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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学本体学习中的概念抽取① 
程波波  张友华  李绍稳  辜丽川  朱利君（安徽农业大学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茶学词典和统计算法相结合的茶学知识概念抽取方法。该方法以茶学词典为基础，首
先对非结构化数据源进行中文分词处理，然后采用两种统计算法对分词结果进行概念抽取。通过使用

丰富的茶学词典来降低统计算法时间复杂度，提高了中文分词和概念抽取的精度和效率。实验结果表

明，词库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概念抽取的效果，可以通过不断丰富词库，进一步提高概念抽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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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Extraction in Tea Ontology Learning 
CHENG Bo-Bo, ZHANG You-Hua, LI Shao-Wen, GU Li-Chuan, ZHU Li-J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 Computer,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A concept extraction method is presented based on tea dictionary and statistics. The method takes tea 

dictionary as basis. Firstly, unstructured data source is in Chinese word segment processing, and then, two 
statistics algorithms are applied to extracted tea concept from Chinese segment results. The approach 
improves the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of Chinese segment and concept extraction by reducing the time 
complexity of statistical algorithms with the rich tea dictionar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dictionary richness determines the efficiency of tea concept extraction, and can be improved by 
updating tea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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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领域本体的构建大多使用一些本体编辑工

具手工构建本体，手工构建本体需要用户逐个的输

入和编辑领域知识的概念、关系及属性等，然后才

能基于这些知识进行推理或者知识发现，然而这是

一项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

知识是一个不断更新和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领域

本体能够根据知识的变化实现动态更新，以保证领

域本体的准确性和实效性。所以，手工构建本体具

有工作效率低，且构建的本体动态更新、追踪新知

识的能力弱等缺点。因此,如何利用知识获取技术来
降低本体构建的开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目前,国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很活跃,把相关的技术称
为本体学习(ontology learning)技术[1]。本体学习 

的目标是从数据源中自动或者半自动抽取本体的基

本元素：概念、关系(分类关系和非分类关系)、公理
来构建新本体或者扩充已有本体。概念是本体的最

基本组成元素，是概念间关系的基础，所以概念获

取的准确度和完备度是本体学习中一个重要参数指

标。目前，对领域本体概念的自动抽取研究大多基

于语言学和基于统计的方法，或者是两者相结合的

方法。例如采用 WordNe[2]作为通用语言学本体，

然后通过计算词频(Frequency)、术语和逆文档频率
TFIDF(Term Frequency Inverted Document 
Frequency)、互信息 MI(Mutual Information)等因
子，来抽取领域概念。本文采用领域知识词典和统

计相结合的方法实现概念抽取，并对实验结果进行

了比较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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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学知识概念提取框架 
茶学知识的概念提取研究以茶学知识为背景语料

集，数据源采用茶学茶虫知识非结构化数据文档集和

已构建的茶学知识关系数据库茶学知识概念提取框架

(Concept Extraction of Tea Knowledge Extra- 
ction of Tea Knowledge Framework-CETWF)如图
1所示。整个流程从获取内容上可划分为三部分： 

(1) 预处理部分 
预处理部分主要是对非结构化知识源的中分词、

词性标注、停用词的删除、标点及特殊符号的清除，

为概念抽取提供格式化(归一化)的知识源。 
(2) 概念的提取 
概念的抽取是在数据源预处理的基础上，对格式

化的知识源进行概念抽取。概念抽取采取两种方法：

基于茶学词典的概念搜索算法和基于改进 TFIDF算法
的概念抽取。 

(3) 结果评判 
使用准确率和召回率作为评价概念抽取结果。 
A:准确率=抽取出正确的概念数目/所有的概念

数目 
B:召回率=抽取出正确的概念数目/抽取出所有

的概念数目(包含正确与不正确的)                       
  
 
 
 
 
 
 
 
 
 

图 1  领域知识概念提取框架（CETWF） 
 
3  茶学知识概念提取框架 
3.1 分词及词性标注 
由对于非结构化数据而言，词、短语的切分、词

性标注是一个基础问题，因为概念是以词或短语形式

出现。分词、词性标注采用开源 ICTCLAS [3]代码，并

辅以茶学词典库进行中文分词，提高分词及词性标注

效果[4]，经过调整后的分词系统，其正确率目前可以

达到 90%以上，可以达到试验要求。 
Example： 
分词前：茶尺蠖是我国主要茶树害虫之一。分布

遍及各主产茶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尤以苏、浙、

皖接壤地区危害严重。国外分布于日本。幼虫食叶常

致茶丛光秃。还危害大豆、豇豆、芝麻、向日葵、辣

蓼等。 
分词后: 茶尺蠖/n  是/v  我国/n  主要/b  茶树/n  害虫/n  

之一/r  。/w  分布/v  遍及/v  各/r  主/a  产/v  茶/n  区/n  ，
/w  主要/d  在/p  长江/n  中下游/n  ，/w  尤/n  以苏/n  、
/w  浙/j  、/w  皖/j  接壤/v  地区/n  危害/v  严重/a  。/w  国
外/s  分布/v  于/p  日本/n  。/w  幼虫/n  食/v  叶/n  常/d  
致/v  茶/n  丛/n  光/d  秃/a  。/w  还/d  危害/v  大豆/n  、
/w  豇豆/n  、/w  芝麻/n  、/w  向日葵/n  、/w  辣蓼/n  等
/u  。/w 
其中汉语词性标记符号如表 1所示。经过分词处

理之后，像茶尺蠖、大豆、豇豆等名词被标注出来，

并注有词性标注，方便术语的提取。 
表 1  部分汉语词性标记符号 

 
 
 
 
 
3.2 概念抽取方法 
在完成分词之后，采用两种方法实现概念的抽

取，方法一：采用基于茶学字典的遍历查询，直接获

取概念集；方法二：采用改进的 TF-IDF[5,6]方法抽取

概念集。 
Method 1：以先期构建的八大类、包含一万余

条词和短语的电子词典为基础，采用正向最大[7]匹

配算法直接从茶学知识非结构化文档中提取概念。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把词典中的词或者短语作为概念

候选项，通过和知识文档中字符的比较，若知识文

档中存在词典中的词或者短语，则直接将其提取出

来。例如对字符串 S = C1C2C3C4⋯进行匹配查询,
其算法描述如下： 

Step1.取一字 C1 ,在字典中查找 C1 并保存是否
成词标记; 

Step2.再取一字 C2 ,判断字典中是否有以 C1C2 
为前缀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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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若 C1C2不存在,则 C1为单字,一次查询结
束; 

Step4.若 C1C2存在,判断 C1C2是否为词,并取以
C1C2为首的多字词的个数 n; 

Step5.若 n为 0,一次查询结束; 
Step6.若 n 不为 0，则再取一字 Ci ,判断词表中

是否有以 C1C2⋯Ci为前缀的词; 
Step7.若 C1C2⋯Ci不存在,则返回最近一次能够

成词的 C1C2⋯Ci-1; 
Step8.否则转(6); 
Step9.从字 Ci开始下一次查询。 
这种方法较好的利用了茶学字典功能,通过把分

词结果的特定短语和词典中词或短语进比较，直接的

进行概念抽取，避免了大规模的文本计算。不过此方

法也存在缺点，即直接把字典中的词和短语当作概念，

这也是有待改进的地方。 
Method 2： 对于某一领域的知识文集而言，文

档中总会有一些词或者短语可以反映文章的主题。就

像茶虫知识而言，生活习性、病虫防治、生态特征等

词汇出现频率较高，因为每一种茶虫都具有这些特征。

基于这一点，本文采用改进的特征值提取算法—

TFIDF方法，其数学表达式如式(1)所示： 
  

(1) 
 
该算法基本思想是：假设目标文集定义为 D= 

{d1,d2,⋯,dj,⋯,dn},其中 dj为 D 的一个文档，每个的
文档 dj中被计算的字符串称为 termi，通过利用改进

的TFIDF方法计算每个文档中 termi的权重抽取术语。

公式中 tfij表示 termi在文档 dj中的出现次数，次数越

高就意味着 termi 对于文档 dj 就越重要，也就表明

termi 分辨领域主题的作用越大；(dfi)j 表示在当前类
中含有 termi的文档数量，(dfi)k表示在其他类中含有
termi的文档数。(dfi)j越大就意味着 termi为术语的

可能性方面越大，(dfi)k越大就意味着 termi为术语的

可能性越小。其算法描述如下： 
定义 1.设文档集 D={d1,d2,⋯,dj,⋯,dn}，dj表示

每一个独立的数据源文档； 
输入：预处理文档集合 D={d1,d2,⋯,dj,⋯,dn}； 
定义 2.每个文档的分词处理结果为 W={w1, 

w2,⋯,wj,⋯,wn},W中包含 n个词序列，每个词序列定

义为 wordi； 
定义 3.设术语抽取结果为 T={term1,term2, 

term3,⋯,termi,⋯,termn},T为一个文档，文档中包含
n个术语 term； 
输出：T={term1,term2,term3,⋯,termi,⋯,termn}。 
处理步骤： 
Step1.输入预处理文档集合 D={d1,d2,⋯,dj,⋯, 

dn}，进行中文分词处理得到结果Wj={w1,w2,⋯,wj,⋯, 
wn}; 

Step2.计算 wordi在当前文档中的词频 w-fi，计

算 wordi在其他文档中的逆文档词频 w-idfi； 
Step3.计算 tf-idf = (w-fi) * ( w- idfi); 
Step4.对于 tf-idf 进行阀值判定，当 tf-idf>w

时，输出 wordi到 T中，形成 termi，返回 Step2。 
对于文集中的词或者短语，在得到其 TFIDF

值之后，可以设定一个阀值 w，低于此阀值的将
被过滤，不作为术语。阀值的获取要通过训练文

本得到一系列的 TFIDF，由人工确定 W 值的大小，
目的是为了获取术语的准确程度；另外对于一些

经常出现的常用词，像“我们”、“的”、“不”、“他”

等常用词语，虽然 TFIDF 较高，但并不能反映文
章主题，所以要设计停用词表，自动屏蔽此类词

和短语。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中国知网期

刊数据库检索茶学茶虫文献，共 107篇，包括生活习

性、防治方法等方面；二是采用书籍《中国茶树害虫

及其无公害治理》(张汉鹄 谭济才主编，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社)中第 155页到第 325页的数据，首

先对书本数据源进行电子化，然后将文本中的图、表

等非字符数据删除，只保留字符数据，调整后的数据

源文档共171页，其中每个茶虫都有独自的生活习性、

不同生命阶段的形态特征、茶园危害、防治方法等方

面，不同方面文档的数量如表 2所示。实验内容主要

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概念的抽取；二是利用准确率及

召回率对实验结果进行计算，并和本体学习工具

Text2Onto作比较分析。 

1

TFIDF *log( )*
n

i j
ij

j i j i k

df
tf n

df df=

= ∑
（ ）

（ ）+( )

http://www.verypdf.com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2010 年 第 19卷 第 7 期 

 114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表 2  文档数据分布 
 
 
 
 
图 2为表 3实验结果的曲线图, 图 3为与本体学习工
具 Text2onto[8,9]在概念抽取准确率方面的比较。 

表 3  准确率与召回率  
  
 
 
 
 
 
 
 
 
 
 
 

图 2 实验结果曲线图 
   
     
 
 
 

图 3 准确率比较 
 

从实验结果来看，该方法在概念提取精度上有了

一定的提高，这主要归于茶学字典的应用，因为大多

统计方法的应用都是以一定的语料库为基础，语料库

越健全，获取的结果越好；另外中文分词及词性标注

的结果对概念的抽取也有很大影响，例如，分词前，

一个句子的长度为 n个字符，对其处理之后变成m个
n/m词或短语，利用 Method1进行搜索查询时其时
间复杂度就提高了O(n)/O(n/m)，从中可以看出m越
大效率越高。 
 
5  结语 
当前本体学习中概念的提取，大多基于统计学的

方法。如果单纯依靠统计学的方法对非结构化数据源 

进行概念抽取，计算量会随着数据源的增加呈现指数

级的增长，而且中文语句句法复杂，这就导致了概念

抽取效率不高、抽取精度很低等问题。本文采用统计

和茶学词典相结合的方法对概念进行抽取，并在预处

理部分对非结构化文档进行分词、及词性标注，将复

杂的中文语句切换成简单的词或短语，节省了计算量

并提高了效率。通过分析算法可以看出，实验结果的

好坏，与所构建的领域知识词典具有很大关系，词典

的丰富程度直接决定了分词的效果，而分词效果又直

接影响两种方法的效率。所以，为了提高概念的抽取

精度，可以通过丰富领域知识词典的容量来避免复杂

的统计算法，达到提高概念抽取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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