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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自动分词词典新机制—词值哈希机制① 
韩 莹, 王茂发, 陈新房, 潘志安, 张艳霞  
(防灾科技学院 灾害信息工程系, 北京 101601) 

摘 要: 汉语词典查询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的重要基础部分, 对系统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国内自 80 年代中后期

就开展了中文分词词典机制的研究, 为了提高现有基于词典的分词机制的查询效率, 对于词长不超过 4 字的词提

出了一种全新的分词词典机制——基于汉字串进制值的拉链式哈希机制即词值哈希机制. 对每个汉字的机内码

从新编码, 利用进制原理, 计算出一个词语的词值, 建立一个拉链式词值哈希机制, 从而提高查询匹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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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d query in Chinese Dictionary is essential part in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It has a great 
impact on system efficiency. The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has been studied since the late 1980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word query efficiency, for short word of no more than 4 Chinese characters, a new hash algorithm is 
proposed, named Zipper-style hash indexing based on the value of each characters in Chinese word. The hash value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machine code of each character, the weight of the left character is big than the right. The weight 
is equal to the maximum value of all Chinese characters minus the minimum value. The speed of word query is 
improved with this kind of Zipper-style Chinese word value hash indexing. 
Key words: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dictionary mechanism; two thousand decimal; 
zipper-style Chinese word value hash indexing 
 
 

汉语自动分词是汉语信息处理的前提, 广泛应

用与中文全文检索、中文自动全文翻译、中文文语转

换(TTS)等领域. 自动分词的基本算法主要分为两大

类: 基于词典的分词方法[1,2]和基于频度统计的分词

方法[3,4]. 基于词典的分词方法是以汉语词典为基础

对中文语句通过匹配进行切分, 这种方法包括 3 种基

本算法[5]:正向 大匹配法、逆向 大匹配法、全切分

法. 不论哪种基于词典的分词方法, 词典的查询速度

是决定分词算法效率的决定性因素[6]. 先今众多的中

小型搜索引擎仍然沿用树形搜索结构作为其搜索核

心, 理论查询效率只是 O(log(n)), 而且实现技术复

杂. 散列结构能够实现 O(1)的搜索效率, 并且维护方

便. 不论是哪种基于词典的分词方法, 分词词典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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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速度是匹配算法效率的直接决定因素, 因而建立

高效快速的分词词典机制势在必行[7].  
在汉语词汇中, 对常用词典(人们日报)的统计发

现, 在 108783 个词汇中, 51%为 2 字词, 31%为 3 字词, 
13%为 4 字词, 3%左右为单字词, 多余 4 字以上的词汇

只占 2%左右[8]. 为了进一步提高查询效率, 对于词长

不超过 4 字的词,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词词典机

制——拉链式词值哈希词典算法, 并描述了该数据结

构的主要思想和实现过程.  
 
1 基本思想 

首先了解一下国际码的概念, 国标码是指我国

1981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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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编码”, 代号为“GB2312-80”, 由连续的两个字节组

成. 汉字在计算机内部其内码是唯一的. 因为汉字处理

系统要保证中英文的兼容, 当系统中同时存在ASCII码
和汉字国标码时, 将会产生二义性. 例如: 有两个字节

的内容为 30H 和 21H, 它既可表示汉字“啊”的国标码, 
又可表示西文“0”和“!”的 ASCII 码. 为此, 汉字机内码

应对国标码加以适当处理和变换. GB 18030 所收录汉

字完全对应于 Unicode 的“中日韩统一汉字”, 收录的汉

字是20924个. GB码的机内码为二字节长的代码, 它是

在相应 GB 码的每个字节 高位上加“1”, 即 
汉字机内码＝汉字国标码＋8080H 
例如, “啊”字的国标码是 3021H, 其汉字机内码则是

B0A1H, 其他汉字的机内码值是连续顺序增加的. 根据

这个特点每个汉字都可以唯一地从机内码映射到

0-19999 间的一个序列码, 从而每个汉字串都可以唯一

地映射到一个数字, 这样对词语的查询就可以转化为基

于数字的查询. 例如: 汉字机内码表的第一个汉字“啊”, 
机内码是十六进制的 B0A1, 转化成十进制值为 45217; 
第二个汉字“阿”, 机内码是十六进制的 B0A1, 转化成十

进制值为 45218. 让每个汉字计算出的机内码十进制值

减去机内码值 小的“啊”的机内码十进制值 45217, 得
到的这个偏移量作为一个该汉字新的序列码. 那么“啊”
字的序列码就是 0, “阿”字的序列码就是 1……其他的汉

字如“文”字的序列码计算方法是: 首先将“文”字的机内

码转化成十进制为: (CCEC)16=(52460)10, 然后 52460- 
45217=7243, “天”字的序列码为 7243.  

因为简体汉字有 17000, 便于程序扩充, 我们假设

汉字有 20000, 对汉字进行重新编码, 即让每个汉字的

编码减去编码 小的汉字“啊”的编码所得到的值为该

汉字的编号. 把所有的汉字重新计算就得到一个从 0
到 19999 的一个汉字字符序列码.  

另外我们知道, 二进制由 0, 1 两个基数来表示, 
逢 2 进 1. 八进制由 0-7 这 8 个基数来表示, 逢 8 进一. 
十进制由 0-9 这 10 个数表示, 逢 10 进 1, 同样道理十

六进制也是如此. 二进制、八进制及十六进制转化成

十进制的方法是:  
(101)2=1*22+0*21+1*20=(5)10 
(123)8=1*82+2*81+3*80=(83)10 
(123)16=1*162+2*161+3*160=(291)10 
同理, 我们已经有 20000 个汉字的 0-19999 的序列

码, 用这些序列码来表示汉字串, 汉字串就转化成了数

字串, 逢 19999 进 1, 根据进制名称定义的方法, 本文称

之为 20000 进制. 然后按照进制转换原理把该 19999 进

制表示的数字串转换成十进制, 这样任何两个不同的汉

字串就有了互不相同的整数值. 例如: 现在有词“天文”, 
按照前面提到方法求得“天”字的序列码 7243, “文”字的

序列码为: 7715, 那么“天文”的数字串为(7243 7751), 把
(7243 7751)20000 转 换 成 十 进 制 Num=7243*200001 

+7715*200000,即得到(7243 7751)20000 =(14493715)10. 通
过这种方式, 可以把每个词语转换成一个互不相等的整

数值, 本文称之为词值.  
 
2 索引机制的建立 

对整个词典进行编码之后, 每个词语就对应着一

个词值, 为了提高检索的效率, 建立一个词值对应的

Hash 机制. 建立 Hash 抽象数据类型要解决两个方面

的内容: (1)Hash 函数的选取, (2)解决冲突得方法. 本
实验采用拉链法解决冲突, 另外采用静态分配桶(Hash
表的长度)的方法构建 Hash 表.  
2.1 用除留余数法构造 Hash 函数 

本文取词值被某个质数 P 除后所得的余数为哈希

地址.  
H(Key)= Key MOD P(P<=m) 

Key 为词值, 根据大量统计数据发现本实验哈希表中

静态分配桶即哈希表表长m和质数 P的值都取 999907
能使冲突次数相对比较少.  
2.2 使用链地址法处理冲突 

拉链法解决冲突的做法是: 通过词值计算该词语

的 Hash 值, 将所有 Hash 值相同的结点链接在同一个

单链表中. 若选定的散列表长度为 m, 则可将散列表

定义为一个由 m 个头指针组成的指针数组 T[0..m-1]. 
凡是散列地址为 i 的结点, 均插入到以 T[i]为头指针的

单链表中. 对于链表中每个结点的结构如下定义.  
2.3 Hash 表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HashNode /*Hash 链结点*/ 
{ 

unsigned __int64 Word_ Key;/*词值*/ 
HashNode *HashNode_Next;/*指向下一个结点

的指针 */ 
}HashNode; 
typedef struct/*Hash 静态分配桶的定义*/ 
{ 

HashNode *HashNode_Next;/*头指针  */ 
}HashTable,*HashTab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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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词值的拉链式 Hash 词典机制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机制的效率, 对本实验结果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 同时提出了本实验的不足之处.  
3.1 空间分析 

① 存放指针的静态分配桶即哈希表长度 999907;  
② Hash 链: 根据词语的多少决定结点的个数, 每

个词语占用一个结点.  
3.2 时间分析 

在测试程序时, 测试词库使用一个含有 120546个词

的基本通用词表, 词表中的词长 L<=4. 测试结果显示, 
在采用拉链法解决数据冲突时, 哈希链 长的含有 4 个

结点. 其中哈希链长为 1 的有 106933 条, 这就意味着有

106933/120546=%88.71 的词通过一次比较可以查找成

功; 哈希链长为 2的有 12840条, 占%10.65; 哈希链长为

3 和 4 的分别为的是 729 条和 44 条, 总共占 0.64%.  
3.3 本机制存在的不足及改进 

因为计算机对数字大小的存储限制, 本文所设计

的词典机制只适合存储不超过四字的词语的词值. 文
献[9]对汉语中的词条分布进行了统计发现, 中文词语

中双字词语 多, 三字词语和四字词语也较多, 对于

五字及五字以上的词, 可以采用其他的传统的存储方

法, 这样既能有效的节省存储空间, 又能 大限度的

提高匹配的时间效率.  
由于在进行分词过程中, 每篇文章都会存在大量

的重复数据, 所以可以在Hash 链表的结点结构体中加

入词频成员, 并且按照词频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让
使用频率高的词语排在链表的前面.  

typedef  struct  HashNode  /*Hash 链结点*/ 
{ 

unsigned __int64 Word_ Key;/*词值*/ 
HashNode *HashNode_Next;/*指向下一个结点

的指针 */ 
int  Word_Fre;/*词频*/ 

}HashNode; 
改进后的数据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词值的改进拉链式 Hash 词典机制 

 
4 结论 

综上所述, 根据汉字中词长 L<=4 的所占比例比

较多的特点, 本文采用了拉链式词值哈希机制, 该机

制数据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 提高了一定的匹配效

率, 是一种较简洁、易维护、更高效的词典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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