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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户需求语句建立问题可拓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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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地建立待解决问题的可拓模型是可拓策略生成的关键步骤。 目前的可拓策略生成系统在建立可拓模

型时因自然语言理解的困难，未能充分理解用户需求，所以较难自动建立问题的可拓模型。 提出了解析用户自然语

言需求语句、并自动建立可拓模型的方法。 该方法的核心包括 ４ 步：１）对用户需求语句进行组块分析得到短语序

列；２）对短语序列进行分类；３）使用匹配规则抽取分类后的短语，得到便于计算机处理的需求信息；４）结合数据库技

术进行可拓模型的建立。 以租房问题为案例，实现了该方法。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好地理解用户需求信息并

成功建立租房问题可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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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问题是指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实现人们要达 到的目标的问题。 矛盾问题智能化处理的研究对现

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１］。 可拓学研究的矛

盾问题主要分为不相容问题和对立问题，本文主要

讨论不相容问题。



解决不相容问题，一般包括 ６ 个步骤［１］，其中

第 １ 个步骤就是建立问题的可拓模型。 因此，要借

助计算机智能化地处理不相容问题，首要的任务是

准确地建立问题的可拓模型。
目前，建立可拓模型主要通过 ２ 种方式：１）在

人充分理解问题的基础上，利用形式化符号手工建

立。 这种方式主要由少数专家和研究人员使用，对
可拓学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不适合广大用户；２）通

过可拓策略生成系统的界面输入问题相关的参数，
来辅助系统建模。 例如早期研究的自助游可拓策略

生成系统［２］、租房可拓策略生成系统［３］、求职问题

可拓策略生成系统［４］ 等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但使

用这种方式时存在 ２ 个问题：１）当参数过多时，输
入界面通用设计变得困难；２）如果输入文字稍长，
系统难以快速理解用户问题，建模效率低。

１　 关键技术及解决思路

１．１　 问题可拓模型建立所涉及到的技术

建立不相容问题的可拓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收

集与问题 Ｐ 相关的信息，然后界定问题的目标 Ｇ 和

条件 Ｌ，形成可拓模型 Ｐ ＝ ＧＬ 的过程。 其中主要涉

及到以下技术：
１）信息抽取技术

信息抽取技术是指从一段文本中抽取指定的事

件、事实等信息，形成结构化的数据并存入一个数据

库，供用户查询和使用的过程［５］。 从用户需求语句，抽
取属性及量值，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抽取的过程。

２）领域本体

领域本体是用于描述特定领域知识的一种专门

本体。 它给出了领域实体概念、领域属性概念、领域

属性值及相互关系，以及该领域所具有的特性和规

律的一种形式化描述［６］。 实际上在可拓策略生成

系统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借助领域本体知识。 在建

立模型时领域本体能够为抽取属性的种类、量值范

围、量值单位提供一致的指导。
３）数据库技术

可拓策略生成系统需要借助数据库技术，存储基

础数据、知识库、规则库等内容。 在建立模型时用户

提供的需求语句可能只提供了目标或条件之中的一

个，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目标和条件，这些情况下需

要利用数据库中数据对可拓模型进行补充和完善。
１．２　 用户需求语句信息抽取的主要内容

当前信息抽取还只是面向特定领域开展，能够

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的信息抽取系统仍然未出

现［７］。 知网的中文信息语义处理技术［ ８ ］ 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但仍然不能直接用于建立可拓模型。 在

实际应用中，用户表达的语句通常会出现不完全合

乎语法、信息省略、包含错别字、简写、歧义等情况，
为信息抽取增加了难度。 因此，结合实际问题需要，
本文将从用户需求语句主要抽取的信息分为 ４ 类，
如下：

１）可量化的量值

这类信息是指，用户表达的明确的属性和量值。
例如：

例 １　 一个人想在沙坪坝租房，只租 １ 个月，有
空调、卫生间，房租大概 ３５０ 元。

这个语句中用户给出的区域、租金、租期和配套

设施都属于可量化的量值。
２）抽象的量值

自然语言表达中通常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抽象

描述，当这些描述与可拓策略生成系统期望的量值

类型不一致时，仍然需要抽取，以便做出更合理的决

策。 例如：
例 ２　 我要在大连市内找工作，想租个房子，月

租便宜点、交通方便点的。
这里用户提供的租金描述为便宜的、交通状况

为方便的，都属于抽象量值，而可拓策略生成系统实

际需要的为数量值。
３）优先级信息

用户语句中很可能通过“必须”、“一定要”、“最
好”等关键字，来表达他的特殊需求，例如：

例 ３　 想在滨州市新北中附近租房。 便宜点的，
合租也可以。 一定要有暖气。

用户表达的需求“一定要有暖气”可作为可拓策

略生成的一个筛选条件。
４）逻辑关系信息

逻辑关系，主要包括用户表达的并列、或者、否
定、反义等逻辑关系。 例如：

例 ４　 我要在南宁市内租房，一室或者二室都可

以，５００ 元以内，不要中介的，安全的。
第 １ 类信息的抽取，是一个命名实体识别的过

程。 命名实体识别 （ｎａｍｅｄ 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ＥＲ）
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出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

称和有意义的时间、日期等数量短语并加以归

类［ ９ ］。 实际研究中，命名实体识别的对象根据不同

应用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医学文本中识别生物命名

实体［ １０ ］、中文旅游景点的识别［１ １ ］ 等。 目前命名实

体识别主要的方法包括：基于规则和词典的方法、基
于统计的方法、二者混合的方法。 文献［１２］对比并

指出了各个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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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 ２ 类信息的抽取是一个分类的过程。 对

于用户提供的不够具体的量值，首先确定其描述的

内容属于什么属性，然后可以按 ２ 种方式处理。 一

种是为抽象描述提供预设值，例如为租金构造离散

函数，根据值域分为便宜、一般、高价 ３ 个等级，这样

用户提供的抽象值也可以量化。 另一种是利用抽取

的抽象值，指导后续的人机交互过程。
上述第 ３ 类和第 ４ 类信息，主要是在确定了

属性和量值后，在这个量值所在的上下文环境

中，通过有限状态机实现。 构造一个包含表达优

先级、反义这类信息的关键词的词典，通过有限

状态机中状态之间转移来实现。 例如量词短语

“１ ０００ 元”所在上下文为“租金超过 １ ０００ 元的

就不要了” ，首先获取的量值 １ ０００ 元，通过输入

单词“超过”和“不要” ，量值转换为最终的区间

值［０，１ ０００］ 。
１．３　 问题解决思路

在处理具体问题的用户需求语句时，时间、货
币、日期等实体占据很大比例，其识别比较简单，
可以在分类后采用模式匹配方式实现；而其他实

体类数量比较少，识别比较困难。 针对这一情

况，本文决定采用混合的方法，即分类和规则匹

配结合的方法来完成属性和量值的抽取。 文献

［１３］中采用混合的方法提高了命名实体识别的

准确率和召回率。 受到此方法的启示，本文从用

户需求语句中提取信息时，先对用户语句进行组

块分析获取短语序列；然后对短语序列进行分

类，通过对分类后的短语使用规则匹配获取属性

和量值；最后，使用这些属性和量值并结合数据

库技术建立问题的可拓模型。

２　 建立可拓模型的步骤

建立可拓模型的处理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建立可拓模型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１　 预处理

预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后续处理。 这一

阶段完成工作包括：过滤、替换、数据格式调整、分
词。 过滤主要是过滤客气词（例如“请问”）、语气词

（例如“急求”）、询问相关词（例如“有没有”）。 替

换包括错别字替换（例如“５００ 一下”替换为“５００ 以

下”）和同义词替换（例如“旁边”、“周围”等替换为

“附近”）。 数据格式调整，包括数值都使用数字表

示，数值范围调整为统一格式。 分词时保留原句中

的逗号等分隔符，将长语句分割为短语句，得到多个

短语句的分词序列。
２．２　 组块分析

组块是一种语法结构，是符合一定语法功能的

非递归短语［１ ４ ］。 组块分析包括组块的划分和识

别，也就是识别出语句中像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这

类短语的过程。 本文借助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Ｐａｒｓｅｒ 来完成组

块分析。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Ｐａｒｓｅｒ 中文解析器是基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 的，具体的组块标记可参考文献［１５］。

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组块切分的粒度，对于抽

取的信息数量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当用户语句中量

值信息密度较大时。
例 ５　 ２ 个 ８００ 块以内的单间。
预处理后形成的语义树，如图 ２ 所示。 在此片

段中，需要抽取包括房间数量（两间），租金（８００ 块

以内）以及房子样式（单间）在内的 ３ 个属性和量

值。 如果仅切分为一个 ＮＰ 短语，那么后续阶段处

理时可能漏掉属性；而切分为 ＱＰ、ＤＮＰ 和 ＮＰ，借助

上下文信息，则能很好地捕获 ３ 个属性信息。

图 ２　 例 ５ 对应的语法树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ａｒｓｅ ｔ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 提供了 １７ 个短语标记，其中

ＣＰ、ＩＰ 和 ＵＣＰ 粒度过大，需要处理其内部节点；
ＰＲＮ、ＬＳＴ 和 ＤＰ 一般不出现在用户需求语句中，不
予处理；ＣＬＰ 类型需要处理其上级 ＱＰ 短语，Ｖ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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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Ｐ、ＤＶＰ 需要处理其内部节点；ＦＲＡＧ 是不能构建

完整结构的片段元素，也需要处理其内部节点；主要

处理的类型包括 ＰＰ、ＱＰ、ＮＰ、ＬＣＰ、ＡＤＪＰ、ＡＤＶＰ ６
种短语。

６ 种主要短语中，最复杂的是 ＮＰ。 ＮＰ 分为简单

名词短语和复合名词短语。 简单名词短语由单个普

通名词 ＮＮ、专有 ＮＲ、时间名词 ＮＴ 构成；复和名词

短语的情况主要包括 ５ 种情况，ＱＰ⁃ＮＮ 复合（例如

“一个月”）、ＮＮ⁃ＮＮ 复合（例如“个人房源”）、ＮＮ⁃
ＣＣ⁃ＮＮ 复合（例如“空调和洗衣机”）、多个时间名词

复合（例如“３ 月 ２９ 日”），以及 ＮＲ 与若干个 ＮＮ 复

合（例如“北京海淀区附近”）。
根据上述分析，采用自底向上的搜索方法来获

取短语序列，实现伪代码如下所示：
ｇｅｔＰｈｒａｓｅＬｉｓｔ（Ｔｒｅｅ ｒｏｏｔ，Ｌｉｓｔ＜Ｓｔｒｉｎｇ＞ ｐｈＬｉｓｔ） ｛
ｒｏｏｔ ＝ ｐｒｕｎｅＴｒｅｅ（ｒｏｏｔ）；ｌｅａｖｅｓ ＝ ｒｏｏｔ．ｌｅａｖ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ｉｓＥｍｐｔｙ（）） ｛
ｃｕｒＬｅａｖｅ， ｔＮｏｄｅ ＝ ｌｅａｖｅｓ［０］， ｎｕｌｌ
ｐ２ ＝ ｃｕｒＬｅａｖｅ．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２， ｒｏｏｔ）；
ｓｗｉｔｃｈ（ ｐ２ ．ｌａｂｅｌ） ｛

ｃａｓｅ ＂ＱＰ＂ ：
　 　 ｔＮｏｄｅ＝ｈａｎｄｌｅＱＰ（ｒｏｏｔ， ｐ２ ，ｐｈＬｉｓｔ）；ｂｒｅａｋ；
　 　 ｃａｓｅ ＂ＮＰ＂ ：
　 　 ｔＮｏｄｅ＝ｈａｎｄｌｅＮＰ（ｒｏｏｔ， ｐ２ ， ｐｈＬｉｓｔ）；ｂｒｅａｋ；
　 　 ｃａｓｅ ＂ ＬＣＰ＂ ：
　 　 ｔＮｏｄｅ＝ｈａｎｄｌｅＬＣＰ（ｒｏｏｔ， ｐ２ ， ｐｈＬｉｓｔ）；ｂｒｅａｋ；
　 　 ｃａｓｅ ＂ＡＤＪＰ＂ ，＂ ＰＰ＂ ，＂ＡＤＶＰ＂ ：
　 　 　 　 　 　 　 ｐｈＬｉｓｔ．ａｄｄ（ｃｈＴｏＳｔｒ（ ｐ２ ．ｌａｂｅｌ， ｐ２）；

ｔＮｏｄｅ＝ ｐ２ ；ｂｒｅａｋ；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ｈａｎｄｌ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ｂｒｅａｋ；

　 ｝
　 ｉｆ（ ｔＮｏｄｅ！ ＝ｎｕｌｌ）

ｌｅａｖｅｓ．ｒｅｍｏｖｅ（ｔＮｏｄｅ．ｇｅｔＬｅａｖｅｓ（））；
　 　 　 ｅｌｓｅ ｌｅａｖｅｓ．ｒｅｍｏｖｅ（ｃｕｒＬｅａｖｅ）；
　 　 其中 ｐｒｕｎｅＴｒｅｅ 完成语法树的剪枝工作，移除

ＳＰ、ＰＮ、ＰＵ 等标记的节点，移除一些常见动词（例如

“想”），副词 ＡＤ 和形容词 ＪＪ 仅保留词典中存在的

词；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为从当前节点向上获取父节点，参数为

向上查找层数。 ｈａｎｄｅｌＤｅｆａｕｌｔ 处理的是默认情况，
默认情况下仅处理包括动词 ＶＶ，形容词 ＶＡ，名词

ＮＮ 这些单词。 对于这类词，不使用包含它们的父

节点类型标记它们，而是直接使用它的词性作为标

记，将他们作为其他短语的上下文环境保留起来，以
便于后续的分类工作。 ｈａｎｄｌｅＱＰ、 ｈａｎｄｌｅＮＰ、 ｈａｎ⁃
ｄｌｅＬＣＰ３ 个函数分别处理 ＱＰ、ＮＰ、ＬＣＰ 短语。 给定

例句：
　 　 例 ６　 一个人想在郑州中央商务区附近租个

３５０ 块左右单间。
得到短语序列： ［ ＱＰ：一个 ／ ＣＤ， ＮＮ：人 ／ ＮＮ， ＰＰ：
在 ／ Ｐ 郑州 ／ ＮＲ 中央 ／ ＮＮ 商务区 ／ ＮＮ， ＶＶ：租 ／ ＶＶ，
ＱＰ：个 ／ Ｍ， ＬＣＰ：３５０ ／ ＣＤ 块 ／ Ｍ 左右 ／ ＬＣ， ＮＮ：单间 ／
ＮＮ］。
２．３ 分类

使用分类算法的关键是找到有效的特征向量。
本文选取的特征包括：短语类型，包含测试特征，以
及词或者词性特征。 包含测试特征是对短语是否包

含某类词，进行测试而得到的整型值。 不同短语测

试后的特征个数也不统一，因此把包含测试特征附

加到短语类型上，作为一个特征。 共选取了 ６ 个特

征用于分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用于分类的特征向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短语或词 包含测试特征 词或词性特征

ＱＰ 连词，序数词 量词，左边名词，左边动词，右边名词，右边动词

ＰＰ 地址，时间，数词，连词 量词，首词，末尾词或其词性，左边动词或名词，右边动词或形容词

ＬＣＰ 地址，时间，数词，连词 量词，末尾词，最后一个名词，左边动词或名词，右边动词

ＮＰ 地址，时间，连词 名词 １，名词 ２，左边动词，右边名词，右边动词

ＡＤＪＰ 无 形容词 ＪＪ，左边动词，右边名词，其余置为空

ＡＤＶＰ 无 副词 ＡＤ，左边名词，右边动词或形容词，其余置为空

ＶＡ 无 形容词 ＶＡ，左边名词，右边名词，其余置为空

ＮＮ 无 名词 ＮＮ，左边动词，右边动词或形容词，其余置为空

ＶＶ 无 动词 ＶＶ，左边动词，右边动词，其余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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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测试特征中，连词是指标记为 ＣＣ 的单词，
序数词是标记为 ＯＤ 的单词，时间是指标记为 ＮＴ 的

单词，数词是指 ＣＤ 或者 ＯＤ 的单词。 包含地址测试

需要借助分词系统完成，使用单词的词性测试其是

否属于地址类词性。
需要注意，某些单个 ＮＮ（例如“单间”）、ＶＡ（例如

“便宜”）、ＶＶ（例如“合租”）本身就能表达一个量值，
用户很可能单独使用它们来表达需求，因此，需要将

这类词记录在词典中。 在遇到这类词时，将其添加到

分类任务中，这类单词的特征列在表 １ 的末尾 ３ 行。
ＰＰ 短语中，如果末尾词是普通名词则使用单词

本身，否则使用其词性。 包含单个 ＮＮ 的 ＮＰ，将以

ＮＮ 标记独立处理。 对于其他 ＮＰ，如果包含地址或

日期，名词 １ 和名词 ２ 置为空。 对于不包含地址或

日期的复合名词短语，需要特别处理。 ２．２ 节中提到

的 ＮＮ⁃ＮＮ 和 ＮＮ⁃ＣＣ⁃ＮＮ 类短语，将其 ２ 个 ＮＮ 作为

名词 １ 和名词 ２ 填充；ＮＲ 与若干 ＮＮ 复合的情形，
将 ＮＲ 与 ＮＮ 连成一个词，作为名词 １ 填充，名词 ２
置为空。

在有监督的分类器训练的过程中，根据问题和

关注的属性，使用不同的标签。 与问题无关的短语

或词，统一标记为无关类，在后期过滤掉这些内容。
使用训练后得到的分类器，对短语序列分类，并合并

相邻的同类标签，得到最终分类后的短语序列。
２．４ 量值提取

对分类后的短语，针对每一类别，建立一系列匹

配规则来抽取量值。 匹配时间和数字类表达式的规

则比较通用；对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可以根据分

类结果，借助词典来更准确地确定边界。
　 　 例如租房问题中，匹配区域的规则，用正则表达

式书写并按照优先级列出如下：
ｒｕｌｅ １：　 （在？）（．∗）（附近）
ｒｕｌｅ ２：　 （在 ｜靠近）？ （．∗）（租）
ｒｕｌｅ ３：　 （离 ｜靠 ｜距）（．∗）（近）
ｒｕｌｅ ４：　 （在？）（．∗）（环）
ｒｕｌｅ ５：　 （在？）（地铁 ｜公交）（．∗）（线 ｜路）
ｒｕｌｅ ６：　 拼接词性表示地点的单词

除了匹配外，还需进行 ３ 项工作：
１）理解优先级、逻辑关系

在短语对应的原文中获取表达这类信息的关键

词，通过有限状态机，即可获取用户真正要表达的量

值。 这种方法仅在用户将关键词混在多个量值之

间，并且不加任何分隔符的情形下失效。 在实际应

用中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很小。
２）同类合并和歧义消解

对于集合类型的量值，需要对量值进行归并；对
于单一类型的量值，需要根据量值特点，进行歧义消

解。 例如用户首先提供了一个范围比较大的地址，
接着又补充了一个小范围地址，可以使用大地址后

加上小地址的方式，准确定位地址。
３）量值标准化

同一属性的不同量值需要转换为单位统一的量

值，以便于处理。 例如租房问题中用户提供租期属

性的量值，可能是“半个月”，“半年”，“一个星期”等
可以统一调整到以月为单位的数量值。

经过这一阶段的处理，得到了最终的属性字典。
例 ６ 最终得到属性字典如下：

｛区域：郑州中央商务区， 租金：［０，３５０］， 样式：
单间， 住户人数：１， 租房数量：１｝
２．５　 模型填充

这一阶段，使用上一阶段获取的属性字典，并结

合数据库技术，建立可拓模型。 首先将属性字典中

各个属性和量值填充到目标或者条件基元中去。 对

于目标或者条件基元中缺少的部分，则需要根据领

域本体，借助数据库或者人机交互来补充。
经过上述流程的 ５ 个阶段，最终从用户语句建

立了可拓模型。

３　 实现案例

３．１　 案例介绍

文献［３］给出了一个租房问题，下面以此问题为

背景来展开实验。 实际语料中用户表达的属性通常

都有多个，本文一共关注了 １６ 个属性，表 ２ 给出了

部分属性的示例。
表 ２　 租房问题中用户表达的属性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ｓ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ｅｎｅｍ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属性 量值类型 量值单位 量值示例

区域 字符串 无 番禺大学城

租金 整数 元 ８００ 块

面积 整数 平方米 ８０ 平米

样式 字符串 厅，室 两室一厅

楼层 整数 楼，层 １０ 楼

房源 字符串 无 个人

　 　 一般地，上述多个属性，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

况，为每个属性分配不同的权重用于指导可拓策略

的生成和评价过程。
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包括：
１）语料资源，在百度和好搜两大网络平台，使用

爬虫程序抓取到与租房问题相关的语句；

·９６８·第 ６ 期　 　 　 　 　 　 　 　 　 　 　 　 　 王定桥，等： 从用户需求语句建立问题可拓模型的研究



２）分词系统，使用哈工大讯飞语言云服务；
３）组块分析，使用斯坦福中文解析器；
４）分类器，使用张乐博士 ｍａｘｅｎｔ 工具箱；
５）词表，手工编制了 ２ 个词表，预处理词表大小

为 ６００，匹配使用的词表大小为 １４０；
６）数据库，修改了文献［３］中爬虫程序，获取了

租房信息的数据并存贮在数据库中；
７）条件随机场，使用 ＣＲＦ＋＋工具箱。

３．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按照惯例，使用信息抽取任务中的准确率 Ｐ、召
回率 Ｒ 以及 Ｆ 值来评测系统性能。 作为对比试验，
选取文献［１６］中用于识别微博命名实体的条件随

机场方法，并使用了文中的特征模板。 采用 ４⁃ｔａｇ
（ Ｂ、Ｍ、Ｅ、Ｓ ）对每个属性进行标注，利用 ＣＲＦ＋＋工
具进行了实际抽取工作。 在处理的语句中，采用 １０⁃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验证方法，得到的平均正确率 Ｐ、召
回率 Ｒ、Ｆ 值 ，如下表 ３ 所示。

表 ３　 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方法 样本容量
准确率

Ｐ ／ ％
召回率

Ｒ ／ ％
Ｆ 值 ／ ％

本文 ５５０ ９６．００ ９１．９９ ９３．９５

ＣＲＦ ５５０ ９４．５８ ８７．２２ ９０．７５

本文 １ １００ ９６．６０ ９３．０６ ９４．７９

ＣＲＦ １ １００ ９５．５２ ９０．７０ ９３．０５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同 ＣＲＦ 方法相比，性
能有所提高。 其中，准确率的提高在于使用了匹配

规则抽取分类后的短语；召回率的提高在于使用组

块分析后，对短语进行分类。 ＣＲＦ 对样本依赖比较

大，当样本容量较小时，本文方法更具优势。
文献［３］中策略系统只考虑了区域、租金、交通

状况和面积 ４ 个属性。 利用本文方法，不仅能获取

更多的属性，还能理解抽象量值、优先级关系和逻辑

关系，从而能更容易地为用户生成理想的策略。
对用户语句进行信息提取后，结合数据库检索

技术，就能建立最终的可拓模型。 例如对于语句：
例 ７　 广州大学旁求租房！ 不想通过中介，３ 月

２９ 号左右可以入住，拟租时间 ３ 个月以上，希望有

一室一卫的公寓，能连接宽带，月租不超过 ６００ 都可

以。 通过上述方法，从用户需求语句，获取了目标物

元 Ｍ； 并从数据库中查找到一条最接近用户目标的

房子，确定为条件物元 Ｌ。 则最终确定了问题的可

拓模型表示为

Ｍ ＝

目标房子 ｗ 区域 广州大学

租金 ［０，６００］
样式 一室一卫

类型 公寓

配套设施 宽带

租期 ３ 月

入住时间 ３ 月 ２９ 日

房源 个人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Ｐ ＝ ＧＬ ＝ 租用 支配对象 Ｍ
施动对象 租房者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出租房 Ａ 区域 北亭村云程大街 ８ 号

租金 ７５０
样式 一室一卫

类型 公寓

配套设施 宽带 ∧ 空调 ∧ 阳台

房源 个人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在完整的可拓策略生成系统中，下一步工作就

是由可拓模型，求出核问题模型。 当核问题模型中

的条件满足目标的要求时，就不是不相容问题，不需

要解决，说明系统帮用户找到了所需要的房子。 当

核问题模型中的条件不满足目标的要求时，就是不

相容问题，需要利用可拓策略生成系统，首先判断问

题不相容的程度，然后通过拓展、变换和评价，生成

解决不相容问题的策略。 策略生成的详细步骤参见

文献［３］。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用户需求语句进行组块分析后得到

的短语序列进行分类，并结合匹配规则进行信息抽

取，得到了计算机较容易识别的需求信息。 这种方

法有效实现了从用户需求语句到可拓模型的转换，
减轻了人的劳动，提高了可拓模型建立的效率和质

量，为可拓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方法。
试验表明本文的方法已经得到比较满意的结

果。 今后还可以通过 ２ 种方式进一步完善：１） 针对

特定问题，在分词时使用用户字典，提高分词的准确

率；２） 使用实际语料训练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Ｐａｒｓｅｒ，提高它词

性标注和句法分析的准确率。
另外，限于目前本项目还没有建立通用的问题

语料库，本文仅实现了租房问题案例。 下一步工作

是建立其他问题的语料库并进行相关测试，以利于

开发较为通用的可拓策略生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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