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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引用关系的引文内容标注框架研究

陆伟孟睿刘兴帮

摘要引文内容分析能够帮助揭示文献引用关系的深层语义内涵。本文梳理了目前已有的引文内容标注体

系，归纳出构建引文分类体系的三个主要维度，即引文功能。引文重要性，情感倾向。以支持文献引用关系分析为

目标。针对引文内容分析设计出一个引文内容标注框架，其中包括揭示引文关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标注体系。

描述被引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以及记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系。具体的标注实验体

现了该标注框架的可用性。图1。表6。参考文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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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言

引文在科研文献中十分普遍．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作者在撰写的论文中引用他人的研究

成果，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该成果的重视和兴

趣。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融入了他

人的思想和方法⋯。鉴于引文的重要价值．相

关的理论和应用得到广泛研究，其中一个重要

方向是通过引文来度量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

力．如文献被引频次及由其衍生的H指数【2】、期

刊影响因子[3)等是目前主要的学术影响力评价

工具。传统的引文分析将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引

用关系抽象为简单平等的线性关系，通过一篇

文章被引用的频次来表示该文章学术影响力的

高低。借助于这种对文献之间关系的简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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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大规模的文献引用网络构建和文献评价成

为可能。其实，作者在撰写文章过程中引用参

考文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统的引文分析方

法只能告诉读者哪两篇文章之间具有引用关

系．不能说明被引成果对于施引文献的具体贡

献以及重要性，这种对引用关系的简化处理无

法展示科研文献网络的真实情景。

事实上，引文不仅仅为相关文献建立了联

系．通过深入分析引文的上下文内容可以从语

义角度对文献间的引用关系进行理解。结合定

性和定量方法对引文内容进行研究．描绘出施

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具体的情境关系．可以

弥补传统引文分析中忽视引文语义细节的不

足[4]。这些语义细节包括被引文献对于施引文

献的作用、作者引用时的情感倾向等。大量基

于引文内容的研究工作陆续开展。如Small[5】

评估了使用文献被引数量评价其学术影响力的

可靠性。OppeIl}Ieim和Renn【6j、Mccain和Tum．

er[7]等结合引文内容研究了高被引文献所具有

的被引特征。H锄ney等(8】利用引文分类评估卫

生领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包括对这些成果在

跨代引用过程中的影响力演变进行跟踪。利用

引文内容还可以对引文索引技术进行改进。

e蕊eld[9]对作者的引用意图进行归类，探讨引
文索引自动化构建的可行性。类似的，“petz[10]

和Finney[1¨通过引用分类提高引文索引中文献

之间的区分度。

在引文自动化处理方面，谷歌学术、中国知

网等已有文献检索系统普遍只是对文章中的参

考文献进行抽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由单一引

用关系组成的引文网络．缺乏语义层面的引文

关系分析。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

的成熟，从大量科研文本中自动化抽取语义信

息成为可能，诸多学者在引文功能分类[12’1“、引

文情感识别[15。1“、引文上下文抽取[17]等方面取

得了初步成果，为实现更深层次的科研文献语

义信息抽取提供了良好基础。

为更好地支持文献语义关系挖掘．将自然

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技术引入引文内容分析。需

要一个系统的引文内容标注框架。本文通过对

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梳理。总结了目前

引文内容分析研究中标注体系的优势和不足，

认为已有分类体系缺乏对被引文献重要性及引

用对象的重视。本文针对上述两点不足提出了

一套引文内容标注框架：一方面结合参考文献

对施引文献的重要性．对以往相对独立的功能

类目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在框架中加入对引用

对象及其类型的标注。同时本文利用提出的框

架进行了初步的标注实验，验证了引文内容标

注框架的可用性。

1相关研究

引文在科研文献中十分普遍，体现了后来

研究者对先前研究者成果的借鉴和认可。也为

文献和文献之间建立了一条知识传递的纽带。

传统的引文分析往往将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引用

关系简化为平等的线性关系。通过文章的被引

数量来度量学术成果的影响力。然而随着研究

的深入，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受到一些学者的

质疑【l””】：评价学术成果影响力不能单纯依靠

文章被引数量这种简单的定量指标，简化的引

文关系无法表现引用行为中的复杂意义。学者

开始尝试结合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深入

到引文内容以解决上述问题【5’悖]。引文内容分

析，即基于引用句及其上下文内容对引文的性

质进行分析，它通过引文内容的语法和语义特

征，将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支持的作用和程度

进行区分。深入探讨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

的语义关联，进而揭示引文行为的本质。

由于引文内容的形态和特征各异．因此在

实施引文内容分析之前。需要有针对性地制订

一个引文分类体系，然后按照引文的对应特征

对引文进行归类和分析。国外相关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1965年。Ga_rfield【9】提出了15种

作者的引用动机，以探讨构建自动化引文索引

的可行性。Upetz(1训定义了4组(施引文献的原

创贡献、非原创贡献、一致性关系、施引文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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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文献的情感)共29项特征，以提高学术引

文索引中不同文献的区分度。Finney[11]也以此

为研究出发点。结合特征词和引文位置两个主

要特征，设计了一个7类的分类体系。

Herhch[加]创建了一个分类体系试图描述文献

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并发现如果一篇参考文

献在文章中被多次提及则体现了其对原文具有

较高的重要性。Fr∞t[21]对参考文献的来源和情

感倾向进行组合分类。研究作者的引用行为是

否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0ppenheim和Renn[6]

为研究高被引文献被引用的原因，定义了一个

包含7个类别的分类体系。包含背景、描述、对

比、否定等类别，相比先前的体系更加清晰可

用。Spiegel．R擒ing[冽研究了文献中引文的功能

分布，构建的13类分类体系具有良好的操作性。

Momvcsik和M啪ges蛐["1尝试比较不同参考文
献的质量，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选择的标注体

系，很好地增强了标注者的判断力。Chubin和

Moi缸Ⅲ1将Mor吖csik和地删ges蛐的方案合并

为6个类目，将这6个类目按照从肯定到否定、

从本质到补充、从基本到附属的角度进行了组

织。总体而言，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提出

了不同的分类体系，但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主要问题如S釉le8汹】指出。“大多数分类标注体

系的跨领域适用性较差．并且需要标注者具备

一定领域知识才能掌握”。zh跏g等[4]构建了一

个引文内容分析框架，试图解决目前引文分析

研究中数值特征、语言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

研究之间分离的现状，为进一步引文分析研究

提供了良好基础。

尽管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引文内容对传统引

文分析进行拓展，然而耗时的手工标注、格式

化数据获取困难等问题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和

应用。如今，随着文献存储和检索技术的长足

进步，学者开始尝试从自动化角度对引文内容

进行研究。G崛one【12川较早尝试运用自动化

技术对引文功能进行分类。列出35个类别并手

工设定对应的规则，但该方法难以达到很好的

召回率。Nanba和Okumum【"】设定了一个只有

3类(基于、对比、其他)的简单体系以提高分类

的准确性。Teufel[I气281修改了Spiegel．

R6sing【22]的分类体系，并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改

善引文功能分类的效果。RadoIllov[14]修改了

Ga忍one的分类方案。同时在体系中加人了引

用对象的类型标注。此外，10rio等[29]结合本

体概念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引文分类体系。

xu等”0】创新性地将引文网络性质作为特征

以期提高引文分类的准确度。除去引文功能

分类之外。针对引文内容的自动化研究还包

括自动摘要【31。3”，信息检索Ⅲ。引，引文上下

文识别【17．3"等方面。运用自动化技术对引文

内容进行分析得到广泛认可。也将有更多相

关成果出现。

国内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深入引文内

容研究引文的相关性质。崔红[柚】概括了11种

引用动机，通过直接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对

科研学者的引文动机进行聚类分析。叶继元

等【4¨对负面引用现象进行了研究。陈晓丽[捌

对引文的引用方式、内容类型以及引用力度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后来研究者制定引文

分类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支持。赵青[43]从引用

性质和引用深度两个角度对引文行为进行定

性分析，引用性质体现作者的引用情感．引用

深度体现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研究工作之间

相关性的高低。文献评价方面，胡志刚等⋯]以

被引文献在文章中出现的引用次数作评价指

标，显示出一定的应用价值，刘盛博等[451利用

引文分类改进了传统的引文评价机制。此外．

祝清松等㈤】对目前引文内容分析工作进行了

综述。

2引文内容标注框架设计

zh柚g等[4】在研究中指出，实施引文内容分

析的主要步骤是：首先对科研文献中的引文上

下文内容进行识别和提取，其次需要制订一个

支持进一步分析的标注体系。然而制订一个综

合全面而不琐碎复杂的标注体系并非易事。一

2014年1 1月 Novemb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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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分类合理且能够全面表示引文特征的标

注框架尤为重要．本文对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引

文分类体系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按照其分类

所依据的维度，将已有体系归为四类。

(1)引文功能

体现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中的作用、功能．

是最为主要的分类维度。代表成果有oppenheim

和Renn㈤、Spiegel．R捌ng【221、Momvcsik和Mumg-

es肌㈦1等人的研究。

(2)引文重要性(引文质量)

体现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重要性。代表

体系有caTlo[1蚍(定义4个重要性等级：本质、核

心、有限、外围)、M0ed【471(3个期刊间引用影响

力等级)、wanml(5个参考文献重要性等级)等

人的研究。

(3)情感倾向

体现施引作者对被引文献成果的情感倾

向。代表成果有Atllar[1副(4类情感分类：积极、

消极、中立、无关)的研究。

(4)引用动机

体现施引作者引用时的具体动机。代表成

果有Bmoks(491(7个引用目的)、Vinkler[∞1(分为

专业动机和关系动机)等人的研究。

除了单一针对其中某一个维度进行分类设

计之外．部分研究还将这四个维度进行一定程

度上的融合，如Te山l[13瑚1在其体系中将情感倾

向与引文功能进行融合。还有部分体系按照被

引文献的文献类型、文献来源、引文出现位置等

维度进行划分。本文认为这些维度更多体现的

是引文的客观属性，故未加入讨论。更多关于

引文标注体系的信息可以参见Liu”“、Bommarul

和D明iel[52]的综述成果。

先前引文内容标注体系关注的四个维度

中．引文动机倾向于从施引作者的主观视角进

行研究。与本文所关心的研究方向并不一致。

其余三个划分维度从抽象层面分析被引文献与

施引文献的联系，均揭示了引文关系的重要性，

也是本文进行框架设计的主要方向。本文很大

程度上受到small[53]成果的启发，认为引用对象

总第四十卷第二一四期V乱40 No．214

对于引文分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

的成果中很少有针对引用对象的自动化研究。

此外为支持进一步的自动化分析。引文内容的

客观特征属性也需要进行标注。基于上述考

虑，本文提出一个全面支持引文内容分析的引

文内容标注框架。主要包括：①一个揭示引文关

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体系；②一个描述被引

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③一个记

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系。

2．1引文分类标注体系

在对已有引文分类体系的整理中，本文总

结出对引文进行分类的三个主要维度：引文功

能、引文重要性以及引用情感倾向。在这三个

划分维度中。引文功能直观体现了参考文献在

施引文献中的作用，因而在大多数分类体系中

处于核心位置。引用情感倾向也是学者较为关

心的维度，直接体现了作者对于被引文献工作

正面或负面的情感态度。由于科研文献中语言

风格多为客观中立(Atll盯[15]在引文情感数据集

构建过程中发现只有14％的引文内容中表达了

情感倾向)。除去少数按照传统情感识别思路研

究引文情感的成果‘15q6，543之外，也有作者[地45]

将对施引文献有支持作用的重要引用列为“正

向”引用，这种融合不同维度的方法提供了很好

的思路。

引文重要性衡量一篇参考文献对于其施引

文献智力支持程度的大小．能够帮助读者了解

哪些被引成果在作者的研究中贡献了重要作

用。但是引文的重要性大小难以界定，往往依

赖标注者的主观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引文重

要性的高低与引文功能的分布体现了较高的相

关性[8’19]，这启发本文尝试将这两个维度进行

结合。引文功能本身也能够体现参考文献对于

原文工作支持程度的大小，例如，属于“基于”功

能的文献比“相关研究”功能的文献对原文具有

更高的重要性。将引文功能与引文重要性相结

合。一方面通过标注功能减少单纯对重要性进

行标注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根据重要性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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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功能进行排序．从而突出文章中最核心

的若干参考文献。

按照上述设计思路，本文制订了一个结合

引文重要性的功能分类体系(见表1)，以及一个

独立的作者引用情感倾向分类体系。本文参考

先前工作中的类目设计并在试标注中进行调

整，最终确定了15个功能分类类目。本文之所

以设计一个较小粒度的功能体系，是希望展现

一个深入全面的引文情景．而非为增强自动识

别的准确率而在设计粒度上进行折中。

表l结合引文重要性的引文功能分类体系

熏要程度 功能类茸 描逮

非常重要 基于 施引文献工作以参考文献为起点
，

启发 施引文献的研究受到被引文献的启发

拓展 施引文献拓展或者修改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重要

使用 施引文献使用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详细引用 施引文献详细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比较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形成了对比

一般 相似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内容近似

肯定 施引文献肯定被引文献中的工作

相关研究 介绍与施引文献工作相关的其他研究

简单引用 简单地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具体内容

不重要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对两个或多个被引文献的工作进行比较

未来工作 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进一步工作有所启示

拓展阅读 通过查看参考文献以了解更多信息

历史背景 与施引文献工作有关的历史信息
非常不重要

无关引用 与施引文献工作不相关的引用

waJl和IJiu㈤1在工作中设定了5个引文重

要性等级，并规定了对应等级的特征。本文在

对引文功能的重要性进行设定时参考了此划分

标准，将15个功能类别按照相对重要性大小划

分为5个等级。该划分方法虽然不能严格地反

映作者对参考文献重要性的衡量，但是十分直

观地区分出不同参考文献对于原文工作支持程

度的大小。重要性划分的主要依据如下。

(1)非常重要

“基于”功能说明被引文献构成了施引文献

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施引文献具有不

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而“基于”功能对应于最

高的重要性等级。

(2)重要

“启发”、“拓展”等引文功能表现出施引文

献在观点、研究思路等方面参考了被引文献的

成果。“使用”功能则表明施引工作使用了被引

文献中的方法、工具。“详细引用”往往是对上

述几种引用的具体阐述。这些工作促进了施引

文献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3)一般

“比较”和“相似”功能。通过对比来展现被

2014年1 1月 Novemb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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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工作与施引工作之间的异同，从侧面体现原

文研究的特点。“肯定”则是通过引用被引文献

的研究结论直接支持施引工作。在论证过程

中．这三类引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施引工作，

但重要程度不及之前的四类引用。

(4)不重要

对于“相关研究”、“简单引用”、“相关工作

之间比较”、“未来工作”、“拓展阅读”等五类功

能的引文，虽然这些工作与施引文献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但施引文献往往只会对其工作进行

简略描述，其在文中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文章核

心的论述，因而只具备较低的重要性。

(5)非常不重要

“历史背景”和“无关提及”两类功能的引

文．一般是作者出于行文需要，通过引用对应

的参考文献以引入要讨论的主题。这些被引

工作与施引工作的相关性十分有限。删除它们

并不会影响原文工作的完整性。

对于引用情感倾向分类的设计．本文没有

改动，还是沿用传统的“正向”、“负向”及“中

立”分类方法。情感倾向的标注相对次要，但

具有情感倾向的引文内容仍具有重要研究价

值。本文只对作者明确在内容中表现出赞扬

或者否定情感的引文进行标注，其余均默认标

注为“中立”。

2．2引用对象标注体系

引用对象．是指作者在引用文献时提及成

果中的具体内容对象。引文功能解释了作者

“为什么”引用被引文献．而引文对象则表明作

者具体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什么”。SmaⅡ[5纠

认为学者的引用行为将概念符号与对应的参考

文献建立了联系．他研究了24l篇化学论文，发

现93％的文章使用相同的概念符号来表达参考

文献中的工作。small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

实：研究者倾向于用一致的“概念符号”来描述

前人的工作。这启示我们可以将引用对象看作

被引工作的“链接”，识别出这些具体的对象可

以更好地改进学术本体构建和引文上下文范围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四期V01．40．No 214

识别的效果。

一些引文体系在功能中区分了不同的引用

对象，如在Ga忍∞e[121的体系中“使用”对应了5

种对象类型(工具、公式、方法、条件、结果分析

方法)，这使体系变得复杂庞大。Radoulov[14】注

意到类似不足．将引文对象抽取为单独的标注

条目。设计了9种引用对象类型。但其目的仅仅

是改进G眦one的分类体系．并没有考虑到对具

体引用对象的研究。本文参考并改进了

Radoulov的方案．设计了一个包含11个类型的

引文对象分类体系(见表2)。在标注过程中不

仅要求标注者标注出引用对象的类型，还需要

标注出具体的被引用对象名称。以进一步研究

这种“符号化”现象的性质。

表2引用对象类型及描述

瓒繁类型 。；
i 、描述。

引用被引文献中提出的概念的定义、介
概念

绍等

方法 使用被引文献中的具体方法

模型 引用被引文献中提出的模型方案

算法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具体算法

理论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理论

应用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应用成果

工具 使用被引文献中提供的工具

数据 使用被引文献中提供的数据

公武／推导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相关公式／推导

结果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实验结果

未提及 在文中没有提及明显的引用对象

2．3引文属性标注体系

为支持进一步的自动化识别和分类．本文

需要标注者在标注过程中记录引文的一些具体

属性特征。具体内容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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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引文特征属性及描述

施引文献类型 施引文献的文献类型
文献特征

被引文献类型 被引文献的文献类型

引文出现位置 引文标记在文章中出现的位置

文章内被引频次 在施引文献中某一被引文献的被引次数
引文特征

同句内引文个数 同一个被引句中出现的引用个数

是否是自引 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是否是自引关系

引文上下文范围 描述被引文献的语句内容及范围
语法特征

特征词 体现引用功能、情感的特征词汇

3标注实验

3．1实验设置

“主题模型”是一种描绘文档潜在语义结构

的概率模型．能够有效地表示蕴含于文档集中

的潜在主题，因此产生了大量衍生模型及应用

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由Blei等提出

的LDA模型[551。鉴于“主题模型”研究涉及领

域的广泛性，本文选取该领域文献作为实验的

标注对象．从专家Blei推荐的“主题模型”相关

文献列表惭】中随机选取20篇作为标注实验的

样本．标注样本中共出现365篇参考文献和673

条引文记录。这20篇文献均为“主题模型”研

究的高影响力成果。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

掘、图形处理等多个主题的理论及应用研究，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实验样本的广泛性。

目前。可获取的科研文献数据主要为PDF

格式。并不便于标注，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

web的引文内容标注工具wHu—CCAS以辅助

标注(见图1)。该工具右侧显示当前标注文章

的基本信息．左侧显示当前标注文章的参考文

献列表。在选取某一篇参考文献之后，工具中

部就会显示出对应的标注界面，内容包括已标注

氅烹粤嬲，s， 二-⋯l晰一⋯“Ⅱ’ ^≈妫【-’n ，

⋯4
．

≮ 一- 一1 i 1· V一 ” 《}-*

i⋯‘H_"¨‰’⋯“。 r～·一· ⋯。-⋯，⋯，⋯ ·一-一 ^：。～．，，，，～⋯f、t一，

’。 。4、。“+
一 ，，～⋯-一一一一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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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科研文献引文内容标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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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条目和添加新引文记录的表单。在标注

引文记录时要求标注者对引文的分类信息、引

用对象、所在章节位置以及上下文内容等信息

进行标注。

本文的标注实验由第二作者和第三作者完

成．在进行上文选定20篇文献的正式标注实验

之前，两位标注者需要预先标注额外5篇文献，

以统一基本的标注标准。对于每一个引文记

录．标注流程描述如下：

(1)定位要标注的引文位置，判断引文所在

章节的类型(引言、相关研究、方法、实验和结

论)；

(2)阅读引文所在语句，确认句子的词汇、

包含引文个数以及是否自引等特征，大致判断

该引文的功能和情感分类：

(3)确定该引文的上下文内容，从上下文中

寻找相关特征：

(4)综合上述客观特征确定该引文的功能

和情感类别．注意尽可能减少标注过程中的主

观推理判断。

3．2一致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两位标注者标注结果的一致性

进行评估。结果一致性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该标注体系的可操作性。本文重点对引文功

能分类的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评估和分析。

Kappa系数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致性评价机

制，其计算公式如下：

r，P(A)一P(E)
舻]j话‘厂

其中P(A)表示标注结果一致性的实际观

测值，P(E)表示标注结果一致性的期望值。本

文两位标注者的引文功能标注结果K印pa一致

性为K=0．687(n=15，N=673，k=2)。根据

Teufel[281给出的一致性参考指标(K≥0．8表明

十分可靠，K≥0．69表示可靠)，该标注结果达到

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一致性水平。在标注过程

中，标注者表示相比于其他功能类目有较为清

晰的判断特征．“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这两

总第四十卷第二一四期VoI．40．No．214

类功能只能够通过所在章节和上下文内容来推

断。且作者在文中的模糊表述也会增加判断的

难度。本文将这两个功能进行合并以鉴定这两

个类目上不一致的程度，合并之后K印pa值上

升为0．806，达到了十分理想的一致性水平，这

说明标注者对于“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这两

个类目的标注出现了一定分歧．有必要进一步

调整两者的设置。

类似于Teufelm]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判断

标注过程中不同类耳区分度的高低，本文进行

了一对其他的二元一致性检验。即每次保留一

个类目，同时将其他所有类目记为另一个类目，

计算这种二元类目下的一致性系数，一致性系

数越高表明标注者越能够将该类目与其他类目

区分。区分度结果见表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高于可信一致性标准K=0．69的有6个类

目，表现出了较高的区分度。低于参考标准的8

类中。“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由于彼此之间

区分度不足导致一致性较低。其余6类均只有

较少的标注实例，由于Kappa系数对于标注频

率低的类目更为敏感，因此少量标注结果不一

致也会大幅度降低l(appa的一致性。

表4不同功能类别的标注区分度

。。赫≤蠢墓§魏纛。。螽，。 交赫，，罐曩蓼性
历史背景。。其他 0．894

未来工作vs其他 0．856

比较vs其他 0．829

使用vs其他 O．797

详细引用vs其他 0．783

相似vs其他 0．746

相关研究vs其他 O．649

拓展阅读vs其他 O．613

基于vs其他 0．609

拓展vs其他 O．607

简单引用vs其他 O．569

启发vs其他 O．497

肯定vs其他 0．497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vs其他 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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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标注过程中还发现一些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标注者的判断。原则上要求标注

者根据引文上下文中的客观线索进行标注．但

是在实际标注中会出现一些客观线索无法支持

分类的情况。如在胁emrc^面耐硒记肘诎厶口，ld
￡k№6缸傩讥Bse如纽啪m P，00嘲(Blei，2004)

中，作者基于中餐馆过程以及LDA模型提出了

一个新的层次主题模型。然而文章中关于LDA

这篇文献的引用只出现一次，且引文内容十分

简单，没有体现较强的重要性。再者，部分引用

内容容易引起标注者的理解歧义．如A ma妇，
cZ凇把五，lg top幻m优纠扣r mi耐，lg k妇删面u，in扰如
(Hospedales et al，2009)中的一例。

Neverdld伪s，Ⅱ10deliIlg tlle temporal order of

visual events酬icidy is risky，because noise in tlle

event representation can easily propagate tllrollgh tlle

rr捌el，锄d be龇sely detected嬲saliem[9，13]．

文中提到了一个“错误识别”问题。但是通

过具体内容很难判断出这个问题是由被引文献

发现的还是指出了被引文献中的不足．这种情

况只能借助领域知识或者通过阅读参考文献原

文加以判断。

3．3标注结果统计分析

综合两位标注者的标注结果得出引文的各

项统计分布。表5是引文功能分类的标注结果

分布，表格中还包括按照重要性等级分组后的

引文频次统计。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出现频

次最高的引用功能是“相关研究”和“简单引

用”，两者占所有引文数目的67％。对于施引文

献较为重要的5个功能的引文出现频次为94．

所占比例为14％，这说明在学术文献中能够确

定一定比例的重要引文，它们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施引文献的主要思路来源。“比较”和“相似”

的出现比例也有近15％．比较的对象多为方法

和结果。其余类目的引文出现频率较低。只占

到整体的5％左右．并未出现与文章研究主题无

关的引用。从整体来看，本文标注的引文功能

数量分布与其他成果[8·13t19]中的分布较为一致。

表5引用功能各类别标注信息统计

重要世童 ·j曩 埔麓_：t 辩支个羲! ’。‘百分比(％) 按重要性分组个数 百分比(％)

非常重要 基于 11 1．63 11 1．63

启发 3 0．45

拓展 9 1．34
重要 83 12．33

使用 55 8．17

详细引用 16 2．38

比较 69 10．25

一般 相似 28 4．16 99 14．71

肯定 2 O．30

相关研究 287 42．64

简单引用 163 24．22

不重要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3 0．45 465 69．09

未来工作 5 0．74

拓展阅读 7 1．04

历史背景 15 2．23

非常不重要 15 2．23

无关引用 O O．00

合计 673 673

2014年1 1月 Novemb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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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情感倾向数量分布上。标注为正面

情感的引文数量为10个，占1．49％，负面情感的

引文数量为16个，占2．38％，其余为中立情感，

占96．14％．这说明学者进行施引主要的情感倾

向为中立。在行文中表现出“正面”或者“负面”

情感特征的引文只占不到5％，这一比例相比于

AtlIar[15]统计的14％较低．这可能与本文标注文

献的所属领域有关。

引用对象方面．标注结果显示引文中提及

引用对象类型与提及具体引用对象的比例分别

为34．7％和27．2％．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引用对

象出现的普遍性。同时，本文发现作者倾向于

在文章中使用引用对象的名称来表示被引文献

的工作，如在文章尼础增&话眦{7诌z’Dp如(嘶f_
fiths，2004)中，对于重要参考文献如把眦眈嘞眦t

A如cm抽n(Blei，2003)的直接引用为7次，但在

文章内容中“Latent DiriclIlet Allocation”这一概

念出现了8次．其中5次不是出现在引文内容

中。类似的是．标注其余文章中也有使用“Pt广

SA”、“LDA”等概念表示被引文献中的工作。这

与smau[53]所研究的使用“概念符号”表示被引

文献工作的现象一致。概念符号所在的语句往

往与被引文献的内容相关。构成了对引文内容

的良好补充。

表6展示了不同类型引用对象的数量分

布。由于本文标注的文献是与“主题模型”相关

的研究，因此“方法”、“模型”、“算法”等类型对

象在引文中出现的频次最高。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一些概念所属的类型并不清晰，因此对

于同一引用对象．在不同的文章中会出现不同

的类型描述，如“Expectation Ma)【imi盟tion”在不

同的文章中被描述为“方法”(method)或者“算

法”(al妒rithm)。

表6不同引用对象类型出现的频次

；l用对象美霸 方法 模型 算法 应用 数据 结果 理论 工具 其他

今教 68 73 37 6 19 17 4 3 7

4结论

本文回顾了引文内容分析的发展历程及现

状。并对目前已有的引文内容标注体系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引文分类依据的主要

维度，并以支持文献语义关系挖掘为目标。设计

出一个引文内容标注框架。该框架包括一个揭

示引文关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体系。一个描

述被引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以

及一个记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

系，初步的标注实验验证了该框架的可用性。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对本文标注框架的不足加

以改进，并对科研文献引文内容的自动化识别

和处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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