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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年来基于事件的知识处理研究进行了综述，从事件的定义开始，到事件的表示、提取方法和具体应 

用来说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许多科学家认为人们是以事件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事件符合人们的正常认知 

规律，对事件的研究有广阔的前景，将成为基于概念的知识处理技术的必要补充和发展，为知识处理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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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give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research in recently on the Event based knowledge process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event，the representation of event，the extraction of event to the application of event-based meth— 

od．Many scientists think event accords with human normal cognitive rules and is the basic unit of human cognition．So 

it has wide foreground and will extend concept based knowled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larg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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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认知科学家们认为，人们是以“事件”为单位来体验 

和认识世界的，事件符合人们的正常认知规律。然而，对事件 

的研究国内外都还刚刚起步。 

1 “事件”的定义 

“事件”(Event)起源于认知科学。近年来，“事件”的概念 

逐渐被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信息检索、信息抽取、自动文摘 

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知识处理领域所采用。 

“事件”暂时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许多学者都给出过“事 

件”的定义。WordNet中给出了很宽泛的“事件”定义：“在特 

定地点和时间发生的某件事”。一些语言学家给出了事件及 

其语义结 构的定 义，常包括 目的、时间和外在条件。如： 

Chung[1]将事件定义为是 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术语：“谓词；事 

件框架，即谓词发生的时间段；事件界，即谓词发生的情况或 

者条件”。Pustejovsky[2]从语义理解的角度围绕动词及其属 

性给出了事件的定义。 

在信息检索和信息提取领域，Allan 和 Yang等认为“事 

件”是“细化了的用于检索 的主题”E。 ]，Marsh[ ]和 Grish— 

man[7]等人分别将事件信息与事件相关 的特定的组织、人或 

者人为的实体关联起来，采用事件以提取预先指定的事件信 

息[ ，7]。 

在 自动文摘领域，Filatova等E盯定义了“元事件”，它是动 

词(或者动名词)及其连接起来的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参 

与者，地点，时间等)。从各领域对事件的定义来看，基于事件 

的研究常围绕动词及其属性，根据与事件类的关系对动词进 

行分类。基于事件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将“事件”看作一种知 

识表示的方式，它不同于基于概念的知识表示方法，重点在于 

对动词关注上，同时考虑动词与其关联成分的关系，并将事件 

扩展到更为抽象的事件类的层次上。 

2 “事件”的表示模型 

将“事件”作为一种知识表示方式，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事 

件的表示模型。Nelson最早在 1986年研究认知发展时，提 

出了事件表示模型[g]。他认为事件是包含了对象和关系的一 

、 个大的整体，它包括为取得某些结果，而有 目的的行动的人对 

物体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认为事件是动态的、复杂 

的、随着时间发生的。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将事件表示作为分 

类知识的基础。他结合基于脚本的知识表示方法E ]，提出了 
一 种基于脚本 的通用事件表示方法 (GER)。事件以“面” 

(slot)构成，这些面包括 ：行为人、行动和其他道具(props)构 

成。根据事件的不同，这些面可以有相应的值。同时，认为事 

件是具有结构的，也是有时间一因果顺序的，所以事件可以有 

层次化和时序化(因果化)两种组织方式 ，整体事件可以由若 

干个行为片段组成。事件知识表达了事件及其关系的信息。 

Filatova等提出的“元事件”是由动词(或者动名词)和动 

词连接的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些行为的主要连接成 

分是指三类命名实体：参与者(人名和机构名)、地点和时间， 

事实上，元事件可以表示成三元组{命名实体，动词(或者动名 

词)，命名实体}。 

王寅E“]从 语 言学 的角 度，提 出 了事 件 域认 知模 型 

(ECM)，并探讨了该模型的解释力。提出“事件”主要包括两 

大核心要素：行为和事体。一个事件域又包括若干要素。事 

件以动词为核心，只要有动作就要涉及到动作的发出者或接 

受者，事件域中的动作和个体之间就建立起 了一定规律的搭 

配关系，因此 BAB(事体+动作+事体)就构成一个事件域 E 

的基本成分。基于此，语言就可形成各种基本句法构造，进而 

可以解释语句的构成、语汇的关系等等。 

事件多元组模型提出，事件包括动词 和动词连接的高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O275O22，60575035)资助。周 文 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自动文摘等。刘宗gt 教授，博导，从事人工 

智能、软件工程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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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名词或者命名实体(高频名词和命名实体用 表示)，则一 

个事件可以表示为一个多元组 ：{7／1，⋯，他， ， 川 ，⋯，‰ }。 

相对于三元组，多元组更能体现一个事件的整体情况，避免丢 

失事件中的重要信息_1 。 

综合以上各种事件表示模型，Nelson的 GER模型没有 

能结合更为有效的知识表示方法 ，知识提取的自动化程度不 

够高，从而限制了它的应用，使其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 王寅 

提出的 ECM 相当于将事件定义为一个三元组 {事体，动作 ， 

事体)，在三元组的基础上，有较强的分析与解释句法的能力， 

对语言中的句法进行分析和解释。EMC不考虑时间、地点等 

事件发生的条件 ，从一方面看，这使得 ECM模型更为抽象和 

概括，可不受具体的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但从计算机信息处理 

的角度看，却丢失了区别不同事件的重要组成成分。如，若两 

事件含有相同的{事体，动作，事体}三元组，但它们发生的时 

间和空间不同，那么，从 ECM模型的角度，它们是两个相同 

事件，但对于信息抽取而言，它们是两个不同事件。显然，该 

模型需要进行扩展后才能应用于计算机信息处理领域中。从 

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 Filatova提出的三元组较容易，通过分 

词和命名实体识别后，即可提取元事件，在应用中较容易实 

现，但三元组表示事件会丢失事件中包含的信息。事件多元 

组模型改善了这一状态，但相对三元组来说，提取时需要做句 

法分析，在效率上会受到影响。 

3 “事件”的提取技术 

语言学学者在考虑动词的同时考虑动词的结构信息，在 

此基础上发展了语言学上的事件理论。Pustejovsky通过谓 

词分解和动词具体化的方式理解语句，提取事件。 

Filatova等将文本看作事件的集合 ，打破传统意义上将 

文本看作概念的集合的常规。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统计学的 

方法 ，从文本中提取元事件。但该方法在两上方面有待进一 

步完善，一方面，将事件固定地定义为三元组，在事件提取过 

程中，特别是对复杂的语句处理后，将丢失掉语句中大量的信 

息；另一方面，完全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事件，处理过程中没 

有考虑将语义的信息包含进去，事件提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都不高。 

事件多元组提取方法[1 ]也是将文本看作事件的集合，通 

过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文本断句分词标注后，提取出命名实 

体和高频名词，再采用句法分析的方法，找出核心动词作为该 

事件多元组的核心行为词 ，构成一个事件多元组，相对于三元 

组而言，更为灵活，也保留了更多的信息，但显然在处理过程 

中，需要多进行一道句法分析的工序。 

此外，Hunter给出了从结构数据中提取事件，他还给出 

了一种从时序数据中提取事件的技术[”]。Yang在寻找一种 

新的问题回答技术[1 ]时，提出了将信息检索和机器学习技术 

应用于事件探测和追溯中，该技术可以从按年代顺序组织的 

新闻报道文件流中自动探测出新的事件，也可追溯用户感兴 

趣的发生在特定时期的事件。 

国内的研究人员，如清华大学的吴平博、陈群秀等，湖南 

大学的梁晗等采用基于框架法的事件信息提取技术[1 引。 

从事件语料中提炼出事件的框架知识 ，用该预先定义的框架 

对灾难性事件的不同侧面进行表示，定义侧面词，形成事件框 

架，利用该框架造抽取规则及侧面词的匹配方法，抽取文本的 

事件信息，在事件抽取时，绕过了深层句法分析的难题，降低 

了系统的实现难度。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姜吉发等也给出了一种事 

件信息抽取模式的获取方法。主要通过定义三种模式：事件 

模式、事件触发模式和事件抽取模式。事件模式描述待抽取 

事件类型的各个角色及其相应语义约束；事件触发模式描述 

了某个待抽取事件类型的各个角色及其相应的可能的触发 

词，通过某个角色的触发词，找出该角色的候选描述语句；事 

件抽取模式用来指导从 自由文本中进行实际的事件抽取。由 

这三个模式定义事件框架，用来通过关键词定位事件的候选 

描述语句。 

这种采用事件分析的技术，是对采用关键词或者主题词 

匹配的方式的一种扩展 ，从技术角度而言，该方法的语义程度 

还可以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 

4 基于事件的应用技术 

4．1 基于事件的本体生成技术 

本体最初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十多年前被引入计算机 

领域中作为知识表示的方法并被广泛使用。Studer[”]在 

Gruber[2o]1993年提出的定义和 Borst[ 1]1997年提出的定义 

基础上，将本体定义为“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 

明”。这意味着本体是某些应用领域的概念以及概念间关系 

的预先定义形式的表示方法_2 。 

本体理论是当前信息领域和语言学领域研究的热点_2“。 

本体对于探索人的认知原理、发展 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和人机 

交互技术有重要的意义。 

就其核心而言，本体是概念及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一 

种表示方法。迄今，领域本体多采用手工或者半 自动的方式 

获取。事实上，在现有本体的构建技术中，概念的获取相对较 

容易，但概念间关系由于大量蕴含于语句的动词中，因此难以 

用现有的技术 自动获取，这使得概念间关系的获取成为本体 

建立和应用的瓶颈，导致本体构建耗时费力。 

事件研究的核心是动词性概念，它围绕动词及其属性(相 

关的概念)展开，基于事件的理论技术的引入，将有助于突破 

本体技术的瓶颈，解决现有本体中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自动 

获取困难这一问题。 

基于事件的本体半自动生成技术_1 ，以事件多元组模型 

和事件多元组提取技术为基础，解决本体中概念之间的关系 

获取难这一问题。具体的方法如图 1所示。 

1摹 蝗：： ⋯__■ —_ — ■__lll 
一== p一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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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构建的核心本体通常仅包含领域的顶层概念；采用 

WordNet对生成的核心本体进行扩展，增加了核心本体中的 

概念，同时也将 WordNet中概念之间的关系引入扩展本体 

中；将领域文本看作事件的集合，采用事件提取技术，提取领 

域文本中的事件多元组，为扩展本体添加了领域概念，更主要 

的是补充了扩展本体中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本体 

构建中概念问关系获取难的问题。基于事件的领域本体生成 

系统架构如图 2。 

图 2 基于事件的本体生成架构 

核心本体编辑器用来辅助核心本体手工生成，WordNet 

分析器完成基于WordNet的概念和关系学习，通过文本处理 

器对领域文献集进行处理，生成的数据存人语义单元库，供事 

件提取器提取出事件多元组存人事件数据库中，再由事件分 

析器获取领域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丰富领域扩展本体进 

而生成领域本体。 

Lin[ 在提出一种基于事件的本体检索技术时，构建 的 

本体的顶层概念为事件的组成要件：如地点、事情、时间等，该 

事件的构成要件作为该本体中的主要分类。 

4．2 基于事件的信息处理 

基于事件的信息检索技术已有学者提出，Lin提出的事 

件本体的检索技术具备了一定程度上按事件要素对主题词进 

行扩展的能力，应用于检索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检索结 

果的质量。 

吴平博等[1 探索了基于事件框架的文档智能检索，首先 

对事件文档进行聚类 ，然后从类向量中抽取框架的侧面词，生 

成完整的事件框架体系，比如，在空难事件的表示过程中，将 

空难的框架的侧面及侧面词进行收集，获得的侧面如：背景资 

料、原因调查、搜求过程等，相对应的侧面词分别为：“概况、航 

空公司、介绍、型号等等”；“分析、责任、排除等等”；“救援、抢 

救、搜求等等”。利用框架对事件的不同侧面进行表达，并将 

这些侧面向量化，利用相关度评价函数得出文档与事件的相 

关程度，从而构成了一种分类体系，对事件的相关文档进行预 

测。 

基于事件的自动文摘技术也获得了一些较突出的研究成 

果。哥伦比亚大学的FilatovaC ]在她提出的事件三元组定义 

基础上，根据统计学的原理 ，对事件三元组的在文本中出现频 

率进行测定，提取出含有高频事件的语句，将它们组合成一篇 

摘要。该技术仅仅考虑单个事件出现的频率，没有进一步考 

虑事件间的联系，从而影响了应用的质量。 

Daniel ]通过对新闻主题子事件的识别来获取重要的信 

息以生成多文档的摘要。LiCm在基于事件摘要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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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人事件的内外部关联性的概念 ，不仅考虑事件本身成分 

的重要性，还通过事件间的关联性来考虑事件的重要性，进而 

提取出包含重要事件的语句形成摘要。 

LeeEZ43将本体技术与基于事件的技术结合起来用于网上 

中文新闻自动文摘，取得了实际效果。事件技术的引用仅仅 

扩展了概念在本体中的匹配范围，从原先的名词性概念，扩展 

到时间、地点等多方面的知识匹配，从而提高了文摘的质量。 

结论和展望 综合以上对事件定义、事件理论模型、事件 

提取技术、事件技术应用的文献综述，可见已经有许多计算机 

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基于事件的技术。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事件的定义尚不统一；事件的理论模型也很不统一、不 

够完善；事件的提取技术较传统，还是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 

合统计学的技术为手段；事件技术与本体技术的结合已经有 

了萌芽，正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 

从前景上看，以研究动词为核心的事件技术的引入将有 

助于突破本体技术的瓶颈，解决现有本体中概念与概念关系 

自动获取困难这一问题，更有助于信息检索、自动文摘、信息 

抽取、问题回答等知识处理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应用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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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验过程 

(1)初选阶段：由于原始8631R网页数据集巨大，我们首 

先选择Query集的3O个问题作为输入，通过带伪相关反馈的 

向量空间模型，从数据集获取针对每个Query的前5O个返回 

文档，并以此作为小型测试用语料数据库。 

(2)检索阶段：采用向量空间模型进行上述三组实验。 

三组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参数选用，即是否采用主题词语加 

权和 TFXIDF加权。最终取 Query集中 12个 Query作为 

实验样本。每个 Query根据与文档的夹角余弦作为相似度 

计算的工具，只返回前 1O个检索结果。 

(3)评估阶段：对每个 Query返回结果 ，人工考察结果文 

档是否切合用户Query信息需求。采用TREC QA的平均倒 

数序和(Mean Reciprocal Rank，MRR)来评估不同方法的优 

劣，即对每个 Query的前 1O个结果文档，取满足要求的文档 

在结果排序列表中序位的倒数和作为最终结果。该值越大， 

说明相关结果排在越靠前。 

我们没有采用信息检索传统的查全率(recal1)和查准率 

(precision)作为评判标准。这是因为我们手头没有标准答案 

集，相对 16G原始语料 ，很难据此作出评估 。同时，即使针对 

初选阶段构造的小型数据集，也难保证所有正确结果都已经 

在初选阶段被检出。 

4．4 实验结果 

采用以上三种加权方案对 12个 Qurey检索测试，得到三 

组不同结果 ，数据见表 3。 

表 3 三种解决方案对 12个 Query检 出结果 MRR的比较 

方案2 方案 3 方案3 Q
uery号 方案 1 方案2 方案 3 较 1高 较 1高 较 2高 

1 1．5 1．91 1．99 27．33％ 32．67 4．19 

2 2．O9 2．14 2．93 2．39％ 4O．19％ 36．92 
3 1．12 1．O5 1．92 — 6．25 71．43 82．86 

4 0．5 0．61 0．75 22 5O 22．95 

5 0．38 0．38 0．58 O 52．63 52．63 

6 0．1 1．23 1．74 1130 一 1640 41．46％ 

7 0．39 0．39 0．75 O 92．31 92．31％ 

8 1．2 1．2 1．13 O％ 一5．83 一5．83 

9 0．97 1．58 1．22 62．89％ 25．77 ～22．78 
10 0．73 1．98 2．66 171．23 264．38％ 34．34 

11 2．25 2．35 2．29 4．44％ 1．78 一2．55 

12 1．O8 1．41 2．55 3O．56％ 136．1l％ 8O．85 

平均值 1．O3 1．35 1．71 31．O7 66．O2％ 26．67 

从表 3可以看出，直接使用所有非停用词 (方案 1)作为 

输入的检索效果不尽如人意，平均值为 1．03；而只采用 TFX 

IDF加权方式(方案 2)平均值为 1．35；同时利用词语在不同 

域和不同功能块加权及 TFX IDF加权方式(方案 3)的平均 

值为 1．71。方案 2比方案 1提高 31．O7 ，方案 3比方案 1 

提升 66．O2 ；方案 3比方案 2提升 26．67 。 

从中发现，Query主题词语确实存在词频和主题区域的 

区分影响检出效果的情况。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当前信息检索测试Query的SGML 

形式特征，区分不同主题描述域；对 Narrative成段落的自然 

语言表述形式 ，采用正则表达式，划分 Query 背景块、核心请 

求块和排除条件块等不同主题功能块，使得 Query信息内容 

词语能够根据描述域和功能块划分。对处于不同描述域和功 

能块中的词语实施不同的加权处理，结合 丁F×IDF传统词 

频统计方法 ，使得表述主题概念的 Query词语得以强化。实 

验表明凸显 Query主题词语和对信息内容词语的TFX IDF 

加权策略比单纯采用计数的了、F×IDF加权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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