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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 出了一种基于LDA模型以及信息熵的文档自动摘要技术，即通过 LDA模型对文档进行浅层语义分析 ，得 

到文档的主题分布以及不同主题下的词语分布；通过对主题的分析 ，可以得到最能代表文档 中心思想的主题，以及该 

主题下的词语分布。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信息熵的度量句子重要性的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文档的关键 句抽 

取过程中。该方法将文档中句子的出现看成一个随机变量，通过对随机 变量建模并度量它的信息熵来选取文档中的 

关键性语句。实验结果表明，应用主题模型与信息熵摘取的文档摘要能有效地从文档中摘出中心句。 

关键词 摘要，LDA模型，主题 ，信息熵 

中图法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A 

Automatic Text Summar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opic Model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LI Ran ZHANG Hua-ping ZHAO Yan-ping SHANG Jian-yu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School of Software，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a method for automatic summarization based on LDA model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for 

Chinese document．It uses LDA model to do shallow semantic analysis work on documents and gets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s under each document．Through analyzing the topics of document，we got the topic which has the best expression 

of central idea for document．M eanwhile，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method to compute the sentence weight and ex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sentence based on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for each sentence．It treats the sentence as a 

random variable and calculates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for every random variable．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pick out the most important sentence in th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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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摘要，是指按照文档的中心思想以简洁的形式准确地表 

达文档的主要内容。根据自动摘要是否来源于原文，可将 自 

动摘要分为抽取型摘要和概括性摘要 。抽取型摘要是指从原 

文中直接摘取有代表性的句子作为文档的摘要。通常抽取型 

摘要是将文档看成是一个句子的集合 ，通过一系列算法选取 

这个句子集合中的句子作为文档的摘要。抽取型摘要的结果 

主要依赖于算法的选择，好的算法通常可以准确地找出文档 

中的主旨句来生成文档的摘要。此外抽取型摘要通常有不受 

领域限制的特点。概括型摘要主要是通过对原文进行深层次 

分析以及根据领域知识库进行信息抽取，再利用 自然语言生 

成技术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然后通过语言学知识记忆 自然 

语言技术生成文档摘要。 

文档 自动摘要的研究开始于 5O年前，当时 Luhn通过统 

计词频来计算词语的权重，通过词语权重来计算句子权重 ，并 

按照权重选取特定的句子作为文档的摘要[1]。国外对文档摘 

要技术的研究具有很长 的历史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Ed— 

mundSOnE。。]，Pollock，Joseph，Antonio Zamor[ ，Paice嘲等选 

取字词的不同特征作为提取摘要的关键。但该方法依赖于特 

定文体的自此特征选取，通用性较差。后来的学者又尝试引 

入文档的篇章结构特征以及相似性分析等手段来选取文档的 

摘要。Salton和 Gerard[ ]通过文章的结构，以段落为单位对 

文档进行分析，通过度量段落间的相似度来获得度量段落的 

重要性。但该方法依赖于文章的篇章结果，对简单篇章结构 

的 文 档 则 适 用 性 较 差。Sasha，Blair-Goldensohn等 在 

DUC2004上采用了一种叫做 SC的方法【7]，该算法的核心思 

想是通过句子聚类的结果来度量不同类别的重要性。包含句 

子越多的类别被认为是越重要的类别，然后通过抽取类中的 

有代表性的句子作为文档的摘要 ，其中聚类的过程中用 VSM 

模型表征句子，用向量间的Cosine值来度量相似性。该方法 

李 然(1987一)，男，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张华平(1978一)，男，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搜索 

与挖掘、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与信息安全；赵燕平(1956-)，女，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数据计算与挖掘；商建云(1965一)， 

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数据计算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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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档的分析停 留在词法分析结构，且 VSM 模型表示句子 

的过程中会造成维度灾难，训练代价过高。 

国内对中文自动摘要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1988年上海交大研制了汉语文献 自动编制实验系统， 

该系统 已能对科技文献进行摘要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 ，中文 自动摘要技术已经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王 

继成等_8]提出了一种基于篇章结构的中文 Web文档 自动摘 

要技术 ，即依次通过篇章结构分析、词语权重计算、关键词提 

取并统计句子的权重来最终生成摘要。张奇等[9]提出基于句 

子相似度方法得到文档摘要 ，他们在度量句子相似度的时候 

考虑了一元、二元和三元的信息，并通过一种回归的方法将这 

几种相似度结合起来。该方法引用了统计机器学习的方法 ， 

考虑了词语的位置信息，有利于关键词语的挖掘，但是对一些 

有价值的出现次数较少的词语 ，如人名、地名等不能很好地识 

别其重要性 ，从而抽取到和这些词语相关的主题句的概率会 

降低。尹存燕等[1。_将传统的抽取型摘要方法应用于Web文 

本上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张云涛等l1 提出了基于各个主 

题的摘要抽取技术，即根据每个主题的重要性选取不同数量 

的代表该主题的句子作为文档摘要。但该方法依赖于主题句 

的选取，由主题旬确定主题的个数 ，选取 的主题需要人工指 

定，需要人工干预。纪文倩等『1 提出了一种基于 LexRank改 

进算法的自动文摘系统，她们提出了基于 LexRank和指示性 

词语特征以及句子位置的句子权重计算方法，通过计算句子 

的权重，得到文档的摘要。罗文娟等_l。]通过有监督的机器学 

习的方式得到文档的摘要，他们选取熵和相关度等性质作为 

句子的特征。这种方法属于有监督训练，需要训练样本和测 

试样本在相同领域才能有较好的效果，领域通用性较差。任 

昭春等Ⅲ 通过对论坛文档的动态建模来分析文档的摘要。 

文章引入了主题模型，但是由于要考虑论坛的回帖等相关信 

息，对文档的属性有一定要求，无法应用到传统的普通文档 

上。刘平安[ 引入 了 HLDA模型作为多文档 的主题摘要 ， 

在选取主题句的过程中它使用句子中所包含的主题的数量和 

质量来度量句子的重要性。此方法虽然考虑了主题信息，但 

是抽取的中心句多为长句。对于中心主旨句为短句的情况， 

如新闻等文体，抽取性较差且需要设定额外的规则来进行过 

滤匹配。 

本文为了克服一些方法在提取摘要时需要的规则多、通 

用性差等缺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主题模型的无监督的文档摘 

要算法。通过 LDA模型获取出文档集中每一篇文档的主题 

分布和每个主题对应的词语分布。同时根据主题分布 的权 

重 ，选取与文档最相关的主题来挖掘文本的浅层语义。同时 

为了将主题信息应用到摘要句的提取工作中，文本提出了一 

种基于信息熵的方法度量句子重要程度的度量方法。该方法 

对句子这一随机变量进行概率模型建模 ，并根据该模型计算 

出句子出现的概率值，以此计算句子的信息熵。最终根据信 

息熵来度量句子的重要程度。同时，考虑到句子字数对句子 

权重的影响，本文设定句子最低字数的阈值，过滤低于该阈值 

的句子。 

2 基于主题模型与信息熵的文档自动摘要技术 

2．1 主题模型 

主题模型(Topic Mode1)在机器学习和 自然语言处理等 

领域是用来在一系列文档中发现抽象主题的一种统计模型。 

直观来讲，如果一篇文章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么一些特定词语 

会更频繁地出现。比方说，如果一篇文章是讲狗的，那么“狗” 

和“骨头”等词出现 的频率会高些。如果一篇文章是讲猫的， 

那么“猫”和“鱼”等词出现的频率会高些。而有些词例如“这 

个”、“和”大概在两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会大致相等。但真实 

的情况是，一篇文章通常包含多种主题，而且每个主题所占比 

例各不相同。因此 ，如果一篇文章 lO 和猫有关，9O 和狗 

有关，那么和狗相关的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大概会是和猫相关 

的关键字出现次数的 9倍。一个主题模型试图用数学框架来 

体现文档的这种特点。主题模型自动分析每个文档，统计文 

档内的词语 ，根据统计的信息来断定当前文档含有哪些主题， 

以及每个主题所占的比例各为多少[1 。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ehlet allocation，LDA)是 

目前一种 比较流行的主题模型，也是一种典型的词袋模型，即 

它认为一篇文档是由一组词构成的一个集合 ，词与词之间没 

有顺序以及先后的关系。一篇文档可以包含多个主题，文档 

中每一个词都由其中的一个主题生成。 

即一篇文档的多个主题之间是假设服从多项式分布，而 

一 个主题之间的所有词语也是假设服从主题分布。此外 ，采 

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假设文档的主题分布的先验分布是服 

从狄利克雷分布，主题的词语分布的先验分布同样是服从狄 

利克雷分 布，如图 1所示。主题模 型的文档 生成过程 如 

下[17,18]： 

a)从狄利克雷分布 中取样生成文档 i的主题分布0 ； 

b)从主题的多项式分布 中取样生成文档 i第 个词的 

主题 z ； 

c)从狄利克雷分布 中取样生成主题 的词语分布 

； 

d)从词语的多项式分布 中采样最终生成词语 。 

图 1 LDA模型生成 图 

因此，整个模型中的所有可见变量以及隐含变量的联合 

分布是 ： 

( ， ，Oi，西la， —Ep(o,i口)p(≈， i )p(69lf1)p(wi， l 
) 

Gibbs Sampling的具体过程如下： 

1．首先对所有文档中的所有词遍历一遍，为其都随机分 

配一个主题，即 ， =k~Mul￡(丧)，其中m表示第m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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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n表示文档中的第 个词 ，k表示主题，K表示主题的总 

数，之后对应的 ’+1， +1， +1，n +1分别表示在 m 

文档中k主题出现的次数、m文档中主题数量的和、k主题对 

应的t词的次数、k主题对应的总词数。 

2．之后对下述操作进行重复迭代。 

3．对所有文档中的所有词进行遍历 ，假如当前文档 m的 

词t对应主题为k，则 一1， 一1，72 一1， 一1即先拿出 

当前词，之后根据 LDA中topic sample的概率分布 sample出 

新的主题 ，在这个新主题 k上所对应 的各种计数 ’， ， 

l，’，n 分别做加一操作。topic sample的概率分布的计算公 

式如下： 

V 

p(z 一是I ，∞)。C( f)_ + )( +Olk)／(∑ )_ + ) 
，一 1 

4．迭代结束后根据所得主题的分布情况 ，对模型的参数 

进行估计，参数的估计的公式为： 
V 

， 

一 ( + )／(∑ + ) 
t— l 

K 

． 

一 (搿 +d )／(∑n2 +∞) 
一 1 

2．2 信息熵 

为了度量句子的重要性 ，我们引入了信息熵这一度量单 

位。在信息论中，熵用来衡量一个随机变量 出现的期望值。 

对于一个值域为{Z ，⋯， )的随机变量 x的熵值 H 定义为： 

H (X)一E(J(X)) 

其中，I( )为随机变量 X的自信息 。同时，根据期望的定义 

以及自信息的公式展开，得到熵值 H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 

H( )一Ep(z )I(X )一一 )i~P(x)logbp(Zi 
在本文中，信息熵用来度量句子以某种词语组合方式出 

现这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期望值 ，该随机变量在建模时采用指 

示型随机变量建模方法，即设定它的值域为二值，即{出现，不 

出现)。并根据该随机变量在上述值域上取值 的概率计算句 

子的信息熵。 

2．3 句子信息熵的计算方法 

文本用信息熵度量句子的权重 ，对文档的每一个句子，本 

文对文档中的词语做独立性假设，认为每个词语的出现与其 

他词语的出现无关。因此，对于一个句子，它在一篇文档中出 

现的概率为： 

p(sentence l topic( ))一1~p(token∽I topic(J)) 

其中，token 为句子的第 i个词语 ，m为当前句子中词语的个 

数，topic∽则是当前文档主题分布中概率最高的主题。p(to— 

ken f topic )为 LDA模型训练获得的在当前主题下特定词 

语出现的概率值，即 =topic∽，t=token㈤。 

而本文将句子以某种词语组合的方式出现看成是一个随 

机变量，该随机变量的值域为{出现，不出现)，则该随机变量 

的信息熵的计算公式为： 

E(sentence)一 

p(sentence l zC(j))·log‘ )+ 

p(sentence l￡。户l C(j))·l。g 1 ) 

其中，E(sentence)为某个句子的信息熵，p(sentencel topic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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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主题下句子出现的概率值，p(sentencel topic c ，)为当前 

主题下该句子不以当前词语组合出现的概率值。 

2．4 算法介绍 

2．4．1 算法提 出 

传统的文档摘要系统通常计算词语的权重以及句子的相 

似性，忽略了文档的主题信息。而考虑文档的主题信息的摘 

要算法通常是基于主题句判断一篇文档的主题，而主题的判 

断依赖于主题句的确定。而对于一个文档集合，可将它看成 

是一个 由不同的主题生成文档的过程，这里的主题类似于文 

档的类别。而对于文档集合中的一篇文档 ，它的文章中心思 

想通常就来源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的主题 ，因此我们在文档 

摘要的过程 中的工作应主要聚焦在这一个或者几个主题上。 

同时，针对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下面的词语的权重又是不相 

同的，如某个体育主题下的词语与体育相关的词语权重就应 

该高。除此之外，一些体育类的生僻词语，如人名、赛事名称 

等也应该能被这个体育类的主题识别出来并赋予比属于其他 

主题词语更高的生成概率，而LDA模型恰能完美地解决这些 

问题，它可以准确地得到文档的主题分布，并以概率的形式展 

示出主题的优先程度，同时又能正确地得到每个主题下面的 

词语分布，使一些隶属于该主题的生辟词语不因出现次数稀 

少而失去它的权重与辨识度。在标识某主题下词语的优先程 

度的时候，同样以词语生成概率的形式进行表征，概率高的词 

语有高的权重。这样，对于一些类别明确且较生疏的词语 ，也 

能很好地对其权重进行估计。 

基于此，本文采用 LDA模型对文档集合及文档做浅层语 

义分析，并得到文档集合中每篇文档的主题分布以及相应主 

题的词语分布。通过过滤主题，得到文档中词语的权重。同 

时考虑到用信息熵度量句子权重时对超短句赋予的权重过 

高，与现实情况并不完全吻合，本文对文档主旨句的字数做阈 

值设定，只选取字数多于该阈值的句子作为文档的主旨句。 

2．4．2 算法流程 

综上，基于主题模型及信息熵的摘要算法流程如下，流程 

图如图 2所示： 

1．对文档集合中的文档进行中文分词 ，并将文档转化为 

词语空间向量。 

2．对上述的空间向量运行 Gibbs sampling工作，得到文 

档的主题分布。 

3．对于每篇文档选取主题分布中概率最高的主题，并根 

据选取的主题获得对应的词语概率分布。 

4．对于文档中的句子，计算每个句子的信息熵，并得到句 

子的权重。 

5．根据句子的权重，过滤句子的字数限制，得到每篇文档 

的摘要。 

文档集合H vsmtt ⋯ 型 语词典， — 训练LDA模型 向化文档l l 

H 兰H 
图2 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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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文本采用中科院 ICTCLAS对中文文档进行分词处理， 

针对 自然语言处理面向真实语料与面向实例化的趋势，文本 

的测试基于 300篇真实文本。这些文本是由设计爬虫从新浪 

新闻频道随机爬取的各类新闻。文本的 LDA模型的主题个 

数 k设定为 200，超参数根据经验[1 ]设定为 为 0．25，口为 

0．O1，迭代次数设定为 200。并设定句子字数的阈值为 1O，不 

选取低于该阈值的句子作为最终文档摘要的候选句。同时设 

定摘要字数的上限值为 200，在计算句子权重之后，根据权重 

选取权重从高到低的一个或多个句子作为文档的摘要，选取 

句子的个数依赖于已经选取的句子的字数，使最终的文档摘 

要总字数小于我们设定的上限值。最后将每篇文档的摘要与 

文档的内容与文档标题进行对比，并判断摘要与文档内容的 

相关程度。 

文本采用人工打分对摘要结果进行评测，打分分为 3个 

标准，分别是准确反映主题、基本反映主题、没有很好反映主 

题。同时，本文为了减少人为差异对最终统计结果的影响，最 

终的结果为去掉最高和最低项之后的均值。具体的测试结果 

如表 1所列。 

表 1 摘要测试结果 

结束语 文本提出了基于主题的文档摘要算法 ，通过主 

题得到文档中不同词语的生成概率。同时在得到了词语生成 

概率之后，本文对句子进行了概率建模 ，从而引入了信息熵来 

对句子的权重进行度量。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效果 ，本文随机 

爬取了新浪新闻频道的若干新闻，并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 

表明，在合适的模型参数的情况下 ，该方法抽取的摘要能较好 

地概括文档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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