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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信息自动分类系统 ①

— 总体结构与编码子系统

陶 兰 申军霞

中国农业大学电子电力工程学院

摘 要 介绍文本信息 自动分类系统 的总体结构及特点
,

对借鉴人类文本

分类方式设计的启发式编码子系统作了讨论
。

关扭词 文本分类 编码 网络

分类号

,

目前
,

上存在着海量的多媒体信息
,

但数量及信息含量最大的当属文本类信息
,

而网上信息的发布
、

检索和提取等信息处理过程都涉及基于信息内容的信息分类技术
。

文献

〔〕借鉴人类对文本分类的思维模式和过程
,

构造并实现 了一个基于人工神经 网络 的

文本信息 自动分类系统
。

下面概述 的总体结构及特点
,

重点介绍采用启发式编

码方法建造的编码子系统
。

, 的总体结构及特点

的总体结构如下
“
自动分词子系统 ” ,

完成中文文献的词语切分处理
,

为下一步文本编码作准备
。

“

特征信息标注模块
” ,

完成对已切分文献中特征信息的标注
。

它依据各类别不同级别的特

征信息库
,

标注特征信息的所属类别及相应级别
。

“

依据文本标题分类模块
” ,

在特征信息标注的基础上
,

计算文献标题中各类别权重
,

若标

题中某一类别权重大于既定闭值
,

则系统调用采用标题特征信息加权统计的分类方法
,

完成文

献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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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编码子系统
” ,

对采用 依正文内容完成分类的文献进行编码
。

“

基于 网络的文本分类子系统
” ,

将编码后的文献集输入 分类器
,

完成学 习与文本

分类工作
。

具有以下特点

借鉴人类文本分类的工作机制
,

针对不同文献特点分别采用标题特征信息加权统计和

分类器 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

不仅提高了系统效率而且保证了分类精度
。

对待分类文献的格式
、

类型
、

系统运行环境
,

以及所用语料库均无特殊要求
,

适合在微机

上完成各种文献的分类处理
,

实用性较好
。

将分类处理后的文献以 文件格式输出保存
,

这样便于与其他网上信息处理系统联

接
,

对网上信息做进一步的探层处理
,

如信息抽取
、

信息管理等
。

用户可以依据分类需求定义文献类别主题
,

并建立相应类别特征信息库
,

系统会依据用

户定义的类别主题完成文献分类
。

系统灵活性高
,

适用面广
,

易于推广
。

对于有摘要的文献
,

会主要依据摘要完成类别判定
,

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

的编码子系统

的文本分类功能主要 由 中的 网络实现
。

用于 自然语言处理要解决

的首要问题是
,

如何将语言信息编码成 可以处理的量化信息
,

因而
,

信息编码子系统的

设计是整个文本信息处理系统中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部分
。

笔者借鉴人类在文本分类过程

中所采用的思维方式
,

设计了一种本文中称为启发式的编码子系统
。

启发式编码子系统

启发式编码子系统的结构如下

类别特征信息库及信息库维护更新模块
。

人类进行文本信息分类
,

是以 日常积累形成的类别判据为基础的
。

这些类别判据可能是类

别特征词
、

类别特征结构
,

或类别特征概念点
。

启发式编码子系统首先以系统建造者或系统用

户的类别判据知识为基础
,

建立类别特征信息库
。

系统管理员可随时更新特征信息库
,

以不断

提高分类精度
。

在启发式编码子系统中
,

根据分类精度的不同需求
,

将特征词库划分成不同的级别
,

为了

实现量化
,

分别用
, , ,

⋯表示特征词的级别
,

其中
“ ”

表示最高级别
,

其余类推
。

类别特征信息标注模块
。

此模块以类别特征信息库为依据
,

对 已切分文本进行标注
,

标注的内容包括特征信息所属

类别以及重要级别
。

现举例说明如下

块 计算机 公司 刀底 宣布贸 了所召了
,

将卯 了 于 令年 晚 些 时候 发布尸 了

工作 站 计划贸习
。

上例中 计划卯 了
,

表示计划 一词为 类 级特征词
,

而 宣布风 了所 了
,

表示宣布一

词同时为 类和 类 级特征词
。

特征信息编码模块
。

在确定了标注词的编码类别和级别后
,

采用下式确定它们相应的特征信息编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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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 类第 个特征词信息编码结果
,

表示第 个特征词信息在此类中所属级

别
。

例如上例中 发布尸 刃 的编码结果为 一
,

计划压 了 的编码结果为
。

文本信息编码模块
。

在对类别特征进行编码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文本信息进行编码
。

为了压缩文本信息编码的

维数
,

且突出文本类别特征
,

采用下式对文本信息进行编码

一 艺 已
少

式中
、

表示文本信息编码的第 维编码
,

它在编码中代表了某类特征信息 表示 类特征

信息的总个数
。

墓于 网络的编码测试与调整

为了测试并改进编码系统的性能
,

采用 网络进行了实验
。

实验的目的有 个 一

是测试编码的结果能否使文本同类相聚 二是研究不能正确聚类的原因
,

并对编码方法进行相

应的改进和调整
。

实验是在主频为 “
,

内存为 的微机上进行的
。

网络具有 自组织有序特征映射的功能
,

可利用这一特性来测试编码结果是否能

使同类样本相聚而异类样本分离
。

本实验选择网上《计算机世界报 》国内外行业动态中的 篇文本作为实验样本
,

样本长短

不等
,

主要以新闻题材为主
。

实验选择了 类样本
,

类别分别为
“

新产品介绍
” 、 “

企业动态 ”和
“

市场行情
” ,

每个类别各有文本 篇左右
。

由于本实验所选择的 种样本类型内容比较接近
,

都属于计算机行业动态
,

所以分类难度相对较大
。

采用 网络进行测试实验
,

首先选择网络输入为 个神经元
,

分别对应 类实验

样本的 级编码
,

输出平面 由 个神经元组成
,

其中
,

方向各 个神经元
。

调用启发式编码子系统
,

完成实验样本的编码
,

编码结果举例如表 所示
。

将编码结果输

入 网络
,

经 自动聚类后
,

样本在输出神经元上的空间分布如图 所示
。

表 系统编码 结果

文本编号 了 了

说明 , , , , , ,

分别表示 类实验样本的 级编码结果
。

对图 显示的样本聚类分布情况可作如下分析
。

种不 同图形
,

基本按类别聚集在一起
,

说 明 类实验样本的编码基本可以按 同类相

聚
,

编码结果基本符合分类要求
。

代表
“

新产品介绍
”
和

“

企业动态
”

的 类样本之间有重叠现象
,

这与此 类文献的类别

特征容易混淆的客观情况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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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样本出现聚类错误
。

经查这些样本有其

特殊情况
,

需进行个别调整
。

对于 类与 类样本交叉 的情况
,

一方面要

修改特征信息库
,

减少特征词之间的重叠
,

增加具有

类别特征的动宾短语
,

尽量加大 类样本的距离 另

一方面 由于 类样本本身存在着相似性
,

难 以将其

准确分离
,

所以在实现分类时
,

可以用隶属度模糊表

示分类结果
,

或者使此类文本同时出现在 类文献

集中
。

对于个别出现错误分类的样本
,

视具体情况

作如下调整

蛇 占二早玉夏吸 王丈工
娥公 产尹

霆叠 企业动态类

长 关
、

八 劝笙 、新产品介绍类

市场行情类

方向神经元

图 与输出样本对应 的输出神经 元分布

样本中几乎没有类别特征信息存在时
,

可提取一些类别特征字或短语
,

加入特征信息库

中
,

以增加类别判据

样本中某 类特征信息均很多
,

难以判断类别时
,

要加大 级类别特征信息的编码权重
,

具体操作中可以将原 级特征信息编码权重加倍
,

再做累加计算
。

对调整后的编码进行测试
,

间题可得到改善
。

结束语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本文称之为启发式信息编码的子系统
。

实例测试结果表明
,

此系统的性

能满足中文文本分类要求
。

它与 的其他子系统共同实现了中文文本信息的 自动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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