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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基于语义知识规则分析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存在时间复杂度高的局限性，提出基于分类词典的
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 利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ＩＣＴＣＬＡＳ 对文本分词，运用 ＴＦ×ＩＤＦ 方法提取文本关键词，遍历分类
词典获取关键词编码，通过计算文本关键词编码的近似性来衡量原始文本之间的相似度。 选取基于语义知识规则
和基于统计两个类别的相似性度量方法作为对比方法，通过传统聚类与 ＫＮＮ 分类分别对相似性度量方法进行效果
验证。 数值实验结果表明，新方法在聚类与分类实验中均能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相较于其他基于语义分析的相似
性度量方法还具有良好的时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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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相似性度量方法通常作为数据挖

掘任务的基础， 使得相应的算法和技术能够在复杂

数据中发现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与知识［１－２］，文本

挖掘技术与方法通常用于处理与分析非结构化文

本数据，其中相似性度量质量的好坏将很大程度上

影响文本挖掘质量和效率，与文本相关的数据挖掘

任务结合，也广泛存在于现实应用中， 例如聚类与

分类、信息检索、机器学习、网络信息认定［３］ 与人工

智能等文本信息处理。
根据文献［４］中提到的概念层次理论，文本相

似性度量建立在句子相似性度量之上，句子相似性



度量进一步以词语的相似性为前提。 因此，词语相

似性度量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文本相似性度量以

及文本聚类、分类等后续文本挖掘任务与工作的

质量。
词语相似度指在不同位置，词语可以互相替换

使用的程度，文本相似性度量通常分为基于语义知

识规则的相似性度量和基于统计的相似性度量。
基于语义知识规则的文本相似度计算主要建立在

基于 Ｗｏｒｄｎｅｔ［５－６］、ＭｉｎｄＮｅｔ［７］、ＦｒａｍＮｅｔ［８］ 等语义知

识库的基础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涌现出大量

基于 Ｗｏｒｄｎｅｔ 的语义相似度计算算法，主要针对外

文长文本的语义相似度计算［９］。 现有基于语义分

析的中文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主要依托于同义词

词林［１０］与知网［１１］。 刘群等［１２］ 以知网为依托，将词

语相似性度量分为义原相似性度量、概念相似性度

量和词语相似性度量 ３ 个步骤，并提出了基于知网

的词语相似度计算方法（ＺＷ＿Ｓｉｍ）。 由于该方法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该相似度

计算方法进行改进。 林丽等［１３］ 在基于知网的词语

相似度计算中引入弱义原的概念，即通过计算除区

分能力弱的第一基本义原外的其他义原来计算词

语相似度，以减少计算时间和提高计算精度；王小

林［１４］在原始基于知网方法的基础上，改进不同类别

义原在词语相似度计算中所占权重的计算方法提

高计算精度，通过义项词性判断降低相似性计算复

杂度；张亮等［１５］利用知网，从义项的主类义原、主类

义原框架和义项特性描述三方面综合分析词语相

似度，并从语义特征相似度和句法特征相似度两方

面来描述词语相似度；田久乐等［１６］ 提出基于同义词

词林的词语相似度计算方法（ＣＬ＿Ｓｉｍ），并通过人工

测试、非人工测试以及与 ＺＷ＿Ｓｉｍ 方法进行比较，证
明了方法的可行性；徐庆等［１７］在此基础上对词语相

似度计算公式进行改进，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中文实

体关系抽取，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郑红艳等［１８］

将词林与 ＴＦ×ＩＤＦ 方法相结合，过滤同义词并对词

语权重赋值进行文本特征提取，新的方法具有更好

的特征提取结果。 各位学者将基于知网与词林的

相似性度量方法在参数与时间复杂度方面不断完

善，使方法的准确性与时间效率都一定程度上有所

提高。 基于语义知识库的相似性度量方法均需要

对语义知识库多次遍历，各位学者虽不同程度提高

了方法的时间效率，但时间复杂度高的问题依然

存在。

苏新春教授编写的《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１９］ 与

《同义词词林》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但《现代汉语

分类词典》对词语分类更细，词语间相似度只需通

过两个词语编码进行计算比较，相较于 ＺＷ＿Ｓｉｍ 方

法，不需要对词语相似度进行分层计算，时间复杂

度大大降低。 基于距离的语义相似度计算主要包

括语义重合度（共同祖先节点数）、语义深度、语义

密度、语义距离等 ４ 个方面的度量。 多级分类体系

使得基于分类词典的相似性度量结果可以直接反

映两个词语在语义树中的重合度、深度与距离。 在

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的

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ｄｉａｎ， ＣＤ＿Ｓｉｍ）。 ＣＤ＿Ｓｉｍ 方法通过中科院研制出

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对待分析文档进行分词等一

系列基本处理，统计词语与文档间的词频矩阵，结
合 ＴＦ×ＩＤＦ 算法构建词语文档的向量空间模型［２０］，
对向量空间模型进行标准化处理、排序等操作实现

对文档的特征提取。 通过 ＡＰ 聚类［２１］、Ｋｍｅａｎｓ 聚

类［２２］、谱聚类［２３］３ 种聚类算法以及 ＫＮＮ 分类［２４］ 方

法对方法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分析。 方法理论简单、
易于应用，对降低同义词、同类词导致的误差有一

定作用，在短文本相似度量应用中相较于基于统计

学的方法可以降低度量误差，相较于基于知识库的

方法简单易行。 数值实验结果表明，ＣＤ＿Ｓｉｍ 方法

在聚类与分类实验中均能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证
明了方法的可行性与度量效果。

１　 相关理论基础

１．１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我国现代汉语首部分类词典是《同义词词林》，
按照词语的概义来对词语进行分类编排。 但现在

《同义词词林》一定程度上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前语

言现状。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在吸收前人成果的

基础上，收录了 ８．３ 万条通用性词语，较《同义词词

林》新增常用词 ２．９ 万条，按五级语义层编排，包含

９ 个一级类，６２ 个二级类，５０８ 个三级类，２ ０５７ 个四

级类，１２ ６５９ 个五级类。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用 ５ 层编码代表分类词

典的 ５ 层结构，例如“Ｂ０３Ｃｃ０４”是“灰浆”和“砂浆”
的编码，示例编码中各层编码意义如表 １，表示“灰
浆”和“砂浆”均是“具体物”类别下“材料”类别中

“建筑材料”范畴内“水泥石灰沥青”小类中的“灰
浆”类别。 若两个词语各级编码均相同，则二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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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相似度为 １。
表 １　 分类词典编码方式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编码位 符号举例 类别名 级别

１ Ｂ 具体物 第一级

２ ３ 材料 第二级

３ Ｃ 建筑材料 第三级

４ ｃ 水泥石灰沥青 第四级

５ ４ 灰浆 第五级

１．２　 向量空间模型

向量空间模型是当前使用较多的文本表示方

法，向量空间矩阵为待分析文本样本词语－文档权

重矩阵。 假设待分析样本 Ｄ 中有 ｎ 个文档 ｄ ｊ（ ｊ ＝ １，
２，…，ｎ），用 ｍ 个词语 ｔｉ（ ｉ ＝ １，２，…，ｍ）在文档中出

现的频数组成的向量对一篇文档进行向量表示，根
据词语在该文档中出现的概率及在整个样本中出

现的概率对该特征词的重要性赋值权重 ｗ ｉｊ，则样本

Ｄ 表示为

Ｄ′ ＝

ｗ１１ ｗ１２ … ｗ１ｊ

ｗ２１ ｗ２２ … ｗ２ｊ

︙ ︙ ︙
ｗ ｉ１ ｗ ｉ２ … ｗ ｉｊ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１）

式中：ｗ ｉｊ表示第 ｉ 个词语在第 ｊ 篇文档中重要程度的

权值。
词语权重的计算方法有多种，经典权重计算方

法如 ＴＦ×ＩＤＦ 算法：
ｗ ｉｊ ＝ ＴＦｉｊ × ＩＤＦｉ （２）

式中：ＴＦｉｊ指特征词 ｔｉ 在文档 ｄ ｊ 中出现的次数 ｐｉｊ占

文档 ｄ ｊ 中总词数 ｐ ｊ 的比重：

ＴＦｉｊ ＝
ｐｉｊ

ｐ ｊ
（３）

　 　 ＩＤＦｉ 为逆文档频率，计算公式为

ＩＤＦｉ ＝ ｌｏｇ（ Ｎ
ｎｉ

） （４）

式中：Ｎ 为样本中文档总数，ｎｉ 为样本中出现过特征

词 ｔｉ 的文档数。

２　 文本相似度计算

针对目前基于语义知识规则的文本相似性度

量方法存在计算过程中多次遍历语义知识库导致

方法时间复杂度高的局限性，提出了基于现代汉语

分类词典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ｄｉａｎ， ＣＤ＿Ｓｉｍ）。 方法侧重于词语相似度

量方法的改进，最终应用于文本相似度量，且度量

方法较基于统计学的方法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同义

词、同类词导致的误差，故方法效果通过文本相似

度量结果进行对比衡量。 方法以《现代汉语分类词

典》作为语义知识库，以基于 ＴＦ×ＩＤＦ 方法的向量空

间模型作为文本关键词提取依据，文本相似性度量

过程包括词语编码获取、词语相似度计算和文本相

似度计算 ３ 个步骤。
２．１　 词语相似度计算

基于语义知识库的词语相似度通常通过计算

义原相似度（ＺＷ＿Ｓｉｍ 方法）或者词语编码相似度

（ＣＬ＿Ｓｉｍ 方法）来计算。 ＣＤ＿Ｓｉｍ 方法通过遍历分

类词典，在分类词典中搜索关键词，用该关键词在

分类词典中对应的编码替换关键词进行关键词相

似度计算。 样本 Ｄ 中各文档以关键词编码集的形

式表示。
分类词典中每一个大类均可以看做一棵语义

树，同一个节点下的叶子节点为同义词，且同义词

编码相同。 通常词语相似性通过其在语义树中的

位置进行度量计算，包括语义密度、语义深度、语义

重合度、语义距离四方面衡量。 分类词典对所有词

语均采用 ５ 级分类，即所有词语语义深度相同，语义

重合度与语义距离可通过公式计算互换 （见式

（８）），故可仅取其中一种衡量方式进行计算（涉及

时间复杂度，语义密度暂不考虑）。
定义　 关键词 Ａ 的编码为“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关键

词 Ｂ 的编码为“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两关键词语义重合度计

算公式：

ｋ１ ＝ Ａ  Ｂ ＝ ∑
５

ｉ ＝ １
ａｉ  ｂｉ （５）

　 　 ｉ＝ １ 时，

ａｉ  ｂｉ ＝
１，　 ａｉ ＝ ｂｉ

０，　 ａｉ ≠ ｂｉ
{ （６）

　 　 ｉ＞１ 时，

ａｉ  ｂｉ ＝
１，　 ａｉ ＝ ｂｉ ａｎｄ ａｉ －１  ｂｉ －１ ＝ １

０， 　 ａｉ ≠ ｂｉ
{ （７）

　 　 任意两个编码（假设两编码前三位相同，后两

位不同）的语义重合度与语义距离在编码中可表示

为式（８）形式：

ａ１⇔

ｂ１

ａ２⇔

ｂ２

ａ３⇔

ｂ３

ａ４

↓
ｂ４

ａ５　

ｂ５

←

→

（８）

·８５５· 智　 能　 系　 统　 学　 报　 　 　 　 　 　 　 　 　 　 　 　 　 　 　 　 　 　 第 １２ 卷



则根据 ａ１⇔ｂ１，ａ２⇔ｂ２，ａ３⇔ｂ３ 前三对编码位相同，
语义重合度（即相同父节点数）记为 ３，语义距离（即
从末位编码开始向上遍历编码位，经过第一共同编

码位再到另一编码末位编码所经过的不同编码位

的路径数）表示为 ａ５→ａ４→ｂ４→ｂ５，记为 ３。 根据语

义重合度和语义距离的概念与计算规则，通过换

算，得到任意两编码语义距离公式为

ｋ２ ＝
９ － ２ × ｋ１，　 ｋ１ ＜ ５

０，　 ｋ１ ＝ ５{ （９）

　 　 根据编码语义重合度和语义距离的计算公式，
列出 ３ 个编码，分别求两两编码的语义重合度和语

义距离，验证计算公式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二者换

算示例如表 ２。
表 ２　 语义重合度与语义距离换算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编码 深度
重合度 ／距离

Ｂ０３Ｃｃ０４ Ｂ０３Ｄｃ０３ Ｃ０２Ｃｂ０１

Ｂ０３Ｃｃ０４ ５ ５ ／ ０ ２ ／ ５ ０ ／ ９

Ｂ０３Ｄｃ０３ ５ ２ ／ ５ ５ ／ ０ ０ ／ ９

Ｃ０２Ｃｂ０１ ５ ０ ／ ９ ０ ／ ９ ５ ／ ０

　 　 考虑到语义重合度与语义距离可互相换算，
ＣＤ＿Ｓｉｍ 方法中词语相似度均采用语义重合度进行

计算，将语义重合度标准化公式：

Ｓｉｍ（Ａ，Ｂ） ＝
ｋ１

５
（１０）

　 　 将关键词转化为编码可以更加直观表示关键

词在词典中所属类别，在关键词相似度计算过程中

直接通过编码计算，不需要多次访问语义知识库，
提高了计算的时间效率。
２．２　 相似度计算

文本相似度计算建立在词语相似性度量之上，
每个关键词与对比文档中关键词的距离取该关键

词与对比文档中所有关键词相似度的最大值。 设

文档 ｄ１（ ｔ１，ｔ２，…，ｔｐ）（ｐ ＝ １，２，…，ｘ）有 ｘ 个关键词，
文档 ｄ２（ ｔ１，ｔ２，…，ｔｑ）（ｑ ＝ １，２，…，ｙ）有 ｙ 个关键词，
计算 ｄ１ 与 ｄ２ 中所有关键词的相似度矩阵

Ｓｉｍ ＝

ｓ１１ ｓ１２ … ｓ１ｑ
ｓ２１ ｓ２２ … ｓ２ｑ
︙ ︙ ︙
ｓｐ１ ｓｐ２ … ｓｐｑ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１１）

式中：ｓｐｑ表示文档 ｄ１ 中的第 ｐ 个关键词与文档 ｄ２

中的第 ｑ 个关键词的相似度。 根据两文本关键词相

似度矩阵可求文本相似度为

ＳＩＭ（ｄ１，ｄ２）＝
∑

ｘ

ｐ ＝１
ｍａｘ（ｓｐ１，ｓｐ２，…，ｓｐｙ）＋∑

ｙ

ｑ ＝１
ｍａｘ（ｓ１ｑ，ｓ２ｑ，…，ｓｘｑ）

ｘ ＋ ｙ
（１２）

　 　 关键词与比较文本关键词相似度取该关键词

与比较文本所有关键词相似度最大值，即对关键词

相似度矩阵每行每列均取最大值，平均值即为两文

本相似度。
基于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的文本相似性度量算

法 Ｚ＝ＣＤ＿Ｓｉｍ（Ｄ）：
输入　 待分析样本 Ｄ；
输出　 样本 Ｄ 中所有文本间相似度集合 Ｚ。
１）对样本 Ｄ 中所有文档进行分词、过滤停用词

处理；
２）对处理后的结果构建词语－文档频数矩阵，

并结合 ＴＦ×ＩＤＦ 方法构建样本的向量空间模型 Ｄ′；
３）根据向量空间模型 Ｄ′对每篇文档按照一定

的规则进行关键词提取；
４）ｆｏｒ ｉ＝ １：ｓｉｚｅ（Ｄ，１）－１
①ｆｏｒ ｊ＝ ｉ＋１：ｓｉｚｅ（Ｄ，１）
ａ）根据式（１０）计算文档 ｉ 和文档 ｊ 中所有关键

词相似度，并按式（１１）将计算结果存入相似度矩

阵 Ｓｉｍ；
ｂ）将相似度矩阵 Ｓｉｍ 按式（１２）进行计算，得到

文档 ｉ 和文档 ｊ 的相似度 ＳＩＭ（ｄｉ，ｄ ｊ）；
②Ｅｎｄ
５）Ｅｎｄ
６）得出样本 Ｄ 中所有文本间相似度集合 Ｚ。
根据方法介绍，ＣＤ＿Ｓｉｍ 方法与 ＣＬ＿Ｓｉｍ 方法时

间复杂度均为 Ｏ（ｎ２），ＺＷ＿Ｓｉｍ 方法时间复杂度为

Ｏ３（ｎ２）。

３　 仿真实验

为检验 ＣＤ＿Ｓｉｍ 方法的结果在应用中的准确性

与时间效率，从搜狗分类语料库［２５］ 中随机选择 ５ 类

数据作为实验样本，采用中科院分词软件对样本进

行预处理，通过 ＴＦ×ＩＤＦ 方法对处理结果进行关键

词提取，选择基于语义知识规则和基于统计两类词

语相似性度量方法作为对比方法，用聚类与分类两

种方法对相似性度量结果进行检验。 文中文本相

似性度量方法仿真实验对每篇文档取词语权值排

序前 １５ 位词语作为文本关键词进行数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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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实验数据与实验设计

实验语料数据选自搜狗实验室提供的搜狗分

类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了环境、计算机、交通、教
育、经济、军事、体育、医药、艺术和政治 １０ 个类别文

本文档。
数值实验选取了环境、交通、政治、教育、体育 ５

个类别，每个类别随机选取 ２０ 个文本文档共 １００ 个

文本文档进行实验。 实验中通过 ＴＦ＿ＩＤＦ 特征选择

方法在 １００ 个文本中分别选择 １５ 个关键词进行相

似性度量，其中，由于基于统计方法的特殊性，该类

方法采用整个词语 －文档权重矩阵进行相似度

计算。
实验选择基于 ＬＳＡ 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基

于词林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和基于知网的语义

相似性度量方法作为对比方法，分别采用 ＡＰ 聚类、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谱聚类以及 ＫＮＮ 分类对相似性度量

结果进行检验。
３．２　 聚类分析

相似性度量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文本聚类算

法的精度，在已知文档类别的样本中，聚类精度可

以反过来检验文本相似性度量结果的好坏。 比较

经典的基于距离矩阵的聚类算法有 Ｋｍｅａｎｓ，ＡＰ 聚

类及后来发展起来的谱聚类算法等。 Ｋｍｅａｎｓ 与谱

聚类算法均是给定聚类数目的聚类算法，时间复杂

度低，聚类准确度高；在聚类数目未知的情况下，上
述两种方法聚类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ＡＰ 聚类

没有事先给定聚类数目，根据数据自身的特性进行

聚类，聚类结果与聚类对象特征更加吻合。 将相似

性度量方法实验结果做聚类分析，数值实验结果如

表 ３。
表 ３　 基于聚类检验方法的数据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ＡＰ 聚类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聚类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

ＮＵＭ 熵值 纯净度 熵值 纯净度 熵值 纯净度

ＣＬ＿Ｓｉｍ １４ ０．９６ ０．７４ １．７６ ０．４７ １．８４ ０．４１

ＺＷ＿Ｓｉｍ ９ ２．１３ ０．２８ １．８４ ０．４１ ２．２２ ０．２４

ＣＤ＿Ｓｉｍ １８ ０．３３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２ １．２６ ０．６６

ＬＳＡ＿Ｓｉｍ １８ ０．６０ ０．８５ １．６０ ０．５０ １．６８ ０．５１

　 　 数值实验中，聚类结果通过熵值和纯净度来度

量。 聚类结果熵值越低、纯净度越高，则聚类结果

越好。 ＮＵＭ 记录了将各相似性度量方法结果进行

ＡＰ 聚类所得聚类类别数。 基于 ＬＳＡ 的相似性度量

算法，Ｋ 值取［１０，２０，…，１００］这 １０ 组数据值进行实

验，每种聚类检验方法中均取熵值最小且纯净度最

高的实验结果作为基于 ＬＳＡ 的相似性度量算法的

实验结果。
根据聚类实验结果分析，对 ４ 种相似性度量方

法进行比较。 ＡＰ 聚类中，ＣＤ＿Ｓｉｍ 方法聚类结果最

好，但数值实验样本仅包含 ５ 类文档，ＣＤ＿Ｓｉｍ 方法

聚类数目达 １８ 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在谱聚类

算法中，ＣＤ＿Ｓｉｍ 方法聚类检验结果明显优于其他

相似性度量方法，在 ４ 种相似性度量方法中，熵值最

小，纯净度最高。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中，ＣＤ＿Ｓｉｍ 方法

实验结果纯净度较低、熵值较大，但结果仍优于其

他相似性度量方法。
根据实验结果，对 ３ 种基于语义知识规则的相

似性度量方法聚类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ＣＤ＿Ｓｉｍ
方法实验结果优于 ＣＬ＿Ｓｉｍ 方法和 ＺＷ＿Ｓｉｍ 方法，聚
类熵值最小、纯净度最高。
３．３　 分类实验

分类检验采用 ＫＮＮ 算法进行分析，算法从每个

类别样本中均选取一半作为已知类别样本，剩下一

半作为实验集，检验结果以分类准确率进行度量，
分类算法 Ｋ 值分别取［１，２，…，１０］，得出 １０ 组不同

Ｋ 值下的 ＫＮＮ 分类结果并取平均值 ｍｅａｎ。 采用不

的相似性度量方法作为文本之间近似性度量方法，
结合 ＫＮＮ 方法进行数值实验， 其实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基于分类检验方法的数据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分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ｍｅａｎ

ＣＬ＿Ｓｉｍ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６２ ０．７０ ０．７８ ０．６７

ＺＷ＿Ｓｉｍ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５

ＣＤ＿Ｓｉｍ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８６

ＬＳＡ＿Ｓｉｍ ０．８２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８０ ０．８２

　 　 数值实验结果表明，４ 种相似性度量方法中，
ＣＤ＿Ｓｉｍ 方法分类实验结果最好，分类准确率最高，
ＬＳＡ＿Ｓｉｍ 方法实验结果次之，优于其他方法分类实

验结果。 ３ 种基于语义知识规则的相似性度量方法

分类检验结果进行比较，ＣＤ＿Ｓｉｍ 方法分类实验结

果优于 ＣＬ＿Ｓｉｍ 方法和 ＺＷ＿Ｓｉｍ 方法，分类准确度

最高。
３．４　 时间复杂度分析

实验中方法的时间复杂度是除准确性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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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实验过程中对各方法 １００ 个文

档的相似度矩阵计算时间计时，结果如表 ５。
表 ５　 相似性度量方法时间复杂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ＣＬ＿Ｓｉｍ ＺＷ＿Ｓｉｍ ＣＤ＿Ｓｉｍ ＬＳＡ＿Ｓｉｍ

时间 ／ ｓ １０ ２６６ １ ０１４ ６８２ ５ ７３４ １０．６

　 　 根据表 ５ 实验数据，４ 种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

中，基于统计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时间效率较

高，基于语义知识规则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较基

于统计的方法时间效率较低。 在 ３ 种基于语义知识

规则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中，ＣＤ＿Ｓｉｍ 方法时间

效率最高，ＣＬ＿Ｓｉｍ 方法时间效率次之，ＺＷ＿Ｓｉｍ 方

法时间效率最低。 ＣＤ＿Ｓｉｍ 方法遍历知识库的次数

为样本中所有文档关键词的个数 ｍ，ＣＬ＿Ｓｉｍ 方法遍

历知识库次数为（ｍ＋Ｏ（ｎ２）），ＺＷ＿Ｓｉｍ 方法遍历知

识库次数为 ｍ。 综合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时间复杂

度与遍历知识库的次数，ＣＤ＿Ｓｉｍ 方法在 ３ 种基于语

义知识规则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中时间效率

最高。
３．５　 方差分析

方法的稳定性也是方法可行性的重要指标。
通常方差用来检验数据的稳定性，方差值越小，数
据越稳定。 分别对 ４ 种方法的 ４ 个实验结果准确率

求方差，来验证 ４ 种相似性度量方法实验稳定性：
根据表 ６，ＺＷ＿Ｓｉｍ 方法实验结果最稳定，ＣＤ＿

Ｓｉｍ 方法次之，ＬＳＡ＿Ｓｉｍ 方法方差最大，实验结果稳

定性相对较差。
表 ６　 相似性度量方法方差

Ｔａｂｌｅ 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ＣＬ＿Ｓｉｍ ＺＷ＿Ｓｉｍ ＣＤ＿Ｓｉｍ ＬＳＡ＿Ｓｉｍ

方差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７

　 　 综合聚类实验、分类实验、时间复杂度和稳定

性，ＣＤ＿Ｓｉｍ 方法准确性优于对比方法，稳定性优于

大部分对比方法，时间效率优于其他基于语义知识

规则的对比方法，对比基于统计的方法时间效率仍

有差距。

４　 结束语

文本相似性计算的关键在于关键词相似度计

算，文本可以看作词语的集合，关键词根据其提取

方法认为是不同筛选程度下文本中能够区别于其

他文本的词语，各位学者的语义方法均是在不同程

度关键词筛选结果的基础上进行。 文章提出了基

于分类词典的文本相似性度量方法，对样本进行分

词、计算词语权重、提取文本关键词等一系列基本

处理，定义基于关键词编码的词语相似度计算公

式，构建文档关键词相似度矩阵，根据关键词相似

度矩阵计算文档相似度。 通过聚类与分类实验对

相似性度量结果进行验证，验证了该方法的合理

性。 方法采用分类词典作为知识库，分类词典相较

于词林和知网收录了更多的词语，词语编码匹配成

功概率更高，对文本相似性度量影响较小；计算过

程中仅在词语编码匹配一个阶段访问知识库，提高

了基于语义知识库方法的时间效率；提出了新的词

语相似度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优于其他基于语义知

识库的方法。 由于各领域的发展都会不断产生新

的词语，文本实验过程中出现部分分类词典中未收

录的词语，这部分词语不参加文本相似度计算，一
定程度上会导致实验结果的误差；相较于基于统计

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方法的时间效率有待提高。 在

保证方法准确度的前提下提高时间效率是 ＣＤ＿Ｓｉｍ
方法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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