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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自动文摘技术的研究进展。面向自动文摘系统用户 , 介绍了自动文摘系统及其应用, 分析了机

械文摘和理解文摘各自的特点 , 展望了自动文摘技术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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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automatic abstracting technology is reviewed. Oriented automatic abstracting system
use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utomatic abstract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tatistical
abstract and understanding abstrac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and trend of automatic abstracting technology is prospect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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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括介绍一篇文章的内容可以有多种方式 , 其中最主要的

方法就是作文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摘编写规则》

( GB6447-86) 对文摘的定义是 : “( 文摘是) 以迅速掌握报道内

容概略为目的而编写的文章 , 不加主观的解释和评论 , 简洁而

准确地记述报道的重要内容
[ 1]

。”自动文摘技术的作用是生成

给定原文的中心内容 , 或把所需要的内容从文章中自动抽取出

来, 并用同于或不同于原文的句子表示出来
[ 2]

。其软件系统

称之为自动文摘系统。

自动文摘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IBM 公司

的 Luhn 首次设计了一个自动文摘系统 [ 3] 。进入 90 年代以来 ,

随着 Internet 的开通 , 自动文摘的价值充分显露出来 , 引起了世

人的极大关注 , 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开始从认知心理学、情报

科学、计算语言学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 , 提出了实现自动文摘

的新的思路和方法 , 自动文摘的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期。

迄今为止的自动文摘系统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 基于

统计的机械文摘和基于意义的理解文摘 [ 4] 。这两个阶段的特

点可以从表 1 的几个方面的比较中看出来。各自都有其优缺

点: 机械文摘方法简单 , 容易实现 ,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 理解文

摘是在对全文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 , 比较接近于人提取摘要的

过程 , 文摘的结果一般较好 , 但难度较大 , 不易实现。

表 1 机械文摘与理解文摘的比较

类型 原文内容 原文输入形式 采用的处理方法

机械文摘 相对非受限域 自然的文本形式
模式匹配 , 启发函数 , 词
频统计

理解文摘 受限域 知识表达形式
知识工 程 方 法 , 语法 语
义 , 知识库

  需要指出的是 , 自动文摘的上述两个阶段是彼此重叠的 ,

即使在目前 , 机械文摘仍然是自动文摘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文摘

方法之一。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目前自动文摘技术还远没有被

完美解决 , 众多的研究人员还都在摸索。

2  机械文摘

机械文摘是指根据文章的外在特征抽取原文中的部分句

子作为摘要。机械文摘的基本原理是 : 文章中有一些能够反映

文章主题的词 , 可以称为有效词 ( Significant Word) , 有效词集

中的句子就是能概括文摘主旨的句子 , 如关键句 ( Key Sen-

tence) , 关键句集构成摘要。严格地说 , 根据这种方法提取出

来的文本只能称为摘录 ,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摘
[ 5]

。

机械文摘的生成通常是通过分析文本的六种形式特征来

确定的。这六种特征是 : 词频、标题、位置、句法结构、线索词、

指示性短语等 ,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文本主题。由此也可以

看出 , 机械文摘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统计 ( 如统计词频)

和经验( 如分析关键词关键句出现的位置) 获得的。

机械文摘相关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 , 从 50 年代末 Luhn 所

做的最初的研究开始 , 机械文摘就一直是自动文摘领域最重要

的解决方法之一。其中较为成功的例子有 : IBM 公司的文摘自

动生成程序 ACSI-matic[ 6] , 该系统以 Luhn 的研究为基础 , 通过

计算句子在文献中的权重来进行文献的摘录 , 其在权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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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 Luhn 的研究进行了改进 ; 美国 GE 研究与开发中心的

Rau 等人 [ 7] 实现了 ANES 系统 , 该系统采用相对词频作为词的

权值来分析文献 , 并生成摘要; 70 年代初,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Rush 教授 [ 8] 开 发的 ADAM ( Automatic Document Abstrcting

Method) 系统 , 该系统强调的是排斥句子的标准, 而不是选择句

子的标准 , 是利用从文献中删除句子的方法进行文摘生成。由

于机械文摘的本身性质所决定 , 其质量一般不高, 所以为了保

证文摘效果 , 许多自动文摘系统都综合利用了分析文本的多种

特性。如新加坡南洋大学研制的图书馆新闻删节系统 [ 9] , 提

供了题名法、位置法、关键词法和指示性短语法四种自动摘录

方法供用户选择。另外 , 1997 年, 日本的 Nomoto 等人 [ 10] 提出

的一种基于语料库的自动摘录方法。它是让计算机自动地从

训练集中提炼出各个特征的结合函数 , 为多种形式特征的综合

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通过传统的机械文摘技术给出的文摘虽然通常能够抓住

文献的关键所在 , 并用作者的原句加以概括 , 而且获得了一定

的实际应用 , 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 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

几个方面 : 摘要的质量不稳定 , 缺乏句间的连贯性 , 有时摘要内

容冗余等。

3 理解文摘

基于上述机械文摘的缺陷, 人们探索了利用自然语言理解

技术进行自动文摘的方法。由于受到知识不足的限制, 基于理

解的文摘技术只能适用于某个狭窄的领域 , 如用于处理有军事

情况的新闻等 , 但摘要的质量明显优于传统文摘
[ 11]

。

基于理解的文摘方法是以人工智能 , 特别是自然语言理解

技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文摘方法。该方法与机械文摘的明

显区别在于对知识的利用 , 它不仅利用语言学知识获取语言结

构, 更重要的是利用领域知识进行判断、推理 , 得到文摘的意义

表示 , 最后从意义表示中生成摘要。基本原理是: 在某一特定

领域的文章中 , 必然存在着特定的信息焦点 , 即读者感兴趣的

内容 , 如军事情况报道必然包含有关的地点、人数、伤亡情况等

内容。利用语言学手段将文章中代表这些信息焦点的文字识

别出来 , 用话语加以组织即可形成一篇连贯的高质量的文摘。

基于理解的文摘方法实现时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 语法分

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信息提取和文本生成等。语法分析和

语义分析统称文本分析过程 , 其目的是要寻找最能代表原文内

容的成分 ; 语用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 , 主要是进行交际对话 , 就

是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 , 语用分析是指分析语用的特

点, 即静态变动态、共性变个性、多义变单义、意义与语境相关

等; 信息提取即转换过程 , 即通过概括等方法压缩文本; 最后一

步重组原文内容 , 生成文摘。

目前 , 理解文摘主要的方法有脚本、概念从属结构、框架、

一阶谓词、关联网络、修辞结构以及语用功能等。大多是从文

章结构出发 , 有局限性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结构。

理解文摘系统的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70 年代末 80 年

代初 , 美国耶鲁大学的 Schank
[ 12]

在脚本的基础上研制的 SAM

( Script Allicer Mechanism) 系统 , 该系统应用脚本分析简单的

文献 ,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摘要。美国耶鲁大学的 DeJong
[ 13]

于 1979 年研制的著名的 FRUMP( Fast Reading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Program) 系统, 该系统用于快速阅览英文新闻资

料 , 是理解文摘系统的样板 , FRUMP 由预言器和验证器组成 ,

预言器利用预先设置好的梗概剧本预测文献中可能出现的事

件 , 验证器则去证实这些被预测的事件 , 并给出实际信息。

FRUMP 系统创造了理解文摘的典范, 但由于内部存储的剧本

限制 , 如果文章中没有该系统所期望的内容则会被误导 , 从而

出现歧义。美国的 Tait
[ 14]

对 FRUMP 系统进行了改进 , 称为

Scrable 系统 , 它要求输入的资料在处理前先转换成 CD ( Con-

ceptual Dependency) 结构 , 在此基础上分析和确定已预测的信

息与未预测的信息之间的关系 , 并将这两部分信息合理地组织

成一篇完整连贯的文摘。意大利 Udine 大学的 Fum 等人 [ 15] 在

80 年代初研制了 SUSY( S Ummarizing System) 缩写系统 , 该系

统以一阶谓词逻辑为基础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体现出了逻辑

方法的潜力。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 Kuhlen 等人 [ 16] 研制了

TOPIC 系统 , 该系统与框架作为知识表示的基础 , 通过全文的

语法语义分析生成不同长度的摘要 , 其处理对象主要是针对微

处理器领域的科技文献。80 年代末 , 美国 GE 研究与开发中心

的 Rau 等人研制了 SCISOR ( System for Conceptual Information

Summarization, Organization and Retrieval) 概念信息缩写、组织

和检索系统 [ 17, 18] 。该系统采用关键词过滤和模式匹配等方法

对待处理的文献进行分析 , 然后采用自底向上( 完全的句法分

析) 的分析器识别句子的结构 , 最后运用自顶向下( 部分的句

法分析) 的分析器提取句子结构中的内容 , 是典型的理解文

摘 , 处理对象是关于“公司合并”的新闻报道。

目前的理解文摘同样有其不足 , 主要在于领域严格受限。

造成领域受限的原因有 : ( 1) 面向大规模真实语料的语法语义

分析技术尚未完全成熟 , 因此如果想获得高质量的语言分析结

果 , 就必须将待处理的语料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 ( 2) 理解文

摘方法的基础是框架等知识表示 , 框架需要根据领域知识预先

拟定 , 因此如果想把适用于某个领域的理解文摘系统推广到另

一领域 , 则需重新拟定框架 , 这种填充和组织领域知识的沉重

负担使理解文摘难以移植。

4  中文自动文摘技术的研究

我国大约从 1985 年开始介绍国外自动文摘方面的研究情

况 , 从 80 年代末开始研究自动文摘实验系统 , 至今也有 10 余

年的历史了。但目前的技术水平尚不成熟 , 问题主要是在中文

本身的语言特点以及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困难。

从识别角度来说 , 汉语和西文的句子主要区别在于汉语词

之间没有空格 , 而真正负载信息的是词而不是字 , 因而中文自

动文摘就存在分词的问题。同时 , 汉语的词汇极为丰富 , 同一

个概念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词汇表达 , 这给词频统计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同时 , 汉语词汇与西文相比 , 在句子中词形没有变化。

对中文文章的理解则更是短期无法完成的问题。目前中文自

动文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即分词、消歧义、词频

统计以及理解等。

上海交通大学王永成教授从 80 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自动摘

录技术 , 1997 年研制了 OA 中文文献自动摘要系统
[ 19]

。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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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了位置法、指示短语法、关键词法和标题法等多种方法 ,

是一个较为实用的系统。目前 , 依托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上海交

大纳讯高新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的中英文自动摘要系统就是在

此基础上完成的 [ 20] 。

80 年代末 , 东北大学姚天顺教授和香港城市理工大学联

合开展了“中文全文自动摘要系统”的研究 [ 21] , 该系统采用脚

本知识表示 , 通过与用户交互获取文摘。

1990 年前后 , 中科院软件所的李小滨、徐越, 在北京大学

马希文教授的指导下 , 对英文自动文摘进行了研究 , 并研制了

一套实 验 系统——— EAAS ( English Automatic Abstract Sys-

tem) [ 22] 。该系统是一个标准的理解文摘系统 , 它局限于“就业

机会介绍”这样一个领域。系统首先通过与用户交互获得信

息焦点集 , 然后对文章进行语法语义分析, 接着按照信息焦点

集从框架中搜索推理出有关信息, 最后生成具有一定逻辑性的

文摘。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开铸教授于 1992 年开始研制基于自然

语言理解的文摘系统 , 目前已经有了基于词频统计、关键词提

取的 HIT863 系列自动文摘系统
[ 23]

和基于理解文摘的实验系

统 MATAS[ 24] 。其中 HIT863 系列机械文摘系统适用于任意领

域、任意题材、任意长度的文章 , 通过词频等方法实现摘要的自

动生成 ; 理解文摘实验系统 MATAS 用中文意义表示法分析处

理输入的文章 , 再进行信息压缩 , 从而生成摘要。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系钟义信教授等人
[ 25]

采用基于多

Agent技术的文摘方法 , 类似于 Paice 的选择与生成文摘法 , 目

前主要针对计算机病毒方面及新闻报道方面的相关文章 , 开发

出了 Glance 自动文摘系统及 News 自动文摘系统等
[ 26]

。山西

大学郭炳炎教授等人
[ 27]

也在开展自动文摘的研究 , 他们采用

了基于统计的方法分析文本结构。复旦大学吴立德教授 [ 28] 研

制的自动文摘系统分析了篇章段落之间的联系 , 建立了语义

网, 具有一定的篇章理解能力 , 能给出任意长度的摘要。

据悉 , 目前一些国际性软件公司也在开发中文自动摘要系

统。比如 IBM中国研究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摩托罗拉中国

研究中心等都在研制中文自动文摘系统的产品。

5 结束语

自动文摘技术在几十年中得到不断地发展 , 从单纯依靠字

面分析的机械文摘过渡到了依靠理解来进行自动文摘生成的

理解文摘 , 或者是两者相互融合。

目前自动文摘技术应用已经不仅仅限于自动文摘系统软

件, 在信息检索、信息管理等领域都得到了应用。比如北京网际

创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第六感信息管理系统 , 北京通惠利华

教育发展中心的教学资源库系统, 北大青鸟网络信息查询系统

等, 都是基于自动文摘技术的应用实例。可以预见 , 在自然语言

处理高速发展的今天, 自动文摘技术的应用范围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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