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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文本特征提取的版权保护方法 

雷军程 黄同成 柳小文。 

(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长沙 41OO76) (邵阳学院信息工程系 邵阳422000) 

摘 要 互联网上，文本非法复制和盗版现象 日益严重，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文本版权保护方案。借助于特征提取方 

法和文本分类技术，针对具有版权争议的文字作品，提出了一种基于文本特征提取的作者识别方法。实验结果表明， 

提 出的算法能够区别 出不同作者的文字作品，能有效地把一个具有争议的文字作品进行分类，并识别出作者。因此该 

方法可以辅助解决争议作品(特别是著名作者的争议作品)的版权纠纷，打击盗版，维护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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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Internet，the illegal copying and piracy of tex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SO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effective text copyright protection method．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text copyright protection method based 

on text feature extraction and text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dis— 

tinguish the different authors and can effectively classify a controversial literary works，and identify the real author． 

Therefore the method can assist to resolve the copyright disputes of dispute works(especially the famous works)to 

maintain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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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海量的信息 

涌现在人们面前。这些信息通常以图像、视频、音频、动画口] 

和文本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尤以文本的传播范围最广且 

使用频率最大。信息的大量传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 

捷，但也存在缺点，比如会产生很多版权纠纷和非法复制等问 

题，这就迫切需要能够解决版权纠纷的作者识别方法。 

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作者或著者所撰写的文本具有较 

大的风格差异 ，同一作者或著者所撰写的不同文本具有相同 

的写作手法和惯用的语句结构、词汇等。作者识别方法就是， 

首先对不同作者所撰写的大量文本进行特征提取和统计，并 

训练分类器；然后针对有争议的文本，利用有效的特征提取方 

法获取统计向量，并输入到已训练的分类器中；最后输出具体 

分类类别或者具体作者。作者识别方法能够辅助解决争议作 

品(特别是著名作者的争议作品)的版权纠纷，打击盗版，维护 

诚信。 

文本作者识别方法的关键环节是训练和建立分类器。分 

类是一种典型的有教师的机器学习方法，也是数据挖掘领域 

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分类函数或分类器是通过不断学习训 

练数据而得到的，在需要分类的时候，测试数据可以利用已经 

得到的函数或分类器输出一个给定的类别。在应用中如何选 

择一个合适的分类模型l2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文本分类技术 

可以广泛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信息管理、数据评估、 

信息过滤等领域。比较常见的文本分类方法有支持向量机、 

K近邻法、贝叶斯分类法以及神经网络及决策树分类法等。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主要应用于模 

式识别等领域，它是一种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模式识别方法 ， 

它的特点是能够同时最大化几何边缘区与最小化经验误差 。 

根据己知样本情况 ，最近邻算法可以判断新样本与已知样本 

是否在同一个类别里。最近邻算法有很多发展和改进，但其 

大致思想都是先存储全部或部分训练样本，然后通过相似函 

数计算测试样本与所训练样本的距离，最终判断测试样本的 

类别。最近邻算法能够快速实现分类，特别是在基于统计的 

模式识别领域非常高效。神经网络的原理是通过模拟人类大 

脑的结构，将样本看成一个相连的输入／输 出单元 ，训练样本 

通过调整单元值来进行学习。 

本文针对争议作品提出了一种文本作者识别方法 ，即通 

过提取文本特征向量，然后利用分类器进行训练，形成具有一 

定区别度的作者风格分类器，最后对有争议的文本进行分类。 

2 作者识别方法 

作者识别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模块：训练模块和分类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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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模块的功能主要有原始语料预处理、文本关键特征提取 

和训练得到分类器等过程；争议文本分类模块的功能具体包 

括对争议文本的预处理、从争议文本中提取统计特征向量，然 

后输入到已训练分类器，最后从分类器 中输出作者类别。这 

两个模块的前两个阶段所采用 的方法完全相同，训练模块的 

主要功能是建立训练分类器，如果是有争议作品，那么从中提 

取关键统计特征输入到训练过的分类器中，最后根据相似度 

的值来判断作者类别。训练模块和分类模块的流程图分别如 

图 1、图 2所示。 

原始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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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训练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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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类模块 图 

2．1 预处理 

中文语料必须首先进行文本预处理 ，因为 中文词语没有 

分隔符，不像英文等单词后面都有一个空格等分隔符。中文 

文本预处理过程具体包括文本语料标准化表示、中文句法分 

析处理、中文句子分词处理、中文命名实体识别 、中文指代消 

解技术等。针对需要训练的原始语料库 ，首先需要把它们处 

理成计算机可以理解和计算的形式，即规范化标准化处理。 

规范化后的文本才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处理。 

(1)中文词法分析技术 

中文语料首先要经过文本规范化处理，将其表示为计算 

机可 以处理的形式以后，再针对这些规范化的文本分词进行 

处理。分词处理就是把中文句子按照一定的分词标准分割为 

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语组合，这一步的目的是为文本关键特征 

提取工作做准备。英语等语言文字因为有空格等可以直接用 

来分词，所以不需要专门进行分词处理。中文汉字词语之间 

都是相连的，没有空格等标记，因此需要研究汉语词法分析。 

国内针对中文分词技术的研究有很多，评价分词技术好坏的 

指标一是处理速度，二是分词的准确率。本文引用了在这两 

个指标中都表现很好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分词成果， 

即 ICTCLAS词法分析系统，它采用了多层隐马尔科夫模型， 

系统结构如图 3所示。 

图 3 ICTCLAS系统结构 

(2)句法分析 

句法分析技术的目的是通过读取单词的序列来分析句子 

的语法结构 ，它是在分词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句法分析在 

自然语言处理中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它的基础是词法分析，它 

的上层可以识别篇章语义，所以良好的句法分析能使计算机 

真正地处理好中文句子。目前句法分析技术的研究还不是很 

深人，英语句法分析技术研究起步较早，取得的成果也较多， 

中文句法分析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准确率也落后于英文句法 

分析。国内句法分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有两个 ，一个是中科 

院研究的概率句法分析器，另一是哈工大研究的依存句法分 

析技术。中科院研究的概率句法分析器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概 

率模型，将中文语句的线性结构转换为树形结构，利用依存弧 

来反映词语之间的关系。如“武汉取消了49个收费项 目”，该 

句子分析树如图 4所示。 

图4 依存分析树 

(3)中文文本命名实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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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命名实体模块的结构图 

命名实体是指中文文本句子中所表达的具有实际意义的 

实体内容，比如单位名称、人物、地理名称、机构名等。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中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它 

在分词、句法分析、借助于机器的自动翻译等技术中都扮演着 

重要角色。目前中科院和哈工大所研究的词法分析技术成果 

中就具有中文文本句子命名实体识别的模块。该模块原理如 

图 5所示。该成果的中文文本命名实体识别 F值为86．93％， 

在计算机上运行效率为 27．2k／s，测试语料为人民日报语料库。 

(4)中文句子指代消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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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消解的研究难度较大，针对英文的指代消解技术早 

有研究，但针对中文的指代消解技术在公开见刊的参考文献 

中很少，目前能检索到的只有一个成果，即哈工大研究的 

Language Technology Platform(LTP)技术平台。该技术平台 

中有一个模块可 以实现中文句子的指代消解。本文利用 

LTP指代消解技术，对测试文档 中的第三人称代词进行消 

解，测试结果显示其能准确识别出指代实体。 

2．2 特征提取 

本文建议方法所指的特征提取是指针对原始语料。首先 

进行分词处理，然后利用特征提取方法来计算每个关键词的 

得分，根据得分结果选取最能代表原始语料的特征词 ，并借助 

于向量空间模型来形式化表示这些特征词条。特征提取方法 

实际上是一个函数映射，即对每个分割的词语进行综合评估， 

并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选取得分高的前 个词语作为原始 

语料的特征词条。 

本文引入 r一种新的基于TFIDF的特征提取方法 ，我们 

对之进行改进 ，即增加了一个新的加权因子来反映词条所具 

有的类与类的区别能力。这种新的文本特征加权方法是在考 

虑原有的 TFIDF方法针对训练集语料中类与类 的区分能力 

不强的基础上，加强了训练文本集中类与类的区分能力，即加 

了一个新的权值来加强类与类的区分能力。增加该加权因子 

后，所提取的词条更能代表本文档的特征，且能区分于其它文 

档。根据我们改进的TF·IDF所提取的词条比较准确地代 

表了文本内容的特征。 

2．3 分类器 

分类器是在训练语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 
一 个 自动分类模型。针对有争议的文本 ，输入分类器后能够 

自动输出分类结果。从训练语料 中提取关键特征时，由于包 

含 _r大量的非关键词，对分类结果没有帮助，因此需要首先去 

除大量的这些无用词汇 ，利用提出的新的权重计算方法(新 

TF·I【)F)对文本中词语权重进行计算，将词权重的所有值按 

比例缩放，使得它们落入较小的指定空间，并进行数据规范 

化，最后建立类模板。 

3 实验结果 

实验样本包括测试样本和训练样本，我们从互联网上收 

集了8个著名作者的共 318篇文章，这些文章包括诗歌、小 

说、散文等类型，然后随机地把它们分为测试样本和训练样 

本，具体数量如表 1所列。 

表 1 样本数量 

实验中我们根据特征词性的不同把提取的特征词分成了 

4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实验结果如下。 

实验一 利用介词、助词作为作者的写作特征，提取这些 

词性并进行训练，然后利用测试样本进行分类，所得实验结果 

如表2所列。从表 2可以看出，联合使用介词、助词作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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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单独使用一个特征所获得的结果。 

表 2 利用介词和助词作为特征所获得的分类精度 

介词 助词 介词+助词 

88．374 

90．457 

88．425 

89．689 

88．032 

86．452 

87．325 

87．6 

91．36 

92．65 

91．892 

92．806 

90．335 

89．782 

89．961 

89．742 

实验二 利用标点符号、依存关系作为作者的写作特征， 

提取这些特征并进行训练，然后利用测试样本进行分类，所得 

实验结果如表 3所列。从表 3可以看出，联合使用标点符号、 

依存关系作为特征 ，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单独使用一个特征 

所获得的结果。 

表 3 利用标点符号和依存关系作为特征所获得的分类精度 

实验三 利用数词、代词作为作者的写作特征，提取这些 

词性并进行训练，然后利用测试样本进行分类，所得实验结果 

如表 4所列。从表 4可以看出，联合使用数词、代词作为特 

征，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单独使用一个特征所获得的结果。 

表 4 利用数词和代词作为特征所获得的分类精度 

作者 数词 代词 数词一代词 

实验四 利用量词、副词作为作者的写作特征，提取这些 

词性并进行训练，然后利用测试样本进行分类，所得实验结果 

如表 5所列。从表 5可以看出，联合使用量词 、副词作为特 

征，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单独使用一个特征所获得的结果。 

表 5 利用量词和副词作为特征所获得的分类精度 

作者 量词 副词 量词+副词 

以上实验说明不同的作者具有 自己独特的风格，即有 自 

己惯用的词汇表达方式。借助于我们提出的算法可以有效地 

把一个具有争议的文字作品进行分类，并识别出作者，从而给 

版权保护等法律判定提供依据。 

结束语 本文针对具有版权争议的文字作品，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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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效的原始作者识别方法，即借助于特征提取方法和文本 

分类技术，先对原始语料进行训练学习，然后把从争议作品中 

提取的特征输入到已训练分类器中，最后输出作者或作品类 

别。该方法能够辅助解决争议作品(特别是著名作者的争议 

作品)的版权纠纷 ，打击盗版，维护诚信 。该方法也可以扩展 

应用于其它文本分类中。同一作者在不同时候的行文风格可 

能不同，这就给基于学习的分类方法带来丁困难，未来的工作 

重点是研究如何提取出更能代表原始作品的特征来提高文本 

分类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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