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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特征抽取是文本情感分类的重要步骤，正确的选择情感特征并赋予合理的情感权重是保障

分类精度的前提。利用基础情感词词典、连词词典及词语距离，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重词典的中文文本情感

特征抽取算法，实验证明该方法优于HM, SO-PMI和词语语义距离等经典的特征抽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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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otional feature ex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so choosing emotional
feature correctly and giving a reasonable sentiment weight are the premise to guarantee classification precision. A Chinese
text emotional feature extrac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based on multiple lexicons including basic semantic lexicon, con-
junction lexicon and word distance.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outperforms some classic feature
extraction algorithms of HM, SO-PMI and word semantic distanc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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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国内外对文本主题的分类研究已经比较深

入，但是对文本情感分类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较初级

的阶段。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在文本情感

分类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比如贝叶斯、最大熵、支持向量机等机器学习方法。

而情感特征抽取是文本情感分类的重要步骤，准确

的情感特征以及合适的情感权重是保证情感分类性

能的关键。

已有不少学者对文本情感特征抽取方法进行了

研究，Hatzivassiloglou和Mckeown提出了经典的HM
算法，利用形容词之间的连词存在语言学上的限制

（连词连接的 2 个词表示相同或相反的态度），将语
料库中的形容词聚类为正性词汇和负性词汇，以判

断形容词的情感特征[1]。Peter D. Turney提出了 SO-
PMI算法[2 ]，使用一个词和强烈表示正面倾向的词

“excellent”的互信息，减去它和强烈表示反面倾向
的词“poor”的互信息，计算这个词的情感倾向。姚
昉天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在中文文本中只有25.5%的

有效句子中出现了关联词，如果使用HM算法，则
查全率较低，并且在实验中发现，5.5%的句子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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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联词之间出现了转折词，由此看出现在同一个

句子当中的情感词、词语距离相近的情感词，它们

的情感倾向未必相同，因此上述算法均有一定的局

限性[3]。

本文利用基础情感词典、连词词典结合词语距

离算法提出一种基于多重词典的中文文本情感特征

抽取方法。采用的方式是：首先利用基础情感词词

典初步提出文本情感特征集 C 1
，然后利用连词词典

提取与 C1
中的情感特征相关联的情感特征组成情感

特征集C2
，最后将已抽取的情感特征集C2

作为种子

词，进一步利用词语距离算法提取未识别出情感倾

向的情感词，形成最终情感特征集 C。 实验结果表
明，使用多重词典的中文文本情感特征抽取方法，其

准确率、查全率和F值要高于经典的HM, SO-PMI, 词
语距离等算法。

1 基于多重词典的中文文本情感特

1.1 基于基础情感词词典的情感特征抽取

基础情感词词典[ 4 ]是由中文中常用的情感词语

构成，这些词语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因此基础情

感词常用作文本情感分类的情感特征。由于中文文

本与英文文本的表达方式不同，在对中文文本进行

特征提取时，首先利用中科院的 ICTCLAS[5]对文本进

行分词，利用基础情感词典抽取情感词，具体方法

如算法 1所示。
算法 1 基于基础情感词词典的情感特征抽取

方法

// c i
表示已经抽取的情感特征项，初始为空

输入：文档 di
，ci{ }

输出：情感特征集 ci{ w1,w2,w3,…,wk}
Begin
1）使用分词系统对 di

分词

2）对分词后的 d i
进行预处理

去掉除句号、问号、感叹号的所有标点符号

去掉人名、地名、时间以及助动词

3）对于分词后的每一词语 wi

if wi
属于基础情感词典

将wi
加入到 ci

中

endif
4）循环执行第 3步，直到文本中所有词语都得

到处理

end
例如：“首先是让我满意的酒店接机服务，这一

点是和大家取得共识的了。我是来酒钢办事的，去

酒钢办事在这里住还是非常方便的，没有车服务员

会热情周到的帮我订车。让我比较感动的是第二天

要去办事，前一天却发现衣服挂了口子，因为着急

出去，没时间处理，而且本人缝纫手艺也比较差。在

情急之中找到了服务员，回来的时候衣服补好了，并

且皮鞋也擦亮了，一点没耽误事。在这里对她们的

服务表示小小的感谢！”该实例来自谭松波的“中

文情感挖掘语料 -ChnSentiCorp”[6]中关于酒店评论的

一篇语料。首先进行文本分词，依据基础情感词词

典对该文本抽取情感特征，在该实例中抽取的情感

特征为：C1 = {满意，方便，热情，周到，感动，差，
耽误，感谢}。抽取的这些特征都是存在于基础情感
词典的情感词，它们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表达该语料文本的情感倾向。

1.2 基于连词词典扩展情感特征

1.2.1 连词词典的构建

在中文的表达方式中，连词起到连接词与词、短

语与短语以及句与句的作用。如果一个连词连接的

2个词语中，有一个是带有情感倾向的词语，那么可
以判定与它连接的另外一个词语也带有一定的情感

倾向。利用这一方法在已知的部分情感特征词语的

基础上进一步查找未知的情感特征项。收集这一类

相关的中文连词，构建连词词典。

能够用来抽取文本情感特征的连词只有 3类：转
折，递进和并列。这 3类连词在中文文本中对文章的
主观情感有较大的影响而且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转折连词连接的 2个情感词，它们具有相反的情感倾
向；递进连词连接 2个情感倾向相同的情感词语，并
且连词后的情感倾向要强于连词前的情感倾向。同

时递进连词与转折连词一样，不同的递进连词有不

同的语气程度；并列连词连接 2个情感倾向相同的词
语，与前面 2类连词不同的是，并列连词连接的两词
语情感权重相同。

根据连词的上述特性使用转折，递进和并列 3类
连词构建连词词典，如表 1 所示。

依据连词的特性，连词词典不定义权重值。但为

征抽取算法

表 1 整理得到的 3类连词集
Table 1 Three types of organized conjunction collections

连词类型

转折

连词

但、可是、然而、不过，却、但是、偏偏、

只是、不过、至于、不料、岂知

而且，更加，甚至，不如、不及，乃至，并且，

乃至，况、况且

和、跟、与、同、及、何况并列

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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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分 3类连词，对这 3类连词定义标志值，转折连
词标志值设置为 -1，并列连词为 0，递进连词为 1。

1.2.2 基于连词词典扩展情感特征

基于基础情感词词典能够抽取文章中具有强烈

情感倾向的情感特征，但是在中文句子表达中，除

了基础情感词之外还有其它能够表达情感倾向词语。

比如：“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不可行。”在该句中存

在基础情感词“好”，具有正面的情感倾向，但如果

在此例中只以基础情感词作为情感特征，明显会误

判。该例句的情感倾向由词“不可行”表达，从整

个结构来讲，该例是负面的情感倾向。

利用连词词典，在算法 1抽取的情感特征基础上
进一步抽取情感特征项。依据连词的特性来抽取，并

列连词连接的情感词情感特征权重相同，转折连词

连接的情感倾向相反，递进连词依据其所处在连词

的位置而确定，递进连词后的情感词倾向强于前面

情感词倾向。基于连词词典扩展情感特征算法如算

法 2所示。
算法 2 基于连词词典扩展情感特征算法

// ci
表示算法 2中抽取的情感特征集， O(w) 设为

词 w的权重
输入：文档 di

，阈值 t, ci{w1,w2,w3,…,wm}
输出：ci{w1,w2,w3,…,wn }
Begin
1）在文本 d i

中查找候选情感词 w
2） if  w不存在于ci

中

（1） 求w与种子词的关联度

SO-PMI(w)
（2） If SO-PMI(w)> t  // t 一般取0.05
（ⅰ）判断 w的情感倾向
（ⅱ）计算 w的情感权重
（ⅲ）将 w及权重加入到 c i

中

3） Repeat step 1 until to the end of document di

End
对 1.1中的例子进一步抽取情感特征，在实验中

发现递进连词“而且”，在其后查找到一个形容词

“差”存在于特征情感词集中，所以进一步在“而且”

的前面查找出“着急”，因此将该词加入到情感特征

集中，由于该词处于递进连词的前面，所以将它的

权重设置为“差”的一半。在该实例中进一步抽取

的情感特征为C2= {满意，方便，热情，周到，感动，
差，耽误，感谢，着急}。
1.3 基于词语距离进一步扩展情感特征

词语距离判断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一篇文章

表现出一种情感倾向，那么在该文章中情感词会群

集出现，它们共同决定一篇文章的情感倾向，也就

是说一篇文章当中出现的情感词语的情感倾向大部

分是一致的，并且情感词群之间是共现的，词语之

间的距离越近，情感倾向也就越相似[7]。在计算候选

情感词与种子词之间的关联度时采用 S O - P M I
（semantic srientation-s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算法。

SO-PMI算法是在 PMI上演化而来，PMI是用来
计算 2个元素的相似性[8]。假设 2个词 w1

和 w2
之间

的 PMI定义如式（1）所示，

 
，                     （1）

式中：p(w)表示词语 w出现的概率；

p(w1&w2)表示词w1
和 w2

共现的概率。

SO-PMI是在 PMI的基础上判断词语的情感倾
向。假设要计算词语 w的情感倾向，用词 w 分别对
每一个种子词使用 PMI算法计算相似度，然后计算
词 w和 k 个正面词的关联权重以及与 k 个反面词的
关联权重之差，计算如式（2）所示，

 ，   （2）

式中： 表示正面种子词集；

表示负面种子词集。

SO-PMI(w) > 0，则词w的情感倾向为正面，反之
为负面。由于种子词是选择情感极性较强的词语，因

此 SO-PMI(w)数值越大，词w的情感极性越强。
通过算法 1和算法 2，从文本中选取了一部分情

感特征项：

1）利用了基础情感词典，文本中所有的基础情
感词都是要选择的情感特征项，该类词对于文本的

情感倾向分类的正确与否贡献度最大。

2）根据连词的特性，利用连词词典，进一步扩
充文本的情感特征项，并且确定了其情感权重。

接下来利用词语距离的方式从剩余的候选集中

提取情感特征集，选用算法 2中提取的情感特征作为
种子词集。具体步骤如下：

1）对于文本d中的候选情感词w，使用公式（2）
计算 w与种子词之间的关联度 SO - PMI (w)，如果

SO-PMI(w)>T（T一般取 0.05）[7]，则将w加入情感特
征集。

2）判断 w的情感倾向，计算方式如式（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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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4）

   ；                                       （5）

p_key i
表示算法 2提取的正面情感特征；

n_key i
表示同一文本中负面情感特征；

为w与正面情感特征项 i的距离；
对于词语w，如果 SO-DIST(w)大于 0 则判定其为

正面的情感倾向，否则为反面。

3）依据词语距离算法原则，使用如下方式计算

w的情感权重：如果 w判定为正面倾向则使用文本
中正面的情感词汇作为其权重的计算依据，反之使

用负面词汇，计算方式如式（6）。

，                                     （6）

式中：  ；

seedi
表示情感词集中与 w相同倾向的情感词；
表示情感特征集中情感词的情感权重；

di
表示候选特征w与 seedi

的词语距离。

算法如下。

算法 3 基于词语距离的情感特征选择

// ci
表示算法 1中抽取的情感特征集， O(w) 设为

词 w的权重
输入：文档 di

，ci{w1,w2,w3,…,wk}
输出：情感特征集 c i{w1,w2,w3,…,wm}
Begin
1）在文本中查找连词

2）if 存在连词 conj(w)
（1） 在conj(w)所在句中查询2个相同词性的词语

w1,w2

（2） if w1,w2
中任意一个存在于ci

//假设w1
存在于 c i

中

（i）w2
加入 ci

（ii）if conj(w)是并列连词
赋予 w1,w2

相同的情感权重

else if conj(w)是递进连词
 if w2

在 conj(w)前
 O(w2) = O(w1)/2
 else  O(w2) = O(w1)*2
 else if conj(w) 是转折连词
 O(w2) = -O(w1)
 endif
3）循环执行步骤 2，直到文本结束

End
对 1.1中的文本进一步抽取情感特征，使用算法

3提取后情感特征为：C = {满意，方便，热情，周到，
感动，差，耽误，感谢，共识，着急，没时间，情

急，补好，擦亮，服务}。

2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语料采用谭松波的“中文情感挖掘语料 -

ChnSentiCorp”中关于酒店评论的语料，总共4 000篇，
正负语料各 2 000篇，从这 4 000篇语料中随机抽取

200篇文章，正、负面文本各 100篇作为训练语料集，
手工对其进行词语级的情感词标注，标注的方式为：

按照词语所处的上下文环境进行语义标注，如“不

开心”，标注为负面情感词。

实验利用基于多重词典的情感特征抽取算法识

别出测试语料中的情感词，实验中将多重词典的情

感特征抽取算法与HM算法，SO-PMI算法，词语语
义距离算法进行了比较，基于多重词典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准确率达到 0.940，覆盖率达到了 0.893。实
验结果如表 2所示。

3 结语

本文利用基础情感词典，连词词典以及词语距

离算法提出一种基于多重词典的情感特征抽取方式。

首先利用基础情感词典对文本抽取基础情感词作为

文本的情感特征，然后在已抽取的情感特征基础上

利用中文连词特性提取与情感特征连用的情感词作

为情感特征，第三步利用词语距离算法在未知的情

感倾向的候选情感词集中进一步提取情感特征。实

验证明该方法优于经典的HM, SO-PMI和词语距离等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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