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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术语识别———对科技文献进行文本
挖掘的重要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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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动术语识别是知识抽取和文本挖掘等信息技术中的关键步骤。研究现有自动术语识别的主要思路，明
确其中的关键问题，研究已有的相关项目和系统的术语识别方法，并分析现有的一些术语资源。借此丰富基于术
语识别的文本挖掘理论和方法，为进一步构建相关试验系统提供良好借鉴。
【关键词】自动术语识别　术语变体　术语歧义
【分类号】Ｇ２５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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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数字信息资源中实现知识抽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编号：０５ＢＴＱ００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为快速准确地从急剧增长的科技文献等自由文本中获取知识，知识抽取应运而生［１］。抽取对象不仅包含时间、
人物等实体，对特殊领域而言，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学科领域核心知识的术语和术语间关系［２，３］。基于术语和术语间
关系构建领域术语库，可为知识抽取、文本挖掘、链接分析等提供结构化知识单元，实现领域新兴研究探测等［４，５］。
　　鉴于此，自动扫描自由文本，识别文中指代概念的词串的自动术语识别（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ｒ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ＴＲ）［６］

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如斯坦福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国家文本挖掘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ＮａＣＴｅＭ）［７］、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等纷纷开展研究，开发出ＴｅｒＭｉｎｅ、ＡＴＲＡＣＴ等ＡＴ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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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体学习任务之一，术语识别在 Ｔｅｘｔ２Ｏｎｔｏ、Ｏｎｔｏ
ＬｉＦＴ等本体学习工具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８］。这
些研究为ＡＴＲ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模型。
　　ＡＴＲ作为知识抽取第一步，也是文本挖掘等知识
技术的关键步骤［５，６］。研究现有ＡＴＲ的主要思路和关
键问题，分析相关项目和系统的方法，可为构建 ＡＴＲ
系统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探讨基于术语识别的文本挖
掘理论和方法提供基础。

２　术语识别的主要思路

　　术语作为特殊主题领域某概念的指定名称，可能
是单词、符号、化学式或数学公式、组织或管理部门的
正式名称（如图１）等［９］。它们与一般词或短语的区别
在于，术语与指定概念间有单一意义关系（单义性），
在文中表达概念时形式和内容具有稳固性。对特定领
域而言，术语较其它一般词具有频繁使用、相对固定的
上下文环境（即共现）、特定排版（如斜体）等特点。一

般情况下，术语是名词或名词短语，但某些时候动词、
形容词、动词短语或形容词短语都可能成为术语［９，１０］。

图１　术语标注示例［１］

　　综合目前国内外各ＡＴＲ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基
于语言学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和混合方法［５，１０，１１］。
２．１　基于语言学的方法
　　术语一般以名词或名词短语出现，而对特定领域
的术语而言，往往具有特殊的词缀（如以“ｈｙｐｅｎ”为前
缀的词常为生物医学术语）和特定的组成模式（如很
多术语首字母大写）［１２］。

图２　语言学方法分析术语的层级图

　　鉴于术语这些词性、词缀和词形等语言学方面的
特点，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重复使用术语构成
的语法和词形模式判断词串是否符合为术语。如Ｐａｕｌ
等提出利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术语的层级图（见图
２）［１３］。其他如 Ａｎａｎｉａｄｏｕ等提出基于通用语法的方
法，使用统一词形语法、特定词缀字典、拉丁文／希腊文
的新古典组合方式表等实现了医学术语识别［１２］。但
是，这种方法对设定的术语构成模式依赖较大，识别效

率有限，在词间关系的识别上尚缺少有力试验的验证。

２．２　基于统计的方法

　　术语除语言学特征外，还具有一些显著的统计特
征，如共现、逆文档词频、熵、互信息等［１３］。统计方法
判断术语主要依据特征值构建统计模型，查看看词串
指定特征值是否符合该模型阈值。例如，根据逆文档
词频公式计算词语的权重，将词串按权重结果排序，根

总第１６８期　２００８年　第８期



１４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据需要抽取的术语个数等参数选取阈值超过一定术语
度①的词作为术语，如 ＫＥＡ即以此为构建统计模型的
指标之一［１４］，当用户需选用１０个术语时，即取术语度
排列前１０位的短语为最终结果。这种方法不依赖于
术语的领域特征，能够较方便地在不同领域使用。但
其主要关注多词术语，容易忽略有意义的单词术语，识
别效果不尽如人意［１０］。

２．３　混合方法

　　由于上述的两种方法各有缺陷，研究者们通常将
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有研究者利用统计方法获取初步
结果后，再基于语言学方法利用语法过滤器处理统计
结果。Ｓａｍｄｊａ等人通过试验验证过这种方法的可操作
性［１０］。而更多研究者首先使用语言法方法处理文本
获取候选术语，再利用统计模型判断词串是否为术语。
这种方法在术语自动识别和聚类（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ｒｍ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Ｔｅｒｍｓ，ＡＴＲＡＣＴ）［７］、Ｔｅｒ

Ｍｉｎｅ［１５］、关键短语抽取算法（Ｋｅｙｐｈｒａｓ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ＫＥＡ）等系统中被证实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思路。
　　除这三种方法外，也有研究者在探索其它思路，如
有作者提出从术语定义入手，利用规则识别出定义后，
再定义匹配模板中术语的位置，通过统计方法来判断
术语的方法［１６］。

３　术语识别的主要困难

　　ＡＴＲ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变体术语
（Ｔｅｒ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同义术语和多义术语（ＴｅｒｍＡｍｂｉｇｕｉ
ｔｙ）是影响识别效率的主要困难［６，７，１２］。

３．１　术语变体

　　术语变体即除标准名称外，尚有很多同义词、变体
词等指称同一个概念。这些变体的产生与研究者不完
全遵守领域术语命名规范有关，同时不断产生的新词
和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产生术语变体的重要原因。具体
而言，术语变体主要包括拼写（使用连字号斜线、大小
写、不同的拉丁文或希腊语翻译等）、形态（单复数）、
词形（同义词）、结构（词语位置变换、介词使用等）及
首字母缩略词等。有研究表明，文献中大概有三分之
一的术语是术语变体［１２］。这些变体影响了识别效率，
因此要借助上下文信息等，从语义、语用层，将表达同
一概念的术语与指定术语联系起来。

３．２　术语歧义
　　除术语变体外，术语歧义是术语识别中的又一大
挑战。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们会利用术语的多面性，用
同一术语表达一个概念的不同方面。而有些术语常常
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研究中表达几个独立的概念。此
外，原本为了简化表达的首字母缩写术语在同一领域
的不同研究中也经常出现雷同，同一个缩写术语可能
表达完全无关的两个概念。这些都向 ＡＴＲ提出挑战，
ＡＴＲ需要利用上下文信息确定术语的真实语义。
　　实际ＡＴＲ中，这三个问题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
点。有系统专门针对单个问题探究解决方案，如
ＭｅｔａＭａｐ项目利用 ＵＭＬＳ叙词表概念，有效提高术语
变体识别效率［７］。但更多的系统如ＡＴＲＡＣＴ针对这三
个问题，综合选择适当的方法，提高识别效率。

４　ＡＴＲ相关项目与系统分析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研究者们积极试验，开发出众
多实用的ＡＴＲ工具，验证各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促进ＡＴＲ理论的不断完善。
４．１　ＡＴＲＡＣＴ
　　ＡＴＲＡＣＴ［２，７，１２］是生物化学数据库系统项目
Ｂｉｏｐａｔｈ②的术语管理平台。该系统将术语看作用户信
息检索的知识单元，集成信息抽取、分类和知识管理等
技术，着重解决术语和术语关系识别两个任务，智能地
指导用户在多知识源中发掘知识。
　　目前，ＡＴＲＡＣＴ主要处理 ＨＴＭＬ和 ＸＭＬ文档，其
核心模块包括３部分：自动术语识别（ＡＴＲ，又称Ｃ／ＮＣ
值模块），缩写词识别（Ａｃｒｏｎｙ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
ＡＲＭ）和术语聚类（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ｒ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
ＡＴＣ）。
　　ＡＴＲ混合语言学和统计学方法，在词性标注等自
然语言处理结果基础上，利用Ｃ／ＮＣ值算法，从文本中
抽取出多词术语及长术语中内嵌的短术语。依据 Ｃ／
ＮＣ值，ＡＴＣ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和统计特征进行术语
消歧。考虑到术语一般倾向于亲近相同语义族术语，
如果背景词对术语的鉴定有贡献，则认为该背景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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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很多研究者探究术语排名近似于术语度。
全称：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ｓ，该项目主要利用公共数据源构

建各种生化反应、等级分类和反应网络的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基础上
自动生成生化反应的反应网络和可视化路径，协助研究者理解反应
物间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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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含义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因此可比较背景词和术
语间语义相似度，基于平均互信息的层级聚类算法，实
现术语聚类。
　　整个识别过程中，ＡＴＲＡＣＴ通过一系列影响术语
抽取和结构化的参数实现术语识别。实际使用时，用
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定制术语识别过程。通过外围检
索工具，选用不同参数，用户可以控制检索术语的类型
和术语识别的噪音。另外，如果用户在识别过程中指定
一个参照术语列表，ＡＴＲＡＣＴ可仅高亮显示出文档中的
新术语，有效连接用户已有知识和新的可获取知识。
　　ＡＴＲＡＣＴ良好的模块设计和系统效率在 ＮａＣＴｅＭ
很多试验中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提高术语识别效率，
研究者们仍在探求利用语义、句法结构等信息实现术
语识别相关任务。
４．２　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是ＮａｃＴｅＭ开发的术语抽取工具，它将领
域无关的Ｃ－ｖａｌｕｅ算法和ＮａｃＴｅＭ开发的ＡｃｒｏＭｉｎｅ术
语缩写识别系统融合在一起，从英文文本中抽取候选
术语，且更主要是抽取多词的复合术语［１５，１７］。
　　ＴｅｒＭｉｎｅ选用的Ｃ－ｖａｌｕｅ算法集成了语义分析和
统计分析两种方法，尤其侧重统计分析。系统通过词
性标注、形容词／名词序列抽取、停用词表过滤等语言
学处理方法获取候选术语，进一步统计候选术语词频、
更长候选术语的数目等特征，构建术语模型判定术语。
根据用户不同需求，ＴｅｒＭｉｎｅ提供了三种使用途径：网
络示范（适用于轻量级的集成系统），批处理服务（处
理大于２ＭＢ的文档），ＳＯＡＰ服务（在其它应用中集成
ＴｅｒＭｉｎｅ）。通过试验，该系统在处理语料的规模和速
度两方面都表现较好。
　　目前，ＮａＣＴｅＭ已集成了ＴｅｒＭｉｎｅ与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开发的 ＸＭＬ搜索引擎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３［１８］，形成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３－ＴｅｒＭｉｎｅ系统。用户通过 Ｃｈｅｓｈｉｒ３可在
ＭＥＤＬＩＮＥ中搜索文摘，找到与检索词相关的术语，根
据术语显著程度排列文章文章，再使用 ＴｅｒＭｉｎｅ标出
文中相关术语，提高获取信息效率。另外，ＮａＣＴｅＭ还
实现了 Ｐｒｏｔéｇé与 ＴｅｒＭｉｎｅ的融合，在 ＰｒｏｔéｇéＴｅｒＭｉｎｅ
插件中，ＴｅｒＭｉｎｅ工具从文本中抽取出的术语可通过接
口快速转换为ＯＷＬ本体，大大简化了本体开发过程。
４．３　ＫＥＡ
　　ＫＥＡ［１４］是新西兰Ｗａｉｋａｔｏ大学开发的关键短语抽

取开源工具。该系统采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户可根据
需要在识别过程中选择是否使用词典，识别文中关键
短语。
　　与前两者相似，ＫＥＡ同样融合语言学和统计两种
方法，在分词、去词根、停用词处理等预处理之后，利用
设定规则（包括术语的最大词长、术语首尾词不含停用
词表中的词等）筛选出候选术语，再选用逆文档词频
ＴＦ×ＩＤＦ、Ｆｉｒ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该短语在文档中首次出现的
位置）、Ｌｅｎｇｔｈ（单词个数）、ＮｏｄｅＤｅｇｒｅｅ（关联词个数）４
个特征，生成统计模型，判断词串是否为关键短语。
４．４　信息技术领域术语辅助提取项目
　　信息技术领域术语辅助提取项目［１９］由北京大学
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和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合作，主要目
的是制定信息科技领域的术语库建设标准，建立领域
术语库，开发领域ＡＴＲ软件。
　　项目组利用信息科学技术语料，提取词串领域特
征、语法结构等语言学特征，结合词汇关联度，训练出
特征模型，提取出特征相符的候选术语。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利用局部上下文、篇章结构等信息，过滤和筛选
术语候选词。经过人工校对后将筛选出的术语加入领
域词库，结合新的领域词库和通用词库对语料库进一
步细切分，循环执行过滤和筛选，提取更高一层结合紧
密的语言单位。
　　实验证明，该方法对发现大量新术语，更新领域术
语库有明显帮助。在试验的基础上，该项目组将进一
步完善识别策略，提高识别效率。同时将该系统应用
于术语信息服务系统中，用户浏览网页时，借助该识别
插件，自动获取该网页上所有信息科技领域的术语和
术语有关的超链接，帮助用户快速获取相关知识。

５　ＡＴＲ相关资源建设

　　经过数十年研究，研究者们不仅形成了各种理论，
构建了众多识别系统，同时还建设了众多可公共获取
的术语资源。
５．１　ＵＭＬＳ
　　ＵＭＬＳ［７，２０］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发的术语
系统，目前包含１００多万个概念和２８０多万术语，这几
乎包含了所有生物医学词汇。这些词汇经过有效组
织，组成１３５个等级类目，其中包含５４种关系。借助
ＵＭＬＳ可以将自由词与唯一的概念词相对应，解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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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ＵＭＬＳ中主要指缩写、大小写变体）、同义词判别的
问题。如Ｓ．Ｂ．Ｊｏｈｎｓｏｎ等借助ＵＭＬＳ的概念关系利用机
器学习方法在消除术语歧义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２１］。
５．２　Ｔｅｒｍｉｎｏ
　　Ｔｅｒｍｉｎｏ［７，２２］是在ｅ－Ｓｃｉｅｎｃｅ框架下的临床医学和
ｍｙＧｒｉｄ两个项目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这两个项目都涉
及术语识别和分类。由于ＵＭＬＳ固定的结构体系和有
限的词汇来源限制了术语与多个本体间链接的抽取，
项目组促成建立 Ｔｅｒｍｉｎｏ。该系统由一个装载术语信
息的数据库和一个从数据库中识别术语的编译工具组
成，术语识别由预处理模块、形态分析、术语记录效用
分析３个模块组成，预处理部分主要为形态分析提供
分词和词性标注结果，效用分析部分则由术语专家参
与选择经过形态分析生成的术语集合。该系统着力于
建立和维持多种类型资源（本体概念、术语、受控词表、
分类描述符等）之间的链接，提供基于词典的标注机
制，为大规模、各种来源的生物医学词汇提供弹性的数
据库模式。
５．３　ＣＣＤ
　　ＣＣＤ［２３］是由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开发的与 Ｗｏｒｄ
Ｎｅｔ兼容的汉语语义词典。由中英文中的同义词集合
定义概念节点，这些节点连通概念之间的上下位关系
和一些附加关系等组成了 ＣＣＤ的概念网络。目前
ＣＣＤ中共包含２５个名词文档、１５个动词文档及很多
形容词和副词文档。这些文档中的各概念及概念间关
系的演绎规则都事先严格形式化了，可应用于中文的
语义分析中。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Ｚａｎ等人借助ＣＣＤ实现了基于
词典的单个词语的术语抽取［２４］。

６　结　语

　　尽管目前中英文的自动术语识别在生物医学领域
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变体术语识别、术语消歧等依旧面
临着较多问题。不少方法只是在小的测试集上获得较
好性能，大规模的测试仍有待开展。其他领域的 ＡＴＲ
系统也亟待开发，虽然在信息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一定
成绩，但人工参与的工作还是很多，进一步提高自动化
效率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后续的术语管理和
维护等工作也需要同步跟进，以确保基于术语的多种
应用的有序进行。术语识别作为知识抽取、信息检索、
文本挖掘等信息技术的关键环节，要进一步充分汲取

这些技术中较为成熟的方法，提高 ＡＴＲ效率，促进知
识抽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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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特邀专栏组稿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主办的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学术性
刊物。刊物拥有清晰的定位，即以跟踪技术的研究、应用、交
流为主体，服务于广大信息技术人员。
　　本刊从２００４年起开设不定期栏目———《特邀专栏》，每
一期专栏集中发表关于某个特定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的
研究型文章，汇集科研成果、聚焦研究前沿。

１　《特邀专栏》目的与定位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高质量的稿件始终是刊物发展的关
键所在。因此，编辑部在广泛组稿的同时，也希望透过业界
专家的支持，合作策划重大选题，集中组织优秀稿件，系统深
入进行报道。

２　《特邀专栏》操作办法及流程

　　（１）本栏目特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教授担任专栏
主编，专栏的设立一般由期刊的策划编辑和特邀专栏主编沟
通，根据国内外图书情报技术学科的发展需要提出选题。
　　（２）选题一旦确定后，由特邀专栏主编承担稿件的组
织，审核并撰写前言。一期特邀专栏一般为３－５篇文章为
宜。稿件组织过程中，策划编辑将与特邀专栏主编进行定期
的沟通，及时掌握稿件的撰写情况，并对稿件的撰写提出适
当的建议和意见。
　　（３）稿件经特邀专栏主编审核通过，提交给编辑部。后
期由策划编辑负责与作者的联系沟通及安排出版等事宜。
　　（４）专栏的选题一旦确定后，将确定基本时间表。一般
的操作周期为３－５个月。以正式确定特邀专栏题目为起始
点，在１个月内确定约请论文的作者和题目，３个月内确定
初稿，５个月内确定采用稿。

　　（５）对于拟定录用的特邀专栏稿件，本刊将减免发表
费，并支付稿费。稿件一旦发表，编辑部将及时赠与样刊。

３　 《特邀专栏》稿件内容要求

　　（１）深入反映本专栏选题方向的前沿研究成果或重大
应用成果，侧重理论研究、技术分析、系统论证或设计等，注
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２）特邀专栏稿件应该主要是原始性和原创性研究论
文，也可以有一篇综述性论文，但综述性论文必须可靠地覆
盖该方向的原始核心文献。
　　（３）文章按照严谨的学术文章体例写作，即明确扼要地
界定研究问题，简要说明研究方法，系统精炼地描述国际国
内发展状况，进而详细地描述作者自身研究工作的技术线路
及研究结果。
　　（４）特邀专栏的一系列文章应注意覆盖专栏选题所涉
及的各个研究方向和多个研究单位，充分覆盖可能存在的多
种观点和技术线路。
　　（５）充分承认前人／别人的工作，充分引证所参考引用
的文献（尤其是本研究工作中的原始核心文献和国内最先出
现的研究文献），严格遵守著录规范。

４　《特邀专栏》稿件格式要求

　　（１）论文版式请参照本刊网站“下载专区”中“论文模板”。
　　（２）多个作者时，请注明通信作者，并注明各个作者的
单位。
　　（３）每篇稿件以６－８千字为宜（按篇幅字数计算，包括
图、表）。
　　２００８年本刊《特邀专栏》的组稿工作已开始启动，
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给予支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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