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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话题跟踪任务的关键技术是文本分类算法,难点在于话题/报道表示模型。 根据话题跟踪的定义,对比常用的文本分类算法和文

本表示方法,选择 KNN 文本分类算法作为话题跟踪关键技术,利用向量空间模型设计话题/报道表示模型,结合话题检测与跟踪评测

方法实现了话题跟踪系统,试验结果证明 KNN 作为话题跟踪关键技术,系统具有较稳定的话题跟踪性能。
关键词: KNN; 话题跟踪; 话题/报道表示模型; 特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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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echnology of topic tracking task is tex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its difficulty is topic / reports representation mod-
el.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opic tracking, contrast to commonly used tex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nd text representation meth-
ods, this paper selects KNN tex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as key technology of topic tracking, uses Topic vector space model to design
topic / reports representation model, combines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 evaluation method to achieve the topic tracking system.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at the system has stable topic tracking performance when key technology of topic tracking is KNN.
Keywords: KNN; Topic tracking; Topic / reports representation model; Featur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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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话题检测与跟踪研究中,话题跟踪是它的一个子任务,被
定义为在给定同一个话题的几篇新闻报道的前提下检测出该

话题的后继新闻报道。从定义可以看出,话题跟踪研究在本质上

等价于一种受监督的分类研究, 它的关键技术就是文本分类算

法,难点在于话题/报道表示模型。文本分类算法一般包括 KNN
算法,Rocchio 算法,支持向量机(SVM),简单贝叶斯算法和决策树

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是 KNN 算法。它也是目前分类效果最好且

应用最广泛的文本分类算法。

2 基于 KNN 的话题跟踪系统

基于 KNN 的话题跟踪系统由话题/报道表示模型,KNN 文

本分类方法和话题检测与跟踪评测方法三个模块组成。
2.1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话题/报道表示模型

话题/报道表示模型一般采用文本表示方法实现,向量空间

模型由 Salton 教授于 1968 年提出的,是最简便而又高效的文本

表示方法之一,在海量文本信息处理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优势。因

此,本文采用向量空间模型实现话题/报道表示模型。在向量空

间模型实现话题/报道表示模型时,存在高维特征空间问题,这个

问题可以通过特征选择算法解决。
2.1.1 特征选择

当使用向量空间模型设计话题/报道表示模型表示报道时,

最大的困难是高维的特征空间。特征选择也是构造特征评分函

数的过程。本文选择信息增益作为特征评分函数,实现特征选择

过程。信息增益值越大,表示分布越集中,被选取的可能性也越

大。
2.2KNN 算法

KNN 文本分类算法最初由 Cover 和 Hart 于 1968 年提出,
是一个理论上比较成熟的方法。该算法的基本思想是: 根据话

题/报道表示模型,文本内容被形式化为特征空间中的加权特征

向量,即 (M 为特征空间维数)。
对于一篇测试报道,计算它与训练报道集中每个报道的相似度,
找出 K 个最相似的报道,根据加权距离和,判断测试报道所属的

话题类别。
定义 1: 测试报道向量 与每一个训练报道向量 的相

似度 ,定义为:

(1)

定义 2: 测试集中的报道向量 x 在 K 最近邻报道中的权重,
定义为:

(2)
在公式(2)中,x 为测试文本的特征向量; 为第 j 类话题;

为相似度计算公式;b 为阈值,有待于优化选择;而
的取值为 1 或 0,如果 属于 ,则函数值为 1,否则为 0。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中, 所采用的分词程序是中科院计算所软件室提供

的 ICTCLAS; 语料是中科院计算所谭松波博士提供 14150 篇中

文新闻报道文本文档,共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12 个主题,
第二个层次是 60 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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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试验结果

在实验中,话题跟踪关键技术为 KNN 算法,特征空间维数

为 1000。通过调整 K 最近邻值,得到不同 K 最近邻值条件下的

话题检测与跟踪(TDT)评测结果。本次试验分别使用 60 个话题

进行测试,共测试了 60 次,然后按照每个主题进行评测,共评测

了 12 次, 最终得到了 12 个 TDT 评测结果 (归一化检测开销

(CDet)Norm), 根据实验的评测结果评估这个算法作为话题跟踪关

键技术的性能,如表 1 所示。
表 1 在实验 1 中的 TDT 评测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 KNN 算法中 K 最近邻值对话题跟踪性能的

影响, 用 Excel 2003 中的图表向导工具把表 1 中的数据映射成

图 1。

图 1 K 最近邻值与 TDT 评测结果之间的趋势图

在实验中,根据 TDT 评测结果评测话题跟踪性能,然后根据

话题跟踪性能评估 KNN 算法作为话题跟踪关键技术的性能。
TDT 评测结果越小,说明话题跟踪性能越好,也表明 KNN 作为

话题跟踪关键技术的性能越好。根据表 1 和图 1,当 K 最近邻值

为 10 时,平均的 TDT 评测结果最小,其值为 0.3147。这说明了

KNN 算法作为话题跟踪关键技术在 K 最近邻值为 10 时有最

好的性能。
3.2 试验分析

根据表 1 和图 1,K 最近邻值不同,导致平均的 TDT 评测结

果不同。当 K 最近邻值从 10 增加到 60 时,平均的 TDT 评测结

果从 0.3147 增加到 0.3315。此时,随着 K 最近邻值增加,从训练

集中选择的最相似的报道向量也增加, 这时也增加了一些虽然

与测试集中某报道向量的相似度比较高但与该报道不是同一

话题的训练集报道向量的风险,这种风险导致了 K 最近邻向量

中干扰数据比较多,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增加话题跟踪性能,还
有可能使话题跟踪性能降低。例如,当 K 最近邻值为 10 时,K 最

近邻向量中包含了几乎所有与测试报道向量最相似的训练集

向量,此时的话题跟踪性能较好,其平均评测结果为 0.3147,随着

K 近邻值增加,干扰数据越来越大,话题跟踪性能也越来越不理

想,当 K 最近邻值增加到 60 时,平均评测结果为 0.3315,这个值

比 K 近邻值为 10 时增加了 5.338%,也就是说,KNN 作为话题跟

踪关键技术具有较稳定的系统性能。

4 结论

话题跟踪任务是话题检测与跟踪研究中的一个子任务 ,
其关键技术是文本分类算法 , 其难点在于话题/报道表示模

型。通过对比,本文选择 KNN 文本分类算法和向量空间模型

设计并实现了话题跟踪系统, 试验结果证明了 KNN 作为话

题跟踪关键技术具有较稳定的话题跟踪性能。
本文无抄袭,作者全权负责版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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