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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与方法，针对中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所需

的数据基础进行研究，采用以词义为主轴的综合型语言知识库构建思路与方法，结合中医药

文献特点，开发相应工具，实现了文本的自动切分与词性标注。在此基础上构建专业语义词

典、针对性停用词表，研发基于语义的中文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辅助系统，利用语义网络、

语义词典、显性关系排除、语义限制、频率过滤等技术和方法，对非相关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进行智能化初选，成功地模拟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过程，达到了帮助科研人员揭示中文

文献中的隐性关联，引导并实现知识发现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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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technique and metho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data base required by Chinese non-interactive literature-based knowledge 
discovery. It adopt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language knowledge-base with a 
principal axis of word sense, and develops a corresponding tool to realize automatic Chinese text 
segmentation and POS tagging,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it constructs a pertinence stop list and develops an assistant system of Chinese 
non-interactive literature-based knowledge discovery. Using some techniques and approaches such 
as semantic web, explicit relation exclusion, semantic constraint, frequency filtering, etc. the 
system intelligently chooses the relations among non-interactive literatures. It simulates the 
process of non-interactive literature-based knowledge discovery successfully, aiming at the 
anticipative target to help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o disclose implicit rel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s 



and introduce them to achieve knowledg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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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学科专业的逐步细化，专业文献的研究范围开始逐渐缩小，专业间的沟通变得越来

越困难。原本在专业文献间有价值的关联信息，由于专业文献的高度分化，日益被专业内部

海量的信息掩盖。美国芝加哥大学的DonR.Swanson教授于 1986 年创立的一种纯情报学研究

方法：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
[1]
，Swanson将他称之为ABC模式。与传统的由A→C的知识

发现方法相比，Swanson的知识发现方法明显增强了目的性和方向性，他使科研人员找寻这

种隐藏关系的过程不再盲目。B的出现为科研人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关键性的引导，帮助专

业研究人员认识和发现潜在有用的知识片断间的关联，进一步证实科学假设的可行性。 

2.总体设计  

本文采用的解决方案总体原则是：运用自然语

言处理（NLP）技术与方法，针对中文非相关文献

知识发现的数据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在实现文本的

自动切分与标注的基础上，研发针对性停用词表；

利用语义网络、语义词典、显性关系排除、语义限

制、频率过滤等技术手段和方法，对非相关文献之

间的关联性进行智能化初选，找到能表达两类非相

关文献间关联性的概念、词语列表；帮助科研人员

揭示文献中的隐性关联，形成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假

设，从而引导并实现知识发现。 其整体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整体框架图 

3.具体方案 

3.1 预处理方案及相关技术研究  

中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需要的预处理过程，实际上是许多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第一

步，具体方案是在作者所在单位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俞士汶教授提出的以词义为主

轴的综合型语言知识库建设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2]
具体思路如图2所示。  

 
图 2： 专业语料库与专业切分词典关系及生成示意图 

功能实现： 

该系统以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自动切分与标注软件为基础，对语料加工所需的多

种软件进行了开发与集成，形成了集加工、辅助修改及词典生成为一体的专业语料加工系统，

主要有文件、编辑、检索、切分程序、词表替换、整理词典、抽词程序、环境设置、帮助等



主要功能，系统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3：专业领域语料标注加工系统界面 

工作流程及结果:在以上工具的有效支持下，我们进行了大规模中医药古文献语料库的

标注工作。其工作流程及结果示例如下： 

a 生语料（原文）： 

活血通窍法 

用于瘀血阻络之头痛。症见头痛如锥如刺,痛有定处,头胀而痛剧,时轻时重,日久不愈,

舌质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涩。 

b 汉语文本切分与词性标注工具标注后的语料： 

活/v 血/n 通窍法/n  

用于/v 瘀/Ag 血/n 阻/Vg 络/Ng 之/u 头/n  痛/a 。/w 症/Ng 见/v 头痛

/a 如/v 锥/Ng 如/v 刺/n ，/w 痛/a 有/v 定/v 处/n ，/w 头/n 胀/a 而

/c 痛/a 剧/Ag ，/w 时/Dg 轻/a 时/Dg 重/a ，/w 日/q 久/a 不/d 愈/Vg ，

/w 舌/Ng 质/Ng 暗/a ，/m 或/c 有/v 瘀斑/n 、/w 瘀点/n ，/w 脉/Ng 涩

/a 。/w 

c 运用专业切分词典再次加工后的语料： 

活血通窍法/n_zf  

用于/v 瘀血阻络/n_bj 之/u 头痛/n_bm 。/w 症/Ng 见/v 头痛/n_bm 如/v 

锥/Ng 如/v 刺/n ，/w 痛/a 有/v 定/v 处/n ，/w 头胀/n_zz 而/c 痛/a 剧

/Ag ，/w 时/Dg 轻/a 时/Dg 重/a ，/w 日/q 久/a 不/d 愈/Vg ，/w 舌质暗

/n_zf ，/m 或/c 有/v 瘀斑/n_zz 、/w 瘀点/n_zz ，/w 脉涩/n_zf 。/w 

原始语料经过基本加工之后，文本由汉字串变成了“切分单位”的序列。“切分单位”

基本是词，即语言学家所指的“句法词”。斜杠后的字母是根据该词语所表现的句法特性而

加的标记。 [3]

3.2 语义词典的构建与利用  

利用专业药语料库与专业切分词典构建专业语义词典，并将其植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

辅助系统内，从而实现“B列表”语义限制。  

3.3 语义网络限定  

形成假设结论之前，用户可以对 B的语义范围进行限定，因为通过对 AB 与 BC 的分析，

用户头脑中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思路，这时 B 大致的语义范围可以设定，由于该辅助工具是基

于数据库系统的，所以可以依据数据库分类进语义网络限定，如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内

科、外科、妇科、儿科、病因病机等，这些范畴之下还可设立子范畴，以进一步增强专指度，

用户也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性组配。 



3.4 非相关文献的自动识别  

文献间非相关关系的确定主要依赖引文分析法，排除文献间存在的互引、共引等关系。

目前，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对文献

间的引文关系都有所揭示，为确定非相关文献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运用遍历的方法，将收集到的论文集，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提供的有关集合

进行比对，将具有互引、共引、被引等显性关系的文献进行排除。 

3.5 中文停用词表的研制开发 

在非相关文献处理过程中，所需要抽取的词汇，并不是题名、主题词、文摘中所包含的

全部词语。因此，应该建立针对性中文停用词表，收录一些没有检索意义的助动词、连词、

副词等，也可收录专业内不具备检索意义的通用词，如日期、时间、研究、测试等，在抽词

的过程加以删除，降低运算的复杂程度，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3.6 频率过滤 

B列表中会显示每个B词的频率，用户可按自己的要求对B进行频率过滤，频率过高的词

表明A、C在B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因而进行新的知识发现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B的频

率过低，则可能包含偶然性的因素较大。所以，对频率如何取值，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4．实验方案 

4.1 资源准备  

实验将充分利用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已有的资源与成果。语言资源包括：5000 万字的

大规模词性标注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

则库、中文概念词典 CCD 等；软件工具包括：汉语切分标注工具、语料库辅助工具、古代诗

词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等。 

除语言资源外，我们还有大量专业资源可以利用，包括以本人为主要成员(第 2 位)开发

完成的“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等。  

4.2 实验范围 

实验范围以“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为主，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医药卫生)”为辅。 

4.2.1 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
[4]

该系统分为“原籍文献数据库”“专题文献数据库”“原籍图像数据库”“标引数据库”

“现代期刊数据库”等五大部分，由六十多个数据库组成。涉及到了中医药学的方方面面，

数据庞大，检索、管理功能齐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系统根据古文献的特点，以自然段作为

基本单位进行自动入库贮存，实现了某些特定功能： 

①摘要式显示输出：可以随意控制摘要显示的字符数，尽可能的排除与检索词无关内容。 

②自然段显示输出：根据古文献的特征，设定了自然段显示输出，可以实现检索词所在

段落的显示与输出。 

通过以上特定功能的实现，该系统不但可以全文显示输出，也基本实现了文本的任意输

出，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数据处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2.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医药卫生） 

由于“中医文献保障系统”中只收录了与中医药有关的期刊文献，对现代生物医学没有

收录，可以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医药卫生）”的数据进行弥补。 

4.3 实验步骤 

该设计方案是基于概念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可以形成假设并检验假设，分析的单元

是“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中规范的主题概念，通过对主题概念的语义过滤，可以大幅度缩

小用户分析数据的空间。其情报分析主要包括三个过程：C－>B、B－>A 和 A－>B<－C。 

前两步是形成假设的开放过程，第三步是检验假设的闭合过程。 

在 C－>B 过程中，用户在“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中输入检索的主题概念 C，系统自动



在各数据库中搜索并下载相关记录，选择包含概念 C 的句子，并将句子中出现的所有概念放

入临时的数据库表中形成概念 C 的集合。对这些概念可以进行语义过滤，缩小查找空间，并

从中选择所需的概念 B。 

在 B－>A 过程中，利用选择的概念 B，重复数据库中检索过程，并对出现概念 B 的所有

句子的概念进行分析；去除与概念 C 的集合中重复的概念，得到概念 A的集合。可对集合进

行语义过滤，根据用户的知识来选择合适概念 A。 

在检验假设（即 A－>B<－ C）过程中，用户在“中医药文献保障系统”中输入概念 A，

到相关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对出现概念 A 的句子进行概念分析，选择与概念 C 的集合中共有

的概念，并采用与 C－>B 过程中相同的语义过滤标准，得到 A 与 C 之间的联系，即概念 B。 

4.4 实验类型划分 

针对不同的文献类型，实验方案略有调整： 

4.4.1 文献类型不同： 

古文献与现代期刊文献： 

中医药古文献是两千多年的积累沉淀，是中医的精华之所在，且数量相对有限。所以方

案中所涉及的古文献一律采用全文处理方式，而现代期刊内容庞杂而繁多，加之各种期刊数

据库对全文的贮存、处理差异较大，数据收集多有不便，所以，目前只对标题、关键词、摘

要进行处理。 

4.4.2 概念描述体系不同： 

a 中医药古文献与中医药现代文献 

由于两者在概念上一脉相承，在文献的处理之初不必进行概念的转换。 

b 中医药文献与现代生物医药文献 

两者在概念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处理之初首先对双方概念的进行转换处理，如：根据“中

西医病证名对照大辞典”等工具进行处理，以确保文献查全率。 

5.系统实现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理论和技术方法，针对中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所需的数据基

础进行研究，采用以词义为主轴的综合型语言知识库构建思路与方法，结合中医药文献特点，

开发相应工具，实现了文本的自动切分与词性标注。在此基础上构建专业语义词典、针对性

停用词表，成功开发出了研发基于语义的中文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辅助系统，其主要功能

如下： 
①专业语料的切分与标注：集加工、辅助修改及词典生成为一体的专业语料加工系统，

主要有文件、编辑、检索、切分程序、词表替换、整理词典、抽词程序、环境设置、帮助等

主要功能。 
②停用词表构建：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添加，主要提供单个与批量两种添加方式。 
③闭合式搜索：分为基于语义的与非语义的两种，界面如图 4 所示。 
④开放式搜索：分为基于语义的与非语义的两种，主界面如图 5 所示。 

 

图 4：开放式搜索界面图 

 

图 5：闭合式搜索界面图 



6.结语  

本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与方法，针对中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数据基础

进行深入研究，在实现文本的自动切分与词性标注的基础上，研发专业语义词典、针对性停

用词表；利用语义网络、显性关系排除、语义限制、频率过滤等技术手段和方法，对非相关

文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智能化初选，成功地模拟了DonR.Swanson教授的知识发现过程。其意

义：利用NLP技术，创建专业语义词典，并利用其提供的多种词法及句法结构，进行词性、

语义类以及共词排除等多种控制，这在国际上尚未见到相关报道，不但是对非相关文献知识

发现理论本身的一种创新与发展，而且也是对专业语义词典应用及研究进行了拓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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