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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平均特征词频率策略计算特征词枉重，用快速n—grims算法对各特征词所处的概念体进行加权，用

一种改进的K—nlean$聚类算法进行段落聚类，提出一种基于局部与全局信息的自动文摘算法并给出算法评

估。该算法不仪能够白适应获得k值，而且有救防止了初始点的随机选择对聚类结果的影响。评测结果表明该

算法对经济类和科技类文章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都明显高于新闻类和文学类文章，利用机器文摘进行分类的

准确率明显高于使用原文本进行分类。该算法所得刘的文摘，在各项指标上都优于传统方法生成的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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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dea of our approach is to exploit both the local and global properties of sentences．

In order to obtain local property，we use a term weighting scheme that employs average term

frequency in a document as the normalization factor．And a fast algorithm for matching N—grams

is uesd tO optimize term weighting．The method can obtain an improved K—means method tO

cluster paragraphs，and discovers thematic areas aecording tO clustering results．Furthermore，it

integrates iocal and global property to produce summarization．And experiments do prove that it is

feasible to use the method to develop a domain automatic abstracting system．which ie valuable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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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计算机自

动文摘已成为Internet信息时代的必然需求[1]。自

动文摘是利用计算机自动地从原始文献中生成能准

确全面地反映文献中心内容、而且语言简洁连贯的

摘要[2]。如何获得准确有效的文摘已成为自然语言

处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局部与全局信息的自动文摘

算法并采用内部评测和外部评测等多种手段来对文

摘结果进行评测。该算法包含三个主要部分：局部信

息提取，全局信息提取和主题句提取。算法首先采用

平均特征词频率策略01来进行特征词权重计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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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快速n—grlms算法“3对各特征词所处的概念体

(通过n—grims获得的词串)进行加权以进一步优化

特征词权重；其次利用一种改进的K—means聚类算

法把若干个描述内容相似的段落进行聚类，形成一

个主题区域，将所得到的主题区域作为一个全局信

息，在每个主题区域内选择若干主题句；最后根据句

子所处主题区域和包含的特征词权重，综合评定得

到文本摘要。

1算法设计

1．1文本预处理

以段落为基本单位对文本进行划分。将文章的

关键词、作者栏、论文出处、作者单位等相关信息删

除。对于标题和子标题如果包含的词语个数大于3，

则保留并与文章一起进行计算，否则删除。

在计算词语的n—gram值前，删除文本中的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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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介词等无意义的词语，保留形容词、动词、副词等

词语作为文本的特征词。对需要处理的特征词进行

标记，标记过程为：每一个结点包含一个特征词，每

个结点的值分别对应该特征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

以及所对应的位置信息(段落、段落中的位置)，并根

据特征词的频率大小排序，用链表的形式进行存储．

并将该结构称为词语存储器。

1．2特征词权重计算

特征词权重计算公式暇=讦蒜器‰加一
c)average(L)+f×L· (1)

其中tf(t)为特征词f在文档D中实际出现的频率，

average(f，(f))是t在训练文档集合中平均出现的

频率，￡是不同特征词的总数，c是0到l之间的一

个常量。

1．3特征词权重修改

考虑5个连续特征词间的关系，并采川快速n—

grims匹配算法“]，得到相应的概念体后，对公式(1)

中的特征词权重做如下鲣改：

彤一毗×票 (2)

其中强为词语”，所在n—grims的词串长度，n为文

档D中最大n—grims词串长度。修改后的特征词权

重不仅反应了词语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特

征词所在概念体的重要性。

1．4段落聚类

采用一种改进的K—means算法，对文章段落进

行聚类。首先，对于聚类个数，也就是k的值，采用一

种自适应的方法进行，即在一个合理的^值范围内

进行搜索；其次，随机选择初始点，重复运行K—

means算法，利J玎一个失真系数来测量聚类的紧密

性，选择紧密性最小的情况作为最优解。

失真系数定义为一个类中的段落与该类中心点

的欧拉距离的平方平均和。因此，对于某种聚类情况

P一{L-。，f。，⋯，岛)的失真系数为
m —

D(P)一∑E(。)，E(。)一T再1∑(耳一卢m)2，
i--l

01l
J

c：表示一个聚类，5，为。中的一个段落，产c；，为cf的中

心点，lffI为。包含段落的个数。

假殴Ⅳ维向量空间中的每个点分别表示一个

段落，待聚类的段落可以表示为Ⅳ维向量空间中的

M个点，其中Ⅳ表示特征词的个数，M表示待聚类

的段落的个数。

基于改进K—means算法的段落聚类算法：

输入：

M，段落的个数；

Ⅳ，维数，特征词的个数；

D，失真系数，初始值为F(F为一个绝对大数)；

K MIN，最小的聚类个数；

K MAX，最大的聚类个数；

L，聚类的次数。

输出：段落聚类的结果P，k聚类数。

做L次：

1)随机选择一个^值，^∈EK—MIN，K—

MAX]；

2)随机从M中选择k个初始点；

3)使用(1)、(2)中的参数进行K—means聚类，

得到一个聚类结果P；

4)利用失真系数D(P)测量该聚类结果P，如果

D(P)小于F，修改F；否则，保持原有值；

5)重复1)～4)。

1．5主题旬提取

根据1．4得到的段落聚类结果，假设聚类结果

为P={C。慨，⋯岛}，对每个聚类Ci计算其相似度，

即计算该类中每个句子S与中心点u。的相似度，

其计算公式为

Cos(Sj，№)一∑Sp户“)^／

√I静『『舡小 (3)

并且，聚类Q中心点的相似度设为1。

利用VSM模型对句子进行向量表示，即句子

SJ表示为Sj(w1，F1J}w2，F2，；⋯jWM，FM，)其中Ⅳ为

特征词的总数，FM表示句子J中的第Ⅳ个特征词，

w”为特征词FM的权重，其值由公式(1)得出，句子

权重计算公式为
N

∑wl
Ⅳ(Sj)；2；讦一*Cos(sJ，户“】)。 (4)

在得到句子权重后，按照1．4所得到的主题区

域，将句子在所处主题区域内按照句子权重进行排

序，根据需要产生文摘长度，在每类主题区域中选择

出前若干权重大的句子为文章主题句。这样，在进行

句子抽取的过程中，按照聚类优先抽取的原则，即考

虑到句子权重大小和抽取句子的多样性。

2算法评估

采用内部评测和外部评测两种方法对算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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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摘要进行评估。内部评测是测试文摘本身是

否与文章要点一致以及是否包含文章的所有基本要

点；外部评测是通过文摘与文章的相似度计算或者

文摘在信息检索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来评估文摘。

2．1内部评测

从新浪网上分别下载关于经济、文学、新闻、科

技等4个方面的文章各10篇。首先用本文所设计的

算法对40篇文章做出文摘，然后请两位中文系的

专家为40篇文章分别做出相应的人工文摘。将机器

自动生成的40篇文摘与两位教师做出的80篇文摘

分为经济、文学、新闻滓}技4类，另外请一位语言教

授对机器文摘和所对应的2位专家的人工文摘进行

综合评价，按召回率和准确率进行比较，其测试结果

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本文所采用的自动文

摘算法对经济类和科技类论文，无论是准确率还是

召回率都明显高于新闻类和文学类文章。主要是由

于经济类和科技类论文的用词和论文结构比较确定

严谨，相反文学类则比较随意。因此，本算法对论文

结构和用词相对固定的经济类和科技类论文更为适

用。

O．60．50．7

b誊)薹0．8◆一

2．2外部评测

运用一个事先已经做好的分类器，选择650篇

文章作为训练浯料，然后分别运用原文本和机器产

生的文摘句作为一个测试语料进行分类，对60篇文

章进行分类后的平均结果是：采用原文本的分类准

确率为61．3％，利用机器文摘进行的分类准确率为

66，8％。利用机器文摘分类明显高于使用原文本进

行分类的准确率。

3结束语

本文利用快速n—grims算法和改进的K—means

算法，提出一种基于局部与全局的自动文摘算法，并

采用内部评测和外部评测两种方法对算法得到的文

摘进行评估。该算法不仅能够自适应获得^值，而且

有效防止了随机选择对聚类结果的影响。内部评测

表明本文采用的算法对经济类及科技类沦文在准确

率和召回率方面都明显高于新闻类和文学类文章，

而外部评测表明利用机器文摘分类明显好于使用原

文本进行分类。综合分析表明该算法得到的文摘，在

各项指标上都优于传统的方法生成的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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