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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目前科技文献文本特征抽取方法研究现状! 将基于背景知识的,S(-TS方法应用到医学文本

特征抽取中! 在 # 个医学领域中进行试验对比! 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抽取词汇数量较少时可以显著提高抽取

效果! 在对文本集合中通用词的过滤及重要特征词的识别方面明显优于使用通用-TS的,S(-TS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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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科学研究中! 选定研究对象是最基本的工

作! 如果一项科学研究的对象界定存在偏差! 那么

其结论难免受到影响" 以科技文献中的词 %关键词

8主题词' 为对象揭示科研领域的知识特征. 知识

结构. 知识演化以及研究热点等! 是情报学与信息

计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无论是在对

词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热点分析和趋势分析! 还是在

词共现关联基础上进行信息的主题聚类和特征分

析! 抑或是在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的知识结构和

知识演化分析! 都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 如何设

置词的筛选标准以确定待分析对象! 即如何从文献

文本中抽取特征并依据特征选择所要分析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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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文本特征抽取研究现状分析

#$!"概述

在情报学与信息计量科学中! 文本主题挖掘方

法大多以词频为特征! 简单对高频词进行人工选

取! 但这种方法忽略了词本身的特征! 而且在分析

和挖掘过程中极度依赖于研究者的人工优化和解

读! 其结果又偏于空泛! 未充分发挥基于词的分析

在挖掘语义关联. 揭示知识结构上的优势" 基于

此! 本研究在对情报领域主题挖掘方法进行调研的

基础上! 分析各种应用中的数据处理过程及方法特

征! 对计算机领域的无监督和有监督的特征抽取方

法在主题挖掘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探讨! 下面分别

将其作为传统方法和改进方法进行描述"

#$#"传统的科技文献特征抽取方法

从特征抽取的流程来看! 词汇来源的确定是特

征抽取的起点! 特征词通常来源于关键词. 统一标

引主题词. 标题及摘要提取词" 由于关键词本身具

备标引性和便利性! 且是文献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

炼! 高度概括文献的基本内容! 因此较多研究采用

关键词作为分析单元" 然而! 由于文献中关键词的

选择存在较强的主观性! 使得表达意思完全相同的

不同关键词被看作是完全相异的词汇! 从而使得最

终分析结果出现一定偏差! 为此! 一些研究者从多

个角度进行改进! 例如同义词合并/!0

. 通用词及停

用词过滤/& (#0

. 关键词扩充/$ ('0

. 根据词性限制特

定词汇/50等( 在词汇差异化处理方面! 一些学者根

据位置. 期刊来源. 主要主题词8副主题词等不同

方面对词汇进行加权处理/0 (!%0

" 在词汇来源选择的

基础上! 有研究者以词频为基础进行改进或优化!

如根据齐普夫第二定律确定高频词阈值. 抽取中间

频次的词/!!0

. 最大频繁项集方法/!&0

. 多元共线高

频词/!.0等( 也有研究者以新的视角进行选取! 如将

关键词集合转化为网络!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

行词汇网络分析/!#0

" 但是! 由于关键词网络中上述

指标与词频线性相关! 因而提取的关键词与高频词

差异性并不大"

#$%"改进的科技文献特征抽取方法

针对传统方法特征选取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

题! 一些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探索和改

进! 包括引入外部数据特征. 采用新的文本挖掘技

术等" 同时随着科技文献数据的快速增长! 也为提

高文本挖掘效果带来了更多可用的知识源和数据

源! 其中通过外部知识来改进特征抽取方法就是一

个重要的应用! 而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4=><等/!$0将科研领域置于其背景学科内! 从全局

视角考察关键词对领域研究特点的表征能力! 结果

表明该方法所得到的关键词集能深入揭示领域的研

究特点( 陈果等/!'0将该方法进一步应用到了机构层

面! 提出了研究机构的特色关键词方法! 与高频关

键词方法相比! 特色关键词的语义内涵更为清晰!

所揭示的结果比传统高频词方法更深入! 并且更符

合实际情况( 除了使用领域知识外! 通过多来源数

据补充作者信息. 引文信息等/!50也可以显著提高文

本抽取效果( 在医学领域! 通过融合外部 U>+)词

表/!00的语义信息也可以优化聚类效果( 除此以外!

越来越多的深度学习! 如LCAD&J>F. B>QBA@<P等方法

不断被应用到科技文本主题挖掘中! 为情报学和信

息计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研究方法

%$!"概述

,S(-TS是一种用于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的常

用加权技术! 用以评估特定的词对于文本集合中的

一个文档的重要程度" 但在之前的应用中发现! 当

文献集合数量偏小时该方法存在 -TS值区分度不

高! 从而导致抽取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同时对于通

用-TS值来说! 由于其计算所用的文档集合涉及领

域广泛! 在具体的学科分析中! 文献中重要特征词

所获得的权重较低! 而学科内的通用词可能获取较

高的权重! 因此通用 -TS的方法并不适用与具体学

科的主题挖掘" 医学领域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具

有丰富的科技文本资源! 学科研究内容清晰! 学科

层次明确! 鉴于此! 在探讨文本特征抽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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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以医学领域科技文献为研究对象! 尝试

将基于学科背景知识的主题挖掘思路应用到 ,S(

-TS方法中! 根据所要分析的领域所属学科! 将其

上一级学科作为背景知识! 将背景知识的 -TS值用

于该领域的文本特征抽取! 以期探讨文本信息提取

可能的改进方向"

%$#"学科选择

为了确保方法的适用性! 本研究选定 # 个临床

学科 %眼科学. 口腔医学. 耳鼻咽喉科学. 妇产科

学' 数据集合作为研究对象! 使用中图法分类号在

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中检索 &%!$ 年数据! 删除其

中无摘要或者有缺漏的数据! 最终获取数据 !# ..!

条! 各集合数据量! 见表 !"

表!"&个学科数据量

序号 学科 数据量 %条'

! 眼科学""" . 5%0

& 口腔医学"" ! 5'&

. 耳鼻咽喉科学 & &##

# 妇产科学"" ' '!5

%$%"学科背景知识选取

上述学科的上级学科为临床医学! 因此选择临

床医学数据作为学科背景知识" 以背景知识作为训

练数据! 对后续的特征抽取影响很大! 数据量越充

足其训练结果就越接近特征的真实分布情况! 同时

为了避免和学科选择中的数据重叠! 本研究从中国

生物医学数据库中选取 &%!! (&%!# 年临床医学领域

的中文期刊论文! 剔除无关键词. 标题或摘要的数

据! 最终共获取 7&. 0!7 篇题录信息"

%$&"数据预处理

将获取到的文本按照标题. 关键词. 摘要的格

式进行字段转换并存储到本地数据库UN+î 中" 由

于医学术语专业性强! 而中文医学词表及术语又相

对缺乏! 因此为了确保分词的准确性! 将所有背景

知识数据中的关键词都作为词表来源! 之后再对词

表进行进一步处理! 包括删除单个字的词. 纯数

字. 纯英文字母及明显错误的词! 最终得到词表中

&.! !50 个" 使用 3NB=C< 分词工具 9:>O@! 采用纯字

典分词方法及正向最长匹配算法! 对背景知识数据

集的标题和摘要分词" 为了确保该方法的可扩展性

和自动化! 在此过程中并未有人工对停用词及同义

词做任何处理! 全部为自动计算结果" 表 & 为分词

完成后最终得到的背景知识中词频排在前 &% 位的

词" 从背景知识的词频可以看出! 词频较高的词都

是医学领域中的常用词! 这些词在医学领域中的关

键词中没有具体意义! 但相对于通用领域! 如舆情

分析. 新闻分析领域来说! #临床$. #患者$. #治

疗$. #细胞$ 等词又具有明确的医学特色! 因此在

科技文本特征抽取中! 其学科背景信息对文本抽取

方法及质量评价至关重要( 同时! 在不同级别及不

同领域的知识中! 通用词数量也各不相同! 某些领

域通用词数量庞大! 因此仅仅通过人工来筛选停用

词或者归并同义词并不现实"

表#"背景知识中词频89)#:的词

序号 词 词频 序号 词 词频

! 方法 #%0 %'. !! 观察 !'$ 700

& 结果 .5' .$5 !& 影响 !'! 77%

. 目的 .'0 #0' !. 应用 !'% &&7

# 结论 .'& !%0 !# 差异 !.! #0.

$ 治疗 &7' !&7 !$ 比较 !&& '$%

' 患者 &5' 7%$ !' 作用 !!7 !$5

5 临床 &#5 &!& !5 检测 !!' 0!0

0 分析 &.. #.' !0 意义 !!. #%&

7 研究 &.! .5. !7 疗效 !%' #%.

!% 探讨 &!& &!$ &% 细胞 !%. 00$

%$'"背景学科的;62训练

根据-TS的计算公式! 计算背景学科中每个词

的-TS值&

-TS%1' fHCI%

背景学科中所有文档数

包含1的文档数
'

式中& 1为文档中的词" 通过计算得到 &.! !50

个词的 -TS值! 表 . 所示的为 -TS值最小的 &% 个

词! -TS值越小! 表明该词在文本集合中的重要性

越低" 由表 . 可知! -TS值和词频个数整体上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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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关系! 但也不能排除某些热点词汇在一些领域频

繁出现的现象"

表%"学科背景中;62值最小的#:个词

序号 词 -TS 序号 词 -TS

! 方法 %6.' !! 影响 %65'

& 结果 %6.7 !& 应用 %65'

. 目的 %6#% !. 差异 %60$

# 结论 %6#! !# 比较 %600

$ 治疗 %6$% !$ 作用 %607

' 患者 %6$. !' 检测 %67%

5 临床 %6$5 !5 意义 %67!

0 分析 %6'% !0 疗效 %67#

7 研究 %6'% !7 细胞 %67$

!% 探讨 %6'# &% 手术 %67'

%$("学科特征抽取

使用医学术语词典对 # 个学科数据的标题和摘

要进行分词! 采用训练好的背景学科 -TS数据! 根

据,S(-TS方法进行特征词抽取" 为了查看抽取不

同数量特征词时该方法的抽取效果! 分别对 # 个学

科抽取 $ _#% 个词! 最终得到 .' p# 个抽取结果"

&"结果与分析 '图!<图%(

图!"&类医学文本特征抽取试验<准确率

图#"&类医学文本抽取试验<召回率

图%"&类医学文本抽取试验<S值

本研究选取每篇文献中作者标注的关键词作为

结果参照数据! 同时以通用领域 -TS的 ,S(-TS方

法. 无监督学习的 ,>QBA@<P 方法作为对比! 分别计

算不同抽取个数时的准确率. 召回率和 E值" 可以

看到! 通用 -TS方法和背景学科 -TS方法差距较

小! 而无监督的 ,>QBA@<P 方法则效果不明显" 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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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TS和背景学科-TS方法的对比来看! 在不同学

科领域! 加入学科背景知识的 ,S(-TS方法在抽取

特征词为 &% 个左右时! 相对于使用通用领域 -TS

的,S(-TS方法都有显著提升! 但是在抽取特征词

大于 &% 个时! 其准确率又有明显下降"

针对该种情况! 通过对两类文本抽取的数据进

行详细分析发现! 加入学科背景方法对重要词汇的

抽取能力要明显强于通用 ,S(-TS方法" 表 # 所示

为在具体抽取 ! 篇文献时两种方法抽取结果的表

现" 在通用-TS方法中! #患者$. #中药$. #我

院$. #临床资料$ 等相对于临床领域并无实际意义

的词具有较高的特征值! 这是由于这些词相对于通

用词汇来说具有明确的医学特征! 而在基于学科背

景的方法中! 这些词的权重明显下降! 因而代表文

献主题内容的词获得了较高权重" 经过大量的实例

分析发现! 基于学科背景方法在抽取较少词时能够

明显过滤掉无领域意义的停用词! 而不需要人工参

与" 在目前的大量抽取工作中! 随着分析数据的增

多! 通过人工来进行停用词表制定已经无法实现!

而 ! 篇题录信息通常需要抽取的关键词在 !% 个以

下! 已经能够充分表示文章内容! 因此该方法可以

显著提高文本特征抽取效果! 而且在明确的学科领

域基础上! 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表&"通用;62和学科背景;62方法抽取实例对比

顺序 通用-TS抽取 学科背景-TS抽取

! 子宫切口" 子宫切口"

& 血肿""" 剖宫产术后

. 剖宫产术后 血肿"""

# V超检查"" V超检查""

$ 患者""" 回声"""

' 回声""" 治疗后""

5 中药""" &%%0 年""

0 我院""" 使用抗生素

7 临床资料" 剖宫产后"

!% 使用抗生素 早期诊断"

'"结语

通过引入学科背景知识!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学

科背景知识的,S(-TS方法" 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

在选取少量文本特征时显著提升特征抽取结果! 有

效过滤通用停用词( 同时! 计算得到的 -TS值可用

于辅助人工筛选停用词" 但是! 本研究只考虑了

-TS中特征词的分布! 在效率上还有一定的改进空

间! 包括加入语义信息改进同义词的识别效果. 加

入时间信息通过词的变化趋势揭示词的重要程度

等! 这些内容都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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