是对于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多人手

工的标注结果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因此!提出一种利用种子词自动判定表情符情感倾向的方法"该方

法利用少量种子表情符自动标注情感倾向比较明显的表情符!生成表情符标注集#对于情感倾向不明显

的表情符!利用种子情感词和已得到的表情符标注集构建模型!实现其情感倾向的自动判定"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方法在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的自动判定上有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情感分类#机器学习#微博表情符#种子词#自动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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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提供了用户在线表达情绪(对产品发表评论和传播社会事件舆论等的

渠道!由此产生了大量包含情感信息的微博文本'针对这些在线文本的情感分析!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客

户需求!制定营销方案!进而提高竞争力%也可以帮助政府了解民众对公共事件等的情绪与态度'微博

作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也推动着网络符号语言!尤其是表情符的发展与广泛运用'表情符表现形式简

单!简洁明了!能生动形象地展现个体各种各样的表情!简化了交流互动中语言文字理解和释义的过程!

因而备受青年群体的青睐)

$

*

'微博文本中使用的表情符!往往表达了与文本内容一致的情感倾向)

D

*

'

这为国内外学者在分析网络文本的情感倾向时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思路'

/5M5M181

等)

)

*根据表情符的

不同作用!将其划分为+强调,+削弱,+转换,和+添加,

&

种角色!提出一种基于表情符角色对
NZ<88@3

文

本进行情感分类的方法'

]L54

等)

&

*提出一个融合表情符(

"@48<S13>#@8

和种子情感词的
NZ<88@3

文本

意见挖掘框架!并取得了较高的准确率'

-5X<>1X

等)

R

*选取
R%

个
NZ<88@3

标签和
$R

个表情符号作为情

感标签!提出有监督的情感分类模型!省去了人工标注语料的工作量'文献)

H

!

*

*在对
NZ<88@3

情感进

行分类时考虑了微博标签以及表情符的影响'国内学者
0<54

A

等)

F

*提出表情符空间模型$

.M18<:14

=

E

5:@M1>@6

!

."\

&!实现微博文本的主观性识别(极性判别和情绪分析'庞磊等)

(

*利用情绪词和表情

图片两种情绪知识对大规模微博非标注语料进行筛选并自动标注!用自动标注好的语料作为训练集构

建微博情感文本分类器!对微博文本进行情感极性自动分类'刘培玉等)

$%

*针对微博文本!利用基础情

感词典(表情符词典和网络新词!提取情感词和表情符号作为微博的情感极性信息!有效提高了微博情

感倾向性判断的准确度'张珊等)

$$

*提出一种基于表情图片与情感词的中文微博情感分析方法!利用表

情图片和情感词语自动构建微博情感语料库!并构建贝叶斯分类器!实现微博情感倾向的判定'刘伟朋

等)

$D

*利用表情符号自动构建标注语料库!结合机器学习方法训练分类器!对中文微博进行多维情感分

类'这些研究均成功利用表情符对文本情感分类模型进行了优化'另外表情符同样启发了构建情感词

典的新方法'桂斌等)

D

*基于微博表情符号!提出一种自动构建情感词典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与人工

标注结果进行对比!生成的情感词典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上述研究考虑了表情符包含的情感信息!丰富了以往的研究思路'但是!大部分模型中表情符的情

感倾向以人工判定为主'本文认为与种子表情符在语料库中发生共现的表情符!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

与种子表情符不共现的表情符!其情感倾向不太明显'对于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多人手工标注的

结果往往难以达到一致'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利用种子表情符和种子情感词自动判定表情符情感倾向

的方法'

;

!

情感倾向判定方法总体结构

本文提出的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判定方法基本框架如图
$

所示'该方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

是自动标注情感倾向明显和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表情符较少与否定词(程度副词搭配!情感倾向

图
$

!

基于种子词的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判定方法基本框架

O<

A

C$

!

O35M@Z13̀ 17=@48<M@48>@8@3M<458<1417M<:31J61

A

=M<6@

K

=J5=@>14=@@>Z13>=

(($!

王
!

伟 等$基于种子词的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判定方法



一般情况下不发生迁移!而且往往与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一致'因此!表情符对微博的情感倾向具有较

强的区分能力'

本文分别对情感倾向明显和不明显的表情符进行标注'首先!结合人工的方法筛选出情感倾向较

强烈的种子表情符和种子情感词!同时利用种子表情符与语料的共现关系!对语料的情感极性进行自动

标注!构建标注语料库'对于标注语料库中除了种子表情符以外的表情符!本文认为这部分表情符与种

子表情符存在共现关系!因此具有比较明显的情感倾向'通过计算表情符与标注语料的卡方统计值!得

到其情感强度!以此筛选情感强度达到阈值的表情符'然后!根据表情符分别出现在正向和负向标注语

料的概率!标注其情感倾向!最后生成表情符标注集$

U5J@6@>=M<6@

K

==@8

!

U""

&'对于与种子表情符不

存在共现关系的表情符!本文认为其情感倾向不明显'本文提出以种子情感词作为表情符向量的特征

项!构造表情符向量空间模型%将已标注极性的
U""

作为训练集!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训练表情符情感

分类器!实现表情符情感倾向的自动判定'

<

!

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的自动标注方法

<C;

!

种子词选取

!!

本文的种子词包括两部分"种子表情符和种子情感词'选取的依据主要包括两个因素"情感倾向明

显和文档覆盖率高'设计程序利用正则表达式和基础情感词典分别从微博文本中提取出表情符与情感

词!统计词频
NO

和文档频率
-O

!计算权重
!aNO

"

-O

'将权重值较大的表情符和情感词作为候选种

子词'然后结合经验知识!人工筛选得到本文的种子词!共包含
)%

个种子表情符和
F%

个种子情感词!

如表
$

所示'

表
;

!

种子词表

=(1>;

!

."",:)$,5

种子词 正向 负向

表情符

情感词

快乐(喜欢(哈哈(开心(幸福(期待(支持(感动(

祝福(可爱(精彩(不错(成功(恭喜(美好(欢乐(

健康(亲爱(温暖(美丽(漂亮(惊喜(享受(创意(

兴趣(爱心(优惠(好吃(认真(优秀(浪漫(阳光(

热情(平安(最佳(顺利(强大(精美(奋斗(温馨

错过(末日(可惜(可怜(严重(压力(不好(死亡(

痛苦(恐怖(感冒(遗憾(担心(讨厌(麻烦(无聊(

寂寞(抵制(可怕(病毒(猥琐(紧张(浪费(伤心(

变态(后悔(垃圾(恶心(悲剧(无奈(事故(孤独(

害怕(烦恼(失败(去世(困难(危险(紧急(对不起

<C<

!

标注语料库

包含转折逻辑的微博文本中!往往存在不止一种情感倾向'对于此类语料!本文暂不考虑!否则会

导致模型过于复杂'因此对语料进行自动标注前!过滤掉包含转折词的微博文本'转折词包括不过(但

是(但(而(然而(可是(可(只是(尽管(尽管如此(即使(即使如此(虽然'

本文提出的自动标注语料主要是利用种子表情符将微博文本标注成两类"正向和负向'判定方法

基于微博文本的情感倾向由表情符的情感倾向决定的假设!采用一票否决机制!提出以下规则"

规则
;

!

若语料中种子表情符的情感倾向只包含正负向其中一种!则该语料的情感倾向由该类种

子表情符决定'

规则
<

!

若语料中同时包含正负向种子表情符!则舍弃该语料'

本文对该投票机制进行数学描述!如式$

$

&所示

%%D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

.

$/0/+/#&'&12%#-3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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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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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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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8@P82

/

表示语料的标注结果%取值
E

1=

表示正向!

4@

A

表示负向!

>@6

表示舍弃语料%

6

为语料中种

子表情符的数量%

!

a

)

6

/

5

$

=@@>82

/

=@@>82

/

!其中!

=@@>82

/

表示种子表情符的情感倾向!当种子表情符情感倾

向为正向时!

=@@>82

/

取值为
$

%相反地!当种子表情符情感倾向为负向时!

=@@>82

/

取值为
G$

'

<C?

!

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的自动标注

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是指从标注语料库提取并过滤掉种子表情符的表情符'该部分表情符的自

动标注包括两部分"情感强度计算和情感倾向判定'

利用卡方统计值
"

D 度量基础表情符
3

与文档类别
8@P82

/

的关联程度!得到的
"

D 统计值作为表情

符的情感强度'通过设定阈值
#

!将情感强度达到阈值的表情符加入到
U""

'计算
"

D 统计值为

"

D

$

3

!

8@P82

/

&

5

$

,*

9

:;

&

D

$

,

<

:

&$

;

<

*

&

$

D

&

式中"

8@P82

/

表示语料标注类别%

,

表示包含表情符
3

且属于
8@P82

/

类的标注语料数%

:

表示包含
3

但是

不属于
8@P82

/

类的标注语料数%

;

表示属于
8@P82

/

类但是不包含
3

的标注语料数%

*

表示既不属于

8@P82

/

类也不包含
3

的标注语料数'

对语料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正向表情符出现在正向文本的概率大于出现在负向文本的

概率!同理认为负向表情符出现在负向文本的概率大于出现在正向文本的概率'因此!自动标注集中表

情符的情感倾向可以表示为

65J@682

$

3

&

5

E

1=

!

,

,

<

:

#

;

;

<

*

4@

A!

&

'

(

其他

$

)

&

!!

利用上述方法自动标注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省去了人工标注的负担!实验部分通过人工进行校

对!验证了本文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

!

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自动标注方法

与种子表情符不存在共现关系的表情符!本文认为其情感不明显!难以通过人工方式达成一致的标

注结果'因此!本文提出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和表情符标注集
U""

!训练分类器!实现表情符情感倾向的

判断'分类器的构建依赖于合理有效的表情符向量空间模型'在传统文本向量空间模型中!通过提取

组成文本的单元作为文本向量的特征!例如单词(短语等'但是在表情符向量空间模型中!一般情况下

表情符本身就是一个词语!难以用同样的方式抽取特征!需要一种新的特征选择思路'因此!本文将

DC$

节选得到的种子情感词作为特征!以此构造表情符向量
!

!即有

!

5

$

=@@>=

$

!

=@@>=

D

!-!

=@@>=

> #

$

&

&

式中"

=@@>=

/

表示表情符向量的特征!即种子情感词!包括正向种子情感词和负向种子情感词%

>

为种

子情感词的数量'特征的权重
=

$

=@@>=

/

&依据表情符与种子情感词在语料中的共现关系计算得到!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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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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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表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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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种子情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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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的文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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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所示是表情符情感极性分类器的训练过程'训练集利用
DC)

节中通过自动标注方式得到的

U""

!即表情符标注集!省去了人工标注训练数据的负担'

图
D

!

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判定模型的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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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及结果分析

@C;

!

实验数据

表
<

!

实验数据

=(1><

!

AB

C

"$&%"'#(2,(#(

数据集 基础语料库微博 测试表情符

数量
()$)$

正向 负向

$%% $%%

!!

实验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
&$)%

个用户的个人微博!

共采集
D(FD(R

条微博!从中筛选出包含表情符的微博共

()$)$

条!作为本文的基础语料库
[5=@+1

E

32=

'实验数

据如表
D

所示'其中!测试集的表情符是指情感比较不

明显的表情符!通过过滤种子表情符和第
D

节的表情符

标注集得到'

@C<

!

实验设置

设计程序时利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微博文本中的表情符%分词工具采用中科院
!+N+U9"

%实验中的

情感词典通过整合
b1Z#@8

的情感词和评价词(台湾大学
#NW"-

情感词典和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

研究院的情感词汇本体库)

$)

*

!并去除重复项得到%分类器选择支持向量机!程序代码选取台湾大学林智

仁开发的
U<J"B\

'

@C?

!

实验结果及分析

设置两组实验对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一组是设定卡方统计值的不同阈值
#

!分析情感明显

的表情符自动标注的准确率%另一组是对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的情感极性进行分类!利用
)

个训练

集构造分类器!比较分析实验结果'

)

个训练集分别用
@A

$

!

@A

D

!

@A

)

表示'

@A

$

表示种子表情符%

@A

D

表示表情符标注集!由本文第
D

节得到%

@A

)

表示表情符人工标注集!即对
@A

D

的表情符进行人工

标注'实验所用种子表情符和种子情感词如表
$

所示'本文采用总体准确率作为分类性能的评价指

标!计算公式为

,X@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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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3

'

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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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总体准确率%

+133@:8

$

-

/

&表示分类为
-

/

并且正确的文档数%

-1:

$

-

/

&表示类别为

-

/

的文档总数'

&C)C$

!

情感明显的表情符自动标注结果分析

利用
DCD

节的方法标注基础语料库中的
()$)$

条语料!得到
))D&$

条正向标注语料!

$&)H*

条负

向标注语料!以此构建标注语料库'使用该标注语料库计算表情符的情感强度!以及判定其情感倾向'

通过人工校对结果!分析不同阈值
#

下算法的性能!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表情符计算得到的卡方统计

值呈现明显的分段现象!因此阈值
#

取值没有固定的间隔'由图
)

可以得到!表情符情感倾向的判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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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
#

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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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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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48563@=268=Z<8L

><77@3@48

#

得了较高的准确率!平均为
F%c

左右!说明了自动标注方式的

有效性'另外!随着阈值
#

的增加!对表情符情感强度达到阈值

的要求越高!正向准确率和负向准确率也有一定的提高'

&C)CD

!

情感不明显的表情符自动标注结果分析

将阈值
#

取值为
RF%

!

@A

$

!

@A

D

!

@A

)

分别作为分类器的训

练集!对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的情感极性进行分类'请
R

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对结果进行手工校对!得到的准确率对比

如表
)

所示'可以得出!

@A

D

训练得到的分类器取得了较高的

总体准确率
**BRc

!相对于
@A

$

有了明显的提高!说明本文方

法的有效性'

@A

D

的负向准确率
*%c

之所以明显低于
@A

$

的

负向准确率
FRc

!是因为表情符标注集
U""

的正负表情符比例

不平衡造成的!统计结果表明正向表情符的数量大约为负向表

情符数量的
D

倍'对比
@A

D

和
@A

)

的总体准确率可以得到!利用表情符标注集作为训练集方法的性能

接近于人工标注训练集的方法!大大减少了人工参与的负担!因此!实验表明了本文方法在判定表情符

情感倾向上的有效性与优越性'

表
?

!

不同训练集的实验结果
c

=(1>?

!

AB

C

"$&%"'#(2$"5D2#5:&#+,&--"$"'##$(&'&'

3

5"#5

训练集 正向准确率 负向准确率 总体准确率

@A

$

&RB% FR HRB%%

@A

D

FRB% *% **BR%

@A

)

FDBR F% F$BDR

E

!

结束语

本文将表情符分成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部分是情感倾向明显的表情符!另一部分是情感倾向不明

显的表情符'对此!本文提出一种利用种子词自动判定微博表情符情感倾向的方法'种子词包括种子

表情符和种子情感词!通过统计与人工结合的方法筛选得到'利用少量种子表情符计算情感倾向比较

明显的表情符的情感强度!并根据表情符分别出现在正向和负向标注语料的概率判定其情感倾向!以此

生成表情符标注集'对于情感倾向不明显的表情符!利用种子情感词和表情符标注集构建模型!结合机

器学习方法训练表情符情感分类器!实现其情感倾向的自动判定'实验结果表明!与人工标注结果对

比!两部分表情符情感倾向的判定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减少了人工判定的负担'但是本文研究对于情感

不明显的表情符情感强度的计算还缺少讨论%另外种子词的选择还需要人工的参与'下一步工作将针

对这些问题继续研究!并且将表情符的情感信息应用到文本情感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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