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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名辨识研究进展*

摘要：作者重名现象将降低文献检索和网络检索的准确性，影响文献数据搜集质量，增加基于作

者个人层面分析评价的障碍。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人工辨识、数据库字段修正、基于机器学习的重

名辨识等多种方法来解决作者重名问题。文章总结作者重名辨识面临的问题，分析当前各辨识方法的

特点以及不足之处，指明作者重名辨识特别是中国作者重名辨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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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者重名现象将降低文献检索和网络检索的准确

性、影响文献数据搜集质量、增加基于作者个人层面

分析评价的障碍。Shiffrin和Borner认为作者重名辨识

工作是情报学、知识管理、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

等工作的基础[1]。有效的作者重名辨识可以在科技评

价、学术研究以及科研管理中广泛应用，如科研项目

管理者在立项、评审、管理等过程中寻找评审专家；

研究人员寻找某领域的学者信息；期刊编辑寻找审阅

论文和办刊、选题策划的专家；学术会议组织者寻找

主题发言学者；科研人员引进及招聘过程中核实应聘

对象所有的论文时都需要准确的作者信息。另外，人

名辨识结果还能建立引文网络（catation network）、合

作网络（collaboration）与作者个人名片档案（author 
profiles）等增值服务。

传统上，处理作者重名问题都是交给图书馆进行

人工的权威控制，但在网络普及、数字图书馆充斥的

今日，这套方法已经无法有效解决海量数据增长与人

工辨识效率偏低的矛盾。所以很有必要对现有各算法

来源数据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特征计算的方法和特征合

并方式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

与不足，为提高现有作者重名辨识算法的效率和辨识

结果的准确性提供支持。

2 作者重名辨识面临的问题

对于单一语言体系作者重名辨识问题来说，主要

面临以下问题：

（1）多个作者的名字完全相同。现实世界中，

多个人物共享一个人名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中国

共有290607人叫“张伟”；排在第二的是王伟，共有

281568人[2]。

（2）同一作者的论文在被检索到时，作者姓名可

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外文的多种拼写方式（姓氏

和名字的位置、全称和缩写），个人书写、印刷或者

数据库加工时的错误，用笔名发表论文等都会导致一

个作者的名字有多种形式。书写、印刷错误或数据加

工等机器容易识别的问题比较容易被检测出来[3]，因此

研究重点在于多种外文拼写或者缩写方式辨识问题。

（3）作者重名辨识所需的元数据不完全或者缺

失。理想状态下，我们有足够信息就可以准确识别每

一位作者，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重名现象时，

采取增加出生年月、性别、父母姓名、住址等信息即

可以进行区分[4]。但是，在大规模的文献索引数据库

中，由于记录信息的限制，我们无法为每篇论文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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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找到对应真实作者的元数据。

（4）海量信息导致重名辨识的困难。处理的论

文是海量信息，同时，姓名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数

据，不但数量十分庞大，难以完全列举，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命名实体产生。这些会导致已

经辨识的作者信息无法完全用于新产生作者的重名辨

识中。

在中国，我们进行文献检索和文献计量研究时，不

但要检索、分析一个作者的中文论文，还要检索、研究

该作者的外文论文，特别是SCI、EI、CPCI（原ISTP）三

大检索论文。在进行中国作者中英文重名辨识时，不但

面临以上4种问题，还将遇到更加困难的问题。

中国作者的英文姓名音译后重名现象更加严重，

如据我们统计，在504个百家姓中，翻译到英文时，

仅为229个，如俞、庾、于、余、虞、郁、余、禹等8
个姓氏都会译为“Yu”，而且我们由英文名字反推中

文名字时也无法选择确切的汉字。不仅如此，由于英

文姓氏和名字的形式一般与中国相反（英文是名前姓

后，中文是姓前名后），在姓氏和名字都是姓名用字

时，会导致英文的姓名出现更多重名现象，如两位中

文作者分别是苏成和程素，苏成和程素的英文姓名都

可以是Su Cheng，也都可以是Cheng Su。另外，由于

多数英文文献数据库采用“姓+名的首字母”的检索策

略，导致不同作者的姓名相近或相同时，出现重名现

象。而且，“三大检索”数据库中，EI仅提供第一作

者机构信息，SCI、ISTP仅提供通讯作者机构信息，其

余作者的机构信息要么不提供，要么不对应①，这也为

我们辨识重名增加了障碍。

3 作者重名辨识算法研究现状分析

作者重名辨识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学者的一个研究

热点，2011年3月14日，我们分别以“重名”和“name 
disambiguation（人名消岐）”在中、英文数据库中

检索，共得到76篇期刊论文，其中43篇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search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Libraries、Information Retrieval、Scientometrics等图书

情报期刊上，24篇发表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期刊

上，其余的9篇发表在专业领域期刊上。人名重名辨识

① 目前，SCI、ISTP数据库开始对应给出作者机构信息，作者全名，但是以前的数据并未回溯，所以仍然存在以上问题。

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网络搜索、文

献检索、数字图书馆及文献数据库（电子文档）、文

献计量及评价分析、本体论、自然语言处理及信息抽

取等。这些领域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

3.1 人工辨识

这种方法主要来源于传统图书馆对馆藏的权威控

制（authority control）[5]的思想，如DeRose等撷取特定

研究社群的数据库，将数据进行格式统一与人工比对

后建立自动辨识平台（DBLife）[6]。

3.2 基于作者互动的数据库字段修正辨

识方法

Guha R. V.和Garg A.[7]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反馈的

半自动化方式进行重名辨识，如请作者提供住址、联

系方式（E-mail、电话等）、所在机构等。Xia J. F.[8]

提出采用“作者姓名+机构名称+出版日期”综合标示

符和由作者添加其姓名的多种变体来进行重名辨识，

并提出在数据库中添加一个额外的字段来保存此类信

息。更有甚者，Dervos等人建立UAI_Sys系统，采用网

页式的登记服务并给予作者辨识码来进行重名辨识[9]，

该方法已经在一些文献数据库中得到应用，比如Web of 
Science的Researcher ID就是通过作者个人注册一个ID来

作为在数据库中的唯一标识。

3.3 基于机器学习的重名辨识

这种方法强调利用个体的所有特征，包括作者作

品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所计算、建立的知识，进一步

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依据与作者相对应的属性进行自

动分类和聚类。根据机器学习的方式可以将其分成两

大类：监督式与无监督式。

3.3.1 监督式机器学习

监督式机器学习需要依据训练数据集，由于可以

事先调整训练集，所以分类结果一般较好，但是要注

意训练集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并且要求多次学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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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辨识模型。在这方面，有许多学者做了开创性

的工作，如Han和Giles等提出利用朴素贝叶斯概率模型

和支持向量机两种分类算法利用合作者姓名、论文题

目和期刊或者会议名称等特征解决引文中的作者重名

辨识问题[10]。Torvik和Weeber等提出利用题目、期刊名

称、合作者姓名、学科分类、语言、作者机构和名字

的属性等特征自动建立训练集进行重名辨识[11]。Yin和
Han等结合两种互补性相似关系，并使用支持向量机来

标识这些关系之间的权重，自动产生训练集进行重名

辨识[12]。

3.3.2 无监督式机器学习

按照分类特征不同，我们可以把无监督式的机器

学习分为基于论文和基于论文以外信息两大类：

（1）基于论文

主要是采用论文内所提供的信息，包括期刊名

称、论文题目、合作者、作者单位、全文、E-mail、引

文等特征进行无监督式机器学习。如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的C. Lee Giles创立了CiteSeer全文数据库，Giles的
研究团队分别提出了利用合作者、论文题目和期刊名

称等特征解决引文中的作者重名辨识问题的K-way光
谱自动聚类法[13]和DBSCAN算法[14]。北京大学的王厚

峰和梅铮提出将作者姓名、论文题目、职业利用布尔

向量进行表示，特征向量用真实值表示，然后集成基

于布尔向量的启发式算法和基于特征向量的凝聚聚类

算法进行人名的重名辨识[15]。Culotta和McCallum提出

了M-H抽样器（Metropolis-Hastings sampler）提取论文

题目、作者E-mail、作者单位、期刊名称等特征进行

作者重名辨识[16]。McRae-Spencer和Shadbolt提出利用

自引、合作者、论文来源等特征在引文网络中识别作

者重名[17]。Song、Huang和Giles提出基于两种分层贝叶

斯文本模型——概率潜在语义分析（PLSA）和集合概

率算法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的主题模型，

利用全文的第一页内容产生作者的主题，以此进行凝

聚的层次聚类来进行作者重名辨识[18]。Bhattacharya和
Getoor提出了一种集体实体解析方法（collective entity 
resolution），一组论文的辨识结果会帮助另一组辨

识，如A名与B名同时出现在两篇论文，若确定两个A
不是同一个人，则会类推两个B是同个人的机率也不高

[19]。Soler提出利用作者姓名、E-mail、地址信息、论文

题名、关键词、研究领域、期刊名称和发表时间等进

行论文之间距离的度量，然后基于此进行聚类分析，

识别作者重名[20]。北京邮电大学吴斌等提出先属性匹

配，然后基于文献合作网络的结构解析的策略的适用

于中文文献索引数据的实体解析方法[21]。北京邮电大

学索利军和吴斌提出可以通过作者的科研合作网络辨

识作者重名现象[22]。清华大学王建勇团队提出基于图

的人名识别框架——GHOST[23]，该框架已经在中国人

民大学孟小峰教授创立的以作者为中心的面向计算机

领域的中文文献集成系统C-DBLP 系统中用于重名辨识
[24]。Kang和Na等提出合作者信息是最容易获得的在重

名辨识方面有影响力的指标，因此，提出了一种基于

网络辅助合作者信息的重名辨识算法[25]。华中科技大

学金海教授等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语义关联的重名辨识

方法——SAND，主要思想是利用名称实体的语义关联

进行聚类分析[26]。Zhu、Zhou和Fung提出基于术语驱动

的聚类方式进行作者重名辨识，首先建立模仿专家的

术语分类法，将之转换为图，然后用基于图的相似度

模型和基于图的随机游动模型进行聚类[27]。Ferreira A. 
A.和Goncalves M. A.等指出作者重名辨识是当前数字

图书馆面临的最困难问题之一，利用合著者姓名、

论文题目、期刊名称等信息构建了作者重名辨识综

合发生器（SyGAR）来进行作者重名辨识[28]。Tang 
L.和Walsh J. P等利用心理学的认知地图和网络分析

的近似等价结构技术，发展了基于同质性知识打分的

作者重名辨识算法[29]。Cota R. G.、Ferreira A. A.和
Nascimento C.等利用合著者姓名、论文题目、期刊名称

等信息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层次聚类方法来进行作者

重名辨识[30]。

（2）基于论文以外信息

Mann和Yarowsky提出利用作者传记中的特征的自

动聚类技术进行重名辨识[31]。Aswani和Bontcheva等提

出综合利用摘要、姓名、论文题目、合作者等信息和

网络数据挖掘来为重名辨识提供更多的证据[32]。清华

大学唐杰等提出采用分类器从网络中抽取相关文档，

利用条件随机场（CRF）算法处理作者的相关文档，

构建其社会网络，然后利用基于制约的概率模型进行

重名辨识[33]。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Yang和Peng等提

出基于研究主题特征和网页共现特征的聚类算法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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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据库中的作者重名问题[34]。清华大学王建勇团

队提出网络搜索中人名重名辨识算法——GRAPE，利

用姓名、机构、E-mail等特征进行基于图的无监督学习

的自动聚类并对结果进行评价[35]。由于重名的不同人

物所属的社会网络具有区分性，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构

建社会网络来进行作者重名辨识，如Byung-Won提出将

作者重名问题进行可视化表达，并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SNA，Social Network Analysis）进行处理[36]。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郎君等利用检索结果中共现的人名发现

并拓展检索人物相关的潜在社会网络，结合图的谱分

割算法和模块度指标进行社会网络的自动聚类，在此

基础上实现人名检索结果的重名辨识[37]。Levin F. H.和
Heuser C. A.研究了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集成到传统的

作者重名辨识过程，并用真实数据验证了利用社会网

络分析可以提高辨识的准确性[38]。

3.4 其他方法

另外，还有些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

借鉴，如Culotta等提出利用总体约束（aggregate 
constraints）方式帮助判别，如任一作者在某特定的一

年中不可能发表超过30篇论文、只会有2个以下E-mail
与服务机构等[39]。Churches等提出基于隐蔽式马尔科

夫链的记录连结模型，选取电话号码、生日、性别、

通信地址等唯一性特征处理姓名的变异与地址的标准

化，该研究丰富了相似性测量的方法[40]。

4 当前主要研究模式的特点与瓶颈分
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作者重名辨识算

法主要可以分为人工辨识、数据库字段修正、基于机

器学习的辨识以及其他4类。

人工辨识相对可靠，但是效率偏低，已经无法满

足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由于人为差异会造成

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如Smalheiser和Torvik随机选取了

MEDLINE中的100名作者和他们的一篇论文，利用可

以获取的所有信息用人工辨识，结果发现两位辨识者

对1/3的论文有不同意见[41]。另外，在面对大量与自己

重名的论文时，作者本人也可能弄错自己的论文。

基于作者互动的数据库字段修正辨识方法是人们

在进行重名辨识时首先会想到的方法，技术上也容易

实现，但是，这种机制却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

只有数据库厂商才有可能实现；其次依赖于作者的

参与，但是这个机制却不太可行，我们无法激励作者

们自愿、主动、正确无误、周期性地去更新其信息，

Garfield E.指出很难说服每位作者发表论文时提供完

整的姓名，如中间姓（middle initial）等[42]，况且是

要花费时间维护自己的信息呢。Torvik和Smalheiser指
出，MEDLINE中有46%的作者只发表一篇论文[43]，

要这些人参与这类型计划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通常

不觉得参与其中会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另外，理想

上，这种人名ID数据库的服务范围应该是扩及所有

国家、任何语言、各个学科以及不同的数据类型。随

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或服务单位建立这些ID后，每个

作者拥有多个ID，使得这种ID的人名辨识价值也随

之降低[44]。

作者重名辨识问题实质上是将同名作者的论文进

行分类或者聚类。所以基于机器学习实现作者重名的

自动识别，是当前研究中主要方向。基于机器学习的

重名辨识离不开训练数据集、特征、特征选择与合并

和结果评估。

监督式学习需要依据训练数据集，训练数据集是

产出预测模型的重要因素，可以自动产生，也可以人

工编制。由于可以事先调整训练集，所以分类结果一

般较好，但是要注意训练集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并且

要求多次学习，不断更新辨识模型。另外，监督式学

习一般会将数据集分成一块一块的区块，这样可以仅

处理同名数据集，减少计算与比对的时间。

特征可以通过计算字符串间的距离、地理上的

距离、对应实体属性之间的距离得到，在计算距离时

又可以用不同的权重计算方式得到，所以导致基于机

器学习的重名辨识方法复杂多样，精彩纷呈。特征

选择是基于机器学习的重名辨识方法的核心，一般

来说，特征越多越好，过少的特征会造成低的查全

率。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并不会只采单一的

特征，因此特征合并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征合并主要

解决将所有特征分数转为单一权重值（应确保特征间

的独立性），以便比较与计算两两纪录之间的相似程

度问题。

另外，在选择无监督学习的方法时，要注意一些

方法会使用低复杂度的数据集，或只给出事先规划的

相应参数的结果，其实际效率不是很高，要注意区分

高效率是算法带来的还是其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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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作者重名辨识技术，

但是随数据库的规模、作者姓名的复杂性、数据库的

格式、论文语言等要素的变化而影响特定技术的识别

能力和效果，特别是有些方法还需要一些私密信息。

因此目前尚未有一以贯之的典型辨识方法，急需发展

一个基于各数据通用信息的作者重名辨识方法。

随着数据量的急速增长，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是

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急需在现有算法基础上发

展高效率、高准确率的作者重名辨识方法。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新的文献不仅有纸版期刊

和图书出版，电子版的期刊图书也越来越多，特别是

一些开放存取的论文仅在网络上发表。对于电子版论

文、图书作者的重名辨识需要发展在线辨识研究，目

前该领域尚未见到有关的论文。

另外，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当前对作者重名辨识

的研究一般都是基于单一数据库、单一语言进行的。

在科技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科技合作、海外留学人

员归国、国际访问学者交流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中

国作者同时发表中文、外文论文，并且在将来这一现

象会更加突出。这样导致中国作者论文数据来源形式

多样、发表论文的语言多种，数据较为复杂。集成

中、英文论文作者重名辨识技术的研究将是中国作者

重名辨识发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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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Author Name Disambig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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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name variations, an author may have multiple names and multiple authors may share the same name. Name disambiguation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document retrieval, web search, database integration, and may cause improper attribution to author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whole problem, analyses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disambiguation methods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name disambigu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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