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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统计分析的网络舆情分析方法由于缺少对舆情文本必要的语义处理，往往导致分析结果 

不准确。提 出一种基于语义文法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新方法。该方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可执行的网络舆情精准分 

析语言Eipoaa1，它可根据实际舆情分析需求设计 Eipoaa1程序，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二是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系统 

Ipoaas，它为 Eipoaal提供运行平台。目前 ，已经实现 了该 系统，并应用到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中，实验结果证明 

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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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based on keywords statistics are inaccurate due to lack of 

semantic processing which is necessary．A novel semantic grammar-based method for accurate analysi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was presented．This method has two parts．One is an executabl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ccurate analysis Lan— 

guage(Eipoaa1)，which is a general—purpose program language that can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actual demand；and the 

other is a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ccurate analysis system(Ipoaas)，which provides a running platform for Eipoaal, 

This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ested in the analysi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bout corruption．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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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舆情[1 ]是指网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焦点热点问 

题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情绪、态度和观点。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以及以智能手机为主流的智能移动终端技术的快 

速发展，当前互联网日趋便携、开放和智能，成为重要的信息 

发布与传播平台。网民通过微博、博客、BBS等诸多网络应用 

在第一时间发布和获取时事、政策、产品和服务等信息以及对 

信息进行反馈和传播，这些网络信息形成了网络舆情，它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心理、态度和情绪等。 

我国网络发展迅速，但缺少有效监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近年来，由于网络舆论失控而导致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 ，网络 

舆情对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与 日俱增。因 

此，如何准确分析互联网上实时涌现的舆情信息，及时发现其 

中的问题已经显得十分迫切。从政府层面讲 ，了解和掌握舆 

情发展动态成为政府掌握民意、及时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 

重要手段；对企业来说，实时掌握客户对产品及服务的评价， 

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反馈更为及时与高效；对于社会个体， 

及时掌握自己在网络舆情中的状态，纠正负面舆论的影响，同 

时对于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教育引导、净化网络环境等有重 

要意义。 

网络舆情信息量巨大并且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这给及 

时、准确地分析舆情信息带来极大困难。国内外许多科研单 

位和企业相继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理论成果并 

开发出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系统，如 TRS网络舆情监测系 

统、天玑舆情监测系统等[3“]。这些系统大都是基于关键词 

统计分析的文本挖掘方法[5_8]，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分析。但 

这类方法由于缺少对网络舆情文本必要的语义处理，往往导 

致分析结果不准确。近年来 ，专家学者一直在研究更加有效 

的方法，其中基于语义的内容识别方法_9]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现有的基于语义的成果都是以词为研究单位，并且人工参与 

操作过多，主观影响较大。网络舆情的精准分析需要对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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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必须从语义和知识层面上增强对舆情信 

息的理解能力，句法分析口0]和语义分析_】1]技术是解决该问 

题的重要手段。语义文法_l 删 能有效地实现语义分析，并能 

与句法分析紧密结合，产生对网络舆情文本准确唯一的理解， 

实现对网络舆情的精准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文法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方 

法，首先是支持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语义文法的设计，建立从 

形式文法符号到网络舆情语义的一个映射，然后以本体作为 

指导，利用语义文法将无结构的网络舆情文本转化成结构化 

的网络舆情语义表示。该方法包括两部分：可执行的网络舆 

情分析语言(Executabl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ccurate anal- 

ysis language，Eipoaa1)和网络舆情精准分析 系统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ccurate analysis system，Ipoaas)。 

其中，Eipoaal用以定义网络舆情分析所需的本体、模板 

常数、语义文法模式和语义动作，是为实现网络舆情精准分析 

而设计的通用编程语言，可满足对不同领域、不同结构的舆情 

文本的处理需求 ，具有一 定的通用性。Eipoaal采用 多主 

体[1 ]的思想，每个主体可针对不同特征的舆情文本采取不同 

的处理方式，每个主体功能专一、相互独立、协同合作，共同完 

成对网络舆情文本的处理。而 Ipoaas以待处理的舆情文本 

和用 Eipoaal编写的程序为输入，系统实现对 Eipoaal程序的 

编译、调试和运行，输出结构化的语义表示。 

本文第 2节简述语义文法；第 3节给出 Eipoaal的具体定 

义及其详细设计方法；第4节介绍 Ipoaas的实现；第5节通过 

实验对本文提出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全面讨论 ；最后总结全文。 

2 语义文法简述 

形式文法是句子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手段[15,16]，常被用 

于自然语言处理。根据形式文法可以将无结构的自然语言转 

化成结构化的语法分析树，进而生成 自然语言的语义表示。 

从 Chomsky形式语言分类的角度而言 ，自然语言一般是上下 

文相关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上下文无关文法 (Context-Free 

Grammar，CFG)常被用来表示 自然语言。一方面是由于上下 

文无关文法形式简单，方便总结自然语言处理所需的文法。 

另一方面，上下文无关文法具有良好的代数性 ，便于计算，也 

便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语义文法(Semantic Grammar，SG)是 Burton[” 首次提出 

的概念，它是一种上下文无关文法。语义文法与普通句法文 

法的区别在于语义文法中的非终结符被赋予了领域语义，语 

义文法可以包含句法和语义层次上的非终结符，也可以只包 

含语义层次上的非终结符。语义文法的优点是可以直接从解 

析结果中获取句子的语义信息，而传统的基于句法文法的解 

析结果只能得到句子的句法信息。使用语义文法描述 自然语 

言可以给出句子丰富的语义结构，但不足之处就是由于在文 

法规则上增加了语义信息，文法规则数量较大。 

如何用语义文法来描述网络舆情文本是本文所研究的一 

个重要问题，文法符号本身是形式的，不具有任何语义信息， 

网络舆情语义文法须能确定从形式文法符号到网络舆情语义 

的映射。网络舆情语义文法描述了网络舆情文本的句子结构 

及语义信息，可直接从分析结果产生语义解释。因此，网络舆 

情语义文法是对网络舆情文本进行精准语义分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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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ipoaal的设计 

由于网络舆情语义文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建立一 

种通用的机制，使网络舆情精准分析方法和不同语义文法相 

结合，完成网络舆情精准分析任务。依据这种想法，我们设计 

了一种面向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通用编程语言 Eipoaal，可根 

据舆情文本的结构和处理粒度需求设计 Eipoaal程序，满足不 

同的处理需求。 

3．1 Eipoa~的形式定义 

Eipoaal包括本体的引用、常数定义、语义文法的定义以 

及主体定义，下面给出Eipoaal的形式定义： 

定义 1 可执行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语言是一个四元组 

Eipoaal=<0，C，S，A>，其中： 

(1)O是本体引用，用于指导主体中的操作； 

(2)C是常数定义，将使用频率较高、意义相近、出现位置 

相似的词语或者符号定义成常数，供文法设计和主体定义调 

用 ； 

(3)S是语义文法的定义 ，用于描述网络舆情文本内容和 

结构文法模式 ； 

(4)A是主体定义，对网络舆情文本进行精准分析，每个 

主体包括激发条件、绑定的文法模式和语义动作。 

Eipoaal的基本结构可以用 BNF(Backus-Naur Form)表 

示 ，如图 1所示。 

(Eipoaal>：：一{(本体引用>) 

[<常数定义>] 

{<语义文法定义>) 

{(主体定义)) 

图1 Eipoaal的基本结构 

Eipoaal以声明要加载的本体知识库开始，随后是常数定 

义 ，然后是语义文法和主体的定义。从 BNF可 以看出，Ei— 

poaal可同时声明多个本体文件，常数定义只能出现一次，可 

以有多个语义文法的定义，但至少有一个主体定义。 

Eipoaal包括以下关键字，这些关键字用于系统不同的内 

容模块 ，具有特殊含义，不允许被重新定义，分别是： 

1)include：声明要加载的本体； 

2)defconstant：定义常数 ； 

3)defsyntax：定义用于描述待处理文本的文法模式； 

4)defagent：定义进行舆情精准分析的主体； 

5)上标号、下标号：用于界定主体可处理的文本； 

6)模式 ：主体可处理的文本应满足的结构； 

7)语义动作：主体所要执行的操作 ； 

8)for，forall：用于说明语义动作执行的环境和条件 ，for 

的意义是在语法树中查找满足条件的结点并执行相应 的操 

作，然后终止搜索；forall的意义是对于语法树中所有满足条 

件的结点都执行定义的操作。 

Eipoaal还规定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同样不允许 

被重新定义 ，分别是： 

1)#：定义文本变量； 

2)!：引用常数定义中的常数，形式为“(!常数名)”； 

3)／：文本变量序列类型的分隔符； 

4)$：定义文本变量中不允许出现的字符； 



 

5)I：分隔定义在一起的左部相同的常数或产生式； 

6)／／、／*、*／：注释符号，分别是行注释和片段注释。 

结合中文网络舆情文本的特点，为了简化程序设计 ，Ei— 

poaal还提供了条件文本变量的定义方法。文本变量是一类 

特殊的终结符，用来表示一段长度和内容满足某种条件的字 

符串。条件文本变量包括： 

1)非空字符串：表示文本变量不能是空串，定义方式为 

“<#非空变量名)”。 

2)字符串序列：可表示由多个变量构成的序列 ，定义方式 

为“<#变量名序N／<!序列分隔符>)”。字符串序列需要指定 

序列各项的分隔符，当然，同一序列可以有多种分隔符，亦可 

指定不允许出现的字 串。如“(#字符串序列／(!顿号>／和 

$(!阿拉伯数字>>”表示一个序列变量，序列的每个元素是一 

个不含有阿拉伯数字的字符串变量，元素之间用顿号或者 

“和”进行分隔。 

3)特殊意义字符串：如表示正整数、无空格变量等，只需 

在相应的变量名前加“正整数”、“无空格”，如“(#正整数变量 

序列／<!顿号>>”表示以顿号隔开的数字串序列。 

3．2 舆情本体的引用 
一 个领域的本体是指对该领域的一个清晰的、可共享的 

刻画[】 。针对网络舆情分析而言，舆情本体主要包括舆情所 

涉及的类 (Class)、类 间关系 (Relationships)、类属性 (Attrib- 

utes)以及它们的各种逻辑约束(Axioms)，舆情本体是一种特 

殊的领域本体。 

网络舆情精准分析不仅仅是对舆情文本的简单处理，而 

且要在理解舆情文本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分析。本文通过引入 

领域知识作为元知识，帮助理解舆情文本，并指导主体的正确 

执行行为。领域本体的研究和应用已经趋于成熟，本文不再 

赘述舆情本体具体设计方法。 

为便于操作 ，我们用 NKI本体语言(NKIL)来表示舆情 

本体，NKIL是一种框架描述语言_1 。舆情本体的引用在 Ei— 

poaal的开 头进行声 明，格 式为：“#include(本体 文件路 

径 >”。 

3．3 网络舆情语义文法的设计 

3．3．1 网络舆情语义文法的定义 

网络舆情语义文法(Semantic Grammar for Internet Pub— 

lic Opinion Analysis，SGIPOA)是 Eipoaal程序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现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依据。结合网络舆情文本的 

特点，支持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语义文法定义如下 ： 

定义 2 网络舆情语义文法 SGJPoA一 ( ， ，丁K， 

，Tv， ，S)，其中： 

(1) 是文法非终结符的集合，是～个非空有限集； 

(2)VT是文法终结符的集合 ，是一个非空有限集，是用来 

最终判断输入文本是否与文法模式匹配的依据； 

(3)TK是文法的关键字集合，直接 以字符串的形式出现 

在文法定义的产生式中； 

(4)Tc是常数引用的集合，即对 defeonstant中常数的引 

用，例如“<!逗号>”； 

(5)Tv是文本变量的集合，是一个非空有限集，例如“(# 

非空字符串$(!标点>>”； 

(6)ga是 由有限个文法产生式构成的集合 ，每个产生式以 

BNF表示，形式为 』＼，：：一t1 l t2 1．．·l t ，并且 N∈ ，t ∈(TK 

U UTv)，定义方式可以是递归的，但只能以右递归形式定 

义 ； 

(7)S是文法模式定义的集合，每个文法模式至少要在 

中某个产生式定义的左边出现一次，需要在 defsyntax后明确 

指出，并且 ∈ 。 

并且满足 ： 

(1) n丁K n丁cn Tv一0， N ≠D； 

(2)TKUTcUTv—VT。 

另外 ，SGIPOA引入继承机制 ，文法的定义可以继承其他 

文法集合中的文法产生式定义，SGIPOA的定义也体现了面 

向对象的思想，即“一处定义，多处调用”，降低了文法的冗余 

度。借助继承机制进行文法设计时，还允许被继承的文法继 

承其他文法产生式，即实现“多重继承”。借助 BNF严谨的表 

示形式和灵活的继承机制，SGIPOA清晰灵活，满足网络舆情 

精准分析的需要。 

下面给出一个SGIPOA示例，如图2所示。 

defconstant常数 

( 

顿号：、 

标点：，1，1、l 1 1 7 1／1＼ ”】‘．{” 

强调标点：!I!J!!J! 

现在词：现在l如今 l这年头 

程度副词：太l很l特1非常 

态度差形容词：差劲J恶劣 l冷漠J差 

) 

defsyntax<通用模式> 

(服务方>：：一(#服务机构或人员序列／<!顿号)$(!标点>) 

) 

defsyntax<服务态度语句)：继承(通用模式) 

{ 

<服务态度语句)：：：[(!现在词>](服务方)[的][服务]态度[<!程 

度副词)]<!态度差形容词>[了][(!强调标点)] 

＼ 

图2 SGIPOA示例 

其中“<服务方 )”继承“<通用模式>”中的产生式定义 ， 

“(#服务机构或人员序列／<!顿号>$<!标点)>”表示 以顿号 

为分隔符并且不含有标点的任意字符串，“[的]”、“[服务]”、 

“[了]”表示可选关键字，“[(!现在词>]”、“[<!程度副词>]”表 

示可选的常数引用，“(!态度差形容词>”表示必选的常数引 

用。利用该文法，可分析如“现在银行 的服务态度太差 了”、 

“莱州泰和驾校教练态度太差了”、“火车站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真差劲”、“麦当劳、肯德基服务态度太差了!!”等语句。 

3．3．2 SGIP0A的设计原则 

SOIPOA是网络舆情分析的关键内容，是对网络舆情文 

本进行精准语义分析的基础。为了保证文法易读并且利于维 

护，在方便进行文法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语义文法的设 

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语料准备要全面：在准备进行文法设计的语料时 ，应 

针对领域的特点 ，语料涉及到该领域的内容要广泛，尽量涉及 

到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句子。只有语料全面、采样广 ，才能保 

证文法的泛化能力更强。 

(2)命名要规范：非终结符和终结符的命名必须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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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所定义内容的含义，并且准确、无歧义，符合一般的语言 

表达习惯。例如用“发生于”表示事件发生的地点就不规范， 

因为“发生于”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理解为事件发生的地点也 

可理解为事件发生的时间，用“发生地点”表示事件发生的地 

点更合适。 

(3)合理使用“无关内容”，确保无二义性：由于汉语表达 

方式的灵活性 ，一些句子中可能只有一部分是我们需要抽取 

的内容，可以将其他部分定义为“无关内容”。但如果过多不 

合理使用“无关内容”，程序会误将有用的知识当作无关内容 

处理，产生歧义，合理的做法是将“无关内容”进行语义约束 ， 

例如“(#无关内容 $<!房产词)>”可用于关于“房产”的文法 

设计中。 

(4)可扩展性：文法的可扩展性是指，可以在保证已有文 

法性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已有文法定义的基础上定义新 

的文法，而无须大量修改已有的文法定义。也就是说，文法应 

层次清晰、结构鲜明，能根据需要满足扩展和改进的需求。 

3．3．3 SGIPOA 的设计 方法 

根据上述 SGIPOA的设计原则，结合网络舆情文本的特 

点，我们总结归纳出SGIPOA的设计步骤如图3所示。 

图3 SGIPOA设计步骤 

步骤 1：对网络舆情文本 D一{d ，dz，⋯， }进行聚类， 

形成舆情文本的类别 c一{c ，c ，⋯， }，从整体上把握网络 

舆情的体系。 

步骤2：对步骤1聚类得到的每一类舆情文本C ( —l，2， 
⋯

， )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初步舆情文法设计，人工总结形成 

文法规则。 

在进行初步文法设计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 

①将使用频率较高、意义相近、出现位置相似的词语或者 

符号定义成常数，并利用同义词词林或者联想的方法进行扩 

充，例如“穿戴词”，还可扩充为“穿”、“拿”、“着”，因此“穿戴 

词”的常数定义为“穿戴词：戴 J穿l挎 l拿 l着”； 

②将常用短语定义成非终结符，并将定义类似或者定义 

中包含相同定义的非终结符合并 ，实现“一次定义，多次调 

用”； 

③文法定义中的某个部分可能根据语境的不同出现或者 

不出现，因此将该部分设计成是可选的，在保证匹配效率的同 

时也减少了文法定义的数目，例如“<省市县>”定义为“(省市 

县>：：一(省)[(市)][<县>]}<市>[<县>]I(县)”； 

④为了提高文法的灵活性和匹配效率，合理使用递归给 

文法定义带来极大方便，例如“(穿戴奢侈短语连用>：：一<穿 

戴奢侈短语)[<!逗号)][<穿戴奢侈短语连用)]”，但不能含有 

左递归，它会使分析陷入左循环。 

步骤 3：将步骤 2中逐句设计的文法进行归纳整合。利 

用文法模式的继承机制，将文法定义中公共部分整合，形成 

“通用模式”，供上层文法调用。 

步骤4：调用文法分析系统进行文法测试，并根据测试结 

果对文法匹配错误的、未匹配的语料再次分析。该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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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定义的扩充、文法的修改和扩充，对匹配错误的变量进行 

限制。 

①扩充常数：对测试语料进行测试后，部分分析一句话， 

对未匹配的部分进行分析 ，基于语境，扩充常数。 

②修改及扩充文法模式 ：如果文法定义不全，就必然导致 

查全率低 ，因此应尽可能全面地总结能描述所有语句的文法。 

具体方法是将未识别并且含有知识点的句子进行分析，总结 

该句文法，扩充到已有文法中。 

③限制变量 ：一些情况下，某个变量中不允许一些字符出 

现，例如“(#官员姓名)”可能匹配到的字符数很多或者包含 

标点符号，显然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该变量限制为不含有 

“(!标点符号>”，即“(#官员姓名$(!标点符号)>”，则可以避 

免该错误。 

SGIP0A的设计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迭代过程，最 

终形成领域内涵盖知识面广、准确率高的语义文法。通过以 

上步骤，可以得到支持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语义文法。根据 

上述方法，我们以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文本为例，设计了贪腐 

领域的语义文法，简称“贪腐文法”。贪腐文法的详细介绍及 

示例将在实验部分给出。 

3．3．4 SGIPOA 的评价 

SGIPOA的设计好坏直接影响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系统的 

整体性能，SGIP0A的评价主要通过具体的舆情分析系统分 

析得到的结果来衡量。这里我们从文法的泛化能力和文法匹 

配的准确率两方面进行评价，文法的泛化能力是指文法覆盖 

该领域范围内知识的广度以及是否能获取到语料中所包含的 

领域内知识 ，文法匹配的准确率即对句子识别的准确度。 

3．4 主体的定义 

在Eipoaal程序中主体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网络舆情文本 

的分析和处理工作都是在主体中进行的。Eipoaal程序中可 

根据需要定义一个或多个主体，每个主体分析处理符合某一 

文法的网络舆情文本。每个主体都是自治的，多个主体协同 

合作，共同完成网络舆情精准分析任务。主体的定义格式如 

图 4所示。 

(主体定义)：：=defagent(主体名)：主体本体 
‘ ， 

上标号：<标号序列> 

下标号：(标号序列) 

模式：(文法模式名) 

{语义动作：[<语义动作序列)]} 
‘、， 

(标号序列)：：一<已定义常数 )l(文本字符串 ) 

(文法模式名)：：一(语义文法名)f(已定义常数)f(文本变量) 

(语义动作序列>：：一[(条件表达式>一](操作函数～ >{A(操作函 

数一 >) 

(条件表达式)：：：for((操作结点>)(<条件>)l forall((操作结点>) 

(<条件>) 

(条件)：：一<布尔函数 ){(逻辑符号” )(布尔函数“ )) 

图4 主体定义格式 

其中，标有 *的表示是用户自己定义的或文本中可能出 

现的，所以不需要进一步展开定义。标有 **的表示系统提 

供的函数，也不需要进一步展开定义。系统定义函数如表 1 

所列。 



表 1 系统函数 

图 5所示为一个主体定义的示例，用以扼要说明主体基 

本结构的及执行机制。 

defagent生活腐败主体：主体本体 

{ 

上标号：“*” 

下标号：(!标号) 

模式：(生活腐败) 

语义动作：close-category(“贪腐本体”) 

语义动作：for((指名道姓主语))一>create-frame(<#官员名 $(! 

人物名干扰词>)，“贪腐本体”)A save(framename，(#官 

员名$(!人物名干扰词)>)A insert—category(“贪腐本 

体”，“官员名”，(#官员名 $(!人物名干扰词>)，“，和 ”) 

^insert．category(“贪腐本体”，“官职”，strcat((省市县 

连用>，<官职名称连用))，“，和 ”) 

语义动作 ：forall(<生活作风差短语>)一>insert-category(“贪腐本 

体”，“生活作风差”，<生活作风差短语)，“，和 ”) 

语义动作 ：forall(<穿戴奢华短语>)一>insert—category(“贪腐本 

体”，“穿戴奢华”，(穿戴奢华短语)，“，和 ”) 

语义动作：forall((违法配车辆和司机短语 ))一>insert-category 

(“贪腐本体”，“违规配车辆和司机”，<违法配车辆和司 

机短语)，“，和 ”) 

} 

图 5 主体定义示例 

图 5所示的主体是处理贪污腐败主题的舆情文本中“生 

活腐败”文本的主体 ，当输入舆情文本满足主体的激发条件 

(上标号、下标号定义)时，用该主体绑定的文法模式“<生活腐 

败>”对文本进行语法分析。如果分析成功，则会根据分析生 

成的语法树继续执行主体定义的语义动作，进而得到预定义 

的语义表示结果。通常，语义动作都是根据舆情文本的结构 

特点和处理结果需求来定义的。因此，主体中语义动作的定 

义与绑定的文法模式有关，语义动作也是主体 自治性的表现。 

主体的正确执行则完成了对满足激发条件的舆情文本的处 

理 。 

4 Ipoaas的实现 

本文研究实现了基于语义文法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系统 

Ipoaas，其为 Eipoaal程序提供运行平台，也称为舆情语义文 

法分析系统。系统输入为 Eipoaal程序和待处理文本，输出结 

构化的语义表示，同样以 NKIL表示。系统功能是实现对网 

络舆情文本的语义分析，并按照主体定义的语义动作在本体 

的指导下将分析得到的语法树转化成结构化的语义表示。 

相关研究中，王海涛[1。]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半结构化 

文本知识处理方法(Ontology-Mediated Knowledge Process— 

ing for Sembstruetured Text，OMKP)。OMKP方法把本体 

知识引入文本处理过程中，以半结构化文本为主要处理对象， 

利用多主体思想，结合模式匹配的技术，实现了文本知识的自 

动获取和理解。OMKP把知识处理过程和具体应用分离开 ， 

但同时又以本体知识为桥梁把二者联系起来。从而使得 

OMKP方法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具有应用、领域、语言无关的 

特点。此外，OMKP在 自由文本处理方面也进行 了尝试 。 

OMKP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处理内在规律性和结构性的半 

结构化文本时效率较高，但是对于无结构的自由文本 ，随着文 

法数量的增加知识处理效率较低。 

本文在系统设计上吸收了OMKP的设计思想，并在此基 

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在系统的文法匹配模块提出了一种启 

发式的匹配算法，该算法将依据启发式规则对文法非终结符 

的子树进行剪枝操作，以加快匹配速度，这使系统性能得到显 

著提升。系统结构图如图 6所示。 

主体执行模块 

圉圉圉圉 
图 6 系统结构图 

预处理模块是系统对 Eipoaal程序的编译和初始化阶段， 

包括 5个步骤，除生成启发式规则外，其余 4个步骤都需要进 

行词法检查和语法检查 ，即保证 Eipoaal格式正确。 

(1)加载本体：本体知识用来指导主体对舆情文本的语义 

理解，加载本体知识库就是把以文本形式NKIL格式保存的 

知识库读入内存，构造本体表，供主体访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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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造常数表：在内存中对 Eipoaal程序中定义的常数 

构造相应的常数表，供主体在需要时高效访问该表的内容。 

(3)初始化文法：Eipoaal程序中的文法规则是对上下文 

无关文法的扩展，并对文法产生式的书写进行了限制。因此， 

除 Eipoaal的词法检查和语法检查外，初始化文法应检查文法 

定义是否符合规定格式。例如除关键字外，其他文法符号都 

必须以“(”和“>”括起来，文法产生式左端必须是非终结符，只 

允许左递归等 ，并处理文法继承。 

(4)生成启发式规则：文法中的启发式规则是指找出每个 

非终结符的开始字符集和包含字符集，文法匹配时利用该规 

则可有效提升系统性能。 

(5)构造主体：包括将主体的激发条件、绑定的文法模式 

存入内存的主体表中，将语义动作和语法节点关联起来，并解 

析语义动作的各个参数。 

通过以上步骤，Eipoaal程序就被成功编译完成 。接下来 

就进入文法匹配阶段 ，读入待处理的舆情文本，执行 Eipoal 

程序：根据主体定义可将待处理文本按句或者片段切分成小 

的单位，按照主体绑定的文法模式进行启发式的文法分析，若 

该主体分析失败则尝试下一主体，主体分析成功后根据生成 

的语法树在舆情本体的指导下执行语义动作，然后按照上述 

步骤继续处理剩余未处理的文本。Eipoaal程序的执行过程 

如图 7所示。 

图 7 Eipoaal程序的执行过程 

Eipoaal程序的执行主要包括以下 3个步骤： 

(1)文本切分：将待处理的网络舆情文本根据主体的上标 

号和下标号进行切分，则切分后的句子或者片段满足该主体 

的激发条件 ，主体被成功激活。 

(2)文法分析：主体被激活后 ，系统按照主体绑定的文法 

模式进行启发式的文法匹配。若分析成功则生成语法树，若 

分析不成功则尝试下一个主体，若所有主体都失败，则该舆情 

文本片段分析失败。该步骤是主体执行的关键步骤，系统在 

文法分析算法中引入了启发式规则和回溯机制，在保证分析 

结果准确的前提下提高了文法分析的效率。详细匹配算法如 

下 ： 

Step 1 将文法开始符(记为 No)压人待匹配的文法栈 L中。 

Step 2 将待匹配串s进行文法分析：如果 S为空且 L为空，文法分析 

成功，转到 Step 3；否则，如果 L为空但 S不为空，该主体文法分析失 

败，错误退出；其他情况下，从栈 L中弹出一个节点，记为 v，并从 L中 

删除 v。 

CASE 1 若 vEVN：判断 v的产生式定义是否满足启发式规则，若 

满足，则将其展开，并将展开的文法符号按照书写相反的 

顺序压入栈 L中，重回St印2；若不满足，判断 v是否是可 

选项，若是，v的匹配串为空串，若否，回溯，重回Step 2。 

CASE 2 若 vETK：判断 v是否在 S的开头出现，若是，从 s中截取 

v对应的部分，并从 s中删除该部分，重回 Step 2；若否， 

判断v是否是可选项，若是 ，v的匹配串为空串，若否，回 

溯，重回step 2 

CASE 3 若 v∈Tc：调取 v对应的常数表，顺序查找是否含有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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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头出现的常数，若找到，从 S中截取 v对应的部分， 

并从 S中删除该部分，重回Step 2；若未找到，判断 v是否 

是可选项，若是，v的匹配串为空串，若否，回溯，重回 

Step 2。 

CASE 4 若 vET ：弹出栈 L的下一个元素(记为v )，并从 L中删 

除 v ： 

①若VI∈VN，先按照 CASE1的方式处理 v ，后将 v压人栈 I 中。 

②若 v ∈TK，处理方式与CASE 2类似，不同之处是此处判断 v 

是否在 S中出现，v的可能匹配串为 S中 v 之前(不包括 v )的 

字符串。检查该部分是否满足变量 v的语义限制，若满足则匹 

配成功，重回 Step 2；如不满足则回溯，重回Step 2。 

③若 v ∈Tc，处理方式与 CASE 3类似，并按照②的方法验证是 

否满足变量的语义限制。 

④若 v ∈Tv，由于我们规定文法定义中两个变量不能相邻，故该 

文法产生式定义是错误的，直接回溯，重回 Step 2。 

注：以上回溯是指，假设匹配到节点 n需要回溯，则恢复到即将处 

理 n的情况，并将 n已经匹配的串恢复到 s中，考虑产生式定义的其 

他情况，若不存在其他情况，则向更上一层回溯。 

Step 3 将参与文法匹配的文法符号及其对应结果按层次输出， 

生成语法树。 

(3)执行语义动作：根据生成的语法树 ，在本体的指导下 ， 

执行主体定义中的语义动作，此处我们同样用 NKIL语言来 

表示舆情精准分析后的处理结果。 

目前，我们已经在Windows系统下用 Visual C++实现 

了该系统，系统界面可操作性强，并提供了丰富的编辑和调试 

功能，为网络舆情精准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环境。 

5 实验与讨论 

为了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将上述方法应用到贪 

污腐败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中，在上述系统环境下进行实验。 

我们从微博、博客、BBS等热门网络应用中抽取了贪腐主题的 

网络舆情语料 ，构成该实验的语料库。首先按照本体建模的 
一 般原则并结合本领域的特点，设计了贪腐本体，共 30个属 

性 ，以NKIL表示 ，作为对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的指导； 

然后根据上述 SGIPOA的设计方法，设计了贪腐主题的网络 

舆情语义文法；最后定义了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所需的 

主体 ，以上步骤的结果构成了贪腐主题的Eipoaal程序的各个 

部分 ，图 8为部分 Eipoaal程序示例 ： 

#include(贪腐本体．txt> 

defconstant模板常数 

{， 

逗号：，}， 

顿号：、 

冒号：：I： 

存款词：银行存款 l银行储蓄 l银行存储I存款l储蓄}存储 

购买词：购买l购置 『购下 l购得 买下j买来 l买了』购 l买 

收入词：收入l得到 I收得 l收到 所得 

时间量词：年}月份 1月 1日I周l天I时l点1分1秒 

阿拉伯数字：1l 2l 3l 4j 5i 6l 7I 8l 9j 0 

房产词：豪宅 I别墅 I房产 房子l房屋I私家住宅 楼房 {房 



) 

defsyntax(通用模式) 

{ 

(指名道姓主语>：：一<指名道姓主语 1)』(指名道姓主语 2)1．．·l(指 

名道姓主语 4) 

(指名道姓主语 l>：：一[姓]<!姓)[的]I(!姓)姓[的]1(!姓> 

(行政单位官职> 

<指名道姓主语 2)：： [(省市县连用)](官职名称连用)(#官 

员名 $<!人物名干扰词))f(#非空官 

员名 $(!人物名干扰词)>[(行政单 

位>]<行政单位官职) 

(家属移民短语)：：一(家属统称)[(!已经词)][(!全部词)](!移 

民词)[(!到达词>3E<国外 目的地>][了] 

(生活腐败短语连用>：：一(生活腐败短语)[<!逗号)][(生活腐败 

短语连用)] 

(生活腐败短语>：：一(穿戴奢华短语>l(生活作风差短语>l(吃 

住奢华短语>l-_· 

(穿戴奢华短语>：：：r-<!身体部位)](!穿戴词>(奢侈品> 

<奢侈品)：：一(#奢侈品名 $(!物品名干扰词)>(!衣服首 

饰 ) 

} 

clefsyntax<生活腐败语句)：继承(通用模式) 

{ 

(生活腐败语句>：：一(生活腐败语句 1)I(生活腐败语句 2)1．．· 

(生活腐败语句 1)：：一<指名道姓主语><利用职权短语>[(!逗 

号)](生活腐败短语连用) 

(生活腐败语句 2)：：一(指名道姓主语>[(!逗号)][(在任期间短 

语>][(!逗号>](生活腐败短语连用)[(句 

尾带逗号无关>]1．．· 

} 

defagent生活腐败主体：主体本体 

{ 

上标号：“*” 

下标号：(!标号> 

模式：<生活腐败> 

语义动作：close-category(“贪腐本体”) 

语义动作：for((指名道姓主语>)一>create-frame((#官员名 $(! 

人物名干扰词)>，“贪腐本体”)A save(framename，(#官 

员名 $(!人物名干扰词)))̂ inser~category(“贪腐本 

体”，“官员名”，<#官员名 $<!人物名干扰词>>，“，和 ”) 

însert_category(“贪腐本体”，“官职”，strcat((省市县 

连用)，<官职名称连用))，“，和 ”) 

语义动作：forall((生活作风差短语>)-->insert—category(“贪腐本 

体”，“生活作风差”，(生活作风差短语)，“，和 ”) 

语义动作：forall((穿戴奢华短语>)一>insert—category(“贪腐本 

体”，“穿戴奢华”，<穿戴奢华短语)，“，和 ”) 

语义动作：forall((违法配车辆和司机短语))一>insert—category 

(“贪腐本体”，“违规配车辆和司机”，(违法配车辆和司 

机短语)，“，和 ”) 

} 

defsyntax<贪污受贿语句>：继承<通用模式) 

{ 

<贪污受贿语句)：：一(贪污受贿语句 1)I(贪污受贿语句 2)1．．· 

} 

defagent生活腐败主体：主体本体 

{ 

} 

图 8 贪腐主题的Eipoaal程序示例(部分) 

系统根据我们定义的贪腐主题的 Eipoaal程序将贪腐主 

题语料进行分析，得到 NKIL形式的框架语义表示结构。上 

述示例中的defframe即为贪腐本体的3个类实例，系统将被 

分析语料中包含贪腐本体定义属性的知识抽取出来，并能结 

合上下文信息形成框架结构。由分析结果可知，该结构清晰 

明了，并利于进一步的处理。 

对于网络文本，因为其口语化，会出现省略、倒装等情况。 

针对该问题，只要我们设计了分析这类语句的文法，并在主体 

定义中结合上下文信息，正确利用字符串操作函数，完全能得 

到精准的框架语义表示形式。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文本的特点，我 

们在进行语义文法设计时将测试语料分成生活腐败 、操控工 

程等 18个大类。由于一条测试语料中可能含有多个类别的 

知识点，故每类测试语料中允许含有其他类别的知识点。我 

们抽取含有生活腐败、贪污受贿、房产财产、操控工程 4个类 

别知识点的语料作为实验用例，随机抽取 228条语料，手工对 

语料中含有的 4类知识点进行语义标注，标注后，将实验结果 

与标注结果对比，结果统计如表 2所列。 

表 2 实验结果统计表 

由实验结果可知，利用该方法可实现网络舆情的精准分 

析，并且系统运行效率较高，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虽然分 

析的准确率和查全率都达到较高水平，分析错误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 ： 

(1)文法匹配错误：文法匹配错误是因为对文法符号的语 

义约束不强，产生错误匹配。解决方法是在不影响原有语义 

文法模式的泛化能力的前提下，对造成错误匹配的文法产生 

式加强语义约束或者增加新的文法产生式规则。 

(2)文法未匹配到：文法未匹配到是因为不存在描述该语 

料的文法或者已有文法的语义约束太强。解决方法～般是在 

原有的文法产生式规则上增加新的文法规则。 

结束语 为了克服传统的网络舆情分析方法对舆情文本 

缺少必要的语义处理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从语义和知识 

层面上实现 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的新方法。首先定义 了 Ei— 

poaal语言，然后设计实现了高效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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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ipoaal提供编译和运行平台。通过在贪腐主题的网络舆 

情分析中的应用表明，该方法无论是处理长文本还是微博短 

文本都有效，生成的结果不仅可读性强 ，而且便 于进一步处 

理。本研究将为新一代基于语义的舆情监测分析系统提供理 

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明显的实用价值。 

基于语义文法的网络舆情精准分析方法可操作性强，系 

统执行效率高，满足对不同结构、不同处理粒度的网络舆情文 

本的处理需求，具有通用性。该方法可扩展到其他领域的 

Web自由文本分析处理 中。今后 的主要研究工作将包括 ： 

(1)语义文法的自动学习，手工总结网络舆情分析所需文法虽 

然准确率高但效率低 ，海量文本条件下，语义文法不易通过手 

工方式得到全面总结，文法的泛化能力难以保证；(2)在现有 

方法中增加正确性验证功能，由于网络舆情文本灵活多样，需 

要对分析结果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同时检测缺失、模糊、歧义、 

冗余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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