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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话题检测技术中的聚类思想，分析了动态多文档文摘时间特性．利用时间信息的阈值变化得到
不同的多文档聚类结果，进而生成基于动态网页信息数据流的多文档文摘．针对不同阈值的多文档文摘比
较，了解时间信息在动态的多文档文摘中的重要性．实验证明在ＴＤＴ的话题检测技术中，可通过调整α值的
方法来平衡ＴＤＴ的输出结果，进而生成质量更好的动态多文档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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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新兴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方向，话
题检测与跟踪（Ｔｏｐ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ＤＴ）［１］是一项旨在基于事件对信息进行组织和
利用的研究，也是为了应对信息过载问题而提出

的一项应用研究．话题检测本质上类似于无监督
的聚类研究，但通常的聚类基于全局信息实现，而

话题检测中的聚类以增量方式实现．
本文研究的动态多文档文摘作为话题检测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输出结果，生成事件的线索报告．
基于话题检测技术的动态中文多文档文摘，结合

了ＴＤＴ的时序性及动态特性，针对于巨大的网络
信息量，能够在庞大的数据流中按照话题聚类，形

成同一主题文档集合，进而生成多文档文摘，便于

使用者按照主题查询相关文摘，得到最新的摘要

式信息．

１　相关工作与理论方法
本文使用了话题检测技术中的聚类思想，利

用时间信息的阈值变化得到不同多文档聚类结

果，进而生成基于动态网页信息数据流的多文档

文摘，方便用户按照主题的不同进行查询，缩短了

网页信息的浏览时间．通过不同阈值的多文档文
摘比较，了解时间信息在动态的多文档文摘中的

重要性．



１１　话题检测技术
话题检测与跟踪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在多种形

式多种语言的新闻报道流中准确的自动检测新话

题并对已知话题进行跟踪，所以可以说话题检测

任务是对这一终极目标的最佳体现．
目前大多数话题检测算法都是基于某种聚类

思想实现，比如：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聚类方法［２－３］，Ｋ
ＮＮ［４］，Ｋｍｅａｎｓ［５］以及层次聚类算法［６］．话题通常
用质心来表示，话题特征项的权值重、权重通常用

ＴＦＩＤＦ计算．本文所采用的报道和话题的表示模
型为：１）报道的基于动态ＩＤＦ的向量空间表示模
型；２）话题的中心向量表示模型；３）报道和话题
之间的相似度计算．目前话题检测算法主要是对
文本聚类算法的改进和延伸．在话题检测研究中，
通常都是预先设定阈值，并且一旦设定在整个检

测过程中就不再改变，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首
先，由于话题的时间集中性［７］，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该话题相关的报道将越来越少，所以应该在检

测过程中逐渐加大阈值；其次，不同的话题应该采

取不同的阈值．
１２　多文档文摘技术

多文档文摘系统，根据采用的方法的不同，大

致可以分为［８－９］：

１）基于单文档文摘技术的方法．基于单文档
文摘技术生成多文档文摘是指采用单文档文摘中

有效的方法计算多文档集合中的每个句子的权

值，选出权重最高的若干句子组成文摘［１０］．常利
用对句子进行加权的特征有文档的词频统计、句

子在原文中的位置和句子长度等信息．
２）基于信息抽取的自动文摘．信息抽取指的

是从大量的原始数据中抽取有价值的信息［１１］．这
些信息包括特定的实体、关系或事件．基于信息抽
取的自动文摘包括两个阶段：从文本中获取信息

和填充模板生成文摘．文摘的模板中包含了所处
理的对象的各个属性，其中需要从原文中获取的

各项信息以空槽的形式表示．
３）基于多文档集合特征的方法．这种方法

主要是指将多文档集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通过对多文档集合中的句子按照其表达意思的相

近程度重新组合聚类，然后从不同的类别中抽取

文摘句［１２］．
本文使用基于原文抽取的多文档文摘系统，

此类型系统流程为：１）根据各种形式特征对句子
加权；２）根据句子权重选取句子并去除冗余信
息；３）对句子排序以生成一篇连贯的文摘．综合
句子加权、选取、排序技术实现一个中文多文档自

动文摘系统．
１３　基于时间信息的话题检测技术

时间信息在自然语言处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ＬＰ）是许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基
础，如多文档文摘系统中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相关的信息［１３］．新闻报道含有丰富的时间信息．
基于上述分析，应用基于话题的持续时间的动态

阈值模型为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ｔ）＝θ＋α（Ｔｉｍｅ（Ｓ）－
Ｔｉｍｅ（Ｔ））． （１）

式中：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ｔ）为ｔ时刻话题 Ｔ的阈值，θ
为话题刚建立时的阈值，且θ是一个常数；α为时
间信息在动态阈值中所占的比例，且 α是一个可
调参数．Ｔｉｍｅ（Ｓ），Ｔｉｍｅ（Ｔ）分别为报道时间和话
题的建立时间，ｄ．
１４　比值法

在话题检测的基本模型中，首先计算报道和所

有已存在话题的相似度，然后通过最高相似度与相

似度阈值的比较得到报道和话题是否相关的判断

结果［１４－１５］．但是，在基于动态阈值模型的话题检测
算法中，每个话题的相似度阈值都可能不相同．为
了让报道和不同的话题的相似度具有可比性，本文

应用了比值法，用来选择与某个报道最相似的话

题，基于比值法选择最相似话题的过程为：

１）计算报道和话题的相似度．
２）计算相似度与话题的阈值的比值，最大比

值记为Ｒａｔｉｏｍａｘ，得到最大比值的话题为 Ｔｍａｘ，如
果Ｒａｔｉｏｍａｘ≥１，那么报道和话题Ｔｍａｘ相关；
３）如果Ｒａｔｉｏｍａｘ＜１，那么新建立一个话题．
实验结果证明，基于话题持续时间的动态阈

值模型配合比值法的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１５　多文档文摘系统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首先对话题相关文档

集中的每篇文本进行分句、分词的预处理，应用停

用词表进行停用词的过滤，并进行词频统计．在
此基础上进行主题词抽取，并融合词汇信息、位置

信息、长度信息来计算句子的权值；然后以权值为

依据，不断选择权值大且含新信息多的句子加入

摘要，直到达到指定长度；最后通过一定的排序算

法对句子进行排序，从而生成一篇具有一定逻辑

性的，连贯、流畅的文摘．

２　实验结果和分析
本文应用基于话题持续时间的动态阈值模型结

合比值法来选择和话题最相似的报道，针对不同的

时间阈值比较它们生成的动态多文档文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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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汉语语料的话题检测实验
本文实验的汉语语料是从网上获取的，用手

工标注的新闻报道，共有１１３篇．语料中所有的报
道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成一个文本文件，其中标

注了１２个话题．为了更好的说明语料库的内容，
汉语语料的标记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汉语语料标记信息

编 号 话 题 ＹＥＳ

１ ２００４台湾立委选举 ９
２ ３·１９枪击案 １１
３ 扁宋会 ９
４ 策划大游行 ５
５ 反分裂法 １１
６ 胡锦涛对台讲话 １０
７ “汉光”军事演习 ６
８ 肯德基苏丹红事件 １１
９ 李登辉访日 １１
１０ 刘翔跨入小学语文教材 ９
１１ 湖南凤凰大桥坍塌 １３
１２ 山东新泰矿难 ８

２２　话题检测评价标准
本文采用 ＴＤＴ评测中所使用的归一化检测

开销（ＣＤｅｔ）ｎｏｒｍ来评测话题检测系统为

（ＣＤｅｔ）ｎｏｒｍ ＝
ＣｍｉｓｓＰｍｉｓｓＰｔａｒｇｅｔ＋ＣｆａＰｆａＰｔａｒｇｅｔ
ｍｉｎ（ＣｍｉｓｓＰｔａｒｇｅｔ，ＣｆａＰｔａｒｇｅｔ）

．

（２）
式中：Ｐｍｉｓｓ为系统的漏报率，Ｐｆａ为系统的误报率，
Ｐｔａｒｇｅｔ为在信息流中看到一个新话题的概率，而
Ｐｔａｒｇｅｔ是在信息流中看到一个老话题的概率，
Ｐｔａｒｇｅｔ＝１－Ｐｔａｒｇｅｔ，Ｃｍｉｓｓ为漏报一个新事件的代
价，Ｃｆａ为误报一次的代价．

基于上述提出的评价标准，得到了汉语话题

检测基本模型在汉语语料上的评测结果，实验结

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中看到话题检测系统在阈
值为０４０时取得最好结果．

表２　汉语话题检测评测结果

阈值 Ｐｍｉｓｓ Ｐｆａ （ＣＤｅｔ）ｎｏｒｍ

０２５ ０４８１６ ００５４１ ０７４６７

０３０ ０１９６６ ００６９３ ０５３６１

０３５ ０１１９５ ００４４３ ０３３６７

０４０ ０１４０４ ００２９０ ０２８２３

０４５ ０１９６２ ００２０２ ０２９５３

０５０ ０２０７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２９０２

０５５ ０３０３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３２３８

０６０ ０４３０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４４６２

　　采用基于时间信息的动态阈值模型即θ＋α，
其中，θ＝０４，而不是单纯的静态阈值 θ．对 α取
不同值时的性能进行了验证，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时间信息的动态阈值模型实验结果

α Ｐｍｉｓｓ Ｐｆａ （ＣＤｅｔ）ｎｏｒｍ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９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２９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９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２３８１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６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２５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２４５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５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３１０１

　　表３可以看出基于时间信息的动态阈值模型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 α值增大，话题的
阈值将变得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使得许多相关报

道不能被检测到．所以在使用本文提出的动态阈
值模型时，α应该取适当的值．
２３　基于话题检测的动态多文档文摘

基于不同的α值，对ＴＤＴ的聚类输出结果进
行了实验．实验表明，基于话题持续时间的动态阈
值模型中，不是所有的阈值输出结果都能生成高

质量的多文档文摘．将α＝０００１与α＝０００３做
了对比实验，图１为α＝０００１时第１组 ＴＤＴ输
出的同一聚类话题多文档摘要结果，图２为 α＝
０００３第１组ＴＤＴ输出的同一聚类话题多文档摘
要结果．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向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

日本称原则上同意向李登辉核发赴日观光签证

日本政府将向李登辉发签证 要求日媒体不要报道

日本纵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又给李登辉发签证

中新网１２月２１日电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政府于２１日上午向

李登辉发放了入境签证。

李登辉计划九月下旬和家人到日本观光。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在９月１日首度表态：

日本官方将慎重评估判断。

司马辽太郎可说是将李登辉之名传遍日本的关键人物。

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赴日活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

支持，向＂台独＂势力再次发出了错误信号，损害了中日关系政

治基础。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取消允许李登辉到日本活动的决定。

图１　第１组ＴＤＴ０００１文档摘要结果（３０７）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向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

李登辉持签证抵达日本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

日本称原则上同意向李登辉核发赴日观光签证

日本纵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又给李登辉发签证

但据２６日几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外务省的态度还是＂面

有难色＂，对发给签证表示慎重。

李登辉计划九月下旬和家人到日本观光。

刘建超回答说：李登辉是急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在９月１日首度表态：

日本官方将慎重评估判断。

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日本

政府立即取消允许李登辉到日本活动的决定。

《朝日新闻》称，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薮中三十二于１５日晚，

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程永华通报了此事。

图２　第１组ＴＤＴ０００３文档摘要结果（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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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实验分析和结论
由于评测语料不同，所以没能将实验结果与

国内外同类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而中文文摘的
评测系统尚未建立，所以只能通过与自身的结果

大致对比，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取得了比较理想的

效果．
通过直观比较可以看出，表示时间信息在动

态阈值中所占的比例的 α参数变化时，所生成的
多文档文摘质量有所差别．同 ＴＤＴ的结果略有区
别的地方是，随着α值的增大，话题的阈值将变得
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使得许多相关报道不能被检

测到，但是文摘所含的信息量也随着增大，有更强

的阅读性和流畅程度，信息覆盖率大．当α值增大
到一定程度，文档文摘质量下降．通过比较生成的
多文档文摘，可以看出，时间阈值在等于０００３的
时候文摘质量最好，当时间信息过少或者过多时，

文摘都只能得到一般的结果．说明在 ＴＤＴ的话题
检测技术中，可以通过调整 α值的方法来平衡
ＴＤＴ的输出结果，以得到更好质量的多文档文摘，
得到对于新闻数据流更全面、覆盖率更高的信息

摘要．

３　结　论
１）基于话题检测技术的动态中文多文档文

摘，结合了ＴＤＴ的时序性及动态特性，针对于巨
大的网络信息量，能够在庞大的数据流中按照话

题聚类．
２）时间是话题的重要特征，中文文摘技术也

正朝着动态发展，动态的形成同一主题文档集合，

进而生成多文档文摘．并应用于大规模数据处
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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