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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识别
一基于段落的识别

ｕ

黄 永 陆 伟 程齐凯 桂思 思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
信息检 索与知识挖掘研究所 ，

武汉 ４３００７ ２ ）

摘要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识别是学 术文本章节层次 的 文本分类 问题
，
其本质就是 识别章节 的结构 功能 。 本

文将基于段落的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分为两个子 问题 ：段落位置识别及基 于段落投票 的章节结构 功能识别 。 在

自 动构建的大规模数据集上 的实验结果 表明 ，虽然基 于段落 的结构功 能识别 效果不 如基 于章 节整体 内 容 的识别 ，

但仍 然取得 了 不错的效果 。 本文结合实验结果着重分析 了 影响基于段落的识别效果 的两个重要 因 素 ：段 落长度及

章节中 段落数量
，
并在 最后 对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 的三个层 次做了 总结 ，指 出 了拟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和方 向 。

关键词结构功能 文本分类 文本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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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段落等 ，
不 同层 次结构单元反应不 同 内容 ，如

１引 言学术文献全文可 以反映文献主题思想 ，章节给出 文

献的方法或者结论 ，段落给 出论据或论证等
ｍ

。 学

学术文本 中存在不 同层次的结构单元 ，如全文 、 术文本的结构功能是对学术文献 的结构和章节功能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１０ 日

作者简介 ： 黄永 ，男 ，

１ ９９ １ 年 生 ， 武 汉 大学 信息 管理学 院
， 博 士 研究生 ，

主 要研究 方 向 ： 信 息 检索 、数 据挖 掘
，

Ｅ －

ｍａｉｌ
：

ｈｕａｎ
ｇｙ

ｎ
ｇ
＠

ｇ
ｍａｉ

ｌ ． ｃ ｏｍ 。 陆伟
，
男

，

１９７ ４ 年生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 ，

博士
，
副 院长

，
教授

，
主要 研究方向 ： 信息检索

、
知识管理 、

数据挖掘等
，

Ｅ －ｍａ ｉ Ｉ
：
ｗｅｉ

Ｉ
ｕ＠ｗｈｕ ． ｅｄｕ ．

ｃｍ
。 程齐凯 ，

男
，

１ ９８９ 年生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 ，

博士研究 生 ，
主要研究方 向 ： 信息 检

索 、数据挖掘 ，

Ｅ －ｍａｉ
ｌ ：

Ｃｈ ｅｎｇｑ
ｉ ｋａｉ０８０６＠ ｇ

ｍａｉ ｌ
．
ｃｏｍ 。 桂 思 思 ，女

，

１ ９ ９２ 年 生
，
武汉 大学信息 管 理学 院 ，博士 研究 生

，
主要研究方

向 ：用 户兴趣 、査询专指度 、信息检索 ，

Ｅ－

ｍａｉ ｌ
： 
Ｓ
ｇ
ｕｉ０２２ ９＠ｗｈｕ ． ｅｄ ｕ ．ｃｎ 。

１
） 本文系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面 向词 汇功能的学术文本语义识别与知识图谱构 建
”

（项 目 编号 ：

７ １４７３ １
８３

） ；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 目
“

面 向细粒度的网络信息检索模型及框架构建研究
”

（项 目 编号 ：
１０ＪＪＤ６３００ １４ ） 的研究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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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识别——基于段落的识别

的概括 ， 包括
“

引 言
”

、

“

相 关研 究
”

、

“

方 法
”

、

“

实及实验流程 ；
在第 四部分通过实验对 比分析 了基于

验
”

、

“

结论
”

五类标签 ，其 自 动识别是章节层次的分段落与基于章节的差异 ；最后一部分对本文进行总

类问题 ，根据不 同的结构单元 ，其 自 动识别主要分为结并且指 出 了结构功能识别的后续应用 。

三个层 次 ： 基 于章 节标题 、基于章 节 内 容 、基于段

落
［

２
］

。 笔者 曾 在章节标题 的层次使用序列标 注 的２ 才目关研究
思想完成结构功能 的 自 动识别 ，但是该 方法存在局

限性 ，如数据集构建困难 、对于含有未登录词的章节本部分主要从学术文本结构功能的语言学相关

识别效果较差等 ；
基于章节 内 容层次的结构功能识理论 以及其相关应用两方面进行调研 。 学术文本结

别克服了上述缺陷 ，它使用文本分类方法进行学术构功能是对学术文本 的内部结构在章节层次的描述

文本功能识别 ，并取得 了令人满意 的 实验效果
［

３
］

。与概 括 ，
相 较 于 语 言 学篇 章 体 裁 分 析 中 经 典 的

本文则是探讨学术文本结构功 能识别 的第 三个层ｉｍｒｄ ［

４
］

模型 ，结构功能加入 了
“

相关研究
”

，从而能

次 ： 基于段落的识别 ，并将其分为 以下两个子问题 ：够更加完整 的描述研究性论文结构和章节功能 。 语

（
１

） 段落位置识别 ：针对给定段落 ， 判断属 于何言学中语步分析 （ ｍｏ ｖｅａｎａ ｌ
ｙｓ ｉｓ ）

［
４

］

则是相对应 于段

种结构功能的章节 。 例如给定如下一段文字 ：落层次的研究 ，其主要内容是在论文结构 ＩＭＲＤ 下 ，

“

本文后 续 结构 如 下
： 第 二 部 分对相 关研 究进将章节内容分成多个语步 （ ｍｏ ｖｅ ） ，从而形成论文整

行 了 调 研
， 第 三部分对所提 出 的 方法进行 阐述

， 第 四体结构的概括 。 最初语步分析主要应用于论文写作

部分对数据集 的 构 建 、 实验 的设计 以及 最终 的 实验的指导中 ， 随后用于不同领域论文的结构分析 。 在不

结果进行 了 论述
，
最后 总结 工作

， 并对下一步 的研 究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分析模式
［

５
］

，并且在多个领域如

工作做 出展望 。

”

计算机
［

６
］

、
医学 ［

７
］

等都有实证研究 。 例如文献 ［
７

］对

段落位置识别的 目 的就是识别 出其应该属于具于不同的章节分为多个语步 （ 图 １ ） ，并且对语步在论

有
“

引 言
”

功能的章节 。文中的分布做了相关的统计分析 。 在他们的研究 中 ，

（ ２ ）基 于段落投票的 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 使用无论是结构还是语步的分析研究
一

般是在少量文本

投票法 ， 综合某章节 内所有段落的位置识别结果来（ １０
￣

５０ 篇 以 内 ）上进行 ，使用人工识别方法并没有

识别该章节的结构功能 。通过 自 动学习的手段进行大规模 的实验 ， 更多的应用

本文在 自 动构建的数据集上进行 了实验研究 ，于语言学的调研与论文写作的指导当 中 。

着重从段落长度 、章节中段落数量两个方面对识别通过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段落相互独立而又相

效果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 。 最终的实验结果表 明 ， 基互衔接的构成
一

个章节 ， 同
一

结构功能章节 中 的段

于段落的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效果虽然不如基于落具有不同的作用 ， 不同结构功能章节中段落功能

章节 内容的学术文本结构识 别 ，但仍然取得了不错构成不 同 。 因此通过文本分类方法判断段落属 于何

的效果 ，整体上是可行的 。种功能的章节 ，
根据段落识别断章节功能是可行的 ，

本文之后的 内 容安排如下 ：
在第二部分将语 言并且语言学 中语步分析对于对学术文本的理解研究

学理论及结构功能应用 的相关研究做简单梳理 ；第也极具启发意义 ，
如何更加细粒度的识别学术文本

三部分给 出 了本文提出 的基于段落识别的总体框架语义单元将是未来研究 的重要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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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语步分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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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位置识别 基于段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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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功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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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章节模型／文本分类



图 ２ 基于段落的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框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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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段落内 容的文本分类的流程图

除语言学领域之外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 ， 也有使容 的数据训练得到 的模型识别其结构功能 ， 将之作

用学术文本的 内部结构进行作弊论文的 自 动生成研为段落位置识别结果 ；②基于段落内 容的分类模型 ，

究例如 ｓｃｉ

ｇ
ｅｎ？ 。 其主要原理是从不 同结构功能 的即基于段落内容 以其所属章节 的结构功能为标签 ，

章节 中抽取通用词汇或者通用句子构成论文主体框将之转化为文本分类问 题 ，使用文本分类方法 （ 图

架 ，而论文的 主题词汇或者方法则是随机抽取生成 。 ３ ）进行模型训练和预测 ，其具体步骤如下 ：

在图 书科学领域 ，文章 内部结构最近逐渐获得重视（ １ ）数据 准备 ： 根据文章的 章节标题可 自 动 构

被用于文献计量
［ ８ ’ ９ ］

、 引文评价
［ １° ］

、 引文推荐
［ １ １ ’

１ ２ ］

、建学术文本结构功能 的 训练数据集
［
３

］

。 章节标题

引文功能识别
［

１ ３
］

等任务当 中 。可以认为是作者对于章节结构功能的 标注 ，
因 此本

文使用以下标题 （ 表 １ ）对文献 中 的章节进行筛选 ，

３框架及方法并将筛选得到 的章节标注为对应的结构功能 。

本文将基于段落的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分为


表以用章节标题筛选 结构功 能


两个子问题 ： 段落位置识别 、基于段落投票的章节结结 构功能


对应 的章节标题


构功能识别 （ 图 ２
） 。 其中段落位置识别主要使用基ｉ ｎｔ ｒｏｄ ｕｃ ｔｉ ｏｎ

于段落内容 的识别方法 ，章节功能识别可 以使用两相关研究ｒｅｌ
ａｔｅｄｗ ｏｒｋ

，ｌ ｉ
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种方法即 投票法 和基于章节模型
［

３
］ 两种方法 。 基



ＺＴ
—￣￣—

．



万法ｍ ｅｔｈｏｄ
，ｍｅ ｔｈｏｄｏ ｌｏ

ｇｙ ，
ｍｏｄｅ ｌ

于段落内 容和基于章节 的模 型都 是
一

种文本分类


；



实验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

，

ｒｅｓｕｌｔ
，ｄ ａｔａ

问题 。


ｃｏｎ ｃｌｕｓ ｉｏｎ
，ｃｏｎｃ ｌｕ ｓｉｏｎａｎ ｄｄ ｉｓｃｕ ｓｓ ｉｏｎ

，

３
．
１ 段落位置识别结论ｄ ｉｓｃ ｕｓｓ

ｉ
ｏｎ

段落位置识别是根据段落 内容识别 出其应属于

具有何种功能的章节 。 本文将之转换为文本分类问本文对 Ｓｄｅｎｃ ｅＤ ｉｒｅ ｃｔ 中 ２〇０ ０￣ ２〇 １ ３ 年 的计算

题
， 可有两种处理方式 ： ①基于章节 的分类模 型

［
３

］

，



即将段落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章节 ，使 用基 于章节 内① ｈ ｔｔ
ｐ
ｓ

：
／／

ｐ
ｄ ｏｓ ． ｃ ｓａｉ

ｌ
．ｍｉ ｔ ．ｅｄｕ／ａｒｃｈ ｉｖｅ／ ｓｃ ｉ

ｇ
ｅｎ／

—

５ ３２—



学术 文本的结构 功能识别
一－基于段落的识 别

机领域 １２８ 本期刊 ２６ 万篇论文全文按照上述规则类器进行二次分类 。

对论文 中的段落进行抽取 ， 构建了三个数据集 ：①段上述三种方法前两种根据章节位置识别结果使

落位置数据集 ：分别从每种结构功能的 段落 中抽取用朴素的投票规则 即票多者胜进行投票 ，第三种则

４００００个段落构建
一

个大小为 ２０ 万的平衡数据集 ，是根据识别结果训 练 出 新 的投票模 型 ，在之后的 实

该数据集作为段落位置识别数据集 ； ②章节功能数验将会验证三种方法的效果 。 段落位置识别是基于

据集 ： 每种结构功能的 章节 随机抽取 ５０００ 个 ，构建段落投票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的基础 ，前者识别效
一个大小为 ２５０００ 的章节功能数据集 ；

③基于段落果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后者 。

的章节功能数据集 ： 以段落为单位并与数据集②中

章节
一一对应

，
用于研究基于段落的 章节结构功能４￥＃

识别的效果 。

（
２

）特征选择 ：统计数据集 中所有的词汇 ， 使用４ ． １ 段落位置识别

信息增益
［

１ ４
］ 方法进行词汇特征选择 ，

然后选择信息

增益值最大的时词汇作为 词汇特征 。 ＃ 从 区 ＿

［
１ ０００

，
４２０００

］ 中 以 １０００ 为 间 隔进行 取值 ，根据分
财法 ：基于章节的分类模型和基于段落 内 容的分

类模型 ，
因此本文分别使用上述两种方法做 了两组

（ ３ ）特征抽取 ：
对 于信息增益值最 大的 ＃ 个词^

汇 ，在训练数据集中抽取词汇频轉为特征值 。⑴使 用数据集①进行 基于段落 内 容 的 文本

（
４

）模型训练 ：
由 于文本分类的特征维度高 ，

训＾ｍ 〇

^

练数据大 ，齡 ＳＶＭ 可 以克服鎌点 ， 且分类縣⑵使脈難②进行觀麵 ， 将每－个段

与其 他 核 函 数 的 ＳＶＭ 相差 不 大 ， 所 以 本 文使 肖
雜为是—个独立的料 ， 使臟于韩的分类模

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 作 为分类 器 。
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 是从 由 Ｌｉｎ

型对段落所属位置进行识别 。

等开发
［

１ ５
］

的 ＬＩＢＳＶＭ 独立 出 来的用于 文本分类的上述两组实验按照上
一节文本分类的流程进行

＾ｔｔ ＳＶＭ文本分类实验 。 在两组实验特征选择 中
，
不同 的信

（
５

）模型测试 ：在训练数据训 练得到模型之后 ，

息增益最大 ＃个词汇取得的分类效果如图 ４ 所示 。

在测试数据上进行测试 。 本文使用 ５ 折交叉检验进从图 ４ 可 以看 出 ，两组实验随着 ＃ 值 的增大 ，

行模型 的测 试 ，使 用准确 率 预测 正确数／预测 识别准确率在不断提升 ，但是在 ３〇〇 〇 之后变化

数 ） 、召 回率 《
（ 正确数／所有应该正确数 ）及 Ｆ １

［
２＊幅度较小 ， 因此本文中 ， 两组实验都是用信息增益最

Ｐ＊ ／？／
（
／

＞

＋ ／〇 ］值作为评价指标 。大的 ３０ ００ 个词作为特征进行模型 的训练 ，并且在数

据集①上进行五折交叉检验 ，
得到 以下结果 ，

如表 ２

３ ． ２ 基于段落投票 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基于段落的章节功能识别是根据章节中所有段从表 ２ 可 以看 出 ，使用基于段落 内容 的分类模

落 的位置识别结果 ， 使用投票法进行章节功能的识型识别效果 比基于章节 的分类模 型效果好 ；
从效果

别 。 本文使用 以下几种投票法
［

１ ６
］

进行基于段落 的上来看 ，
识别准确率 、召 回率均在 ６５％ 左右 。 从各

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种结构功能来看 ，
实验功能区的 的效果最好 ，准确率

（
１

）计数法 ： 对于整个章节 中每个 自 然段对 章达到 ７〇％
，结论及相关研究的 效果次之 ， 引 言效果

节 的结构功能进行投票 ，票数多 的结构功能 为该章最差 。 在引言功能中 的段落 的作用是提 出 问题 ，描

节的结构功能 。述方法 ，给 出 结论等 ， 与后文章 节 内 容有一定 的 重

（
２

）加权法 ：
在计数法的基础上 ，

根据段落的长复 ，导致在基于段落层次的分类 ， 引言功能识别效果

度对每个 自 然段 的长度进行加权 ，

一

个段落的长度较差 ；方法 、实验 、结论与其他功能章节重复度较低 ，

越长其权重越大 。 本文使用 ｌｏｇ对段落的长度进行因此效果较好 。

平滑处理 。本文基于段落 内容的分类模型的分类结果进行

（
３

） 二次分类 ： 对于章节 内 的段 落投票不直接统计 （表 ３
） ，表格的每

一

行表示
一

种结构功能被识

进行数值上 的判断 ，而是 以每一种结构功能作为一 别为五种功能的 比例 。 可以从表 中看出 ，
引 言功能

维特征 ，其所得票数的归
一化值作为特征值 ，使用分的段落主要被错分为相关研究 、结论 ， 比例分别为

—

５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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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 ６ １ ％ 和 １７ ． ６６％
；
相关研 究主要 被错分 为 引 言 、 节内容 的识别结论一致

［

３
］

。

方法 、结论 ， 比例分别为 ！ 〇 ＿ ３ ５ ％
、
７ ．８ ８ ％ 和 ７ ． ６７％

；

４ ．２ 基于段落投票 的章节结构 功能识别
方法主碰错分力实验 ， 比例为 １ ５ ．２２％

；实验錢

被错分为方法 ，
比例为 １ ５ ． ７３ ％

；结论主要被错分为在上
一

节最优实验结果组的基础上 ，
在数据集

引言 、相关研究 ，
比例分别为 ９ ． ３２％ 和 ８ ．１ ４％ 。 由③上分别使用计数法 、加权法 以及二次分类法进行

上所基于段落 内容 的段落位置识别结果分析可 知 ：基于段落投票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实验 （实验三至

引言 、相关研 究 、 结论三种结构功 能更容 易 相互错实验五 ） ，并 以 基于章节 内容 的 结构 功能识别
［

３
］

作

分 ，实验及方法两者之间更容易错分 。 这与 基于章为对比实验 （实验六 ） 。

０ ．９

０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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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特征选择 中不 同的 ｉＶ 值的 分类效 果

表 ２ 基于段落识别 和 基于章节模型识别 的 对 比实 验结 果

实验一实验二

ＰＲＦ ＼ＰＲＦ Ｉ

引言０ ． ６ １４ ５０ ． ４７６ ５０
．

５ ３６７０ ． ３ ６０６０ ． ５７５ ８０ ． ４４ ３５

相关研 究０ ． ６３３ ８０ ． ７０７ ４０ ． ６６８ ６０ ． ５ ８
１
３０ ． ６０７ ５０ ． ５９４ １

方法０ ． ６３５ ３０
． ６５ ２９０ ． ６４４００ ． ６ ６５００ ． ５３ ３８０ ． ５９ ２２

实验０ ． ７０７ ６０ ． ７０ ２９０ ． ７０５ ２０ ． ６ ０４４０ ． ６６ ３６０ ． ６３ ２６

结论０ ． ６ ５ ５７０ ． ７ １ ２９０ ． ６８３ １ ０ ． ７ ２０９０ ． ５７ ２００ ． ６ ３７９

整体０ ． ６４ ９４０ ． ６５ ０５０ ． ６５０ ００ ． ５８６４０ ． ５９ ０５０ ． ５ ８８５

注 ：表中结果较好 的指标 已加黑

—

５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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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段落位置识别错分表

引言相关研究方法实验结论总计

引 言４ ７ ． ６５％ ２ １
．
６ １％ ９ ． ３ ６％３ ． ７ ３％１ ７ ． ６ ６％１００％

相关研究１ ０ ． ３５％７ ０ ． ７ ４％ ７
．
８ ８％３ ． ３ ６％７ ． ６７ ％１００％

方法６ ． ７ ８％６ ． ９ ９％６ ５ ． ２９％１ ５ ． ２２％５ ． ７ １％１００％

实验３ ． ４５％４ ． １ ３％１ ５ ． ７ ３％７ ０
． ２９％６ ． ４０％ １００ ％

结论９
． ３ ２％８ ． １４％４ ． ５ ２％６ ． ７ ４％７ １ ． ３ ０％１ ００ ％

总计７ ７ ． ５４％１ １ １ ． ６ １ ％ １０２ ． ７７％ ９９ ． ３５％１０８ ． ７３％５００％

表 ４ 三种方法实验结果

实验设 置引 言相关研究方法实验结论整体

Ｐ０ ． ７４０７０． ８ ６１００ ． ６ ８４９０ ． ９２５９０ ． ７９４００ ． ８０ １３

实验 三Ｒ０ ． ６９Ｓ８０． ６ ９０２０ ． ９ ４４００ ． ８２ ２８０． ７８７ ６０ ． ７８８１

Ｆ １０ ．
７ １７５０

．
７ ６６ ２０ ． ７ ９３ ８０ ． ８７ １３０ ．

７９０８０ ． ７９４７

Ｐ０ ．
７７０９０ ． ８３５ ７０ ． ７ ００９０ ． ８ ９３ １０ ．

７４５４０ ． ７ ８９２

实验 四Ｒ０． ５ ９０ ８０ ． ７１６００ ． ９ ３３８０ ． ８４９４０ ． ８１５２０ ． ７ ８１ ０

打０
．
６６８９０ ． ７７１２０ ．

８００８０ ． ８７ ０７０ ． ７７ ８８０ ． ７ ８５ １

尸０ ． ６５ ０００ ．
４９７７０ ． ７ ３９９０ ．

５６ ５７０
．
８８ ５９０ ． ６ ６７８

实验五Ｒ０
．
４５ ２ ８０ ． ９４０００ ． １ １ ３ ８０

．
８４６ ８０

． ６７ ７００
． ６０６ １

Ｆ１０
．

５３ ３８０
．
６５０８０ ． １ ９７３０

． ６７８３０
．
７６ ７５０ ． ６ ３７０

Ｐ０ ． ８ １ ３８０． ８６ １ ９０ ． ８ ５０００ ． ９ １ ６３０ ． ８９ ９００ ．
８ ６８２

１

实验六Ｒ０ ． ８ ３３２０
． ８６２ ２０ ． ８９７６０ ． ９ ０４６０ ． ８３ ８４０ ． ８ ６７２

Ｆ Ｉ０ ． ８２ ３４０
．
８６２ ００ ． ８７３ ２０ ． ９ １ ０４０ ． ８６ ７６０ ． ８ ６７７

注 ： 已加粗较好的 实验结果 ，不包括实验六

由 表 ３ 中实验三至实验五可 以看 出
，
三种投票分为方法 ；

相关研究 的识别准确率 ８６％ 而召 回 率为

方法中计数法 和加权法 的识别效果好于二次分类６９％
，实验识别准确率为 ９２％

， 召 回率 ８２％
， 召 回率

法 。 计数法和加权法识别效果相近 ，但从总体来看 ， 低于准确率说明相关研究 、实验容易被错分为其他

计数法效果更好 。 数据集 中每种结构功能的章节所功能 。 为进
一

步研究结构功能之 间的错分关系 ，
对

包含的段落个数较多 （ 图 ５ 右 ） ， 从而使得单纯使用实验三结果进行统计得到错分表如表 ５ 所示 。

计数法进行投票取得 了较好识别效果 ， 其准确率为从整体来看 ，识别结果 中方法 比例为 １ ３７％
，分

８０％
， 召 回率为 ７ ８ ＿ ８ １ ％

，
打 值为 ７９ ． ４７％ 。 从识别别由 其他 四种 功能 错 分 比 例 为 ９

．
３ ８％

、
１ １

．
５％

、

准确率上来看 ，
基于段落投票 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１ ５ ． ２０％ 、７ ． ３６％

，
而方法分为其他功能的 比例较少 ，

法是整体上是可行 的 。 但与实验六对 比而言 ，
识别说明其他功能更容易错分为方法 。 从各结构功能来

效果仍然不如基于章节 内容的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看 ， 引言主要错分为相关研究 、方法 、结论 ；
相关研究

别
［

３
］

，其主要原 因 还是 受 限于段落位 置识别 的 效错分为引言和方法 ；实验主要错分为方法 ；结论错分

果 。 其 中相关研究 、方法 、实验的召 回率与准确率差为引言和方法 。 引言 、结论更容易相互错分 ，其他功

异较大 ：方法 的 识别准 确率 只有 ６８ ％ 而 召 回 率为能错分为方法 ，这与基于章节 内容的识别结论
［

３
］

稍

９４％
， 召 回率远高于准确率说 明其他功能容易被误有差异 。

—

５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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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实验三 结果错分表

引 言相关研 究方法实验结论总计

引 言６ ９ ． ５８％８ ． ０４％９ ． ３ ８％０ ． ７０％
１
２ ． ３０％１ ００ ． ０ ０％

相关研 究丨 ２ ． ８０％６９ ． ０２％１ １
． ５０％０ ． ９ ８％５ ． ７０％１ ００ ． ０ ０％

方法１
． ６ ８％０ ． ５２％９４ ． ４０％２ ． ５０％０ ． ９ ０％１ ００ ． ００％

实验０ ． ８０％０ ． １ ８％１ ５ ． ２ ０％８２ ． ２ ８％ １
． ５４ ％１ ００ ． ００％

结论９ ． ０ ８％２ ． ４０％７ ． ３ ６％２ ． ４ ０％７ ８ ． ７ ６％１ ００ ． ００％

总计９ ３ ． ９４％８０ ．

１ ６％１ ３ ７ ． ８４％８８ ． ８６％９ ９ ． ２０ ％５ ００ ． ００％

１ ２０ ０
「１ １ ２２園段落

１
６１ ５

１ 〇２４■ 章节
￣̄

１
０００

－

■■
１ ４

， ９

＿？Ｒ３７８２ １ ２
－＿＿

８°

＝＿＿ｉ國 １ ０
－－９

Ｉ

圍 園 Ｉ 園＼６ｎ
：

ｎ
４００＿ Ｉ

－■６
 ［

̄

２２０ｍ４
－

ｍ

２００
－

丨 丨 ５＿ｗｏｒｎｇ ］■ ９０■９９
國９ ９

＿＾
２

。
画 ．

ｎ＿□画 ， 口驪 ， ｒｉＢｒ ＼ｕ ，

０ 丨 １ＬＪＭＵ ，ＣＩ １，Ｌ．

．

引言 相关研究 方法实验结论平均引言 相关研究 方法 实验 结论 平均

图 ５ 数据集②和③中段落和 章节的 长度 差 异及各结构 功 能章节段落 平 均 个数

＝■ ■ ■ ■ ■ ＿画 國Ｍ
＿

８°％

ＩＩＩ
■

７０％ 國
＿

＿＿ｅ
＇ｇ；

＇

５。％＿
４０％

：：
１＂

ｉ｜ＩＩ＾｜．

ｉ ｕ％

＿ｉｉＩｔ議ｓ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 ０

， 引言 纖相关工作 ？方法 实验 凝结论

图 ６ 不 同 结构功能章节 中段落个数分布

， ，
的个数 ） 较短 ， 能够提供 的分类线索十 分有限 ，

从而
４３讨论＇

导致段落位置识别效率较低 。 如 图 ６ 所示 ， 段落平

从上述两小节可 以看 出 ， 段落位置识别整体准均长度只有 ９９
，而章节平均长度为 ７８２

，段落的平均

确率为 ６ ５％
， 其效果高于基于章 节训 练的 模型 ；

基长度大概是章节平均长度 的 １ ／８
，

一个章 节平 均包

于段落位置投票的章节结构功 能识别法的准确 率达含 ９ 个段落 。 段落 长 度 与章节长度具有较大差异 ，

到 了８０％ ，但是整体效果仍低 于基于章节 内容的结因此直接使用基于章节的分类模型进行段落位置识

构功能识别 。别效果较差 。 从第二部分可知 ， 段落在 同一结构功

基于段落位置投票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的效果能 的章节 中 的作用不 同 ，且不 同功能章节 中 的 段落

依赖于段落位置识别效果 ， 而段 落的 长度 （ 包含词构成也不同 。 不 同章节 中 的段落对于章节功能 的作
—

５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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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相关工作 。

，一方法实验 《ｒｓｒ＊结论

１ ．２

１
＇

… ．

° ． ４ｚ
，
’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图 ７ 基于 段落投 票 的结构 功 能识别 准确 率与 段落个数折线 图

用是相互独立 的
，
仅仅使用词汇特征难 以 描述段落章节内 容 的结构功能识 别效果 ， 但是本文所提方法

的作用 ， 因此基于词汇特征 的段落位置识别 的效果仍然是可用 的 。

并不是特别 的理想 。从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的提出 到 自 动识别 的三

同样基于段落投票的章节结构功能识别法 因受个层次
，
笔者希望通过对学术文本 的不 同层次的结

限于段落位置识别效果 ， 其学术文本功能识别效果构单元用于结构功能识别 的探索 ，
以期找到 最有效

不如基于章节 内容的 结构功能识别 ， 其识别准 确 率的结构功能识别方法 ，
并且使之能够应用于其他的

受到章节 中段落个数的影 响 。 如 图 ７ 给 出数据集 中学术文本挖掘研究 中 。 从 目 前 的研究来看 ，基于章

各结构功能章节 中段落个数的 比例 （ 如果章节段落节标题 的识別方法更简单方便 ，但是容易受到 数据

个数超过 １ ０ 个按计算 ） 。 其 中 可 以 看 出 具 有
“

结集 的影响
；
基于章节 内 容识别则在具有较高 的准确

论
”

功能章节 的数量 随着其包含段落个数增 多而不率同时具有更强 的适用性 。

断降低 ，具有其他结构 功 能的章 节 中段落个数分布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是从更深层次或者偏重于

较为 均匀
； 而从图 ６ 可 以看出 随着段落个数的增多 ，语义 的角度去理解学术文本 的结构 ，

可将不 同 的学
“

总结
”

功能 的章节识别准 确 率随之降低 ，
而其他结术文本 的结构框架进行统

一

，
从而可应用于更多 的

构功能识别 准确率则 是不断提高 。 在
“

总结
”

功 能学术文本挖掘研究 中 。 学术文本结构功能在未来的

的章节 中段落长度较 长
，
因此训 练得到模型对 于长应用包括 ：

基于学术文本结构功能层次 的学术文献

段落识别 准确率较高 ， 也 因此
“

总结
”

功能章节在段的计量 ，例如基于结构功能 的 引文分布 、
加入结构功

落数 目 比较少时准确率较高 。 其他功能的章节在各能 的引 文网络等 ， 结构功能为文献计量提供 了新的

个段落长度分布 比较均匀 ，从 而使得训 练得到 的模角度去理解文本
；
融入学术文本功 能结构的学术文

型对 于各种 长度 的段落识别准 确率相近 ， 在识别 准本检索
；
学术文本中 词汇权重计算 ，

一个词汇在不 同

确率相近的情况下 ，段落数量越多 ，
基于段落投票 的结构功 能章节 中 出 现权重应该有所不 同

；
除应用于

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的准确率越 高 。上述研究 问题 ， 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 ，结构功能框架在

移动阅读 中更具有应用价值 ， 如学术文献的导航 、推

６总 结荐等 。 完成学术文本结构功 能识别之后 ， 如何进一

步应用将是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 。

本文从段落层次对学术文本结构功能识别进行

研究 ， 研究可分为段落位置识别及基于段落投票 的＃＃？

章节结构功能识别 。 在本文构建的数据集上的实验［ ｌ
ｊＬｅ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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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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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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