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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主题词表及其应用研究*

摘要：对多语言信息进行语义层面的精确描述，为用户提供准确的跨语言信息资源，是当前多语言信息服

务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多语言主题词表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工具资源之一。文章首先介绍了国

外三个常用多语言主题词表，然后对多语言主题词表在多语言信息自动标引和多语言信息检索两个领域中的

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多语言主题词表在多语言信息服务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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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摆脱地域限制进

行交流，但随着网络上不同语言信息资源的日益增加，人

们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如何利用多语言信息的问题，迫切

需要能够适用于多语言信息处理的相关工具、方法和

技术。为用户提供具有丰富语义信息的多语种信息资源

成为当前多语言信息服务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多语言

主题词表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资源之一。

主题词表由词及词间相互关系组成，能反映各学科

领域主题词间的语义关系，是结构化的概念集合，在信

息资源的描述、组织和检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多语言

主题词表在普通主题词表的术语及关系中，加入了不同

语种的映射。这使得它成为多语言信息组织和检索的重

要工具，而且作为多语种的语义词典，其在语义网、跨

语言知识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对国外多语主题词表及其应用现状进行了初

步的研究，首先介绍了三个常见的多语主题词表，然后

对多语主题词表在多语言自动标引和跨语言信息检索

两方面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探讨，说明多语主题词表在多

语言信息服务中的应用价值。

2 国外常用多语主题词表

国外非常重视多语主题词表的研究与应用，已有

大量实用的多语主题词表，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三个常

见的多语主题词表。

2.1 EuroVoc

EuroVoc[1]，即欧盟主题词表，是欧洲议会、欧盟委

员会和欧盟出版局于1982年开始开发的多语言、多领域

主题词表，其目标是为信息管理和传播服务提供一个

一致的标引工具，实现对文档资源的有效管理，帮助用

户进行基于受控词的文档检索。最新版本的EuroVoc于
2012年年底发布，涉及25个语言版本（包括22个欧盟语

种），包含英文叙词6883个，非叙词8348个，涵盖政治、

经济、金融、科学、运输等21个领域。从2000年底起，

普通用户可以通过EuroVoc的官网来浏览和查询其最

新版本，也可以按领域或者字母顺序下载PDF版本的

Eu roVoc，或者下载不同语种的主题词对应的excel
文件。EuroVoc主题词表在欧洲的应用范围比较广，

包括EU R-L ex（ht t p: //eu r- lex .eu ropa .eu /）、EU 
Bookshop （http://bookshop.europa.eu/）、欧洲议

会、欧盟多个组织和机构、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议

会和政府部门等。

2.2 AGROVOC

AGROVOC[2]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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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个常用的多语主题词表

EUR-Lex、EU Bookshop、欧洲议

会、多个国会图书馆（意大利、西

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等

AGRIS、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美国）、Canadian Agriculture 

Library等

MEDLINE、PubMed、

DDRT（瑞典）、

OMNI（英国）等

主题领域 规  模 版权机构 应  用

欧盟

联合国粮农组织

美国国立医学

图书馆

语  种语  种

25

22

21

英文叙词6883个，非叙词8348个

（4.4版）

32188个概念

626211个术语（2013版）

26853个概念，对应213815个术语；

83个副主题词；209420个补充概

念，对应510687个术语 （截至2012

年9月4日）

综合

农业

医学综合

EuroVoc

AGORVOC

MeSH

于上世纪80年代开发的农业多语言主题词表。但是它

的领域不仅仅限于农业，还覆盖了食品、农业、渔业、

林业、环境等诸多领域。目前AGROVOC有22个语种版

本，包含30000多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多语种叙词

表，AGROVOC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信息资源的组织

和检索，世界三大农业数据库之一的AGRIS数据库就

是利用AGROVOC进行信息组织的。为了方便用户使

用，FAO官网免费提供最新版本的AGROVOC浏览、

搜索和下载服务，下载的格式包括MySQL、Microsoft 
Access、XML、OWL等。同时为了鼓励农业信息管理

系统开发人员将AGROVOC应用到他们的系统中，FAO
还提供AGROVOC的在线服务，免去了用户必需经常进

行下载的不便，也保证使用最新版的词表。

2.3 MeSH

MeSH[3]（Medical Subject Headings，医学主题词

表）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编制的、生物医学

领域广泛使用的最为权威的大型综合性主题词表，其

目前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0多个语种。MeSH
于1960年首次出版，此后NLM每周都会进行更新，每

年都发布新版本的MeSH。自2007年起，NLM停止了印

刷版MeSH的出版。用户可以从NLM的网站上下载英

文版的MeSH的主题词、副主题词、补充概念及树结构

等，下载形式有XML、ASCII、MARC等。

MeSH Browser [4]是网络版MeSH检索系统，能

够帮助用户查找主题词、副主题词和补充概念等，查

看完整MeSH记录，显示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方

便对MeSH的翻译，N LM开发了MeSH翻译维护系

统MT MS，实现对翻译结果的持续更新，同时追踪

MeSH每年的更新，以便及时对其他语种版本的MeSH
作出修改[5]。

表1对上文所述的三个多语主题词表进行了概括。

除了上述列举的三个主题词表外，国外还有大量

的多语言主题词表，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的

英、法、俄、西班牙语UNESCO主题词表，欧盟教育领

域英、法、德语主题词表EUDISED，欧洲文化遗产网

（European Heritage Network）开发的文化领域多语

叙词表HEREIN，欧洲环境总署开发的近13个语种的

环境领域主题词表GEMET等。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

表LCSH也被法、德、希腊、匈牙利、波兰等多个国家以

翻译、与本国现有主题词表映射等多种方式形成多语

主题词表，应用到不同信息服务系统中。相比起来，国

内的多语言主题词表研究较为滞后，为了能够更好地利

用多语言信息资源，开展对多语言主题词表的研究是非

常必要的。

3 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多语言自动赋词
标引

多语主题词表能够克服语种的限制，将不同语种

的文档纳入到统一的知识系统，揭示它们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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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语言文档集合的有序化。传统的基于主题词表

的信息资源标引主要是依靠手工进行，费时费力。为了

克服人工标引效率偏低且不能满足一致性要求的缺

陷，学者们开始研究自动标引技术。基于多语主题词表

的自动赋词标引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于语言分析

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及混合方法。下面将对这三种

方法进行介绍。

3.1 基于语言分析的方法

多语言自动赋词标引的对象是不同语种的自然语

言文档，因此人们便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多语文档

的自动标引。基于语言分析的多语言自动标引方法主要

利用词形还原[6]、复合词分解[7]、去除停用词、短语/组
块识别[8]等方法分别对待标引的文档和主题词表中的

叙词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文档中的词汇和主题词表

中叙词进行机械匹配，为文档赋予标引词。

主题词表中的词汇为受控词汇，通常会与文档中的

自然语言词汇有很大的形态差异，利用各种语言学方

法可以很好地弥补两者间的差异。但是，此方法没有考

虑文档和主题词表中叙词的语义关联性，生成的标引

词通常都在文档中出现过，仅仅是词形上同主题词表中

的术语有所不同。在大多数研究中，此种方法都作为对

文档的预处理手段，结合其他统计或机器学习方法来

提高自动标引的准确率。

3.2 基于统计的方法

作为信息组织的重要工具，主题词表广泛应用于

各种文献资源的标引，积累了大量的人工标引的多语种

文献资源。基于统计的多语自动赋词标引方法分析现

有的已经标引好的文档资源，从中获取标引模型并将其

应用于新的文档的自动标引。标引模型的获取可以通

过简单的统计算法。例如，文献[9]中利用人工标引的文

档，通过log-like计算获取每个叙词的相关词，然后通

过统计TF、DF、文档的标引词个数、叙词在训练语料中

出现的频率等参数，计算叙词和相关词的关联度，从而

得到标引模型。在标引阶段，对于每个待标引文档，依

据相同的方法获取候选标引词及其权重，然后计算文

档的候选标引词向量和每个叙词的相关词向量的相似

度，相似度较高的叙词即可作为最终标引结果。此方法

受训练语料规模的影响，语料规模较小时，某些叙词始

终没有作为标引词出现在文档集中，无法获取其特征向

量，从而影响自动标引的结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算法也越来

越多地应用到多语自动标引中，例如文献[10]和文献

[11]中分别利用贝叶斯网络和SVM算法建立自动标引

模型，取得了较好的自动标引结果。机器学习算法的应

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动标引的准确率，但还是存

在着数据稀疏和关键词漏标等问题。总体来说，基于统

计的多语自动标引方法不受语种的限制，不必针对不同

语种的文档确定不同标引方法，非常适合多语种文档的

自动赋词标引。

3.3 混合方法

混合方法也即将语言学知识和统计特征结合起来

进行多语言文档自动赋词标引的方法。尽管基于统计的

多语自动标引方法能够不受语种限制，但是正如上文

所述，多语主题词表中的受控词汇和文档中的自然语言

词汇存在着很大差异，语言分析是多语言自动标引不可

缺少的步骤。Bruno Pouliquen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了

对语言分析的重要性：通过使用词形还原、多词短语标

注和去除停用词三种方法，英语的自动标引准确率由

45.6%上升到50%，西班牙语的准确率则由40.3%上升

到了46.2%[9]。因此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采用先用

语言分析方法处理文本获取候选标引词，再利用统计

模型确定标引词的多语言自动标引模式。

国外已有很多实用的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多语言

自动赋词标引工具，表2中列举了三个典型的基于多语

主题词表的多语言自动标引工具并对它们进行了简单

的介绍。

3.4 面临的问题

尽管多语言自动赋词标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是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没有充分利用主题词表中丰富的语义关系。

相比于普通的词表，主题词表的最大特点就是蕴含了大

量的概念间的等同、等级和相关关系。常见的主题词表

词间关系的利用方式是从文档中选取候选标引词时将

候选标引词扩展到其所有相关词[11,15]，文献[16]中利用

贝叶斯网络对EuroVoc主题词表中的概念及概念间关系

进行建模，利用概率推理算法为文档进行赋词标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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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多语言自动赋词标引工具

利用统计机器学习算法从已标引好的文档集中学习多标签分类

规则

识别文档中所有的Agrotags词（Agrotags为AgroVoc的子集）并

利用统计算法计算其作为标引词的概率

利用朴素贝叶斯等算法从已标引的文档集中学习关键词抽取策

略并应用于新的文档标引

EuroVoc

AGROVOC

任意多语主题词表

JRC（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IITK（印度Kanpur技术研究所）、

FAO、ICRISAT、MIMOS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JEX[12]

Agrotagger[13]

KEA[14]

主要技术特点名  称 开发机构
针对的多语主题

词表

语自动标引的目标不仅是要揭示文档的主题内容，更为

重要的是确定不同语种间文档的相互关系，因此需要

充分地利用主题词表提供的丰富语义关系来提高自动

赋词标引的准确率。

（2）自动赋词标引的准确率不高：虽然自动标引

技术多种多样，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小规模试验的效果

较好，大规模应用的标引质量还是不高。因此目前自动

赋词标引技术一般用来辅助进行人工标引，帮助提高

人工标引的速度，克服人工标引一致性较差、随意性较

大等缺点。正如Lancaster等人所说，自动标引技术距

离完全实际应用仍有很长的距离，只有机器具有足够智

能，才能完全替代人类完成这一工作[17]。

（3）自动赋词标引的评价问题：传统的自动标引

评价是对照人工标引结果判别或者由专家打分，这种

方法主观性大，成本也比较高。人工标引和自动标引的

特点不同，自动标引中专注于文档中的词汇描述，一般

给出的标引词都比较具体，而人工标引中，考虑到用户

的使用习惯，通常都会使用比较概括的词作为标引词
[18]。鉴于人工标引与自动标引的不同特点，构建一个适

用于自动赋词标引的评价模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

工作。

4 多语主题词表在多语言信息检索中的
应用

多语言信息检索是利用一种语言的查询式检索多

种语言文档集合的技术，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将不同语种的查询式和文档进行匹配。多语主题词表

刻画了不同语言中对应的领域知识，从而更好地解决

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之间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语义损失

和曲解等问题，有效地理解用户的查询意图，获得预期

的检索结果。在早期的多语言信息检索研究中，基于多

语主题词表的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目前大多数实用

的多语言信息检索系统也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多语主

题词表，表3列举了三个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多语言信

息检索项目。

多语主题词表在多语信息检索中应用机制主要有

三种：

（1）在查询翻译过程中，利用主题词表概念、概

念间关系等信息进行的语义层面的翻译，克服由于缺

乏语境造成的查询翻译不准确问题，实现查询翻译消

歧；

（2）在查询式翻译前或者后，利用多语主题词表

中的上下位、相关关系等对用户提交的查询式或者查

询式的翻译结果进行扩展；

（3）对文档建立基于概念的索引，通过语义分析

得到揭示文本内容的标引词，过滤文本存在的语义歧

义，提高检索的准确率。

第三种应用机制就是利用多语主题词表对文档进

行标引，上文已有详细介绍，下面我们将对多语主题词

表在查询翻译和查询扩展中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

4.1 多语主题词表与查询翻译

主题词表在查询翻译中的应用有很长的历史。

1970年Salton进行的第一次跨语言信息检索实验使用

的翻译资源就是多语言主题词表[19]。多语主题词表提

供了不同语种的主题词之间的相互对照关系，还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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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个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多语信息检索项目

利用UMLS等语义资源对查询式和文档进行语义标注，

以语义标注结果为媒介，对不同语种的查询式和文档

进行匹配

利用EUROVOC对用户输入查询式进行控制，实现多语

言受控检索

支持多语主题词表的构建、在线维护和更新，基于

LAURIN Thesaurus的多语标引、受控检索

德语、英语

英语、希腊语、

西班牙语 

英、法、德、意

大利、挪威、西

班牙、瑞典语

CMU、DFKI、Stanford、

Eurospider 、XERO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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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Rom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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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表的应用机制
使用的多语
主题词表

项目名称 研发机构 支持语种

UMLS

EUROVOC

LAURIN Thesaurus

主题词结构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信息，可以应用于

对查询式进行翻译和翻译消歧。

将多语主题词表作为查询翻译资源使用的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主题词表中的

受控词汇和用户查询式的自然语言词汇进行匹配。有些

多语主题词表本身就蕴含了大量的概念和词汇间的映射

关系，可直接应用到查询翻译过程中。例如，UMLS超
级叙词表采用概念-术语-词串三级结构模式，将一个

概念的不同术语连同术语的多个变异词串有序地组织

到一起，David Eichmann等人[20]就利用UMLS的这种

结构模式对查询式进行翻译。对于没有提供词汇和概

念间映射关系的主题词表，可以采用将查询式中的词

汇映射到主题词表的概念的方式进行查询翻译。Julio 
Gonzalo等人[21]采用词形标注、短语识别、语义距离计

算等方法将查询式映射到EuroWordNet的中间语索

引（InterLingual Index）中，实现概念层面的查询式

翻译。

查询翻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歧义问题。

自然语言中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用

户查询式的长度通常都很短，要准确判断词的含义就

很困难。主题词表中包含的丰富概念和概念间关系信

息为消除歧义提供了很好的语境信息。Yarowsky[22]提

出了一种利用Roget词表中每个义类中所有词的上下文

信息确定一个多义词义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对英语中

l2个多义词进行义项标注，平均准确率达92%。Ahmad 
M. Hasnah等人[23]利用多语主题词表中的同义词和相关

词，对基于双语词典的查询式的翻译结果进行消歧。作

为一种重要的语义资源，主题词表在词义消歧方面有

着很重要的作用。

多语主题词表应用到查询翻译中，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其覆盖度问题。主题词表一般都是面向某个特殊

的领域，提供的翻译信息也仅限于此领域。但是用户输

入的查询式中的词汇不可能全部都是该领域中的词，

仅仅利用领域主题词表无法取得很好的翻译。可以采

用将特定领域主题词表和通用领域的主题词表相结合

的方法[24]，或利用其他领域平行或可比语料库弥补现

有主题词表覆盖度不够全面的问题[21,25]。

4.2 多语主题词表与跨语言查询扩展

跨语言查询扩展按照查询扩展发生在跨语言信

息检索过程中的先后顺序不同可以分为翻译前查询扩

展、翻译后查询扩展以及两者的结合。跨语言查询扩展

和单语言查询扩展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将单语言

查询扩展的方法运用到跨语言信息检索过程的不同步

骤，本质还是单语言查询扩展原理。单语言查询扩展方

法分为两种：基于全局分析和基于局部分析方法，其中

基于全局分析的方法通常就利用主题词表、同义词词

典等工具进行查询扩展，因此多语主题词表也经常用

于跨语言查询扩展中。

利用多语主题词表进行跨语言查询扩展，最简单

的方式是利用主题词表的层次结构，直接将主题词表

中与查询式相关的主题词的同义词、上位词、下位词

或相关词信息自动添加到原始查询式或者翻译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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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也可通过查询词建议的形式由用户选择相关词进

行更为精确的查询扩展。在向查询式或者翻译结果中

添加扩展词汇时，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方法计算添加的

词汇与查询式或者翻译结果的关联度，通过为不同扩

展词设定不同权重的方式来减少某些弱相关词汇对检

索结果的影响[27]。

跨语言查询扩展受到诸如翻译资源类型、翻译资

源质量、语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实验中，查

询扩展对最终检索结果的提高的效果不一致[28]，因此

在查询扩展中需要慎重添加扩展词。作为一个辅助工

具资源主题词表可以用来对传统方法获取的查询扩展

词进行过滤。文献[29]利用目标语语料库进行翻译后的

查询扩展时，利用双语词典将得到的用于查询扩展的

目标语词汇转换为源语言，然后将其与源语言查询式

在WordNet中的定义进行比较，从而剔除不相关的扩

展词。Fredric C. Gey[26]等人基于传统的伪相关反馈策

略，利用英语查询式搜索英文文档集合并从中提取前

30篇相关文档的标引词，按标引词出现的文档数选取

并添加到翻译后的查询式中。

上文介绍了多语主题词表在自动查询翻译和跨语

言查询扩展中的应用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多语主题

词表主要用于交互式的跨语言信息检索中，辅助用户

进行查询式的构建和翻译、主题词表的浏览、查询扩展

等，并出现了很多可嵌入到现有信息检索系统的交互界

面[30,31]。基于多语主题词表的信息检索效率高，但是由

于主题词表不能及时反映新事物的发展，概念数量有

限、结构复杂，不易为非专业人员掌握，所以在实际的

检索系统中很少为普通的用户所使用，消耗大量的人力

物力对信息进行的标引和组织的结果在检索过程中的

价值没有得到体现，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未来研究人

员应该更多考虑如何辅助普通用户更好利用多语主题

词表，更好地满足多语言信息需求。

5 结语

随着不同语种网络信息的迅速增加，将数量庞大

的资源关联起来并为用户提供服务成为多语言信息服

务亟待解决的问题。多语主题词表以词汇规范控制为

基础，采用概念和概念关系表示多语言知识的内在关

联，语义颗粒度精细、规范，提供语义扩展机制，便于

对资源进行语义层面的精细化描述和精确检索。国外

关于多语主题词表的构建和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

重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有很好的成果，相比起

来，国内对多语主题词表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加强

多语主题词表的相关技术研究，实现信息资源的语义

化和多语言化标注，为用户提供具有丰富语义的、准

确的跨语言信息资源，才能真正达到多语言信息服务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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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lingual Thesaurus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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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an important problem for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service to describe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precisely on semantic level and to provide accurate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ultilingual thesaurus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tool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paper, three common used multilingual 
thesauruses are introduced firstly and then the problem about how multilingual thesaurus can be used in multilingual automatic indexing and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is analyzed. All of these show that multilingual thesaurus is a valuable tool in the area of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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