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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通过建立目标动向的本体模型以及采用基于规则的方式来对文本信息中的目标动向描述语

句进行语义分析,完成目标动向的识别和关联语义信息抽取;在提取大量的文本信息中的目标动向

信息上建立目标与时空的关联关系,有利于文字信息分析人员感知目标在时空范围内的态势。 通过

对目标的动向信息抽取和结构化的关联关系转化及分析,可以为情报分析人员提供锁定目标的态势

数据,并通过目标动向情况预测锁定目标的活动趋势、预警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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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sertation mainly discusses semantic analysis of target activity description sentences in text
information by establishing ontology model of target activity in accordance with rule-based technologies to
realize recognition of target activity and relational semantic information extraction. On the basis of success鄄
ful extraction of target activity information from a huge amount of data for establishing relations between tar鄄
get and time-space, it is advantageous for text information analyzers to sense the situation of the target in
the time-space domain. By extraction of target activity information, conversion and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it is possible for intelligence analyzers to obtain situation data sufficient to lock down their
target, and predict or early warn target activity trends by correspondent historical targe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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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摇 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

多,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当前信

息处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大数据环境下知

识获取的重点。 对于文本信息而言,如何在非结构

化的文本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在对信息进提取后的

凌乱的信息中找到信息之间的关联和关系、对提取

后的信息完成预测和分析都是文本信息处理和分析

领域急需研究的技术。 目前,国内外的信息抽取技

术主要集中在命名实体识别和事件检测与识别两大

方向,针对文字情报处理领域而言这两个技术远远

不能满足需求。 在文字信息中只是识别命名实体而

不能智能化地提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于文本信息分

析人员而言实用价值有限;针对文本信息进行事件

主题识别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主题进行统计整

理,不能为文字信息分析人员提供“目标-时空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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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现有关系来进行目标的态势信息及预测和预

警。 因此,本技术主要应用于文本信息处理和分析

中,完成对文字信息中目标活动的识别和提取,并将

非结构化的目标活动文字描述转化为三元组的语义

关系进行存储。 本技术中目标活动的识别及提取、
目标活动的语义表示和存储是关键技术。

信息抽取技术在欧美等国迅速发展起来,在美

国已经有不少公司和大学致力于信息抽取的研究和

产品的开发,比较著名的公司和大学如 Cymfony 公

司、Bhasha 公司、Linguamatics 公司、Revsolutions 公

司,纽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尤他州大学、华盛顿

大学等。 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也有

机构在进行相关研究,并且已经有很多成型的系统

出现[1]。 国内的研究大多面向特定的领域,如金融

领域、灾难性事件等,且面向完整的中文信息抽取系

统的资源建设和评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大规模开

展。 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事件抽取领域,成
果主要有:上海交大和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鄄
KI)合作,面向股票和投资领域研究了“基于信息抽

取和文本生成的多语种信息检索模型冶技术;北京

大学的孙斌、袁毓林等进行了事件抽取的研究;清华

大学的周剑辉对金融领域的事件抽取进行了研究。
本技术不属于事件抽取,而是根据文本信息处

理业务的目标态势智能提取业务需求而衍生的一种

目标活动感知技术;运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关系抽

取等成熟技术并结合本体语义技术来完成业务需求

的抽取任务,最终达到对文本信息中目标态势信息

的识别和抽取。 本技术首先采用语义本体技术对目

标动向进行本体建模,通过本体模型来指导完成文

本中相关命名实体的识别,命名实体识别采用传统

的统计结合模型的方式来完成;再运用句法分析来

通过命名实体在句子中的句法成分来建立命名实体

之间的语义关系,即形成目标动向语义信息;最后将

目标动向语义信息进行存储;目标动向语义信息采

用三元组的方式存储到知识库中便于进行后续的统

计、推理等处理。

2摇 相关概念及系统框架

目标是指进行作战或者采取行动时需要考虑的

一个实体或者一个物体,它可以是为支持指挥员作

战目标与作战意图所采取行动而识别出的地域、集
群、设施、部队、装备、能力、功能、个人、人群、系统、
实体或者行为。 本文研究的目标主要是个人,通过

对个人的行为活动信息的抽取可以将此技术延伸并

覆盖所有的目标类别。
目标动向是指目标的行为活动。 行为是指人们

一切有目的的活动,它由一系列简单动作构成,在日

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动作的统称。 本文主要

研究人物目标的行为活动。 为了在海量的文本信息

中提取人物目标的活动情况,并为文本信息分析人

员较好地掌握和预测人物目标的活动趋势,本文通

过研究发现,人物目标活动中的言论、出行两大类别

的活动是最具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人物目标发表的

言论代表该人物目标的立场,对推测某重要人物在

某事件上的下一步行为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同

样,人物目标的出行活动代表了该人物目标正在进

行或即将预谋某事件的意图,对预测某人物目标的

活跃度和行为意图提供线索。 因此,本文中的人物

目标动向的抽取主要集中与人物目标的言论和出行

两种活动行为。
本文主要研究文本信息中人物目标的动向识别

与关联信息的抽取技术。 通过对文本信息中人物目

标的动向信息识别后,建立人物目标“动向—时空冶
关系、“动向—目标冶关系进行关联构建,从而形成

人物目标在时空范围内的态势信息,有效地为文本

信息处理和分析人员提供锁定目标的态势及预警分

析、通过目标动向情况预测锁定目标的活动趋势等。
本文采用构建活动本体的方法来对文本信息中

的目标动向信息进行识别和抽取。 采用本体的方式

一是便于很好地扩展抽取的体系结构,二是本体建

模使得动向具有丰富的语义信息。 本体模型可以更

加有效地形成抽取规则,以及为目标动向的识别提

供语义信息。 目标动向抽取的系统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基于目标本体的动向抽取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activity extraction based on target ontology

首先构建本体模型,本体模型包括不同目标的

动向模型、目标模型以及同义词模型。 动向模型主

要是完成动向的定义,明确动向识别的范畴以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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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语义信息;目标模型主要是针对动向的主体

(及对象)进行本体建模;同义词模型主要是动向模

型的扩展。 在本文中,如出行动向中的“访问冶是一

个动向本体,人物、组织、设施等属于目标本体,“访
问冶动向本体中的描述词“拜访冶、“拜见冶等属于同

义本体。
在本体模型构建完成的基础上,对文本信息进

行如下处理:
(1)对文本信息进行词法分析,即分词和词性

标注;
(2)根据本体模型中的目标本体进行命名实体

识别;
(3)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和动向本体的特征进行

候选目标动向集的选取;
(4)对候选动向集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分析主

要包括句法分析和语义关联标注;
(5)通过本体模型形成的抽取规则对目标动向

集进行信息抽取,完成动向关联信息的抽取和存储。

3摇 本体模型的构建

本体建模方法有 TOVE 方法、IDEF-5 方法、骨
架法、METHONTTLOGY 法、SENSUS 法、循环获取法

以及七步法等。 不管是采用哪种方法,其最重要的

主体部分包括:一是确定本体建模的目标和范围;二
是本体识别和分类,即识别领域中概念和关系;三是

本体元建模,即概念模型定义同类概念的层次关系,
关系模型定义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系的约束

等,实体模型定义概念实例化的实例之间关系和约

束;四是本体集成,尽可能复用和合成来自其他领域

的概念和术语;五是本体评价,主要是对本体正确性

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本文主要研究人物目标的动向,并将人物动向

认为最有价值的两种动向定义为人物目标的言论和

出行活动行为。 因此,本文确定动向的范畴为人物

目标的言论、人物目标的出行。 人物目标的动向需

包含的要素如下:
目标动向:<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涉及地点、行为、主动

者、参与者>

概念模型如下:
目标动向:={人物目标动向、机构目标动向……}
人物目标动向:={言论、出行}
言论:={演说、申明}
出行:={访问、旅游、参观、参加}

针对不同的动向构建本体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动向本体模型语义网络图
Fig. 2 Semantic network graph of activity ontology model

4摇 目标动向识别

人物目标动向识别是指在从文本信息中识别动
向集并提取动向集的过程。 为了完成在文本信息中
进行动向集的提取,给出两个定义。

定义 1:文本 Document: = {S1, S2,…, Sn},其
中 Si表示文本 Document 中的一个句子。 句子的区
分是由“。冶、“?冶、“!冶等分割的文本。

定义 2:动向集 Activity_Sentence: = { a_S1,a_
S2,…,a_Sn},a_Si表示动向集中的一个动向句。 每
个 a_Si沂Document,且 a_Si中具有动向特征词,符合
动向本体的语义描述。

a_Si表示一个描述动向的句子,其结构用句法树
来进行表示。 对于每个 a_Si都可以用句法树标识出
其句子成分、短语结构以及词性等。 句子成分如主
语、谓语、宾语等,本文根据语块标注规范(V3. O)的
语法来描述句子成分,其中 S 为主语语块、P 为谓语
语块、O 为宾语语块;短语结构如名词短语、动词短语
等,用 NP、VP 等表示;词性及单词的词性标注,如名
词、动词标注为 N、V 等[2]。 如一个动向句为“温家宝
近期访问柬埔寨冶,其词性标注和功能标注如下:

词性标注:
温家宝 / nr摇 近期 / t摇 访问 / v摇 柬埔寨 / ns
命名实体标注:
温家宝 / nr摇 近期 / t摇 访问 / v摇 柬埔寨 / ns
语块功能标注:
[S 温家宝 / nP]摇 [D 近期 / t] [P 访问 / v] [O 柬埔寨 / nP]
本文的人物目标动向识别处理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动向集识别流程
Fig. 3 Flow chart of activity set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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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集的识别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语块功能的

自动标注或识别,常用的方式是选取一个中文树库

作为训练语料库,树库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句子成分

的结构属性[3],用以分析中文各种语法构成的句法

结构,并采用条件随机域模型(CRF)对其进行训练

后进行功能块识别和标注。 本文采用规则的方式来

对句子的语块进行标注[4],其方法是从新闻文档中

选取包含目标动向集的文章集作为训练样本,将这

些训练文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特征规则的提取,特征规则包括语块功能边界规

则划分、语块关系规则,最后通过规则来对测试样本

进行功能的划分和标注。
动向集识别流程如图 3 所示,处理步骤如下:
(1)首先对文本信息进行分句,将文本分为 n

个待处理的句子集{Si | i=(1,2,…,n)};
(2)对每个句子 Si进行特征规则的匹配。 建立

候选特征集 Activity_S,特征规则为: IF Si中有命名实

体 And Si中有动向特征词;将 Si存放到 Activity_S 中;
(3)将候选 Activity_S 中的每个候选动向句 a_

Si进行功能块识别。 将候选动向句 a_Si的词性标注

结果作为功能标注的输入,得到每个候选动向句 a_
Si的功能块标注。 功能块标注特征规则如下:

1)语块边界规则:即通过词-词性-句子成分的

关系来简单判断句子成分。 如:主语语块是名词性

成分,一般放在谓词前,因此可以把放在谓词前的名

词、代词和修饰名词的形容词等划为一个主语语块;
2)语块关系规则:通过训练样本来提炼语块之

间的关系,如主语省略的情况下,是否在该句中关联

上主语;
(4)对每个候选动向句 a_Si 的功能块进行分

析。 运用关联规则来进行识别动向句的正确性。 关

联规则模式如下:
1)IF 谓语中包含动向特征词 And 谓语的主语

中包含命名实体,a_Si为动向句;
2)IF 谓语中包含动向特征词 And 谓语的宾语

中包含命名实体,a_Si为动向句。

5摇 目标动向关联信息抽取

目标动向句的关联信息抽取主要是将动向句中

的地点、时间、主动者、参与者等信息提取出来,形成

有结构的数据进行存储。 动向句中的时间、地点、主
动者、参与者属于命名实体,对动向句信息的抽取可

以看成是建立实体与动向之间的关联的过程。 研究

发现,通过动向句中的句法成分可以给出成分中相

关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构建动向与实体之间的关

联,使得每个动向之间通过相同的实体具有关联性,
从而形成达到通过目标动向来对锁定目标进行态势

感知和预测的目的。
如动向句:温家宝总理于 2 月 28 日,在北京大

学发表了演说。
句子成分:
[S 温家宝 / nr 总理 / n][D 于 / p 2 月 28 日 / nt],[D 在 / p

北京大学 / nt][P 发表 / v 了 / u 演说 / v]。

句法树和关联关系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示例句法关系图
Fig. 4 A syntax relation graph example

谓语:演说

语义关系:
演说-主语-温家宝;演说-补语-于 2 月 28 日,演说-补语-
在北京大学

2 月 28 日为时间实体,北京大学为地点实体。
语义抽取:
(演说-subject-温家宝;演说-时间-2 月 28 日;演说-地

点-北京大学)

关联关系生成:
= >(动向句 1,has_主动者,温家宝) (动向句 1,has_时

间,2 月 28 日)(动向句 1,has_发生地点,北京大学)

根据动向本体模型的描述,动向关联信息抽取的

过程就是动向实例化的过程,即将动向本体模型中描

述的动向属性进行值的填充。 实例化示例如图 5 所

示,文本用三元组来描述动向模型及实例化结果。

图 5摇 根据动向模型实例化动向关联信息
Fig. 5 Instantiate activity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acti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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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体-目标动向之间的关联,使得可以将

抽取出的信息在时空范围内进行统计,并对目标进

行简单的预测和态势评估。 通过对文本信息的目标

动向的抽取和关联关系的建立可以做如下一些态势

感知:
(1)某目标对象在时空范围上的路线信息。 快

速分析并展示某人物目标的路线信息,掌握其活动

的行径路线对其动向意图提供基础依据;
(2)某目标对象的活跃度评估。 通过文本信息

分析和检测某目标对象的活动频率,通过其活动频

率来推断其活动意图。 如某人物目标最近一段时间

的活跃度较前几个月的活跃度明显提高,那么可以

预示某人物目标最近可能会参加某些事件,建议相

关部门对其进行监控;
(3)通过对某区域上所有目标的活动分析目标

之间的潜在关联关系和活动意图。 如某区域内出现

了较多的人物目标,这些人物目标之间如果相互认

识或有关系,那么可以预判该区域内将会出现某组

织的群集事件。

6摇 结摇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文本信息中目标动向的识别以

及目标动向的语义表示等技术,完成对文本信息中

目标的动向感知,将目标动向通过时间、地点、目标

实体进行关联后实现动向之间的关联。 本文重点描

述了动向本体模型的构建、目标动向的识别以及动

向关联信息的抽取和建立技术。 通过在文本信息中

识别目标动向的基础上建立目标与时空的关联关

系,将有利于文字信息分析人员感知某目标在时空

范围内的态势。 本技术运用语义技术对目标动向的

语义信息进行了保留,既可以为分析人员提供目标

关系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又可以采用智能相关技术

完成语义数据的推理及信息挖掘、知识发现,如对抽

取的目标动向信息通过“目标-时间;目标-地点冶等
关联关系完成路径推理和规则推理[5],发觉目标之

间的潜在关联关系;还可以在抽取后的语义数据上

采用统计分析等技术完成预测、预警等,如某目标历

史的运动轨迹与最新轨迹是否具有较大差异,如果

具有较大差异则可能属于异常行为,系统可辅助分

析人员进行预警提示。
本技术中主要采用句法树及句子成分来确定实

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文本信息中复杂的句式以

及不符合句法规范的句子将不能准确进行关系的识

别,并且复杂的句式在工程应用中完成句法分析所

耗费的时间代价较大,这是本技术在后续研究中应

该重点研究的方向。 此外,需进一步研究语义关系

数据对预测、预警分析技术的支撑力度及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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