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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序列比对的中文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的新方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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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中文术语的语义相似度计算问题 ，本文首先用数学语言对其进行了描述 ，然后仔细分析了求解该问

题的传统计算方法 ，结果发现传统计算方法大都做了一个隐式假设 ：组成两个术语的原子术语的顺序必须大体一

致 。换句话说 ，传统计算方法并没有考虑原子术语顺序的差异对构建两个术语的原子术语间对应关系质量的影

响 。为克服这个问题 ，通过类比分析 ，本文认为可将该问题看作一个全局双序列比对问题 ，因而引入生物信息学领

域中著名的全局双序列比对算法（NW算法） 。理论及实验研究均表明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该方法优于传统方法 ，

或至少与传统方法的效果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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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Approach to Chinese Terms Semantic Similarity
Calculation Based on Pairwise Sequence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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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first give a problem formulation for Chinese terms semantic similarity calculation ．After that ，on
closer examination ，we find that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makes an implicit assumption that the order of corresponding primitive
terms for two terms must be roughly consistent ．In other words ，it doesn’t consider how the difference in the ord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correspondence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by analogy analysis ，we think that this problem can be seen as a global
pairwise sequence alignment problem ．So a famous global pairwise sequence alignment algorithm ，NW algorithm ，is introduced
from bioinformatics ．Finally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our approach outperforms or
matches at least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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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

用 ，例如智能信息检索 、信息抽取 、文本分类桙聚类 、

词义消歧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等 。针对这一问题 ，

目前已经有许多定量计算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分为

两类 ：一类是基于某一语义分类体系来计算［１ ～ ８］
，另

一类利用大规模的语料库进行统计［９ ～ １２］
，本文主要

考虑第一类计算方法 。

语义分类体系通常也称语义知识库 （semantic
knowledge database ，SKD） ，常用的几种语义知识库包

括枟同义词词林枠
［１３ ～ １４］

，HowNet［１５］ ，WordNet［１６］等 。然

而 ，任何一部语义知识库都存在一个完备性的问题 ，

而且它的收词粒度通常比较细 。也就是说 ，它不可

能收录实际应用中的所有词汇 ，特别是科技领域中

的复合词 ，从而导致许多术语间的语义相似度无法

直接进行计算 。在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本

文参考文献［７］ 、［８］ ，首先给出几个定义 。称语义知

识库中存在的词汇为原子术语（primitive term ，PT） ；

语义知识库中不存在 ，但可由两个或更多原子术语

组合而成的词汇称为组合术语（combined term ，CT） ；

原子术语与组合术语统称为术语 （term） 。 严格来

说 ，就是给定一部语义知识库 D ＝ ｛ PT１ ， PT２ ， ⋯ ，

PTK｝ ，则 D中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原子术语 ，而符合

以下 定 义 的 词 汇 CT 为 组 合 术 语 ： CT ＝

PTi
１
PTi

２
⋯ PTin ，CT 臭 D ，PTiJ ∈ D ，j ＝ １ ，２ ， ⋯ ，

n ， n ≤ ２ 。
　 　对于任意一个组合术语 CT ，由于构成它的原子

术语的位置是确定的 ，因此每个组合术语都可以表

示为一个有序列表 ，即

CT ≡ 枙 PTi
１
，PTi

２
，⋯ ，PTin 枛 （１）

　 　为一致起见 ，原子术语 PT也可类似地表示为
枙 PT枛 。 另外 ，对于术语 T ＝ 枙 PTi

１
，PTi

２
，⋯ ，PTin 枛

（n ≥ １） ，为方便引用相应原子术语的位置信息 ，定

义函数 R如下 ：

R（T ，PT） ＝
j ，if PT ＝ PTij
０ ，otherwise （２）

　 　现在 ，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问题可正式陈述为 ：

给定一部语义知识库 D ＝ ｛ PT１ ， PT２ ， ⋯ ， PTK ｝ ，

对于任意两个术语 T１ ＝ ＜ PT１ ，１ ， PT１ ，２ ， ⋯ ， PT１ ，m

＞ ，T２ ＝ ＜ PT２ ，１ ， PT２ ，２ ， ⋯ ， PT２ ，n ＞ ，PT１ ， i ∈ D（ i

＝ １ ，２ ， ⋯ ，m） ，PT２ ， j ∈ D（ j ＝ １ ，２ ， ⋯ ， n） ，计算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 Sim（T１ ， T２ ） 。如果 T１

与 T２ 均为原子术语 ，则 Sim （T１ ，T２ ）可根据前人的

研究直接进行计算（见第 ３节） ，本文将其称为 I型
问题 ；否则 ，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将 T１ 与 T２ 中的原

子术语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 ，然后按照某种准则进

行加权求和（见第 ４节） ，本文将其称为 Ⅱ型问题 。

经仔细分析 ，我们发现解决 Ⅱ型问题的传统方

法做了一个隐式假设 ，即假设组成 T１ 与 T２ 的原子

术语的顺序大体是一致的 。然而 ，实际应用中许多

术语对并不满足这一假设 ，比如 ＜ 燃气 ，汽车 ＞ 与

＜汽车 ，燃气 ＞ 。而且组合术语的定义并未考虑术

语的有效性 ，这可能导致有效术语与无效术语间的

语义相似度很大 ，从而对某些应用产生不利影响 。

此处的有效性是指术语是否有明确的意思 。如果具

有明确的意思 ，则称为有效术语（如 ：＜ 汽车 ，车灯

＞ ） ；否则称为无效术语（如 ：＜ 车灯 ，汽车 ＞ ） 。

为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双

序列比对的新方法 。由于本文的重点是 II 型问题
的中文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 ，所以为简单起见 ，本文

的语义知识库采用枟同义词词林枠 ，不过本文方法同

样适用于其他语义知识库 。本文其余部分的组织结

构如下 ：第 ２节简单介绍枟同义词词林枠 ；第 ３节为 Ⅰ

型问题的语义相似度计算 ；第 ４节为 Ⅱ型问题的语

义相似度计算 ，包括传统方法以及本文提出的新方

法 ；第 ５节为实验评价部分 ；第 ６节总结全文 。

２ 　 枟同义词词林枠简介

枟同义词词林枠（简称枟词林 １枠）
［１３］是梅家驹等人

于 １９８３年编纂而成 ，初衷是希望提供较多的同义词

词语 ，对创作和翻译工作有所帮助 。 枟词林 １枠共收

词５３ ８５９条 ，按照树状的层次结构把所有收录的词

条组织到一起 ，把词汇分成大 、中 、小三类 ，大类有

１２个（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中类有 ９４个（用小写

英文字母表示） ，小类有 １４２８个（用两位十进制整数

表示） 。每个小类里都有很多词 ，这些词又根据词义

的远近和相关性分成了若干词群（段落） 。每个段落

中的词语又进一步分成了若干个行 ，同一行的词语

要么词义相同（有的词义十分接近） ，要么词义有很

强的相关性 。

由于枟词林 １枠著作时间较为久远 ，且之后没有

更新 ，所以很多词已经很不常用 ，成为所谓的罕用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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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而很多新词又没有加入 。有鉴于此 ，哈尔滨工业

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参照多部电子词典资源 ，并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完成了一部枟哈工大信息检索

研究室同义词词林扩展版枠（简称枟词林 ２枠）
［１４］

。 它

保留了原版中的３９ ０９９个高频词 ，最终的词表包含

７７ ３４３条词语 。 枟词林 ２枠保留了枟词林 １枠的三级分类

结构 ，并且将枟词林 １枠中小类的段落看作第四级分

类（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段落中的行看作第五级

分类（用两位十进制整数表示） 。这样 ，枟词林 ２枠就

具备了五级分类结构 。

对于第五级的分类结果 ，由于有的行是同义词 ，

有的行是相关词 ，有的行只有一个词 ，为了加以区

分 ，枟词林 ２枠增加了第八位标记 ，分别是“ ＝ ” 、“ ＃ ” 、

“＠ ” 。 “ ＝ ”代表“相等” 、“同义” ；“ ＃ ”代表“不等” 、

“同类” ，属于相关词语 ；“＠ ”代表“自我封闭” 、“独

立” ，它在词典中既没有同义词 ，也没有相关词 。这

样 ，枟词林 ２枠中的每个原子术语都可以用一个八位

的编码来表示（表 １） ，当然原子术语与编码之间并

不是一一对应的 。例如 ，编码“Aa０１A０１ ＝ ”与集合

｛人 ，士 ，人物 ，人士 ，人氏 ，人选｝中的所有元素对

应 ；而原子术语 “人”对应于集合 ｛Aa０１A０１ ＝ ，

Ab０２B０１ ＝ ，Dd１７A０２ ＝ ，De０１B０２ ＝ ，Dn０３A０４ ＝ ｝

中的所有编码 。

表 1 　 枟词林 2枠的词语编码表

编码位 １ g２ 唵３ g４  ５ 眄６ 鼢７ 眄８  

符号举例 B o ２ g１  A ２ 鼢６ 眄＃ ＼ ＝ ＼＠

符号性质 大类 中类 小类 词群 原子词群

级别 第 １ g级 第 ２ 唵级 第 ３ 构级 第 ４ 眄级 第 ５ r级

　 　为方便起见 ，令函数 Code （ PT）表示原子术语
PT的所有编码组成的集合 ，例如 ，Code （人 ） ＝

｛Aa０１A０１ ＝ ，Ab０２B０１ ＝ ，Dd１７A０２ ＝ ，De０１B０２ ＝ ，

Dn０３A０４ ＝ ｝ 。并且令小写字母 c 表示这个集合中
的元素 ，即 c ∈ Code（PT） 。

３ 　 Ⅰ型问题的语义相似度计算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 ，两个事物的相似度不仅
与其个性有关 ，而且与其共性有关［１７］

。基于此 ，编
码 c１ 与 c２ 间的词义相似度可定义为［７ ，８］

：

Sim（c１ ，c２ ） ＝
２ × Spd（c１ ，c２ ）

Dsd（c１ ，c２ ） ＋ ２ × Spd（c１ ，c２ ）
（３）

其中 ，Spd（c１ ， c２ ）和 Dsd（c１ ， c２ ）分别表示 c１ 与 c２
的重合度 （superposed degree）和相异度 （dissimilitude
degree） 。对于像枟词林 ２枠这样的语义分类树来说 ，

Spd（c１ ， c２ ）表示 c１ 与 c２ 所代表的叶节点共享的路
径长度 ，Dsd（c１ ， c２ ）表示 c１ 与 c２ 所代表叶节点间
的最短路径长度 。对于枟词林 ２枠 ，容易验证式（３）可

简化为
［１８］

Sim（c１ ，c２ ） ＝
Spd（c１ ，c２ ）

５
（４）

　 　此时 ，原子术语 PT１ 与 P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可

定义为
［６ ～ ８］

：

Sim（PT１ ，PT２ ） ＝ max
c
１
∈ Code（ PT

１
）

max
c
２
∈ Code（ PT

２
）
Sim（c１ ，c２ ）

（５）

４ 　 Ⅱ型问题的语义相似度计算

本节考虑 Ⅱ型问题的语义相似度计算问题 ，即
给定两个术语 T１ ＝ ＜ PT１ ，１ ，PT１ ，２ ， ⋯ ，PT１ ，m ＞ ，T２

＝ ＜ PT２ ，１ ， PT２ ，２ ， ⋯ ，PT２ ，n ＞ ，计算 T１ 与 T２ 间的

语义相似度 ，不失一般性 ，可令 m ≤ n ≤ ２ 。 ４畅１节对
传统方法进行了仔细分析 ，并指出其潜在的问题 ，然

后 ４畅２节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序列比对的新方法 。

4畅1 　传统方法

通常的作法
［６ ～ ８］
是首先建立组成 T１ 与 T２ 的原

子术语间的对应关系 ，即构建式（６）所示的对应关系

集合 ：

CS ＝ 2｛ PT１ ，１ 吃 PT２ ，j
１
，PT１ ，２ 吃 PT２ ，j

２
，

⋯ ，PT１ ，m 吃 PT２ ，jm ｝ （６）

　 　构建该集合的伪代码为 ：

Algorithm １ 2：构建对应关系集合

输入 ：两个术语 T１ 儍＝ ＜ PT１ ，１ ， PT１ ，２ ， ⋯ ， PT１ ，m ＞ ，T２ ＝ ＜

PT２ ，１ ，PT２ ，２ ， ⋯ ，PT２ ，n ＞ 以及一部语义知识库 D 。

输出 ：组成 T１ 与 T２ 的原子术语间的对应关系集合 CS 。

１ 排畅 CS ← 矱 ；

２ 排畅 FOR i ＝ m TO １ ，STEP ＝ －１

　 桙桙考虑到中文词汇构成具有“重心后移”的特点 ，通常按照

从后向前的顺序计算 。

　 　 j ← arg maxPT
２ ，j ∈ T２

Sim（PT１ ，i ，PT２ ，j ）

　 ２ "畅１ ；

　 ２ "畅２ CS ← CS ∪ ｛ PT１ ，i 吃 PT２ ， j｝ ；

　 ２ "畅３ T２ ← T２ 吃 PT２ ， j ；

　 END FOR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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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献在构建对应关系时采用的策略略有不

同 ，本处采用参考文献 ［８］中的策略 。 需要注意的

是 ，本处采用了与集合有关的符号表示法 ，如 PT２ ， j

∈ T２ 表示 T２ 包含原子术语 PT２ ， j ，T２ － PT２ ， j表示

从 T２ 中删除原子术语 PT２ ，j 。 容易看出 ，该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为 O （m × n） ，空间复杂度为 O （m ＋

n） 。
对应关系集合 CS构建完成之后 ，就可按式（７）

计算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 ，其中 α的典型值为

０畅３ ，Sim（PT１ ， PT２ ）为原子术语 PT１ 与 PT２ 间的语

义相似度 。

Sim（T１ ，T２ ） ＝ 5α ×
１
n ＋

１
n × ∑

m

i ＝ １

Sim（PT１ ，i ，PT２ ，j i ）

＋ （０畅５ － α） ×
m
n × ∑

m

i ＝ １

R（T１ ，PT１ ，i ）

∑
m

i′ ＝ １
i′

＋
R（T２ ，PT２ ，j i ）

∑
n

j′ ＝ １
j′

× Sim（PT１ ，i ，PT２ ，j i ） （７）

图 1 　组成 T1 与 T2 的原子术语间的对应关系

　

　 　 Example 1 ：令 T１ ＝ ＜ 燃气 ，汽车 ＞ ，T２ ＝ ＜ 汽

车 ，燃气 ＞ 。根据 Algorithm１ ，组成 T１ 与 T２ 的原子

术语间的对应关系见图 １（a） ，则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

相似度为

Sim（T１ ，T２ ） ＝ ０畅３ ×
１
２

＋
１
２

× ２ ＋ ０畅２ ＋
２
２

×

１
１ ＋ ２

＋
２

１ ＋ ２
× １ ＋

２
１ ＋ ２

＋
１

１ ＋ ２
× １ ＝ １畅０

显然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参考文献［１８］也注

意到这种现象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层特征的字符

串相似度计算模型 。经仔细分析 ，本文发现该方法

做了一个隐式假设 ：组成 T１ 与 T２ 的原子术语的顺

序大体一致 ，换句话说 ，它并没有考虑顺序的差异对

构建对应关系质量的影响 。然而 ，顺序对中文术语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文词汇构成具有“重心后移”

的特点 ，即表达某一具体专指概念的词汇 ，其中心词

往往在词的后半部分 。 对于 Example１ 来说 ，Fig ．１

（b）或（c）所示的对应关系应该更合理 ，其中“ － ”表

示间隔（gap ，详见下文） ，下一小节将考虑如何来构

建这样的对应关系 。

4畅2 　基于双序列比对的新方法

在生物信息学中 ，双序列比对是指将两条

DNA 、RNA或蛋白质序列排列在一起 ，标明其相似之

处 ，序列中可以插入间隔 ，对应的相同或相似的符号

排列在同一列上 。通过比较两个序列之间的相似区

域和保守性位点 ，寻找二者可能存在的分子进化关

系 。依据参与比对的是整个序列还是序列片断 ，可

将双序列比对分为全局的和局部的 ，二者均可通过

动态规划 （dynamic programming ，DP）［１９］技术进行求
解 ，本文主要考虑全局双序列比对算法 。如需了解

有关生物信息更详细的知识 ，可参考文献［２０］ 。 值

得注意的是 ，胡熠等人在自动构建面向信息检索的

概念关系时 ，已经将双序列比对算法成功用于生成

相似上下文的模板
［２１］

。

让我们来类比一下 ，如果把每个原子术语看作

一个核苷酸或氨基酸残基 ，那么每个术语就可以看

作一条序列 ，从而不难发现构建类似于图 １ （b）或
（c）所示的对应关系可以看作寻找两个序列的全局
比对 ，这就是本文方法的主要思想 。考虑到中文词

汇的构成特点 ，本文从后向前建立比对 ，这刚好与生

物信息学中的比对过程相反 。目前最著名的全局序

列比对算法是 Needleman-Wunsch 算法（简称为 NW
算法）

［２０ ～ ２２］
，下面对其做一下简单介绍 。

双序列比对通常用打分矩阵 F进行描述 ，两条

序列分别作为矩阵的两维 ，它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记为 Fi ， j 。对于 T１ 中的每个原子术语 ，F中都有一
行与其对应 ；同样对于 T２ 中的每个原子术语 ，F中
都有一列与其对应 。 随着算法的运行 ，Fi ， j将被赋
值为 T１ 中最后 i个原子术语与 T２ 中最后 j 个原子
术语间最优比对分数 。因此 ，全局序列比对问题就

是在矩阵 F中寻找最佳比对路径 。

该算法的主要过程如下 ：

初始化 ：

Fi ，n ＋ １ ← d（（m － i ＋ １） ，Fm ＋ １ ，j ← d（（n － j ＋ １） ；

i ＝ １ ，２ ，⋯ ，m ＋ １ ；j ＝ １ ，２ ，⋯ ，n ＋ １ 。

递推公式 ：

Fi ，j ← max（Fi ＋ １ ，j ＋ １ ＋ Sim（PT１ ，i ，PT２ ，j ） ，Fi ，j ＋ １ ＋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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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计算 T1 与 T2 间（a）以及 T3 与 T4 间（b）最优比对的打分矩阵 F

其中 d为空位罚分 ，是为了惩罚一个原子术语

与一个间隔比对对比对分数的影响 ，本文令 d ＝ －

０畅０５ 。一旦矩阵 F中所有的元素都赋予了值 ，则 F
中最左上角那个元素（F１ ，１ ）就是最优比对分数 。为

了揭示最优的比对结果 ，只需从 F１ ，１开始按照如下

方式进行比较即可 ：

Case １ ：

IF Fi ，j ＝ Fi ＋ １ ，j ＋ １ ＋ Sim（PT１ ，i ，PT２ ，j ） ，THEN PT１ ，i

与 PT２ ，j比对 ；

Case ２ ：

IF Fi ，j ＝ Fi ，j ＋ １ ＋ d ，THEN PT２ ，j与一个间隔比对 ；

Case ３ ：

IF Fi ，j ＝ Fi ＋ １ ，j ＋ d ，THEN PT１ ，i与一个间隔比对 。

当然 ，如果与 Fi ，j相等的情形不只一个 ，本文按

如下优先级顺序进行处理 ：Case １ ＞ Case ２ ＞ Case ３ 。

实际上 ，并不需要显式地计算最优比对结果 ，因为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

计算 。

Example 2 ：令 T１ ＝ ＜ 可变 ，气门 ，正 ，时 ，调控 ，

系统 ＞ ，T２ ＝ ＜ 智能 ，可变 ，气门 ，正 ，时 ，系统 ＞ ，T３

＝ ＜反射 ，式 ，光电 ，传感器 ＞ ，T４ ＝ ＜ 投射 ，式 ，光

电 ，转速 ，传感器 ＞ 。图 ２ 给出了对应的打分矩阵

F ，图中的箭头表示每个元素的来源（即 Case １ ，Case
２还是 Case ３） ，黑色箭头表示最优的比对结果 。为

清晰起见 ，比对结果也在图 ３中给出 ，图 ３也同时给

出了 Algorithm１得到的对应关系 。

通过对图 ３ 中的（a）与（c）以及（b）与（d）的比
较 ，不难发现如果组成两个术语的原子术语的顺序

大体一致 ，则两种算法得到的对应关系相同 ；否则本

文提出的方法更优 ，这一点在本文的实验部分得到

了进一步的验证 。

另外 ，该算法的时间及空间复杂度均为 O（m ×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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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采用 NW算法得到的 T1 与 T2 间（a）以及 T3 与 T4 间（b）的对应关系 ；

以及采用 Algorithm1得到的 T1 与 T2 间（c）以及 T3 与 T4 间（d）的对应关系 。

　

n） ，也就是说该算法具有二次复杂度 。不过可以将

空间复杂度从二次改进为线性的 ，所付出的代价只

是稍微增加一点处理时间 ，大约是原来的两倍 ，但近

似时间复杂度仍为 O（m × n）［２２］ 。然而 ，本文并未

做这种改进 ，主要是因为组成一个术语的原子术语

的个数通常较少 ，而且时间是本文非常关心的一个

因素 。

最后 ，为了计算术语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

度 ，本文仍然采用式（７） ，不过与间隔比对的原子术

语并不参与计算 。

Example 3 ：现在重新考虑 Example１ 中的术语 ，

即 T１ ＝ ＜燃气 ，汽车 ＞ ，T２ ＝ ＜汽车 ，燃气 ＞ ，并采

用图 １ （c）所示的比对 ，则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

为

Sim（T１ ，T２ ） ＝ ０畅３ ×
１
２

＋
１
２

× １ ＋ ０畅２ ×
２
２

×

１
１ ＋ ２

＋
２

１ ＋ ２
× １ ＝ ０畅５

　 　这样 ，如果相似度阈值高于 ０畅５ ，则不可能得出

T１ 与 T２ 语义相似的结论 ，然而 ，对于传统方法 ，无

论阈值设为多少 ，T１ 与 T２ 语义相似这样的假阳性

结论都是不可避免的 。

５ 　实验结果及讨论

目前还没有一个评价术语（尤其是组合术语）语

义相似度计算性能的公认标准 ，本文认为原因主要

有两点 ：①语义相似度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概念 ，它不

仅因人而异 ，而且因应用而异 ；② 据我们所知 ，目前

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与中文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有关

的标准数据集 。因此 ，表 ２只列出了我们应用中一

些术语间的语义相似度 ，主要是为下一步研究提供

参考及启发 。

　 　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术语是组合术语 ，因

此事先需要对其切分 。为了充分利用枟词林 ２枠中的

知识 ，本文以枟词林 ２枠作为分词词典 。对于分词算

法 ，本文同时采用了前向最大匹配（Forward Maximum
Match ，FMM ）

［２３］
、后向最大匹配 （Backward Maximum

Match ，BMM）
［２３］以及人工纠正的方式 ，具体来说就

是 ，如果 FMM与 BMM的分词结果不一致 ，从二者之

中选择一个更合理的 。当然 ，这仍然会存在一些切

分错误 ，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

从表 ２中结果（ID ＝ １ ，２ ， ⋯ ，９）不难看出 ，本

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很好地避免上文提到的问题 。对

于 ID ＝ １０的术语对 ，＜ 车灯 ，汽车 ＞ 尽管是一个无

效术语 ，但传统方法却给出了一个极端不合理的相

似度 ，这点与本文引言中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然而 ，

由于中文语言现象的复杂性 ，总是存在一些例外的

情形 ，如表 ２中 ID ＝ １１ ，１２ ，１３ 对应的术语对 。 这

些术语对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但本文提出的方

法并没有给出 １畅０ 或接近 １畅０ 的相似度 。 幸运的

是 ，经初步统计 ，这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且注

意到这些术语的中心词的位置都是不变的 ，不同的

只是表达非中心意思的原子术语的顺序差异 ，正因

如此 ，本文提出的方法得到相似度才没有到不可接

收的地步 。

如果组成术语 T１ 与 T２ 的原子术语的顺序大

体一致 ，则这两种方法几乎给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如

表 ２中 ID ＝ １５ ，１６ ， ⋯ ，２０ ，这再次与前文的分析一

致 。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相似度 １畅０并不总是意味

着两个术语等价 ，如 T１ ＝ ＜ 柴油 ，发动机 ＞ ， T２ ＝

＜汽油 ，引擎 ＞ （ID ＝ １４） ，主要原因是 ：在计算原子

术语间的语义相似度时 ，并未考虑相应编码的第八

位 。

注意到表 ２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将阈

值设为 ０畅６ ，可以从中抽取一些具有上下位关系的

术语对 ，如 T１ ＝ ＜ 阀 ＞ 与 T２ ＝ ＜ 释放 ，阀 ＞ （ID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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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我们应用中一些术语间的语义相似度

ID T１  T２ 悙传统方法 本文方法

１  ＜燃气 ，汽车 ＞ ＜汽车 ，燃气 ＞ １ 种畅０ ０ u畅５

２  ＜前轮 ，驱动 ＞ ＜驱动 ，轮 ＞ ０ 种畅９ ０ u畅５

３  ＜电阻 ，式 ，传感器 ＞ ＜陶瓷 ，电容器 ＞ ０ 亮畅６５ ０ 6畅３６１１

４  ＜可变 ，气门 ，正 ，时 ，调控 ，系统 ＞ ＜智能 ，可变 ，气门 ，正 ，时 ，系统 ＞ ０ 棗畅４６８６ ０ 6畅８４２９

５  ＜直流 ，电动机 ，驱动 ＞ ＜驱动 ，电动机 ＞ ０ 棗畅７４４４ ０ 6畅３８３３

６  ＜点火 ，控制 ，计算机 ＞ ＜微机 ，控制 ，点火 ，系统 ＞ ０ �畅７６５ ０ K畅２５５

７  ＜驱动 ，电动机 ＞ ＜四 ，轮 ，驱动 ＞ ０ 棗畅５１４４ ０ 6畅３６１１

８  ＜点火 ，提前 ，作用 ，板 ＞ ＜离心 ，点火 ，提前 ，机构 ＞ ０ �畅０３８ ０ K畅５１８

９  ＜多 ，片 ，离合器 ＞ ＜离合器 ，压 ，板 ＞ ０ 亮畅８２ ０ 6畅４８６７

１０ 0＜汽车 ，车灯 ＞ ＜车灯 ，汽车 ＞ １ 种畅０ ０ u畅５

１１ 0＜防 ，抱 ，死 ，制动 ，系统 ＞ ＜制动 ，防 ，抱 ，死 ，系统 ＞ １ 种畅０ ０ 6畅８１３３

１２ 0＜动力 ，制动 ，系 ＞ ＜制动 ，力 ，系统 ＞ ０ 亮畅９４ ０ u畅７

１３ 0＜辅助 ，制动 ，系 ＞ ＜制动 ，辅助 ，系统 ＞ １ 种畅０ ０ u畅７

１４ 0＜柴油 ，发动机 ＞ ＜汽油 ，引擎 ＞ １ 种畅０ １ u畅０

１５ 0＜反射 ，式 ，光电 ，传感器 ＞ ＜投射 ，式 ，光电 ，转速 ，传感器 ＞ ０ �畅７８５ ０ K畅７８５

１６ 0＜磁 ，粉 ，式 ，安全 ，联 ，轴 ，器 ＞ ＜销钉 ，式 ，安全 ，联 ，轴 ，器 ＞ ０ 棗畅８０３３ ０ 6畅８０２０

１７ 0＜阀 ＞ ＜释放 ，阀 ＞ ０ 棗畅６１６７ ０ 6畅６１６７

１８ 0＜释放 ，阀 ＞ ＜机油 ，压力 ，释放 ，阀 ＞ ０ 亮畅６２ ０ `畅６２

１９ 0＜阀 ＞ ＜机油 ，压力 ，释放 ，阀 ＞ ０ �畅４４５ ０ K畅４４５

２０ 0＜多晶硅 ，薄膜 ，太阳能 ，电池 ＞ ＜非 ，晶 ，硅 ，薄膜 ，太阳能 ，电池 ＞ ０ 棗畅７４７６ ０ 6畅７４７６

＝ １７） ，T２ 与 T３ ＝ ＜ 机油 ，压力 ，释放 ，阀 ＞ （ID ＝

１８） ，然而其他一些具有上下位关系的术语对却抽取

不出来 ，如 T１ 与 T３ （ID ＝ １９） 。这主要是由式（７）中

的权重引起的 ，这些权重与相应原子术语的个数有

关 。不过 T１ 与 T３ 间的上下位关系可以由 T１ 与 T２

以及 T２ 与 T３ 的关系推导出来 。

　 　最后 ，枟词林 ２枠的不完备性也很容易从 Table２
中观察到 ，如 T１ ＝ ＜ 多晶硅 ，薄膜 ，太阳能 ，电池

＞ ，T２ ＝ ＜ 非 ，晶 ，硅 ，薄膜 ，太阳能 ，电池 ＞ （ID
＝ ２０） 。如果枟词林 ２枠中收录了原子术语 ＜ 非晶硅

＞ ，则可以想象 T１ 与 T２ 间的语义相似度可能会更

高 、更合理一些 。

６ 　结束语

本文主要考虑了中文术语语义相似度计算中的

II型问题 ，即参与计算的两个术语并不全是原子术

语 。在对问题进行正式描述之后 ，仔细分析了传统

方法 ，结果发现它并未考虑组成术语的原子术语的

顺序差导对构建对应关系质量的影响 。通过类比分

析 ，我们认为构建对应关系的问题可以看作全局双

序列比对的问题 ，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序列比对

的新方法 ，克服了传统方法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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