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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动术语识别对于以内容分析为主的情报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自动术语

识别存在的问题，包括词性过滤难以兼顾召回率和准确率、单词术语和低频术语的识别未引起足够重视、术语识

别领域相关性有待加强等。最后阐述自动术语识别的多特征融合、机器学习方法、高质量和高隶属度的领域术语

识别、新术语识别、语义识别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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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自动术语识别（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ｒ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ＴＲ）是

指从文本中自动发现领域术语的过程［１］。它是一项具

有重要作用的语言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

知识抽取、文本挖掘、本体构建、信息检索等应用研究

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同时，自动术语识别属于内容分

析方法的一种，从大量科技文献中抽取术语，对于把握

学科领域的发展变化等情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辅助

作用。

　　自动术语识别常用的方法包括基于规则方法和

基于统计方法［２－３］。基于规则方法是根据术语构成

模式建立一套规则，选择匹配规则的词语作为领域

术语。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是人工编写的规则不可

能覆盖所有的语言学现象，领域依赖性很强。基于

统计方法主要应用词频、ＴＦ?ＩＤＦ、互信息、信息熵、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假设检验等统计特征，选择特征值符合阈
值的词语作为领域术语。这种方法不受领域限制，

但是对于单词术语和低频术语的识别并不理想，抽

取的术语也存在较多噪声。基于两种方法的不同特

点，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成为主流方法，例如Ｃ?ｖａｌｕｅ和

ＮＣ?ｖａｌｕｅ［４］。混合方法很好地利用了两种方法的优

点，但是缺乏背景语料的支撑，在抽取领域术语时准

确率较低［５］。

　　条件随机场［６］、规则学习算法［７］、朴素贝叶斯［８］、

隐马尔科夫模型［９］等机器学习技术逐步应用到自动术

语识别中来，通过对训练集文本特征的学习构造模型

来进行术语识别。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是基于统计方

法的一种，与传统的统计方法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但

是对训练语料的要求很高，语料训练也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

　　本文认为各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没有哪一种

方法具有绝对的优势，应充分考虑不同的语言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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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律，将这些方法有机地融合起来才是提升自动

术语识别准确率和召回率的有效方法。本文针对目前

自动术语识别相关研究，梳理和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把握自动术

语识别的发展现状。

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１　词性过滤难以兼顾召回率和准确率
　　词性是术语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词性过滤是基
于规则方法中一种重要的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自动

术语识别。术语的构成遵循一定的语言学模式，通过

对术语词性构成规则的分析，设定词性过滤规则，从而

据此对候选术语进行词性过滤。

　　词性过滤包括开放式过滤模式和封闭式过滤模
式［４］。开放式过滤模式对候选术语的词性要求宽松，

比如Ｆｒａｎｔｚｉ等使用了“Ｎｏｕｎ＋Ｎｏｕｎ”或“（Ａｄｊ｜Ｎｏｕｎ）＋

Ｎｏｕｎ”或“（（Ａｄｊ｜Ｎｏｕｎ）＋ ｜（（Ａｄｊ｜Ｎｏｕｎ） （Ｎｏｕｎ
Ｐｒｅｐ）？）（Ａｄｊ｜Ｎｏｕｎ））Ｎｏｕｎ”三种过滤规则，候选术
语只要满足任何一种即可。由于候选术语可以包含形

容词和介词，从而导致抽取非术语的几率增大。封闭

式过滤模式要求候选术语必须符合规定的词性规则，

比如Ｄａｇａｎ等［１０］使用 Ｎｏｕｎ＋过滤规则，候选术语必须
是名词组成的术语。由于对候选术语的要求严格，从

而导致术语丢失的几率增大。

　　词性过滤模式的选择对抽取结果的准确率和召回
率有很大影响。开放式过滤模式提高了召回率，却降

低了准确率。封闭式过滤模式提高了准确率，却降低

了召回率。召回率和准确率很难兼顾，词性过滤规则

过松或过严都会对抽取结果产生影响，这是词性过滤

规则设定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基于规则方法所面临

的问题。语言表达是灵活多样的，人工所能编制的语

言学规则是有限的，准确定义不产生噪声的规则存在

一定困难。

　　另外，名词性术语识别限制了非名词性术语的抽
取，尤其是中文术语的构成可能包含动词、数量词等丰

富的语类，词性过滤规则应当给予充分考虑。比如，刘

里等［１１］针对领域现象术语一般都是动词性复合词的

现象提出了一种基于分隔符和上下文术语的领域现象

术语抽取方法。周浪［１２］突破了名词短语的限制，针对

不同类术语的特征，分别从不同角度获取术语语言规

则，拓宽了语言规则，接纳了更多非名词性结构的专业

术语。

２．２　单词术语的利用和低频术语的识别未引起足
够重视

　　领域术语的长度越长，其专指度就越高，目前自动
术语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词术语的抽取上，而对

单词术语的识别未引起足够重视。虽然单词术语的数

量无法与多词术语相比，但是不可否认单词术语是领

域术语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且单词术语是构成

多词术语的核心要素，其识别程度影响到多词术语的

识别程度。

　　单词术语构造简单，术语本身可利用信息较少，无
法像多词术语识别一样利用内部结构，只能借助外部

辅助资源（各种领域或通用词典、语料库等）进行识

别。比如，Ｇｅｌｂｕｋｈ等［１３］认为多词术语识别应当分为

两步，第一步识别特定领域的单词术语，第二步利用第

一步的结果识别多词术语。其中，第一步利用极大似

然相似度方法来对通用参考语料库处理得到单词术

语；周浪［１２］利用单词术语边界特征清晰的特征提出了

一种介于模糊Ｃ－均值聚类算法的中文单词术语识别
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要外部资源的辅助，有一定程度的

改善。

　　词频是重要的统计特征，一般认为词频越高，权
重就越高，成为术语的可能性越大。但低频术语的

识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高频统计是情报研究普

遍应用的计量方法，高频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学

科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这是对过去的计量分析。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学科的研究重点可能会

发生变化，过去很少有人研究的方向可能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方向也会不断出现。

低频词和突发词对把握学科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自动术语识别不能忽视对低频词的识别。

目前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中文献集的识别大部分是

基于高频短语的方法，Ｋｏｓｔｏｆｆ［１４］对此提出了质疑，他
认为这对于潜在知识发现是不利的，低频词语更有

可能成为潜在发现。周浪等［１５－１６］提出了一种利用术

语在语料中的词频分布变化程度来衡量其领域相关

性的计算方法，将词频做归一化处理，将 ＴＦ?ＩＤＦ和样
本方差相结合，在突出低频术语和基础术语的同时

能够降低普通短语的影响。

２．３　术语识别的领域相关性有待加强
　　单元性（ｕｎｉｔｈｏｏｄ）和术语性（ｔｅｒｍｎｅｓｓ）是术语的两
个基本特征，单元性测度的是构词的可能性，术语性测

度的是领域的相关性。互信息和极大似然等方法是典

型的单元性测度方法，主要用于测度多词术语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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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联强度。自动术语识别目前大部分的研究侧

重于术语的单元性，即术语的语言结构完整性，而忽略

了术语的术语性，即术语的领域特征相关性［１７］，从而

导致识别出的术语领域相关性太差。术语的领域特征

对于识别高质量的领域术语、构造领域词典、构造领域

本体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领域术语识别的准

确率和召回率。

　　术语的领域相关性是指术语和该领域具有很强的
相关性，区别于通用术语。领域术语在该领域内出现

的频率和在其他领域出现的频率有很大不同，一般将

“在特定领域中出现频率较高或只出现在某个领域，在

不相关领域中出现频率相对较低［１］”的术语定义为领

域术语。目前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重视术语的领域相

关性，从而进一步提高术语识别的准确率。如ＴｅｒｍＥｘ
ｔｒａｃｔｏｒ［１８］采用了领域相关性、领域一致性、词汇衔接
性、结构相关度等各种方法对候选术语进行过滤，以提

高候选术语的领域隶属度。傅继彬等［１９］提出的基于

语言特性的中文领域术语自动抽取算法，集成领域耦

合性、领域相关性和领域一致性３种语言特性建立统
计模型进行中文领域术语的自动抽取，对领域语料有

更好的预测能力。

２．４　存在问题述评
　　 词性过滤规则的选择影响自动术语识别的召
回率和准确率。单纯利用词性过滤规则难以兼顾召回

率和准确率，应当通过多种方法融合的途径来解决召

回率和准确率的矛盾。例如，词性过滤规则的设定要

保证召回率，避免术语的缺失；结合其他基于规则的方

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进行候选术语的遴选，以保证术

语的准确率，从而兼顾召回率和准确率。

　　 单词术语和低频术语的识别因其所占比例较
低而未引起足够重视。单词术语很多情况下是多词术

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词汇搭配成多词术语。比

如单词术语“质谱仪”是多词术语“有机质谱仪”、“无

机质谱仪”、“同位素质谱仪”等的核心要素或中心词。

单词术语的准确识别，对于多词术语的准确识别奠定

了基础，同样，多词术语的准确识别也为单词术语识别

的边界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低频术语有可能是领域

的新术语，对于学科态势分析和领域知识演化等情报

研究工作都很有价值。

　　 术语区别于一般词语的重要特征就是其领域
特征，强领域相关性术语蕴含丰富的领域知识，是自

动术语识别的关键研究内容。很多研究已经对术语

的领域性特征进行描述［１７，１９］，主要包括术语组成词

之间耦合性较高；与该领域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该领

域分布较为均匀，而在其他领域分布不均匀等。传

统领域术语识别一般要基于领域的术语词典，利用

领域种子术语进行相似度、耦合度等的计算。领域

术语词典的构建是提升领域术语识别水平的基础，

其获取难度大、更新周期长等缺陷需要利用其他语

言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弥补。针对领域术语的强相

关性，可借鉴聚类算法来进行领域术语的描述，“领

域词典结合聚类方法”为建立通用的术语领域性描

述模型提供了一条途径。如谢芳［２０］、李勇等［２１］利用

阿尔伯塔大学 ＰａｔｒｉｃｋＰａｎｔｅｌ和 ＤｅｋａｎｇＬｉｎ提出的
ＣＢＣ聚类方法，用递归方法寻找分布在相似空间的
紧凑类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自动剔除领域相关性较弱的术语，
效果比较明显。

３　发展趋势

３．１　多特征融合成为主流方法
　　术语有语言结构特征、分布特征、上下文特征、领
域特征等各种特征，自动术语识别由只考虑单一特征

逐渐转向考虑多个特征。成功的术语识别需要考虑到

影响抽取结果的各个因素，尤其是术语的多元特征，多

特征融合的自动术语识别模式将成为主流模式。但是

并不是融合术语所有的特征就是最好的方法，应充分

考虑特征之间的互作用，有效选取效果最佳的特征进

行融合。

　　基于规则的方法主要利用的是术语的语言结构
特征，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术语的构成规则，比如词

性规则、组块规则以及停用词过滤规则等。基于统

计的方法主要利用的是术语的统计分布特征，测度

术语的单元性和术语性［２２］。术语性测度更注重术语

的领域特征，包括领域相关性、领域特殊性等。混合

方法趋于多特征的融合，结合规则和统计方法，同时

对术语的单元性和术语性进行测度，典型的是 Ｃ?ｖａｌ
ｕｅ方法，ＮＣ?ｖａｌｕｅ方法充分考虑到了术语的上下文
特征。

　　游宏梁等［１］提出一种基于加权投票的术语自动

识别方法，该方法选择了 ＴＦ?ＩＤＦ、Ｃ?ｖａｌｕｅ和 ＴｅｒｍＥｘ
ｔｒａｃｔｏｒ三个指标进行加权投票，通过实验证明了多指
标加权投票方法的有效性。Ｃ?ｖａｌｕｅ和 Ｔｅ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ｒ
各自都考虑到了术语的多个特征，尤其是后者充分

考虑到术语的领域性，用到了５个过滤特征。Ｚｈａｎｇ
等［２２］对ＴＦ?ＩＤｆ、Ｗｅｉｒｄｎｅｓｓ、Ｃ?ｖａｌｕｅ、Ｇｌｏｓｓｅｘ和Ｔｅｒｍ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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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ｔｏｒ等５个算法进行比较和评价，对于多特征融合
有很好的参考。多特征融合方法将成为自动术语识

别的发展趋势，如何充分考虑术语的不同特征，如何

有效利用各种排序算法，如何选取特征和算法权重

使得组合结果最优，将成为多特征融合需要考虑的

主要问题。

３．２　机器学习方法成为研究热点
　　自动术语识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学方法、统
计分布方法及混合方法等，随着机器学习方法在其

他领域的广泛引用，基于机器学习的自动术语识别

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机器学习中有

很多算法如集成学习、粗糙集、决策树、朴素贝叶斯、

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最大熵、Ｋ近邻等已广泛应用于
许多领域。跟自动术语识别有很大关联的包括本体

构建、关键词提取、命名实体识别、自动标引、信息检

索等方向。

　　机器学习方法包括有指导、无指导和弱指导，有
指导方法是基于分类的思想，无指导方法是基于聚

类的思想。有指导的机器学习方法能很好地利用术

语的多特征，可取得较好的识别效果，最大的约束是

训练语料的构建成本以及训练语料与测试语料的同

构性要求方面［１７］，而且训练集影响产生的规则，动态

规则集的选择将成为关键。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自

动术语识别还没有广泛开展，已有的研究也仅局限

于有指导的机器学习方法，如条件随机场、隐马尔科

夫模型等。机器学习中的其他方法将会逐渐融入到

自动术语识别中来，并尝试无指导机器学习方法的

应用。

　　Ｚｈｏｕ等［２］将多词术语识别的过程看成一个多状

态齐次马尔可夫链，这种基于马尔科夫的方法计算速

度快，而且可以获得较高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实验证明

比词频、互信息、Ｃ?ｖａｌｕｅ和 ＮＣ?ｖａｌｕｅ抽取效果更好。
并将考虑融入ＷｏｒｄＮｅｔ等知识和神经网络算法来提高
识别效果。岑咏华［９］提出基于双层隐马尔科夫模型的

中文泛术语识别方法，并认为结合互信息、对数似然和

领域度等参数可在中文自动术语识别方面取得突破。

Ｆｏｏ等［７］利用规则学习方法训练规则，选择了词性、形

态?语法描述、语法功能、语义信息等１０个术语特征，
并将这种方法由单语术语抽取转向双语术语抽取甚至

多语术语抽取。

３．３　新术语识别、语义识别等需求强烈
　　自动术语识别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对于自然语
言处理的多个应用方向都有重要实践意义。但是目前

自动术语识别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中文术

语识别比英文术语识别更加复杂和困难。粗粒度的术

语识别已经不能满足日益精确化的应用需求，术语识

别的质量以及领域相关性必须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和

高隶属度的领域术语识别将成为关键。高质量主要是

指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高隶属度主要是指识

别出的术语具有较强的领域特性，将领域术语同伪术

语、一般词语等噪音区分开来的细粒度自动术语识别

将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前面提到的低频术语

的识别也将成为另外一个研究点。

　　科技文献的数量持续增加，网络信息指数增长，新
术语随之不断涌现，对新术语识别的需求更加强烈。

新术语对于把握学科发展动态等具有重要意义，新术

语识别或扩充也是领域术语词典扩展的关键。荀恩东

等［２３］提出一种基于定义模式的新术语及定义的抽取

方法，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中引入涉及术语和定义多种
统计特征，尤其是句子隶属度的引入提高了 ＳＶＭ分类
器的性能，为新术语抽取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新术语不同于新词，有更强的领域特征，网络新词监测

等用到的有效方法可以尝试应用到新术语的识别

中来。

　　目前自动术语识别的研究主要是识别出领域内
的术语，抽取结果是术语列表。而术语之间是有很

多关联的，不能孤立地看待术语，要重视术语之间存

在的语义关系。就像主题词表中除了主题词还包括

同义关系、属分关系、相关关系等词间关系，本体除

了概念也包括属性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等。领域术

语同样会存在术语的外延和内涵以及该术语相关的

属性、特征等，如果自动术语识别能够将术语识别提

升到语义层面，在识别出术语的同时能够将术语相

关的语义知识抽取出来，对于相关的研究将有重要

作用。姚贤明［２４］利用知网 ＨｏｗＮｅｔ实现领域术语内
涵的自动获取，并针对未登录词和术语重复等问题

提供了解决方案，另外还基于 ＳＶＭ的实例学习方法
实现了领域术语的外延学习。

３．４　发展趋势述评
　　 多特征融合策略是针对术语特征进行选择，同
时充分利用单个方法的特点。例如 ＴＦ?ＩＤＦ方法考虑
到单篇文档中的术语频次和术语在文档集中的分布特

征，互信息方法考虑到术语构成的紧密程度等［１］，多特

征整合策略可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是当前优化自动

术语识别性能的有力途径。特征选择方法的组合可以

分为串行策略和并行策略，串行策略指依次使用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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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并行策略指同时使用选定的方法。两种策略

都涉及到每种方法权重的问题，如果认为各种方法同

样重要，则每个权重值为１／ｎ（ｎ种方法）；如果认为方
法的重要性不同，每种方法可设置不同权重，权重需要

实验获得。

　　对于多特征融合策略效果的评价，可以有两种思
路：①利用准确率和召回率综合评价术语识别的效果，
可利用Ｆ值加权评价准确率和召回率。这种方法全面
评价术语识别的效果，可与单一或其他组合方法进行

比较评价。②利用Ｐ＠Ｎ方法对排序靠前的结果进行
评价。这种方法考虑到某些方法会降低整个算法的性

能，并且正确的结果在排序中更加靠前［１］。

　　 基于机器学习术语识别的本质是机器通过对
术语语料的学习生成模型，学习过程是对已有语料中

术语的特征进行统计并产生规则，进而产生推理能力。

各种机器学习方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学习策略的不

同。术语具有词性、词频、词长、位置等多种规则和统

计特征，符合机器学习的基本条件，支持向量机、隐马

尔科夫模型、最大熵模型、条件随机场、支持向量机等

均有研究表明其对术语识别的适用性，季培培等［１７］系

统描述了几种机器学习算法用于自动术语识别的思路

和特点。本文认为基于机器学习术语识别的难点在于

大规模细粒度领域术语语料库的构建和特征学习统计

规则的选择。

　　 新术语识别对于知识发现、知识演化、情报监
测和态势分析等情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术语识别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术语新颖度的判别和新

术语边界的探测。新颖度的度量是新术语识别的基

础，需要进行严格的界定。新术语包含的子术语可能

会是已有术语，如何探测新术语的边界对于准确识别

新术语非常关键。

　　术语一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上下文具有紧密
的联系，将术语在语义上关联性较强的其他术语或词

语和关系识别出来，对于内容情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如某材料术语的出现可能会伴随其光学性能、力学性

能、化学性能、热性能、电性能、磁性能等语义信息的出

现，也可能会伴随其与其他现存材料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如果能将这些信息同术语一同识别出来，构成以该

术语为核心的术语语义网，对情报研究工作将具有重

要价值。语义识别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相关词语或术

语的识别；二是术语与相关词语或术语的关系构建。

重点在于相关性计算和关系构建，难点在于消歧和

降噪。

４　结　论

　　自动术语识别作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项基本技
术，对以文本挖掘和内容分析为主的情报研究具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随着情报研究逐渐由标题和摘要等基

本元数据转向涵盖更多信息的文本内容，自动术语识

别技术的进展直接影响到内容分析的深度，语义识别

的水平也将成为关键。

　　目前自动术语识别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比
如词性规则的过滤难以兼顾术语识别的召回率和准确

率、单词术语和低频术语的识别未引起足够重视、术语

识别的领域相关性有待加强等。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

研究人员提出解决方案，对自动术语识别的改进提供

了思路。

　　另外，自动术语识别的方法众多，针对术语的不同
特征，多特征、多算法融合的思路已成为目前的主流方

法，如何有效融合不同的特征识别算法将成为主要的

发展趋势。机器学习方法在其他方向上的成功对于自

动术语识别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基于机器学习的自动

术语识别正在成为研究热点。随着情报研究应用需求

的提升，对于高质量和高隶属度的领域术语识别、新术

语识别、术语及其语义关系识别等将成为关键的研

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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