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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关系抽取的技术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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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实体关系抽取研究以ＭＵＣ和ＡＣＥ评测为主线的发展进行总结，并指出实体关系抽取任务普遍存在的
三个问题是特定领域标引数据集的获取、模式的获取以及共指消解。在对当前关系抽取的相关文献、系统和项目

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基于非结构化文本的实体关系抽取技术方法归纳为：基于模式匹配的关系抽取、基于

词典驱动的关系抽取、基于机器学习的关系抽取、基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关系抽取以及混合抽取方法，旨在为进一步构
建实体关系抽取系统提供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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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数字信息资源中实现知识抽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编号：０５ＢＴＱ００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随着数字资源和万维网上的文本信息的飞速增长，从文本中自动抽取知识的技术越来越被关注。具体而言，
知识抽取系统从特定领域的文本文档中识别相关知识要素（通常是预先定义的类型），并将它们以结构化形式存

储。知识抽取任务在细节和可靠性上有不同的选择，但一般都包括两个普遍存在并且紧密关联的子任务：实体识

别和关系抽取。实体识别通过实体抽取技术抽取各个知识要素。抽取出的知识要素以离散的形式存在，只能反

映出文本中包含哪些实体，例如人、机构、地点等，却不能反映出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机构与人之间的雇用

关系、机构与地点之间的位置关系等，而关系抽取则是要解决这一难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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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研究者对关系抽取任务的表述不尽相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ｕｔｚ等人［１］认为关系抽取是自动识别由一

对概念和联系这对概念的关系构成的相关三元组。

ＳｏｐｈｉａＫａｔｒｅｎｋｏ等人［２］则从关系抽取的基本过程角度

对关系抽取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关系抽取可以看

作是具有两个步骤的过程，即：识别存在关系的证据和

检查是否存在关系。维基百科［３］对关系抽取的解释

是，关系抽取是在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抽取文本中实

体间命名关系的任务。抽取的实体间关系能够通过各

种形式／语言来表达。其中一种对网络上数据进行表
达的语言是ＲＤＦ。能用到这些关系的应用领域包括基
因－疾病关系，蛋白质相互作用等。而作为关系抽取
权威评测会议的 Ａ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４］

将关系抽取任务表述为：探测和识别文档中特定类型

的关系，并对这些抽取出的关系进行规范化表示。这

些关系中，有些对实体出现顺序敏感，有些对实体出现

顺序不敏感。ＡＣＥ０８［５］在以前的关系抽取评测任务基
础上新增加了跨文档关系抽取任务。跨文档关系抽取

扩展了文档内关系抽取任务，主要用来发现全局实体

间的关系。

　　关系抽取技术在很多领域具有应用价值。在自动
问答系统中，关系抽取自动关联相关问题和答案；在检

索系统中，关系抽取使类似于“北京有哪些公司？”这

样的语义检索功能的实现成为可能；在本体学习过程

中，关系抽取能够发现新的实体间关系来丰富本体结

构；在语义网标注任务中，关系抽取能够自动关联语义

网知识单元。

２　关系抽取研究的发展

　　关系抽取研究的发展是以 ＭＵＣ（Ｍｅｓｓａｇｅ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评测会议和后来取代ＭＵＣ的ＡＣ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评测会议为主线进行的。
在这两个会议上，多种先进的信息抽取方法被提出来，

在会议提供的数据平台上进行测试，并组织与会者进

行讨论。基本上每年一次的评测会议为关系抽取的发

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关系抽取任务最初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委
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ｇｅｎｃｙ，ＤＡＲ
ＰＡ）资助的ＭＵＣ会议于１９９８年 ＭＵＣ－７上首次正式
提出［６］。ＭＵＣ的显著特点并不是会议本身，而在于对

信息抽取系统的评测。只有参加信息抽取系统评测的

单位才被允许参加 ＭＵＣ会议。在每次 ＭＵＣ会议前，
组织者首先向各参加者提供样例消息文本和有关抽取

任务的说明，然后各参加者开发能够处理这种消息文

本的信息抽取系统。在正式会议前，各参加者运行各

自的系统处理给定的测试消息文本集合。由各个系统

的输出结果与手工标注的标准结果相对照得到最终的

评测结果。最后才是所谓的会议，由参与者交流思想

和感受。这种评测驱动的会议模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对信息抽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ＭＵＣ主要关
注于包括自由文本分析、识别命名实体、识别特定类型

的关系等一系列信息抽取任务。在 ＭＵＣ－７之后，
ＭＵＣ被由ＮＩＳＴ引导的 Ａ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７］评测所取代。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组织的 ＡＣＥ评
测从 １９９９年开始继续进行信息抽取方面的评测。
ＡＣＥ评测１９９９年７月开始酝酿，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正式开
始启动，迄今已经举办过８次评测，最近正在进行第９
次评测（２００８年５月）。ＡＣＥ０８［８］所提出的任务包括：
单文档内实体探测和识别以及关系探测和识别；跨文

档实体探测和识别以及关系探测和识别。文档语种有

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在 ＭＵＣ和 ＡＣＥ的促进下，关
系抽取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研究热点已从最初的语

言学单纯模型的应用发展到使用浅解析器或完全解析

器的ＮＬＰ技术的应用和复杂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而
关系抽取性能也有了大幅提升。

　　国内信息抽取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
也已经在关系抽取方面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邓擘等人［９］在使用模式匹配技术的基础上引入了词汇

语义匹配技术对汉语实体关系进行抽取，并比较了一

般模式匹配技术和词汇语义模式匹配技术在汉语实体

关系提取任务中的性能。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一般

模式匹配技术在处理中文时效果较差，而词汇语义模

式匹配技术更适合于处理汉语实体关系抽取任务。姜

吉发等人［１０］提出了一种自举的二元关系和二元关系

模式获取方法ＢＲＰＡＭ，该方法能够根据用户初始给出
的几个种子二元关系从一个大的自由文本集合中抽取

出更多的二元关系。顾雪峰［１１］针对文本特征粒度对

实体关系识别结果影响较大这一问题，应用动态粒度

思想，对识别特征进行逐步细化，构建了一个具有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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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特征族来进行关系抽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刘克彬等人［１２］实现了基于核函数的中文实体关系自

动抽取系统，应用改进的语义序列核函数，结合 ＫＮＮ
机器学习算法构造分类器来分类并标注关系的类型。

通过对ＡＣＥ评测定义的３大类６子类实体关系的抽
取，关系抽取的平均精度达到了８８％。车万翔等人［１３］

以２００４年ＡＣＥ评测训练数据作为实验数据，使用两
种基于特征向量的机器学习算法Ｗｉｎｎｏｗ和 ＳＶＭ进行
实体关系抽取，并指出在关系抽取时，应当集中尽力寻

找好的特征。Ｉｎｔｅｌ中国研究中心的 ＺＨＡＮＧＹｉ－Ｍｉｎ
和ＺＨＯＵＪｏｅＦ等人［１４］在ＡＣＬ－２０００上演示了他们开
发的一个抽取中文命名实体以及这些实体间相互关系

的信息抽取系统，该系统利用基于记忆的学习（Ｍｅｍｏ
ｒｙ－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ＢＬ）算法获取规则用以抽取命名
实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３　关系抽取面临的困难

　　成功的关系抽取取决于正确探测实体，正确判断
实体类型，以及正确判断实体间关系的类型。目前对

于命名实体的探测以及实体类型的判断技术已经相对

成熟，其准确率和召回率一般都能达到９０％以上。因
此能否正确判断实体间关系的类型成为影响关系抽取

最终性能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比较完整的关系抽取系

统应包括依次相连的５个模块：ＮＬＰ处理和实体抽取、
模式匹配或分类、共指消解、新关系处理以及规范化输

出。在这个抽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基本上可以归纳为

以下３个方面：
　　（１）特定领域标引数据集的获取。关系抽取核心
部分多采用基于模式匹配和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来判

断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关系的类型，而使用这些算法的

先决条件是需要预先通过对一个特定领域手工标引的

数据集进行学习以获取领域内关系类型的各项特征。

此外，这些用于学习的数据集的大小和标引质量都会

影响到关系抽取的效果。已标引数据集通常是通过手

工标引获得的，这使得特定领域标引数据集的获取比

较困难。针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在关系抽

取过程中尽量引入领域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领域词表以及 Ｗｏｒｄ
Ｎｅｔ等资源来减少关系抽取对已标引数据集的依赖性。
此外，学习算法的不断改进也能够减少学习过程中所

需的已标引数据量。

　　（２）模式的获取。基于模式匹配原理的关系抽取
方法在很多关系抽取系统中得到了应用。然而，定制

特定领域的恰当的关系模式存在较大困难。在以手工

方式编制模式过程中，用户必须首先确定给定文集中

所有的目标信息表达方式，然后考虑所有的那些表达

方式中的变量，最后写出恰当的规则模式。为了使模

式编制过程能够更加方便，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宏的模

式编写方式，即给定若干具有特定变量集的宏，当编写

领域相关模式时，只要按需要设置宏中的某些变量，就

可以自动生成大量相关模式。另外，借助于先进算法

的自动模式获取方法也被应用到很多系统中。

　　（３）共指消解。一个命名实体在文本中可能出现
多次，其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例如代名词、反身代词、

名词性时间表述等），因此实体间的关系经常被重复探

测到。这些指向相同实体间关系的关系实例需要进行

合并。在目前的关系抽取系统中，一般使用首语重复

法（Ａｎａｐｈｏｒｓ）来解决共指消解问题。通过首语重复
法，相关联的实体被合并，并在候选短语表中选择一个

最恰当的表达形式。

４　关系抽取的几种技术方法

　　针对关系抽取过程中的难题，信息抽取领域的学
者们进行了长期探索和不懈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

有许多关系抽取方法被应用在各种实验系统当中。这

些方法所遵循的技术方法基本可以归纳为：基于模式

匹配的关系抽取、基于词典驱动的关系抽取、基于机器

学习的关系抽取、基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关系抽取以及混合
抽取方法。

４．１　基于模式匹配的关系抽取
　　在关系抽取研究领域，普遍使用基于模式匹配的
关系抽取方法。这种抽取方法通过运用语言学知识，

在执行抽取任务之前，构造出若干基于语词、基于词性

或基于语义的模式集合并存储起来。当进行关系抽取

时，将经过预处理的语句片段与模式集合中的模式进

行匹配。一旦匹配成功，就可以认为该语句片段具有

对应模式的关系属性。

　　在应用基于模式匹配的关系抽取方法时，最困难
的步骤是关系模式的建立。最初关系模式的建立需要

依靠语言学家对抽取任务涉及的领域语料进行深入分

析，借鉴已有语言学成果，穷举各种可能的关系表达，

专　　题



ＸＩＡＮＤＡＩＴ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ＢＡＯＪＩＳＨＵ　 ２１　　　

手工编制关系模式。这样的方法一方面使编制模式的

周期太长，应用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当抽取系统被用

来进行新领域的关系抽取时，就需要语言学家根据新

的领域抽取特点重新编制关系模式，这在现实应用中

实现起来非常困难。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

不同的解决思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Ａｐｐｅｌｔ等人［１５］在 ＭＵＣ－６上提出的
ＦＡＳＴＵＳ抽取系统中，通过引入“宏”的概念将各种领
域依赖规则以一种具有扩展性的、通用方式表达。用

户只需要修改相应“宏”中的参数设置，就可以快速配

置好特定领域任务的关系模式规则。ＦＡＳＴＵＳ系统中
的所有模式规则被分成领域依赖和领域独立两部分。

领域独立部分可以看作确定参数的宏。这些模式规则

在一个相对粗的粒度层次上覆盖各种句法结果，目标

是要对于符合模式的动词构造恰当的谓词 －参数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关系。领域依赖的规则包含一
些参数，这些参数必须通过“宏”的实例化来产生实际

模式规则。这些领域依赖规则会指定哪一个动词载有

领域相关信息，以及这些参数的领域依赖限制以及规

则的语义。ＦＡＳＴＵＳ系统采用的编译时转换的方式实
现了使用１２个宏规则和１５个领域依赖的规则就可以
实现大概１００个明确表达的模式的效果，这为系统在
处理领域关系抽取任务时的配置工作节约了大量

时间。

　　ＲｏｍａｎＹａｎｇａｒｂｅｒ等人［１６］在 ＭＵＣ－７上提出的
Ｐｒｏｔｅｕｓ抽取系统采用了基于样本泛化的关系抽取模式
构建方法。用户通过 Ｐｒｏｔｅｕｓ系统提供的模式构建界
面，对含有某种关系的例句进行分析，识别出所含关系

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泛化，最后经用户确认存储经泛

化表达的模式。系统还会应用集成的 Ｍｅｔａ－ｒｕｌｅｓ，从
用户生成的简单的主动句模式或独立的名词短语产生

一组句法转换器，例如某词的被动词、关系词，以及被

动关系、减少关系模式等。Ｐｒｏｔｅｕｓ也能将可选修饰部
分插入到产生的变量（例如：临近句子等），来扩展模

式的覆盖范围。

４．２　基于词典驱动的关系抽取
　　与基于模式匹配的关系抽取方法相比，基于词典
驱动的关系抽取方法显得非常灵活。新的关系类型能

够仅仅通过向词典添加对应的动词入口而被抽取。用

户不需要具备复杂的模式语言知识就可以轻松配置抽

取系统。

　　ＣｈｉｎａｔｓｕＡｏｎｅ等人［１７］在 ＭＵＣ－７上提出了一个
快速、灵巧的大规模事件和关系抽取系统（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ＥＳ）。该
系统采用的基于词典驱动的关系抽取方法旨在能够抽

取尽可能多类型的关系和事件，但耗费的努力最小，准

确率较高。在 ＲＥＥＳ系统中，当输入语料经过名称标
识和名词短语标识阶段的处理，形成基于 ＸＭＬ的输
出。接着关系识别模块应用词典驱动模型，通过基于

句法的一般模式来识别关系和事件。ＲＥＥＳ的词典驱
动方法需要对于每一个事件指示词设置一个词典入

口，而这个词通常是动词。词典入口具体化了该动词

参数的句法和语义限制。

　　基于词典驱动的关系抽取方法的缺点也非常明
显。它只能识别以动词为中心词的关系，而对于名词

同位语之类的关系抽取就很难实现了。另外，使用这

种方法无法对系统中没有对应词汇入口的新关系进行

探测。

４．３　基于机器学习的关系抽取
　　基于机器学习的关系抽取方法是目前应用比较广
泛的方法。该方法实质是将关系抽取看作是一个分类

问题。通过具体的学习算法，在人工标引语料的基础

上构造分类器，然后将其应用在领域语料关系的类别

判断过程中。目前使用比较多的学习算法有 ＭＢＬ算
法和ＳＶＭ算法。
　　Ｉｎｔｅｌ中国研究中心的 ＺＨＡＮＧＹｉ－Ｍｉｎ和 ＺＨＯＵ
ＪｏｅＦ等人［１８］在ＡＣＬ－２０００上演示了他们开发的一个
抽取中文命名实体以及这些实体间相互关系的信息抽

取系统，该系统就是利用ＭＢＬ算法获取规则用以抽取
命名实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ＺＨＡＮＧＹｉ－Ｍｉｎ等人
将中文实体名和关系识别看作一系列分类问题。整个

过程能够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过程，若干

分类器从训练数据构建起来；第二阶段是抽取过程，通

过使用学习得到的分类器抽取中文实体名和它们的关

系。之所以选择ＭＢＬ作为学习算法，是因为它非常适
合处理从大量不同来源获取的特征，并且能记住例外

案例和低频案例，而这对于后续的推断阶段非常有用。

该系统已经能够抽取的关系类型包括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和Ｎ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通过提供更
多的训练数据，能够轻易扩展关系抽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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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１９］提出的基于ＳＶＭ的弱监督关系分类
系统应用ＳＶＭ算法进行关系抽取。ＺｈｕＺｈａｎｇ提出的
弱监督学习过程包括两个组件：一个底层监督学习器

和一个在其上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算法。底层监督学习器
是一个支持向量分类器，它使用从当前可获得的已标

注数据训练而来的模型，对未标记的数据进行分类。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算法则负责选择最有可能被正确标记的
实例，并通过使用它们来增强已标记数据的训练效果。

该系统在进行分类任务时用到了词语特征、浅句法特

征、深层句法特征以及序列标志、实体类型等特征。

　　ＭｉｃｈｅｌｅＢａｎｋｏ等人［２０］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开放信

息抽取方法（ＯｐｅｎＩＥ，ＯＩＥ），实现了对网络上海量异构
信息中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抽取。该方法既不需要手工

标注训练集作为训练语料，也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

通过自动学习和统计来实现关系抽取。开放信息抽取

方法的实现分为３个阶段：通过对一个相对较小的语
料集进行深层解析，自动抽取并标注可信的和不可信

的关系三元组。这些三元组的特征向量被作为训练样

例进行幼稚贝叶斯分类器的训练；在训练好的分类器

上进行大量网络文献的关系抽取。为了确保较高的处

理效率，抽取器并不使用解析器对文献进行深层解析，

而是将较容易获得的词性标注、序列等特征作为分类

器的输入。这一阶段的输出是去除了不必要的修饰词

后的候选关系三元组集合；对这些候选三元组进行合

并，通过统计的方法计算各个关系三元组的可信度，并

建立索引。

４．４　基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关系抽取
　　知识管理过程中，利用信息抽取技术抽取的实体
以及实体间的关系来构建和丰富本体，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借助已有的本体层次结构和其

所描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协助进行关系的抽取，也

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关系抽取方法。

　　ＪｏｓéＩｒｉａ等人［２１，２２］提出了一个基于本体的关系抽

取通用软件框架—可训练关系抽取框架（Ｔｒ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Ｒｅｘ）。设计该框架的目
的是要提供语义网自动化语义标注任务需要的灵活

度。由于Ｔ－Ｒｅｘ采用了参数化的插件结构，因此可以
对多种基于不同抽取算法的插件进行集成和测试。Ｔ
－Ｒｅｘ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它采用了规范的基于图的数
据模型。该数据模型借助本体实现等级层次的表达结

构，并允许以一致的方式任意链接子图，例如共指关系

链接，语法关系链接，与 ＨＴＭＬ格式相关的链接等。Ｔ
－Ｒｅｘ数据模型的表示是等级化的，能够将语料模型
化到字符级、语词级、短语级、语句级和文档级层次。

通过对本体的定义和扩充，可以实现使用该多层次数

据模型对于语料的多种特征集表达的一致性。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ｕｔｚ等人［１］将 ＤＯＬＣＥ、ＳＵＭＯ、ＳｐｏｒｔＥ
ｖｅｎｔ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等本体有机结合在一起来描述足球领域
的相关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能够自动识别

高相关三元组（概念对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的 ＲｅｌＥｘｔ
系统。该系统通过从文本集合抽取相关词项和动词，

借助语言学和统计学处理过程计算词项之间的相关关

系。该系统目前能够处理１５７０个足球领域相关概念
（类）和４８７个直接关系。
　　ＭａｒｔａＳａｂｏｕ和 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Ａｑｕｉｎ等人［２３］提出的

ＳＣＡＲＬＥＴ系统通过自动选择和查询本体的方法来发
现概念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当要确定两个概念实

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之间的关系时，ＳＣＡＲ
ＬＥＴ先识别网络上能够提供上述概念实体相关信息的
本体，然后综合这些信息来推断概念实体之间的关系。

当上述两个概念实体已经在某个本体中被定义，这两

个实体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本体获取到。如果上述的

概念实体在不同的本体中被描述，例如在一个本体中

描述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属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ｆｆ的关系，在另一个
本体中描述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ｆｆ属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的关
系，则通过关系逻辑推导可以获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和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之间的关系。
４．５　混合抽取方法
　　在关系抽取研究的初期阶段，无论是基于词典的
抽取方法还是基于模式的抽取方法，都仅将一种抽取

方法作为整个关系抽取过程的核心。随着关系抽取研

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抽取方法在

识别特征和识别模式方面难以避免地会具有局限性。

为了将更多的已有关系识别特征加入到关系抽取过程

中来，一些将多种现有关系抽取方法相结合的混合抽取

方法被提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ＬｕｃｉａＳｐｅｃｉａ和
ＥｎｒｉｃｏＭｏｔｔａ［２４］提出的一个抽取语义关系的混合方法。
　　该方法通过管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方式引入了解析器
（Ｐａｒｓｅｒ），词性标注器（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Ｔａｇｇｅｒ），命名
实体识别系统，基于模式的分类器以及词义辨析模块，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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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到了领域本体，知识库以及词语数据库等资源。

　　该方法的核心策略是匹配一个语言学三元组和他
们对应的语义组件。这不仅包括匹配关系，还包括匹

配这些关系相关联的项。语言学三元组的探测包括一

系列的语言学处理步骤。词项和概念的匹配通过一个

领域本体和一个命名实体识别系统引导。关系识别依

赖于在领域本体和词库中的知识，以及基于模式的分

类和词义辨析模块。除了抽取已经在领域本体中存在

的关系，该框架还可以通过模式匹配策略来发现词项

类型之间的新关系。

５　结　语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关系抽取理论和方法愈加完
善。从最初的手工编写模式和词典进行关系抽取，发

展到目前借助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和知识库等多种知识资源的综
合关系抽取，关系抽取的正确率和召回率在不断提高，

对不同领域的适应性也在不断加强。目前仍然存在一

些比较实际的问题阻碍了关系抽取在实际中的应用，

这包括已标引数据集的获取、关系模式的构建、共指消

解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关系抽取技

术必然会在增强检索系统功能、语义网标注、本体学习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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