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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提高检索结果的时间相关性%将文本特征抽取和多标签分类算法应用于文

献检索的潜在时间意图分类研究之中
:

从检索潜在时间意图分类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基于

文本时间信息抽取和
\+I2,2G\AK

!标签主题模型"的文献潜在时间意图自动分类算法
:

首

先%在获取的文献时间信息基础上%将文献检索潜在时间意图映射至具体时间类别
:

其次%为

了减少时间信息的稀疏性对分类特征学习过程的影响%利用交叉学科中时间短语分布特征

优化
\+I2,2G\AK

分类模型的标签选择过程
:

最后%将所提算法与其他多标签分类算法进行

对比实验%分析和评估文献检索潜在时间意图自动分类的准确率
:

结果表明%所提算法的

K/X

的值达到
%?:=R

%较同类基准算法
MXX

!整体分类链"提高约
"#:?R

%且针对不同学科

均取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文献检索潜在时间意图学习方法
:

关键词!多标签分类&主题模型&潜在时间意图&文本特征抽取&文本分类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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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索式的潜在时间意图自动识别研究主

要是进行自动抽取能体现潜在时间意图的各类文

本特征并应用于现有分类算法中
:6PXBU

主办的

PdBX

&

"

'

!

P2N

S

')+, d(2)

5

B*42*4 X,+330-08+40'*

P+3E

"测评任务要求参加者设计算法分析检索式的

潜在时间意图#正确的潜在时间意图识别可以帮助

更加容易地找到与未来信息相关的研究方向而不

是流行的研究趋势
:

在完成对时间信息标注的学术文献基础上&

$

'

#

针对学术文献检索这一特定应用领域#本文主要解

决学术文献潜在时间意图识别的问题
:

本文通过训

练数据获取具有领域特性的时间词汇#并在本领域

大量未标记的数据中进行扩展后#与跨学科全局时

间词汇相结合作为先验知识#融入产生式分类模型

\+I2,2G\AK

之中#对学术文献的潜在时间意图进

行分类
:

在评价所构建的模型性能时#本文主要选取

了由
U2+G

&

C

'提出的
MXX

的算法进行比较
:MXX

是

一种集成框架算法#主要集成了多条随机产生的分

类链并通过投票机制来确定最终的分类结果
:

该算

法的优点是通过多条分类链来提高分类的整体准

确率#缺点主要是在解释性的分类任务上不能使用
:

/

!

相关研究

典型的针对检索式的潜在时间意图的文本特

征选取和分类模型构建方法主要有$

O(

S

4+

&

!

'采用

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并采用多项特征对检索式的

潜在时间意图进行分类
:

基于搜狗实验室的查询日

志#张晓娟&

Q

'按照检索词和时间词共同出现的频次

自动识别检索式的潜在时间意图
:

结合查询位置)意

图和用户的个性化特征#杨丹&

=

'提出了
OP>

Z72+)8F

个性化
Z2I

搜索框架#该框架对于改进

Z2I

搜索结果的质量具有极大的提升
:

对于识别与

事件相关的查询#

[+*F+I(+

&

%

'进行了相应的探究
:

对于理解时间查询的意图和完成不同时间检索的

应用#比如#时间感知查询自动实现)时间排序)结

果呈现的多样化来说#识别与事件相关的查询是第

一步的工作
:

在
K;\

查询日志和
L76

查询日志两

个数据集上#通过考虑隐性和显性的时间信息需

求#研究者首先识别了潜在事件
:

在
PdBX

任务上#

]()

V

F+)4J

&

@

'完成了相应的探究工作#把特征分成了

七个集合#集合包含了
6

元的特征#而被描述的时

间触发词被分到了特征集合词汇上#与事件和时间

词典相关的特征被单独进行了保存并按照他们各

自的特征对时间和词典进行了分类
:WF+'

&

?

'对维基

百科页面浏览日志进行了探究#同时从查询中抽取

出了两类特征#为一类为内容特征#另一类为时间

序列的基本特征#并使用这些特征对歧义或者多种

查询意图进行了分类
:

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通过人

工标记的方式#

Z0,,03

&

"#

'对
PUMX

!

P2H4U24)021+,

X'*-2)2*82

"数据集中判别是否存在潜在时间意图

的
=##

项主题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

识别与时间敏感相关的潜在
PUMX

主题特征
:PdBX

测评结果表明&

""

'

#在分类算法选择上#其他效果较

好的方法还包括支持向量机!

79L

")随机森林

!

U+*G'N '̀))234

"等分类器以及组合分类器
:

上述研究表明#文本潜在时间意图对分类结果

性能有很大影响
:

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利用学术文

献的隐含时间意图#在产生式分类模型中加入时间

信息和领域特性的先验知识#提高学术文献的主题

分类效果
:

7

!

基于多标签的学术文献潜在时间意图自

动分类算法

75/

!

文本内容特征与时间特征的确定

文本时间特征选择方面#主要基于
XF0*232

PBLMf$

规范&

"$

'中收录的中文时间词确定本研究

的时间触发词
:

同时#根据本研究关注的研究领域对

该规范的时间词进行了调整
:

一方面#删减了该标准

所收录的*春分+)*春节+等在日常时间概念词汇#

因为该类词汇在学术文献文本中极少出现
:

另一方

面#追加*未来+)*最近+等综述类文献中频繁出现

但
XF0*232PBLMf$

却没有列出的时间词作为本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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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触发词#并作为一项可用于确定学术文献时

间类别的描述特征
:

在学术文献中#时间信息主要用于修饰文献的

特有表述#例如结合*与有在什么领域33+)*本文

拟探讨33+)*本文旨在33+)*作者希望33+)

*对33的研究分析表明+等修辞性表述#时间信息

可以对研究主题涉及的概念)方法)模型)算法)理

论)应用)数据的不同侧面进行描述
:

因此#通过对时

间信息与其描述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建模#可以有

效区 分 不 同 学 术 文 献 的 潜 在 时 间 意 图
:

P2N

S

M1+,$#"#

测评将该数据集中出现的时间词#

按照时间信息与其描述对象的语义关系#划分至表

"

所示的
"$

项类别之中
:

表
/

!

基于语义关系的隐含时间意图分类标准

:'#5/

!

2%'?.'&.-<(E'$$3<3('%3-?-<34

B

E3*.%34*3?%*?%3-?#'$*.-?$*4'?%3(&*E'%3-?

隐含时间类别 描
!!

述 举
!!

例

I2-')2

描述对象在过去时刻提供的信息
I2-')2"??#3

+-42)

描述对象在将来时刻提供的信息
+-42)4'N'))'̂

'*

,

')

,

I2-')2

描述对象在从过去至今提供的信息
30*82"??#3

'*

,

')

,

+-42)

描述对象在从至今到将来提供的信息
(*40,"??#3

,233

,

4F+*

两个描述对象存在先后的时间关系#且前一项对象发生时间早于后者
,2334F+*$F'()3,'*

V

N')2

,

4F+*

两个描述对象存在先后的时间关系#且前一项对象发生时间晚于后者
N')24F+*QN0*(423

2

_

(+,

,

')

,

,233

两个描述对象存在先后的时间关系#且前一项对象发生时间早于后者#

或两对象发生时间相同
*'N')24F+*"#G+

5

3

2

_

(+,

,

')

,

N')2

两个描述对象存在先后的时间关系#且前一项对象发生时间晚于后者#

或两对象发生时间相同
+4,2+34"#G+

5

3

34+)4

描述对象在事件开始时刻提供的信息
4F22+),

5

"?=#3

N0G

描述对象在事件某一时间点提供的信息
4F2N0GG,2'-N'*4F

2*G

描述对象在事件结束时刻提供的信息
4F22*G'-

5

2+)

+

SS

)'H

描述对象在模糊时间点提供的信息
+I'(44F)22

5

2+)+

V

'

基于隐含时间意图#本文定义了如表
"

所示的类别#并把学术文献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的时间信息映

射到表
"

的不同类别当中
:

我们定义映射函数$

3N'G

$

G

L

A

#

Gh

0时间触发词 1#

Ah

0隐含时间类别1

h

0

I2-')2

#

:::

#

+

SS

)'H

1将学术文献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的时间信息映射到表
"

的不同类别当中
:

表
$

是映射实

例
:

表
$

是以计算机学科文献为例#描述了部分映射结果
:

表
7

!

基于关键字的学术文献隐含类别确定

:'#57

!

J*%*&43?3?

>

%=*34

B

E3*.(E'$$3<3('%3-?-<'('.*43(E3%*&'%A&*#'$*.-?L*

+

,-&.

分类结果(查询词 数据挖掘 遗传算法 神经网络 中文信息处理 专家系统

I2-')2

历史 过去%历史%

长期以来

历史%过去%往年%

很久以前

古代%当年%历史%

过去

历史%过去%去年%历史

+-42)

将来%未来 未来%将来 未来%将来 未来% 未来%未来十年%

'*

,

')

,

I2-')2

近年来%近十年%最近

几年来

近期%近年%

近
$#

年%

至今

近年来%近十年%

过去的几十年

近期%近年%十年历

史%近几年来%最近

几年来

近年%近几年来%至今

'*

,

')

,

+-42)

今后十年

34+)4

早期%最初 早期%初期%

最初

早期%初期%最初 最初 早期%次年夏天开始

N0G

目前%当今 目前%当今 目前%当今 目前%当今 目前%当今

3 3 3 3 3 3

!!

在表
$

中#行列交叉的单元格表示待分类的文

本时间词#其列标记对应该时间词所描述的查询表

示式#其行标记对应该时间词按照表
"

制定的分类

标准所映射的时间类别
:

757

!

基于
S'#*E*.SJ"

的文本分类模型

\+I2,2G\AK

&

"C

'将类别标签融入到无监督的

主题模型
\AK

中#构造一种有监督的主题模型
:

该

模型对于多标签分类问题的解决证明是非常有用

的#在不同的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被应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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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博内容对微博标签分类&

"!

'

)利用
UXAX

!

U2>

32+)8F X+42

V

')0J+40'*+*G A032+32 X,+330-08+40'*

8+42

V

')

5

"标签对
6B.

!

6+40'*+,X+*82)B*3404(42

"

医疗项目分类&

"Q

'等领域相关文本的分类任务中
:

下

图
"

给出了
\+I2,2G\AK

的概率图模型表示
:

图
"

!

\+I2,2G>\AK

概率图模型表示

0̀

V

:"

!

T)'I+I0,03408

V

)+

S

F08+,N'G2,

2H

S

)2330'*'-\+I2,2G>\AK

假设语料中的词项构成词典#且词典长度为
1:

一篇文档有
Y

个词项组成#标记为

\

$

0

D

"

#

D

$

#3#

D

;

1

:

整个语料由
W

篇文档

组成#标记为
/

$

0

\

"

#

\

$

#3#

\

!

1#文档集
/

共

可得到
S

项主题#即
7

)

"

#3#

S :

对每一篇文档

\

#定义标签类别向量
4

!

D

"

$

!

4

"

!

D

"

#

4

$

!

D

"

#3#

4

S

!

D

"

"#且
4

7

!

D

"

$

"

#文档
D

中第
7

项主题对应标签

#

#其他情况0

则
\+I2,2G>\AK

对语料
/

中每篇文档
\

的生

成过程如下$

!

+

"对每一个主题
7

)

"

#3#

S

#选择超参数
+

%

!

I

"对每一篇文档
\

#选择超参数
*

#生成文档

\

与标签的映射向量
(

D

$4

!

D

"

C(

:

同时选择
,

#

,

!

D

"

:

/M@MH=967

!

(

D

$

!

(

D"

#

(

D$

#3#

(

DS

""%

!

8

"对文档中
Y

个词项中的每个词项
D

;

#选择

一个主题
?

;

#

?

;

:

WV97M;U!M89

!

,

!

D

"

"#并以
?

;

为

条件的概率
4

!

D

;

O

?

;

#

#

"选出词
D

;

: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对比于无监督的主题

模型
\AK

中任何主题均能被分配到相应的词干

上#有监督的
\AK

主题模型则至于某一个主题下

的词汇关联
:

基于吉布斯采样的
\+I2,2G>\AK

训练

模型的概率计算式为$

4

!

?

(

M

$

R

O

?

(

M

#

D

#

&

M

"

H

;

!

D

"

(

M

#

R

)

#

;

!

"

"

(

M

#

R

)

\

#

-

!!

;

!

&

M

"

(

M

#

R

)(

D

;

&

M

(

M

#

R

)

"

(

D

!

"

"

公式!

"

"中#

;

!

D

"

(

M

#

R

表示词
D

分配到主题
R

的数

量#

;

!

"

"

(

M

#

R

表示分配到主题
R

的词的总数#

;

!

&

M

"

(

M

#

R

表示

文本
&

M

中分配到主题
R

的词的数量#

;

&

M

(

M

#

R

表示文本

&

M

中词的数量#

*

D

表示考虑超参数
(

情况下文档
\

与标签的映射向量
:

基于吉布斯采样的
\+I2,2G>\AK

预测模型的

概率计算式为$对于新加入数据集的文档
&m

#设

4

!

&m

"

7

$

"

I

7

)

0

"

#3#

S

1#则主题
R

下的后验分布计

算式为$

4

!

?

(

M

$

R

O

?

(

M

#

D

#

&m

"

H

;

!

D

"

(

M

#

R

)

#

;

!

"

"

(

M

#

R

)

\

#

-

!!

;

!

&m

"

(

M

#

R

)(

;

&m

(

m

#

R

)

"

(

D

R

!

$

"

式中#

;

!

D

"

(

M

#

R

和
;

!

"

"

(

M

#

R

等词汇
>

主题共现数量统计

由
\+I2,2G>\AK

训练模型得到#仅
;

!

&m

"

(

M

#

R

和
;

&m

(

m

#

R

等

需要根据文本
&m

中被分配到主题
R

的情况进行

更新
:

75D

!

基于
S'#*E*.SJ"

的学术文献时间分类的特

征权重改进算法

已有研究证明#在
\AK

模型的预测上不能非

常好的进行校准
:

在本研究中#

\+I2,2G\AK

的标签

预测结果#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一种根据不同学科潜

在时间意图偏好性的标签主题模型改进特征权重

算法
:

算法
"

$基于学科时间信息的分类特征权重调

整算法
:

输入$某学科文档集合
I:

输出$基于该学科文档
I

生成的特征权重调整

向量
D6M

%

=7

LQQQ

:

342

S

"

$遍历学科文档集合
I

#提取各文档中的

时间触发词汇#形成候选集
S

DU@&

!

I

"#并分别计算

各时间触发词汇对应的时间关系#找出属于相同类

别的触发词集合$

3N'G

!

7

DU@&

"

"

h

3N'G

!

7

DU@&

$

"

$

3

h

3N'G

!

7

DU@&

;

"#

7

DU@&

M )

S

DU@&

!

I

"

:

342

S

$

$依据
S

DU@&

!

I

"中的各时间触发词对应

的时间关系
3N'G

!

7

DU@&

M

"#将学科文档集合
I

进行子

集划分#使得子集
I

R

中各文档的时间信息隶属于同

一 时 间 关 系#即 0

7

DU@&

"

#

7

DU@&

$

#3#

7

DU@&

R

;

1

)

S

DU@&

!

I

R

"#且
3N'G

!

7

DU@&

"

"

$

3N'G

!

7

DU@&

$

"

$

3

$

3N'G

!

7

DU@&

R

;

"

:

342

S

C

$依次计算隶属于同一时间关系的文档

子集
I

R

的时间信息语义倾向性
:

假设子集
I

R

对应

第
M

类时间关系#且子集中不重复的时间词项数为

R

;

项
:

则从第
#

项时间词的词频
Y

M

#

#

开始依次统计

该子集中各项时间词的词频#并将词频项的平均值

作为该时间关系对应的特征权重调整分量

D

N'G

!

M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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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G

!

M

"

$

!

Y

M

#

#(

Y

8B%

"

$

)

!

Y

M

#

"(

Y

8B%

"

$

)

3

)

!

Y

M

#

R

;(

Y

8B%

"

$

R

;

C

Y

8B

%

$

!

C

"

其中#

Y

M

#

#

)

Y

M

#

"

)

3

)

Y

M

#

R

;

-

#

且
Y

+1

V

$

+12)+

V

2

!

Y

M

#

#

)

Y

M

#

"

)

3

)

Y

M

#

R

;

"

:

342

S

!

$将不同隐含时间类别的分量
D

N'G

!

M

"

组

成特征权重调整向量
D6M

%

=7

LQQQ

#即
D6M

%

=7

LQQQ

$

0

D

>6

3

U@6

#

D

8

3

76@

#3#

D

N'G

!

M

"

#3#

D

!M&

1#再逐一对不同学科文

献的
\+I2,2G\AK

隐含时间意图的分类结果进行

调整#详见算法
$:

算法
$

$潜在时间意图标签分类权重调整算法
:

输入$和某检索主题相关的文档集合
A

#以及文

档集合
A

中各文档所属学科类别
:

输出$改进后的对于学术文献的预测标签集合

#

!

0

!

&m

"

7

O

&m

"

:

"

"将文档集合
A

划分为训练集
A

g和测试集

A

a

#并基于训练集
A

g学习
\+I2,2G\AK

模型
:

$

"利用已学习的
\+I2,2G\AK

模型#生成文档

集合中的测试集
A

a中各文档标签分配结果
:

对其中

每一个新加入的文档
&m

#对应的多重
,

标签分配结

果可表示为
#

!

4

!

&m

"

7

O

&m

"#

4

!

&m

"

$

!

4

"

!

&m

"

#

4

$

!

&m

"

#3#

4

S

!

&m

"

"

:

对新加入数据集的文档
&m

#对基于公式!

$

"计

算所有的标签
4

!

&m

"

7

$

"

I

7

)

0

"

#3#

S

1在该文档中

的概率#按照概率从高至低进行排序
:

C

"对文档集合
A

.按照文档所属学科类别进行

划分#并以划分结果中的学科文档集为输入#根据

算法
"

依次生成各学科的特征权重调整向

量
D6M

%

=7

LQQQ

:

!

"对每一个新加入的文档
&m

#首先查找该文档

对应学科
:

再根据对应学科的权重调整向量

D6M

%

=7

LQQQ

#调整
#

!

4

!

&m

"

7

O

&m

"标签分配概率值
:

首先计

算各项标签
4

7

对应的时间关系
3N'G

!

4

7

"#随后查

找权重向量
D6M

%

=7

LQQQ 中第
J

个表示该时间关系的分

量#用公式
#

!

0

!

&m

"

7

O

&m

"

$

#

!

4

!

&m

"

7

O

&m

"

-

D6M

%

=7

J

LQQQ 将

该标签分配概率值进行更新
:

Q

"重复
!

"#直至测试集中所有文档均得到修正

后的标签分配结果
:

D

!

实验与结果分析

D5/

!

实验数据描述

统计结果表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内容

中时间词存在比例远高于自然科学领域文献集合
:

因此#我们以
8*E0

数据库为来源#收集了
""

个学科

的学术文献题录文本#具体学科和对应文献数量以

及各学科包括时间词文献所占比例如表
C

所示
:

表
D

!

各个学科包含时间词文献分布表

:'#5D

!

J3$%&3#A%3-?-<E3%*&'%A&*-<%*4

B

-&'E,-&.$-<.3<<*&*?%.3$(3

B

E3?*$

学科类别 文献数
包括时间词

的文献数

内容时间

词总数

显性时

间数量

显性时间

百分比(
R

隐性时

间数量

隐性时间

百分比(
R

相关时

间数量

相关时间

百分比(
R

计算机科学
"!!$@@ $"=%? $??@? Q%!% "?:"= "%Q## Q@:CQ =%!$ $$:!@

经济学
@!$=" Q?#%C "!@@$! !%%?Q C$:"$ !"?@= $@:$" Q?#!C C?:=%

历史学
!=@?% C??Q" "=?""# C$$QC "?:#% QC%$" C":%% @C"C= !?:"=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 Q??Q@ ?@#$C C$$Q? C$:?" $#"$@ $#:QC !Q=C= !=:Q=

新闻学与传播学
QC%"? CQ!@$ ?!CQ% $=Q"? $@:"# $!$!% $Q:%# !CQ?" !=:$#

法学
!C=!$ $%@#= "$#?Q% "C%?" "":!# %#!= Q:@C "##"$# @$:%%

中国文学
=?%=@ Q$!%% "###?@ C@@@Q C@:@Q C#C%$ C#:C! C#@!" C#:@"

管理学
!@!$Q $@$@% %%Q?@ "=%"$ $":Q! "==$? $":!C !!$Q% Q%:#C

哲学
!"Q"# $%?%" QCQQ@ "QQ"= $@:?% "C=%= $Q:QC $!C== !Q:!?

政治学
$"$=$ "Q@=@ =#=%@ ""QC# "?:## ?Q?! "Q:@" C?QQ! =Q:"?

社会学
C!$=! $C"%" @%%=@ "?CQ= $$:#Q ?C=? "#:=% Q?#!C =%:$%

D57

!

实验结果以及分析

C:$:"

!

分类过程与参数选择

在参数选择方面#对文本进行
P̀BÀ

#

TLB

和

信息熵等不同特征选择时#本文保留排名前
Q#R

的

特征作为输入文本并去除噪音
:

在训练集和测试集

构建时采用
?b"

比例#把
C=

#

!#?

个标签的文献随

机地分成了训练和测试两种数据集合#并参考已有

研究选择
K/X

!

+)2+(*G2)4F2)282012)'

S

2)+40*

V

8F+)+842)034088()12

"得分作为
\+I2,2G>\AK

分类任

务的测评指标
:

在分类过程方面#采用抽样的方式对

$="



第
"#

期 沈思等$基于多标签分类的学术文献潜在时间意图识别研究

测试集的样本进行标签分类#再计算标签分类结果

的
K/X

值
:

针对包含时间触发词的标签集合

I67

98>696&

作为正样本采样结果#采用
;

次迭代且根

据公式!

C

"计算
K/X

值

GN*

$

;

Q

)

#5Q;

e

;

!

!

"

其中#

;

Q为从
I67

98>696&

中取出的正样本的概率

大于负样本的概率的次数#

;

e为概率相等的次数#

;

为总迭代次数
:

C:$:$

!

分类性能评价

本实验在通过
P̀>BÀ

#

TLB

和熵获取的单个

内容特征的基础上#基于比较原有的标签主题模型

和本研究改进的模型方法#对比了本文方法在不同

学科之间的分类性能表现情况
:

整个查询分类的结

果具体如表
!

所示
:

如该表所示#在文本特征选择方

面#

TLB

值相较于其他文本特征的选择方法
K/X

的值最低为
#:%C?

#其性能最差
:

同时#信息熵的选取

特征的方法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K/X

的值最好达到

了
#:%?Q: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即使选择效果最差的

TLB

值作为文本特征#本文方法也比原始的

\+I2,2G\AK

算法在
K/X

值有所提升#从
#:%C?

提

升到了
#:%Q!:

表
C

!

不同文本特征下的整体性能

:'#5C

!

_=-E*

B

*&<-&4'?(*-<.3<<*&*?%%*O%<*'%A&*$

K/X

值
P̀BÀ TLB

信息熵

原始
\+I2,2G\AK

算法
#:%QQ #:%C? #:%?"

本文特征权重调整算法
#:%=" #:%Q! #:%?Q

表
H

!

不同特征在单一学科上的性能

:'#5H

!

;*&<-&4'?(*-<.3<<*&*?%<*'%A&*$3?$3?

>

E*.3$(3

B

E3?*

学科

P̀BÀ TLB

熵

原有的主题模

型性能 !

K/X

值"

本文改进的

方法 !

K/X

值"

原有的主题模

型性能 !

K/X

值"

本文改进的

方法 !

K/X

值"

原有的主题模

型性能 !

K/X

值"

本文改进的

方法 !

K/X

值"

经济学
#:%@! #:@#" #:@"Q #:@"$ #:@!C #:@C%

管理学
#:%%@ #:%?$ #:%#! #:%"Q #:@#Q #:@$@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 #:%?! #:%Q# #:%%" #:%!% #:%Q!

计算机科学
#:@#" #:@C" #:@%! #:?## #:?$$ #:?C?

新闻学与传播学
#:%"% #:%$$ #:%"= #:%"# #:%@? #:%?Q

政治学
#:=?$ #:=@= #:%@% #:%?$ #:%C! #:%=!

社会学
#:%$" #:%#$ #:%!# #:%"? #:%!? #:%%!

历史学
#:%!= #:%=# #:=@$ #:=?@ #:@$# #:@$#

中国文学
#:%C% #:%Q# #:=@= #:%%" #:%%@ #:%?#

法学
#:%#= #:=?C #:%=? #:%=C #:%?@ #:%Q#

哲学
#:@$= #:@C" #:%!= #:%%C #:%CQ #:%C?

平均值
#:%QC= #:%=" #:%Q$ #:%== #:%?! #:%?=

表
N

!

分类性能对比的结果

:'#5N

!

Q*$AE%-<(-4

B

'&3?

>

%=*

B

*&<-&4'?(*-<(E'$$3<3('%3-?

学科
MXX

分类算法!

K/X

值"

本文改进的方法!

K/X

值"

P̀BÀ TLB

信息熵

经济学
#:%$Q #:@#" #:@"$ #:@C%

管理学
#:=@$ #:%?$ #:%"Q #:@$@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 #:%?! #:%%" #:%Q!

计算机科学
#:%Q# #:@C" #:?## #:?C?

新闻学与传播学
#:=C$ #:%$$ #:%"# #:%?Q

政治学
#:%"! #:=@= #:%?$ #:%=!

社会学
#:=Q" #:%#$ #:%"? #:%%!

历史学
#:%$@ #:%=# #:=?@ #:@$#

中国文学
#:%$" #:%Q# #:%%" #:%?#

法学
#:=C= #:=?C #:%=C #:%Q#

哲学
#:Q?$ #:@C" #:%%C #:%C?

平均值
#:=@% #:%="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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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则对比了不同学科下本文的特征权重调整

算法的分类性能#从表中可以看出#即使学术文献

的不同学科对时间触发词分布有所影响#信息熵的

选取特征的方法依然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其在
""

个

学科中的
K/X

平均值达到了
#:%?=:

同时#就单一学

科文本分类结果而言#本文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机学

科上
K/X

达到了最高值#为
#:?C?:

表
=

则对比了本文的特征权重调整算法和同类

基于权重调整的多标签分类算法
MXX

的性能对比
: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相同的文本特征选择

基础上#分类结果的
K/X

值均高于
MXX

方法
:

同样

以信息熵作为文本特征时效果最好#本方法的
K/X

值平均值高过
MXX

算法达到了
"#:?R:

C

!

结
!

语

综上所示#本研究以学术文献中隐含时间意图

为分类对象#在
\+I2,2G>\AK

的标签语义关系的分

类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潜在时间意图标签分类权重

调整算法
:

根据不同的文本特征选择方式#以及在不

同学科上的分类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区

分不同文献)不同学科在隐含时间意图之下的时间

关系偏好性#从而更好地优化学术文献的隐含时间

意图分类结果
:

因此#本文的方法可用于更好地从语

义知识层面来挖掘学术文献的隐含的时间信息#帮

助分析以时间触发词作为文本标签时研究主题之

间的时间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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