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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 分词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之一, 它是关键词抽取、文本自动摘要、文本聚类的

基础, 分词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进一步文本处理的准确性. 近年来随着微博平台、直播平台、朋友圈等自由舆情平

台的兴起, 大量不规范使用的舆情文本尤其是不断出现的新词给分词结果的准确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词发现成

为分词算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在新词发现过程中, 新词整体数据体量小、新词用法灵活以及过度合并词语易

形成短语块等问题, 本文提出了结合关联置信度与结巴分词的新词发现算法, 该算法以结巴分词的初步分词结果为

基础, 通过计算词语与其左右邻接词集中各个词语之间的关联置信度, 将被错误拆分的词语合并成候选新词, 并通

过切分连接词以防止多个词语被连接成短语的情况出现. 以微博言论数据进行测试的实验表明, 相比于其它基于置

信度的分词方法结果, 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大幅度提升发现新词尤其是命名实体、网络用语的准确率, 在确保新词

语义完整的前提下降低新词长度, 并且在少量测试语料的情境下, 本文提出的算法对低频新词依然具有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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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d segment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t is the bas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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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快速发

展, 基于网络中的文本数据来获取网络舆情空间中的

热点话题已经越来越快速、准确. 同时以微博、微信

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人
们不仅可以基于社交网络平台获取新鲜资讯, 同时可

以在平台上自由发表个人观点与日常生活状态, 这使

得民众自由发表的言论成为社交网络平台中文本数据

的主体. 然而, 社交媒体中的文本具有口语化程度高、

来源广泛的特点[1], 这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准确性带

来了新的挑战.
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 文本分词是十分重

要的过程, 分词过程是将一段中文文本进行切分, 从而

识别一段文本中的各个词语. 分词之后的文本数据可

以进行词向量训练、语义聚类等进一步的分析处理,
从而得到准确的情感分析、文本摘要等目标结果. 但
多数分词算法如词典匹配、正逆向最大匹配法、双向

最大匹配法以及 CRF 序列标注 [2]等, 均从文本的语

法、词性规律入手, 依赖于标注过词性、词频等信息

的词典来对文本进行分词, 从而得到尽可能消除歧义

的分词结果, 然而面对网络舆情空间中充斥着的大量

不规范使用、不符合词性规律、口语化严重以及包含

大量词典未登录词的文本语料时, 传统分词算法对命

名实体以及网络用语等新词的识别能力较差.
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中, Jieba(结巴分词) 是

一个简单、高效、灵活的 Python工具库, Jieba工具库

中的语句简洁凝练, 提供多种模式对中文文本进行分

词, 并且可以自由修改词典文件, 深受广大自然语言处

理初学者喜爱. 为解决当前分词算法对于新词识别的

痛点, 本文提出使用关联置信度与连接词拆分的新词

发现算法, 通过与结巴分词结果结合的方式, 对网络舆

情文本中的新词进行发现, 该算法不依赖于完备的已

标注词典以及庞大的训练语料, 采用计算一个词与其

左右邻接词集中各个词之间的关联置信度的方法, 对
被结巴分词错误拆分的词语进行合并, 并对包含连接

词的较长新词进行拆分, 从而实现对新词尤其是命名

实体、网络用语的发现功能, 并避免新词结果过长形

成短语块的情况出现.

1   新词发现

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 新词指的是在分词词典

中没有收录, 但又确实能称为词的词语[1], 如一些命名

实体 (人名、地名) 以及网络用语, 此类词语灵活性大,
大多不符合语法、构词法规律, 但又能表示一定的语

义, 是否能准确识别文本中的新词会直接影响后续算

法对文本语义的判断, 新词识别的准确率已成为评价

分词算法的重要标准.
目前国内外针对新词发现的算法分为两类, 包括

基于频繁模式的新词发现算法以及基于序列标注的新

词发现算法.
1.1   基于频繁模式的新词发现算法

基于频繁模式的新词发现算法通过统计方法计算

词语在语料中的相关信息, 进而确定需要合并或重新

切分的词语. 王雪瑞等[3]针对直播弹幕文本, 引入边界

增强上下文熵的概念, 通过计算词语的上下文熵确定

一个被拆分的词应该与其左右哪一侧的词语进行合并,
从而得到新词; 顾森[4]基于大量的文本语料, 以词语的

内部凝聚程度以及自由运用程度为判别标准, 计算词

语在文本语料中的熵值, 文献认为熵值低的词可能是

被错误拆分的词, 应对这样的词进行合并处理从而得

到新词; 王欣[5]利用多字互信息来判定一个词语的内部

结合程度, 并通过邻接熵确定词语的左右边界, 该方法

从内外两方面入手, 认为一个词语应该是内部紧密关

联且与外部其它词语相对独立的, 通过计算两种标准

提高了新词发现的准确性; Zhang等[6]利用带有词性标

注和词频标记的词典, 结合互信息和最大熵模型在分

词过程中发现新词; 陈小红[7]等针对游戏领域文本, 通
过从相关语料库中抽出部分游戏术语、简称与知识库

进行结合, 对文本数据进行词性、领域标记, 该方法将

分词算法转换为知识库实体链接问题, 在特定领域下

提高了分词结果的准确性; 王珊珊等[8]通过对一个时间

跨度的文本特征进行分析比对, 为每个词语添加时间

跨度信息来判断该词是否为新词、热点词; 翟畅[9]提出

了基于非结构化文本的目标领域未登录词识别策略和

基于商业语料库融合的分词词典构建策略, 通过统计

词语在文本语料中的频度信息, 结合领域术语知识库,
对特定领域的文本进行新词发现; 张婧等[10]通过词向

量训练得到弱成词词串集合, 结合词频统计对候选新

词进行了有效过滤, 在社交媒体语料分词实验中取得

了较高的准确率; 袁华等[11]提出了基于最大置信度的

中文复合新词发现方法 ,  该方法采用数据挖掘中

Apriori 算法的支持度与置信度, 将新词发现任务转化

为频繁模式发现任务, 首先获取文本数据的频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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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剪枝操作对频繁模式结果进行精简, 最终得出

复合新词结; 吴宏洲[12]与李亚松[13]等均通过从语料中

提取候选词, 计算候选词的支持度与置信度, 并分别设

定阈值对候选词进行筛选, 从而完成对文本语料的新

词抽取工作.
基于频繁模式的新词发现算法首先要求候选词具

有一定的频繁程度, 进而以词语的熵值、互信息、支

持度与置信度的计算为主, 熵值包括信息熵、邻接熵,
熵值可以衡量词语在语料中的混乱程度, 一个词语的

熵值越高, 则该词在语料中越灵活, 可以跟多个其它词

语组成上下文, 这说明这种词语本身就是比较完备的

整体, 可以算作一个词语, 而熵值越低说明能与该词语

组成上下文的词语越少, 这说明该词可能是一个被错

误切分的词, 需要与其左右邻接词组成一个完整的词

语; 互信息用以衡量一个词内部各个文字之间的相互

依赖程度, 互信息越大说明组成该词的各个字词单元

不应再进行拆分; 支持度与置信度是数据挖掘中的常

用指标, 分别衡量了事务项的频繁程度与关联程度. 基
于频繁模式的新词发现算法通常是在初步分词后, 对
分词结果进行再检验, 对错误拆分的词语进行合并, 对
错误合并的词语进行拆分, 从而发现语料中的新词. 然
而在包含新词的新事件发生初期, 总体数据量较少, 难
以利用统计法发现频繁模式 ,  在以微博、微信朋友

圈、直播弹幕为主的网络短文本中, 由于词语搭配的

出现偶然性较大, 在少量语料中计算得到的熵值并不

准确, 从而会导致多个词语被合并成短语块的情况出

现, 从而使得分词结果的粒度变粗, 进而影响后续文本

处理结果的准确性.
1.2   基于序列标注的新词发现算法

基于序列标注的新词发现算法通过对文本中词语

的词性、文字在词中的位置等信息进行标注, 通过预

测序列变化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分词, 在分词过程中发

现新词. 曹菲[14]解决了基于 Hash的正向回溯算法解决

分词过程中的歧义问题, 并将 CRF 模型与正向最大匹

配相结合, 从而提高对文本中命名实体的识别准确率;
李博涵等[15]针对 Prefixspan 算法在文本序列标注过程

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如序列模式不连续、序列模式项

之间存在包含关系等, 融合了词语的频繁模式对算法

进行了改进, 该方法基于词语的频繁程度、词性与语

义对序列标注的结果进行过滤从而得到新词; 色差甲

等[16]将最大熵模型嵌入到隐式马尔科夫模型 HMM中,

进而对文本的 BEMS 序列进行标注, 该方法在藏文新

词如人名、地名、机构名、事件名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效果, 提高分词结果的正确率、召回率以及 F 值接近

2个百分点; 周霜霜等[17]提出了一种融合规则和统计的

微博新词发现算法, 该方法通过对微博文本词语的构

词规则进行归纳总结, 同时结合 CRF 模型对文本的

BEMS 序列进行标注, 从而提高对微博文本分词和词

性标注的精度.
基于序列标注的新词发现算法, 是在基于序列标

注的分词算法基础上进行改进, 使得序列标注的准确

性有所提高, 以 BEMS 序列为标注法的新词发现算法

居多, 其中 B 表示词语开始的字, M 表示词语中间的

字, E表示词语结束的字, S表示单字词语. 对文本的序

列标注依赖于有标注的训练语料, 通过训练语料才能

得出序列变化的概率分布模型, 而针对社交媒体中的

短文本数据缺乏可靠的已标记语料, 且人为标注的方

法费时费力.
针对上述两大类新词发现算法中的不足, 本文受

数据挖掘中 Apriori算法的启发, 提出结合关联置信度

与结巴分词的新词发现算法, 该算法以结巴分词中精

确模式的分词结果为基础, 通过计算词语与其左右邻

接词集中各个词语之间的关联置信度, 找出被错误切

分的词语, 将多个词语间关联置信度高的词语合并成

候选新词, 之后通过识别候选新词中的连接词来防止

多个词语被连接成短语块的情况出现, 从而实现在单

条舆情文本而非整体数据集中的新词发现工作.
在第 2 部分中, 本文介绍了结巴分词的基本原理,

对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中的 6个组成部分进行定

义, 并阐述算法的具体流程; 第 3 部分中, 本文以微博

文本为实验语料, 测试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的性

能, 并与结巴分词、文献[12]中基于最大置信度的中文

复合新词发现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实验, 并设置不同

参数来验证参数对新词结果的影响; 在第 4部分中, 将
对本文的贡献进行总结, 并对后续工作进行展望.

2   结合关联置信度与结巴分词的新词发现

算法

结巴分词是一种融合了 Trie树词图扫描、动态规

划以及 HMM 模型的分词算法, 结合了基于词典匹配

的分词算法简单、准确以及基于序列标注的分词算法

对词典未登录词具有区分能力的优点, 结巴分词提供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20 年 第 29 卷 第 5 期

146 软件技术•算法 Software Technique•Algorithm

http://www.c-s-a.org.cn


3种分词模式, 分别是精确模式、全模式以及搜索引擎

模式, 精确模式试图将句子最精确地切分, 全模式则是

将句中所有可能成词的词语都找出, 搜索引擎模式是

在精确模式的基础上, 对长词再次切分得到适合用于

搜索引擎的分词结果. 由于全模式以及搜索引擎模式

的分词结果会将一个词语多次拆分, 因此其结果会出

现一个词包含另一个词的情况, 从而改变了原文本的

顺序, 若在此结果上对错误拆分的词语进行合并会得

到错误的结果. 本文采用以结巴分词提供的精确模式

分词结果为基础, 该模式的分词结果粒度细, 极少出现

词语被错误合并的情况, 但词语易被错误拆分, 因此本

文提出的算法通过计算一个词语与其左右邻接词集中

各个词语的关联置信度来对错误拆分的词语进行合并

得到候选新词, 进而采用判断候选新词中的连接词左

右平均关联置信度的情况对过度合并的候选新词进行

拆分. 针对算法中的分词结果、左右邻接词集、关联

置信度、关联置信度阈值、候选新词以及连接词有以

下定义:

定义 1. 分词结果 :  设一段文本为 T ,  通过调用

Python 中的 Jieba 库中的 cut() 方法, 将文本 T 作为参

数传入, 得到一个有序的列表 Tc=[w1, ···, wi, ···, wn] (1 ≤

i ≤ n), 其中 wi 表示一个字词单元, 它可能是一个单独

的字, 也可能是一个词语, 也可能是标点符号, 下标 i 并

不是字词单元在序列中出现的位置, 而是表示字词单

元的唯一标识, 即一个 wi 表示一个唯一的字词单元,

同一字词单元可以在 Tc 中多次出现 ,  称 Tc 为文本

T 的分词结果.

定义 2 .  左右邻接词集 :  在文本 T 的分词结果

Tc 中, 对于一个字词单元 wi, 其左侧邻接词集 NL 是由

wi 在 Tc 中每个出现位置左侧的字词单元 (标点符号除

外) 构成的集合; 其右侧邻接词集 NR 是由 wi 在 Tc 中

每个出现位置右侧的字词单元 (标点符号除外)构成的

集合.

定义 3. 关联置信度: 对于两个字词单元 wi 与 wj,

若 wi 与 wj 分别存在于彼此的左侧邻接词集与右侧邻

接词集, 或分别存在于彼此的右侧邻接词集与左侧邻

接词集时, 则可以计算 wi 与 wj 的关联置信度, 关联置

信度用以衡量在文本 T 中一个字词单元出现的情况下,

另一个字词单元与之相邻出现的概率 ,  计算公式如

式 (1)所示:

Con f
(
wi→ w j

)
= P
(
w j|wi

)
=

P
(
wiw j
)

P (wi)
(1)

Conf(wi→wj) 表示字词单元 wi 出现时, wj 与其邻

接出现的关联置信度, 计算方式为 wi 与 wj 在文本 T 中

邻接出现的概率除以 wi 在文本 T 中出现的概率, 基于

大数定律, wi 与 wj 在文本 T 中邻接出现的概率可以用

w i 与 w j 在文本 T 中邻接出现的次数除以分词结果

Tc 的列表长度表示, 同理, wi 在文本 T 中出现的概率

可以用 wi 在文本 T 中出现的次数除以分词结果 Tc 的

列表长度表示.
定义 4. 关联置信度阈值: 在计算两个字词单元

wi 与 wj 的关联置信度时, 需要分别计算关联置信度

Conf(wi→wj)与 Conf(wj→wi),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用以

规定两个字词单元可以合并成候选新词时需要达到的

最小关联置信度的值 ,  只有当 C o n f (w i→w j ) 与
Conf(wj→wi) 均大于 Th 时, 才称两个字词单元 wi 与

wj 满足关联置信度阈值.
定义 5. 候选新词: 当两个字词单元 wi 与 wj 满足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时, 可对两个字词单元进行合并得

到 (wi+wj), 称 (wi+wj)为一个候选新词.

定义 6. 连接词: 若字词单元 wi 与 wj 可以合并为

(wi+wj), 且字词单元 wj 与 wk 可以合并为 (wj+wk), 则可

合并为候选新词 (wi+wj+wk), 称字词单元 wj 为候选新

词 (wi+wj+wk) 的连接词; 若候选新词由多个字词单元

组成, 则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词单元, 其余构成候

选新词的字词单元均为该候选新词的连接词.

基于上述定义, 结合关联置信度与结巴分词的新

词发现算法包括文本分词、关联置信度计算以及连接

词拆分 3个步骤.
2.1   文本分词

文本分词步骤采用 Jieba 工具库提供的精确分词

模式, 对待进行新词发现的文本 T 进行拆分得到其分

词结果 Tc. 本文所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 是对少量网络

舆情文本而非整体数据集进行新词发现, 由于网络舆

情文本长度较短, 若一个词语在一条网络舆情文本中

只出现一次, 则通过定义 3 计算得到的该词与其左右

邻接词的关联置信度容易达到 100%, 因此该词与其左

右邻接词极易满足关联置信度阈值从而成为一个候选

新词.
为避免此类偶然情况的发生, 本文提出的新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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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现算法采用将多条网络舆情文本进行合并以加长待分

词文本长度. 设网络舆情文本数据共有 n 条, 每 m 条文

本数据进行合并得到合并文本段 T’=T1+T2+···+Tm, 共
得到 个合并文本段, 对每个合并文本段进行分

词, 得到多个分词结果 Tc', 对每个分词结果 Tc'进行新

词发现.
2.2   关联置信度计算

对于一个分词结果 Tc', 通过遍历 Tc'中的各个字

词单元得到每个字词单元 wi 在 Tc'中出现的次数以及

wi 与其左右邻接词集中的各个字词单元在 Tc'中邻接

出现的次数, 基于式 (1)计算每个字词单元与其左右邻

接词集中各个字词单元之间的关联置信度, 将所有满

足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的字词单元对进行合并, 得到候

选新词集 W’.
候选新词集 W’是将所有满足关联置信度阈值的

字词单元对合并得到的集合, W’中的候选新词可能是

将被结巴分词过度拆分的词语合并得到的正确新词结

果, 也可能是被过度合并形成的短语块, 形成短语块的

原因可能是多个字词单元构成的短语在文本中多次、

单调出现, 单调出现指的是构成该短语块的字词单元

在合并文本段 T’中只与构成该短语的其它字词单元邻

接出现, 导致这些字词单元之间均满足关联置信度阈

值而被合并, 有些短语可能是较长的命名实体, 而有些

则是包含动词结构的实际短语, 例如“我/去/上学”, 短
语不属于新词发现的范畴 ,  因此需要对候选新词集

W’中的候选新词进行过滤筛选, 从而得到最终的新词

结果.
2.3   连接词拆分

在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中, 定义了构成短语

的字词单元中连接词的存在, 在连接词拆分步骤中, 遍
历候选新词集 W'中的候选新词, 若一个候选新词由

3 个及以上的字词单元构成 (即候选新词中有存在连

接词), 则对其进行以下操作:
(1) 找出候选新词中的连接词, 判断每个连接词与

其左右邻接词的平均关联置信度的大小情况, 平均关

联置信度为 Conf(wi→wj)与 Conf(wj→wi)的平均值;
(2) 若一个连接词与其左侧、右侧字词单元的平

均关联置信度值不同, 则将该候选新词进行拆分, 拆分

点为连接词与其左、右侧字词单元平均关联置信度较

小的两字词单元之间;
(3) 若一个连接词与其左侧、右侧字词单元的平

均关联置信度值相同, 则保持两个字词单元合并的状

态, 继续判断候选新词中的下一个连接词;
(4) 通过将带有连接词的候选新词进行拆分, 去除

由单个字词单元组成的结果, 得到最终新词结果.
通过对候选新词中的连接词进行拆分, 可以把由

多个字词单元合并成的短语块进行拆解, 降低了最终

新词结果的粒度, 使得拆分出来的新词更为独立, 从而

防止新词淹没在短语中.

3   实验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的有效性, 笔者

使用网络爬虫在新浪微博中爬取了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内涉及体育赛事以及国庆档电影总共 1 GB 的纯

文本数据, 包括 2644 494 条微博言论, 512 948 156 个

字符. 实验通过设置不同合并文本数 m 与关联置信度

阈值 Th 进行了多组实验. 由于实验所使用的数据时效

性较新, 网络中缺乏相应的正确词语标注内容, 因此本

文无法使用正确率、召回率等性能指标对新词发现结

果进行评价, 本文将结合具体情况对结果进行分析.
专利[11]与文献[12,13]均采用了置信度作为新词

发现的有效工具, 对初步分词结果进行处理以得出新

词结果. 然而在计算置信度之前, 需要计算词语的支持

度, 只有满足最小支持度也就是在文本语料中出现次

数高于一定阈值的字词单元, 才有资格与其它字词单

元计算置信度, 并且在得出候选词后, 没有对候选词进

行切分操作. 实验中选用文献[12]中的新词抽取方法,
同样对结巴分词精确模式的初步分词结果进行处理,
与本文所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实验所用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 10 专业版操作

系统, 处理器为 Inter(R) Core(TM) i7-8700K CPU, 3. 70
GHz, 16 GB 内存, 实验代码使用 Python 3.5 编写, 其
中 Jieba工具库的版本号为 0.39.
3.1   合并文本数 m 对比

本文所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 采用了合并多条文

本数据的方式以扩大单条文本长度, 从而减少偶然出

现的词语搭配的关联置信度达到 100% 的情况出现,
因此合并文本数 m 的设置会影响最终新词发现结果

的情况. 在本组实验中首先设置 m=100, 即每 100条微

博言论数据融合为 1 条文本数据 ,  融合处理后共有

26 445条融合后的文本数据, 使用 Jieba工具库的精确

模式对每条文本数据进行分词, 标出标点符号, 之后针

对每条融合文本数据的分词结果, 统计每个字词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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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融合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并计算字词单元与其左

右关联词集中各字词单元的关联置信度, 设置关联置

信度阈值 Th=0.9, 根据平均关联置信度的大小对合并

出的带有连接词的候选新词进行切分, 共得到新词结

果 1874 个. 新词是从多个合并文本段中得出, 最终新

词结果是由每个合并文本段中得到的新词合并而来,

新词的出现次数则是在全部合并文本段中出现的总数,
部分新词结果如表 1所示; 令 m=10, Th=0.9, 使用相同

语料共挖掘出新词 567 个, 部分新词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表 2中去除了表 1中出现过的新词. 其中在文献[12]
的新词抽取方法中同样对融合文本数据进行处理, 并
设支持度为 10%, 置信度为 90%.

 

表 1     合并文本数 m=100部分新词结果
 

本文算法新词结果 出现次数 新词抽取方法结果 结巴分词结果 注释

郭艾伦 3536 郭艾伦 郭艾/伦 中国男篮运动员

快闪 1412 快/闪 快/闪 一种行为艺术

易烊千玺 1193 易烊/千玺 易/烊/千玺 我国男歌手

张常宁 1003 张常宁 张常/宁 中国女排运动员

正能量 835 正/能量 正/能量 一种积极的情感

文牧野 581 文/牧/野 文/牧/野 中国导演

虎扑 501 虎/扑 虎/扑 国内体育网站

拉皮诺埃 480 拉皮/诺/埃 拉皮/诺/埃 美国女足运动员

黄景瑜 480 黄景/瑜 黄景/瑜 我国男演员

国庆档 345 国庆档期间 国庆/档 指国庆期间的电影

卡拉库尔特 336 卡拉/库尔特 卡拉/库尔特 土耳其女排运动员

秒拍 302 秒/拍 秒/拍 一种短视频

四川航空 293 四川航空 四川/航空 我国航空公司

流浪地球 253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我国科幻电影

世界波 213 世界/波 世界/波 形容精彩的进球
 
 
 

表 2     合并文本数 m=10部分新词结果
 

本文算法新词结果 出现次数 新词抽取方法结果 结巴分词结果 注释

微博视频 61 320 微博视频 微博/视频 微博短视频名称

中国机长 21 889 国庆档电影中国机长 中国/机长 微信体育公众号

推广曲 1236 推广/曲 推广/曲 宣传歌曲

北京时间 856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北京时区的标准时

段奥娟 586 段奥/娟 段/奥/娟 我国女歌手

韩东君 583 韩东/君 韩东/君 我国男演员

X玖少年团肖战 553 X/玖/少年团/肖战 X/玖/少年/团肖战 偶像团体成员

五犯离场 362 五犯离场 五犯/离场 体育用语

博斯科维奇 332 博斯/科维奇 博斯/科维奇 土耳其女排运动员

郭子瑄 326 郭子/瑄 郭子/瑄 中国女排运动员

红海行动 318 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 电影名

三巨头 286 三/巨头 三/巨头 形容 3名主力运动员

黄金联赛 263 黄金/联赛 黄金/联赛 赛事名

不敌 261 不/敌 不/敌 形容输给某方

曲尼次仁 173 曲尼/次/仁 曲尼/次/仁 我国女演员
 
 

由上述实验可见, 本文新词发现算法在对命名实

体的识别上具有出色表现, 可合并两组及以上被结巴

分词过度拆分的词语, 准确发现国内外人名、影视剧

名及网络用语等; 参数 m 的设置对新词发现结果具有

一定影响, m 值越小则单条语料中字符数越少, 因此一

组词语搭配在单条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更少, 词语搭配

的多个词语之间更容易达到关联置信度阈值从而被本

文算法认定为新词. 如“微博/视频”、“北京/时间”等词

语, 组成新词的两个词语均具有明确的意义, 组合后则

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命名实体词; 如“X/玖/少年/团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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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曲尼/次/仁”等复杂命名实体的词语, 在结巴分

词完全错误的情况下可清晰准确对过度拆分的词语进

行合并. 组成此类复杂命名实体新词中的连接词如“少
年”、“次”在总体语料中独立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通过

减少参数 m 的设置可减少此类连接词在单条语料中出

现的次数, 从而使其更易与其它词语满足关联置信度

阈值以得出准确的新词结果.
文献[12]中的新词抽取方法在字词单元较为频繁

时, 但由于缺少对候选词的拆分过程, 因此容易将字词

单元连接成较长的短语, 如“国庆档电影中国机长”; 而

当字词单元的频繁程度低于最小支持度时, 新词抽取

方法则不认为该字词单元可能新词的组成部分, 因此

无法识别出现次数较少的新词.
3.2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对比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是衡量两个字词单元能否合

并为候选新词的界限, Th 的值越低则两个字词单元更

容易被合并. 在本组对比实验中, 设置 Th=0.5, m=100,
得到的部分新词发现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表 3 中词去

除了在表 1中出现过的新词. 其中在文献[12]的新词抽

取方法中设支持度为 10%, 置信度为 50%.
 

表 3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0.5部分新词结果
 

本文算法新词结果 出现次数 新词抽取方法结果 结巴分词结果 注释

中国机长 21 889 国庆档电影中国机长 中国/机长 电影名

我和我的祖国 20 651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电影名

蔡徐坤 1476 蔡徐坤 蔡/徐坤 我国男艺人

开学第一课 1312 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 节目名

龚翔宇 1253 龚翔/宇 龚翔/宇 中国女排运动员

女篮亚洲杯 1113 女篮/亚洲杯 女篮/亚洲/杯 赛事名

陈飞宇 803 陈飞/宇 陈飞/宇 我国男演员

东京奥运会 760 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赛事名

欧阳娜娜 596 欧阳/娜娜 欧阳/娜/娜 我国女艺人

国际排联 556 国际/排联 国际/排/联 国际排球联合会

更多 543 更/多 更/多 形容还有很多

字母哥 532 字母/哥 字母/哥 男篮球员外号

搭起 496 搭/起 搭/起 动词

热搜 153 热/搜 热/搜 形容热点事件

C位出道 142 C/位/出道 C/位/出道 形容团队核心人物
 
 

对比表 3 与表 1 的结果可以发现, 通过降低关联

置信度阈值 Th 的取值, 可以提升对由“中国”、“我的”
等高频词汇组成的新词的发现能力, 由于实验所用语

料临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因此“中国”、“祖国”等词

语出现的次数较多, 其它词语很难与“中国”、“祖国”达
到较高关联置信度, 但在降低关联置信度阈值后, 本文

提出的算法成功挖掘出新词“中国机长”、“我和我的

祖国”, 这两个词语为 2019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名, 是
不同于其组成部分词语意义的命名实体词; 且可以看

出其在语料中出现极为频繁; 同时由于降低了关联置

信度阈值, 如同“开学/第一课”、“女篮/亚洲/杯”、“东
京/奥运会”等新词被挖掘, 这些新词的每个组成部分都

具有实际意义, 合并在一起时可以让命名实体包含更

多信息, 并且更加符合文本想要表达的实体.
在降低置信度取值后, 文献[12]中的新词抽取方法

会结合出更多的短语结果, 同时对低频度的新词结果

的识别能力较差, 如要增加该方法对低频新词的识别

能力, 需要进一步降低支持度阈值, 然而降低支持度阈

值后会导致计算时间增加以及错误结果的出现.
关联置信度阈值 Th 的取值需要结合实际的语料

情况, 若设置过低则会挖掘出过多不正确的新词, 不正

确的新词结果中容易出现包含“的”、“我”、“和”等高

频字. 对于不正确的新词结果, 可以通过高频字词典对

新词结果进行过滤, 去除包含高频字的新词结果.
通过实验验证, 本文所提出的结合关联置信度与

结巴分词结果的网络舆情新词发现算法在新词尤其是

命名实体的发现工作中具有出色的表现, 结巴分词在

处理人名时, 虽可以准确识别姓氏, 但结巴分词难以准

确分出包含 3 个及以上字数的人名, 结巴分词通常将

姓氏字与跟在姓氏字后面的第一个字分为一词, 跟在

姓氏字后面的第二个字则视为单独的字, 从而造成错

误识别人名的情况, 本文提出的算法通过计算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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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字词之间的关联性, 在面对 3 个及以上字数的人

名时同样可以准确识别此类命名实体; 针对网络舆情

中的网络用语以及网络媒体命名实体, 结巴分词通常

会将此类词语过度拆分为单个的字, 本文提出的算法

可以将其进行合并, 从而得出词典中未登录且具有实

际意义的网络用语词.
本文所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是在少量文本语料中

进行新词发现, 虽然对网络舆情文本尤其是以微博、

直播弹幕为主的超短文本进行了合并以加长单条文本

数据的长度, 但令文本合并数 m=10 时, 单条合并文本

字段符数不超过 1000个, 本文所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

依然可以准确发现新词. 因此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

法不依赖于庞大的数据量, 在新的网络舆情事件发生

的初期, 缺乏数据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及时发现新事

件文本数据中包含的新词.
由于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不进行字词单元频

繁程度的判定, 因此相比于其它应用置信度对新词进

行抽取方法, 可以对低频度的新词进行识别, 同时在通

过关联置信度连接字词单元后, 通过对连接词进行拆

分, 确保了新词结果不会过长导致出现短语块结果.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的结合关联置信度与结巴分词的新词发

现算法, 是在 Jieba工具库精确模式分词结果的基础上,
通过计算字词单元与其左右邻接词集中各个字词单元

之间的关联置信度, 将满足关联置信度阈值的字词单

元进行合并得到候选新词, 之后根据候选新词中连接

词与其左右邻接词的平均关联置信度大小关系对候选

新词进行拆分, 从而弥补了结巴分词容易将词语过度

拆分导致分词结果不正确的错误, 同时避免了字词单

元在合并过程中过度合并导致形成短语块的问题.
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可以准确识别

新词, 尤其是命名实体以及网络用语, 并且该算法可以

在语料数较少的数据集中准确发现新词, 适应了在新

事件发生初期, 包含新词的数据量较少的实际应用情

况, 使得文本分析工作可以在新事件爆发前率先发现

新词从而快速提取新事件信息.
本文提出的新词发现算法是对结巴分词的初步分

词结果进行修正,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对本文提出的算

法与其它较为成熟的分词工具进行融合, 使新词发现

的准确率有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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