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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征层次化答案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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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中的问答对可以为自动问答系统提供答案，但有些答案的质量不高，因此答案质量评价方法具有研 

究价值。已有的评价方法没有考虑问题类别特征 ，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采用统一的评价方法。因此提 出了一个层次分 

类模型。首先分析问题类型；然后提取文本、非文本、语言翻译性、答案中的链接数 4类特征，依据特征分类影响力随 

问题类型不同而不同这一客观现象，采用逻辑回归算法对各类型问题的答案质量进行评价，取得 了较好的实验效果； 

最后分析了影响各类问题答案质量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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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dia question-answer pairs can provide the answer to the automatic question and answering system ， 

but the quality about some of the answers is not so high．So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answer quality has the research 

value．The existing evaluation method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of question types feature use the uniform evalu— 

ation method for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This paper presented a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ode1．Firstly we analyzed 

the types of question，and then extracted four features of text，non-text，language translation，number of links in the an 

swer．According to this objective phenomen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feature classification varies with the types of differ— 

ent questions，we used logistic regression algorithm to evaluate various types of answer quality based on these features， 

achieving good results．Finally the main features that influence the anawer quality of all kinds of questions were ana— 

lyzed． 

Keyword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odel，Question types，Answer quality evaluation，Feature analysis 

1 引言 

答案抽取是 自动问答系统研究的难点。充分利用如 Ya— 

hoo Answer、Twitter、Facebook、百度知道等问答社区中的问 

答对为用户推荐答案是自动问答系统实现的有效方法。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社区问答中不少问答对质量堪忧，这些低质量 

的答案出现在问答系统中会严重影响问答系统的质量。如何 

评价问答对的质量是本文研究的目标。 

在评价答案质量方面，Jeon等利用基于文本特征的最大 

熵模型[ ]和核密度估计方法[ ]评价答案的质量 ；Zhu等[3]提 

出了一个基于 13维特征的多维质量评估模型来分析和评价 

答案质量；刘高军等E ]利用百度知道中“问答对”的文本、用 

户、统计信息、问题和答案的关联性 4类特征进行分类，根据 

分类结果对问答对质量进行分析；田作辉、Li[ 。 利用排序学 

习算法选出高质量答案；A．Figueroa、Wang_7捌等依据相似问 

题提供答案的思想，提出了深度学习模型来选出高质量答案。 

综上所述，现有方法大都依据文本或非文本特征对答案 

质量进行评价，均未注意到不同特征对评价答案质量的影响 

力随问题类别而异这一现象。例如，对于是非类问题，答案中 

大多会出现“是”或者“否”；对于事实类问题，答案中往往会出 

现一些名词；对于建议类问题，答案中一般会出现“我认为”、 

“我觉得”等一系列词。所以，可以充分利用问题类别特征分 

析答案质量。 

本文提出了一个层次分类模型进行答案质量评价。该模 

型利用文本特征、非文本特征、语言翻译性、答案中的链接数 

4类特征，采用逻辑回归算法 ，实现基于特征集的答案质量分 

类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层次分类模型 

层次分类模型如图 1所示 ，包含分析层和评价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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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通过对问题分类提取问题类别特征，并提取问答对的文本 

特征、非文本特征、语言翻译性、答案中的链接数等特征。 

评价层利用上述特征，采用逻辑回归算法 。 对答案质量进行 

评价。 

厂 

一
分析层 一  

问题分类l I特征提 

评价层 

问题 l文本 I非文本l语言翻I答案链 
类别 I特征 I特征 I译性 l接数 

3 特征分析 

答案质量评价结果 

图 1 层次分类模型设计 

3．1 问题类别特征分析 

问题分类对答案质量评价至关重要。首先，问题分类可 

以大大缩小答案的范围；其次，问题分类可以决定答案评价策 

略。例如问题“保温瓶为什么可以保温?”为原因类，可以根据 

原因类的答案质量评价策略去评价答案的好坏。 

疑问词作为问句的特征标识 ，在问题分类中起重要作用。 

通过对大量问题的分析和归纳，不同类别的问题其疑问词及 

句式如表 1所列。本文主要针对事实类 、过程类、建议类、是 

非类、原因类 、描述类以及列举类问题进行研究。 

表 1 问题类别、对应疑问词及句式举例 

分析表 l可以发现，仅凭疑问词对问题类型进行评价具 

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依据“为什么”、“为何”等可 以确定问 

题类型是原因类，依据“哪些”可以确定为列举型，而通过问题 

中的“怎样”、“如何”、“什么”很难判别问题类型，因此本文利 

用疑问词和依存句法特征对问题进行分类。 

依存句法分析是指在给定文法下分析 自然语言的层次结 

构_1 ，通过分析语言单位内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揭示其句法 

结构 。本文采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依存句法分析器 ，通过 

分析句法结构，使用基于疑问词一问句焦点特征的方法E ]进 

行问题分类，该方法步骤如下。 

①对问句分词并提取疑问词； 

②对问句进行句法分析，得到依存弧和弧之间的关系类型； 

③提取问句主干和疑问词附属成分作为问题分类的焦点 

特征。 

表 2为一个问题的词法、句法结构及其疑问词和焦点特 

征实例。 

表 2 一个问题的词法、句法结构及其疑问词和焦点特征的实例 

实验表明，该方法可以去掉问句分类的噪音，提取特定类 

别的焦点特征，提高问题分类准确率。 

3．2 4类特征分析 

(1)文本特征 

①表层语言特征 

表层语言特征是指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分析就能从答案上 

下文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在社 区问答系统相关研究 中发现， 

表层语言特征对于答案质量分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好 

的答案应包含合理的表层语言特征 ]。表层语言特征包括 

问题的长度、答案的长度、问题中的名词数、答案中的名词数、 

问题中的动词数、答案中的动词数、答案中非停用词数 7项特 

征 。 

②答案问题长度比 

此特征给出了答案和问题长度的比值。在某些问题类别 

中好的答案应有相对大的问题答案长度比。例如对于过程类 

问题，其答案往往会对问题中事件的发展进行详细的描述 ，需 

要加一些解释去支持它的可信度，所以答案的长度要远大于 

问题的长度。 

③相似特征 

在问答对里答案和问句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相似度 

高的答案往往质量会比较高。本文利用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 

方法来计算问题和答案之间的相似度 ”]。计算公式如下： 
"  

∑ (wi×zui ) 
sim(zv，叫 )一—_i==1========  (1) 

，、／∑ ×∑叫； 

硼为一个问题句子，其对应的向量为 叫一{叫 ， ，⋯， 

}；对应的待比较的答案句子为 ，其对应的向量为 一 

f训1 ，ZU2 ，⋯ ，'rUn }。 

④标点符号密度 

此特征用于表示问答对里一些特殊符号的密度。好的答 

案里应尽可能少地出现无用标点和特殊符号，例如：(“一”)。 

该特征包含问题中的特殊标点符号密度和答案中特殊标点符 

号密度两项内容。 

(2)非文本特征 

问答社区中用户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本文使用用户在 

问答社区中的属性作为非文本特征进行分析。非文本特征包 

含以下内容。 

浏览次数：某用户在平台中提出的某个问题被查看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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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数 ：某用户在平台中对某个问题的回答被采纳为正 

确答案的数 目。 

采纳率 ：某用户在平台中总回答被采纳为正确答案数与 

总回答数之间的比值。 

用户等级 ：某用户在网站中的级别，越活跃等级越高。 

经验值 ：根据用户的等级而定，等级越高经验值越高l_】 。 

财富值 ：根据用户参与平台的活跃度而确定，例如用户在 

平台中的回答被采纳为正确答案或做任务即可获得相应财富 

值 。 

点赞数：某用户在平台中回答某个问题被其他用户点赞 

的数目。 

被踩数：某用户在平台中回答某个问题被其他用户反对 

的数目。 

点赞数所占比：点赞数与点赞数和被踩数总和的比值。 

回答数：某用户在平台中回答其他用户提出问题的总数。 

回答被赞同数：某用户在平台中回答的全部问题的总点 

赞数。 

提问数：某用户在平台中总的提问数。 

(3)语言翻译性特征 

此特征表示问题词和答案词之间的语义关联的概率，对 

于某些特定类别，在问题和答案中期望有上下文的语义关联。 

例如原因类的问题，答案中期望包含因为等词语。 

(4)答案中的链接数特征 

此特征表示答案中含有链接数，加入该特征对分析特定 

问题类别的质量评价有重要影响。例如对于事实类或过程类 

问题，答案需要提供一些背景知识或证据来提高答案的可信 

度，而这些证据往往很长，所以在答案中加入链接来说明。 

4 实验及结果分析 

4．1 实验数据及评价指标 

作者从百度知道采集了从 2006年 7月到 2007年 4月包 

括 7种问题类别的 6000多个问答对 ，平均每个问题对应 3．7 

个答案，如表 3所列。同时提取这些问答对中的文本、非文 

本、语言翻译性、答案是否链接等特征作为数据，训练分类器， 

评价答案的质量。本文还对答案质量进行人工标注。 

表 3 各问题类型问答对数据统计 

本实验使用准确率、AUC作为答案质量评价指标。 

4．2 分类器选择 

实验选用了一些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包括支持向量机、 

逻辑回归、序列最小优化、投票机制[1 ，由于各算法原理不 

同，使用的数据类型也不同，为了提高实验的可信度和可对比 

度 ，实验用 4种算法处理本文提取出来的特征数据集，采用十 

折交叉验证的方法，根据实验结果选择最合适 的算法作为答 

案质量评价的分类器。表 4呈现了各分类器的性能 ，实验 

结果显示，在所有机器学习算法中逻辑回归在各项评价指 

标上的表现都是最好的，所以选用逻辑 回归作为本实验分 

类器。 

表 4 各分类器性能比较(分类准确度 P，召回率 R，F值和 ROC曲 

线面积 AUC) 

分类器 P R F AUC 

SVM 

逻辑 回归 

投票感知 

最小序列化 

658 0．811 

839 0．828 

656 0．800 

744 0．759 

727 0．500 

832 o．840 

721 0．491 

726 0．678 

4．3 答案质量分析结果 

本实验使用 weka软件作为工具，采用十折交叉验证的 

方法，基于文本(T)、非文本(N)、语言翻译性(F)、答案是否有 

链接(L)等特征的不同组合，利用逻辑回归算法对各问题类 

别的答案质量进行评价。实验结果如表 5所列。 

表 5 不同特征组合对各类问题答案质量的评价结果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原因和建议类问题，用户回答 

此类问题时经常用一些特殊的短语，例如：“因为⋯⋯”、“我认 

为⋯⋯”、“我的意见是⋯⋯”、“你应该⋯⋯”等词。所 以加入 

语言翻译性特征后，评价答案质量的准确率和 AUC都比加 

入前有所提升。 

对于事实类、过程类、描述类问题，在答案中需要一些证 

据和事实，所以很多用户回答该类问题经常会使用链接 ，因此 

对于此类问题，加入答案链接特征后 ，评价答案质量的准确率 

和 AUC都比加入前有所提升。 

对于是非类问题，由于该类问题的答案一般很短，只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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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或者“否”，因此文本特征对于该类问题的准确率不高， 

评价该类问题时可能需要用户更多的情感特征。而对于列举 

类问题，大部分答案还是高质量的，但有些答案并未将问题所 

需全部列举出来，需要综合几条答案才可以得到用户满意的 

答案，所以此类问题并不容易分析。 

每个类别在文本特征的基础上加上非文本特征 ，准确率 

和 AUC都有所提升，说明非文本特征对于质量评价是很有 

用的。有些类别的问题在加入全部特征后，其准确率有所下 

降，经过分析发现，对于少数问答对 ，加入所有特征反而会产 

生冗余信息进而影响其性能。但对 7类问题的准确率和 



AUC求平均值发现，加入各特征组合后，总体性能都有所提 

高，其准确率均在 75 以上，说明本文的层次分类模型能够 

有效地评价答案质量。 

综合分析上述 AUC数据发现，融合多种特征确实能提 

高答案质量评价性能。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是非类问 

题的ROC曲线。如图 2所示 ，可以清晰看出依次加入文中特 

征后，其ROC曲线下方面积(也就是AUC)的值是逐渐变大 

的，也就是说融合多特征确实能提高答案质量评价性能。 

图 2 非类问题答案质量评价 ROC曲线 

4．4 影响质量评价的特征分析 

按照回归系数(回归系数大于 10)，表 6列出了影响各类 

型问题答案质量评价的最有影响力特征。 

表 6 各问题类型答案质量评价的最有影响力特征 

依据表 6可知，在答案质量预测中，非文本特征往往很重 

要。分析数据可得，在社区问答系统中，对于用户的回答，好 

的答案往往会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问答对中标点符号密度没 

有进入前列 ，经过分析发现用户在回答时大多使用规范的格 

式，很少使用特殊标点符号，所 以该特征对质量评价影响不 

大。而其他特征没有进入前列说明这些特征可能并不适合该 

模型。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不同问题类别的答案质量评价准则不 

同的情况 ，提出了一个层次分类模型来评价答案质量。通过 

分析各类别问题，发现评价不 同问题类别的答案质量需要包 

含不同特征。在社区问答系统中，两种最难评价的问题类别 

是列举类和是非类 ，需要更多证据和背景知识评价它们 。对 

于其他类别的答案 ，例如描述、建议、过程、原 因类等问题，使 

用本文的方法评价答案质量的结果较好。经过分析影响质量 

评价的特征，得出了影响各问题类别答案质量的最有影响力 

特征。发现质量好的答案需要完整的事实和证据，被写在好 

的结构中，以及有好的用户反馈。综上所述，本文利用层次分 

类模型对答案质量的评价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 

下一步工作计划将情感分析加入层次分类模型中，用于 

对各类别问题答案质量的分析 。进一步计划将本文模型扩展 

到其他 UGC内容，如微博 、TwEET、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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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nR~．3̂vlx一 {( 1，0．82)，( 7，0．76)，(z9，0．85)， 

( 11，0．63)，(z20，0．47)} 

6圮R 3̂vlX一 {( 1，0．82)，( 7，0．76)，( 9，0．85)，( l1， 

0．63)，( l3，0．85)，( 14，0．85)，(z】9，0．85)，(z20，0．47)} 

方法2 由定理 4求解 

(1)由 0．3，k一1可以得到 k／(1-p)一lO／7，l~／p=10／3， 

计算结果如下 ： 

posR~3̂vlX一0 

negR~3̂vlX一{(zl，0．18)，(,y72，1)，(z3，1)，(z4，1)， 

( 5，1)，( 6，1)，(357，0．24)，(．568，1)，(55"9，0．15)，( 10，1)， 

(xn，0．37)，( l2，1)，( 13，0．15)，( 1 4，0．15)，( 】5，1)，(z16， 

1)，(z17，1)，( 18，1)，( 19，0．15)，(-z2o，0．15)} 

Ub纥R 3̂vlX一 {(zl3，0．85)，( l4，0．85)，( 19，0．85)} 

L R 3̂v1X一 {(Lzl，0．82)，( 7，0．76)，( 9，0．85)， 

( 11，0．63)，( 2o，0．47)} 

(2)利用(1)所求结果及定理 2可以计算得到： 

R赢v X=={(z13，0．85)，(z14，0．85)，(z19，0．85)} 

R 3̂vlX一 {( 1，0．82)，(JT7，0．76)，(z9，0．85)，( 1]， 

0．63)，(2520，0．47)} 

由上述可知，两种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其求解过程却不一 

样 ，所以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进行求解，也可以利用定理 4进 

行求解。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可以根据掌握的数据类型，适 

当地选择求解的方式，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求解方式 ，例如， 

若只需求解正域、负域、左边界域、右边界域以及边界域 中的 
一 种或者几种，则可以选择定理求解，而无需求解上、下近似； 

如果只需求解上、下近似，则可以从定义出发，以减少计算的 

步骤。 

结束语 本文在序信息系统下，在分明的近似空间中，以 

模糊概念为背景，将变精度与程度“逻辑且”和“逻辑或”融合 

起来，建立了一种新的粗糙模糊集模型，然后深入研究了该模 

型的基本性质；最后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计算 ，比较了通过定义 

进行计算和通过定理进行计算的优缺点，在实际的工程应用 

中，可以按需求选择适合的计算方法，从而减少计算步骤，达 

到高效计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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