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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分析系统 iEventMiner的设计 ) 

雷 震 吴玲达 王 辰 贺 玲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长沙410073)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系统 IEventMiner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法，该系统不但可以对新 

闻报道中的事件进行探测和追踪，还可以进行事件相关故事单元(RSu)的检索与分类。对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 

思路以及各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给出了原型系统。与相关研究工作相比，该系统不但具有更好的可扩充 

性，而且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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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News Event Analysing System IEventMiner 

I EI Zhen WU Ling-Da WANG Chen HE I,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 

Abstract The design of an event-based news repor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IEventMiner is introduced．The 

system can not only detect and track the events in news report，but also retrieve and classify event relevant story units 

(RSU)．The design idea and each functional module of the system IEventMiner are described in detail．and the imple— 

mentation of prototype system is also described．Compared with related WOrk，the system has a better expandability 

and perform s better in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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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获 

得数据和信息。根据 CNNIC的统计，用户从网上获得的信 

息中约有 84．38 的信息是新闻，包括 Web文档新闻、Web 

视频新闻和web广播新闻等多种媒体形式。随着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web上的数据量和信息量越来越大，信息超载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新闻报道信息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目前多数网站对这些信息仍然采用人工的手段进行整 

理，不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效率也不尽人意。为了 

提高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的效率，改善繁冗的人工组织新闻报 

道信息的过程，我们研发了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系 

统 IEventMiner，其目的是实现新闻报道中基于事件的多源信 

息组织任务。 

IEventMiner系统主要在事件探测与追踪[1]的基础上扩 

展考虑了与完整的新闻信息组织任务密不可分的事件 RSU 

的检索与分类[2]，使得所开发软件系统的功能更为完善，可处 

理的源媒体数据类型更加多样化，更符合当前对新闻报道信 

息组织的实际应用情况。该系统核心模块的设计主要来自对 

新闻报道中多种信息组织任务的内在规律的探究和分析，以 

及转换为具体的实现方法后的评估和完善，其设计过程不但 

考虑了系统的实用性和高效性，而且兼顾了系统的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 

IEventMiner以Visual C十 6．0和 MATI AB 6．5作为 

系统的主要开发工具，软件系统的运行环境为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系统中充分利用了我们当前在基于事件的新 

闻报道信息组织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集成了中科院研制 

的汉语词法分析 系统 ICTCI As[I{l(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Xercesc的 

XML Parser和我室参与研制的辅助情报分析的新闻视频挖 

掘系统_4 中的新闻故事单元探测模块。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 

2．1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思路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既要保证系统性能的可靠性，同 

时要兼顾用户的实际需求 IEventMiner系统主要分为事件 

探测、事件追踪和事件RSU检索与分类 3大部分。其中事件 

探测和事件追踪主要处理文本数据，包括网络新闻文档以及 

视频新闻数据转录过来的文档，而事件 RSU检索与分类在进 

行事件报道切分时主要处理的是视频数据，进行RSU检索与 

分类时主要处理文本数据，另外在训练时主要以事件相关的 

网络新闻文档为训练语料。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思路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事件 

探测、事件追踪和事件RSU的检索与分类 3部分。事件探测 

旨在将输入的新闻报道聚成不同的事件簇，并在适当的时候 

将首次报道的新闻事件识别出来。事件追踪则是根据由事件 

探测识别出来的几篇关于某个事件的新闻报道监控后续新闻 

报道，以发现与该事件相关的报道。事件 RSU的检索与分类 

则是利用文本信息从高层语义分析的角度实现视频新闻 

RSU的检索与分类，训练中可以用到的正例样本数量远远多 

*)本文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60473117)和国家“八六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基金(2001AA115123)资助。霄 震 博士生，研究 向：机器 

学习、数据挖掘I吴玲达 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多媒体信息系统；王 辰 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基于内容的检索；贺 玲 博士生， 

研究方向，数据挖掘、基于内容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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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件追踪中已知的训练正例样本数量，并且其训练语料选 

自与事件相关的网络新闻文档。通过事件探测，用户可以将 

属于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聚合成簇，并可以发现以前没有报 

道过的新事件。借助事件追踪，用户能够实现对自己感兴趣 

事件的新闻报道追踪，从而了解该事件的进展情况。而事件 

I 的检索与分类是以含有比镜头更多语义信息的事件 

网络新闻文档lI =； 事件探测 

人工或通过 

ASR／OCR得到 

RSU的文字记录 

聚类结果 

RSU为检索和分类单位，通过提取事件相关媒体中的文本信 

息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自动建立事件类的模型，从而提供概 

念化的 RSU检索与分类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于内容 

的视频检索中低级特征与高级概念之问语义鸿沟的一种有效 

途径。具体实现时，应根据实际的应用设计出相应的方法，来 

满足用户实现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的不同需求。 

视频新闻数据}= 事件报道切分 

训练语料 

事件RSU的 
检索与分类 

图 1 IEventMiner系统的设计思路 

2．2 IEventMiner系统的总体结构 

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系统 IEventMiner的总体 

结构如图2所示。 

—  I估模块I l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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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IEventMiner系统的总体结构 

该系统包含3个核心模块。即事件探测模块、事件追踪模 

块和事件RSU检索与分类模块。围绕处理对象和处理模型， 

所有的相关数据均集中于总体结构图中的5个数据库中。这 

5个库是媒体库、特征库、知识库、模型库、结果库。其中，媒 

体库存储原始新闻视频数据和以文本形式表示的新闻语料， 

特征库存储特征选择之前的原始特征和特征选择后的特征以 

及用于视频故事单元探测的部分视频低层特征；知识库存储 

领域相关的数据知识模型来支持基于事件的信息组织进程。 

最关键的是模型库，模型选择得合适与否直接影响信息组织 

的性能，它用来存储用于基于事件的不同类型信息组织任务 

的各种模型相关数据，例如模型的参数设置、选择等。结果库 

用来存储不同类型信息组织任务的结果以及模型性能评估结 

果。 

3个核心模块代表了IEventMiner系统所能完成的 3个 

不同类型的信息组织任务，其实现离不开图2中底部所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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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子模块的支持，即文本预处理子模块、特征选择子模块、 

文档向量生成子模块、相似度计算子模块、语料维护子模块和 

故事单元探测子模块。下面分别对各功能模块进行介绍。 

2．3 IEventMiner系统各功能模块定义 

(1)文本预处理子模块 

收集某个事件的相关网页之后。要首先对其进行预处理。 

该模块主要包括两个解析过程：首先是将包含标记符号的半 

结构化 HTML文档解析成只包含有用信息的文本文档。从 

网上下载的半结构化 HTML文档包含了一定的格式化标 

记，这些标记暗示了它们标示信息的重要性。然后需要对文 

本进行常规的分词操作，并去除停用词。 

(2)特征选择子模块 

由于学习算法的复杂度将会随着文档的规模呈指数级增 

长，因此在生成文档向量之前还需要进行特征选择，以降低特 

征空间的维数。实际操作时，需要根据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 

形式的特征选择方案，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不同的 

情况进行挑选。对于事件 RSU的检索与分类，常采用的特征 

选择方法包括特征增强法(TS)、互信息法(MI)、信息增益法 

(IG)、CHI法等r5]。而对事件追踪以及事件探测，这些特征 

选择方法并不适用，可结合常用的特征权值计算方法，如“ntc 

方案”、“ltc方案”等r6]，并结合阈值剔除法来达到降低特征空 

间维数的目的。尤其是“ntc方案”，是特征表示方法中一个简 

单且费用较低的公式，其效果和信息增益、CHI相当，并优于 

其它方法(如互信息法、特征增强法等)。确定一种特征选择 

方法之后，在文本特征集库中进行分类有效特征的选取，生成 

特征子集，降低特征空间维数。并为后续任务做好准备。 

(3)文档向量生成子模块 

文档向量生成过程其实就是在特征子集中计算出每个特 

征的权值。每个词对该文档都有不同的支持度。这种支持度 

用权值来表示。向量在每一维上的分量对应该特征在这篇文 

档中的权值。通常来讲。词对文档的支持度可以通过词频 

(TF)和反比文档频率(Ⅱ)F)等来计算。另外，对于半结构化 

HTML文档。要考虑到文本中不同位置、不同词性和不同长 

度的特征往往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利用标记增大重要部分的 

权值。 

(4)相似度计算子模块 

相似度计算是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的核 fl,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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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我们的NREMS系统中，尝试了多种相似度计算方 

法。例如在事件追踪中，我们采用余弦夹角公式来计算文档 

向量间或文档向量和事件模板向量之间的相似度，而在事件 

探测中则采用了欧氏距离计算向量间的相似度。 

(5)语料维护子模块 

语料维护是为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提供已标记 

类别的训练文档集，可以采用手工标记的方法为每一个文档 

设定类别信息、时问信息、来源信息、标题信息等，也可以采用 

信息抽取技术自动获得每一个文档的相关信息。对于事件探 

测，类似于无监督的文档聚类，不包含训练集；对于事件追踪。 

需要包括反例事件和正例事件(追踪事件)两方面的训练文档 

集合，反例训练集的数量较大；对于事件RsU检索和分类。需 

要维护的正反例训练样本均比较大，不但包括从新闻网站上 

下载的语料，还包括从新闻视频提取或转换的文本语料。 

(6)故事单元探测子模块 

IEventMiner系统集成了我室参与研制的“辅助情报分析 

的新闻视频挖掘系统”中的“新闻故事单元探测模块”。该模 

块采用了一种融合多特征的新闻故事单元探测方法，在对新 

闻故事单元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静音探测、标题字 

幕事件探测、镜头探测、口播帧探测来达到融合多种特征探测 

新闻故事单元的目的。该方法通过对镜头、播音员镜头、标题 

字幕事件以及静音的综合分析，能够准确地探测出新闻故事 

的边界，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7)系统设置模块 

负责调整探测模型、追踪模型以及检索和分类模型在进 

行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执行过程中的参数、提供实 

验数据路径、阈值设置、聚类类别、特征空间维数设定、终止条 

件、特征权值计算方案选择、特征提取策略、事件类别增添等。 

(8)性能评估模块 

利用查全率、查准率、漏报率、失报率、F1度量和归一化 

系统代价等评估方法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基于事件的新闻报 

道信息组织结果的评价，以便更好地评估各种算法之间的性 

能差异。 

(9)系统输出模块 

将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结果以及多种性能评估 

指标输出到用户界面上，提交给用户。某些情况下还要绘出 

对应的图表。 

(10)事件探测模块 

事件探测是将输入的新闻报道归入不同的事件簇，并在 

新闻报道信息流中识别出以前没有报道过的新事件。或者说 

对一个新事件的首次报道。事件探测是一个非监督的学习过 

程，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回溯探测和在线探测。前者侧重于在 
一 个已经按照时间顺序收集好的新闻报道集中发现以前未曾 

报道过的事件，后者则关注从新闻报道的信息流中实时地发 

现新事件的出现。由于我们的目的是使事件探测与识别系统 

能够自动发现过去发生的新事件，因此本文讨论的事件探测 

如不特别说明均指回溯探测。在我们的系统中，分别使用了 

Single-Pass法r6]、普通增量K均值法r6]和改进的增量K均值 

法进行事件的探测。系统的实验结果表明，我们所提出的改 

进的增量K均值法的探测性能在三者中是最好的。由于篇 

幅所限，关于改进的增量 K均值事件探测算法将另文介绍。 

(11)事件追踪模块 

事件追踪旨在监控新闻媒体流，以发现与某一已知事件 

相关的后续新闻报道。在我们系统中提出了一种基于NEP- 

SVM的事件追踪算法，该算法首先借鉴主题提取的思想对传 

统的文档表示方式进行了改进，即通过简单的串匹配技术给 

能够更好地反映新闻主题的特征项分配更大的权值，然后修 

剪反例样本，根据距离和类标决定某个反例样本的取舍，然后 

使用SVM对修剪之后的样本集进行训练，最后通过参数训 

练将SVM的输出结果映射成概率l_7]，从而确定某报道与事 

件相关与否，同时给出某报道与事件相关的置信度。另外，本 

系统还提出了一种用于事件追踪的基于K近邻特征线(KN— 

NFI )的分类方法，这种基于最近邻特征线(NFL)叫的方法本 

质上可以看作是对 K近邻(KNN)法 ]的推广，将改进后的 

KNN融入到NFL中形成 KNNFL是为了更适合新闻事件的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较，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关于 KNNFL算法的原理及实验 

结果，作者将另文阐述。 

(12)事件RSU检索与分类模块 

由于视频的领域较宽。视频的低级视觉特征和高级概念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语义鸿沟。常导致检索效果不佳 有别于 

传统的视频检索方法，NREMS系统以含有比镜头更多语义 

信息的事件RSU为检索单位，通过提取事件相关媒体中的文 

本信息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自动建立事件类的模型，从而提 

供概念化的RSU查询方式。系统提出了组合特征选择方法 

和一种二阶段修剪 KNN：TSP_KNN。组合特征选择方法相 

对于 MI方法更适合事件相关故事单元的检索；二阶段修剪 

KNN先对训练集进行修剪，然后用 KNN训练得到分类器。 

该方法解决了样本混叠以及多中心分布问题。我们的系统实 

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明显地提高了事件RSU 

的检索性能。另外，系统提出了使用直推式支持向量机(TS 

VM)c。]进行事件RSU的分类，如果说RSU的检索是涉及某 

个具体事件的，RSU的分类则是一种相对宽泛的主题类别的 

训练与测试。 

3 IEventMiner系统的特点 

(1)集成化程度高 

IEventMiner系统集成了中科院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系 

统 IarCLAS(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Xercesc的XML Parser和我室参 

与研制的辅助情报分析的新闻视频挖掘系统中的新闻故事单 

元探测模块。其中ICTCLAS在“973”专家组机器翻译第 2 

阶段的评测和2003年 5月 SIGHAN举办的第 1届汉语分词 

大赛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目前最好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之一。ICTCLAS同时提供一套完整的动态链接库 ICT— 

CLAS．dll和相应的概率词典 ，开发者可以完全忽略汉语词法 

分析，直接在自己的系统中调用 ICTCLAS ICTCI AS可以 

根据需要输出多个高概率的结果，输出格式也可以定制，开发 

者在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基础上继续上层开发 

Xerces—C” 是 Apache团队的开发成果 ，它不但严格遵 

循DOM与SAX规范，而且提供了良好的易用性和跨系统特 

性，并保证很高的执行效率，一直是国外很多项 目的首选 

XML解析器。 

而我室参与研制的辅助情报分析的新闻视频挖掘系统已 

经顺利通过了国家“863”专家组和“十五”专家组两次评审，均 

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2)特征权重的用户可配置性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事件类型的新闻文档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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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征权重计算方案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基于这种考虑， 

我们开发的IEventMiner系统可以让用户自己选择特征权重 

计算方案，以便更加灵活地配置特征加权体系。 

(3)多种新闻媒体源数据处理能力 

IEventMiner系统不但可以处理网络新闻、视频新闻。还 

可以处理由人工、自动语音识别 ASR或 ()CR技术从新闻广 

播、新闻专线和电视等媒体流的音频记录得到的文字记录。 

(4)可扩展性强 

在 IEventMiner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模块化 

的开发策略，并尽量使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度最小，以便系统 

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4 IEventMiner系统的实现 

实验语料主要选自新浪、网易、搜狐、新华网和人民网等 

5家著名新闻网站的新闻报道，各网站已经对各热点事件进 

行了人工分类整理，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实验语料库更具 

有说服力。我们建立的这个实验语料库共包含 1536篇新闻 

网页，涉及“美军抓获萨达姆”、“驻伊美军枪击意大利女记 

者”、“美英士兵虐待伊拉克俘虏”等 16个事件，时间跨度从 

2003年 1z月25日到2005年3月16日，实验结果是在 16个 

事件涉及语料上实验的平均值 另外，还有部分实验数据是 

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新闻3O分采集的视频数据，系统 

需要对视频数据进行相应的故事单元分割操作，并提取出对 

应于每个故事单元的文本信息以便用于事件RSU检索与分 

类。 

图3 IEventMiner系统的主界面 

图3所示为IEventMiner系统的主界面。界面左面各条 

目显示的是三类基于事件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任务。当前界 

面右上角的视图显示的是使用基于NEP．sVM的方法进行事 

件追踪的训练过程。由图可以看出，该过程主要包括分词、扫 

描训练文档、生成文档向量、保存分类模型、分别训练反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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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NEP-SⅥⅥ分类器和训练追踪事件 NEP-sVM分类器等几 

个过程 同时给出了进行事件追踪时的测试参数设置对话 

框，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事件测试集合目录和事件 

追踪结果目录，以及测试样本的格式和分类方式 

结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自动高效地对新闻 

报道信息进行组织，尤其是从事件的角度解决此类问题已经 

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国内虽然刚处于起步阶段，但 

在国外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茶。本文给出了一个基于事件的新 

闻报道信息组织系统 IEventMiner的设计与实现，并从系统 

的结构设计、各功能模块定义、系统特点和系统实现等几个角 

度对 IEventMiner做了介绍。该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 

讨，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系统的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以 

后的工作中，我们还要添加更多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模块，以 

丰富该系统的功能。同时将网页净化和web数据挖掘技术有 

机紧密地应用到我们的新闻报道信息组织系统中，以提高系 

统的智能化程度。也是我们今后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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