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卷 第 l1期 
2009年 11月 

计 算 机 科 学 
Computer Science 

Vo1．36 No．11 
NOV 2009 

基于依存分析的事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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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件抽取是信息抽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识别是事件抽取的基础，事件识别的效果直接影响了事件抽取的 

结果。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识别事件需要从词汇中发掘更多的特征。针对当前事件识别方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一 种基于依存分析的事件识别方法。用依存分析发掘触发词与其它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以此为特征在 SVM 分类器 

上对事件进行分类，最终实现事件识别。实验表明，基于依存分析的事件识别优于传统的事件识别方法，而融合多特 

征的事件识别F值可提高到 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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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t Ex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As the basis o{Event Extraction·Event Reco- 

gni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results of Event Extraction．M achine learning based Event Recognition needs to find more 

features in words．For the deficiency of present Event Recognition method，this paper presented a novel method of De— 

pen-dency Parsing based Event Recognition(DPER)．De pendency parsing was used to find the syntactic relation among 

triggers and other words．As one of features，this relation was used to event classification on SVM and then to event 

recognition． The experiments show DPER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method，and Event Recognition in— 

tegrating multi—features improves F-measure to 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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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事件识别的F值。 

信息抽取是当前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事件 

抽取是信息抽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抽取就是从非结构化 

文档中抽取出用户感兴趣的事件 ，同时用结构化的形式描述， 

供用户查询及进一步分析。事件抽取在 自动文摘El,2]、问题 

回答系统口]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事件抽取主要包含两个 

步骤 ，第一步是事件的识别；第二步是对识别出来的事件进行 

分析，进而抽取其中的事件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事件发生的时 

间、地点、事件的参与者等。其中事件识别是事件抽取的基 

础 ，事件识别的效果直接影响了事件抽取的结果。 

依存分析可以发现词语之间的句法和语义关系，在问题 

回答、机器翻译、信息检索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文首 

先综述了事件抽取的相关工作，分析了当前事件抽取的主流 

方法，根据现有方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依存关系 

的事件识别(DPER)方法。实验表明，此方法可以有效提高 

2 相关工作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委员会 (Defense Advanced Re— 

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主办的消息理解会议(Mes— 

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MUC)和话 题识别 与跟踪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TDT)，以及由美国国家标准技 

术研 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组织的自动内容抽取 (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ACE)评测会议都将事件的识别与抽取作为其评测任务之一。 

这些会议在推动信息抽取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将事件抽取的 

研究变成信息抽取中的一个热点。 

目前国内外研究事件抽取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学习的方法。当然也有结合两 

者，使用混合算法的。文献E53针对生物医学领域，根据该领 

域文献语法特征构造了一系列规则，封装成抽取器(Extra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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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抽取其中的事件。文献[6]对在线新闻中的气象事件构 

造规则，抽取关于气象方面的事件。文献[7]用 MegaM作为 

二元分类器和 TiMBL作为多元分类器两种机器学习方法实 

现了事件抽取，在 ACE英文语料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中 

文的事件信息抽取方面，文献[8]利用手工确定的句型模板构 

造了抽取规则，用于从处理后的文本中抽取事件信息填充句 

型模板中的槽。文献[9]通过语句聚类的方法获得事件的信 

息结构(事件模板)，以抽取相应事件。文献[1O]采用机器学 

习的方法改进了文献[7]中训练集正反例不平衡以及数据稀 

疏的不足，在 ACE中文语料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基于规则的方法在特定领域内可以取得 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规则的可移植性差 ，从一个领域移植到另一个领域时，需 

要重新构建规则。而且规则的制定费时费力，需要领域专家 

的指导。虽然引入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加速规 

则的制定，但是不同规则之间造成的冲突也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采用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的方法，与特定的领域无关，可 

以减少人工干预的过程，也不太需要领域专家的指导，并且可 

移植性较好。机器学习的方法需要一定的语料作为学习用例 

和测试用例。不过，随着语料库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 

上各种文本资源不断丰富，语料的获取不再是束缚机器学习 

的瓶颈。因此，机器学习的方法逐渐成为当前事件抽取的主 

流技术 

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识别事件，就是借鉴文本分类的思 

想，将事件的识别转化成为分类问题。与文本分类不同的是， 

文本分类通常需要选择特征，对特征降维。而事件常常以句 

子为单位(也可能是一个句子包含多个事件)，所以事件一般 

包含较少的词汇信息，这给事件分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 

需要从句子中充分发掘词汇各种潜在的特征来提高分类性 

能。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传统事件识别利用词汇、词性信息 

构造特征向量的基础上，引入句子的依存关系来构造特征向 

量。采用 SVM(支持向量机)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事件识别，通 

过实验验证了引入依存关系后的事件识别性能。 

3 依存分析 

依存的概念来自句法结构中不对称的二元词汇关系的思 

想，1959年由法国语言学家 L．Tesniere首先提出。他认为， 

二元词语关系存在两个词语之间，依存语法由不对称的二元 

词语关系构成，这种二元词语关系被称为依存关系。依存关 

系包含两个成分 ：核心词(head)和依存词(dependent)，依存 

关系反映出核心词和依存词之间语义上的依赖关系。依存关 

系是有方向的，表现为一个词支配另一个词，这种支配和被支 

配的关系和语义相关联，并且不受距离的约束。语义依存分 

析的目的就是发现词语之间的这种语义联系。对例 1进行依 

存分析后 ，结果如图 1所示。 

、／AT 

2008年 5月 12口 四川 汶川县 发生 8．0 级 地震 EOS 

图 1 依存分析示例 

例 l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 8．0级地震。 

图 1中 HED表示“发生”是句子的核心动词， 丌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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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关系，ADV表示状中结构，SVB表示主谓关系，VOB表 

示动宾关系，QUN表示数量关系。两个词之间的依存关系由 
一 个有向弧表示，弧的发起端的词(依存词)以某种关系依存 

于弧的指向端的词(核心词)。可以看出，依存关系是建立在 

分词之上的，比词性标注更为深层次地反映出句子语法结构 

的一种关系。本文采用了哈工大 LTP平台实现依存分析， 

LTP对句子处理后的输出是一个以词为单位的三元组链表 ， 

每个元组都可以表示 为(POS，DR，PIE))，其 中 POS表示词 

性，DR表示依存关系，PID表示父节点编号。例 1经过 LTP 

处理后，输出的结果如表 1所列。 

表 l LTP输出结果 

4 事件识别 

“事件”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哲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文献中，然而人们对事件一直都没有一个确 

切的定义。不同学科之间由于关注的内容和研究的重点不 

同，定义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个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也存在不同的观点。ACE中定义事件为包含参与者参与的 

特殊的事情，事件通常可以描述为一种状态的改变。本文的 

事件识别参考了ACE的评测内容，给出相关定义如下。 

定义 1(事件，Event)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发 

生、由若干角色参与、表现出若干动作特征的一件事情。其中 

时间、地点、事件参与的对象称为事件要素。 

这里定义的事件是指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现实世界 

的事件和语言表达中的事件有所不同，现实世界的事件和事 

件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语言中的事件根据表达的需要，其 

要素可能缺省或者缺失。为了方便，将语言中的事件也称之 

为事件。 

定义 2(事件触发词，Trigger)l1 可以用来清晰地表示 

所发生的事情的词。一般情况下，触发词是句子中的主要动 

词(也可能是名词)，触发词直接描述了事件。 

例 2 截至 10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 已造成 69197人死 

亡 。 

例 3 5月 12日，受强烈地震影响，兰州市区感受到明显 

震感。 

在例 2中，包含了地震和死亡两个事件，斜体部分标识出 

了地震事件和死亡事件的触发词，其中地震为名词，死亡为动 

词。事件触发词并不唯一，在例 3中，震感表示兰州市区发生 

了地震事件。 

定义 3(事件识别 ，Event Recognition) 从包含触发词 

的句子(文本)中找出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 

例 4 地震 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在例 2和例 3中，触发词都可以清晰地表示其所发生的 

事情。但是，包含触发词并不意味着事件的发生。同一个触 



发词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 中，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例 4 

中的地震 就不表示发生了地震事件，它只是对地震的一种描 

述。因此，孤立地考虑触发词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正确 

地识别出事件。必须结合上下文特征，把触发词、与触发词相 

近的词以及这些词的词性、位置信息、依存关系等作为一个整 

体来考虑，根据这些特征来识别事件。把事件识别的问题当 

作事件分类的问题，实际上是借鉴文本分类的思想，判断包含 

触发词的句子是否能划归于某一类事件。所以，从分类的角 

度可以定义事件识别为：把给定的某个事件映射到已知的 K 

个事件类型中的某一个 ，一个事件只能属于一个事件类别。 

事件识别过程如图 2所示。 

—  l兰 _J I l 

【触发词集合J 广西 广 
、  

'  — _ _  一  —————r———一  —————r———一  

， ● 

l sVM分类器 l 

图 2 事件识别过程 

本文选取的与触发词相关的特征如下： 

1)触发词以及触发词的词性； 

2)触发词左侧 8个词及其词性 ； 

3)触发词右侧 9个词及其词性； 

4)上述词之间的依存关系。 

5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评价 DPER的性能，采用了 SVM 作 为分类器，用 

Java语言实现了 DPER。SVM 分类器采用 l-bSⅥvI，从 http： 

∥、̂ ．csie．ntu．edu．tw／～cjlin／libsvm／index．html下载。 

通过实验与传统的没有采用依存关系作为特征的事件识别效 

果进行了比对。实验语料来 自于 web上收集的各类事件的 

报道，共包括地震、台风和海啸等 8类事件的 416篇文档。其 

中300篇作为训练语料、116篇作为测试语料，并建立了相关 

事件的触发词库。采用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1)和 

F值(F-measure)3个指标来评价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列。 

表 2 事件识别实验结果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仅用词(Word)作为特征，只能得 

到 57．3％的F值。加入词性标注之后(w0rd+P0S)，将 F 

值提高到 62．8 。词加上依存关系(Word+DR)，可以得到 

65．5 的 F值。综合 3个特征 (w0rd+P0S+DR)，将 F值 

提高到了 69．3％。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选择依存分析(w0rd+DR)作为事件识别的特征，分 

类效果好于用词性 (word+POS)作为特征。这是因为依存 

关系比词性能更深层次地反映句子的语法结构 ，因此依存关 

系具有比词性更好的分类性能。 

2)以单纯使用词的分类结果为基准，在事件识别时，选择 

的特征越多，分类的性能越高，事件识别的效果也越好。事件 

识别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 ，一个事件包含的词汇非常有限，因 

此需要在有限的词汇中发掘更多的特征来区分事件，特别是 

发掘词汇的语法和语义特征。 

结束语 本文针对 当前事件识别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一 种基于依存分析的事件识别方法。实验表明，选择依存关 

系作为事件的特征，可以有效提高事件识别的 F值。不过， 

从实验的最后结果可以看出，目前事件识别的效果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基于机器学习的事件识别方法综合了很多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中的基础工作，比如说分词和依存分析。分词 

和依存分析的结果 ，对事件识别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 

此，进一步提高分词和依存分析的正确率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提高事件识别的效果 进一步发掘事件中各个词汇之间的语 

义关系以及融合多种特征识别事件，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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