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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中方法知识元的类型与描述规则研究
∗

化柏林

摘　 要　 学术论文中有很多方法知识元的描述，如何把这些方法知识元抽取出来，形成结构化的方法知识库，是
细粒度知识组织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把方法知识元归结为方法定义知

识元、方法关系知识元、方法特点知识元、方法流程知识元和方法功能知识元五种类型。 对论文中关于方法描述

的句子进行抽取，通过过滤句子中的领域关键词形成句子描述结构，在此基础上经过人工审核与合并归类，形成

方法知识元的描述规则，为后续的方法知识元抽取提供支撑。 图 ３。 表 ７。 参考文献 １７。
关键词　 学术论文　 方法知识元　 知识挖掘　 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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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ｉｔ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ｗ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 ｆｉｇｓ． ７ ｔａｂｓ． １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０　 引言

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学术论文是科研成

果的重要体现与科研创新的结晶。 在学术论文

中，方法的描述是科学知识的一种重要类型。
随着学术论文数量的急速增长，仅靠人力已经

难以胜任方法的监测分析与方法库的构建工

作。 现在的数字环境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技

术，只有充分利用技术手段，通过知识抽取与挖

掘从大规模文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
才能快速有效地建成较为全面的方法知识库。

而要实现自动或半自动地从论文中抽取与挖掘

方法知识元，需要对方法知识元的类型与描述

规则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方法既包括调查问卷、专家访谈、案例分析

等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也包括计量分析、聚类分

析、关联分析、共现分析、多目标决策分析等问

题解决方法。 这些方法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

中，因此从学术论文中抽取方法术语，可以为方

法体系的构建提供关键的数据源，形成方法知

识库。 方法知识库既可以嵌入到决策支持系统

或专家智能系统，提供方法的选择与支撑，也可

以在此基础上绘制方法谱系图和学科方法发展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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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促进学科对方法的规范性使用与发展。
因此，关于方法知识元的内容抽取与挖掘具有

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实践应用意义。
知识挖掘主要有统计或规则两条技术路

线。 在以词为处理单元的文本挖掘中，统计学

习的方法盛行于规则方法，但在以句子为单元

的文本挖掘研究中，由于句子的复杂度等原因，
统计学习方法难以适应，于是不少学者采取规

则与模式识别的方法。 学术论文中方法知识元

的描述多以句子为单位，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规

则与模式识别的方法。 方法知识元包括哪些类

型，以及如何构建方法知识元的描述规则，就成

为从论文中抽取方法知识元的关键。

１　 研究综述

关于知识元以及规则抽取，国内外已有一

些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知识元理论与述

评、知识元表示与建模、知识元抽取与实现以及

规则的自动抽取方面。
（１）知识元理论与述评研究

温有奎等认为，知识元语义链接理论将代

表未来知识发现模式，从知识元语义链接的角

度详细论述文献知识元间隐含关联的潜在知识

发现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１］ 。 高继平等对

知识元的定义、知识元的计量指标、知识元的研

究项目、知识元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作用及研究

现状进行述评［２］ 。 姜永常认为知识组织应以知

识元为基元，以知识元链接为枢纽来构建知识

组织的神经系统［３］ 。 文庭孝等对中文文本知识

元构建的意义及困难进行分析，认为中文分词

会成为知识元抽取的技术瓶颈［４］ 。 分词是中文

文本信息处理的基础工作，但并不是影响知识

元抽取的关键困难，英文知识元抽取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在确定知识元的时候，需要把多个英

文词 组 合 起 来 形 成 一 个 知 识 元 概 念， 如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作为一个单元来表示

知识元，如果只用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来

表示知识元是没有意义的。

（２）知识元表示与建模研究

在知识元表示与建模方面，王宇等在期刊文

献知识元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六元组知

识元（编号、导航、来源、类型、特征词、内容）的期

刊文献知识仓库的构建方法，设计了从知识元库

到知识仓库的知识抽取的方法［５］ 。 姜永常等基

于 Ｂｒｏｏｋｓ 文献中的知识节点及 Ｓｗａｎｓｏｎ 文献间

的隐性关联方法，提出一种基于知识元本体语义

链接的知识网络构建方法和实现模型［６］ 。 仲秋

雁等通过抽取情景共性要素及要素关系提出情

景元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领域的基于知识

元的情景概念模型，而决策人员面对的具体情景

则是对情景概念模型的实例化［７］ 。
（３）知识元抽取与实现研究

在知识元抽取与实现方面，温有奎等通过

对科技论文知识创新生产、知识增值管理、知识

集成利用等方面的探讨，分析文本创新点的表

现形式，对创新点的挖掘做了试验，结果表明基

于创新点的知识元挖掘是文本知识挖掘的一种

有效方法［８］ 。 冷伏海等综合运用语义标注、规
则抽取以及正则表达技术，提出了一种混合语

义信息抽取方法，从科技文献中抽取其主要研

究方法、性能指标，既不破坏科技文献原有语义

内容，又能以较为简单的方式展示科技文献的

主要创新内容［９］ 。 周宁等提出一种基于 ＸＭＬ
平台的知识元表示与抽取模型，将文档分解为

许多段落，从段落中解析出相应的基本知识元，
用结构约束、长度约束和内容约束来表示知识

元，并通过结构解析、长度解析和内容解析三个

步骤进行知识元的抽取［１０］ 。 朱丽萍等对背景知

识、问题分析、文章所做工作等引言三要素进行

分析研究，总结引言三要素的常用句型及特征，
利用这些规则对引言三要素信息进行结构化抽

取，将生物医学文献全文中的句子自动归类到

引言、方法、结果与讨论中［１１］ 。
（４）规则的自动抽取研究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用无监督学习算法的神

经网络从事实型数据中抽取规则，然后把这些

规则转成 ＰＲＯＬＯＧ 规则［１ ２］ 。 谢孟军等提出一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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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理论的规则自动抽取的设计方案［１３］ 。 孙

晨等认为尽管神经网络已经在很广泛的领域得

到应用，但由于训练好的神经网络中的知识不

易于理解，可从神经网络中抽取规则来表示其

中隐含的知识，以解决这一问题［１４］ 。 侯广坤等

应用决策树归纳学习的优化原则 ，使得生成的

决策树能最简洁、准确地描述从神经网络中学

到的知识［１５］ 。 高阳等提出一种自适应的概率规

划规则抽取算法，在强化学习获得的最优状

态—动作对值函数基础上，通过 Ｂｅａｍ Ｓｅａｒｃｈ 算

法从值函数中抽取满足概率规划条件的规划

知识［１６］ 。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随着认知理论的不

断发展以及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提高，对文献

正文内容进行抽取与挖掘正得到逐步重视。 这

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１）在图书情报领域，学者们从理论方法、技

术模型以及应用平台等角度展开了很好的探索

与研究，并对学术定义、论文创新点等进行抽取

研究，但专门针对论文里的方法进行内容抽取与

挖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如何借助技术手段构建

知识元描述规则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２）在人工智能领域，在规则的自动抽取方

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往往是智能学习或推理过

程中的形式化规则，并不是从原始文献里进行

知识元抽取的规则。
因此，本文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着力研

究学术论文中方法知识元的类型与描述规则，
对方法知识元的类型进行归纳总结，采用半自

动的方法初步构建方法知识元的描述规则，为
后续的知识抽取提供理论基础与资源支撑。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的数据与素材

依据 ＣＳＳＣＩ 选取 １７ 种图书情报领域核心期

刊论文，分别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以及重庆维

普下载相关题录信息，对题录信息进行融合清

洗以及汇总后，统计关键词，得到图书情报领域

关键词表，有６３ ２０３条，从这些关键词中识别出

方法术语，有１ ３０２个，构建方法术语表［１７］ 。 利

用方法术语表对《情报学报》２０１２ 年全年的全文

进行识别，从 １８ ６８６ 个句子中共识别出２ ７０７个
关于方法描述的句子，对这些句子进行规则的

识别与构建。

２．２　 研究的流程与方法

首先读取每篇文章全文，运用方法术语识

别含有方法的句子，然后利用中文词典和图书

情报领域关键词库对这些句子进行分词，运用

关键词库与领域主题词表对句子中的领域词进

行过滤，形成句子的线性结构，即方法知识元的

句型结构，例如，“ ……方法是一种……” “ ……
方法存在……的缺点” “采用 ……方法对……
进行……”，得到句式结构以后进行人工审核校

对并判定方法知识元的类型，把这些关于方法

描述的句式结构进行归类总结，形成方法知识

元规则。 构建过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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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方法知识元规则构建流程

３　 研究结果

如何刻画与描述方法知识元是一个关键问

题，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方法知识元的五要

素，即方法的定义、方法的特点、方法的关系、方
法的流程以及方法的功能。 由这五要素构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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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知识元的五种类型，即方法定义知识元、方法

关系知识元、方法特点知识元、方法流程知识

元、方法功能知识元，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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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方法知识元的五种类型

３．１　 方法的定义描述

方法的定义是指对于某种方法的本质特征

或关于方法术语概念内涵和外延确切而简要的

说明。 方法的定义描述通常具有以下规则

“……方法是一种……的方法” “ ……方法＋是 ｜
是指 ｜指 ｜的定义为 ｜ 被定义为……”。 利用规则

对方法的定义描述进行识别，但有些句子即使

符合这种规则，也有可能不是定义，称为伪定义

句子，例如“局部分析方法是一种计算量小且不

依赖于外部资源，但十分有效的查询扩展方法”
是指方法的特点，而“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动态分

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网络分析方法”是指方法

的类属。 方法的定义描述规则及举例见表 １。

表 １　 方法的定义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 ｜ 法 ｜ 方法 ＋ 是一种

……的方法。
内容分析方法是一种采用规范方法读取文本内容，将文本中信息有序、量化地表

示出来的一种基于定量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

……方法＋是 ｜ 是指 ｜ 指 ｜
的定义为 ｜ 被定义为 ｜ 定
义如下……

跨语言信息检索中，我们将翻译概率的计算方法定义如下：Ｐ （ ｆｉ ｜ ｅ ） ＝ Ｆ （ ｆｉ ） ／

（ Ｆ （ ｆｉ ）＋Ｆ （ ｆｉ ）） 　 在该公式中， Ｐ （ ｆｉ ｜ ｅ ）表示 ｆｉ 为检索词 ｅ 的翻译的概率；

Ｆ （ ｆｉ ）为在一定的样本空间中，ｆｉ 为检索词ｅ 的翻译的频率；Ｆ （ ｆｉ ）为在一定的样

本空间中，检索词ｅ 的翻译不为 ｆｉ 的频率，即检索词ｅ 翻译为其他译项的频率。

３．２　 方法的关系描述

方法之间的关系描述是方法类属的体现，
也是构建方法体系的基础。 方法之间的关系从

空间分布视角看包括上下位类的类属关系与同

一层次的并列关系，不同的方法位于不同的层

次和位置；从时间逻辑视角看方法之间的关系

包括改进关系、继承关系、演进关系、替代关

系等。
３ ２ １　 方法之间的静态关系

方法之间的静态关系主要描述方法的类别

或属性关系，可以用“ ……方法＋是 ｜ 属于 ……
一种”等规则来抽取，有些具体的方法列举包括

数字序号型、汉字序号型。 还有一种是带破折

号的情况，如“本文从关联规则挖掘领域引入了

一种新的共现聚类分析方法———最大频繁项集

挖掘”。 方法的类属描述规则及举例见表 ２。
方法类属描述的识别存在以下难点：伪关

系的识别、上位类方法的缺省等。 “ ……方法是

一种……的方法”，这样的句式可能是描述方法

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方法的定义。 有些方

法的列举找不到上位类方法，例如：“本文仅仅

是探索性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还需要其他的方

法来佐证，譬如用文献共被引分析、作者共被引

分析等方法来验证和修正结论。” “借鉴社会网

络的思路，作者共被引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网络

化，从而借助网络结构分析、凝聚度和中心性分

析等方法可以对特定领域内作者的影响力情况

进行深入的探索，以期对研究工作的推进和学

科领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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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方法的静态关系描述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方法＋是 ｜属于……一种

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动态分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讨论术语的共现分析，又称共词分析，它属于内容分析方法的一

种，不过本文提出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研究对象的共现分析，如文献共

引分析、文献作者共著分析等。

［根据 ｜ 按照］ ……划分为 ｜ 有
……如 ｜分别是 ｜具体有……

聚类算法根据算法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基于划分的方法，基于层

次的方法，基于密度的方法，基于网格的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方法。
现有的专利本体构建方法有三种思路：分别是自顶向下法、自底向上法、中
间扩展法。

……分为……等［几类］
根据消歧知识来源的不同，语义消歧可分为基于知识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

方法，基于知识的方法又可细分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词典的方法。

方法＋总结 ｜ 包括 ｜ 分为＋以下 ｜
下面 ｜如下＋Ｎ＋类 ｜种 ｜类型：

目前关于文本分类算法的研究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①基于

统计的方法，如朴素贝叶斯、ＫＮＮ、类中心向量、支持向量机、最大熵等方

法；②基于连接的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 ③基于规则的方法，如决策树等。

方法 ＋ 如 Ｍ１， Ｍ２， Ｍ３ ［ 和 ｜ 以

及］Ｍｎ

传统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如 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定标比超分析方法、关键成

功因素分析方法、核心竞争力分析方法等。
自从最大频繁项集的概念被提出之后，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挖掘 ＭＦＩ 的高

效算法，如 ＭａｘＭｉｎｅｒ、ＭＡＦＩＡ、ＧｅｎＭａｘ、Ｐｉｎｃ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基于 Ｄｉｆｆｓｅｔ 的方法以

及 ＨＢＭＦＩ 等。

……统称为 ｜ 并列为……的几＋
类 ｜大＋方法

基于案例推理、基于规则推理、基于模型推理并列为“知识推理”的三大推

理方法。

３ ２ ２　 方法之间的动态关系

方法之间的动态关系包括改进关系、继承关

系、演进关系、替代关系等，这些关系在具体论述中

表现为“提出”“改进”等。 创新地提出方法是指针

对新的问题或基于新的数据或者面向新的需求，创
新性地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法或方案。 创新提出

方法的规则比较简单，绝大多数创新描述都使用

“提出” 等特征词，也有使用“针对……设计了

……”等句式。 但有时候也存在噪声，如“提出一

种……方法的改进”，虽然有“提出”，但实际上是

改进。 移植或改进方法是指把其他学科方法引入

本学科，并对其适用性进行判断分析，在此基础上

进行改进，或者直接改进本学科现有的方法。 方法

的动态关系描述规则及举例见表 ３。

表 ３　 方法的动态关系描述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提出了改进的…… 提出了改进的两步式 Ｋ 核分析方法

提出……改进 ｜修正
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近邻传播算法，使用该方法对 Ｗｅｂ 用户进行聚类。
有学者提出了加权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算法来改进传统的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方法。

从……引入 ｜借用 ｜参考了……
本文从关联规则挖掘领域引入了一种新的共现聚类分析方法———最大频

繁项集挖掘，它将传统共现分析法的三个阶段压缩为一个阶段，充分利用

了可以利用的各种信息，克服了传统方法的缺陷。

将……引入到……以 ｜来……
ＬｉｓｔＮｅｔ 和 ＬｉｓｔＭＬＥ 将 Ｌｕｃｅ 模型引入到排序学习方法之中来表示文档序列

并取得更好的排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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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方法的特点描述

方法的特点描述按照特点的褒贬分为优点

描述、缺点描述与中性特点描述。 按照描述的

方法分为单纯论述型描述、对比论述型描述。
对比论述型描述包括一对一比较型和一对多比

较型两种类型。 方法的特点描述类型见图 ３。
３ ３ １　 方法的优缺点描述

方法的缺点描述往往伴随着“无法”“问题”
“缺点”“不足”等带有否定倾向的特征词。 其规

则与举例见表 ４。 方法的优点描述往往不像缺

点那样有明显的特征词，优点的描述往往通过

�����

����� �����

����

�� �	�� ��

图 ３　 方法的特点描述类型图

具体的褒义词来确定（见表 ５）。 对于优点的判

别，可以使用褒义词表进行抽取。

表 ４　 方法的缺点描述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不能 ｜无法 ｜……
但面对高维稀疏的数据，近邻传播算法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聚类结果，
而且该方法不能产生指定类数的聚类。

……，［但 ｜ 可是］ 存在 ｜ 尚存 ｜ 有
……的缺点 ｜不足

而该方法存在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是在训练统计翻译模型 ｔ（ｑｉ ｜ ｗ）时，
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而这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获得。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容易实现，但它有两方面的缺点，一是某些常用的单个

标签缺少语义的明确性，不能体现用户的个性化偏好，如标签“Ｗｅｂ”等；二
是用户在对具体对象进行标签时，同时使用了多个标签，它们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语义联系，向量型的离散表示不能刻画标签之间的这种语义联系。

……极易＋造成 ｜带来……
现有的混合多准则决策问题的解决方法极易造成准则信息的丢失，同
时，计算和转换的过程过于复杂。

表 ５　 方法的优点描述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以……成为 ｜为……的……
共现分析是基于定量化的数据分析，以其方法的简明性和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成为支撑信息内容分析研究过程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对于……，……是一种……的方法 对于处理大规模的数据集，近邻传播算法是一种快速、有效的聚类方法。

……方法＋综合了 ｜ 兼顾了……的

优点，……
采用信息熵的参数确定方法综合了计算法和实验法的优点，操作简单、方便，
更能反映出参数与样本联系的本质特征，客观刻画了样本的重要性程度。

……方法＋克服了 ｜ 避免了……的

问题 ｜缺点，……

由于本文方法不需要先验知识，通过对数据集的全局进化优化，输出规

模更小、结构简单便于理解的规则集，通过否定选择分类器进行规则匹

配，克服了其仅适合样本稀疏或小样本空间的问题， 在分类效果上优于

决策树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 方法，同时在分类效率上高于 Ｋ－ＮＮ、贝叶斯方法。

与……相比，……方法［在……方面］
＋更具 ｜好处是……

与传统聚类相比较，三维空间聚类法最大好处是直观、灵活，能够很好地

揭示词义间内在联系。

……表明，……方法［在……方面］
＋更具……

实验表明，用 ＳＶＭ 与修正的 ＫＮＮ 组合算法进行专有名词抽取比单一

ＳＶＭ 方法以及传统的 ＳＶＭ－ＫＮＮ 方法更具优越性，而且这种方法可以推

广到其他非平衡分布样本的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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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方法特点的比较句类型

方法特点知识元在句式上包括单纯论述

型、一对一比较型以及一对多比较型，其规则与

举例如表 ６ 所示。 认识并揭示比较句的类型与

规律，有助于更好抽取与挖掘方法特点知识元。

单纯论述型是指没有比较的对象，单纯地对方

法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对一比较型，其比较体

往往是一个具体的方法术语，句子中会有明确

的比较特征词，如“与……相比，……方法……”
“相比……，方法……”。

表 ６　 方法特点描述规则及举例

类型 规则 举例

单纯论述型

……方法……具

有一定的……
该方法对军事领域的情报分析或是企业管理领域的决策信息处理均具有

一定的适用性和参考意义。

…… 方 法 ……
适用于……

本文提出的新的相似度测量方法概念明确，逻辑严谨，计算过程相对简

单，特别适用于混合型多准则决策。

一对一比较型

与 …… 相 比，
……方法……

与需要不断迭代的 ＦｌｏｋＲａｎｋ 方法相比，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方法计算复

杂性要小得多。
该算法可以提高多值属性关联规则挖掘效率，与 Ｍａｑａ 算法相比，降低了

时间复杂度，为处理海量数据、生成有用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知识管理及

决策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相 比 ……， 方

法……
相比 ＳＶＭ 方法，决策树方法能够学习析取规则表达式，这些规则可以客

观反映描述词的多种属性的关系。

一对多比较型

与其他……相

比，……方法 ＋
［ 在 …… 方

面］……

与其他方法相比，ＭＣＬＰ 更加简洁实用，它允许用户输入不同的参数对模

型进行调整，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与其他语义相关性度量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没有涉及繁重的文本处理工

作，计算量小且效果显著，尤其适合于实时性要求高的信息检索系统。

　 　 一对多比较型是指一种方法与多种方法或

一类方法相比较，描述其优点或缺点，与某类方

法比较时，往往会伴有“传统” “经典” “以往”
“既有”“先前”“普通”“一般”等修饰词，有时也

会出现几种具体的方法用于比较，会有明显的

并列连词或表示并列的标点符号，如“与……方

法及……方法相比较，……方法更……”。 一对

多的比较，往往描述优点的情况多一些。 描述

缺点的情况一般不使用一对多比较。 在一对多

比较型句子论述中，有时会出现比较的对象，有
时不会出现明确的比较对象，如“与其他方法相

比，ＭＣＬＰ 更加简洁实用”，这种情况就无从抽取

比较的对象了。

３．４　 方法的流程描述

方法的流程描述包括方法的使用过程、方

法的使用步骤、方法的使用条件等内容。 方法

的过程描述规则类型较多，有些描述带有明显

的过程特征词，如“首先” “然后” 等词。 例如，
“Ｙｅｕｎｇ 等设计了一个算法，先通过聚类方法，使
对象和标签归属到不同的主题，然后考察用户

的标签集，确定用户在各个兴趣主题下的标签

向量。”“本文利用谱特征排列的直推式迁移分

类方法对客户流失进行预测，具体流程包括：首
先设计了数据维数合并以及数据属性统一方法

对不同领域的数据表现形式进行统一；然后利

用谱特征排列方法建立不同领域数据之间的映

射关系，实现异质领域特征分布的近似统一；最
后利用 ＴＳＶＭ 模型对客户数据分类从而实现对

忠诚客户和流失客户的识别。”
有些方法的流程描述是针对方法的使用前

提或条件，例如“该方法的前提假设是每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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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的贡献都是相同的，即有相同的贡献因

子”。 有些描述没有规则可循，例如“个性化排

序方法，使用用户搜索历史信息训练用户兴趣

模型，采用协同推荐算法获取具有共同兴趣的

邻居用户，根据邻居用户对文档的推荐程度和

文档与用户兴趣模型的相关程度来排序搜索结

果”。 这种没有明显逻辑信号词的情况，判断句

子为方法的流程描述则比较困难。
整体上讲，方法的流程描述难以用单个句

子来表述，往往都是由句群或段落构成。 因此，

构建句子级方法的流程描述规则是比较困

难的。

３．５　 方法的功能描述

方法的功能描述是指描述方法能解决哪种

或哪类问题，对方法的应用范围或适用领域进

行界定。 对方法的功能描述包括以下规则：“借

助 ｜通过 ｜使用 ｜采用 ｜ 利用 ｜ 用……方法＋来检验

｜对……进行……”，或者“ ……方法＋能 ｜ 可以＋
……”。 其规则与举例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方法的功能描述规则及举例

规则 举例

借助 ｜通过 ｜使用 ｜采用 ｜ 利用 ｜ 用
…… 方法 ＋ 来检验 ｜ 对……进

行……

使用 ＡＤＦ 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使用方差分析法来检验时间序

列的周期性并提取周期值；使用小波估计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自相似性并

计算表征自相似程度的 Ｈｕｒｓｔ 参数。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已知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相关度判别规则。

……方法＋能 ｜可以＋……

本方法能较为准确地揭示用户的兴趣，产生的推荐资源与用户兴趣匹配程

度较高。
利用此方法可以在 Ｗｅｂ 文本分类过程中充分挖掘 Ｗｅｂ 文本语义信息，提
高网络主题舆情分析的准确度。

……方法＋可用于 ｜适用于 ｜被应

用到＋……

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研究方法，是一

种局部动力学模型，适用于在空间复杂系统中的时空动态模拟研究。
目前迁移学习方法被应用到一些现实问题，如 ＷｉＦｉ 定位、情感分类和垃圾

邮件过滤等。

……的目标是……
ＵＩＭＡ 的目标是提供在企业级的环境中处理各类非结构化的信息资源的通

用解决方法和支撑技术。

……方法＋在……领域得到应用

关联规则挖掘主要研究关系数据中关联规则的发现，根据设定的置信度和

支持度阈值，挖掘出不同属性数据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是目前处理海量数

据的一种常用方法，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网络故障检测、气象信息

分析和医学病理分析等。

实验证明了 ｜实验结果表明……
方法……

实验证明了方程组度量知识创造和确定知识创造的生命周期的数量方法

的实用价值。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方法知识元总结为方法定义知识

元、方法关系知识元、方法特点知识元、方法流

程知识元和方法功能知识元五种类型。 通过半

自动的方法，初步构建了五种方法知识元的描

述规则，并给出一些详细示例。 这些知识元的

类型剖析以及描述规则，有助于后续的方法知

识元抽取的技术实现。
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的知识元有着不同

的描述方式，句子复杂度与描述的类型也有较

大差异。 方法定义知识元相对简单，往往都是

一个句子，而且句子规则相对简单。 方法特点

０３８



化柏林： 学术论文中方法知识元的类型与描述规则研究
ＨＵＡ Ｂｏｌ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知识元描述优缺点较多，中性描述偏少，对于优

缺点的论述，多使用比较句与其他方法进行一

对一比较或一对多比较，句法规则相对比较复

杂。 方法之间的关系包括空间静态关系与时间

上的动态关系，静态关系的类型不多，但规则的

描述较为复杂；动态关系的类型较多，但规则的

描述并不复杂，而且，有些关系（如替代关系）难

以在某个句子或某篇文章中显性地表示出来，
规则的构建也比较困难。 方法的流程虽然有些

连接词可以辅助判定，但大部分难以用一两个

句子来描述，句群或段落的描述更加适合，所以

本文的这种方法也难以构建出适用的规则。 方

法的功能描述可以细分为领域应用、问题解决

等多个方面的描述，一般可以用句子完成论述，
规则的构建并不难。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存在一些问

题或不足。 一方面，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方法抽

取的测试集，抽取实验结果难以测评，每种方法

知识元的规则数量多少为宜，也缺乏相应的评

估标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复杂性与不同学

科之间论文风格的差异性，规则存在抽象度不

高以及覆盖度不足等问题。 作者将在后续的研

究中增加规则抽取的原始语料规模，并构建一

部分方法知识元的测试集，以验证利用方法知

识元规则进行知识抽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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