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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语料的识别和标注是军事语料库建设的关键.针对军事语料的实体,提出了一套统一的军语词性标记

规范和军事语料标注规范,设计了一种基于军语词典的自动扩展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提取框架.该框架借助设计的

高精分类器进行基本特征的选择和提取,结合军语的典型特征组成特征集,构建基于军语词典校正的特征空间,对军

事语料进行实体识别之后按照指定的标注规范和词形标记规范进行军事语料实体的标注,构建一个较大规模的高质

量军事语料库.实验表明,该框架可以较好地完成语料实体的识别和语料标注工作,有利于军事语料库的建设工作和

认清其在军事上的广泛作用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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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keytobuildmilitarycorpusaretheidentificationandthemarkingofmilitarycorpus．Fortheentitiesof
militarycorpus,thispaperputforwardasetofunifiedarmylanguagepartＧofＧspeechtagsspecificationandmilitarycorＧ

pusannotationspecifications,anddesignedakindofautomaticextensionofmilitarycorporabasedonthemilitarylanＧ

guagedictionaryentityframeworkfeatureextraction．Withthehelpofhighprecisionclassifier,theframeworkselects
andextractsthebasicfeatures,combinedwiththetypicalfeaturesofthelanguageset,buildsthefeaturespace．Basedon
thelanguagedictionarycorrectionformilitarycorporaentityrecognition,accordingtothespecifiedannotationstandard
andspecificationofmorphologicalmarkermilitaryannotationcorpusentity,theframeworkbuildsalargeＧscalehighＧ

qualitymilitarycorpus．Experimentsshowthattheframeworkcanbettercompletecorpusentityrecognitionandcorpus
annotationofthework,todotheconstructionofmilitarycorpusworkandtorecognizeitsfunctionandtheapplication

prospectofwidelyinthe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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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论

军事领域语料库是内容涉及军事(或为军事服务)的单一

语种或多语种的文本所组成的标注语料库[１],按具体用途可

分为军事通用语料库、军事专用语料库和军事服务语料库等.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战争形式已经由依靠机械化军

队取胜的机械化战争转变为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信息系统、

信息化武器装备等,并通过多种手段在战场上以夺取和建立

一定时空范围内战场信息优势为核心的一体化军事行动对抗

的信息化战争的方式.随着信息化部队的实现和建设,大量

的信息系统和数字化装备器材等已经投入到部队各层的军

事行动中,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军事信息.信息化战争的

核心是对信息资源的争夺与占有,信息匮乏或信息弱势的

一方注定会成为战争的输家[２].我们可以借助语料库对

大量信息进行检索与分析,从中获得主要谍报,为相关部

门和专家等提供决议计划帮助.

在信息化战争中,数据主导决策将是获取战场优势的关

键,各军事领域、军兵种均将与作战指挥等相关的军事数据资

源一起作为重点来建设.军事领域语料库的研究、建设与应

用在大多数国家才刚刚兴起,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早已意想到军事语料库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斗争所具有的

潜伏代价,并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积极开展了

军事语料库的钻研和扶植实践活动,并把钻研成果转化到实

战当中[３].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AdvancedReＧ

searchProjectsAgency,DARPA)的很多项目都是在充足语

料资源的基础上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的,如自动翻译、

跨语言情报侦测、情报抽取和特定事件追踪与检测等.国内

军事信息处理的研究刚刚兴起,很少有学者对这些数据进行

标准化的标注,因而相关的标注语料资源较为匮乏.在充足

标注语料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军用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



提高指挥员的知识发现能力和决策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战场

信息控制与掌握,确保对敌的信息优势.只有建立标准的标注

语料库才能从数据优势向决策优势跨越,提高决策水平和作战

效能,因此本文利用可利用和可收集的各类信息,最终构建出

一个规模较大、标注类型丰富的面向实体标注的军事语料库.

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加快军事数据资源建

设已经成为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面向实体标注

的军事语料库填充了目前军事领域相关语料资源的空白,具

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军事语

料库的开发和研究,提高军事语言的研究效率,还可以在军事

行动中依托语料库大大提升我军信息化作战的战斗力和生存

力,在多国联合演习、国际维和和军事谈判与交流等方面有着

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在信息检索、战场情报获取和

信息过滤等方面,面向实体标注的军事语料库建设也有着极

大的研究需求和应用前景.面向实体标注的军事语料库的建

设,可以提高对战场态势的综合信息捕捉和利用的能力,是保

障信息化战争中信息优势的有力依靠和手段.

２　语料库的结构设计

面向实体标注的军事语料库的构建主要包括语料收集、

预处理、语料标注、语料生成和数据应用服务５个部分.本语

料库的总体结构设计框架如图１所示.其中预处理对生语料

或熟语料进行文本规范化处理,以及中文分词和词性标注处

理,得到存放在磁盘中的库文件;根据制定的标注规范自动扩

展迭代的语料实体标注,并存入实体库中;再根据语料生成规

范生出标准的 XML标注语料,存入标注语料库中;语料库的

数据应用部分则对库文件中的语料信息和军事实体信息运行

特定的工具进行分析处理,实现特定的功能.

图１　语料库总体结构设计框架

２．１　语料收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众对部队发展和建设的关注,

诸多军事信息也以文本、图片、视频等方式,通过电视台、公众

号、微博等手段对外展现,如军事著作、军事新闻、演习和战例

分析等.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资源使得这类语料的获得变

得方便容易,但是仅仅依靠网络资源收集到的中文军事语料

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具有军事特性和军事特征的军事

文本,如军用文书[４].选择语料时需要对良荞不齐的文本数

据进行分辨,选取高质量的军事文本作为标注对象.为了保

证语料库的质量与平衡,我们从军事新闻、军事评论、经典战

例、军事著作、军报杂志和演习报告６个来源中收集了１０４０
篇军事文本,丰富了军事文本的类型.这些军事文本由于涉

密导致语料难以获取,或者收取到的军事文本缺乏统一的规

范,这里我们先收集这些军事文本,在之后的规范化处理中,

再将其按照统一的规范进行处理.因此,获取军事语料的方

式是多种多样的且需要其他部门配合收集.

２．２　预处理

２．２．１　文本规范化

我们将收集到的军事语料统一进行编码转化处理,为方

便后期加工和标注,我们采用 UTFＧ８编码格式,这是一种针

对 Unicode的可变长度字符编码,又称万国码,可显示各种语

言.对于一些从微博和公众号上获取的军事语料,我们要对

其进行处理,这是因为网页和公众号发布内容页面会存在一

些无关字符、表情符号等,另外还会存在一些干扰词,如“上一

页”“下一页”“赞”等.这些符号在语料中的位置一般是固定

的,或者是连续的字符,因此我们收集完语料之后,要将这些

干扰字符和干扰词去除.此外,军用文书类的军事语料格式

信息简明清楚,因此可以直接提取这类语料的实体进行标注.

一篇语料分为篇头和篇体两部分,篇头主要包含语料的

元信息,而篇体包含语料本身及其标注信息.原始语料的标

签及含义如表１所列.其中,‹DOC›和‹/DOC›之间为整篇语

料的所有内容;‹DOCID›和‹/DOCID›之间为篇头,包含语料

的编码;‹BODY›和‹/BODY›之间为篇体,即语料的主体部

分;‹HEADLINE›和 ‹/HEADLINE›之 间 为 语 料 的 标 题;

‹TEXT›和‹/TEXT›之间为语料的正文.

表１　原始语料的标签及含义

标签 含义

‹DOC› 整篇语料

‹DOCID› 语料编码

‹BODY› 篇体

‹HEADLINE› 语料标题

‹TEXT› 语料正文

其中,语料的编码包含语料的元信息.本节的编码模式

仅对最必要的元信息进行采集展示,主要包括语料来源、编号

和日期,为军事语料提供标识.参考了«人民日报»语料库的

编码规则[５],本节将语料编码设置为１６位,具体为:来源分类

号(４位大写字母)＋文本编号(４位数字)＋日期编号(８位数

字).表２对一篇语料的语料编码进行了示例解析,该篇语料

文件收集自军事新闻(NEWS),其文本编号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１),其

收集的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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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语料编码示例解析

编码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来源分类号 NEWS
文本编号 ０００１
日期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２．２．２　中文分词

预处理部分可以使用成熟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这些

工具包虽然不是为军事领域定制的,而是面向通用领域的,但

是它们可以对军事文本进行一些基础的加工处理,以辅助标

注人员进行语料标注工作,也为以后进行军事实体识别和标

注做好准备.对于军事语料的分词处理,我们在中科院最新

研制、更新公布的ICTCLAS２０１５版本的分词系统的基本框

架上,将其中的词性标记规范和标注规范剔除,引入我们设计

并建立的军事词性标记规范和从军事领域专家标注的“黄金

语料”中提取出的军事领域的语料实体标注规范,对收集到的

生语料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处理,标注完毕的词性结果可以

留作下文词性特征提取的输入.我们在进行分词处理时发

现,分词的粒度标准对最终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仅靠词性特征

会导致颗粒度偏大,而词形又会导致颗粒度偏小,因此在特征

提取部分,需要引入一个平衡因子来进行调节,这在下文的特

征提取中会有详细的描述.此外,我们在分词中加入了最大

匹配分词算法,将我们在之前构建的军事词典内容进行了匹

配运算,提高了分词的准确率和合理性.

２．２．３　军语词性标记

对于分词和词性标记这些简单的语言处理任务,其标记

规范一般是通用的、固定的,但是其具体的划分标准、词类划

分的粒度和标记符号都不统一.例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器系统中采用的汉语词性标记集

共计９９个类别,其中２２个一级标注集,６６个二级标注集,１１
个三级标注集[６].而在LDC标注语料中,仅一级标注集就划

分了３３个.本文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制定的汉语词性标记集

的基础上,将原有的通用领域的部分词性划分去除,引入具有

军事特色词性标记集合,新增了６个一级标注集,２７个二级

标注集,６９个三级标注集,将军事领域相关的命名实体的词

性和类别囊括进去.

２．２．４　军事语料的标注规范和生成规范

语料构建的核心工作是制定规范和根据规范进行标注.

文献[７]总结了３种语料标注的方法:第一种是传统的领域专

家标注,标注质量高,但是成本也高,费时费力;第二种是众包

标注,低成本标注大规模语料,但只能完成简单任务,如 AmＧ

azon设计的标注平台 MechanicalTurk[８];第三种是团体标

注,从众多结果中采用信息检索评价的方式,人工解决不一致

标注.

军事语料库的构建服务于军事教学和军事行动作战等,

因此对其标注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我们通过领域专家对小

批量的语料进行标注,将这部分标注语料作为“黄金语料”,根

据领域专家的标注制定类似“黄金语料”的标注规范,并将其

制定成规范模板,加入标注平台或标注系统中,之后通过机助

人工的方式,获得大规模的统一标注规范的标注语料.如此

在获得高质量的标注语料的同时,又降低了语料标注的成本,

提高了标注的效率.

对于军事语料库的数据文件,我们统一采用 XML格式

进行存储,并实现对军事文本实体内容的管理.如果说军事

语料的标注规范是指导如何去标注军事语料中的实体内容以

及该怎样标注,那么军事语料的生成规范就是去指导如何生

成一份准确的、适合的 XML标注语料文档和标注语料文档

中应该包含的元素和规范,例如标注语料中元素ID标识符全

语料库唯一,应该包含 XML文档中必要的篇头和篇体元素

等.

２．３　库文件的数据结构

将一篇原始语料中的军事实体、时间实体以及实体在军

事事件中的论元角色都标注出来,单独保存,就生成了一篇标

注语料.在面向实体的军事语料库建设中,每个标注元素及

其属性都由文本平行标签标识出来,简洁、易懂,标注语料的

标签及含义如表３所列.

表３　标注语料的标签及含义

标签 含义

‹ENTITY› 军事实体

‹EXTENT› 具体内容

‹CHARSEQ› 汉字序列

‹HEAD› 实体中心词

‹RELATION› 军事关系

‹RELATION_ARGUMENT１› 关系的第一个变元

‹RELATION_ARGUMENT２› 关系的第二个变元

‹EVENT› 军事事件

‹ANCHOR› 事件触发词

‹EVENT_ARGUMENT› 事件论元

其中,军事实体的起始标记和结束标记分别用‹ENTIＧ

TY›和‹/ENTITY›来表示;‹EXTENT›和‹/EXTENT›之间

为标注元素(军事实体、军事关系或者军事事件)的具体内容;

‹CHARSEQ›和‹/CHARSEQ›之间为汉字序列,反映标注元

素的语言 单 位,通 常 是 词 语 或 句 子,其 子 标 签 START 和

END可以用来记录标注元素的起止位置,即开头字符和结尾

字符位于整个军事文本的位置,如表３中的第一条记录所示;

‹HEAD›和‹/HEAD›之间为实体中心词,是军事实体的核

心;军事关系的起始标记和结束标记分别用‹RELATION›和

‹/RELATION›来 表 示;‹RELATION_ARGUMENT１›与

‹/RELATION_ARGUMENT１›之 间 和 ‹RELATION_ARＧ

GUMENT２›与‹/RELATION_ARGUMENT２›之间分别为

关系的第一个变元和第二个变元,指军事关系中涉及的两个

军事实体;军事事件的起始标记和结束标记分别用‹EVENT›

和‹/EVENT›来表示;‹ANCHOR›和‹/ANCHOR›之间的是

事件触发词,可以指示出军事事件的类别;‹EVENT_ARGUＧ

MENT›和‹/EVENT_ARGUMENT›之间为事件论元,通常

指涉及到的军事实体,可在一个军事事件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子标签包含着标注元素的元信息,具体的子标签示例解

析如表 ４ 所 列.其 中,‹ENTITY›,‹RELATION_ARGUＧ

MENT１›,‹RELATION_ARGUMENT２›和‹EVENT_ARＧ

GUMENT›的元素类型都是军事实体,它们的子标签ID为军

事实体的编码,TYPE为军事实体的大类,ROLE为军事实体

在军事事件中担任的角色;‹RELATION›的元素类型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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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其子标签ID为军事关系的编码,TYPE为军事关系的

大类,SUBTYPE为军事关系的子类;‹EVENT›的元素类型

是军事事件,其子标签ID为军事事件的编码,TYPE为军事

事件的大类,SUBTYPE为军事事件的子类.上述 TYPE和

SUBTYPE必须严格地与本章提出的标注体系中的类型信息

相对应.

表４　子标签示例解析

标签 子标签信息 元素类型

CHARSEQ ‹CHARSEQSTART＝“２６”END＝“４１”› 汉字序列

ENTITY ‹ENTITYID＝“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１”TYPE＝“PER”› 军事实体

RELATION ‹RELATIONID＝“NEWS．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R１”TYPE＝“PHY”SUBTYPE＝“Located”› 军事关系

RELATION_ARGUMENT１ ‹RELATION_ARGUMENT１ID＝“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４”TYPE＝“FAC”› 军事实体

RELATION_ARGUMENT２ ‹RELATION_ARGUMENT２ID＝“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３”TYPE＝“LOC”› 军事实体

EVENT ‹EVENTID＝“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V１”TYPE＝“FLI”SUBTYPE＝“Attack”› 军事事件

EVENT_ARGUMENT ‹EVENT_ARGUMENTID＝“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１”TYPE＝“PER”ROLE＝“AGENT”› 军事实体

　　本节对每个标注元素都设置了结构层次分明和表意明确

的编码,即子标签ID.一个标注元素的完整编码ID具体为:

原始语料编码＋元素类型＋该元素在语料中的编号,其具体

示例解析如表５所列.其中,元素类型E表示军事实体,元素

类型R表示军事关系,元素类型 EV表示军事事件;该元素在

语料中的编号表示该标注元素在这篇军事文本中出现的序数.

表５　标注元素编码示例解析

编码 原始语料编码
元素

类型

该元素在

语料中的编号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１ NEWS．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E １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R１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R １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ＧEV１ NEW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EV １

原始语料以字为单位进行检索和统计.在依据上述编码

模式生成的标注语料中,各个标注元素是相互独立的,每个标

注元素都具有一个唯一的编码,以便于对标注元素进行统计、

查找和修改,实现对语料内容的管理,同时也为后文训练模型

前进行语料解析提供方便.制定标准的、结构化的语料编码

有助于军事信息抽取语料库的机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

意义.

２．４　数据应用

在数据应用阶段,首先将标注的实体和标注语料存入相

应的库中,作为军事语料库的基本数据库,之后根据我们识别

抽取和标注的实体内容,可以建立面向军事实体的相关技术

和模型研究,构建出军事领域本体库以及军事领域知识库.

在这些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军事领域信息检索与知识服务,

为指挥人员提供决策辅助和信息支持.最后可在语料库的基

础上,开发相关的军事应用软件,以提高部队信息化作战水平

和战场信息获取能力.应用服务层可以提供军事领域信息检

索与知识服务等高级应用.在构建出军事实体语料库并进行

军事信息分析后,可以进行军事文本可视化、军事领域信息检

索、军事知识管理和舆情监控等.

３　语料库建设的关键技术

对于收集到的军事语料,都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化预处理

之后再进行分词处理和词形标注,军事语料实体标注主要分

为特征的提取、特征集合的建立、军事语料实体的分类识别和

特征的选择和结果校正.特征集合的建立是指针对军事文本

和军事语料实体的特点,定义词语的基本特征并进行提取,再

结合从建立的军事词表中提取的军事实体典型特征,根据我

们设计的自动扩展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库模型将基本特征进

行融合,从而获得完备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库.对军事语料

进行军事实体的识别和标注,再根据军事语料生成规范生成

标注语料,将其纳入我们建立的标注语料库中.

传统的语料库建设方法通过人工去注释文本信息,这是

一项耗时的任务,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相关领域的知识.目前,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和语料标注已经成为

主要方法,然而,人工注释的机器学习数据仅限于几个公共数

据集,几乎完全是通用类型的新闻专线[９].对于不同的语言

和预定义的实体类型,需要相应的注释库来训练新的实体识

别(NER)模型,在特定领域训练的模型往往在不可见的领域

表现更差,这种数据依赖阻碍了现有的 NER 系统的适应性

和军事领域可移植性.目前,国内在军事语料库建设方面还

没有比较权威和统一的军事语料库,而人工收集标注的军事

语料费时费力,使得建立大规模的军事标注语料难上加难.

为弥补上述不足,对军事语料实体的特点进行研究,提取军事

语料实体特征集,对军事语料进行语料实体标注,建立面向实

体标注的军事语料库.

３．１　特征的提取

军事语料中实体的识别和标注有别于通用领域的实体,

其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构建军事语料实体特征集合时,要对

具有军事特色、军事涵义的实体进行特征的提取.因此,我们

在建立特征集合时,除了提取由军事语料实体组建的军语词

典的典型特征外,还定义了军事语料中实体的词形特征词性

特征和组合特征等基本特征,并且对这些基本特征进行了提

取,再将其融入扩展军事语料实体特征库中.

３．１．１　词形特征

由于我们建立了军事语料实体词典,因此词典中的词或

单个字都可以单独构成一类标注实体,之前我们建立了人员

军职军衔词条、军事装备词条、军用物资词条、军事设施词条、

军事机构词条５个词典,再加上时间词、数量词、形容词、动

词、量词、介词等,共计２８个词形.我们用 W 来表示分词所

得的词语组成的词序列,如式(１)所示,用 WC 表示由词形构

成的序列,如式(２)所示,词形特征就是根据词形序列 WC 产

生候选标注实体的.

W＝w１ w２  wi  wn (１)

WC＝wc１ wc２  wci  wcn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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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词性特征

在军事语料进行分词之后,我们可以确定每个词的词性

并对其进行标注.词性特征可以根据词性序列 T 产生候选

的标注实体,研究[１０]表明,在建立军事语料实体特征时,将词

性作为一种特征,能够大大提高其性能.根据前文介绍的词

性标注规范,我们依据规范对军事语料分词所得的词语进行

词性标注,通过对词性和词形特征的提取,将语料实体的识别

和标注转化为一个序列化的数据标注问题,即每个句子中的

词组成一个词序列,只是这个词序列带有词性标记和词形标

记.我们将词性序列T 用序列表达式的方式来表现为:

T＝t１ t２ ti tn (３)

则带有词性标注的词序列WT 的表达式如式(４)所示:

WT＝w１/t１ w２/t２  wi/ti  wn/tn (４)

其中,n表示句子Sk 被分词之后的词的个数,ti 表示标注词

的词性.将这些带有词性标注的词序列 WT 作为输入,进行

语料实体的识别和标注,最后输出一个最优的“词形/词性”序
列,可以用式(５)表示:

WC∗/TC∗ ＝wc１/tc１ wc２/tc２  wci/tci  wcm/tcm

(５)

其中,m≤n,wci＝[wjwj＋k],tci＝[tjtj＋k],１≤k,j＋k≤
n.

我们结合两种特征来产生候选的标注实体,采用的特征

模型如下所示:

WC∗ ＝argmax
WC

　P(WC)×P(W|WC) (６)

TC∗ ＝argmax
WC

　P(TC)×P(T|TC) (７)

结合式(６)和式(７)可以得出:
(WC∗ ,TC∗ )＝argmax

(WC,TC)
P(WC,TC|W,T)

＝argmax
(WC,TC)

P(WC,TC,W,T)/P(W,T)

≈argmax
(WC,TC)

P(WC,W)×[P(TC,T)]β

≈argmax
(WC,TC)

P(WC)×P(W|WC)×

[P(TC)×P(T|TC)]β (８)

其中,β是平衡因子,用来调节词形特征和词性特征的权重,

避免过度依赖某一特征,β＞０.

在分词的基础上,通过词形特征和词性特征来进行军事

语料实体的识别和词性标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部分词语

进行拆分重组和重新确定实体类别,最后确定一个最优的词

形或词性序列.

３．１．３　组合特征

从军事用语的角度来看,军事实体并不会存在单一的、固
定的称呼,尤其是军事装备的称呼,通常包含多种表达方式,

一般说来,军事装备名称可以同时包含字母、短横线、数字和

文字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的组合形式也并不固定,可以用

字母＋短横线＋数字表达,也可以用字母＋数字表达,甚至是

直接用数字＋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建立这种组合形式

多样的实体识别特征,对于正确标注军事语料中的实体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类军事实体,我们采用正则表达式的方法进行处

理,军事文本中无论是用语还是实体都有着与其对应的军事

特征和军事规则,例如对于“首长”一词的表述,可以用“姓氏”

＋“首长”,也可以用“首长”＋“同志”来表述;“HK MP５冲锋

枪”可以用“MP５”和“MP５冲锋枪”来表示.显而易见,对于

这种组合特征,如果仅仅将字符、数字、文字和短横线的组合

作为规则标准,那么会造成很多非军事语料实体的误判,从而

造成正确率和召回率偏低.在军事语料中,会存在大量表示

军事实体的缩略语,尤其是从网络来源获得的军事语料.对

于这类词语,传统的方法主要两个:基于词库对比的方式和基

于规则统计的方法.Xie等[１１]利用内部结构规则和条件随机

场模型,来抽取缩略语和其对应原短语对,完成对缩略语对的

识别和抽取;刘群、崔世起[１２]通过建立语言模型对候选缩略

词集合实现与源短语的对齐,从而得到缩略词典;Change
等[１３Ｇ１４]通过 HMM 模型和内部构成规则进行抽取和识别

工作.
为了解决上述组合词语和缩略语的问题,我们采用基于

词典的方法和基于规则统计的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建立

好的军语词典,将其中的长词进行切分,然后将切分后的所有

字符、数字、和实体短词作为一个组合库内容,建立起这些组

合库之间的组合规则,这样就避免了其他字符、数字和文字组

合被误判为军事语料实体的问题,并将其纳入特征库中,作为

军事语料实体识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３．１．４　军语词典的建立

军事语料中存在很多与军事相关的各种实体,如军职军

衔、军事装备、物资设施、军事机构名称(部队番号等)、军用地

名等.对这些军事语料实体进行标注,需要以军事领域的知

识为依据,而且标注人员的主观认知和知识程度的不同,很容

易导致同一军事语料实体被标注为不同的实体或被标注成多

个实体.因此,需要建立军事语料实体的词表,将这些词表汇

总制作成军事语料实体词典,一方面为实体标注提供参考标

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词表引入实体识别中,以提高语料中实

体的识别率.
«军语»中包含了军队各项行动和工作中统一使用的军事

术语,是一种规范化的标准的军事用语,我们从中提取并建立

军事语料实体词表.此外,还需要人工收集军队军职军衔名

称、军事装备名称、军用物资名称、军事设施名称、军事机构

等、分别构建人员军职军衔词条、军事装备词条、军用物资词

条、军事设施词条、军事机构词条等.具体的词条构建数目如

表６所列.

表６　军事语料实体词条

词表名称 词条数目 e．g．
军职军衔词条PER １５６ 参谋,旅长

军事装备词条 EQU ７６６ 运Ｇ２０运输机,歼１６
军用物资词条 MAT ７６ 被装,单兵干粮

军事设施词条FAC ６９ 避难所,军事基地

军事机构词条 ORG １２７ 总参,军科院

军事地名词条 LOC ３７ 训练场,西南高地

３．２　自动扩展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库的建立

本文设计了一种能够随着训练语料的迭代分类训练自动

扩展军事语料实体特征的特征提取框架,首先针对预处理和

规范化处理之后的训练语料,利用军事实体词典中提取的典

型特征对军事语料中的实体进行高精分类识别,然后再根据

分类之后的军事实体集合和非军事实体集合进行基本特征的

选择和提取,将两个集合共同的特征去除,并将新的特征加入

到特征库中,不确定集合中的军事实体再通过军事实体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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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最大正项匹配来实现校正.如此迭代循环上述过程,不

断提取新的基本特征加入特征库中,直到没有新的特征出现

为止,最后根据最终的特征库建立特征空间来进行语料实体

的识别,并对军事语料进行标注.

图２　自动扩展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的结构图

最终经过统计和分析可知,军事语料文本中的实体特征

和普通的词语特征有着较大的区别,这点在词性特征上显得

尤为突出,对于通用领域上的汉语词性标注来说,很多军事词

语只能被统称为名词和机构词等,但是对于军事领域来说,这

类词语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细致的类别,不能泛泛地用名词这

一词性来标注.此外,军事语料文本中的实体在组合特征上

也显得非常明显,在军事领域上的军事语料实体较之通用领

域实体具有非常鲜明的组合特征.

３．３　高精分类器的设计

对于军事语料实体的判定实际上是一个分类问题,根据

提取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进行条件判定,可以将具有相同特

征或者特征相近的语料实体,归为军事实体这类实体中.为

此,我们建设一个高精分类器,根据Sk 句子分词之后形成的

词组序列Wk＝{w１,w２,,wi,,wn},对每个词的特征集f
赋予一个权值v,越是典型的军事实体,其特征权值则越大,

再将每个词组和其特征权值组合起来构成一个二元组集合

Fi＝{(f１,v１),(f２,v２),,(fm,vm)},那么对军事语料中实

体的判断算法如算法１所示.

算法１　
Input:SentenceSk,WordsWk,FeaturesFi,Threshold

Output:WordsWkFoulScoreandFoulDetection

１．Foul(Wk)＝０;

２．get(fi)＝vi

３．fori＝１tom

４．　ifIsExist(Sk,fi)＝True

５．　thenFoul(Sk)＝Foul(Sk)＋get(fi)

６．　endif

７．endfor

８．ifFoul(Wk)＞Threshold

９．then

１０．Wkisclassifiedfoul．

１１．elseifFoul(Wk)＝０

１２．then

１３．Wkisclassifiednotfoul．

１４．else

１５．Wkisclassifieduncertainty．

１６．endif

通过该算法实现对军事文本的语料实体的分类识别,将

各类实体划分为军事实体类和非军事实体类,对于模糊类别

的实体暂时将其划为不确定类,在特征库构建完全之后和分

类器迭代训练之后,再进行识别分类处理.

３．４　特征选择及校正

在特征的提取过程中,我们在特征向量空间模型中加入

了许多特征,如从字、词语、词形和词性等角度提取特征,甚至

将英文字符、短横线积极数字的组合作为一种军事实体识别

的特征,即能有效解决复杂军事语料实体识别问题,又能丰富

并健全军事实体特征集.在如此多的特征中,如何选取合适

的特征,或者各种特征应该赋予多大的权值v,对我们语料库

构建中军事语料实体的识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特征的选择

中,先用特征统计去除我们建立军事词典提取到的典型军事

实体特征,然后对剩余的特征进行频度排序,分别选取其中前

１０％,５％,３％,２％和１％,接着用x２ 检验对余下的特征进行

相关联程度计算,对计算结果进行排序,人工对前５０个特征

进行筛选并确定权值,如此对每份军事语料反复迭代６次.

x２ 检验特征与分类关系示意图如表７所列.

表７　x２ 检验特征与类关系示意图

类别

特征项
Cj ~Cj

ti A B
~ti C D

卡方x２ 检验是以x２ 分布为基础的一种常用假设检验方

法,它假设ti 和类别Cj 之间符合具有一阶自由度的x２ 分布,

这是统计方法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公式如下:

x２(Fi,Cj)＝ N×(A×D－C×B)２
(A＋C)×(B＋D)×(A＋B)×(C＋D)

其中,N 表示军事语料中所有的实体总数,Cj 表示{军事实

体}.Fi 表示我们加入的特征,A 表示属于Cj 类且包含Fi

的实体频数,即军事语料实体频数,B 表示不属于Cj 类但是

包含Fi 的实体频数,即非军事语料实体具有军事语料实体特

定的特征Fi,C表示属于Cj 类但是不包含Fi 的军事实体频

数,即未被统计的提取出军事实体的语料实体,D 表示既不属

于Cj 也不包含Fi 的军事实体频数,即非军事语料实体.

４　语料库的实现

我们将收集到的１０４０份军事文本作为军事语料,其中军

事新闻４００篇,军事评论３００篇,经典战例１５０篇,军事著作

３０篇,军报杂志１２０篇,演习报告４０篇,共计１４５７３６６字,详

细的军事语料信息如表８和表９所列.将其预处理之后,作

为我们的生语料.将其平均等比分成１０份,其中９份语料作

为训练语料,用以迭代提取军事语料实体特征,最后一份作为

测试语料.

表８　军事语料的详细信息表

语料来源 字数 词数 句子数 篇章数

军事新闻 ２６７１３４ １８７８０３ ９９２１ ４００
军事评论 ５０４１４４ １３１１２２ ７１１１ ３００
经典战例 １７４６９２ ３２２９８９ １７７１１ １５０
军事著作 ２２７１６８ １５９７０５ ８４３７ ３０
军报杂志 １７７７５１ １２８２３６ ６６１１ １２０
演习报告 １０６４７７ ６８４７１ ７４８２ ４０

总计 １４５７３６６ ９９８３２６ ５７２７３ １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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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军事实体数量统计

军事实体类别 数量

军职军衔名 ３９７４５
军事装备名 ２６９４７
军用物资名 １３９５８
军事设施名 ３２０５
军事机构名 １０９６８
军用地名 ５０４７

总计 ９９８７０

本实验将提取的特征作为分类特征,利用 SVM 对训练

语料进行训练后分类,实验结果如表１０所列.并用３个衡量

指标来评价最终的语料实体识别结果,即正确率(P)、召回率

(R)和F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P＝
正确识别的军事实体个数
识别的全部军事实体个数×１００％

R＝
正确识别的军事实体个数
军事文本中军事实体总数×１００％

F＝２×P×R
P＋R ×１００％

表１０　提取不同数量特征的分类结果

序号 特征数
实体

总数

识别

个数

正确

个数

正确率

/％
召回率

/％
F值

/％

１ ３００ ３２１６ ３１１９ ２７３６ ８７．７２ ８５．０７ ８６．３８
２ ６００ ３１９２ ３１０２ ２７４５ ８８．４９ ８６．００ ８７．２３
３ ９００ ３２６７ ３１６４ ２８３６ ８９．６３ ８６．８１ ８８．２０
４ １２００ ３１０４ ３００６ ２７１４ ９０．２９ ８７．４４ ８８．８４
５ １５００ ２９８３ ２８９７ ２６４０ ９１．１３ ８８．５０ ８９．８０
６ １８００ ３１４５ ３０５４ ２８２２ ９２．４０ ８９．７３ ９１．０５
７ ２１００ ３０６３ ２９６８ ２７６３ ９３．０９ ９０．２１ ９１．６３
８ ３０００ ２１９７０ ２１３８１ ２０４９８ ９５．８７ ９３．３０ ９４．５７

通过表１０可以看出,随着我们迭代提取加入特征库中的

特征数目的增加,识别的正确率、召回率和 F值都有所提升,

在我们将特征数目提取到１０００以内时,正确率、召回率和 F
值的最高值未达到９０％以上,没有达到人工识别标注的准确

率,换句话说:其标注效果是没有达到能够支撑军事应用的标

准.但是当我们继续迭代提取特征,将特征数目扩展到１５００
以上时,准确率、召回率和F值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基本满

足军事应用的标准.尤其是在我们将７份训练语料分别进行

完迭代训练之后,再将７份语料整合到一起作为一份训练语

料进行迭代训练时,特征数扩展到了３０００,最终的准确率、召

回率和F值的数值达到了９５．８７％,９３．３０％和９４．５７％,达到

了较高的水平,满足军事应用的标准.

此外,未在表１０中列出的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我们采

集的军事语料中,对于专业的军事文本(如军事文书)的语料

实体识别标注,其准确率始终高于来源于网络的军事文本语

料,主要原因就是在语料的规范化处理上,无论对网络来源的

军事语料进行什么样的规范处理,也无法得到专业的军事语

料的规范和标准效果,无论是从用语上还是文法上,专业军事

文本语料都十分注重这方面,而网络军事文本语料大多存在

一些口语化和网络化的描述方式,因此造成了网络军事语料

实体被识别和标注的效果较低.

结束语　本文对军事语料中的实体标注进行了介绍和分

析,提出了军事语料标注规范并设计了一种军事词语词性标

记规范,设计了一种多次迭代自动扩展的军事语料实体特征

库的方法,对军语实体特征进行选择和提取,构建军事语料实

体特征空间,识别军事语料中的实体并进行语料标注,构建了

一个较高质量的面向实体的军事语料库.以军事语料库为基

础,结合相关系统,不仅可以进行军事语言的研究学习,还能

提高信息获取能力,给我军节一个在军事行动中可依托的语

料库,大大提升了我军信息化作战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具有

较大的应用前景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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