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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置信息在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含有空间陈述的复杂的
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提取其中的位置信息，基于一种融合语义本体的对象级规则匹配方法，提出了在传统的 ＰＯＩ
地理编码过程中融入空间计算，用以支持带有空间陈述的复杂的ＰＯＩ位置查询，并对搜索得到的结果集按照一
定的标准进行排序，并将最符合用户需求的结果可视化地反馈给用户。实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该方法能有效

地解析匹配含有空间陈述的复杂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准确快速地查询到与用户描述最为接近的ＰＯ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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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位置信息的重要性在

日常的位置服务（ＬＢＳ）和专业领域研究中日益凸显。在基于
位置的服务（ＬＢＳ）的应用领域中，如旅游信息系统、交通查询
系统等都需要尽大可能地理解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位置描述

请求；在专业领域中，日常记录的文档材料和大量历史记录都

需要进行位置的准确定位来提高办事效率，并为后续时空分析

提供精度保障。

地理编码（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也称地址匹配，是指建立地理位置坐
标与给定地名地址一致性的过程，以对属性数据和地理实体进

行位置确定和空间检索［１］，从而实现非空间数据的上图［２］，其

包括编码技术和匹配技术［３］。其中，最主要的是匹配技术，现

在最常用的匹配技术是将输入的地名地址通过中文分词、全文

检索等步骤从而得到的最准确的匹配结果。中文分词是把输

入的计算机不能理解的字符串或者序列按照一定的规则切分

并最终组合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词序列的过程［４］。目前国内

外对于中文分词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正向最大匹配法、反向

最大匹配方法、分词与词性标注一体化方法、最佳匹配法、专家

系统方法、最少分词词频选择方法、神经网络方法等［５］。全文

检索技术［６］是一种重要的关键词检索方法，是指计算机索引

程序通过扫描文章中的每个词，对每一个词建立索引，当用户

查询时，检索程序就根据事先建立好的索引进行查找，并将查

找的结果反馈给用户的检索方式［７］。目前国际上建立了很多

全文搜索引擎，其中，Ｇｏｏｇｌｅ最为著名，其是当前搜索准确度和
用户查询相关度最好的全文搜索引擎。国内以百度最为著名，

百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现有的中文分

词与匹配技术在ＰＯＩ名称匹配上存在一些问题：分词词典没有
考虑ＰＯＩ的特殊性，在匹配过程中没有区分不同切分单位在匹
配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普通匹配方法没有考虑ＰＯＩ具有空间位
置的属性［８］；现有ＰＯＩ搜索技术仍然是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方
式，即在不同字段间查找符合输入关键字匹配要求的地理对

象，无法支持复杂语义的查询［９］，虽然杜冲等人［１０～１３］对地理

实体及其空间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也只是处于理论探索

阶段，难以支撑包含空间陈述的ＰＯＩ查询。
针对传统ＰＯＩ地理编码方法中的不足，本文基于一种融合

语义本体的对象级规则匹配方法，对于“武汉大学附近的医

院”这类带有空间陈述的位置描述短语，将空间计算融于 Ｐ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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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检索查询过程中。具体而言，主要从语义建模、解析匹

配、计算查询和排序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ａ）在分析大量的
语义位置描述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并构建相应的位置本体，填

充本体实例，同时根据位置概念本体建立对应的位置结构概念

本体；ｂ）初始化语义位置模型知识库和规则匹配引擎，准备进
行解析匹配：以自然语言文本位置描述语句作为输入，并利用

已经构建好的语义位置模型知识库对描述语句进行位置基础

概念本体实例或别名的提取工作，将原始自然语言文本位置描

述语句和之前构建的位置基础概念本体实例作为输入，并利用

规则匹配引擎进行匹配；ｃ）根据匹配得到的位置概念本体实
例的显著性比较确定计算策略，进行文本空间联合索引，并对

查询结果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排序显示。

１　ＰＯＩ及空间关系建模

ＰＯＩ即兴趣点，是ＧＩＳ中的一个术语，泛指一切可以抽象
为点的地理对象，尤其是一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理实

体，如学校、银行、餐馆、医院、超市等［１４］。本文将 ＰＯＩ的组成
成分主要划分为如图１所示的几个部分。

图１　ＰＯＩ本体构成图

特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ｍｅ），即未登录词，是指每个 ＰＯＩ名称特有
的，且在数据库中不存在的；通名（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即指一类地
理实体的总称；业务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ｍｅ），即指一类业务的总称；
修饰词（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ｒ），与中文里的修饰词大体一致；地名
（ＧｅｏＮａｍｅ），指行政区名称，包括省、市、县、镇、村等；部分 ＰＯＩ
名称中包含对其位置判断的补充信息，如“华莱士广埠屯连锁

店”中的“广埠屯连锁店”“连锁店”为信息辅助词。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采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对空

间关系的理解，称为自然语言空间关系。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是

空间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概念化，它比空间关系更接近于人们

的使用习惯［１５］。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分类如图２所示。

图２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分类图

本文根据人们的习惯将人们经常使用的自然语言空间关

系（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分为五类：拓扑关系（Ｔｏ
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方位关系（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度量关系
（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组合空间关系（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特殊空间关系（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这几类。

２　ＰＯＩ地理编码方法

针对传统地理编码的不足，本文基于一种融合语义本体的

对象级规则匹配方法，提出将空间计算融于ＰＯＩ地理编码的过
程中，实现包含空间陈述的 ＰＯＩ查询。ａ）根据自然语言语义
位置模型建立地名、ＰＯＩ及空间关系本体，并填充本体实例，根
据位置概念本体建立对应的位置结构概念本体，然后初始化语

义位置模型知识库和规则匹配引擎；ｂ）以一个 ＰＯＩ位置描述
短语为输入进行ＰＯＩ地理编码过程，具体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ＰＯＩ地理编码方法整体流程图

在初始化结束后，ａ）用位置结构概念本体（即融合语义本
体的规则）对输入的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进行解析与匹配ｓ得到
若干个实体概念本体对象并生成匹配树集；ｂ）根据对象的显著
性差别制定计算策略和ＰＯＩ查询步骤；ｃ）进行ＰＯＩ查询过程，并
在数据库查询过程中融入空间计算；ｄ）对ＰＯＩ的初步查询结果
进行打分排序，将分数较高的前几个查询结果反馈给用户。

２．１　规则解析与匹配

本文中的解析匹配是基于位置结构本体（即融合语义本

体的规则）的解析与编译，规则的表现形式是正则表达式，规

则匹配就是正则表达式匹配。匹配抽取引擎是通过融合语义

本体的规则提取和匹配出位置概念对象，并构建出对象关系

树，即文中所说的匹配树。整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规则解析匹配整体流程

据图４可知，ａ）提取输入位置描述短语中的基础概念本体
实例；ｂ）根据得到的基础概念本体实例和规则对描述短语进
行匹配，得到实体概念本体；ｃ）构建对象关系树，输出得到匹
配树。算法１为规则解析匹配的伪代码。

算法１　算法ｍａｔｃｈ（Ｓｔｒｉｎｇｔｅｘｔ）伪代码
输入：ｔｅｘｔ：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
输出：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匹配树。
ｂａｓｉｃ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ｔｒｅｅＬｉｓｔ＝｛｝，
ｂａｓｉｃ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ｄＩ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抽取基础概念本体实例
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ｒｕｌｅＭａｔｃｈ（ｂａｓｉｃ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Ｌｉｓｔ〈ｒｕｌｅ〉）／／规则匹配
ｗｈｉｌｅ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１ｄｏ　／／创建对象关系树
ｔｒｅｅＬｉ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ｅ（ｂａｓｉｃ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Ｌｉｓｔ〈ｒｕｌｅ〉）
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ｅ（ｔｒｅｅＬｉｓ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Ｌｉｓｔ〈ｒｕｌｅ〉）
ｗｈｉｌｅ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１ｄｏ
ｔｒｅｅＬｉ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ｅ（ｂａｓｉｃ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Ｌｉｓｔ〈ｒｕｌｅ〉）
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ｉｎｅｎｔｉｔｙＯｂｊｓｄｏ
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ｅ（ｔｒｅｅＬｉｓｔ，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
Ｌｉｓｔ〈ｒｕｌｅ〉）

以“广八路与八一路交叉口的酒店”为例，首先对此描述

语句进行基础概念本体实例的抽取，得到“广八”“八一”“路”

“交叉口”“酒店”等，然后根据这些实例通过规则引擎对描述

短语进行解析匹配，得到匹配树，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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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匹配树示意图

图５中的匹配树对应的匹配结果是：（（（广八｜路）与（八
一｜路）｜交叉口）｜附近｜的｜酒店），其叶子节点都为基础概念
本体实例，如“广八”“八一”“路”等，“酒店”同时可以被匹配

成ＰＯＩ；其他的节点为实体概念本体节点，具体而言，有空间关
系节点、参考地物节点和目标节点。

２．２　空间计算与查询

在自然语言位置描述中，人们习惯在用ＰＯＩ描述位置的同
时混合着一些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描述，从而能更加准确地表

达出目标位置，如在“解放南路旁边的融科天城”“广八路与八

一路交叉口附近的医院”中，“解放南路旁边”和“广八路与八

一路交叉口附近”限定了“融科天城”和“医院”的位置范围。

针对这些含有空间关系的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通过规则对其解
析匹配后，本文在ＰＯＩ查询过程中对位置描述短语中的空间陈
述进行了计算，将空间计算与空间数据库查询融为一体，得到

了较为准确的结果集。图６为计算查询的整体流程。

图６　空间计算查询整体流程

如图６中所示，本文 ａ）通过融合语义本体的规则的方法
对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进行解析匹配，得到匹配树，对匹配树进
行 ＰＯＩ查询计算，先确定匹配树的目标对象节点（本文是
ＰＯＩ）；ｂ）比较对象的显著性大小，制定相应的计算策略，进行
ＰＯＩ查询，并在查询过程中融入空间关系的计算；ｃ）得到查询
结果集。算法２为空间计算查询的伪代码。

算法２　算法ｑｕｅｒｙＰＯＩ（Ｓｔｒｉｎｇｔｅｘｔ）伪代码
输入：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规则解析匹配得到的匹配树。
输出：Ｌｉｓｔ〈ＰＯＩ〉：ＰＯＩ对象列表。
ｐｏｉＯｂｊｓ＝｛｝，ｔａｒｇｅｔＬｉ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Ｎｕｍ＝ｃａｃｕｌａｔｅＮｕｍ（ｍａｔｃｈＴｒｅｅ）
ｗｈｉ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Ｎｕｍ＝１ｄｏ／／含有简单空间关系
ｉｆｔａｒｇｅｔＮｏ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ｅｎｔｉｔｙＮｏ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ｎ／／显著性比

较

ｔａｒｇｅｔＬｉ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ａｒｇｅｔＮｏｄｅ）／／空间数据库查询ＰＯＩ
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Ｌｉｓｔｉｓ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ａｎｇ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ｄ）ｄｏ／／进行空间计算
ｐｏｉＯｂｊｓ．ａｄｄ（ｔａｒｇｅｔ）
ｅｌｓｅ
ｒａｎｇｅ＝ｃａｃｕｌａｔ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ｄ）／／进

行空间计算，得到空间范围

ｐｏｉＯｂｊｓ＝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ａｎｇｅ）／／空间数据库查询ＰＯＩ
ｗｈｉ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Ｎｕｍ＞１ｄｏ／／含有复杂空间关系
ｉｆｔａｒｇｅｔＮｏ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ｎ／／显

著性比较

ｔａｒｇｅｔＬｉ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ａｒｇｅｔ）／／空间数据库查询ＰＯＩ

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Ｌｉｓｔｉｓ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ａｎ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ｓｐａ
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ｄ）ｄｏ／／进行空间计算

ｐｏｉＯｂｊｓ．ａｄｄ（ｔａｒｇｅｔ）
ｅｌｓｅ　 ／／显著性比较
ｒａｎｇｅ＝ｃａｃｕｌａｔ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进行空间计算，得到空间范围
ｐｏｉＯｂｊｓ＝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ａｎｇｅ）／／空间数据库查询ＰＯＩ

２．３　查询结果排序

通过空间计算查询得到的结果集 ｐｏｉＯｂｊｓ后，需要对其按
照一定的标准方法进行排序，然后将筛选排序后的结果可视化

地向用户展示。在本文中，对结果集中的 ＰＯＩ数据进行打分，
并按分数从高到低对结果进行排序。

结果集中ＰＯＩ的分数是根据距离（Ｄｉｓ）与语义相似度（Ｓ）
来加权得到的，公式为

Ｃｏｒｅ＝１Ｄｉｓ×ｗ１＋Ｓ×ｗ２ （１）

这里距离（Ｄｉｓ）是指结果集中 ＰＯＩ与参考地物间的距离；
语义相似度（Ｓ）是指两个ＰＯＩ的相似度，即结果集中的ＰＯＩ与
输入ＰＯＩ的相似度；ｗ１、ｗ２为距离与语义相似度在打分时所占
的权重，代表着重要程度。

本文中，ＰＯＩ由通名（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特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ｍｅ）、
业务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ｍｅ）、修饰词（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ｒ）、地名（ＧｅｏＮａｍｅ）、
信息辅助词（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ｄ）等构成。在计算语义相似度（Ｓ）
时，就是比较结果集中的ＰＯＩ这些组成部分与输入ＰＯＩ的相似
程度。具体公式为

Ｓ＝
ｐｃ×ｗｃ＋ｐｓ×ｗｓ＋ｐｂ×ｗｂ＋ｐｑ×ｗｑ＋ｐｇ×ｗｇ＋ｐａ×ｗａ＋…

ｗｃ＋ｗｓ＋ｗｂ＋ｗｑ＋ｗｇ＋ｗａ＋…
（２）

其中：ｐｃ、ｐｓ、ｐｂ、ｐｑ、ｐｇ、ｐａ、…，它们的值为０或１，当结果集中
ＰＯＩ的某部分与输入ＰＯＩ的相应部分相同时，其对应的ｐ值为
１，否则，ｐ值为０；ｗｃ、ｗｓ、ｗｂ、ｗｑ、ｗｇ、ｗａ、…为ＰＯＩ各组成部分的
权重，代表着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程度，本文中，ｗ值是专家根据
ＰＯＩ名称各部分的重要性和人们的习惯进行评价打分所得，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例如，“解放南路旁边的融科天城”通过一系列的计算查

询后得到的结果集中有多个名称为“融科天城”的 ＰＯＩ数据，
其语义相似度一样，分数主要取决于结果集中的“融科天城”

与解放南路之间的距离，距离越小，分数越高，排序便越靠前。

３　原型系统及实验

针对含有空间陈述的复杂ＰＯＩ位置描述的提取和定位，设
计并实现了泛在位置信息提取和定位原型系统，系统前台使用

Ｆｌｅｘ富客户端实现，后台使用Ｊａｖａ实现，前后台通信利用Ｓｅｒｖ
ｌｅｔ接口实现。系统可支持单条语句的空间配准，也支持 Ｅｘｃｅｌ
文件批量上传空间配准。原型系统界面如图７所示。

图７显示原型系统的前台界面，标志１处为位置描述短语
的输入文本框，标志４处为查询结果显示框，其结果按分数从
高到低进行排序显示，当鼠标移动到地图上的某个查询结果点

位处会显示标志３处的悬浮说明框，其中包含了查询结果的中
文描述、此查询结果在排序上的分数以及此查询结果的概念本

体组成结构。

以“广八路与八一路交叉口的酒店”为例，查询结果在地

图上以半透明的红色小圆圈表示，在标志４处显示了一系列的
查询结果，其中“丰颐大酒店”分数最高，代表其最接近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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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查询的位置，具体分数可在标志３的悬浮框中查看，为“０．
７４５３８４６１５３８４６１５４”，在地图上的位置在标志２处，仔细观察可
知，其确实在广八路与八一路相交的路口附近。

图７　原型系统界面

相较于其他传统的搜索平台，如百度、Ｇｏｏｇｌｅ，此平台能较
好地处理包含空间关系的复杂 ＰＯＩ查询。本文列举了几个具
有不同特点的复杂 ＰＯＩ描述，分别在百度、Ｇｏｏｇｌｅ和本平台上
进行实验比较，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统计结果

Ｎｏ． 实验例子 百度 Ｇｏｏｇｌｅ 本文

１ 武汉广八路与八一路交叉口的酒店 错误 无 正确

２ 武汉建设大道与长江日报路口上岛咖啡店 无 正确 正确

３ 武汉和平大道建设一路路口处的酒店 错误 无 正确

４ 武汉广八路与八一路交叉口附近的医院 错误 无 正确

５ 武汉君益宾馆对面的桑拿 无 错误 正确

６ 武汉亚贸对面的医院 错误 无 正确

７ 武汉广埠屯附近的如家 正确 正确 正确

８ 武汉雅阁酒轩附近的学校 正确 无 正确

９ 武汉玫瑰南街附近的幼儿园 正确 无 正确

１０ 武汉四海酒楼附近的派出所 正确 无 正确

　　表１中“错误”代表查询结果不为零，但是不正确；“无”代
表查询结果为零；“正确”代表查询结果正确。实验中，由于数

据的缺乏，本文列举了１０个比较有特点的例子进行实验比较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例１～３中只包含有简单的相交空间关
系，其中，例１和３比例２更加模糊，例２的描述中出现了要查
询的ＰＯＩ的名称的特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ｍｅ），即未登录词，是区分于
其他ＰＯＩ名称的词汇，对于例２，Ｇｏｏｇｌｅ和本文都查询正确，对
于例１和例３的含有相交空间关系的模糊查询，百度和本文都
查询正确；例４中包含了多个空间关系（邻近空间关系和相交
空间关系），对于这种复杂描述，百度和 Ｇｏｏｇｌｅ都未能给出正
确的查询结果，本文查询结果正确；例５和例６包含比较复杂
的方位距离关系，即在计算“对面”的时候要考虑距离和方位

特征，对于此种情况，百度和 Ｇｏｏｇｌｅ均不能正确查询，本文查
询结果正确；例７至例１０均只包含简单的邻近空间关系，且结
果显示，百度对于这种的模糊查询的效果比较好，但Ｇｏｏｇｌｅ的
结果不好，本文的方法能正确查询。从以上分析来看，对于含有

空间关系描述的中文ＰＯＩ的模糊查询（即不含特名），百度和本
文的效果比较好，其中，百度对于含有邻近空间关系的ＰＯＩ模糊
查询的效果较好，但对于较复杂的空间关系，如：相交空间关系

或多种空间关系，百度的查询结果没有本文的方法好。

结果表明，本文的ＰＯＩ地理编码方法比传统的方法能更好
地解析匹配复杂的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并能较准确地查询到接
近于用户描述的ＰＯＩ。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市大量的自然语言位置描述案例，根据

自然语言语义位置描述特点对ＰＯＩ及空间关系进行建模；针对
传统地理编码方法中的不足，基于一种融合语义本体的对象级

规则匹配方法，提出了将空间计算融于 ＰＯＩ地理编码的过程
中，对于包含空间陈述的复杂 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成功实现了
ＰＯＩ的准确查询，并对查询结果集进行打分排序；介绍了原型
系统和实验结果，并将此原型系统与百度、Ｇｏｏｇｌｅ相比，成功证
明了此方法能较好地解析匹配复杂的ＰＯＩ位置描述短语，并能
较准确地查询到接近于用户描述的 ＰＯＩ。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将集中于查询包含其他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或更加复杂的自然

语言空间关系的ＰＯＩ名称的计算查询，并进一步优化计算查询
中的打分机制，力求让查询结果集中最符合用户描述的查询结

果反馈给用户，同时，将搜集大量的实验例子进行实验分析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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