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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信息抽取研究进展综述

吴　 超　 郑彦宁　 化柏林

摘　 要　 通过对数值信息抽取文献的调研，先从文献类型、学科领域、高频关键词三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从抽取数据

源、抽取对象、抽取方法与技术、结果评价和应用等方面对当前数值信息抽取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研究发现当前对

于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具有五个特点：抽取数据源以新闻语料、Ｗｅｂ 网页为主，抽取对象以基数类数值信息和数量类数

值信息为主，抽取方法以基于规则的方法为主，抽取结果评价指标比较单一，但应用领域较为广泛。 图 ４。 表 ３。 参考文

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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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抽取就是从给定的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

预先制定的信息，并将其形成结构化的数据［１］ 。 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数值信息抽取，指对给定文档集中

的数值型信息进行抽取。
数值信息具有较强的领域相关性，在不同的

研究领域、应用场景下，数值信息的具体对象各有

差异。 如在时间短语识别或时间序列挖掘的研究

中，时间是数值信息抽取的具体研究对象。 在名量

短语和动量短语的识别研究中，数量短语则是具体

的研究对象。 因此，在对数值信息进行抽取前需要

对该领域中常见数值信息的类型进行归纳，并定义

要抽取的数值信息。
在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中，对于数值信息的处

理是必不可少的，是基础研究方向之一［２］ 。 它的研

究成果将直接影响到文本信息自动化处理的深层

次研究，它是信息抽取、信息检索、机器翻译、自动

问答系统、知识库或事实库等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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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及应用的重要基础［３］ 。
在当今海量信息环境下，现代情报工作中的

信息采集任务基本都交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如商业

竞争情报监测、科技动态监测、武器装备监测等，这
些工作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监测对象的相关数值

信息，获取这些信息是情报研究的基础。 因此数值

信息抽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科技文献

数据库、专利数据库是高质量的信息源，目前研究

针对的是标题、作者、语种等外部特征元数据。 对

其内容进行细分描述的研究很少，可以使用数值信

息抽取技术深入研究文献中含有丰富数值信息的

内容元数据［４］ 。
虽然关于信息抽取的综述论文已有不少，但

是还没有专门针对数值信息抽取的综述论文。 图

书情报领域中已有很多综述与述评［５－７］ ，尚缺乏结

合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综述与述评。 根据定量分

析可找出热点文献与重要文献，分析核心作者与重

要研究机构，统计研究热点等，然后通过分类归纳

把相关研究划分为相关流派与不同技术路线等进

行定性述评［８］ 。 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的

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现状进行

综述，其体系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本文综述体系框架

２　 相关文献定量分析

文献［９］认为，有些人做主题研究时往往只使

用万方数据或者中国知网数据，难免会导致数据不

完备的情况，特别是在计量分析类论文或综述类论

文中，这一问题尤为明显。 计量分析类论文要尽量

使用多源数据，例如，万方数据与中国知网数据的

融合。 因此，本文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数据库，利用

主题检索功能查找同时含有“信息”和“抽取”的文

献，两数据库中检索结果分别为 １４，３８４ 篇和 １２，
８６４ 篇。 然后利用在结果中检索这一功能，查找主

题中同时含有“数值”的文献，结果两个数据库中

分别有 ２４２ 篇和 ２３０ 篇，经文献筛读后其中只有两

篇与本文主题相关，即毋菲的论文《数值信息的抽

取方法研究》和《基于决策树的中文事件论元值的

抽取》。 对于外国文献，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使用

检索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进行标题检索，
检索结果有 ２，８３９ 条。 修改检索式为“ｎｕｍｅｒ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同样进行标题检

索，检索结果大为减少，只有八条，经过筛选后只有

两篇和主题相关，并且这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都是

Ｍｕｒａｔａ Ｍ。 从上面的检索结果来看，关于数值信息

抽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数值信息具有较强的领域相关性，在不同的研

究领域、应用场景下，数值信息的具体对象各有差

异。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检索策略，结合其他与数

值信息相关的更为具体的检索词进行检索，如“数
值知识元”、“数词识别”、“数量短语识别”等。 另

外，在信息抽取领域，命名实体识别是其首要和基

础的任务。 从狭义上说，命名实体是指现实世界中

的具体或抽象的实体，如人、组织、公司、地点等，通
常用唯一标识符（专有名称）表示，如人名、组织名、
公司名、地名等。 从广义上讲，命名实体还可以包

含时间、货币以及各种数字等。 至于命名实体识别

的确切含义，只能根据具体应用来确定。 比如，在
具体应用中，可能需要把身份证号、电子信箱地址、
电话号码、编号、ＵＲＬ 网址等作为命名实体［１０］ 。 因

此，广义的命名实体中所包含的时间、货币以及各

种数字等数值信息，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在以命

名实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就很可能包含对数值

信息的探讨。 所以我们也把“命名实体识别”作为

一个检索词。 同时分别以抽取对象为检索词扩充

检索范围，如“价格抽取”、“时间抽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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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检索出来的很多文献并没有介绍数值信

息抽取内容，因此还需要人工逐篇阅读判断，最后

通过对检索过程的调整以及检索结果的人工筛读

后，得到 ４９ 篇样本文献，接下来我们对这些样本文

献进行了简单的计量分析。 由于受文献获取所限，
定量分析结论仅供参考。

２ １　 文献类型分析

我们把检索得来的文献大致划分为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三种类型。 据此对样本文献进

行类型统计（见图 ２、表 １）。 从图、表中可见，期刊论

文最多，达到 ２５ 篇，所占比例为 ５１％，会议论文有 １３
篇，比例为 ２７％，学位论文有 １１ 篇，比例为 ２２％。 说

明对于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于期刊和

会议当中，比较零散、浅显，缺少系统的研究。

图 ２　 文献类型分布

表 １　 不同类型的文献数量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数量（篇） ２５ １３ １１

２ ２　 论文学科领域分析

根据论文刊载期刊、中图分类号、作者专业或

研究方向、论文标题、会议名称等信息综合判断，人
工标引出样本文献所属学科并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３、表 ２ 所示。 不难发现，对于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

大多属于计算机科学、情报学、计算语言学三个学

科，特别是计算机学科领域，论文数量有 ２８ 篇，在
全部样本文献中所占比例接近五分之三。 另外情

报学和计算语言学也占据不小的比例，这表明对于

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需要交叉学科知识。 分别对

这三个学科领域的样本文献的标题进行归纳分析

后发现，计算机学科领域的研究重点为命名实体识

别、信息抽取。 情报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为知识元抽

取，其中温有奎有三篇相关论文。 计算语言学领域

的研究重点为数量短语识别和机器翻译。

图 ３　 论文学科领域分布

表 ２　 各学科领域论文数量

学科类型
计算机

科学
情报学

计算语

言学
医学

管理科

学与工程

数量（篇） ２８ １１ ６ ３ １

２ ３　 高频关键词分析

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英文

文献关键词翻译为中文再统计。 表 ３ 列出了对这

些关键词进行初步归类后的高频关键词（频次≥
３）。 关键词可以传达论文主题，概括论文核心研究

内容。 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研究热点。 通过表 ３

表 ３　 前 ９ 名高频关键词（频次≥３）

关键词 频次

命名实体识别 １３

信息抽取 １２

自然语言处理 ６

数量短语 ５

知识元 ４

数据抽取 ４

时间短语识别 ４

数值信息 ４

机器翻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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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数值信息抽取研究中研究较多的对象

有数量短语、知识元、时间短语、数值信息。 而且对

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多出现在命名实体识别、信息

抽取、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抽取、机器翻译等研究领

域当中。

３　 相关研究综述

完成定量分析后，下面从数据源、对象类型、抽
取方法与技术、结果评价和应用五个角度梳理和总

结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现状。

３ １　 抽取数据源分析

数据挖掘是数据库中知识发现的核心步

骤［１１］ ，主要是对数据库中结构化数据信息实现关

联分析、分类、聚类、时序演变分析、预测等挖掘功

能，以提取隐含的、未知的、有用的信息和模式的过

程［１２］ 。 和数据挖掘不同，本文所指的数值信息抽

取的数据源是文本，特别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文

本，因此难度更大，更有意义。
非结构化文本又称自由文本，因为它几乎没

有结构信息，是自然语言自由表达的文本。 在数值

信息抽取领域，常见的有报纸、以新闻文章为主的

测评会议提供的数据集、图书。 文献［１３，１４］利用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份《人民日报》语料作为实验语料库，
完成了包括数值信息在内的多种中文命名实体的

识别。 文献［１５，１６］设计了一个半自动化系统，使
用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日本《每日新闻》的所有文章

做了数值信息的抽取实验。 文献［１７］使用 ＣＷＭＴ
新闻语料和 ＩＷＳＬ０９ 评测语料。 文献［１８］则使用

了一些新闻报道、两本儿童故事书和一本历史书作

为文档数据集。
半结构化文本相较于自由文本处理起来容易

些，数据的获取也较容易。 Ｗｅｂ 网页就是一种典型

的半结构化文本，而且网络资源非常丰富且易于获

取。 因此，有不少研究所用数据源为 Ｗｅｂ 网页，如
文献［１９－２３］。 除了普通的 Ｗｅｂ 网页外，年鉴作为

一种半结构化文本，富含大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数值信息，也是数值信息抽取的重要对象。 肖洪和

薛德军详细描述了从海量年鉴文本中抽取数值信

息的基本流程和各主要环节的算法［２４］ 。 温有奎设

计了一套抽取软件，对年鉴中的数值信息进行了抽

取实验［２５－２７］ 。 另外，文献［２８－３０］发现在科研过程

中产生的科学数据，很多都保存成文本格式，以一

种半结构化方式存储，这种保存方式有其特有的方

便、快捷等优势。 而在科学数据的处理分析阶段，
需要将其转换成结构化数据。 因此作者设计了一

个系统用于抽取半结构化的科学数据，以利于科学

数据的共享与标准化。

３ ２　 抽取对象类型分析

数值信息抽取的对象是数值信息。 在中文信

息处理中，所要处理的词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之外，还有一类常见、重要、特征明显

的词，即主要由数字或数词组成的具有特定意义的

语言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数值信息。
３ ２ １　 数值信息的特点

通过对数值信息表达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数

值信息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１）与数值信息直接相关的词不多。 简单地

对数值信息进行分析即可发现，任何数值信息使用

的词主要就三种，数字、量词、符号。 数字有 ０、１、２、
…、９ 等，量词有年、月、日、时、分、美元、元、吨等，符
号有 ＼、－、 ￥ 等。 它们数量有限，在全部词汇中所占

比例很低。
（２）数值信息表达形式多种多样。 尽管组成

数值信息的词不多，但是其搭配和组成方式多样，
不同的构成方式带来不同类型的数值信息，如时

间、日期、货币、电话号码、产品型号，等等。 就连含

义相同的数值信息的表达方式都可以不一样，如
２０１３／ ３／ １５，２０１３－０３－１５ 和 １５／ ０３／ ２０１３ 就具有相同

的含义。 有人通过对网络上大量语料的提取分析，
发现数值信息大致有 ５７０ 多种语言表达形式［２３］ 。
３ ２ ２　 数值信息的类型

我们在文献调研和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数值

信息分为以下三个大类，这三个大类自下向上层层

递进，所含信息量逐渐增多，复杂度也逐步提升，如
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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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数值信息分类

（１）基数类数值信息

第一大类最简单，是相对“单纯”的数字，没有

与量词结合，叫做基数类数值信息。 这类还可以分

成三个小类，如单一的系数词 １００、３６５、２３，０００ 等。
还可以包含位数词，位数词有十、百、千、万、亿，如
１０ 万、１３ 亿等。 另外，分数、小数、百分数也算一

类，如 ４／ ５、３．１４、８０％等。 这类数值信息构成简单，
所含信息量较少，数值信息本身几乎没有实际意

义。 但是它是另外两类数值信息研究的基础，而且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应用。 文献［３１，３２］较早地

研究了这类数值信息的构成规则，并给出了特征解

析式。 文献［１７，３３］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这类数值

信息的细致研究，高质量地实现了对它的机器翻

译。 文献［３，１４］则是通过对不同应用背景下该类

数值信息的研究，制定匹配规则，实现了电话号码、
银行卡号，甚至是身份证号码的抽取。

（２）数量类数值信息

第二大类为数量类数值信息，是由第一类数

值信息加上量词或者特定符号组成的。 经过细分，
我们把这类数值信息分为四个小类。

①时间类数值信息

时间类数值信息由数字加上时间量词或对应

符号构成，如２０１３ 年３ 月１５ 日、２０１３／ ３／ １５、２０１３－０３
－１５、２０ 点 ５８ 分、２０：５８ 等。 时间类数值信息是一种

重要的信息，在文本信息中的重要程度仅次于专有

名词。 通过时间信息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事件的开

始、过程、结束以及事件发生的频率，把握重要的时

间节点有助于对事件的全面掌控。 美国国家标准技

术研究院（ＮＩＳＴ）组织了自动内容抽取（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Ｅ）评测会议，ＡＣＥ 会议的一项

基本任务就是时间表达识别与标准化 （ Ｔｉｍ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Ｎ），对
时间表达式的评测给出了详细的定义与要求。 对

时间类数值信息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如文献［１３，
１７，１８，３３－３７］。

②货币类数值信息

货币类数值信息由数字加上货币量词或符号

构成，如 ２００ 美元、２０ 万元、 ￥ １００、 ＄ ８０ 等。 货币类

数值信息构造相对简单，变化不多，特征词明显，因
此抽取起来相对容易。 文献［３］从语料中获取货币

类的部分特征词，然后经过扩展，最终得到含有 ８４
个特征词的集合，并总结出 １２ 条与货币类数值信

息相关的规则。 文献［１３］对此类数值信息也做过

研究，不过没有文献［３］介绍得详细。 文献［３８，３９］
对网页中商品价格信息的抽取进行了研究。

③数量词（也称数量短语）类数值信息

数量词类数值信息由数字加上计量量词或对

应符号构成，如 ３６ 吨、１６００ 篇、４０ 米、２７℃等。 数量

词是自然语言文本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类短语，对
它的处理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其

构成相对简单，一般以数词开头，以量词结尾，是一

个较稳定的结构，在语句处理中可以建立独立的识

别模块，对数量短语进行优先处理［２］ 。 文献［４０］提
出了一种不依赖于分词的数量词的识别方法，与采

用分词技术的识别过程相比，显著地提高了处理效

率。 文献［４１］根据数词和量词的不同表现形式，对
其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分类，建立了数词库和量词

库，实现了数量词的识别和抽取，最后抽取实验获

得的召回率和准确率都达到 ８０％以上。 文献［１５］
设计了一个半自动化的数值信息和命名实体抽取

系统，从报纸中抽取日本的城市天气信息，包括气

温、气压、湿度、风速等数量词类数值信息，并能够

自动绘制多种图形，效果不错。 文献［１３，４２，４３］也
对数量词类数值信息的识别与抽取进行了研究。

④其他类数值信息

如果一种数量类数值信息不属于任何一类则

归为其他类。 如京 Ａ·８０２９３、歼－１０、波音 ７３７ 等。
这类数值信息比较杂，一般由汉字、字母、数字、符
号等组成，在其应用情景下代表一定含义，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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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类数值信息的抽取，必须结合相应情景进行个

性化分析。 文献［１４］介绍了国内汽车牌照号码编

码规则不统一的问题，认为无法找到 １００％精确且

永久适用的模型算法，不过作者经过仔细研究牌照

的组成模式，仍然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但暂时适用

目前牌照规律的提取算法。 文献［１９］通过分析总

结 Ｗｅｂ 上出现的航空产品型号数据，然后依据领

域知识，发现了中、美、俄三国军用飞机的命名规律

性和特点，据此制定了匹配模式，实现对此类数值

信息的抽取。
（３）数值知识元

第三大类可以看作是在第二大类的基础上加

上句子其他组成成分所形成的，称为数值知识元。
它是指含有数值信息的较完整描述客观事实的独

立单元。 如“２００１ 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 ８，２３７ 亿元”。 温有奎是国内较早研究数

值知识元的学者，他认为实现数值知识元的抽取是

建立知识元库的先导和基石。 他研究了数值知识

元的特征和抽取规则，开发出一套数值知识元抽取

软件，用于从年鉴、网页文本中自动抽取数值知识

元并将抽取结果自动存入库中［２０，２５－２７］ 。 文献［２４］
详细描述了从海量年鉴文本中抽取宏观数值知识

元的基本流程和各主要环节的算法，首先识别出包

含数值的句群，然后依据给定模式从各句群中抽取

数值知识元，作者认为在特定领域内将数值知识元

抽取提高到实用水平是可行的。

３ ３　 抽取方法与技术分析

在信息抽取领域，存在两大传统的技术方法，
分别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 虽然

目前对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并无定论，但是数值信

息的抽取技术都采用了基于规则的方法。 这自然

与上文中指出的数值信息的特点有关，由于数值信

息的相关词不多，表达形式尽管多样但在特定领域

中有限，且构成比较简单，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因
此通常利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对其进行识别和抽取。

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一般需要先建立特征

词库和规则库。 特证词在某些研究中也被称为关

键词、触发词。 特征词库具有领域限制性，根据不

同类型的数值信息需要建立不同的特征词库。 如

文献［３］为了抽取货币类数值信息建立了含有 ８４
个特征词的词库。 文献［４１］为了抽取数量词类数

值信息分别建立了数词库和量词库。 当然，特征词

库的建立不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不使用特征词库，
只需要规则库也可以达到抽取某些种类数值信息

的目的。 比如对于数字类的数值信息，它们只含有

数字，所以可以认为不需要特征词库。 文献［３，１４］
只使用了正则表达式构建的匹配规则就实现了对

电话号码、银行卡号的抽取。
既然使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方法，规则库的构建

就是必须的。 规则库有语形规则库和语法规则库之

别。 根据规则库的不同，基于规则的方法可以细分

为基于语形规则的方法和基于语法规则的方法，两
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要进行语法分析，需要标注词性。
语形规则指的是特定数、词等文字的搭配规则，语法

规则指的是词性的搭配规则。 在数值信息抽取中，
绝大部分的研究单独使用了语形规则［１４，１７，３４，３８，４１，４４］ 。
由于正则表达式就是描述文本规则的代码，很适用

于字符串匹配，它功能强大，并且许多程序设计语

言都支持正则表达式。 因此，对于语形规则，研究

人员几乎都是使用正则表达式来表示。 不过也有

其他的规则表示方法，文献［４０］由于使用了谢菲尔

德大学研究开发的 ＧＡＴＥ 系统，就使用了它提供的

ＪＡＰＥ 规则语法来表示规则。 文献［２３］使用了陈肇

雄在 １９９２ 年提出的 ＳＣ 文法规则［４５］ 来建立规则的

表示形式。 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３，２０］ 既使用了语

形规则，又使用了语法规则，将两种规则结合起来

使用，提高抽取的准确性。
使用语法规则需要先进行词法分析，有部分研

究因此采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进行了分

词和词性标注。 文献［３７］的预处理工作包括分词

和词性标注，然后利用词语之间的关系建立基于语

法的抽取规则，实现时间短语的抽取。 文献［４６］更
进一步，采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的词法分析、
浅层句法分析技术，然后将浅层句法特征、构词特

征、上下文特征等多种特征集分别引入条件随机场

模型和半监督机器学习方法中，研究从生物医学文

献中识别生物医学命名实体的问题。

１１２



吴　 超　 郑彦宁　 化柏林： 数值信息抽取研究进展综述
Ｗｕ 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年 ３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３ ４　 抽取结果评价分析

对数值信息抽取的结果进行评价不同于对抽

取系统的评价，对系统的评价可以有处理速度指

标、能耗指标、可移植性指标、抽取质量指标等一系

列指标。 对抽取结果的评价是对系统评价中抽取

质量评价指标的一部分。 对结果进行评价可比较

各种抽取方法或规则的优劣，有利于指导、改进现

有的方法。
目前对抽取结果评价的指标比较单一。 仅仅

通过仿效信息检索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引入抽全

率（Ｐ）和抽准率（Ｒ）及其综合指标 Ｆ 值。 而使用这

些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抽取结果的好坏。 比如抽

取出的信息一部分相关，一部分不相关；或者没抽

取出来的信息有一部分是相关的。 这些情况就不

能简单地用抽全率和抽准率来进行评价［４７］ 。
要对抽取结果进行评价分析，必须利用抽取

规则或抽取系统在测试集上进行抽取实验。 测试

集也是抽取数据源，不同的文章选择了不同的测试

集类型和规模。 文献［１９］用了四个网站共 ５００ 个

相关网页进行了测试。 文献［４０，４２］随机抽取了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份《人民日报》中一万字的新闻语料进

行测试。 文献［４１］对 ２Ｍ 多的真实语料进行了

抽取。
同样只是使用 Ｐ、Ｒ、Ｆ 三个指标，但由于对训

练集和测试集的不同处理，还可以优化对抽取结果

的评价与分析。 值得借鉴的是，文献［４８］分别使用

５０ 篇、１００ 篇、２００ 篇网页新闻作为训练语料，而测

试语料则固定使用 １００ 篇。 通过三轮测试得到的

召回率和准确率，探讨了训练语料的规模对于抽取

结果的影响。 使用不同规模的训练语料进行对比

测试，更容易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对结果的评价也

更加准确而全面。 而文献［３７］根据训练集和测试

集的不同关系，分别进行了封闭测试和开放测试。
封闭测试就是用训练集的一部分作为测试集；而开

放测试则是将数据集中的一部分作为测试集，剩下

的作为训练集。 可以通过对比封闭测试和开放测

试的结果来评判规则的适用性、系统的可移植性，
因此这种选择不同测试集的实验方法也具有积极

意义。

３ ５　 应用分析

数值信息抽取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医学领

域、商业领域、军事领域，也可应用于机器翻译系

统、自动问答系统、构建数值知识元库等，它在各个

细分的应用领域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对数值信

息抽取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

完整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发掘研究价值，明确

研究方向，探索未来的发展前景。
Ｖｏｏｒｈａｍ Ｊ 和 Ｄｅｎｉｇ Ｐ 研究电子病历文本中糖

尿病治疗相关的数值临床数据，包括 １３ 种测量数

值，如血压、身高、体重、糖化血红蛋白等，设计了一

个数值触发系统，在两种常用的电子病历系统中进

行了实验，结果平均有效率为 ８９ ８％，抽取 １００ 个

病人的相关数据平均需要 ７ ８ 分钟，而手工收集需

要 １０ 分钟［４９］ 。 Ｔｕｒｃｈｉｎ Ａ 等人同样针对电子病历，
利用正则表达式从医师记录文本中抽取血压值，得
到 ９３．２％的准确率［５０］ 。 文献［５１］从 ＭＥＤＬＩＮＥ 中

选取与蛋白质相关的文章摘要，利用规则抽取其中

的蛋白质名，在不区分蛋白质名是已知还是新定义

的情况下，获得 ９８．８４％的召回率和 ９４ ７０％的准

确率。
文献［５２］和［５３］的研究有望应用于商业领域

进行趋势预测，他们从新闻报纸文章或博客中抽取

趋势信息，例如时间、价格、销量、市场占有率、内阁

支持率等各种数值信息，然后以时间为横轴，其他

信息为纵轴自动做出趋势图，文献［５３］在新闻报纸

文章中得到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为 ３１ ３％和

６ ３％，在博客语料中获得 ４４ ８％的准确率和 ６０ ３％
的召回率。 文献［３８］和［３９］对网页中商品信息的

研究则可以应用于价格抽取，其中文献［３９］对于商

品列表页抽取的准确率达到 ９８．７％，商品详细信息

页面抽取的准确率达到 ９２．８％，最后可以形成比价

系统。
数值信息抽取同样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文献

［５４］将基于规则与基于统计的方法结合起来识别

防务新闻报道中国防领域命名实体，如武器装备型

号等，最后实验的 Ｆ 值达到 ８９％以上。 另外有文献

针对军事网站中航空产品型号进行了抽取研究，获
得了９５ ６％的召回率和９０ ８％的准确率［１９］ ，温有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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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将其数值知识元挖掘系统应用于军事

领域［２０］ 。
文献［１７］、［２３］、［３３］研究了机器翻译系统

中数值信息的翻译问题，其中［１７］实现了汉英时

间和数字双向翻译的工具，成功应用于机器翻译

系统，在汉语新闻语料中取得 ９３．９３％的准确率，
在英语语料中得到 ９５ ４０％的准确率。 文献［２３］
研究了网页实时机器翻译系统中有关数字和数

词的语料库，提出了基于动态模版和知识库的识

别处理模型，从实践效果看，较好地达到了预期

目标。 文献［３３］研究了汉语数词的翻译问题，其
汉英机器翻译系统中数词的识别和翻译达到 ９９．
６％的准确率。

在自动问答系统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数值信息

抽取的研究，如文献［５５］研究了问答系统中需要给

出数值答案的问题，取得 ９１ ９７％的准确率，该结果

对于问答系统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数值知识元的抽取可以构建数值知识元

库，进而提供参考咨询与决策支持服务。 文献［２４］
和温有奎的多篇论文著作［２５－２７］ 即对年鉴中的数值

知识元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在特定领域内将知识

元抽取提高到实用水平是可行的。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当前对于数值信息

抽取的研究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４ １　 抽取数据源多以新闻语料、Ｗｅｂ网页为主

通过对数据源的分析，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

中数据源多以新闻语料、Ｗｅｂ 网页为主。 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点：首先，新闻基本构成要素较固定、完备

和准确，篇幅较短，语言精练；其次，测评会议所用

语料多半都是新闻语料，这也促进人们在信息抽取

技术研究中对新闻语料的应用；再次，已经标注过

的语料库也大多为新闻类型，同样促使人们对该类

语料的研究。 另外，Ｗｅｂ 网页具有半结构化特点，
降低了研究的难度，而且较为容易获取。

４ ２　 抽取对象多以基数类数值信息和数量类数值

信息为主

抽取对象多以第一类———基数类数值信息和

第二类———数量类数值信息为主，以第三类数值信

息，也就是数值知识元为抽取对象的研究不多。 数

值知识元是一个可以表达完整意思的信息单元，因
而对其抽取更有意义。 对期刊论文中的数值知识

元的抽取研究，有利于打破传统的以篇章为单位

的组织方式，真正实现文献从知识单元上的组

织、管理和利用，是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基

础。 虽然对于期刊论文中数值知识元抽取的研

究不多，但是可喜的是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关应

用。 中国知网的数字搜索以及科技数值知识元

库平台已经可以提供数字知识和科技数值知识

元的搜索服务［５６］ 。

４ ３　 抽取方法以基于规则的方法为主

抽取方法以基于规则的方法为主，少有基于统

计的方法，另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数值信息抽取

中起到重要作用。 原因是数值信息“天生”特征明

显，非常适合用基于规则的方法。 而基于统计的方

法需要大规模标注语料，目前并没有这种语料库。
因此在数值信息抽取领域中，基于规则的方法占绝

对优势。 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语言现象都可以用

确定性的规则来刻画，而且基于规则的方法可移植

性较弱。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

规模语料库的建立、完善，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将基

于统计的方法引入数值信息的抽取研究中，将两种

方法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或许可以进一步改善抽

取效果。

４ ４　 抽取结果评价指标和方式单一

这是信息抽取领域的共性问题。 面对这一问

题，我们可以考虑从多个角度对抽取结果进行评

价，丰富评价指标，构建全面的评价体系。 例如对

抽取结果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借鉴调查

研究中常用的李克特量表法，采用 ３ 分表示正确、１
分表示部分正确、０ 分表示不正确的评分方法，同
时对每个结果由两人分别评分，如果两人所给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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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则由第三个人重新判断。 最后将抽取结果

所得分数与理想情况下的最高分数相比，换算成百

分制形式，８０ 分以上表示优秀，６０～８０ 分表示一般，
６０ 分以下表示较差。 另外，对实验程序进行创新

设计，通过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来进行评价，也可

以改善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 比如选择不同规模

的测试数据或者分别进行开放测试和封闭测试等。

４ ５　 应用领域较为广泛

数值信息抽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较

为容易应用于实践，取得的实际效果也不错。 但是

数值信息抽取的应用不限于综述中指出的几类，更
多的应用领域与应用系统还有待研究人员进一步

探索与发掘。
数值信息抽取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数值库、事实库等

应用系统，但是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 由于数

值信息抽取属于跨学科领域，对其研究需要用到多

种学科知识，因此，最好是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

人员进行团队合作研究，可以考虑分别从数据源、
抽取对象、抽取技术与方法、结果评价以及应用等

方面找到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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