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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件实例驱动的新闻文本事件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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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事件抽取的流行方法是以事件元素或触发词进行驱动，但该方法容易导致正反例不平衡，且在语料库 

规模较小时存在一定的数据稀疏问题。提 出了一种基于事件 实例驱动的事件抽取方法。首先，从文档句子中抽取 出 

刻画一个事件发生有代表性的特征，构成候选事件实例表示；其次，通过二元分类器对新闻文本中的事件实例与非事 

件实例进行分类；最后，对事件实例采用基于层次聚类的k-medoids算法完成事件抽取。该方法不仅克服了正反例失 

衡以及数据稀疏问题，而且解决了预先定义事件类别的局限性。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对比传统方法，事 

件抽取的准确率与召回率均获得 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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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ext Event Extraction Driven by Even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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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popular methods of event extraction regard event arguments or triggers as drivers，but they may 

cau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amples imbalance．Furthermore，there will be data sparseness problem when the corpus is 

smal1．This paper proposed an event extraction method driven by event sample．Firstly，features of event samples were 

extracted from news text sentences to compose the description of candidate event．Secondly，event samples and non-e— 

vent samples of news text were classified through binary classification．Finally，event samples were clustered by hierar— 

chical and k-medoids clustering algorithm to complete event extraction．The method not only overcom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amples imbalance and data sparseness problem，but also resolves the limit of pre~defined event types．Experi— 

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effective，improves precision and recall of event extraction compared 

to traditiona1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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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事件抽取(Event Extraction)隶属于信息抽取领域，主要 

研究如何把含有事件信息的非结构化文本以结构化的形式呈 

现出来。它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多个学 

科的技术和方法，在自动摘要Ⅲ、信息检索 等领域均有着广 

泛的应用。因此，事件抽取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事件抽取的主要方法有两种：模式匹配方法和机器 

学习方法。 

模式匹配方法采用模式匹配算法将待抽取的事件与固定 

模板匹配，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冯礼 提出的基于事件框架的 

突发事件信息抽取。这种方法准确率较高，且接近人的思维 

方式，但依赖于具体领域及文本格式 ，可移植性较差，性价 比 

不高。 

机器学习方法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方法 ，将事件抽取看作 

分类问题，主要包括事件类别识别和事件元素识别两个步骤。 

事件类别由预先定义的事件模板决定 ，自动内容抽取 (Auto- 

matic Content Extraction，ACE)评测会议[4]定义了 8个事件 

大类及 34个子类 ，每种事件类别对应唯一的事件模板。该类 

方法克服了模式匹配方法的缺陷，比较客观，不需要太多的人 

工干预和领域知识。因此，机器学习成为当前事件抽取多采 

用的研究方法。2002年，Chieu[ ]首次在事件抽取中引入最 

大熵分类器，用于事件元素的识别。2006年，Ahn[2]结合 Me- 

gaM和 Timbl两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文本中的事件触发词， 

然后进行分类，完成事件抽取。国内事件抽取的代表有：Z008 

年，赵妍妍l6 基于触发词扩展和二元分类相结合的事件抽取 

方法；2010年，张先飞口]基于触发词指导的自相似度聚类的 

事件抽取方法。然而，无论以事件元素还是以触发词作为实 

例进行驱动，均会引入大量的反例，造成正反例失衡和数据稀 

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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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 对以上问题 ，本文避开以事件元素和触发词来驱动进 

行事件抽取，提出一种基于事件实例驱动的事件抽取方法。 

首先，将新闻文本中的每个句子作为一个候选事件．从句子中 

抽取出刻画一个事件发生的有代表性的特征，将其构成候选 

事件实例表示；其次，利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 

chine，SVM) 】对新闻文本 中的事件实例与非事件实例进行 

区分，过滤非事件实例；最后，用基于层次聚类 k medoids算 

法对事件实例聚类，实现新闻文本中的事件抽取。实验结果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为事件抽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2 事件实例识别 

统计表明，新闻文本中包含大量非事件实例，降低了事件 

抽取的准确率，凶此需要尽可能地过滤掉非事件实例。 

2．1 事件定义 

“事件”(Event)起源于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家认为，以 

“事件”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符合人们正常的认知规律。 

但目前对“事件”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领域对“事件”的理 

解不 同。 

在 ACE评测会议中，“事件” 被描述为一个动作的发生 

或状态的变化。 

美 佛岁里达州大学的 Zwaan j将每个单句等同为一个 

“事件”。 

本文研究的“事件”也属于句子级，但不是每个句子都是 

事件实例。只有 当一个句子含有事件特征时才构成事件实 

例，否则为非事件实例。 

2．2 事件实例识别算法 

本文将新闻文本中的每个句子作为一个候选事件，从句 

子中抽取出刻画一个事件发生的有代表性的特征 ，构成候选 

事件实例表示，构造二元分类器对事件实例与非事件实例进 

行自动识别，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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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件实例识别流程图 

新闻文本事件实例识别过程主要由训练、测试和评价模 

型这 3部分构成，具体步骤如下： 

(1)文本预处理，主要包括中文分词 、词性标注、句子切分 

等 ； 

(2)由于将事件实例的识别看作分类问题，特征的选择和 

发现尤为关键 ，在步骤(1)的基础上，主要选取 了以下几个特 

征：句子的长度、位置、词语的个数、命名实体的个数 、时间的 

个数、数值的个数、停用词的频率以及相应的词语等； 

(3)在完成特征提取之后，利用 向量 空间模 型 (Vector 

Space Model，VSM)对所有候选的事件进行向量表示 ； 

(4)完成对候选事件的向量表示后，利用 SVM 分类器进 

行分类。由于 SVM分类器通用性好、分类精度高、分类速度 

快、分类速度与训练样本个数无关，在召回率和准确率方面都 

优于传统的分类器； 

(5)iJ~l练时，对训练文档集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以及向 

量表示 ，然后对 SVM 分类器进行训练，得到分类模型； 

(6)分类评价模型是对分类器性能进行评价，同时给出反 

馈信息进行学习，从而对分类特征进行不断修正； 

(7)测试时，先对测试文档集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以及 

向量表示，再输入到已经训练好的分类器中，完成事件实例的 

识别。 

3 基于事件实例驱动的事件抽取 

3．1 事件 实例相似度计算 

事件实例相似度的计算是事件抽取的一个重要环节。通 

常采用基于 VSM 的计算方法，它将一个事件实例 看作 维 

空间的一个向量 s(t1，训1；z2， ；⋯；t ， )，其中 t 为事件实 

例中互不相同的词 ， 为t 的f厂*idf值。设两个事件实例 

分另0为 l(tll，∞11；t1 2， 12；⋯；tl ， l )和 S2(t2l，℃屹l；￡22， 

7~／22．．．·；tz ， )，则两者的相似度为 

∑ ·∑ 
一 1 i== 

但与通常的文本相似度计算相 比，事件相似度计算的特 

殊性在于：所依据的信息粒度相对更小，仅是一个事件实例。 

基于 VSM 的方法对于这种粒度较小的信息单元，得到的特 

征向量是非常稀疏的。在实验中发现，事件实例的特征向量 

中非 0的值平均只有 2．8 。因此，基于 VSM 的方法在事件 

实例相似度计算上难以得到很好的相似度计算结果。 

基于词语语义相似度的方法在事件表示形式和相似度计 

算方法上都和基于 VSM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将事 

件实例看作词的序列 ，通过比较两个事件中包含的词相似度， 

并进行一定的加权而获得事件问的相似度。该方法主要是利 

用《知网》[1叩等词典首先计算事件实例中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然后根据词语的语义相似度进行事件之间的相似度计算。 

知网(HowNet)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词汇所代表的概念 

为描述对象的语义资源，它对于词汇的语义描述具有明显的 

结构化特征。在知网中，词汇语义的描述被定义为义项(概 

念)，每一个词可以表达为几个义项。义项义是由一种知识表 

示语言来描述的，这种知识表示语言所用的词汇称作义原。 

义原是从所有汉语词汇中提炼出的可以用来描述其他词汇的 

不可再分的基本元素。 

本文利用《知网》计算词语语义相似度，但单纯依靠语义 

词典无法计算词典中不包含的词的相似度，所以必须考虑语 

义词典中未收录词语的处理。 

对于知网收录的词语，采用刘群【“]提出的利用《知网》计 

算词汇语义相似度方法。利用知网的结构特征将词汇语义相 

似度计算层层分解，先将两个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分解为义 

项相似度计算，再将义项相似度计算分解为义原相似度计算。 

对于知网未收录的词语 ，无法用上述方法对其进行语义 

相似度计算，这将很大程度影响该方法的性能。为此，本文制 

定一些规则来计算未收录词的相似度。 

规则 1 人名的处理。如果一个为姓氏加职务，另一个 

为姓氏加名字，则认为两者的相似度很大，如“温总理”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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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宝”。 

规则 2 地名 的处理。知 网中一般只收录行政区域名 

称，并不附加诸如市、县、区、村等后缀名。对此，本文 自动对 

地名的后缀进行识别，完成地名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如知网 

中收录了“玉树”，但未收录“玉树州”，本文认为这两者的相似 

度为 1。 

规则 3 机构名的处理。如果组织机构名中存在全称和 

简称，则认为两者的相似度较大，如“青海师大”和“青海师范 

大学”。 

通过以上的计算得到了事件实例中词语的语义相似度， 

在此基础上计算事件之间的相似度，具体方法如下： 

设两个事件 s1和 S2，S1中包含的词语为 S11'S12，⋯，S1 ，S2 

中包含的词语为 521，＆z，⋯， ，利用上述方法计算词语 5t (1≤ 

≤m)和 ≈(1-~5≤ )之间的语义相似度 s(s∽S )。其相似 

度 Sim(sa，s2)为 

1 m 

Sim(s1 )一÷[∑ ／m+∑ ／，z] (2) 
厶 l 】 ，一 l 

式中，啦一rnax(s(slt，s21)，s(s1 ，s22)，⋯，s(sli，S2 ))，6 7一max(s 

(兜i， 1)，s(s2 3"12)，⋯，s(sz ， l ))。 

为了验证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 (语义方法)的有效 

性，在同一环境下与基于 VSM 的计算方法(VSM方法)进行 

了对比实验。选择包含 522个事件实例的新闻文档集，分别 

用两种算法计算文档中事件实例的相似度，为每个事件实例 

选出与该实例相似度最大的一个事件实例。仅当选出的事件 

实例与人工评判的最相似的事件实例一致时，才认为该事件 

实例的相似度计算结果正确。因此，可以计算出两种方法的 

准确率，实验结果如表 1所列。 

表 1 事件相似度计算准确率比较 

由实验结果可见 ，语义方法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基于 VSM 

方法。 

3．2 基于层次聚类的 k-medoids算法 

目前，聚类算法的研究比较成熟，大体可分为两类：层次 

聚类算法和基于划分聚类算法。 

层次聚类算法应用较广泛，它不需要预先设定聚类最后 

的目标类别数 ，通过停止阈值就可以确定聚类是否结束。停 

止阈值定义为 
N N 

∑ ∑ Sim(c ，c，) 
D

_

Threshold一。 (3) 

式中，a为常数，可以通过实验对它取值。a的值越大，得到的 

聚类类别越多。～为新闻文本中的事件实例数。Sire(c~，Cj) 

为两个类间 的相似 度。但是，层次聚类 也存 在明显 的缺 

点——不可回溯，一个点一旦被归为某个类不能再改变。 

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如 k-medoids可以满足不断调整聚 

类结果的要求，但需要预先设定目标类别的k值，且初始质心 

也是随机选取。 

为解决单一聚类算法的不足，本文采用基于层次聚类的 

k—medoids算法，先使用层次聚类对事件实例进行初始聚类 ， 

以得到的聚类类别数作为基于划分聚类方法的 k值，然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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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数据统计结果(个) 

4．2 评 价指标 

本文采用信息抽取中的评价标准 ：准确率 P(Precision)、 

召回率R(Recal1)和 F1值来进行性能评价。各评价指标定义 

如下 

p--蝴  ×100％ (5) 
抽取事件总数 一 

R一 襞 ×100 (6) “ 标注事件总数 ⋯～ 

F 一 (7) 

4．3 实验结 果对 比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事件抽取方法的有效性 ，做了两组对比实 

验 。 

4．3．1 与基于事件元素和触发词驱动的事件抽取结果对比 

将基于事件实例驱动的事件抽取方法(本文方法)与基于 

事件元素驱动的事件抽取方法[5](事件元素方法)以及基于触 

发词指导的自相似度聚类方法_7](触发词方法)结果进行 比 

较。为使对比结果具有可信性 ，在同一个实验环境中对文献 

[5，7]中的方法进行了实现 ，结果如表 3所列。 

表 3 3种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 ) 
、

～ ＼

＼  
指标 准确率(P) 召回率(R) F1值 

事件元素方法 59．96 61．28 60．61 

触发词方法 62．84 66．73 64．72 

本 文方法 69．56 71．34 70．44 

本文以事件实例进行驱动 ，避开传统的以事件元素或触 

发词构建抽取模型。由表 3可见，无论抽取的准确率还是召 

回率均获得了提高。主要因为文本中非事件元素和触发词所 

占的比例太大，目前还没有高效的算法对其进行过滤，因此以 

它们为实例进行驱动，不仅增加了计算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引 

入太多反例，导致正反例严重失衡，且在语料规模较小的时候 

存在着一定的数据稀疏问题。 

4．3．2 与分类法事件抽取结果对比 

将本文方法与基于特征选择的事件检测和分类[1。](分类 

法)结果进行比较。文献[12]采用 ACE2005语料进行实验， 

但官方不公布此语料。为了不影响结果的比较，在本文的实 

验数据上对文献E12]中的方法进行了实现 ，结果如表 4所列。 

表 4 两种方法对比实验结果( ) 

～ ＼

＼  指标 准确率(P) 召回率(R) F1值 

分类法 67．73 64．48 66．07 

本 文方法 69．56 71．34 70．44 

分类法认为事件抽取就是判断一个句子是否为一个事件 

句。如果是事件句 ，则再根据一定的特征判断其所归属的类 

别，从而完成事件抽取。但此方法仍然局限于预先定义事件 

的类别，对于没有定义的事件则无法抽取，因此导致了其召回 

率不高。本文方法突破预先定义事件类别的局限，根据事件 

实例对新闻文本中的事件进行 自动聚类，使得所抽取结果的 

召回率有显著提高。同时，本文通过事件实例的识别对非事 

件实例进行了过滤，使得所抽取结果的准确率也有了进一步 

的提高。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实例驱动的新闻文本 

事件抽取模型，不仅克服了传统基于触发词或事件元素驱动 

的事件抽取方法中所带来的正反例失衡和数据稀疏的问题， 

而且通过对事件实例的聚类很好地解决一T ACE评测会议中 

预先定义事件类别的局限性，对以事件实例驱动的事件抽取 

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有意义的探索。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 

法是一种有效的事件抽取方法。 

但是，中文事件抽取仍处于起步的阶段 ，还有很广阔的研 

究空间。本文只是对领域相关的事件抽取进行了研究，如何 

对非受限领域进行事件抽取 ，以及进一步提高事件抽取的效 

果 ，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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