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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供比单纯词汇信息更高效的概念特征信息和深层语义信息，并满足面向同一文本的多检索需求，
在半自动化智能检索框架中引入本体视图，提出一种基于本体视图的特征项抽取方法。 此方法首先针对文本特
征建立本体视图；然后结合文本信息进行特征项抽取和类型映射，得到特征项集；最后基于特征项集完成检索过
程。 检索结果显示，基于本体视图特征项抽取方法能改善检索系统的性能，提高检索的准确率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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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海量信息与用户专一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显，寻找有效快捷的信息查询方法已成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应用的当务
之急。 目前，主流的查询方法是以浅层统计模型（如向量空间
模型）为核心的文本过滤方法［１］ 。 此方法虽然便于实现且不
依赖具体领域和语言，但由于缺乏对文档的语义分析，无法挖
掘文本深层次主题信息，更无法保证以此为核心的系统性能。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用户需求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的语义理解，基于
语义网的智能检索方法孕育而生。 其中，基于知网的中文信息
结构抽取方法最为成熟，此方法可抽取中文文本的结构信息及
特征项，并根据用户需求对特征项进行计算，还可设定检索程
序得到检索结果［２ ～４］ 。 但是，此方法在同类文本特征项抽取方
面存在缺陷，这使所构建的知识库在应对多个相关检索需求时
显得分散而孤立［５］ 。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一种基于本
体视图的特征项抽取方法。 此方法在已有领域本体的支持下
构造本体视图，并以此视图为基础完成同类文本的特征项抽
取。 此方法能有效改进原智能检索框架中的特征项抽取环节，

并能更好地理解非结构化数据源信息，提高智能检索的准确率
和效率。

1　本体视图的概念
本体视图是从一个或几个本体中抽取出来的属性集，与数

据库中的视图相对应，本体库中只存放本体视图的定义，当本
体中某个概念或属性改变时，本体视图也要随之改变［６］ 。

本体视图的形式化表示为 ＯｎＡｔｔｒ ＝｛a１ ，a２ ，⋯，an｝，本体
有 n个属性，ＯｎＡｔｔｒ 为本体的属性集。 ＯｎＶｉｅｗ ＝枙 b１ ，b２，⋯，
bm枛是一个视图，bi∈ＯｎＡｔｔｒ，那么，由 ＯｎＡｔｔｒ可构造的本体视
图集为 ＯｎＶｉｅｗＳｅｔ＝｛枙b１，b２ ，⋯，bm枛｜bi∈ＯｎＡｔｔｒ，m∈N｝，进一
步扩展为键类型对得到 ＯｎＶｉｅｗ ＝枙（b１ ，t１ ），（b２ ，t２ ），⋯，（bm，
tm）枛。 其中：ti∈T，T ＝｛ ｓｔｒ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 ｉｎｔ， ｄａｔｅ， ｔｉ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T为数据类型集。 例如一个学术会议征文本体，其属性有
截稿时间、论文修改时间、汇款时间、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地点、
联系方式、征文范围、会议名称、主办单位。 从这个本体可以创
建视图 ｏｖ１： ＝枙会议名称，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主办
单位枛和 ｏｖ２： ＝枙会议名称，截稿时间，征文范围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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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自动化智能检索流程
半自动化智能检索中，特定主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根据

经验抽象出来的［７］ 。 例如有如下检索需求：“２００７ 年的软件工
程方向的征文信息”，可以根据经验得出这是一个关于“学术
会议征文”的检索需求，则特定主题可以抽象为“学术会议征
文”。 这是一个人工处理过程，所以称之为半自动化智能检
索，其过程如图 １所示。 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通过搜索引擎根
据某一特定主题进行搜索，得到原始网页集 ＩＷＰＳ，ＩＷＰＳ通过
富文本解析器解析后得到原始纯文本 ＩＰＴＳ。 同时，对于相关
本体，构造本体视图；对于原始需求，通过需求分解，得到需求
集；然后对 ＩＰＴＳ，结合本体视图进行特征项抽取和类型映射，
得到可计算的特征项集；最后对特征项集和需求集应用检索算
法，得到最终的符合用户搜索主题检索结果。

3　基于本体视图的特征项抽取算法
3畅1　算法步骤

ａ）文本表示成向量 T ＝（T１ ，T２ ，⋯，Tn），Ti 为中文信息结

构分量。
ｂ）计算本体视图的原像，即 f －１ （ＯｎＶｉｅｗ）。 其中：f －１是 f

的反函数，f：T→ＯｎＶｉｅｗ。
记 Ｄｏｍ＝f －１（ＯｎＶｉｅｗ）。 其中：Ｄｏｍ＝｛X｜X炒T∧橙x∈X，

f（x） ＝ＯＶＡ∧ＯＶＡ∈ＯｎＶｉｅｗ｝。
ｃ）利用中文信息抽取器，从文本 T 中抽取 Ｄｏｍ相关的信

息，得到特征矩阵 FVM。

FVM ＝

枙X１１ ，V１１ 枛 枙X２１ ，V２１ 枛 ⋯ 枙Xn１ ，Vn１ 枛

枙X１２ ，V１２ 枛 枙X２２ ，V２２ 枛 ⋯ 枙Xn２ ，Vn２ 枛

ǘ ǘ ǘ

枙X１m，V１m枛 枙X２m，V２m 枛 ⋯ 枙Xnm，Vnm枛

其中：n为 ＯｎＶｉｅｗ的维数；m是 Ｄｏｍ中元素的最大特征数（称
为本体视图属性的最大维）。 每一列对应本体视图某一属性
的相关信息，列中维数不足者补 ０。

若 f（X１ ） ＝ＯＶＡ１ ， ｜X１ ｜＝m 为本体视图属性最大维；
f（X２ ） ＝ＯＶＡ２，｜X２ ｜＝n， 且 n ＜m，则 ＯＶＡ１ 和 ＯＶＡ２ 对应的矩

阵列向量的转置分别为 ［枙X１１ ， V１１ 枛， 枙X２１ ， V２１ 枛，⋯， 枙Xm１ ，
Vm１ 枛］和［枙X１２ ，V１２ 枛，枙X２２ ，V２２ 枛，⋯，枙Xn２ ，Vn２ 枛，０，⋯，０ ］。

ｄ）对特征矩阵的每一列进行概念消重、合并，得到特征向
量 E＝（枙ＯＶＡ１ ，V１ 枛，枙ＯＶＡ２ ，V２ 枛，⋯，枙ＯＶＡｎ，Vn枛）。 其中 Vi

是（Vi１ ，Vi２ ，⋯，Vin）消重、合并后的值。
ｅ）类型映射 f：E→ME，ME是特征项集。 ME ＝｛枙ｏｉｄ，ａｉｄ，

ｔｙｐｅ，ｖａｌｕｅ枛｝。 其中：ｏｉｄ表示本体视图标志；ａｉｄ表示该视图的
属性标志；ｔｙｐｅ表示该属性的数据类型；ｖａｌｕｅ是可参与计算的

值。 四元组枙ｏｉｄ，ａｉｄ，ｔｙｐｅ，ｖａｌｕｅ枛称为一个特征项。 例如特征
向量 E中的一个分量 e ＝枙截止日期，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枛，则
f（e） ＝枙ＯＶ１ ，A１ ，ｄａｔｅ，２００７唱５唱３０枛。 其中：ＯＶ１ 表示本体视图

１；A１ 表示属性 １；ｄａｔｅ表示日期类型。

3畅2　算法举例
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

简单说明。 以“第四届中国软件工程大会征文通知”的文字片
段为纯文本源，片段内容如下：“由浙江省信息产业厅主办，浙
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希赛顾问团（ＣＳＡＩ）承办的第四届（２００７）
中国软件工程大会暨首届“天堂硅谷”中国软件产业高层人才
论坛将于 ２００７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
⋯⋯主办单位：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希赛顾问团（ＣＳＡＩ）；承办
单位：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希赛网；协办单位：枟计算机教育枠
杂志社、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国家软件产业基
地、湖南师范大学⋯⋯，时间：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６日至 １７日，地址：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ａ）文本表示成向量 T＝（浙江省信息产业厅，主办，浙江省
软件行业协会⋯，承办，⋯，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西子湖
畔，召开，⋯，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

ｂ）针对会议征文本体，取一个本体视图 ＯｎＶｉｅｗ１ ＝（枙举
办单位，ｓｔｒｉｎｇ枛，枙会议召开时间，ｄａｔｅ枛，枙会议地点，ｓｔｒｉｎｇ枛）：
f －１（举办单位） ＝｛主办，承办，协办，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f －１ （会议召开时间） ＝｛时间，于＄（ｄａｔｅ）召开｝； f －１

（会议地点） ＝｛地址，在＄ （ ａｄｄｒｅｓｓ） 召开｝； Ｄｏｍ ＝f －１

（ＯｎＶｉｅｗ１） ＝｛ ｛主办，承办，协办，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 ｛时间，于＄（ｄａｔｅ）召开｝， ｛地址，在＄（ ａｄｄｒｅｓｓ）召
开｝｝。

ｃ）利用中文信息抽取器，得到特征矩阵如下：

M ＝

a１ b１ c１
a２ b２ c２
a３ ０ ０

a４ ０ ０

a５ ０ ０

a６ ０ ０

其中：
a１ ＝枙主办，浙江省信息产业厅枛

a２ ＝枙承办，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希赛顾问团枛

a３ ＝枙协办，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枛

a４ ＝枙主办单位，浙江省信息产业厅枛

a５ ＝枙承办单位，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希赛顾问团枛

a６ ＝枙协办单位，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枛

b１ ＝枙时间，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枛

b２ ＝枙于＄（ｄａｔｅ）召开，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枛

c１ ＝枙地址，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枛

c２ ＝枙在＄（ａｄｄｒｅｓｓ）召开，西子湖畔枛

ｄ）对特征矩阵进行消重、合并。 对第一列的“主办、承办、
协办”进行合并，对第二列的“时间，于＄（ｄａｔｅ）召开”进行消
重，对第三列的“地址，在＄（ａｄｄｒｅｓｓ）召开”进行消重合并，得
到特征向量如下：

E＝（枙举办单位，浙江省信息产业厅 ＆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 希
赛顾问团 ＆枟计算机教育枠杂志社 ＆ 浙江大学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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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湖南师范大学⋯枛， 枙会议时间，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枛， 枙会议地点，西子湖畔 ＆ 浙江省人民大会
堂枛）

ｅ）类型映射 f：E→ME。
ME ＝｛枙ＯｎＶｉｅｗ１，举办单位，ｓｔｒｉｎｇ，“浙江省信息产业厅 ＆ 浙江省

软件行业协会 ＆ 希赛顾问团 ＆ 浙江大学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杭州
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 湖南师范大学⋯”枛，枙ＯｎＶｉｅｗ１，会议召开时间，

ｄａｔｅ，“２００７唱６唱１６＆２００７唱６唱１７”枛，枙ＯｎＶｉｅｗ１，会议地点，Ｓｔｒｉｎｇ，“西子湖
畔 ＆ 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枛｝

4　实验
根据以上方法，本文实现了一个基于本体视图的半自动化

智能检索程序模块。 对检索结果评价，最好是将程序得到的结
果与实际的相关信息进行比较，观察不同的本体视图和检索算
法对检索结果的影响。 这需要一个完整的应用系统。 由于是
半自动化智能检索，采用人工判别的方法，对检索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会议网”关于 ２００７ 年的会议征
文中的 ２１１条计算机科学类会议信息中的征文通知进行实验。
其中，ｄｏｃ文档有 ２７篇，ＰＤＦ文档有 ９篇，部分会议没有征文通
知，部分会议的征文通知是英文的，这些信息不在文本源选取
范围内。 按照半自动化智能检索流程，本文采用会议征文本
体，其部分属性为 A：论文截稿时间，B：会议召开时间，C：主办
单位，D：会议地点，E：会议名称。 针对会议征文本体，建立了
如下的本体视图：本体视图 ＯｎＶｉｅｗ１ ＝枙（ A， ｄａｔｅ）， （ E，
ｓｔｒｉｎｇ）枛；本体视图 ＯｎＶｉｅｗ２ ＝枙（ A， ｄａｔｅ）， （C， ｓｔｒｉｎｇ）， （D，
ｓｔｒｉｎｇ），（E，ｓｔｒｉｎｇ）枛。 通过分解原始需求，得到如下需求集：检
索需求 Q１ ：２００７年 ４月份的会议；检索需求 Q２ ：２００７年 ４ 月份
在杭州召开的会议。 说明：Q彻ＯｎＡｔｔｒ，Q 是需求集，ＯｎＡｔｔｒ 是
本体属性集。 当 Q的需求超出当前本体属性集，则可通过扩
展本体，得到 ＯｎＡｔｔｒ ＋，使 Q彻ＯｎＡｔｔｒ ＋。 定义一个相关系数 r，
r ＝信息条数 ／检出信息条数。 其中 r越大，表明检索越准确，
检出信息越接近目标。

ＯｎＶｉｅｗ１对应 Q１ ，ＯｎＶｉｅｗ２ 对应 Q２ 。 需求分解算法和检
索算法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这里不详细给出其细节，只利用需
求分解算法和检索算法进行知识处理。 利用半自动化智能检
索程序，得到如表 １所示的结果。

表 １　基于本体视图的特征项抽取方法实验结果

ＯｎＶｉｅｗ１（A，E） ＯｎＶｉｅｗ２（A，C，D，E）
检出信息条数 ９ }３ M

相关 ８ }２ M
不相关 １ }１ M
准确率 ０  ．８８８ ９ ０ 殚．６６６ ７
相关系数 ３ }９ M

　　通过对征文通知进行分析，发现在一个征文通知中有如下
信息“征文截止日期：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修改稿截止日期：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５日”，由于本体视图的属性 A是论文截稿时间，
且映射为 f －１（截止时间） ＝论文截稿时间，在特征项抽取时得
到的特征项为征文截止时间和修改稿截止时间的并，这导致了
误差的出现。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视图的特征项抽取算法，其基本

思想是：针对本体建立本体视图，然后结合纯文本信息集进行
特征项抽取以及类型映射，得到特征项集，利用特征项集对需
求集进行检索，得到符合用户需求的结果。 该方法能够从语义
信息角度更好地表达文本内容，化简文本表示，对概念进行消
重，有效地提高了智能检索的准确率。 结合该方法之后的智能
检索系统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上的实验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该

方法的有效性，为实现基于本体的自动化智能检索以及更好地
利用纯文本中的语义信息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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