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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需要更为高效准确的信息获取方式。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使隐含在无

序信息载体中的大量有价值数值信息可以得以利用，从而满足科研工作者数据驱动型研究的信息需求。【方法/过
程】本文旨在总结和归纳数值信息抽取研究的相关内容，包括数值信息抽取的内涵、数值信息抽取研究概况、面临

的困境和制约因素以及应用等。【结果/结论】数值信息抽取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且现有的数值信息抽取研究较

少，对于数值信息的抽取，基于规则和统计学习的方法各有利弊，总体来说，基于规则的抽取方法仍是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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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Faced with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people need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ways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useful disordered information，research on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
tion can help us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meet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ers who does data-driven re⁃
search.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research,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of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he research overview of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he dilemmas, the main constraints and applications.【Result/conclusion】The extraction of numerical information still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and there is less research on the extraction of existing numer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extraction of nu⁃
merical information, methods based on rules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verall,
rules-based extraction methods are still the mainstream method.
Keywords: numerical information;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numer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heory

收稿日期：2018-09-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气候变化科学成果集成研究范式及其实现平台研究”（41671535）
作者简介：李春杰（1993-），女，硕士，主要研究信息资源组织与建设；通讯作者：马建玲.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海量的信息、数据、知识隐藏于

结构化、半结构化或无结构的文本集合中。对于信息用户而

言，需要海量数据的发现、抽取、统计和分析以满足数据驱动

的科学研究，而基于关键词检索的信息获取方式无法提供细

粒度、深层次和有序化的数据信息，特别针对科技文献，关键

词检索只能提供摘要、全文信息, 无法获取文本内容层的重

要概念、实体和数据；对于信息组织者而言，作为信息的加工

者，面对海量的原始资料信息，获取、过滤、组织、建库是十分

艰巨的任务，基于此，自动化处理海量信息的信息抽取技术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于信息抽取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

发展。

信息抽取常指抽取特定的事实信息，MUC测评会议将

信息抽取定义为“从单个或多个文本中选择性地组织和结合

所抽取隐式及显式数据的数据的技术【1】。”数值信息抽取是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方向，是信息抽取、信息检

索、机器翻译、自动问答系统、知识库或事实库等多种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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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处理技巧的基础【2】，本文主要对数值信息抽取技术的研究

进行归纳。

1 数值信息抽取概念分析

数值信息抽取是信息抽取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明确

数值信息抽取的概念，能够帮助研究者明晰数值信息抽取研

究的边界。

数值信息：从表达形式来看，数值信息大多以“数字”表

达为构成主体，与量词、符号、字母组合，从而赋予数值具体

的信息类型，例如时间类数值信息、货币类数值信息等；同

时，数字与其他符号组合，形成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符串，如电

话号码、邮箱地址、各类编号、车牌号码等，也属于数值信息

的范畴；“数字”的存在并不是数值信息的必要特征，在ACE
测评会议中，曾将特定情景下的事件名称也作为数值信息处

理，如“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单位为搜狐公司”、“小明在百度公

司担任总经理”，其中的单位信息、职位信息也被认为是数值

信息的一种【3】。

数值信息抽取：数值信息抽取可以简单定义为对给定文

本集合中的数值型信息进行抽取。数值是一种有价值的信

息，在于它存在于一定的上下文中，因此数值信息抽取，需要

对包含有数值信息的客观事实描述语句进行识别，而并非只

单纯获得数字表达，其抽取结果一般以元组形式呈现，在抽

取结果中呈现出与命名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产出有用

的知识。

2 数值信息抽取相关研究概述

数值信息抽取在数据驱动的文献综合集成研究、各类决

策支持系统以及信息服务平台中都逐渐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作为信息抽取重要的研究分支，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理论及

技术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以求解决各领域对于数值信息收

集、提取、利用的问题。

22..11 数值信息抽取相关学者研究数值信息抽取相关学者研究

数值信息抽取始于 2000年 12月正式启动的ACE评测

会议，在医学领域、商业领域、军事领域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本文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对数值信息抽取已有研究

进行归纳总结。

国内对于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自2008年至2018年十年

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如表 1所示，本文筛选出主题符合度较

高的8篇文献，分析了近年来数值信息抽取研究的内容。这

些研究主要围绕网页信息、科技文献、病例与新闻报纸等载

体类型，涉及到中英文文献的抽取，囊括了对于事件中知识

元、绝对数值信息以及相对数值信息的识别和发现，其中决

策树、句法树、机器学习、正则表达式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

手段，基于规则的抽取方法仍为主流方法。

表2归纳了国外学者对于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情况，从

表中内容可以看出，早期国外对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医学、新闻领域，借助字典和规则的方法为主要的数值

信息抽取手段，2009年开始，机器学习的方法开始应用到数

值信息抽取的研究中，通过训练模板进行信息抽取，自此，

SVM、HMM等机器学习的模型开始广泛应用在数值信息抽

取的过程中，并逐步引入神经网络等先进技术。

与国内研究相比，从研究的时间来看，国外数值信息抽

取研究开始于 1998年，起步更早；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数

值信息抽取研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偏多，新闻语料的处

理占较大比例，而国内主要偏重于自由文本、科技文献等载

体类型，但在题材的全面性和覆盖性来看，差别不大；从抽取

技术的使用上来看，手段上大体相似，基于人工、机器学习的

方法都用应用。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数值信息抽取

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技术方法、抽取对象的丰富性不足；从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来看，基于规则的数值信息抽取方法，广

泛应用决策树算法训练数据集，准确率较高，但需要较多的

人为参与和时间投入；基于机器学习的信息抽取方法近年来

不断完善，主要分为有监督和无监督或半监督的机器学习，

效率较高，但是受到语料库、属性值全面程度的影响，抽取的

准确率不尽人意。同时，各类数值信息抽取系统还会受到领

域差异的影响，抽取方法的移植性变得很弱，缺乏泛化能力，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22..22 现有数值信息抽取研究的常用模式现有数值信息抽取研究的常用模式

通过对电子病历记录【4】、科技文献、网页、新闻报纸等不

同载体类型的数值信息抽取技术进行归纳研究，本文总结得

出数值信息抽取研究的常用模式，如图 1所示，包括训练样

表1 国内数值信息抽取研究

时间

2018
2018
2016
2015
2015
2010
2008
2008

处理对象

英文科技文献

网络问答信息

中文文本数值关系

医学数据

时间数据

新闻法律事件

年鉴

网页抽取

作者

郭少卿

张桂平

吴胜

谢维佳

张远鹏

毋菲

肖洪

杨少华

方法
利用远程机器学习、语义标注得到取值关系模板，识别语义关系，处理相对数值信息，计算实
际取值。
通过制定模板模块、模式匹配模块，利用条件随机场补全模块，最后时限时间地点抽取。

利用词性、句法树等特征生成候选主体集, 用 J-W距离打分得到取值主体。

基于规则、正则表达式以及相似度匹配的方法，抽取体温数据、脉搏、呼吸、心率等数据。

人工标注生成训练数据集，利用HMM的方式产生抽取规则。
利用规则的方法，通过正则表达式、决策树C4.5算法以及句法分析完成对于特定法律事件中
的数值元的抽取。
基于规则与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各类行业词表，从而建立抽取规则。

训练模板，利用模板学习的方式抽取网页中的数值信息。

情报科学
第第3737卷卷 第第22期期 20192019年年22月月·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研究·

-- 41



本集的准备工作、机器学习系统的选择，目标语句识别以及

最后的抽取。

图1 数值信息抽取研究模式

（1）待处理文本分析。

待处理文本分析主要指对数值信息的载体以及需要抽

取的数值信息相关词汇进行分析，包括文本结构及重要词

汇，该过程可以帮助简化抽取过程，以地学领域为例，该领域

论文的位置信息一般都存在于“研究区域”章节；重要词汇分

析主要指重要的触发词、停用词、引导词、领域专用词等，以

完成文本的特征选择和特征值分类，要借助特征选择，从数

据集合里按照指定的规则选择出具有良好的区分特性的特

征子集，以此降低计算开销和提高分类性能，减小数据处理

量，从而节省处理时间【5】。对这些重要的特征词汇进行汇

总，建立特征词库和规则库，从而更高效的识别目标词汇，简

化抽取步骤。

（2）目标词汇处理。

目标词汇指最终抽取的数值信息（300mm）以及与之相

对的实体特征值（年降水量）、主体（兰州）等，即最后需要呈

现的元组元素。对目标词汇的分析包括对目标词汇类型的

分析、词性的分析，以及各成分的构成模式等；目标词汇类型

分析，如“时间数值信息”、“货币数值信息”、“电话号码”、“邮

箱地址”等是按照不同的范畴类别进行分类，或者是“绝对数

值信息”、“相对数值信息”广义上的数值信息分类方式，都是

影响抽取规则的重要因素，在目标词汇处理阶段，将数值信

息的类型、构成分析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归纳总结

抽取规则以及定制抽取模板，从而为抽取工作打下基础。

（3）文本预处理。

通过文本预处理生成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处理的数据

集。该过程需要先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格式，从而

进行下一步骤的操作。文本预处理与待处理文本分析作用

相似，区别在于，该步骤一般运用非人工的方式进行，包括对

语料的分词、去停用词、词性标注、词性过滤等内容，并直接

服务于抽取的过程【6】。经过预处理环节生成带标注的数据

集，从而使计算机能够更快速准确的了解语料内容，并识别

相关的信息。

（4）目标语句识别。

目标语句的识别是数值信息抽取的难点。数值信息识

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标词含有数字、规律性较强的数

值信息，一类是目标词中不包含数字特征的词，规律性不强

的数值信息。如图 2所示，对于规律性较强的一类，使用正

则表达式【7-8】或者根据规则生成匹配树即可解决【6】，将目标

词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表达规则、模板转化为匹配树，从

而形成相应的抽取策略实现数值信息抽取，该方法主要依

赖于人工编制规则；对于规则性较弱的数值信息，人工编制

规则不足以发现和识别所有的目标语句，于是引入机器学

习的方法予以辅助【9】，其迭代学习过程会增强识别效果，根

据语料内容，人工方式定制出种子模板，得到原始语料中应

被识别的句子，分析抽取结果的表达模式，丰富模板，然后将

该过程重复；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10】、条件随机场、决策树等

理论的诸多机器学习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数值信息抽取系

统中，这些技术弥补了人工归纳抽取规则、建立模板的不足，

可以更好的识别实体、属性等内容。

图2 数值信息抽取的模板归纳

（5）数值信息抽取。

现有研究中，正则表达式、匹配树可完成数字特征明显

且具有较大规律性的抽取，句法分析可以针对规律性较弱的

非数字类数值信息进行抽取，基于统计的句法分析是比较主

时间

2016
2016
2015
2012
2010
2009
2009
2007
2007
2006
1998

处理对象

实验数据规模描述

解释短语库

自由文本

生物领域实验报告

手写字母数字序列

新闻语料中指标取值

日文新闻报纸

电子病历

新闻报纸

医师记录文本

文章摘要

作者

Sarker
Chaganty
Maiya
Santos
Simon Thomas
Murata
Masaki MURATA
Voorham J Denig P
Nanba H
Turchin A
Fukuda K

方法

将词共现、词相似度、段落结构作为特征加入SVM对句子进行二分类。

利用RNN完成指标取值换算。

正则表达式抽取带单位的数值

领域本体构建规则识别生物领域的实验参数。

使用HMM进行模式识别，提取特征向量序列。

使用远程监督发现模板，借助人工构建的外部知识库学习语料中模板。

借助半自动的单词分类词典的方法提取数字信息和命名实体集。

文本识别算法、正则表达式抽取糖尿病相关的数值临床数据。

基于规则的抽取方法抽取时间、价格、销量、市场占有率等信息。

正则表达式抽取血压值。

基于规则的抽取方法抽取蛋白质名。

表2 国外数值信息抽取研究

INFORMATION SCIENCE
Vol.37,No.2 February,2019·Theory Research·

-- 42



流的抽取方法，主要的句法分析器包括 Stanford parser 和

Berkeler parser，也有基于规则的句法分析算法，包括Chart、
CYK、GLR等。句法分析与规则抽取相结合，一般会得到“主

体、指标名称、数字、单位”或者“主体、指标名称、数值元”的

内容，最后生成需要的元组表达结果。数值信息抽取可能会

得到绝对的数值信息，完成抽取；而针对相对数值信息，则需

要进一步的数值信息换算，从而得到实际的数值信息，如图

3所示。

图3 数值信息抽取的目标语句识别

面对不同的数值信息抽取任务，抽取方式各有不同，以

上内容属于较为普适性的数值信息抽取模式，针对要解决的

难点对抽取方法进行调整，最后找到最适合的数值信息抽取

方法。

22..33 数值信息抽取相关理论数值信息抽取相关理论

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数值信息抽取技术主要分为

基于规则的数值信息抽取、基于统计的数值信息抽取以及基

于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信息抽取方法，这些技术方法背后存

在相应的理论基础，基于这些理论设计各类算法，实现数值

信息抽取过程中规则模板的生成、目标语句的识别。

如表 3 所示，决策树理论、隐马尔科夫模型、条件随机

场、VC维理论、神经网络、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以及最大熵

理论是目前信息抽取技术最为依赖的科学理论。在这些原

理的指导下，逐步解决了文本分类、分词、词性标注、语句识

别、句法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

从目前来看，数值信息抽取过程中仍然需要人工的参

与，但是通过自动化的机器学习等技术来完成大部分的工

作，仍然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因此，对于技术的革新依然是

一大难题。

3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的应用

33..11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综合集成研究中的作用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综合集成研究中的作用

综合集成研究是一种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模式，对数值

信息的需求量极大。以地学领域为例，地球空间数据一般表

现为分布式、多尺度的数据，数据量大、获取费用高、共享效

益高、涉及专业部门多【22】，把分散的数据集成到统一的数据

仓库，是综合集成研究重要的步骤。例如，在亚洲气候变化

集成研究中，数据的收集、整编规范工作十分繁杂，需要收

集各种时间分辨率的代用记录，最终建立亚洲两千年气候

代用资料数据库【23】；同样，全球变化研究也是基于数据集成

的研究项目，属于全球尺度的、多学科、多组织、大团队的集

成综合研究，对基础数据和衍生数据的收集有重要需求,很
多研究项目都需要对专门的数值信息进行发掘、统计和集

成分析【24】。基于该类科学研究的需求，数值信息抽取技术

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33..22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决策支持中的作用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决策支持中的作用

决策支持系统是一种计算机应用系统，对事实数据进行

加工，从而辅助决策者作出决策。支持决策系统依赖于数

据库、模型库、知识库、方法库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需要对数据进行转换与清理。数值信息抽取技术，

是获取数据的手段，同时，也是将数据进行统一、规范化的

过程【25】。

对于决策支持系统，分散的数据也是无法支持其使用

的，系统必须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融合等操作以构建相应数

据模型，进而满足用户需求。例如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及决策

支持系统需要集中的数据支持，需要分散的相关数据源集成

到统一的数据仓库【26】。数值信息的抽取，更好的满足集成研

究对多源数值数据获取的需求。

重要理论
决策树理论
（C4.5、 C5.0、 ID3、 ACLS、 CAR⁃TRELIEF、CART、CHAID）
隐马尔科夫模型

条件随机场理论

VC维理论

神经网络
（KNN、DNN 、SVM 、DL、BP、DBN、RBF、CNN、ANN）
结构风险最小理论

最大熵理论
（迭代尺度法(IIS)、梯度下降法、牛顿
法、拟牛顿法）

功能

文本的分类与识别

分词及词性标注

词性标注

文本分类和语句识别

灵活模拟数据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使学习机器在样本集上的期望风
险得到控制

词性标注、短语识别、指代消解、
语法分析、文本分类、问题回答

特点
复杂度较小，速度快且抗噪声能力强，可伸缩性强，既可用于小数
据集，也可用于海量数据集，且学习过程中使用者不需要了解很
多背景知识，且分类原理简单易懂【11-12】

不需要大规模词典和规则集、移植性好、投入成本较少等显著优
势【13】
解决了标注偏置问题，可以参考抽取目标文本的上下文信息，且
算法的特征设计更为灵活【14-15】
解决了机器学习过程中训练数据样本的数量的界定，从而保证产
生的分类器的效果尽可能最好【16-17】

有很强的鲁棒性、记忆能力、非线性映射能力以及强大的自学习
能力【18】。

寻找最小经验风险,考虑经验风险和置信范围，取得实际风险的
最小化【19】。

基于最大熵理论构建模型，特征选择灵活，模型可以应用在不同
领域，可移植性强【20-21】。

表3 信息抽取技术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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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信息服务中的作用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在信息服务中的作用

在信息服务行业，利用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可以提升信息

服务的水平。面对信息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信息服务工

作者需要获取信息用户的相关信息对用户的隐性信息需求

进行判断，提供主动、友好、准确的信息，例如用户在图书馆

主页的访问数据、读者借阅历史等资料，都是帮助用户需求

分析的有用信息，从而依据此为用户提供有效的、针对性的

信息推送服务。

数值信息抽取在信息服务中的应用，还体现在为知识组

织和知识服务提供结构化数据和知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

深层挖掘，建立专题知识库或领域本体，如抽取领域命名实

体，包括国家、机构、主题、地名、重要数据等，从而建设领域

知识库，为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提供数据基础。

在面向数值信息的问答系统中，数值信息抽取技术同样

得到应用。面向数值信息的问答系统的建立需要考虑数值

答案的抽取和生成，并构建答案库，从而为信息用户提供接

近人工问答水平的体验以及准确无误的服务质量【27】。

数值信息抽取技术为综合集成研究构建了数据库基础，

为支持决策系统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材料，同时在信息服务过

程中，最大限度的解放人力，力求利用已有的信息，提供信息

服务。在各项工作中，数值信息抽取技术面对的是多元化、

分布式、多尺度的处理文本，需要解决数据的规范化处理以

及与各类系统的对接。面对数据时代的来临，数值信息抽取

技术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4 数值信息抽取面临的挑战

数值信息抽取研究很难找到一种普适性的方法，领域差

异性、数值信息丰富多样的类型都决定了数值信息表达方式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影响到抽取过程中具体的实施策

略；同时，中文文献数值信息表达没有词间空格作为明显的

分词标志，对分词技术以及词性标注技术要求较高，这些因

素都增加了数值信息抽取的难度。

44..11 领域差异性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影响领域差异性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影响

领域差异性决定了相同类别的数值信息具有不同的表

达形式【28】。如表 4所示，以新闻学、地球科学以及历史学三

个领域的时间抽取任务为例，在新闻学领域，新闻事件的发

生时间、新闻的报道时间作为有价值的数值信息，常使用日

常的时间表达方式，如“xxxx-xx-xx”、“xxxx年 xx月 xx日”等；

而在地球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时间表达的领域特征就极其

明显，时间跨度、专有时间名词等都与日常时间表达有很大

的差异。

数值信息抽取研究涉及到对数值信息的词汇表达、句法

特征的分析，表达方式不同，处理方式就会大相径庭，以时间

类数值信息抽取为例，对于不同的表达方式，正则表达式的

构造也会有所差异。

表4 不同领域时间数值信息表达差异

新闻

地球科学

历史学

时间数值信息
2018年3月2日2018-02-132018.03.262018/6/11
……
末次盛冰期
早/中/晚/初更新世2000Ma BP（a BP）
……
庆历2年
公元前334年13世纪初
……

('\d{4}[-/]\d{2}[-/]\d{2}') （1）
该正则表达式会匹配到“xxxx-xx-xx”以及“xxxx/xx/xx”

等表达方式；

(r"(\d{4}-\d{1,2}-\d{1,2}\s\d{1,2}:\d{1,2})") （2）
该表达式会精确到具体时刻，几时几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〇]{4}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〇]{1,2}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〇]{1,2}日'） （3）
该正则表达式就可以抽取出“xxxx年 xx月 xx日”形式的

时间。

领域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抽取策略的编写，因此

需要本领域的特征词表、触发词词表、专业术语词表等作为

辅助信息。

44..22 数值信息类型差异性对信息抽取的影响数值信息类型差异性对信息抽取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数值信息抽取策略多有不同。表 5以地球

科学领域的沙漠学数值信息类型为例，包含了地理信息、时

间空间信息、气候信息、属性信息、生态信息等。沙漠学文献

中涉及到的气候信息包括降水量、蒸发量、干燥度、风速、温

度等内容，降水量、蒸发量一般都有标志性的数值和数值单

位组成，而气候类型的数值信息抽取目标词汇则一般为“温

湿、半湿润、寒冷干旱、半干旱、干冷多风”等；时空信息一类

中，经纬度、海拔有特定的表达结构，而研究区域则相对弱规

律化，例如“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高平原中西部，集中

分布于弱水东岸的古日乃湖以东、宗乃山和雅布赖山以西，

拐子湖以南，北大山以北的地区）”，括号内的内容为需要抽

取的内容，涉及的词表类型、表达规则丰富多样，这都为数值

信息的抽取增加了难度。

表5 沙漠学领域数值信息类别

地理信息
湖泊个数
湖泊面积
蓄水量

地下水位
……

空间时间信息
经纬度
海拔
年代
区域
……

气候信息
降水量
蒸发量
干燥度

气候类型
……

属性信息
长度
宽度
面积
厚度
……

生态信息

植被盖度
归一化植被

指数
……

44..33 相对数量关系表达增大了数值信息抽取难度相对数量关系表达增大了数值信息抽取难度

数值信息一般分为绝对数值信息和相对数值信息，绝对

数值信息一般是确定的结果，而相对数值信息可能是一种倍

数表达或者相对关系【29】。以时间为例，对于“2018年3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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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种确定时间，正则表达式的抽取方法已经完全可以解

决，而对于“2018年3月26日……三天后发生了……”，对于

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2018年3月26日”三天后，即“2018年

3月 29日”可能就需要复杂的技术手段来识别和计算。同

样，对于其他表达数量关系的语境，例如“2017年河南省粮

食产量为……，今年增长了……”，或是“某地区2013年降水

量为……，今年的降水量是 2013年的……倍”，这些相对的

数量关系抽取都是数值信息抽取工作面临的挑战。

44..44 行文表达的复杂性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影响行文表达的复杂性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影响

对数值信息抽取而言，对无结构的自由文本的抽取是抽

取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数值信息抽取需要呈现出完整的

信息链条，包括主体、指标类型以及数值表达，包含多种类型

信息，而在文本表达时这些必要的部分往往并不会有序出现

在同一个句子单元，甚至处于不同的段落；再者，当文章中以

指代形式对数值信息的主体对象进行表达时，也会涉及到对

代词所指对象的识别；在文献中还存在句子成分缺失的情

况，以主语缺失最为普遍。在数值信息抽取时常会涉及到主

体识别，要分辨出该数值短语所表达的属性属于哪一实体及

相互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实体名称的判断与数值信息

的识别又是相辅相成的，即命名实体的位置很可能会出现相

应的数值信息表达。因此，要识别目标语句，并得到完整的

信息链，是数值信息抽取需要解决的难题。

面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困境，各类技术方法也在不断革

新。但现有的数值信息抽取技术仍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

题。数值信息抽取技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29】。

5 结 语

本文概述了数值信息抽取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总结

和对比了近年来中外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成果，理清数值信

息抽取的研究模式，对数值信息抽取技术的应用做了简单的

归纳，并分析了中英文表达差异、领域差异性、数值类型多

样、行文不规范等因素对数值信息抽取的影响。

数值信息抽取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训练模板的全面程

度限制了目标语句的识别效果，分句之间数值信息与实体的

关系识别仍然很难解决，中文分词的准确度不够，以及抽取

方法的可移植性不够强等。数值信息抽取对于科研具有重

要的意义，在数据驱动研究范式的大趋势下，数值信息抽取

技术是提供结构化、易获取的数值信息的有效手段；对于信

息组织者而言，数值信息抽取技术是自动处理海量无序信

息，支持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工具，因此，虽然实现数值信息抽

取的全自动化仍然十分困难，但是将其提高到可以解决部分

现实问题的水平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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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激活共同的语境假设，并推理出交际意图；经过语言

转码后，目的文化民众无法通过明示信息激活源文化的语境

假设，不能获得正确的交际意图。这就要求信息传递者在忠

实性、求效性原则下，对源文化的语境假设进行重构，完成正

确交际。

如：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

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

友谊和合作之桥》

(Н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чай и пиво «не уживаются»
на одном столе: близкие друзья, встретившись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разлуки, могут пить вино, и сколько бы они ни
выпили, этого буде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чтобы выразить
связывающую их глубокую дружбу, — также они могут
пить и чай, ведя долгие задушевные беседы о жизни. )【11】

在汉语文化的信息辖域中，酒代表的含义除了失意时可

以“消愁”外，还可以在喜庆环境下助兴，与友人相聚时的畅

快。而俄罗斯的酒文化中，是否饮酒、饮多少是个人的事情,
和朋友、感情并没有多少关系。因此酒在这里代表的文化内

涵已发生变化，这时就需要将没有明示的文化内涵补充进

来。书中转码后的信息彰显的是友谊，强调的是“尽兴”而不

是“多”。这里信息传递者放弃了源文化中“千杯”这个“多”

的概念,灵活的转换为“尽兴”,达到了激活共同语境假设的目

的，遵循了适切性原则。

4 结 语

本文从信息生态的视角考察跨文化语言信息传播，是在

跨学科研究上进行的探索，是从新的角度审视跨文化语言信

息的本质和过程。在信息生态这个更加强调动态和谐、更加

广阔和更加强调整体关联的背景当中考察，就是希望能够揭

示出更全面、更深层的跨文化语言信息传播的活动机理与规

律。本文在论证二者在理论上接缘的可行性基础上，参照信

息生态位的三个优化原则，对信息生态指导跨文化语言信息

传播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跨文化语言信息传播的研究范围和

领域开辟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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