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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入动态词库更新的中文分词架构① 
刘芳芳, 王 晶, 沈奇威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6) 
(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1) 

摘 要: 针对互联网环境下新词出现和更新频率高的特点, 将机械分词与基于规则分词相结合, 提出一种动态更

新词库的中文分词架构. 本架构给出了新的词典设计结构及歧义处理规则, 并将统计学中的互信息概念运用到

新词判定环节. 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中文分词架构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良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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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with Dynamic Updating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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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new word appearing and updating frequently in the Internet, through combining mechanical 

segmentation and rule-based segmentation, a framework for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with dynamic updating 

dictionary is provided. We improve a new dictionary design structure and ambiguity processing rules. Also the concept 

of mutual information in Statistics is used in determining the new word.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framework for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s high precision and is adaptive in different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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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文信息处理的众多领域中, 包括信息提取、

信息检索、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以及针对 Web 数据挖

掘应用提出的诸如文本分类、聚类、发现关联规则等

技术中, 中文分词是基础研究课题, 也是中文信息处

理的瓶颈问题[1,2]. 众所周知, 英文以空格作为自然的

分隔符, 而中文由于继承自古代汉语的传统, 词语之

间没有分隔. 中文只是字、句和段能通过明显的分界

符来划界, 唯独词没有形式化的分界符.  

汉语自动分词已被研究了 20 多年, 在这期间所提

出的自动分词方法有 20 多种. 这些分词方法概括起来

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词典和统计相结合的机械

分词方法; 一类是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的分词方法. 

不管是哪类分词方法, 都会有错误的切分. 如果在词 

 

 

语切分当中所运用的切分算法较好, 错误切分的句子

数量将会大大减少, 再采用相应的消除歧义策略进行

消歧, 就会进一步提高分词的精度.  

 

2 互联网环境下的中文分词 
目前切分精度较高且是开源版本的中文分词有中

科院计算所的 ICTCLAS 分词系统和开源分词组件

IKAnalyzer, 前者 ICTCLAS 在“973”专家组评测中, 分

词正确率高达97. 58%; 后者最新版本 IK2012经小范围

测试大概准确率在 90% ~ 95%之间.  但是将上述中文

分词系统应用到互联网环境下, 对网络上的文章进行

分词应用, 发现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准确率. 测试结果见

表 1. 测试数据随机摘自国内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搜狐

网[3]和国内最大的生活消费指南网站大众点评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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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样本分词测试结果 
 1 2 

原文本数

据 

神舟九号飞船返

回舱顺利降落在

内蒙古中部主着

陆场预定区域 

地址：官渡区关兴路 75 号

(宝海公园大门对面) 

ICTCLAS

切分结果 

神/舟/九/号/飞船/ 

返回/舱/顺利/降

落/在/内蒙古/中

部/主/着/陆/场/预

定/区域 

地址/官渡区/关/兴/路/75/号

/宝海/公园/大门/对面 

IK2012切

分结果 

神舟/九号/飞船/

返回舱/顺利/降落

在/ 内蒙古/中部/

主着陆/场/预定/

区域 

地址/官渡区/关兴/路/75 号/

宝/海/公园/大门/对面 

人的理解 

神舟九号/飞船/返

回舱/顺利/降落/

在/内蒙古/中部/

主着陆场/预定/区

域 

地址/官渡区/关兴路/75/号/

宝海公园/大门/对面 

对两种分词系统的准确率的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互联网样本分词测试统计结果 

 

人的

理解

(词) 

ICTCLAS IKAnalyzer 

准确词

(词) 
准确率 准确词(词) 准确率 

统计 19 14 73.7% 11 57.9%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互联网环境下, 中

文语言的使用习惯和造词能力发生变化, 而机械分词

依赖的词典不可能囊括互联网上出现的所有新词, 所

以造成对传统语言切分精度很高的中文分词系统, 应

用在互联网环境下时, 切分精度急剧下降.  

网络语言与传统语言相比有一些显著的新特性: 

新词出现和更新速度加快; 网络语言的使用习惯口语

化、简写化、不规则化, 例如存在对新生事物或者机

构团体名的简称, 对店铺及菜肴的命名多追求新颖, 

这时如果按照传统汉语的规则和语法进行静态词典的

匹配和切分就会产生误差, 因此应用于开放互联网环

境下的中文分词系统有待进一步改善.  

 

3 一种引入动态词库更新的中文分词架构 
针对互联网环境下特定领域的语言特点, 在对分

词算法的理解和对已有最大匹配分词算法的分析和研

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一种引入动态词库更新的中文

分词算法, 通过本算法, 在进行传统中文分词的过程

中, 动态识别未登录词, 同时引入判定规则, 对符合

条件的未登录词动态更新到中文分词所依赖的词典, 

提高中文分词算法的适应性和正确率. 经过实验证明,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在互联网环境下对新词的识别和切

分有较高的准确率.  

3.1 中文分词过程 

目前常用的自动分词系统大多采用机械分词为

主, 辅以少量的语法和语义信息的分析. 机械分词是

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原理进行的, 其优点是原理较为简

单, 易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时间复杂度也相对降低[5]. 

本文同时采用了机械分词中常用的正向最大匹配法和

逆向最大匹配法进行双向匹配, 目的是有效识别分词

中存在的歧义字段, 并且改进了传统机械分词中的词

典结构, 本文提出的基于词库和机械分词与统计规则

分词相结合的中文分词算法, 有效提高了分词的正确

率和对未登录词的识别效率.  

本文的中文分词算法由输入、预处理、双向最大

匹配切分、歧义处理、未登录词识别、输出等几部分

组成, 具体流程图见图 1 的虚框 1.  

 

 

 

 

 

 

 

 

 

 

 

 

 

图 1 系统整体流程图 

 

1) 词典 

最大匹配分词算法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 最大

词长的长度比较难于确定, 如果定得太长, 则匹配时

花费的时间就多,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明显提高, 如果

定得太短, 则不能正确切分更长的词, 导致切分正确

率降低[6]. 本文设计了一种可以在句子范围内匹配时

动态更新最大词长的词典结构. 词典由一个首字词

长索引表, 一个尾字词长索引表和词典正文构成.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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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字词长索引表包含两项内容, 一个是词典正文

中所有单词的首字, 另一项为词典正文中以该首字

开头的最大词长. 尾字词长索引表也包含两项内容, 

一个是词典正文中所有单词的尾字, 另一项为词典

正文中以该尾字结束的最大词长. 两个索引表中的

单字按照汉字在计算机中的机内编码排序, 查找某

个单字时根据首字的机内码直接得到对应的最大词

长, 时间复杂度为 O(1). 在进行最大匹配分词时, 则

根据当前字符串序列的首字或尾字决定要截取的子

字符串长度, 从而有效减少查找及匹配次数. 词典正

文由 9 个按词长从 2 到 10 的基本词典文件构成, 每

个子词典的单词字数相同且已经按照各个单词的机

内编码排序, 查找某个单词时根据其机内编码二分

查找词典文件, 提高查找速度.  

词典分为基本词典和专业词典, 基本词典用于机

械分词时的匹配词典, 专业词典用于动态更新词库时

保存未登录词, 方便加载与卸载专业词典.  

2) 预处理 

预处理模块对要分词的一段文本, 利用标点、英

文字母、数字、其它符号等分割成一个个长度较短的

子串, 新词判定则只对包含中文字符的子串进行.  

3) 处理中文短句 

对中文短句采取双向匹配切分, 目的是通过对比

两次切分结果, 寻找并处理歧义字段. 双向匹配切分

即正向最大匹配切分和逆向最大匹配切分.  

正向最大匹配切分的过程描述如下: 假设被处理

材料当前字符串 S 序列的首字为 SChar, 查询首字词长

索引表得到首字 Schar的最大词长为m, 比较 m 与 S的

句长, 取较小值, 设为n. 取被处理材料当前字符串S序

列中的前 n 个字作为匹配字段, 查找分词词典, 若词典

中有这样一个 n 字词, 则匹配成功, 匹配字段作为一个

词被切分出来, 如果词典中找不到这样的一个 n 字词, 

则匹配失败, 匹配字段去掉最后一个汉字, 剩下的字符

作为新的匹配字段, 再进行匹配, 如此进行下去, 直到

匹配成功为止. 有专家统计过, 理论正向最大匹配法的

错误切分率为 1/169.  

逆向最大匹配切分的分词过程与正向最大匹配切

分相同, 不过是从句子末尾开始处理, 首先查询尾字

词长索引表得到尾字的最大词长 m, 每次匹配不成功

时去掉的是前面的一个汉字. 据专家统计其分词精度

比正向最大匹配法要高, 其错误切分率是 1/245.  

4) 歧义识别和处理 

只含中文字符的短句经过双向匹配切分后, 对比

正向最大匹配切分和逆向最大匹配切分的切分结果, 

进入歧义识别和处理阶段: 如果两次切分结果中单词

的数目不相同, 则按照长词优先选择切分数目少的作

为切分结果; 如果两次切分数目相同则依次扫描比较

两个切分结果中的每个单词, 同时记录切分结果差异

字段. 如果扫描完毕, 差异字段为空, 则认为切分结

果正确, 选择正向匹配结果作为切分结果, 否则, 对

差异字段进行歧义处理.  

通过对交叉歧义字段的考察, 发现其中 80%以上

可以通过运用一条无需任何语言知识的“归右原则”(交

叉歧义字段优先与其右边的字段成词)就可以获得正确

切分, 这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汉语的修饰语在前、中心

词在后, 因而“归右”好于“归左”, “归右原则”可以使机

械分词的精度上升到 99.4%[7]. 同时参考文献[7], 对连

续性交叉歧义和介词框型标志的交叉歧义进行处理. 

本文通过对文献[7-11]中的典型交叉歧义字段的例句分

析发现, “回归”比较“归右”处理后的差异字段的最后一

个单词, 如果与差异字段正向匹配切分结果的最后一

个单词相同则取正向切分结果, 如果与歧义字段逆向

匹配切分结果的最后一个单词相同则取逆向切分结果, 

如果都不同则按照长词优先取正向切分结果, 正确率

可以达到 85%以上. 利用文献[9]中的统计数字, 词法歧

义字段、句法歧义字段、语义歧义字段和语用歧义字段

在语料中的出现次数和语料中所含汉字总数之比分别

为: 0.766%、0.098%、0.031%和 0.016%. 本文提出的“归

右再回归”的机械分词的精度为:  

1-[(1-85%)*0.766%+0.098%+0.031%+0.016%]=99.74%.  

5) 处理非中文短句 

在此模块中正确识别并处理连续的字母、连续的

数字及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情况, 如字母间有连接符, 

浮点数, 百分号, 电话号码, IP 地址等.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中文分词处理, 预处理后中

文字符构成的短句则被切分为一个个单词的序列, 此

序列则进入新词识别及词库动态更新过程.  

3.2 动态更新词库过程 

未登录词即未包括在分词词表中但必须切分出

来的词, 它大致包含两大类: l) 新涌现的通用词或专

业术语等; 2) 专有名词, 如中国人名、外国译名、地

名、机构名(泛指机关、团体和其它企事业单位)等.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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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未登录词理论上是可预期的, 能够人工预先添

加到词表中(但这也只是理想状态, 在真实环境下并

不易做到); 后一种未登录词, 由于可能的中文姓名、

译名数量庞大和小地名太多、太杂不宜采用穷尽收录

法. 因此, 只能寻找其它方法来处理, 统计和规则相

结合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识别方法. 本文主要处理

第二种未登录词. 通过对大量语料的研究表明, 90%

的未登录词是以单字形式出现, 因此, 本文对于未登

录词的识别主要是针对切分碎片, 采用非结束标志

单字向右“砌”和结束标志单字向左“拼”或右“拼”的规

则寻找新词, 规则主要基于两方面知识: 未登录词的

内部结构信息和上下文信息. 前者是指未登录词本

身的结构特征(如用字特点), 用来指示未登录词的存

在并确定其有效性; 后者是指未登录词所处的上下

文环境, 用于切分未登录词的边界并确定其类型. 本

文根据大量语料得到姓氏候选集、地名用字后缀集

(如: 路, 村, 镇等近 40 个)、机构名用词集合(如: 广

场, 商城, 大厦, 宾馆等近 50个), 这些标志字符集一

方面用于新词本身边界的确定, 另一方面用于新词

是否可以作为未登录词及是否可以动态更新进词库

的判定.  

从中文分词过程后形成的单词序列开始, 单词序

列没有单字或者所有单字判断完毕结束. 如果单词序

列存在单字, 则从第一个非停用词单字开始, 如果不

属于上述的标志字符集, 则继续与后面的单字右“砌”, 

直到遇到非单字进入判定阶段; 如果属于上述的地名

标志字符集, 则左“拼”一个非地名标志且非机构名结

尾的单词, 进入判定阶段, 单字本身为地名标志字符

且前一个单词为地名标志或者机构名则属于特殊情

况, 需要单做处理. 人名识别改成右“拼”, 过程类似.  

上述算法会拼接出“的人”、“及在”等高频共现但

非词的字串, 本文特引用信息论中用来判断两个事件

集合之间相关性的“互信息”概念来判定新词是否可以

作为未登录词及是否可以动态更新进词库. 结合新词

在原文中的上下文信息, 本文对互信息的概念加以修

正, 引入新的统计值: 左互信息, 右互信息和本词自

有信息. 左互信息定义为新词左侧是否出现对新词有

识别意义的词汇, 如对地名中新识别的街道名左侧是

否出现“路”的标志字符. 右互信息定义为新词右侧是

否出现对新词有识别意义的词汇, 如机构名“商城、公

司等”. 本词自有信息定义为识别出的新词对自己成

为未登录词能否提供决定信息, 如对地名而言是否是

标志字符结束. 在判定阶段, 对每一个新词进行左/右

互信息和本词自有信息的计算, 满足条件的即被系统

识别为未登录词, 按词长动态更新进专业词典文件, 

更新保存词典文件, 具体流程见图 1 中的虚框 2. 通过

对大语料集的新词学习过程形成某一领域的专业词

典, 在此基础上进行本领域的中文分词与信息处理, 

经过实验验证, 本文提出的架构具有很高的准确率. 

同时本文采取专业词典可动态卸载的方式, 不影响原

基本词典对其他领域的分词效果.  

 

4 测试结果及结果分析 
实验文章来自大众点评网, 所有分词均为自动分

词结果.  

原文是: 西山区卢家营新村西华小区夏蓉里停车

场对面.  

切分结果: 西山区/卢家营/新村/西华小区/夏蓉里/

停车场/对面. 同时识别的未登录词西山区, 卢家营, 

西华小区, 夏蓉里被正确更新并保存进专业词典.  

在歧义消除方面我们使用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进行

测试. 原句是: “长春市长春节讲话.” 正向最大匹配切分

结果为: “长春市/长春/节/讲话”, 逆向最大匹配切分结果

为: “长春/市长 春节/讲话”, 识别出歧义字段“长春市长

春节”, “归右”处理后歧义字段最后一个单词为“春节”, 

与逆向最大匹配对歧义字段的切分结果相同, 因此最终

的分词结果取逆向最大匹配切分的分词结果.  

根据本文对近 20 万条的昆明商家名称及地址的

规模测试及统计, 对未登录词识别的准确率达 95%, 

高于互联网环境下 ICTCLAS 系统的分词准确率.  

 

5 结语 
本文将机械分词及基于规则分词相结合, 为正向

最大匹配分词设计了新的可动态确定最大切分词长的

词典结构, 引入了新的歧义处理规则, 基于切分过程

产生的单字碎片, 引入右“砌”左“拼”或右“拼”的规则

寻找新词, 同时采用了统计学中的方法进行判定, 实

现了词库可动态增长的中文分词架构. 但如何利用上

下文信息更好的处理组合型歧义和真歧义, 如何将本

文提出的架构更好的应用于更多的领域, 还有待于更

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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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 系统在主流程(一阶流程)部分, 统一采用

工作流进行调度和管理, 二阶流程则根据各子系统的

需要, 采用轻度或者中度的流程与业务整合.  

 

4 结语 
专利审批过程的流程化特征, 使得采用流程管理模

型进行调度和控制成为了一种需要. 工作流技术为这方

面的需要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理论基础. 业务上复杂的流

程性操作, 在工作流模型的应用下, 实现了清晰的分层, 

明确的定义, 统一的过程记录, 集中的调度策略.  

中国专利电子审批系统中的工作流引擎构建在

J2EE 平台上, 流程定义使用 XML 文件, 后台数据库

使用 Oracle10g. 投入实际运行的工作流引擎稳定、灵

活, 并为维护管理人员在专利数据分析、定位问题等

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专利电子审批系统中工作流

技术应用的成功经验, 可作为其它具备流程化特征的

电子政务系统、企业管理系统的一个参考.  

 

致谢  本文得到专利电子审批系统项目组的支持, 并

得到张宇主任、陆新年处长和唐俊松处长的帮助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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