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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中文科技文献中机构著录项的组织特点和中文机构名称的命名特点，详细阐述常见机构名称
规范化方法、中文科技文献机构名称规范化处理流程，提出利用字符串匹配词典和规则过滤等方法提取规

范化的机构名称，并基于机构－作者共现关系，计算作者共现率，结合绝对共现量和共现率阈值实现机构
实体的消歧，能够有效匹配同一机构的不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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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面对日益激增的海量数字化文献资源，如何利

用规范化的机构体系对文献资源进行整合、挖掘、

分析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１］。近年来，学界加

强了对机构规范文档［２－３］、机构知识库［４］等的构建

与应用研究，从机构名称统一标识［５］、机构类别特

征化［６］、机构名称相似度计算［７］等角度，推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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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构在各种服务场景中的应用。机构作为科技文

献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是开展科研评价、信息检

索、学术资源组织与关联的基础。但现实中文献机

构名称著录混乱、层级结构模糊、更名、重组、合

并、拆分等现象频繁，加之名称存在缩写、简称、

书写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机构名称识别度降低，各

类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很难准确统计机构对应的资源

数量［８］，从而影响统计分析和评价结果的可靠

性［９］。因此为有效整合并利用机构实体不同名称下

的信息资源［１０］，进行机构名称规范化的研究与实践

至关重要。

机构名称规范一般是指通过收集机构实体的所

有表现形式，实现多个机构名称到一个机构实体的

映射［１１］。对于科技文献中的机构名称规范研究而

言，其核心问题是提取 “作者单位”著录项中的机

构名称，并进行机构名称的消歧，使同一机构实体

的不同名称表现形式都指向一处。学者们据此开展

诸多研究，取得较好效果，然而还无法有效解决表

达形式差异较大的机构名称规范问题，如 “北京安

贞医院”与 “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对

此，有学者通过发文著者共现情况来判断机构名称

的相似度［１２－１３］，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考虑不同

类型机构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从 “机构 －作

者”共现和机构类型特征词的角度，进行机构名称

的规范化研究，分析不同类型机构名称的命名特

点，并结合机构共现作者和相似度计算方法进行中

文机构名称的消歧，最后以医学领域机构为例进行

实践。

２　常见机构名称规范化方法

机构名称的规范化建设经历了规范控制、访问

控制、唯一标识符等阶段。其中，规范控制是为各

机构设置一个规范名称并将其他名称都指向它，缺

点是检索其他名称时只能获取包含该名称的资源；

访问控制则不设置规范名称，而是将所有名称都加

入一个可访问的白名单中，检索任意名称都能获取

全部资源，但多次检索会加重系统负担［１４］；国际标

准名称识别码［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ａｍｅ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ｅｒ，ＩＳＮＩ）、Ｒｉｎｇｇｏｌｄ标识数据库［１６］等希望通过唯

一标识符来实现机构的唯一识别，但由于目前并未

形成统一的全球化方案，在文献数据中的应用程度

还较低，因此利用唯一标识符解决机构实体的歧义

问题更多是愿景和辅助手段［１４］。常见机构名称规范

化方法主要有基于字符串相似度的方法、基于规则

的方法、基于统计关联的方法和混合策略的方法。

２１　基于字符串相似度的方法

基本思路是利用字符串相似度计算的方法判定

机构名称相似性程度。常用方法包括 Ｌｅｖｅｎｓｈｔｅｉｎ编

辑距离［１７］、Ｃｏｓｉｎｅ相似度、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度等。有学

者［１８－１９］基于字符串编辑距离的方法构建机构名称

规范文档。ＦｅｒｏｓｈＪ［２０］利用 Ｌｅｖｅｎｓｈｔｅｉｎ编辑距离方

法对求职简历中求职者机构名称进行规范。ＪｉａｎｇＹ

等［２１］基于归一化的压缩聚类方法实现对同一机构不

同名称的聚类。

２２　基于规则的方法

主要思想是基于建立的规则库对错误匹配对进

行过滤。有学者［２２－２３］根据机构名称的特点，提出

基于规则的机构名称消歧方法，并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不同学科数据集中进行有效性测试。沈嘉懿等［２４］针

对网络文本数据提出基于规则识别中文组织机构名

称的方法，借助机构后缀词库、规则匹配和贝叶斯

模型识别机构边界。

２３　基于统计关联的方法

基本思路是利用Ｗｅｂ大规模语料，通过计算不

同机构名称字符串搜索结果中统一资源定位符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的共现情况来判定

机构名称相似度［２５］。ＡｕｍｕｅｌｌｅｒＤ等［２６］基于谷歌和

雅虎搜索返回的前ｋ个ＵＲＬ共现重叠情况来计算两

个机构名称匹配程度。

２４　混合策略的方法

主要思想是通过整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

来实现更高的机构名称识别精准度。杨瑞仙等［２７］提

出一种基于规则和向量空间模型的科研机构名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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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方法。孙海霞等［９］提出一种基于规则和编辑距离

的机构名称匹配策略，并以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为例进行实践。张建勇等［１４］基于规则和相似度计

算的方法对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内的科研机构实

体进行消歧，以便构建科研合作网络等。

３　中文科技文献机构名称规范化处理流程

本研究以中文科技文献中的机构为例开展名称

规范化研究。设计中文科技文献机构名称规范实现

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机构名称提取和机构实体消

歧３个步骤，见图１。

图１　中文科技文献机构名称规范化处理流程

３１　数据采集

科技文献来源包括数据库商、出版商、服务商

等，不同来源的数据描述粒度不同，数据质量也有

所差异。本研究制定数据采集方案如下：根据数据

质量、权威性等采集要求，确定采集来源、时间范

围、期刊等；确定需要采集的字段项，如题目、作

者、机构著录项等；利用爬虫软件进行数据采集，

完成格式转换与存储；制定规则对不完整数据和重

复数据进行处理，将缺少文献题目、作者、机构等

关键字段的数据直接剔除，删除重复数据中字段项

较少的，判定重复数据的条件为两篇文献 ＤＯＩ是否

一致或题目、作者和期刊３项信息是否完全相同。

３２　机构名称提取

３２１　概述　机构名称在科技文献中的表述形式

多样，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两点：机构合作客观存

在，且１位作者可能会隶属于多个机构，故１篇文

献可能会存在多个机构的现象 （简称多机构）；机

构著录项标注形式不统一，且不同期刊对机构著录

项要求不同，如邮编位置、是否标注机构所在国

家、机构是否为独立法人等。鉴于此，本研究将利

用字符串匹配、词典和规则过滤的方法进行规范化

机构名称提取。

３２２　多机构拆分　将包含多个机构的数据拆分

为多条数据，确保１条数据只包含１个机构及其对

应的作者，便于统计机构发表的文献及隶属于机构

的作者。拆分方法是先利用字符串方法找到机构著

录项之间的分隔符，并以分隔符为边界完成机构

拆分。

３２３　机构著录项拆分与过滤　对单机构的机构

著录项进行拆分并过滤邮编、行政区划地址等信

息，以获取作者原始著录的机构名称信息。（１）机

构著录项拆分。以逗号或空格为分隔符对机构著录

项包含的字段进行拆分，考虑到机构名称长度至少

为４，可直接过滤掉长度小于４的字段。（２）邮编

和行政区划地址过滤。判断剩余的字段是否为邮编

和行政区划地址，若是则直接删除。其中，邮编可

使用字符串编辑的方法处理，若该字段由６位连续

的数字组成，则判定为邮编；行政区划地址可通过

构建国内各省市地区字典来处理。

３２４　机构名称规范化提取方案　本研究的规范

化机构名称是指法人级别的机构，因此要对部门、

科室等二级机构名称进行识别并删除。通常，中文

机构名称以 “Ａ＋Ｂ”的形式表达，Ａ部分一般由方

位词、序数词、动词等构成，Ｂ部分一般为 “大

学”“研究所” “医院”等用来表示机构特征的中

心语，故可以通过Ｂ部分来判定机构名称是否已规

范至法人级别。本研究设计面向中文科技文献机构

名称规范化提取方案包括：（１）机构名称分词。构

建机构名称词库，利用中文分词工具 Ｊｉｅｂａ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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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进行分词，得到 Ａ和 Ｂ两部分。 （２）构建机
构特征词表。结合国家机构类型分类标准 《组织机

构类型 （ＧＢ／Ｔ２００９１—２００６）》，将机构分为科研机
构、高等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行政机

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其他８类，进而利用中
文机构名称的命名特点，构建机构类型特征词表。

（３）识别机构名称著录深度。依次比较机构名称的
Ｂ部分与机构类型特征词表有无匹配项，若有匹配
项则不作处理，若无匹配项则表明该字段包含二级

机构名，应从右至左依次遍历分词列表，直到匹配

到正确的机构中心语，并将中心语右侧的二级机构

名删除，得到规范的一级机构名称，见图２。

图２　中文科技文献中的机构名称规范化提取方案

３３　机构实体消歧

３３１概述　可用于机构实体匹配的文献特征有机

构名称、行政区划地址、邮编等，但很多机构著录

项中的行政区划地址和邮编信息并不完整。因此本

研究考虑从机构名称出发，构建 “机构－作者”关

系表，并基于机构类型特征词典对机构进行分类，

进而面向不同机构类别分别构建 “机构－机构”作

者共现矩阵、计算作者共现率，以实现机构实体消

歧。假设不同类别中的机构名不可能指向同一机构

实体，即无需匹配不同类别之间的机构名，这样一

方面可以减少机构之间两两匹配的次数，提高计算

效率；另一方面能够降低错误匹配的几率，提升匹

配准确率。

３３２　构建 “机构－作者”关系表　通常，机构
发表的文献都不止１篇，故本研究先以机构为中心
对文献进行聚类，聚类个数即为待消歧机构名称的

数量，从而得到各机构发表的文献集合，整合对应

集合中的作者，完成 “机构 －作者”关系表构建。
作者消歧是实体消歧的另一关键问题，非本研究重

点，故暂不考虑作者同名的情况。

３３３　机构分类　利用分词工具对上述规范至法
人级别的机构名称进行分词处理，选取能够代表机

构类型的中心语，即分词列表中的最后一个词，依

次与机构类型特征词表中的特征词进行比较，据此

得到各机构名称的分类。以 “中国人民大学”为

例，首先分词得到 “中国／ｎｓ人民／ｎ大学／ｎ”，然
后选择分词列表中的最后一个词 “大学”与机构特

征词表进行匹配，发现该机构名称属于 “高等教育

机构”。

３３４　机构消歧　本研究假设，在一段时期内机
构成员会保持相对稳定［２８］，因此可通过机构之间的

作者共现率来推断不同机构名是否指向同一实体。此

外，考虑到本研究涉及的机构类型多样，如公司企

业、社会团体等机构发文量难以保证，无法避免由于

发文量低而导致的重名风险，即若某机构发文量极低

（如小于５），则可能因个别作者重名而导致作者共现
率超过阈值［２９］，影响消歧准确率。因此综合考虑机

构对之间的作者共现率和作者绝对共现量指标，即针

对不同类别机构的数据，循环遍历 “机构 －作者”
关系表中的ｎ个机构，依次比较机构ｍ（１≤ｍ≤ｎ）
和剩下的 ｎ－１个机构，统计两机构各自的作者数、
机构间的共同作者数和全部作者数，构建 “机构 －
机构”共现矩阵，计算机构对之间的作者共现率，

此处共现率是指机构的共同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值，

见公式 （１），进而确定共现率阈值 （如０３），并据
此筛选出具有同一关系的候选机构对；利用作者绝对

共现量 （机构间的共同作者数）指标控制重名风险：

若作者绝对共现量大于等于２，判定两个机构名称指
向同一机构实体，否则即使机构对的作者共现率大

于等于阈值，仍将其判定为非同一实体。

作者共现率＝Ａ∩ＢＡ∪Ｂ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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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Ａ和Ｂ分别为两个机构对应的作者集合，
Ａ∩Ｂ为两个机构的共同作者数，Ａ∪Ｂ为两个机构
的全部作者数。

３４　评价指标

主要采用准确率Ｐ来评价本文提出的中文科技
文献机构名称规范化方案有效性，见公式 （２）。

Ｐ＝ｎＮ×１００％ （２）

　　其中，ｎ为人工审核的正确机构对数量，Ｎ为
识别出的机构共现对数量。

４　机构名称规范化实践

医药卫生知识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ｍｅｄｃｋｃｅｓｔｃｎ）
整合大量医学领域的科技文献、专家、机构、专利等

学术资源，但科研成果中的机构名称存在著录混乱、

层级结构模糊、更名频繁等问题，导致机构名称识别

困难，难以开展文献、专家、机构等科研实体之间的

进一步关联分析与深入挖掘。为进一步提高机构名称

识别效率，打通不同类型学术资源之间的壁垒，提高

用户信息检索效率，需要对机构名称进行规范化处

理。本研究以医药卫生领域的中文科技文献为例，

开展机构名称规范化实践，验证提出的机构名称规

范化处理方案是否可行。

４１　数据采集

选取医药卫生知识服务系统作为数据来源，筛

选医药卫生领域相关的期刊进行采集，采集内容包

括文献题目、作者、机构著录项等，共采集１９９９—
２０２０年发表的文献数据１０万条，完成数据格式转
换与存储，并对不完整数据和重复数据进行预处

理，剔除文献题目、作者、机构等关键字段不完整

的数据，得到相对规范、完整的数据，见表１。

表１　部分采集样例数据

题目 作者 机构著录项

１例ＨＩＶ抗体阳性待确定产妇的个案

调查

李虹璇１；冷冰１；王德伟１；许学江１；

陈丹芍１；罗英１

成都市成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６１００５１１

复发性流产绒毛、蜕膜组织中 ＴＩＰＥ２、

ＴＮＦ－α、ＩＬ－１０的表达及意义

王丽丽１；赵敏２ 山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太原０３０００１１；山西省妇

幼保健院妇科，太原０３０００１２

４２　机构名称提取

４２１　多机构拆分　从采集的中文科技文献数据
可知，其机构著录项之间都是通过分号进行分割。因

此以分号为分隔符，利用字符串方法对机构进行拆分，

拆分后共得到包含单机构记录的数据３５０５８７条。
４２２　机构著录项拆分与过滤　对于拆分后的单
机构记录，其机构名称、行政区划地址和邮编之间

均以空格或逗号作为分隔符，据此可先对机构著录

项进行初步拆分，并直接剔除长度小于４的字段。
然后，基于字符串编辑方法过滤掉剩余字段中的邮

编。最后，基于构建的国内各省市地区字典识别并删

除行政区划地址，只保留作者原始著录的机构名称。

４２３　机构名称规范化处理　系统分析并构建医
药卫生领域机构类型特征词表，该词表共覆盖８种

类型机构，包含特征词１０３个，其中医疗机构最多
（４１个），其次为事业单位 （２２个），见表２。

表２　医药卫生领域机构类型特征词

机构类型 特征词

科研机构 研究所、研究院、科学院等

高等教育机构 大学、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职业

学院、职业技术学校等

医疗机构 医院、保健院、卫生院、疗养院、诊所、卫

生所、医务室、卫生室、防治院等

事业单位 血站、服务站、控制中心、监测中心、血液

中心、疾控中心等

行政机构 厅、局、委员会等

公司企业 公司、集团等

社会团体 医学会、协会、学会等

其他 总队、部队、师、支队等

·６３·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



对作者原始著录的机构名称数据进行分词、识

别机构著录深度并删除相应的二级机构名称，完成

机构名称规范化处理，见表３。

表３　规范化机构名称部分示例

题目 作者 机构

１例 ＨＩＶ抗体阳性

待确定产妇的个案

调查

李虹璇；冷冰；王

德伟；许学江；陈

丹芍；罗英

成都市成华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复发性流产绒毛、

蜕膜组织中 ＴＩＰＥ２、

ＴＮＦ－α、ＩＬ－１０的

表达及意义

王丽丽 山西医科大学

复发性流产绒毛、

蜕膜组织中 ＴＩＰＥ２、

ＴＮＦ－α、ＩＬ－１０的

表达及意义

赵敏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４３　机构实体消歧

４３１　构建 “机构－作者”关系表　以机构为中

心对文献进行聚类，共得到１５０８８个聚类集合，分

别整合各集合中的作者，构建 “机构－作者”对应

关系表。

４３２　机构分类　基于医药卫生领域机构类型特

征词表，对上述机构名称进行分类，其中，医疗机

构占比最高，其次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最低，见

表４。

表４　医药卫生领域机构名称分类情况

机构类型 数量 （个） 百分比 （％）

医疗机构　　 ９９１７ ６５７３

事业单位　　 １３６５ ９０５

高等教育机构 １３４３ ８９０

行政机构　　 ９１３ ６０５

科研机构　　 ７３４ ４８６

其他　　　　 ７２７ ４８２

公司企业　　 ６８ ０４５

社会团体　　 ２１ ０１４

４３３　构建 “机构－机构”共现矩阵　按照分类，

依次计算各类别中机构对之间的作者共现率。经统计

共１４５９２个机构对间存在作者共现情况，考虑到共

现率小于０１时误判率过高，分析意义不大，本研究

只针对共现率大于等于０１的２０８８个机构对进行比

较分析，并将根据不同类型机构在数据集中所占的比

例，按照同等比例从中随机遴选３００个机构共现对，

进行准确率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其他”类

型中共现率大于等于０１的机构对共２个、 “社会

团体”共０个，故实际遴选出来的相较按比例的数

量少 （若按比例应遴选 “其他”１４个、 “社会团

体”１个），因此最终子集共包含机构共现对 ２８７

个。由专业人员进行结果准确性测评，经分析，将

共现率阈值设置为０１时准确率可达８９２％，具有

较高的机构实体消歧能力，尽管随着阈值的提升，

准确率也呈上升趋势，但提升幅度较小，同时也会

过滤掉很多虽然共现率低但实际为同一实体的机构

对，故本研究暂将共现率阈值设置为０１。

４４　结果

通过统计，随机遴选的阈值大于等于０１的２８７

个机构共现对中，人工认为其中２５６个机构对是同一

机构，整体准确率为８９２％，具有较好的可参考性。

此外，为进一步比较该方法对于不同类型机构的消歧

效果，针对各类机构分别进行了误判率统计。其中，

“其他”类型误判率最高，究其原因是该类型数据

太少，少量误判就会造成大的结果偏差； “高等教

育机构”和 “行政机构”类型误判率也显著高于其

他类别，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类机构存在更为频繁的

更名、重组、拆分等现象，依据较低的共现率难以

实现机构实体的有效识别。后续可通过进一步扩大

数据集或提升共现率阈值来提高其准确率。

５　结语

规范化的机构名称是开展面向机构的科技评

价、异构学术资源整合、学术图谱构建等工作的基

础与关键。本研究从 “机构－作者”共现和机构类

型特征词的角度，开展面向中文科技文献数据的机

构名称规范化研究，通过分析科技文献中不同类型

机构名称的著录特点，并结合作者共现情况进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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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名称的消歧，最后在医学领域进行验证。经测试

评估，该策略能够有效匹配同一机构的不同表现形

式。后续将进一步优化消歧策略，扩大实验数据集

并尽快推进其在医药卫生知识服务系统中的应用。

通过机构间的作者共现率可以有效规范机构名称，

实现机构实体不同名称形式的全面聚类与挖掘。但

从长远发展来看，建议积极落实对机构唯一识别码

的使用，特别是发表论文、专利等成果时，准确标

识不同机构实体，从而更好地开展机构评价、构建

机构知识库、构建学术知识图谱、规范存储机构知

识资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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