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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文内容分析能够帮助揭示文献引用关系的深层语义内涵。 本文梳理了目前已有的引文内容标注体

系，归纳出构建引文分类体系的三个主要维度，即引文功能，引文重要性，情感倾向。 以支持文献引用关系分析为

目标，针对引文内容分析设计出一个引文内容标注框架，其中包括揭示引文关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标注体系，

描述被引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以及记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系。 具体的标注实验体

现了该标注框架的可用性。 图 １。 表 ６。 参考文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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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引文在科研文献中十分普遍，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作者在撰写的论文中引用他人的研究

成果，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该成果的重视和兴

趣，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融入了他

人的思想和方法［１］ 。 鉴于引文的重要价值，相

关的理论和应用得到广泛研究，其中一个重要

方向是通过引文来度量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

力，如文献被引频次及由其衍生的 Ｈ 指数［２］ 、期
刊影响因子［３］ 等是目前主要的学术影响力评价

工具。 传统的引文分析将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引

用关系抽象为简单平等的线性关系，通过一篇

文章被引用的频次来表示该文章学术影响力的

高低。 借助于这种对文献之间关系的简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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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大规模的文献引用网络构建和文献评价成

为可能。 其实，作者在撰写文章过程中引用参

考文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传统的引文分析方

法只能告诉读者哪两篇文章之间具有引用关

系，不能说明被引成果对于施引文献的具体贡

献以及重要性，这种对引用关系的简化处理无

法展示科研文献网络的真实情景。
事实上，引文不仅仅为相关文献建立了联

系，通过深入分析引文的上下文内容可以从语

义角度对文献间的引用关系进行理解。 结合定

性和定量方法对引文内容进行研究，描绘出施

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具体的情境关系，可以

弥补传统引文分析中忽视引文语义细节的不

足［４］ 。 这些语义细节包括被引文献对于施引文

献的作用、作者引用时的情感倾向等。 大量基

于引文内容的研究工作陆续开展。 如 Ｓｍａｌｌ［５］

评估了使用文献被引数量评价其学术影响力的

可靠性。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和 Ｒｅｎｎ［６］ 、ＭｃＣａｉｎ 和 Ｔｕｒｎ⁃
ｅｒ［７］ 等结合引文内容研究了高被引文献所具有

的被引特征。 Ｈａｎｎｅｙ 等［８］ 利用引文分类评估卫

生领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包括对这些成果在

跨代引用过程中的影响力演变进行跟踪。 利用

引文内容还可以对引文索引技术进行改进。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９］ 对作者的引用意图进行归类，探讨引

文索引自动化构建的可行性。 类似的，Ｌｉｐｅｔｚ［１０］

和 Ｆｉｎｎｅｙ［１１］ 通过引用分类提高引文索引中文献

之间的区分度。
在引文自动化处理方面，谷歌学术、中国知

网等已有文献检索系统普遍只是对文章中的参

考文献进行抽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由单一引

用关系组成的引文网络，缺乏语义层面的引文

关系分析。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

的成熟，从大量科研文本中自动化抽取语义信

息成为可能，诸多学者在引文功能分类［１２－１４］ 、引
文情感识别［１５－１６］ 、引文上下文抽取［１７］ 等方面取

得了初步成果，为实现更深层次的科研文献语

义信息抽取提供了良好基础。
为更好地支持文献语义关系挖掘，将自然

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技术引入引文内容分析，需

要一个系统的引文内容标注框架。 本文通过对

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梳理，总结了目前

引文内容分析研究中标注体系的优势和不足，
认为已有分类体系缺乏对被引文献重要性及引

用对象的重视。 本文针对上述两点不足提出了

一套引文内容标注框架：一方面结合参考文献

对施引文献的重要性，对以往相对独立的功能

类目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在框架中加入对引用

对象及其类型的标注。 同时本文利用提出的框

架进行了初步的标注实验，验证了引文内容标

注框架的可用性。

１　 相关研究

引文在科研文献中十分普遍，体现了后来

研究者对先前研究者成果的借鉴和认可，也为

文献和文献之间建立了一条知识传递的纽带。
传统的引文分析往往将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引用

关系简化为平等的线性关系，通过文章的被引

数量来度量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然而随着研究

的深入，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受到一些学者的

质疑［１８－１９］ ：评价学术成果影响力不能单纯依靠

文章被引数量这种简单的定量指标，简化的引

文关系无法表现引用行为中的复杂意义。 学者

开始尝试结合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深入

到引文内容以解决上述问题［５，１９］ 。 引文内容分

析，即基于引用句及其上下文内容对引文的性

质进行分析，它通过引文内容的语法和语义特

征，将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支持的作用和程度

进行区分，深入探讨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

的语义关联，进而揭示引文行为的本质。
由于引文内容的形态和特征各异，因此在

实施引文内容分析之前，需要有针对性地制订

一个引文分类体系，然后按照引文的对应特征

对引文进行归类和分析。 国外相关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１９６５ 年，Ｇａｒｆｉｅｌｄ［９］ 提出了 １５ 种

作者的引用动机，以探讨构建自动化引文索引

的可行性。 Ｌｉｐｅｔｚ［１０］ 定义了 ４ 组（施引文献的原

创贡献、非原创贡献、一致性关系、施引文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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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文献的情感）共 ２９ 项特征，以提高学术引

文索引中不同文献的区分度。 Ｆｉｎｎｅｙ［１１］ 也以此

为研究出发点，结合特征词和引文位置两个主

要特 征， 设 计 了 一 个 ７ 类 的 分 类 体 系。
Ｈｅｒｌａｃｈ［２０］ 创建了一个分类体系试图描述文献

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并发现如果一篇参考文

献在文章中被多次提及则体现了其对原文具有

较高的重要性。 Ｆｒｏｓｔ［２１］ 对参考文献的来源和情

感倾向进行组合分类，研究作者的引用行为是

否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和 Ｒｅｎｎ［６］

为研究高被引文献被引用的原因，定义了一个

包含 ７ 个类别的分类体系，包含背景、描述、对
比、否定等类别，相比先前的体系更加清晰可

用。 Ｓｐｉｅｇｅｌ⁃Ｒöｓｉｎｇ［２２］ 研究了文献中引文的功能

分布，构建的 １３ 类分类体系具有良好的操作性。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和 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２３］ 尝试比较不同参考文

献的质量，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选择的标注体

系，很好地增强了标注者的判断力。 Ｃｈｕｂｉｎ 和

Ｍｏｉｔｒａ［２４］ 将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和 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 的方案合并

为 ６ 个类目，将这 ６ 个类目按照从肯定到否定、
从本质到补充、从基本到附属的角度进行了组

织。 总体而言，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提出

了不同的分类体系，但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主要问题如 Ｓｗａｌｅｓ［２５］ 指出，“大多数分类标注体

系的跨领域适用性较差，并且需要标注者具备

一定领域知识才能掌握”。 Ｚｈａｎｇ 等［４］ 构建了一

个引文内容分析框架，试图解决目前引文分析

研究中数值特征、语言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

研究之间分离的现状，为进一步引文分析研究

提供了良好基础。
尽管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引文内容对传统引

文分析进行拓展，然而耗时的手工标注、格式

化数据获取困难等问题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和

应用。 如今，随着文献存储和检索技术的长足

进步，学者开始尝试从自动化角度对引文内容

进行研究。 Ｇａｒｚｏｎｅ［１２，２６］ 较早尝试运用自动化

技术对引文功能进行分类，列出 ３５ 个类别并手

工设定对应的规则，但该方法难以达到很好的

召回率。 Ｎａｎｂａ 和 Ｏｋｕｍｕｒａ［２７］ 设定了一个只有

３ 类（基于、对比、其他）的简单体系以提高分类

的 准 确 性。 Ｔｅｕｆｅｌ［１３，２８］ 修 改 了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Ｒöｓｉｎｇ［２２］ 的分类体系，并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改

善引文功能分类的效果。 Ｒａｄｏｕｌｏｖ［ １４］ 修改了

Ｇａｒｚｏｎｅ 的分类方案，同时在体系中加入了引

用对象的类型标注。 此外，Ｉｏｒｉｏ 等 ［ ２９］ 结合本

体概念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引文分类体系。
Ｘｕ 等 ［ ３０］ 创新性地将引文网络性质作为特征

以期提高引文分类的准确度。 除去引文功能

分类之外，针对引文内容的自动化研究还包

括自动摘要 ［ ３１－ ３３］ ，信息检索 ［ ３４－ ３８］ ，引文上下

文识别 ［ １７，３９］ 等方面。 运用自动化技术对引文

内容进行分析得到广泛认可，也将有更多相

关成果出现。
国内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深入引文内

容研究引文的相关性质。 崔红［４０］ 概括了 １１ 种

引用动机，通过直接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对
科研学者的引文动机进行聚类分析。 叶继元

等［４１］ 对负面引用现象进行了研究。 陈晓丽［４２］

对引文的引用方式、内容类型以及引用力度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后来研究者制定引文

分类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赵青［４３］ 从引用

性质和引用深度两个角度对引文行为进行定

性分析，引用性质体现作者的引用情感，引用

深度体现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研究工作之间

相关性的高低。 文献评价方面，胡志刚等［４４］ 以

被引文献在文章中出现的引用次数作评价指

标，显示出一定的应用价值，刘盛博等［４５］ 利用

引文分类改进了传统的引文评价机制。 此外，
祝清松等［４６］ 对目前引文内容分析工作进行了

综述。

２　 引文内容标注框架设计

Ｚｈａｎｇ 等［４］ 在研究中指出，实施引文内容分

析的主要步骤是：首先对科研文献中的引文上

下文内容进行识别和提取，其次需要制订一个

支持进一步分析的标注体系。 然而制订一个综

合全面而不琐碎复杂的标注体系并非易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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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分类合理且能够全面表示引文特征的标

注框架尤为重要，本文对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引

文分类体系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按照其分类

所依据的维度，将已有体系归为四类。
（１）引文功能

体现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中的作用、功能，
是最为主要的分类维度。 代表成果有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和 Ｒｅｎｎ［６］ 、Ｓｐｉｅｇｅｌ⁃Ｒöｓｉｎｇ［２２］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和 Ｍｕｒｕｇ⁃
ｅｓａｎ［２３］ 等人的研究。

（２）引文重要性（引文质量）
体现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重要性。 代表

体系有 Ｃａｎｏ［１９］（定义 ４ 个重要性等级：本质、核
心、有限、外围）、Ｍｏｅｄ［４７］ （３ 个期刊间引用影响

力等级）、Ｗａｎ［４８］（５ 个参考文献重要性等级）等

人的研究。
（３）情感倾向

体现施引作者对被引文献成果的情感倾

向。 代表成果有 Ａｔｈａｒ［１５］ （４ 类情感分类：积极、
消极、中立、无关）的研究。

（４）引用动机

体现施引作者引用时的具体动机。 代表成

果有 Ｂｒｏｏｋｓ［４９］（７ 个引用目的）、Ｖｉｎｋｌｅｒ［５０］（分为

专业动机和关系动机）等人的研究。
除了单一针对其中某一个维度进行分类设

计之外，部分研究还将这四个维度进行一定程

度上的融合，如 Ｔｅｕｆｅｌ［１３，２８］ 在其体系中将情感倾

向与引文功能进行融合。 还有部分体系按照被

引文献的文献类型、文献来源、引文出现位置等

维度进行划分。 本文认为这些维度更多体现的

是引文的客观属性，故未加入讨论。 更多关于

引文标注体系的信息可以参见 Ｌｉｕ［５１］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和 Ｄａｎｉｅｌ［５２］ 的综述成果。

先前引文内容标注体系关注的四个维度

中，引文动机倾向于从施引作者的主观视角进

行研究，与本文所关心的研究方向并不一致。
其余三个划分维度从抽象层面分析被引文献与

施引文献的联系，均揭示了引文关系的重要性，
也是本文进行框架设计的主要方向。 本文很大

程度上受到 Ｓｍａｌｌ［５３］ 成果的启发，认为引用对象

对于引文分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

的成果中很少有针对引用对象的自动化研究。
此外为支持进一步的自动化分析，引文内容的

客观特征属性也需要进行标注。 基于上述考

虑，本文提出一个全面支持引文内容分析的引

文内容标注框架，主要包括：①一个揭示引文关

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体系；②一个描述被引

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③一个记

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系。

２ １　 引文分类标注体系

在对已有引文分类体系的整理中，本文总

结出对引文进行分类的三个主要维度：引文功

能、引文重要性以及引用情感倾向。 在这三个

划分维度中，引文功能直观体现了参考文献在

施引文献中的作用，因而在大多数分类体系中

处于核心位置。 引用情感倾向也是学者较为关

心的维度，直接体现了作者对于被引文献工作

正面或负面的情感态度。 由于科研文献中语言

风格多为客观中立（ Ａｔｈａｒ［１５］ 在引文情感数据集

构建过程中发现只有 １４％的引文内容中表达了

情感倾向），除去少数按照传统情感识别思路研

究引文情感的成果［１５－１６，５４］ 之外，也有作者［２８，４５］

将对施引文献有支持作用的重要引用列为“正

向”引用，这种融合不同维度的方法提供了很好

的思路。
引文重要性衡量一篇参考文献对于其施引

文献智力支持程度的大小，能够帮助读者了解

哪些被引成果在作者的研究中贡献了重要作

用。 但是引文的重要性大小难以界定，往往依

赖标注者的主观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重

要性的高低与引文功能的分布体现了较高的相

关性［８，１９］ ，这启发本文尝试将这两个维度进行

结合。 引文功能本身也能够体现参考文献对于

原文工作支持程度的大小，例如，属于“基于”功

能的文献比“相关研究”功能的文献对原文具有

更高的重要性。 将引文功能与引文重要性相结

合，一方面通过标注功能减少单纯对重要性进

行标注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根据重要性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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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功能进行排序，从而突出文章中最核心

的若干参考文献。
按照上述设计思路，本文制订了一个结合

引文重要性的功能分类体系（见表 １），以及一个

独立的作者引用情感倾向分类体系。 本文参考

先前工作中的类目设计并在试标注中进行调

整，最终确定了 １５ 个功能分类类目。 本文之所

以设计一个较小粒度的功能体系，是希望展现

一个深入全面的引文情景，而非为增强自动识

别的准确率而在设计粒度上进行折中。

表 １　 结合引文重要性的引文功能分类体系

重要程度 功能类目 描述

非常重要 基于 施引文献工作以参考文献为起点

重要

启发 施引文献的研究受到被引文献的启发

拓展 施引文献拓展或者修改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使用 施引文献使用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详细引用 施引文献详细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一般

比较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形成了对比

相似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内容近似

肯定 施引文献肯定被引文献中的工作

不重要

相关研究 介绍与施引文献工作相关的其他研究

简单引用 简单地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具体内容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对两个或多个被引文献的工作进行比较

未来工作 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进一步工作有所启示

拓展阅读 通过查看参考文献以了解更多信息

非常不重要
历史背景 与施引文献工作有关的历史信息

无关引用 与施引文献工作不相关的引用

Ｗａｎ 和 Ｌｉｕ［４８］ 在工作中设定了 ５ 个引文重

要性等级，并规定了对应等级的特征。 本文在

对引文功能的重要性进行设定时参考了此划分

标准，将 １５ 个功能类别按照相对重要性大小划

分为 ５ 个等级。 该划分方法虽然不能严格地反

映作者对参考文献重要性的衡量，但是十分直

观地区分出不同参考文献对于原文工作支持程

度的大小。 重要性划分的主要依据如下。
（１）非常重要

“基于”功能说明被引文献构成了施引文献

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施引文献具有不

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而“基于”功能对应于最

高的重要性等级。
（２）重要

“启发”、“拓展”等引文功能表现出施引文

献在观点、研究思路等方面参考了被引文献的

成果。 “使用”功能则表明施引工作使用了被引

文献中的方法、工具。 “详细引用”往往是对上

述几种引用的具体阐述。 这些工作促进了施引

文献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３）一般

“比较”和“相似”功能，通过对比来展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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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工作与施引工作之间的异同，从侧面体现原

文研究的特点。 “肯定”则是通过引用被引文献

的研究结论直接支持施引工作。 在论证过程

中，这三类引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施引工作，
但重要程度不及之前的四类引用。

（４）不重要

对于“相关研究”、“简单引用”、“相关工作

之间比较”、“未来工作”、“拓展阅读”等五类功

能的引文，虽然这些工作与施引文献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但施引文献往往只会对其工作进行

简略描述，其在文中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文章核

心的论述，因而只具备较低的重要性。
（５）非常不重要

“历史背景”和“无关提及”两类功能的引

文，一般是作者出于行文需要，通过引用对应

的参考文献以引入要讨论的主题。 这些被引

工作与施引工作的相关性十分有限，删除它们

并不会影响原文工作的完整性。
对于引用情感倾向分类的设计，本文没有

改动，还是沿用传统的“正向” 、“负向” 及“中

立”分类方法。 情感倾向的标注相对次要，但
具有情感倾向的引文内容仍具有重要研究价

值。 本文只对作者明确在内容中表现出赞扬

或者否定情感的引文进行标注，其余均默认标

注为“中立” 。

２ ２　 引用对象标注体系

引用对象，是指作者在引用文献时提及成

果中的具体内容对象。 引文功能解释了作者

“为什么”引用被引文献，而引文对象则表明作

者具体引用了被引文献中的“什么”。 Ｓｍａｌｌ［５３］

认为学者的引用行为将概念符号与对应的参考

文献建立了联系，他研究了 ２４１ 篇化学论文，发
现 ９３％的文章使用相同的概念符号来表达参考

文献中的工作。 Ｓｍａｌｌ 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

实：研究者倾向于用一致的“概念符号”来描述

前人的工作。 这启示我们可以将引用对象看作

被引工作的“链接”，识别出这些具体的对象可

以更好地改进学术本体构建和引文上下文范围

识别的效果。
一些引文体系在功能中区分了不同的引用

对象，如在 Ｇａｒｚｏｎｅ［１２］ 的体系中“使用”对应了 ５
种对象类型（工具、公式、方法、条件、结果分析

方法），这使体系变得复杂庞大。 Ｒａｄｏｕｌｏｖ［１４］ 注

意到类似不足，将引文对象抽取为单独的标注

条目，设计了 ９ 种引用对象类型。 但其目的仅仅

是改进 Ｇａｒｚｏｎｅ 的分类体系，并没有考虑到对具

体引 用 对 象 的 研 究。 本 文 参 考 并 改 进 了

Ｒａｄｏｕｌｏｖ 的方案，设计了一个包含 １１ 个类型的

引文对象分类体系（见表 ２）。 在标注过程中不

仅要求标注者标注出引用对象的类型，还需要

标注出具体的被引用对象名称，以进一步研究

这种“符号化”现象的性质。

表 ２　 引用对象类型及描述

对象类型 描述

概念
引用被引文献中提出的概念的定义、介
绍等

方法 使用被引文献中的具体方法

模型 引用被引文献中提出的模型方案

算法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具体算法

理论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理论

应用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应用成果

工具 使用被引文献中提供的工具

数据 使用被引文献中提供的数据

公式 ／ 推导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相关公式 ／ 推导

结果 引用被引文献中的实验结果

未提及 在文中没有提及明显的引用对象

２ ３　 引文属性标注体系

为支持进一步的自动化识别和分类，本文

需要标注者在标注过程中记录引文的一些具体

属性特征。 具体内容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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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引文特征属性及描述

类别 名称 描述

文献特征
施引文献类型 施引文献的文献类型

被引文献类型 被引文献的文献类型

引文特征

引文出现位置 引文标记在文章中出现的位置

文章内被引频次 在施引文献中某一被引文献的被引次数

同句内引文个数 同一个被引句中出现的引用个数

是否是自引 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是否是自引关系

语法特征
引文上下文范围 描述被引文献的语句内容及范围

特征词 体现引用功能、情感的特征词汇

３　 标注实验

３ １　 实验设置

“主题模型”是一种描绘文档潜在语义结构

的概率模型，能够有效地表示蕴含于文档集中

的潜在主题，因此产生了大量衍生模型及应用

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由 Ｂｌｅｉ 等提出

的 ＬＤＡ 模型［５５］ 。 鉴于“主题模型”研究涉及领

域的广泛性，本文选取该领域文献作为实验的

标注对象，从专家 Ｂｌｅｉ 推荐的“主题模型”相关

文献列表［５６］ 中随机选取 ２０ 篇作为标注实验的

样本，标注样本中共出现 ３６５ 篇参考文献和 ６７３
条引文记录。 这 ２０ 篇文献均为“主题模型”研

究的高影响力成果，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

掘、图形处理等多个主题的理论及应用研究，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实验样本的广泛性。

目前，可获取的科研文献数据主要为 ＰＤＦ
格式，并不便于标注，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

Ｗｅｂ 的引文内容标注工具 ＷＨＵ－ＣＣＡＳ 以辅助

标注（见图 １）。 该工具右侧显示当前标注文章

的基本信息，左侧显示当前标注文章的参考文

献列表。 在选取某一篇参考文献之后，工具中

部就会显示出对应的标注界面，内容包括已标注

图 １　 科研文献引文内容标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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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文条目和添加新引文记录的表单。 在标注

引文记录时要求标注者对引文的分类信息、引
用对象、所在章节位置以及上下文内容等信息

进行标注。
本文的标注实验由第二作者和第三作者完

成，在进行上文选定 ２０ 篇文献的正式标注实验

之前，两位标注者需要预先标注额外 ５ 篇文献，
以统一基本的标注标准。 对于每一个引文记

录，标注流程描述如下：
（１）定位要标注的引文位置，判断引文所在

章节的类型（引言、相关研究、方法、实验和结

论）；
（２）阅读引文所在语句，确认句子的词汇、

包含引文个数以及是否自引等特征，大致判断

该引文的功能和情感分类；
（３）确定该引文的上下文内容，从上下文中

寻找相关特征；
（４）综合上述客观特征确定该引文的功能

和情感类别，注意尽可能减少标注过程中的主

观推理判断。

３ ２　 一致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两位标注者标注结果的一致性

进行评估，结果一致性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该标注体系的可操作性。 本文重点对引文功

能分类的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评估和分析。
Ｋａｐｐａ 系数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一致性评价机

制，其计算公式如下：

Ｋ ＝ Ｐ（Ａ） －Ｐ（Ｅ）
１－Ｐ（Ｅ）

其中 Ｐ（ Ａ）表示标注结果一致性的实际观

测值，Ｐ（Ｅ）表示标注结果一致性的期望值。 本

文两位标注者的引文功能标注结果 Ｋａｐｐａ 一致

性为 Ｋ ＝ ０ ６８７ （ ｎ ＝ １５， Ｎ ＝ ６７３， ｋ ＝ ２）。 根据

Ｔｅｕｆｅｌ［２８］ 给出的一致性参考指标（ Ｋ≥０ ８ 表明

十分可靠，Ｋ≥０ ６９ 表示可靠），该标注结果达到

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一致性水平。 在标注过程

中，标注者表示相比于其他功能类目有较为清

晰的判断特征，“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这两

类功能只能够通过所在章节和上下文内容来推

断，且作者在文中的模糊表述也会增加判断的

难度。 本文将这两个功能进行合并以鉴定这两

个类目上不一致的程度，合并之后 Ｋａｐｐａ 值上

升为 ０ ８０６，达到了十分理想的一致性水平，这
说明标注者对于“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这两

个类目的标注出现了一定分歧，有必要进一步

调整两者的设置。
类似于 Ｔｅｕｆｅｌ［２８］ 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判断

标注过程中不同类目区分度的高低，本文进行

了一对其他的二元一致性检验。 即每次保留一

个类目，同时将其他所有类目记为另一个类目，
计算这种二元类目下的一致性系数，一致性系

数越高表明标注者越能够将该类目与其他类目

区分。 区分度结果见表 ４，从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高于可信一致性标准 Ｋ ＝ ０ ６９ 的有 ６ 个类

目，表现出了较高的区分度。 低于参考标准的 ８
类中，“简单引用”和“相关研究”由于彼此之间

区分度不足导致一致性较低。 其余 ６ 类均只有

较少的标注实例，由于 Ｋａｐｐａ 系数对于标注频

率低的类目更为敏感，因此少量标注结果不一

致也会大幅度降低 Ｋａｐｐａ 的一致性。

表 ４　 不同功能类别的标注区分度

类别 一致性

历史背景 ｖｓ 其他 ０ ８９４

未来工作 ｖｓ 其他 ０ ８５６

比较 ｖｓ 其他 ０ ８２９

使用 ｖｓ 其他 ０ ７９７

详细引用 ｖｓ 其他 ０ ７８３

相似 ｖｓ 其他 ０ ７４６

相关研究 ｖｓ 其他 ０ ６４９

拓展阅读 ｖｓ 其他 ０ ６１３

基于 ｖｓ 其他 ０ ６０９

拓展 ｖｓ 其他 ０ ６０７

简单引用 ｖｓ 其他 ０ ５６９

启发 ｖｓ 其他 ０ ４９７

肯定 ｖｓ 其他 ０ ４９７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ｖｓ 其他 ０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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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标注过程中还发现一些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标注者的判断。 原则上要求标注

者根据引文上下文中的客观线索进行标注，但
是在实际标注中会出现一些客观线索无法支持

分类的情况。 如在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ｌｅｉ，２００４）
中，作者基于中餐馆过程以及 ＬＤＡ 模型提出了

一个新的层次主题模型。 然而文章中关于 ＬＤＡ
这篇文献的引用只出现一次，且引文内容十分

简单，没有体现较强的重要性。 再者，部分引用

内容容易引起标注者的理解歧义，如 Ａ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ｖｉｄｅｏ
（Ｈｏｓｐｅｄａ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中的一例。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ｉｓ ｒｉｓｋ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ｏ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ｂｅ ｆａｌｓｅ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ｓａｌｉｅｎｔ ［９， １３］ ．

文中提到了一个“错误识别”问题，但是通

过具体内容很难判断出这个问题是由被引文献

发现的还是指出了被引文献中的不足，这种情

况只能借助领域知识或者通过阅读参考文献原

文加以判断。

３ ３　 标注结果统计分析

综合两位标注者的标注结果得出引文的各

项统计分布。 表 ５ 是引文功能分类的标注结果

分布，表格中还包括按照重要性等级分组后的

引文频次统计。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出现频

次最高的引用功能是“相关研究” 和“简单引

用”，两者占所有引文数目的 ６７％。 对于施引文

献较为重要的 ５ 个功能的引文出现频次为 ９４，
所占比例为 １４％，这说明在学术文献中能够确

定一定比例的重要引文，它们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施引文献的主要思路来源。 “比较”和“相似”
的出现比例也有近 １５％，比较的对象多为方法

和结果。 其余类目的引文出现频率较低，只占

到整体的 ５％左右，并未出现与文章研究主题无

关的引用。 从整体来看，本文标注的引文功能

数量分布与其他成果［８，１３，１９］ 中的分布较为一致。

表 ５　 引用功能各类别标注信息统计

重要性 功能 引文个数 百分比（％） 按重要性分组个数 百分比（％）

非常重要 基于 １１ １ ６３ １１ １ ６３

重要

启发 ３ ０ ４５

拓展 ９ １ ３４

使用 ５５ ８ １７

详细引用 １６ ２ ３８

８３ １２ ３３

一般

比较 ６９ １０ ２５

相似 ２８ ４ １６

肯定 ２ ０ ３０

９９ １４ ７１

不重要

相关研究 ２８７ ４２ ６４

简单引用 １６３ ２４ ２２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３ ０ ４５

未来工作 ５ ０ ７４

拓展阅读 ７ １ ０４

４６５ ６９ ０９

非常不重要
历史背景 １５ ２ ２３

无关引用 ０ ０ ００
１５ ２ ２３

合计 ６７３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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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情感倾向数量分布上，标注为正面

情感的引文数量为 １０ 个，占 １ ４９％，负面情感的

引文数量为 １６ 个，占 ２ ３８％，其余为中立情感，
占 ９６ １４％，这说明学者进行施引主要的情感倾

向为中立。 在行文中表现出“正面”或者“负面”
情感特征的引文只占不到 ５％，这一比例相比于

Ａｔｈａｒ［１５］ 统计的 １４％较低，这可能与本文标注文

献的所属领域有关。
引用对象方面，标注结果显示引文中提及

引用对象类型与提及具体引用对象的比例分别

为 ３４ ７％和 ２７ ２％，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引用对

象出现的普遍性。 同时，本文发现作者倾向于

在文章中使用引用对象的名称来表示被引文献

的工作，如在文章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ｏｐｉｃｓ（ Ｇｒｉｆ⁃
ｆｉｔｈｓ，２００４）中，对于重要参考文献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ｌｅｉ，２００３） 的直接引用为 ７ 次，但在

文章内容中“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这一概

念出现了 ８ 次，其中 ５ 次不是出现在引文内容

中。 类似的是，标注其余文章中也有使用“ ＰＬ⁃
ＳＡ”、“ＬＤＡ”等概念表示被引文献中的工作。 这

与 Ｓｍａｌｌ［５３］ 所研究的使用“概念符号”表示被引

文献工作的现象一致，概念符号所在的语句往

往与被引文献的内容相关，构成了对引文内容

的良好补充。
表 ６ 展示了不同类型引用对象的数量分

布，由于本文标注的文献是与“主题模型”相关

的研究，因此“方法”、“模型”、“算法”等类型对

象在引文中出现的频次最高。 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一些概念所属的类型并不清晰，因此对

于同一引用对象，在不同的文章中会出现不同

的类型描述，如“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不

同的文章中被描述为“方法” （ ｍｅｔｈｏｄ）或者“算

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 ６　 不同引用对象类型出现的频次

引用对象类别 方法 模型 算法 应用 数据 结果 理论 工具 其他

个数 ６８ ７３ ３７ ６ １９ １７ ４ ３ ７

４　 结论

本文回顾了引文内容分析的发展历程及现

状，并对目前已有的引文内容标注体系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引文分类依据的主要

维度，并以支持文献语义关系挖掘为目标，设计

出一个引文内容标注框架。 该框架包括一个揭

示引文关系抽象性质的引文分类体系，一个描

述被引文献具体内容的引用对象标注体系，以
及一个记录引文客观特征的引文属性标注体

系，初步的标注实验验证了该框架的可用性。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对本文标注框架的不足加

以改进，并对科研文献引文内容的自动化识别

和处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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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１９６５： １８９－１９２
［１０］ 　 Ｌｉｐｅｔｚ Ｂ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６５， １６（２）： ８１－９０
［１１］ 　 Ｆｉｎｎｅｙ Ｂ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ｘｔｓ［Ｄ］．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９７９
［１２］ 　 Ｇａｒｚｏｎｅ Ｍ 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Ｄ］．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１９９７
［ １３］ 　 Ｔｅｕｆｅｌ Ｓ，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ａｎ Ａ，Ｔｉｄｈａｒ 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０３－１１０
［１４］ 　 Ｒａｄｏｕｌｏｖ 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６５
［１５］ 　 Ａｔｈａｒ Ａ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８１－８７
［１６］ 　 Ａｔｈａｒ Ａ，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５９７－６０１
［１７］ 　 Ａｂｕ⁃Ｊｂａｒａ Ａ， Ｒａｄｅｖ 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ｏ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８０－９０
［１８］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Ｈ Ｍ Ｔｈｅ ＴＥＡ ｓｅｔ：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４， ４（２）：

１６５－１８５
［１９］ 　 Ｃａｎｏ Ｖ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 ４０（４）： ２８４－２９０
［２０］ 　 Ｈｅｒｌａｃｈ Ｇ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ｓ ［ Ｄ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７３
［２１］ 　 Ｆｒｏｓｔ Ｃ 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７９， ４９（４）： ３９９－４１４
［２２］ 　 Ｓｐｉｅｇｅｌ⁃Ｒöｓｉｎｇ 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７， ７（１）：

９７－１１３
［２３］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Ｍ Ｊ， 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 Ｐ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５， ５（１）： ８６－９２
［２４］ 　 Ｃｈｕｂｉｎ Ｄ Ｅ， Ｍｏｉｔｒａ Ｓ 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５， ５（４）： ４２３－４４１
［２５］ 　 Ｓｗａｌｅｓ Ｊ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８６， ７（１）： ３９－５６
［２６］ 　 Ｇａｒｚｏｎｅ Ｍ， Ｍｅｒｃｅｒ Ｒ 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Ｍ］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００： ３３７－３４６
［２７］ 　 Ｎａｎｂａ Ｈ， Ｏｋｕｍｕｒａ 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 ／ ／ ＩＪＣＡＩ １９９９， ９９：

９２６－９３１
［２８］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ａｎ Ａ， Ｔｉｄｈａｒ Ｄ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８０－８７
［２９］ 　 Ｄｉ Ｉｏｒｉｏ Ａ， Ｎｕｚｚｏｌｅｓｅ Ａ Ｇ， Ｐｅｒｏｎｉ 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ｉＴａｌＯ［Ｍ］ ／ ／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 ＥＳ⁃

ＷＣ ２０１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 ２３１－２３５
［３０］ 　 Ｘｕ Ｈ， Ｍａｒｔｉｎ Ｅ， Ｍａｈｉｄａｄｉａ Ａ Ｕｓｉ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３１］ 　 Ｑａｚｖｉｎｉａｎ Ｖ， Ｒａｄｅｖ Ｄ 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６８９－６９６
［３２］ 　 Ｑａｚｖｉｎｉａｎ Ｖ， Ｒａｄｅｖ Ｄ Ｒ， Öｚｇüｒ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ｅｙｐｈｒ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８９５－９０３
［３３］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Ｍｏｅｎｓ Ｍ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２８（４）： ４０９－４４５
［３４］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 Ｔｅｕｆｅｌ Ｓ，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ｔｅ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０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四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９１－３９８
［３５］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Ｒ： ｓｏｍ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Ｍ］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 ２１１－２２１
［３６］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 ／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５－３２
［３７］ 　 Ｌｉｕ Ｓ， Ｃｈｅｎ Ｃ， Ｄｉｎｇ Ｋ，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０１（２）：

１２９３－１３０７
［３８］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 Ｔｅｕｆｅｌ 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 ／ ／ ＡＣＭ，２００８：２１３－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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