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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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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本情感分类方法在信息过滤、信息安全、信息推荐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提 出一种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 

分类方法，在情感词识别中引入 了情感义原 ，通过赋予概念情感语义，重新定义概念的情感相似度，得到词语情感语义 

值。分析语义层副词的出现规律及其对文本倾向性判定的影响，实现 了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实验表明，该 

方法能有效地判定文本情感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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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is used widely，such as information filtering，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nforma— 

tion recommendation．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method based on semantic comprehension．In this paper，senti— 

ment primitive was introduced into sentiment terms identification。and then semantic values of phrases were obtained． 

Furtherm ore．this paper further analysed adverbs and its influence on identification of text orientation in the semantic 

level and achieved the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sui— 

table for judging senti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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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万维网的飞速发展和信息资源的高速膨胀，网络作 

为知识获取、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开 

放式平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论坛、博客上发表自己的意 

见和观点。文本倾向性分析可以用来处理各种断言或评论， 

分析其中包含的情感和态度等。目前，文本情感分类作为信 

息处理技术的一个研究重点被广泛应用在信息检索、信息过 

滤、信息安全、自动文摘等领域。 

在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对于文本情感分类的研究 ，通常 

是先针对词语进行情感识别。早在 1997年 ，Hatzivassilog1ou 

和McKeown『J]就尝试使用监督学习的方法对英文的词语进 

行情感语义倾向性判别；Turney和 Littman 使用了点互信 

息(PMI—IR)方 法，该方 法 利用 了特 定 搜 索 引擎 提供 的 

“NEAR”操作来估计词汇与具有强烈倾向意义的种子词集合 

的关联程度，以此作为计算该词倾向性的依据。 

当词语倾向性被计算出来后 ，文本 的褒贬通常采用基于 

该倾向性词典的某种统计计算模型来判断。Turney l3]利用 

抽取出来的短语的倾向性来判断文本的倾向，在处理通用语 

料时可以达到 74 ；Pang~4lJ利用人工标注文本倾向性的训练 

语料，采用 Bayesian、SVMs、最大熵学习分类器对电影评论进 

行分类研究 ，并证明了 SVMs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几乎所 

有的研究方法都是针对英文词汇的，对于中文的词语情感倾 

向性方法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文本倾向性分析技术还不够完 

善。 

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类方法利用训练语料对分类器进 

行训练，然后对测试语料进行实验 ，通过对特定领域中的语料 

进行训练来完成倾向性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在处理文本 

时缺乏语义信息。 

基于语义理解的方法是利用词语相似度计算词语与褒义 

和贬义基准词的距离而得到词语的情感值[6]，但是该方法没 

有考虑词语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值。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 

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用以更好地判别文本倾向性。 

1 词语情感值计算 

基于知网的语义相似度的方法反映的是词语语义的相似 

程度_5]，亦即两个词语在不同上下文环境中在词语替换的情 

况下不改变文本句法语义结构的程度。因此 ，可以利用词语 

的语义相似度概念来计算词语的情感值。 

1．1 基于 HowNet的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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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Net中若词语有多种表达含义，则词语有多个义项， 

每个义项又由多个义原组成，那么词语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实 

际上是义原的相似度计算。 

对于两个词语 w 和Wz，假设词语 w 有 ，z个义项 yJ， 

y2，⋯， ，词语 w 有 m个义项 Z ，Z2，⋯，Z卅，则词语的相 

似度计算如下： 

Sim(W1， )一 max Sim(： ，Z，) (1) 
z= 1，⋯ ， ， = 1，⋯ ， 

将词语相似度的计算转换成概念之间的相似度计算。 

1．2 义原相似度计算 

在 HowNet中概念由义原表示，所以概念相似度计算的 

前提是义原相似度计算。 

由于所有义原根据上下位关系构成了一个树状的义原层 

次体系，因此可以使用式(2)计算两个义原之间的语义距离。 

Sim(p1，户2)一d +r_
a 

(2) 

式中，P 和 Pz表示两个义原 ，d是P 和 Pz在义原层次体系 

中的路径距离，a是一个可调节的参数。 

1．3 概念情感相似度计算 

在进行概念相似度计算时，将概念分成 4个部分：“第一 

基本义原”，“其他基本义原”，“关系义原”和“符号义原”。但 

是基于以上 4种义原的相似度计算只考虑了词语替换的程 

度，没有考虑词语的情感语义。概念 S ，S2之间的相似度计 

算如下： 
4 i 

Sim(S1，S2)一∑&IISire,．(S1，52) (3) 

本文在计算情感相似度时引入了情感义原 Sem(Y，Z)， 

改进后的概念 y，Z情感相似度具体计算如下： 
4 i 

Sim(Y，Z)一∑&II( Simj(y，Z)+ Sere(Y，Z)) (4) 

式中，Sire (y，Z)表示概念 y与z的“第一基本义原”的相似 

度；Sire2(y，Z)表示概念 y与 Z的“其他基本义原”的相似度； 

Sirn3(y，Z)表示概念 y与 Z的“关系义原”的相似度；Sim4 

(y，Z)表示概念y与Z的“符号义原”的相似度；Sem(Y，Z)表 

示概念 y与Z的“情感义原”的相似度。当词语间的情感义 

原相同时，该值被设定为 1；当词语间的情感义原不相同或不 

存在时，该值被设定为 0。 

是可调节的参数，其中 1，⋯，4， + + + 一1， 

从 Simt到 Sim4对于总体相似度所起的作用依次递减，因此 

设置的参数满足 ≥ ≥ ≥且。 

， 用来设置知网义原与情感义原的权重， + 一1。 

1．4 基于概念情感相似度的词语情感语义值 

计算出概念情感相似度之后，需要计算词语 的情感值。 

本文从 HowNet中人工挑选出褒贬基准词集合 Pj和Nj。利 

用式(5)计算词语的情感值。 
1 1 

Sensibility(w)一 ∑Sim(w，P )一 ∑Sim(w，N，)(5) 
，Lt=1 ，n j=1 

式中，Sensibility(w)表示词语 w 的情感值；Sim(w，P )表示 

词语W与褒义基准词集合P 的相似性；Sim(w， )表示词 

语W与贬义基准词集合N，的相似性。 

2 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 

2．1 基于语义的文本情感分类 

文本情感分类是根据文本所表达内容的情感倾向性将文 

本分成支持类、中立类和反对类。文本情感分类是未来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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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立体型文本分类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基于语义理解的方法首先对文本进行预处理，得到标注 

词性的文本；然后利用对文本特定模式的抽取，得到文本的固 

定词性搭配；再结合词语情感值计算方法计算抽取出来的词 

语的情感值；最后通过文本情感计算获取文本的情感倾向性。 

基于上述过程的文本情感分类系统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L 苎堕 一J 
皇 

预处理 

主 
抽取文本代表词对 

词语情感值计算 

文本极性列表 
— — f一  

文本情感计算 
I 

情感语义处理 

文本特征选择 

文本情感分类 

图1 文本情感分类系统 

2．2 文本特征选择 

在文本中，评论者对于所发表的评论性文本，可能表达了 

“支持”、“中立”或 “反对”的态度，但发表评论的 目的必然是 

“推荐”或“不推荐”。因此，本文只对那些可能带有情感的词 

语进行抽取，比如形容词、名词和动词。为了更好地获取词语 

的语义倾向，需要建立如下统一的抽取规则。 

规则 1：形容词+名词 

规则 2：副词+形容词 

规则 3：形容词+形容词 

规则 4：名词+形容词 

规则 5：副词+动词 

2．3 情感语义处理 

在语义层次上，直接抽取出的情感词的倾向性可能不足 

以支持文本情感的准确表达。例如，“不理想”和“非常理想”， 

其中的情感词“理想”本来是褒义词，但是由于否定副词“不” 

和程度副词“非常”的出现，整个句子的语义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所改变。因此，副词的出现可以对句子的倾向性加强、减弱 

甚至反向。研究副词及其出现规律对文本的情感倾向性显得 

尤为重要。 

否定副词在文本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可以 

直接改变原有语 句的情感倾 向性。例如，“不／d满意／v”、 

“不／d差／a”等等。“满意”和“差”有其对应的倾向性，但由于 

否定副词的出现就使其表达了与原情感倾向性相反的含义。 

本文从 HowNet中人工抽取出 22个否定副词，如表 1所 

列，并从语料中抽取出否定规则。 

表 1 否定副词表 

否 定副词 

并非、不、不对、不再、不曾、不至于、从不、毫不、毫无、决非、绝非、 

没、没有、尚未、未、未必、未尝、未曾、永不、不大、不太、不很 

对于词语的情感值，式(5)已经给出了计算方法，然而，当 

句子中出现了满足规则的否定副词时，则利用式(6)对词组的 

情感词极性进行调整。 

SO(phrase)一(一1) *Sensibility(w) (6) 

式中，SO(phrase)为抽取出的词组的情感值； 为满足否定规 

则时对于词语伽而言否定副词的出现次数。 

除了否定副词之外，程度副词对句子的倾向性也起着不 

同程度的影响，可以对句子的情感有加强或者减弱的作用。 

例如： 

“这款手机质量非常糟糕” 



 

“X61本本的性能特别优秀” 

“糟糕”和“优秀”是情感词，并且在它们之前都出现了程 

度副词“非常”和“特别”，因此表达的情感强度 比没有出现程 

度副词时更为强烈。本文抽取出 59个程度副词并将其分成 

7类 ]，分别赋予不同的强度，从 1．5到 0．8倍，具体设置如 

表 2所列。 

表 2 程度副词赋值表 

利用式(6)计算程度副词结合情感词得到的情感值为 

SO(Phrase)一 口Z“e *Sensibility(w) (6) 

式中，SO(phrase)表示抽取出的 phrase的情感值；Sensibility 

(硼)表示情感词 W的情感值；73ague~ 表示程度副词 adv的强 

度值。 

2．4 文本情感计算 

计算出抽取的词对的情感值后，通过进行综合统计来判 

定文本的情感倾向性，即对所有词对情感值进行累加来得到 

文本的情感值。文本倾向性判定计算方法如式(7)所示。 
n  

orientation(d)一∑so(phrase ) (7) 
f一 1 

式中，phrase为从文本中按固定模式抽取出来的词对。设定 

阈值 k，当 orientation( )≥ 时，判定该文本为“推荐”文本； 

当 orientation(d)~k时，判定该文本为“不推荐”文本。 

实验步骤如下： 

Stepl 对文档进行预处理，包括分词、词性标注并删除 

停用词； 

Step2 利用开发的抽取工具对文本进行固定模式词语 

抽取，得到相应的词对； 

Step3 利用本文提出的情感值计算方法计算抽取出来 

的词对的情感值； 

Step4 利用文本分类方法判定文本情感倾向性。 

3 实验分析 

本文从网上下载电子产品领域的评论文档 435篇 ，包括 

照相机、笔记本和手机 3个领域，对挑选的语料进行人工褒贬 

倾向性判定，人工分类后的语料如表 3所列。 

表 3 语料类型 

对于知网中的词语 ，人工进行“desired／良”、“undesired／ 

莠”标注，得到后词语词性数据如表 4所列。 

表 4 良莠人工标注结果 

利用本文提出的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对上 

述语料进行实验，并调整式(3)中的 ， 的值。利用准确率 

作为实验结果的评估标准，实验数据如表 5所列。 

表 5 实验结果 

照相机 

贬 

o．2，o．8 38 o．873 

o．3，o．7 32 o．873 

o．4，o．6 28 o．873 

o．5，o．5 22 o．873 

0．6，0．4 18 0．873 

0．7。0．3 14 0．889 

0．8，0．2 8 0．873 

褒 

0．771 

0．771 

O．771 

0．783 

0．783 

0．783 

0．783 

笔记本 

贬 褒 

913 0．72 

934 0．72 

934 0．72 

913 0．72 

870 0．77 

870 0．77 

870 0．79 

贬 

手机 

褒 

0．745 

0．765 

0．765 

0．765 

0．778 

0．775 

0．784 

手机 

均值 

0．822 54 

0．822 48 

0．822 41 

0．828 34 

0．828 25 

0．836 18 

0．828 11 

0．820 

0．831 

0．831 

0．820 

0．821 

0．821 

0．833 

52 0．969 

44 0．959 

38 0．969 

31 0．969 

24 0．959 

17 0．948 

10 0．928 

0．857 

0．862 

0．867 

0．867 

0．867 

0．861 

0．856 

当 ， 设置成不同的值时，文本情感分类的准确率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每一次确定 的 ， 值，文本计算 中 

的忌都有唯一的值使得最后的判定结果最优。表 5记录了在 

设定的 ， 下，当k取何值时 3类文档分别判定的准确率。 

从实验结果来看 ，随着 ， 值不断调整，最高准确率基本趋 

于稳定 ，没有较大的波动，并且相对于传统的基于语义理解的 

方法有明显的提高，针对本文涉及到的 3个领域的文本准确 

率最高分别可达 0．836，0．833和0．867。 

在表 5的基础上 ，表 6重点考虑了 ， 的值 ，并通过综 

合 3类文档来计算判定精度。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当 ， 

设定为 0．7，0．3时，平均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 0．8393。结合 

表 5与表 6来分析实验数据 ，当 一0．7， 一0．3时，对应的 

忌值没有太大的变化幅度 ，其取值范围在 11到 20之问。因 

此，本文假设当 一0．7， 一0．3时此区域可以保证各文档 

都能有较好的实验结果。表 7考虑了k值在该条件下的判定 

影响程度。 

表 6 l，赴对平均准确率的影响 

o．799 

o．812 

o．828 

o．836 

o．803 

o．802 

0．802 

O．791 

0．823 

0．834 

0．850 

0．860 

0．8088 

0．8160 

0．8267 

O．82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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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0．800 

0．802 

0．798 

0．769 

0．773 

0．824 

0．811 

0．789 

0．821 

0．809 

0．820 

0．846 

0．851 

0．861 

0．852 

0．847 

0．837 

0．8273 15 

0．8207 16 

0．8173 17 

0．8237 18 

0．8083 19 

0．8100 20 

从表7中可以看到，当kE[11，203时，实验结果都可以 

达到 8O 以上。因此，可以对 k取该区域 内的任意一个随机 

数来降低程序计算的复杂度，在简化实验过程的同时又不会 

降低判定准确率。 

综合以上实验分析，当 一0．7， 一0．3时， 在闭区问 

[11，zo3内取任意值，文本的情感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比较理 

想的结果，可以很有效地判别文本的情感倾向。 

结束语 本文改进了词语相似度计算方法，提出了一种 

改进的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分类方法来判定文本的情感 

倾向性。通过实验分析，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然而，由于没有公认统一的语料，本文的语料都是作者从 

网站中筛选出来的，语料的代表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 

在文本预处理之前 ，人工挑选出了情感强度比较大的句子作 

为实验语料 ，因此在文本情感值计算中，没有考虑句子的主客 

观性以及词语的语义消歧，这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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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将分层 、局部最优免疫优势等概念应用于 

TSP问题，构造了一种基于抗体的HLOICsA算法，提高了人 

工免疫算法求解旅行商问题的效率。本算法在一定子种群规 

模情况下，通过对多个子种群进行局部最优免疫优势、克隆选 

择等操作，避免了抗体群被少数亲和力最高的抗体占满，增强 

了优秀抗体实现亲和力成熟的机会。又通过基于信息熵的抗 

体多样性改善操作，提高抗体群分布的多样性。低层操作为 

高层遗传算法产生更多种类的优良模式，通过高层遗传算法 

的操作，新子种群可以获得包含不同种类的优良模式的新抗 

体 ，从而为它们提供了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在保持优秀个 

体进化稳定性的同时，避免单个子种群进化过程中出现过早 

收敛现象，在深度搜索和广度寻优之间取得了平衡。 

仿真试验表明，本文提出的 HL0ICsA算法在求解城市 

规模在 700个城市以下(MATLAB在求解大规模TSP问题 

时存在计算时间过长的缺点，所以没有对 700个以上城市进 

行验证)的 TSP问题时非常有效 ，与 NGA，IDIA，LOICSA。相 

比，效率更高，全局搜索能力更强，收敛速度更快。通过子种 

群规模和克隆扩增算子中比例系数对 HLOICSA性能影响的 

分析也表明 HLOICSA具备良好的全局收敛可靠性以及较快 

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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