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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细颗粒度挖掘的产品评论语料库构建技术

刘远超，宋明凯，刘　铭，张　想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ｌｙｃ＠ｉｎｓｕｎ．ｈｉｔ．ｅｄｕ．ｃｎ）

摘　要：为了辅助进行产品评论中特征－观点对识别的挖掘工作，对细颗粒度产品评论语料库的构建技术
进行了研究．介绍了用于产品评论细颗粒度挖掘的语料库构建方法，以及目前初步进行的语料标注工作．标
注数据可以数据库形式存储，从而实现了无结构化到结构化的转变，为自动查询等处理提供了极大方便．实
验结果表明：虽然文中的标注方法以手机产品为例，但具有良好的移植性，可以应用到其他产品评论的细颗

粒度语料库构建．相应的语料库构建对于高性能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特征－观点对识别算法的性能提高以
及自动评价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品意见挖掘；细颗粒度语料库构建；语料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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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评论挖掘是文本挖掘研究领域中最近几
年兴起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４］．其主要做法是以
Ｗｅｂ上发表的用户产品评论作为挖掘对象，从大
量文本数据中发现用于对该产品各方面性能的评

价［５－７］．由于产品评论挖掘是针对某类产品进行

挖掘，因此有必要建立语料库．国外比较知名的
大规模语料库包括 Ｂｒｏｗｎ语料库、Ｌｏｂ语料库［８］、

Ｃｏｂｕｉｌｄ语料库等．汉语现有的大规模语料有《人
民日报》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大学双语

语料库等等．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用于文本挖掘的
语料库包括Ｐａｎｇ语料库、Ｂｅｒ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ｉ电影评论语
料库［９］、ＭＰＱＡ语料库［１０］等．

本文要研究的手机产品评论语料库的来源是

用户在不同手机网站上的产品使用评论（称之为

原始评论）．对语料库的标注意味着让它能够机
读化，能够方便的存入数据库中，并且能够快速的



得到手机产品特征 －观点对（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ａｉｒ），方便以后进行基于统计的方法研究．

１　语料标注方法
相关术语：

复句：定义由４个标点符号结束的句子成为
复句，包括“．”，“；”，“！”和“”．一个复句由一个
或多个单句组成．

单句：定义在一个复句里，由两个标点符号结

束的句子成为单句，包括“，”，“？”．
特征－观点对（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在用户

的一条评论中出现的相对应的产品特征和观点

对，一条评论可能包含多个特征－观点对，表示为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语料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机器可读，语料标

注是实现原始语料机读化的关键环节，对语料库

信息进行结构化的标注对辅助意见挖掘是非常重

要的一步，目前语料库大都采用结构化标注，大多

依据某种特点的标注方法和标准．语料标注通常
分为自动标注和手工标注，前者通常采用某种标

注模式来对语料库进行标注，如卫乃兴等［１１］使用

ＸＭＬ语言对 Ｃｏｌｓｅｃ语料库进行标注，吴琴霞
等［１２］使用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对甲骨文语料进行标注；
后者则是根据一定的标注规则，采用特定的方法，

人为手工的对语料库进行标注．本文研究的意见
挖掘语料库就是采用手工标注的方法，通过编写

一个ＭＦＣ程序，把规则嵌入到程序中，然后手工
完成语料库的标注．
１１　预处理

在意见挖掘语料库中，研究的目的在于快速

的定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简称Ｐａｉｒ），由于这样
的Ｐａｉｒ通常会整体出现在一个复句中，而用户的
一条评论可能包含多个复句，举例如下：

“我刚买，屏幕很大．朋友都说太薄不好看，
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电池很不耐用这是真的，想

去买块电池备用．”
上述评论中有两个复句：１）Ｐａｉｒ为（屏幕，很

大）；２）Ｐａｉｒ为（电池，不耐用）．另外一个复句可能
有多个单句组成，在一个复句中出现的 Ｐａｉｒ，也有
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单句．例如：“说到它的音质，那
是非常不错的！”．这条评论的 Ｐａｉｒ为（音质，非常
不错），但它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单句中．

针对上述的几种情况，在语料库标注前先要

对原始评论进行预处理，首先把原始评论分割成

复句，划分的标准是“．”、“！”等标点符号；然后对
复句再分割成单句，目前统一划分为１０个单句，

划分的标准是“，”、“？”等标点符号，对不足１０个
单句的以Ｎｕｌｌ表示，如图１所示．

　　“复句：朋友都说太薄不好看，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电池很

不耐用这是真的，想去买块电池备用．
单句１：朋友都说太薄不好看，

单句２：我觉得挺喜欢的，

单句３：就是电池很不耐用这是真的，
单句４：想去买块电池备用

单句５：Ｎｕｌｌ
单句６：Ｎｕｌｌ

单句７：Ｎｕｌｌ

单句８：Ｎｕｌｌ
单句９：Ｎｕｌｌ

单句１０：Ｎｕｌｌ”

图１　复句划分成单句示例

１２　语料标注流程
在预处理完成之后，再添加上原始评论中存

在的一些信息，构成了要进行语料标注的一个单

元，称之为标注单元，如图２所示．

　　“（９０２２）
单句１：朋友都说太薄不好看，

单句２：我觉得挺喜欢的，

单句３：就是电池很不耐用这是真的，
单句４：想去买块电池备用

单句５：Ｎｕｌｌ
单句６：Ｎｕｌｌ

单句７：Ｎｕｌｌ

单句８：Ｎｕｌｌ
单句９：Ｎｕｌｌ

单句１０：Ｎｕｌｌ
复句：朋友都说太薄不好看，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电池很不

耐用这是真的，想去买块电池备用

编号：１４４
型号：诺基亚５３１０（ＸｐｒｅｓｓＭｕｓｉｃ）”

图２　标注单元内容示例

　　一个标注单元中所包含的信息如表１所示，
所有的标注单元构成了评论文件．针对上述的标
注单元，设计的标注流程如图３所示．

表１　标注单元中包含信息说明

包含信息 说明 举例

复句编号 被切分的复句的编号 （９００２）

单句１～１０ 切分一分复句为１０个单句

复句 被切分的复句

编号 复句所在的原始评论的编号 １４４

型号 手机产品的型号
诺基亚５３１０

（ＸｐｒｅｓｓＭｕ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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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语料标注流程

１３　语料标注具体操作
如图３所示，首先系统在载入预处理后的评

论文件时，同时还要载入 Ｆｅａｔｕｒｅ库文件和 Ｏｐｉｎ
ｉｏｎ库文件，Ｆｅａｔｕｒｅ库文件收录了可能在手机产
品评论中出现的３４９个产品特征，Ｏｐｉｎｉｏｎ库文件
收录了可能在手机产品评论中出现的４９０５个情
感词或短语．

　　载入文件后，把鼠标光标定位到标注单元的
任意位置，可以通过点击“产品型号、Ｆｅａｔｕｒｅ和
Ｏｐｉｎｉｏｎ”来依次得到标注单元中存在的相应信
息；“极性”系统初始默认为“－”（实践结果中得
出评论为负的比例较大），并可通过后面的按钮

进行极性修改；上述只要用户点击，系统可自动完

成，之后的“对应关系”，需要用户从 Ｆｅａｔｕｒｅ列表
框和 Ｏｐｉｎｉｏｎ列表框中选择相对应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和
Ｏｐｉｎｉｏｎ，然后点击“对应关系”按钮，它们所在的
单据编号就会自动的添加到对应关系列表框中，

这一步（标注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是标注过程的
核心．根据评论中的大多数情况，本文把对应关系
的上限设为３，即在一个标注单元中，最多能标注
３对 Ｐａｉｒ，不足的依然以“Ｎｕｌｌ”补充．语料标注系
统的主界面如图４所示．

在实践中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一些评论句中

并不显式的存在相对应的特征词，比如在上述举

例的复句中存在如下单句“朋友都说太薄了”，可

以发现“太薄”是观点词，但是在该复句中并不能

找到相对应的特征词，于是本文提出了隐含特征

的定义，即在一条评论中存在对其的情感评论词，

但并没显式出现的特征词．
针对上述情况，专门为“隐含特征”添加了一

个标注功能，用户选中 Ｏｐｉｎｉｏｎ列表框中的一个
Ｏｐｉｎｉｏｎ，然后点击“隐含特征”，就会打开一个新
的对话框，里面包含了可供选择的产品特征，用户

在选择即可．“隐含特征”运行示意图如图 ５
所示．

图４　语料标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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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隐含特征”运行示意图

　　进行完上述步骤之后，点击“写入文件”按
钮，把标注好的一个标注单元暂时写入到一个文

本文件中，全部完成之后，再方便的导入到数据库

中．数据库的格式如图６所示．其中：ＩＤ为复句编
号；Ｂｒａｎｄ为产品型号；ＦＯ１ＦＯ３为 ３个对应关
系；Ｆｅａｔｕｒｅ１３，Ｆｎｕｍ１３分别为特征 １３和特征

１３所在的单句编号；Ｏｐｉｎｉｏｎ１３，Ｏｎｕｍ１３分别为
观点１３和观点１３所在的单句编号；Ｈ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Ｏｐｉｎｉｏｎ和Ｈｎｕｍ分别为隐含特征、隐含特征的
观点及隐含特征观点所在的单句编号；Ｓｉｍ１１０
为１０个单句；Ｃｏｍ为复句；Ｎｕｍ为复句所在的原
始评论的编号；Ｐｏｌａｒｉｔｙ为该评论句的情感极性．

图６　数据库的存储格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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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语料标注系统数据分析
截止目前，利用本文设计的语料构建方法和

工具，初步标注完成 １８７０个标注单元，合计约
１０３２６０３７字．对总体标注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
进行统计，由于之前设定最多为３对Ｐａｉｒ，所以考
虑以下 ３种情况：只有 １对 Ｐａｉｒ（ＦＯ１！ ＝ｎｕｌｌ，
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有２对Ｐａｉｒ（ＦＯ１！＝ｎｕｌｌ，
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和３对Ｐａｉｒ（ＦＯ１！＝ｎｕｌｌ，
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总体统计表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ａｉｒ
ＦＯ１－ＦＯ３取值 统计结果

０对 ＦＯ１＝ｎｕｌｌ，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 ７８

１对 ＦＯ１！＝ｎｕｌｌ，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 １２８０

２对 ＦＯ１！＝ｎｕｌｌ，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 ３７６

３对 ＦＯ１！＝ｎｕｌｌ，ＦＯ２！＝ｎｕｌｌ，ＦＯ３！＝ｎｕｌｌ １３６

　　再对几个手机品牌进行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部分品牌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ａｉｒ统计表

品 牌 诺基亚 Ｎ７０ＭＯＴＯＲＯＫＲＥ２ 索尼爱立信 Ｗ８１０Ｃ

总数 ２３６ ２２７ １９８

Ｐａｉｒ＝０对 １４ ７ ４

Ｐａｉｒ＝１对 １６２ １６１ １３０

Ｐａｉｒ＝２对 ４５ ５３ ４０

Ｐａｉｒ＝３对 １５ ６ ２４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确定以复句作为Ｆ
ＯＰａｉｒ的抽取单元后，通常一个复句中包含一个
Ｐａｉｒ，其次是２个Ｐａｉｒ，０或者３个的占少数．

３　结　论
１）从实现过程上看，文中提出的方法对语料

库中的原始评论进行加工，把表示产品特性的特

征词和表示用户情感的观点词标注上相对应的关

系，以便于计算机的识读和进行下一步统计比较

工作．
２）利用ＭＦＣ程序对原始评论进行结构化标

注的方法，使数据存储在统一的数据库中，为数据

查询、分类和共享等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经
过结构化处理，可以方便地引入机器学习和数据

挖掘中的先进理论和技术，从而加速相应的挖掘

和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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