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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术文本 自动摘要是指对于给定学术文献 ， 自动地抽取其核心内容 ，
以提高用户撰写和闻读文献的

效率。
目前基于文本词频对句子重要性排序的 自动摘要技术 ， 无法从语义层面揭示 学术文本的核心 内容。 本文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引入引文上下文内容特征 ， 并通过构建支持向量回归模型 ， 综合考虑 自 动摘要系统中的各

个＃征对句子权重的影响 ， 重新对句子童要性进行＃序。 基于ＷＥ－

Ｊ
ｌ〇ｔ

ｆ
ＧＥ的评測表明 ，

相比于传统基于词频统

计和图模型的方法 ， 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有效提升自劝摘要＾准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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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施引文献中的引 文上下文包含丰富的信息 ， 可以表

现出被引文献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方法 、 观点等内容特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交流 ， 导致科学产 出征 ［

５
］

。 这些内容可以直接被用于生成 自动摘要 ［
６

］

， 然而

极快增长 。 Ｍ ａｙ的统计结果表明 ， 学术公开出 版物的平只抽取引文上下文信息作为 自动摘要存在两个方面的

均年增长率为 ３ ．７％
［

１

］

， 在一些热 门领域 ， 这个数字更为问题 ：

一

方面 ， 由于作者在引用文献时目 的不同 ， 引文上

惊人 ［
２

］

。 如何在海量学术文献中快速而准确地获取信息下文的信息也有所侧重 ， 所以直接抽取引文上下文信息

成为研宄热点 ， 随之产生的自动摘要 、 文献推荐等信息 生成的摘要并不
一

定能完全覆盖原始文献中的内容 ；

过滤技术受到人们广泛关注 。另
一

方面 ， 这种方法生成的摘要与基于全文内容抽取

学术文本 自动摘要技术 ，

一

方面提高了 用户检索 生成的摘要相比可读性较差 ， 尤其是当 引文中包含较

和阅读文献的效率 ， 另
一

方面提高 了用户撰写学术文献多代词时。

的效率 。 其核心思想是对于给定文本或主题相近的文本文基于施 引文献的引 文上下文信息对原始文本

档集 ， 计算机 自动生成涵盖文本或文档集核心内容的中 的句子进行打分 ， 并生成 自动摘要 。

一

方面 ， 利用 引

摘要 ［
３

］

。 文本 自动摘要技术主要分为基于全文内容抽取 文上下文中 的有效信息 ， 避免了原文 中核心 内容的遗

的 自动摘要和基于全文内容理解的 自动摘要 ， 但 由 于漏 ； 另
一

方面 ， 使用原文句子生成摘要 ， 保证摘要的可

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技术还有待发展 ， 目前研宂主要 读性 。 本文设计相关实验 ， 对比基于词频统计和基于图

集中在基于全文 内容抽取的 自动摘要 ［
４

］

。 这
一

研宄的主 模型 的方法 ， 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 的算法能够有效提升

要思想是
“原文句子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关键概念的反自动摘要的准确度 。

复出现来评价 ， 这些重要的句子能够用来生成 自动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 （ １ ） 对国 内外相关研宄进行

要
”

［
３

１

， 但是反复出现的概念并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文梳理 ， 总结出用于重要句子识别 的五类特征 ；
（２ ） 提出

章核心 内容 。利用 引文上下文信息对原文句子进行打分 ， 避免重要信

＊ 本研 究得 到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８
“

面向词汇功 能的学术文本语义识别 与知识 图谱构建
”

（
编号 ： ７ １ ４７３ １ ８３

）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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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遗漏的同时提高了摘要的可读性 ；
（ ３ ） 利用 ＳＶＲ模型映射为另一个 目标文本序列 的 问题 ， 并利用神经 网络

在 自构建的数据集上进行实验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改善摘要生成的质量 ， 这也是未来基于理解 的 自动摘

要发展方向
［

１ ７
］

。

２ 相关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汉语 自身表达多样性等问题 ，

给中文 自动摘要生成增加了难度 。 刘挺等是较早进行中

目 前 ， 关于 自 动摘要技术的相关研究大 多基于 文 自动摘要研宄的学者 ， 对原文进行词语频率 、 词语分

原 始文本 内 容层面 ， 将施 引 文献 的 引 文上下文信 息 布和修辞结构分析并结合用户需求 ， 抽取原文部分内容

应用到 摘要生成 的研 究则相 对较 少 。
本文将从这两填写文摘框架 ［

１ ８
］

； 吴 中勤等 则利 用最大熵模型和 支持

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 。向量机模型对文本中 的句子进行分类 ［

１ ９
］

； 万小军提出
一种基于簇排列 的半监督学习 算法 ， 提高 自动生成摘

２ ＿ １ 基于文本内容的自动摘要技术要的质量 ［

２ 。 －２ ２
］

。 其他方面 ， 沈焕生等考虑到词性和句子

修辞等信息 ， 利用文摘框架对生成的摘要进行加工组

早期 自动摘要技术都是基于包含闻 频词句子抽取 织 ， 使生成的摘要更加连贯 ［
２３

］

。 罗文娟等从文档中抽

的方法 。籠 ， Ｂ ａｘ ｅｎｄ ａ ｌｅＳ现句子在文本巾 出雜位 賴糾目关度这酿赚卿織＿＿息覆盖度

置与其重要性间也存在某些关联ｍ ， 例如 ， 出现在文章

段落开头或结尾的句子比其他句子更可能暗示 出文章

所要表达的信息 ；
Ｅ ｄｍｕｎ ｄ ｓｏ ｎ则结合词频 、 位置信息２ ． ２ 弓 丨文上下文在 自动摘要中的应用

（用
一

组线索词表示 ） 、 标题信息等抽取重要句子
［
８

］

。

２ ０世纪 ９ ０年代末期 ， 随着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基于 内容 的 自动摘要技术在处理 内容较为分散的

学 习 技术 的发展 ，

一

些经典 的机器学 习 算法 ， 如朴 文本时 ， 由于摘要长度有限 ， 直接通过抽 取原始文本

素 贝叶斯模型 ｗ
、 支持 向量机

ｎ °
］

、 隐马尔可夫模型 ［

ｉ

ｎ

中 的若干句子很难覆盖到文本中的核心 内容 。 因此 ，

和 Ｐ ａｇ ｅＲ ａｎ ｋ
ｎ

２
］等被运用于文本 自 动摘要 中 。 例如 ，

Ｅｌｋ ｉ ｓ ｓ等认为可将施引文献的 引文上下文作为 自动摘要

Ｋｕｐ
ｉｅ ｃ等通过训练朴素贝叶斯模型来计算文 章中句子卜＾ｇ

［

２５
］

。

成为摘要句的概率 Ｚｈｏｕ等则认为句子是否成为摘Ｑ ａｚｖｉ ｎ ｉａｎ等通过构建文献间的 引文 网络 ， 对描述

要句不仅与其 自身＿要性有关 ’￥与其＿句子是￥ 被引文献的引文上下文进行聚类 ， 在此基础上 ， 分别利

被选为摘要句有关 ， 基于该思想运用 隐马尔可夫模型 用 Ｃ ｌｕ ｓ ｔｅ ｒＲｏｕ ｎｄ－Ｒｏｂｉｎ和Ｃｌｕ ｓ ｔｅ ｒＬ ｅｘ ｒａｎｋ方法抽取重

完成 自 动摘要并取得很好效果 此外 ，
Ｃ ｈｕ ａｎ ｇ等利 要 的引 文上下文构建被引文献的摘要

？
。 Ｔａｎ ｄｏｎ等也

用线索词将文 早分割 ， 通过有监督 的机器学 习算法抽 认为
一

个完整的 引文上下文必然是对被 引文献主要 内

取句子组成摘要
［

１ ３
］

；
Ａｍ ｉｎ ｉ等 引入机器学习 排序的方 容简洁而精确 的总结

［
２ ７

］

， 因此可

＇

以直接作为抽取摘要

法对文本中出
，
的句子进行排序 ， 抽取排名靠前 的句 的句子 ； 基于这种思想 ，

Ｔａｎｄｏｎ等首先对 引文上下文按

子 ｛乍为摘１ 要句 。照 Ｓ ｕｍｍａ ｒｙ 、 Ｓｔｒｅｎｇ ｔｈ ｓ 、 Ｌｉｍ ｉ ｔ ａｔ ｉｏｎｓ 、 Ｒｅ ｌ ａ ｔｅｄｗ ｏｒｋ 、

近年来 ，
？米度丰 习技术文 到人们 的广ｆｅ关注 ，Ａｐ ｐ ｌ ｉｃ ａ ｔｉｏ ｎｓ进行分类 ， 再从各个类别中 抽取句子生成

些学者开始利 用词 向量模型 代替传统模型 中 基于空 一

个全面介绍文章 内容的结构化摘要 ［
２ ７

］

。 不 同的是 ，

间 向量模型 ， 来计算句子之间的相关性 。 Ｒｕ ｓｈ等将 图
ｃ〇ｈ ａｎ等则抽取完整 的引 文上下文 （包括显式和隐式引

模型中 的 Ａｔ ｔｅｎ ｔｉｏ ｎ机制引入句子重要 内容 的识别中 ，

文上下文 ） 而非直接使用 引文句作为引文上下文 ［

２ ８
］

， 这

弥补传统翻应对长句咖祕 ［

１ ５
］

；Ｃ ａｏ等指出糊 機涵盖更加完整＿息 ， 然后将包含 同
—

主题的 引

深度学 习技术来表示 特征 ， 会 比简 单地利 用传统特 文上下文分组 ， 从每组 引文上下文 中抽取核心内容组成

征对文本 中 的句子进 行打分排序更加科学 ， 并提出 摘要 ，

一

定程度上缓解信息遗漏和可读性差 的问题 ，

将Ａｔ ｔ Ｓｕｍ用于查 询式摘要 的生成 ［

１ ６
］

；Ａ ｔ ｔ Ｓ ｕｍ联合相 在ＴＡＣ２０ １４ｄａ ｔａ ｓ ｅｔ上的 ＲＯＵＧＥ值比之前最好结果提
关性和显著性两个指标 ， 测试结果表 明 在没有使 用Ａ 升了近 ３０％

。
Ｇａ ｌ

ｇ ａｎ ｉ等同 时利臟引文献和参考文献

工特征的情况下对句子进行打分 ， 生成的摘要效果显
的上下文信息挖掘原始文献中 的重要事实信息

［

２ ９
】

， 这

著
；

Ｎ ａ ｌ ｌ ａｐａ ｔ ｉ等将文本 自动摘要看作将输入文本序列 些信息由多个概念组成 ， 然后利用这些高频概念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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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华 ，
黄永 ，

张炯 ， 等 基于引文上下文的学术文本自动摘要技术研究

文句子进行打分， 在法律文本上取得很好的效果 ， 并在／（
Ｘ
）为回归函数 ：

学术文本上验证了该方法的通用性 。 胡珀将引文上下／（
ｘ
）

＝
０

Ｔ

ｘ

文内容引入句子权重的评价 ， 较好地改善 了 自动摘要的考虑到特征与结果间可能是非线性的 ， 支持向量回

质量 ［
３°

］

。归的可通过个核函数将特征映射到高维空 间 ， 其计算

事实上 ， 早在 ２０ ０９年 ， Ｍ ｅ ｉ等就提出利用 引文上下公式 ：

文去 自动生成基于学术影响力的摘要 ， 其基于引文上下

文信息 ， 利用语言模型和 ＫＬ距离计算原文 中句子的重其中 ， ０
Ｔ
ｅ／

ｒ
。

要程度 ， 并抽取重要句子组成摘要 ， 然而当摘要句为 ３在实际 的应用中 ， 最常用 的核函数有３种 ： 多项式

句时 ， ＲＯＵＧＥ －

１值仅为０ ． ３２ ３
［
３ １

］

。核 、 径 向基 （Ｒ ａｄ ｉａ ｌＢａｓ ｉｓ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 核 、 多层感知机

本文通过对相关研宄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总结 ， 认 核等 。

为基于引文上下文的文本 自动摘要技术是 当前较新的

研宄方向 ， 融合施引文献对被 引文献叙述和评论的上下３ ． ３ 特征描述
文信息 ， 可以更加准确完整地反映出被引文献的主要思

想和核心内容 ， 从而提升 自动生成摘要的质量 。３ ．３ ． １ 基于文本内容的特征

３
丨
可题及方法（ １ ） 句子在全文的位置特征 。

一

般来说 ， 出现在

全文开头和结尾的句子更可能包含重要信息 。 其计算

３ ． １ 问题定义公式 ：

｜
Ｎ—Ｉ

＇

ｘ－Ｎｕｍ ｂｅｒ ＼

基于全文内容抽取的 自动摘要最重要 的是从原文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 

中抽取可作为摘要来源的句子 ， 对于每个原文的句子 ，
獅順

可构造
一

个从句子到句子重要性得分的映射函数 。其中况＿ ＜：？为文本所包含的句子的总数 ，

若原文本记为￡ ）
， 该文本中 的每个句子记为？ 即 为句子在文本中的编号 ， 编号从 １开始。

Ｄ＝
｛
Ｓ

ｌ
，
ｓ
２ ，

…

， 办 卜 １ ， ２ ，

…

， 《 ， 存在函数 每个句子（２ ） 句子在段落的位置特征 。 同样的 ， 出现在段落

进行评分 ， 使得得分前ｗ个句子组成摘要句集合Ｓ。 不 开头和结尾的句子也可能包含重要信息 。 其计算方式

同的 自动摘要技术对句子评分不同 。同上 ， 不过此时况 为该段落所包含的句子的总数 ，

斯》＾％为句子在段落中的编号 ， 编号从 １开始 。

３ ．
２ 句子评分算法（ ３ ） 句子长度特征 。 句子越长 ， 则包含的实词越

多 ， 信息量越大 ， 因而其权重也应该越高 ， 但摘要的长

本文选择支持向量回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Ｒｅ
ｇｒ

ｅｓｓｉｏｎ ，度有限 。 综合考虑 以上两点 ， 给出句子长度计算 ：

ＳＶＲ ） 模型预测文本中句子的得分 。 支持向量回 归假设

模型能够允许／（
ｘ
）与ｊ之间最多有 ｅ 的偏差 ， 即仅当／

＇

（
Ｘ

）Ｗｅ ｉ

ｇ
ｈｔ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

与
：

Ｖ之间的差别绝对值大于 ＾ 时才计算损失 ，
ＳＶＲ问题＿＿

可 以形式化为 ：其中 ， ｃｏｗｗ／Ｑ）指句子包含实词的个数 ， 決⑷为

ｍ句子的长度 ， 包括实词和虚词 。

＾ ＝ ａｒｇｍ ｉｎ
ｅ
ｊ 

（ｙ
－

ｆ（
ｘ
））

２

＋Ｋ
（／Ｗ－

Ｊ）（４ ） 句子基于词 的ＴＦ＊
ＩＤＦ特征 。 不同的词在句子

Ｊ

＝
１中的权重不同 ， 本文利用信息检索中的ＴＦ ＊

ＩＤＦ模型计

其中；ｃ为特征值 ，
Ｃ为正则化常数 ，

／
？
为 ｅ －不敏感损算文本中 出现实词的得分， 以此得到句子的权值 ：

失 （ ｅ －ｉｎｓｅｎ ｓ ｉｔｉｖｅｌｏ ｓｓ ） 函数 ：

Ｗｅ ｉ

ｇｈｔ
（ｔ
ｆｉｄｆ ）

＝

Ｘ
ｔｆｉｄｆ（

ｗ
）

ｊ

〇
，ｉｆ ＼

Ｚ ＼＜ ｅ
；ｗ￡ ｓ

（
｜Ｚ ｜

－

ｓ
，ｏ ｔｈｅｒｗ ｉｓｅ
其中ｗ ，

为句子中 出现的实词 ， 诉 为ｗ
，

＋在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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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 ｅｉ
ｔｔｌ

Ｌｉｂｒ ａｒｙ Ｆｏ ｒｕ ｍ

？

文本中Ｔ Ｆ －ＩＤＦ值 。特征值计算公式 ：

（ ５ ） 句子基于标题相似度的特征 。 标题暗示文 ￥
ｗｄｇｈｔ

（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 ｌａｒ ｉｔｙ ）

＝ＭａｘＳ ｉｍ ｉ
ｌａｎｔｙ

＊Ｗｅ ｉｇ
ｈｔ

ｐａｇｅｒａ？ｋ

的核心 内容 ， 文本中 出现的句子与标题越相似 ， 则越可

能成为摘要句 。 据此基于标题相似度的特征计算公式 ：在ＰａｇｅＲ ａｎｋ的计算过程中 ， 顶点间的边通过 引文

Ｗ ｅｉｇ ｈｔ
（
ｔｉ ｔ ｌｅ

）

＝
ｃｏ ｓ ｉ ｎｅ ｓ ｉｍ ｉ

（
ｓ ，ｔｉ ｔ ｌ ｅ

）上下文的Ｔ Ｆ
＊

ＩＤＦ相似度构建 ， 而句子与引文上下文 的

其 中计算余弦相似度时 ， 采用基于 ＴＦ －

ＩＤＦ的布尔 相似度则通过原始文本的Ｔ Ｆ
＊

ＩＤ Ｆ来计算 的 。

模型 。

（ ６） 句子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 。 本文将每个句子当作图模３ ．４ 摘要抽取

型中的
一

个顶点 ， 通过反复迭代 ， 得到其Ｐ ａｇｅＲａｎｋ值：

Ｗｅ ｉｇｈｔ
（
Ｐ ａｇｅＲａｎ ｋ

）

＝

ＰａｇｅＲａｎ ｋ
（
ｓ
）如 果两个句子所包 白 的词过于相似 ’ 匕们所包 白

在计算Ｐａ ｇｅＲａｎ ｋ 的构建中 ， 两个顶点 间的相 关度 的特 征值 以及最终 的得分也很可能相 同 。 由 于最终

是ＴＦ－

ＩＤＦ的余弦相似度 。生成的摘要长度受 到 限制 ， 所以通过 回 归模型预测

句子的权重后还需对句子进行筛选 ， 避免因信息冗

３ ．３
．
２ 基于引文上下文的特征余而降低摘要整体质量 。 本文采用 基于最大边缘相关

（ 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ａｒ
ｇ

ｉｎａ ｌＲｅ ｌ ｅｖａｎｃ ｅ ，ＭＭＲ ） 算法 。 （ １ ）

本文提 出了 基于 引 文上下文 的 Ｔ Ｆ －

ＩＤ Ｆ句子加权 首先将所有的句子按其得分 （ 由 ３ ． ２节评分算法计算 ）

（Ｃ－ＴＦ －

ＩＤＦ ） 和基于引文上下文的相似度加权 （Ｃ
－ Ｓｉｍ ｉ ）进行排序

；
（ ２ ） 依次选择句子 ， 并将当前句子与 己被选

两个特征 。中的句子进行比较 ， 如果当前句子与被选中 的任
一

句子

引文上下文 内 容反映 施引 文献对被引 文献 内容 的 相似度较高 （在本文 中设定的相似度的阈值为 〇 ．７ ） ， 则

评价信息 ， 通过对引文上下文 中出现的词频进行统计 ，

直接跳至下
一

个句子 ， 反之则加入被选摘要句中 ；
（ ３ ）

出现频率越高的词越能反映文章的主题 。 本文利用 引 以此类推 ， 直至满足摘要所需长度 。

文上下文的词频统计信息 ， 对文献中出现的句子重新打自 动摘要长度的设置
一

般有两种方式 ， 分别是按

分以获取
一

个权值 。ｔｔ例抽取和 ＠１定长 ：度 立 １￡ ， Ｘ可分为 ／

由于在编 写引文句时存在
一些特定的格式和搭配 词和句子两个层面 。 本文是直接抽取原文中 固 定数量

方式 ， 所以存在某些词在引文 中出现的频率较高 ， 但是 的句子组成摘要 ， 根据对语料库 中文本原始摘要的统

并不能作为特征词存在 。 本文将
一

篇被引文献的所有 引 计结果 ， 最终确定抽取句子的数 目为４ 。

文上下文作为
一

类 ， 利用Ｔ Ｆ
＊
Ｉ ＤＦ的思路对 出现在 引文

上下文 中的词进行打分 ， 根据这些词 的ＴＦ －

ＩＤ Ｆ对原始４ 实验与评测

文本 中的每个句子进行打分， 计算公式如下 ：

４ ． １ 实验设置
Ｗ ｅｉ

ｇ
ｈｔ

（
Ｃ

ｔｆｉ ｄｆ
）
＝ Ｘ
…游

－－㈨

４ ．
１

． １ 数据集

利用 引文上下文对句子打分 的另
一

种方法是计算

句子与引文上下文之 间 的相似度 ， 句子与引 文上下文越本研究所使用 的原始数据集为ＡＣＬ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 ｉｏ ｎ

相似 ， 则越能反映文章的核心 内容 。 之所 以提出该特征ｆｏｒＣｏｍｐ ｕ ｔ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Ｌ ｉｎｇ ｕｉ ｓ ｔ ｉｃ ｓ ） 选集 ［

３ ２
］

， 包含 ３ ．４万多篇

是因为学术论文 中的 引用行为呈现高度复杂性 ， 引用 目从计算语言学和 自 然语言处理相关的各种期刊和 会议

的不 同也导致作者对引文句的描述存在较大差别 ， 在中选择的英文文献 。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是 Ｓｃｈ ａｆｅ ｒ等

施引 文献 中 的重要性也有较大差异 。 因此 ， 本文使用 通过ＯＣＲ等技术对ＡＣＬ数据集进行识别得到的结构完

ＰａｇｅＲａｎ ｋ算法对文献的每
一

个引文上下文构建图模型 整的ＸＭＬ文档数据 ［
３ ３

］

。 文档包含完整的标题 、 摘要 、 章

以计算其权重值 ， 然后利 用向 量空 间模型计算原文 中 节 、 段落和参考文献等信息 。

的句子与 每
一

个 引文上下文的相似度 ， 取最大值作为实验首先对每篇文档 中的引 文和参考文献进行配

ＭａｘＳ ｉｍ ｉ ｌ ａｒ ｉ ｔ
ｙ 。 基于此 ， 句子基于引文上下文相似度的 对 ， 然后将参考文献与数据集中的文档进行匹配 ，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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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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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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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基于引文上下文的学术文本自动摘要技术研究

被引文献 、 引文上下文和施引 文献间的关系图 。 本文随＿
ｌ ｓ ｉ

ｌ

Ｒ
ｅｆ
ｅ ｒｅｎ，

ｃｅＳｕｍｍａｎｅｓ
｝
Ｔ＾ｍ

ｎ
ｉ Ｓ

Ｃ〇ｍ
Ｌａ，ｃｋ

（Ｓｆ

－

ａｍ
ｎ
）

机抽取 １ ２３篇被引次数在 １ ０次以上的文本构成被引 文献 ｉ Ｒ ｅｆｅ ｒｅｍ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ｅ ｓ
Ｃ〇ｕｎｔ

 ｛ｇｒａｍ ｎ ）

和引 文上下文数据集 ， 然后对每篇文 档的正文进行句

子分割 ， 并进行清洗和过滤 ， 去掉句子中的噪音 （包括其 中 Ｒ ｅ ｆｅ ｒ ｅｎ ｃ ｅＳ ｕ ｍｍ ａ ｒ ｉ ｅ ｓ为参 考摘要 ， 《为

引文标记等信息 ） ， 剔 除较短的句子片段 （所含单词个ｎ －

ｇ ｒａｍ模型 的长度 ， 为 自动摘要与

数小于 ５ ） 。 最后对句子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 利用词性 参考摘要基于ｎ－

ｇ ｒａｍ共现的个数最大值 。

标注 ， 对原文中 的词进行筛选 。 本文只对文本中出现的ＲＯＵＧＥ －Ｌ（ Ｌｏｎｇｅ ｓ ｔＣｏｍｍ ｏｎＳｕ ｂ ｓｅｑ ｕ ｅｎｃ ｅ ） 的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和副词进行统计分析 ， 同时 ， 利用词核心思想是如果 自动摘要与参考摘要间存在最长公共

性标注也可以作为停用词的补充和扩展 。子串 ， 那么公共子串越长 ， 两个摘要越相似 ， 摘要效果

越好 。

４ ． １ ．２ 特征分析ＲＯＵＧＥ －Ｗ是在ＲＯＵＧＥ －Ｌ的基础上考虑子串 的连

续性 ，

一

般来说 ， 子串越连续 ， 则其相似度越高 。

对经过预处理的数据集进行特征抽取 ， 实验选择ＲＯＵＧＥ－

ＳＵ则更进
一

步考虑到对于同
一

个二元词

的特征是上文描述的两类共 ８个特征 ， 通过计算皮尔逊组 ， 插入不 同形容词或介词后 ， 虽然句子的意思相近 ，

系数 （ Ｐｅ ａｒｓｏ ｎｃｏ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ｃ ｏ ｅｆ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ｔ ） 和最大信息相但是ＲＯＵＧＥ －２的得分明显低于ＲＯＵＧＥ －

１（譬如句子

关系数 （Ｍａｘ ｉｍａ ｌ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ｃｏｅ 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 ） 来对比其
“

我喜欢你
”

和
“

我非常喜欢你
”

） ， 而ＲＯＵＧＥ －ＳＵ正

预测句子得分的相关性 。 从图 １可见 ， 基于引文上下文的是考虑到词汇在摘要 中存在跳跃时ＲＯＵＧＥ －

２的值 。

Ｃ －ＴＦ－

ＩＤＦ和Ｃ －Ｓ ｉｍｉ无论是皮尔逊系数还是最大信息相本文选取Ｗ Ｅ －ＲＯＵＧＥ －

１ ，Ｗ Ｅ －ＲＯＵＧＥ －２ ，Ｗ Ｅ －

关系数均较高 ， 尤其是基于引 文上下文的Ｃ －ＴＦ －

Ｉ Ｄ Ｆ特ＲＯＵＧＥ － ＳＵ４指标对结果进行评测 ， 是因为Ｆ ｌ ｉ ｃｋ等的

征的各项指数均明显高于其他特征 ， 表明本文提出的特 研宄表明这 ３个类别在自动摘要 中的评价效果最好
［
３４

］

，

征在回 归分析时与句子得分权重间存在较高相关性 。并将得到的结果分别与 Ｓ ｕｍＢａ ｓ ｉ ｃ和Ｔｅｘ ｔＲａｎｋ进行 比

〇


较 ［
３ ５ －

３ ６
］

。 评测结果如 图２所示 （Ｃ １指 引文上下文 的 ＴＦ －

ＩＤＦ特征 ， Ｃ２指 引文上下文的相似度权重 ） 。

０ ．２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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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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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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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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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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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特征的皮尔逊系数和最大相关系数对比１

－

丨

曙｜
＿

麵■■議■ ■
：

Ｗ Ｅ－ＲＯＵＧＥ－ １ＷＥ－ＲＯＵＧＥ－２ＷＥ －ＲＯＵＧＥ－ ＳＵ ４

４ ＿２ 结果与评测图 ２ 摘要在各个系统上的ＷＥ －ＲＯＵＧＥ评测结果

当前自动摘要的评测方法有很多 ， 但应用最为广泛从上述结果可以看 出 ， 本文提出 的支持向量回归

的是ＲＯＵＧＥ［
３４

］

， 其利用ｎ －

ｇ ｒａｍ在生成的摘要和参考摘模型在ＷＥ －ＲＯＵＧＥ测评上的表现均优于 Ｓ ｕｍＢａ ｓ ｉｃ 。

要间的共现来判断摘要的质量 ， 以召 回率作为标准 ， 主在使用 回 归模型抽取摘要的结果 中 ， 通过加入引文上

要包括ＲＯＵＧＥ －Ｎ 、 ＲＯＵＧＥ －Ｌ
、
ＲＯＵＧＥ －Ｗ、 ＲＯＵＧＥ－ 下文的特征 ，

ＷＥ －ＲＯＵＧＥ的得分较Ｂａ ｓ
ｉ
ｃＳ ｕｍ分别提

ＳＵ四种评测标准 。升 １ ９． ３％ 、 ２６ ． ９％和２ ７ ． ６％ ， 较 ＴｅｘｔＲ ａｎ ｋ分别提升 ６ ． １％ 、

ＲＯＵＧＥ－Ｎ是基于ｎ－

ｇｒａｍ的 召回率 ， 即生成的摘要７ ．２％和 ８ ． ５％ ， 其中 基于引 文上下文的 ＴＦ －

ＩＤ Ｆ构建 的

． 与人工生成的摘要中共同 出现的ｎ －

ｇｒａｍ在人工生成摘特征增 幅最大 。 对两种特征综合考虑时 ， 其对应ＷＥ －

要之中所占的 比值 ， 计算公式 ：
ＲＯＵＧＥ 的评分最高 ， 这与特征分析的结果保持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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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即 引文上下文所包含的信息与文本摘要间存在较大的ｐ］
刘洋 ，崔雷 ？引文上下文在文献内容分析中的信息价值研究

［
ｊ

］
．图书情报

关联 。 值得关注的是 ， 相 比于只关注 图模型的Ｔｅｘ ｔＲ ａｎｋ１＾ ， ２０ １４， ５８ （６ ） ： １ ０１
－

１０４ ．

算法 ，
ＳＶＲ

算法综合考虑句子的 

Ｐ ａｇｅＲａｎ ｋ值 以及词频 ［
６

］
ＫＡＰＬＡＮＤ， Ｉ ＩＤＡＲ，ＴＯＫＵＮＡＧＡＴ ．Ａｕｔ

ｏｍａｔ ｉ
ｃ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ｃ ｉｔａｔ ｉ

ｏｎ

统计等其他信息 ， 但是在最终测评结果上 ，
ＳＶＲ的评分ｃｏｎ

ｔ
ｅｘ

ｔ
ｓ
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
ａ
ｐ
ｅｒｓｕｍｍ ａｒ

ｉ
ｚａ

ｔｉ
ｏｎ ：ａ ｃｏ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ｉ

ｎ ｂａ ｓｅｄ

要略低于Ｔｅｘ ｔＲ ａｎ ｋ
， 可能是 由于回 归模型的整体的训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
Ｃ

］
／／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

ｐ
ｏｎＴｅｘ ｔ

＆ Ｃ 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 ｌａｒ ｌ

ｙ

练并没能达到
一＇

个较好的效果 ， 还有改进空间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 ｓ ．Ａｓ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

ｐ
ｕｔ
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 ｉｎｇｕ ｉｓｔ ｉｃｓ

，
２〇〇９ ： ８８

－

９５ ．

［
７

］ ＢＡＸ ＥＮ ＤＡＬＥＰＢ ．Ｍａ ｃｈ ｉｎｅ
－

ｍａｄｅ ｉ ｎｄｅｘｆｏｒｔ ｅ ｃｈｎ ｉｃ ａ ｌ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 ｕｒｅ ：

＾ａｎｅｘ
ｐ
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

．

Ｉ ｂｍ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



１９ ５ ８ ，

２ （４）
： ３５４

－

３６ １．

本文通过对文本抽取的相关特征构建回 归模型来［
８

］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ＮＨＰ．Ｎｅｗ ｍｅ
ｔｈｏｄｓｉ

ｎ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
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

ｎ
ｇ ［

Ｊ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预测 句子得分 ， 在有序的句子列表中通过最大相关算ｔ ｈｅ ＡＣＭ
，
ｌ９６９， １ ６

（
２
）

： ２６４
－

２８５ －

法抽取句子生成摘要 。 相较于传统模型 ， 摘要 的质量有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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