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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探索*

摘要：以实体名称规范为主题，阐明其中两种类型的任务：一个实体多个名称的实体共指消解问题和一个

名称指代不同实体的实体歧义问题；针对这两类任务，综合分析相关研究成果，重点介绍现今解决实体名称规

范的典型思路与方法，以及推动实体名称规范研究的重要项目与评测会议；结合当前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分

析探讨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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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人经常会给予同一事物不同的

名称或描述。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资源越来

越多，这类事物的名称也越来越多样化，这给计算机的

自动理解和计算带来很大挑战。为支撑相应的文本处

理任务，如机器翻译、信息检索、数据挖掘等，将这些

名称、描述与其对应的事物对应起来，并从中选择一种

规范的表达作为不同名称或描述之间的核心关联非常

必要，由此产生了实体名称规范这一概念。

从主题角度而言，与实体名称规范密切相关的

研究主题包括实体名称共指消解、缩略语识别、实

体名称消歧等，其对应的英文名称为“Named Entity 
Disambiguation，Abbreviation Reorganization，Co-
reference Resolution，Named Entity Normalization”
等。从任务角度而言，实体名称规范包括两种类型的

任务：（1）一个实体有多种名称的实体共指问题。该问

题既包括代词的共指消解，如“he”“she”等人称代

词实际指称对象的查找，也包括名词性称呼的消解，

如“44th Present of US”“Barack Obama”“Present 
Obama”等可能均指代同一个人，这就需要明确这些

实体名称是否确定指代同一个实体概念。（2）一个名

称可能指代不同实体的实体歧义问题[1]。实体由于一个

词义的表达方法（从含义的有限集合枚举到基于规则

的新含义的产生）、含义列表的细粒度（从细微的区别

到反义词）、面向领域的与非严格定义的自然文本等原

因，往往会出现一个实体名称可以对应到多个命名实

体概念上的问题，比如“Washington”既可能指代华盛

顿州，也可能指代美国第一任总统。对此就需要明确这

些实体名称具体是什么概念。

本文以实体名称规范为主题，重点介绍当前解决

实体名称规范的典型思路与方法，以及推动实体名称

规范研究的重要项目与评测会议，并结合当前研究中仍

存在的问题，分析探讨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趋势。

2 实体名称规范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实体名称规范是一个以计算的方式自动辨析词语

在上下文中的真实含义的过程[2]，与常规的词义消歧任

务（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有很多相似之处，但

由于命名实体概念列表的缺乏、实体名称指称形式更

为多样（全称、缩略语、别称、代词、简称、不同语系的

拼写差异-英美语系等）等问题的存在，实体名称规范

的任务更加复杂。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其中需要涉及很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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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知识，不仅需要语言学方面的常用知识，如浅层的词

汇、语法、句法等的分析，还需要用到很多语义及其背

景知识信息。本文对当前的一些主要研究进行梳理，提

炼出三种主流的方法思路，具体阐述如下。

2.1 基于Web对象属性信息的实体名称规范

研究

Web页面中往往嵌入了各种各样的对象，如人、产

品、组织机构等实体名称。从Web页中抽取并集成这些

对象，可以实现功能强大的对象层内容揭示。此类方法

的优势在于其来源数据的特殊性，这些来源于Web网
页的资源在获取其属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从而

为基于属性模板的共指消解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

Nie等认为，Web对象是描述某一Web信息的数据

单元，通常可以看作与应用领域相关的概念 [3]。一个

Web对象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属性表示，如A={a1, a2,…, 
am}。对象的属性集可根据领域的需要预先设置。在实

际研究中，Nie等将Web上一系列有一定结构的相同条

目（如产品列表、服务列表等）称为数据记录，首先从

数据源中抽取出与领域相关的数据记录，形成对象记

录级别的标识；其次，进行对象属性级别（at t r ibute-
level）的抽取，这一过程主要是对上一步抽取出的数据

记录进行分析，将数据记录中的不同部分标识成为不

同的属性，并且从多个来源的记录中，实现同一对象不

同属性值的获取；最后，依据所获取的属性值来实现对

象的融合[4]。

尽管该类方法实现的便利性和准确习惯都较高，但

该类方法也有较大限制，对于来源数据的格式限制较

多，仅适用于少量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描述实体的网页。

2.2 基于大规模知识库的实体名称规范研究

实体消歧的关键问题是测度实体名称出现的相似

度，传统的测度方法是利用BOW（bag-of-word）模型，

但它忽略了语义关系。随着网络上结构化、半结构化知

识库的出现，为弥补以往方法的不足，不少学者提出利

用如Wikipedia[5]、Yago[6]等资源库构建大规模的知识

库，基于这些知识库提供的背景知识来提升实体名称

规范的效果，这也是当前实体名称规范研究中的核心内

容之一。

Wikipedia由于覆盖概念多，每篇文章中都包含一

个实体或一个概念的信息，具有丰富的语义信息且内

容时时更新等特点，往往成为研究者们在开展此类研

究或构建其他大规模知识库时的首选。Fader等介绍了

GROUNDER系统，通过利用Wikipedia上用户贡献的

信息和新的消歧模型，有效利用先验信息，组合先验信

息和语境信息以提高消歧精度[7]。Nguyen等将文本提

到的实体映射到Wikipedia中正确的实体，在基于候选

实体统计秩序模型基础上，证明Wikipedia和文本的功

能组合是消歧的最好选择[8]。Ploch等将实体名称消歧

看作将文本中的实体提及与预定义在知识库中的指称

词相关联的任务，他们在研究中通过挖掘共现的实体间

在Wikipedia里的关联关系，通过实体共现与歧义形式

的关系推导出可用于分类候选实体的功能范围，并将消

歧功能进行组合，利用SVM分类器得到有效结果[9]。

但是由于Wikipedia在数据的准确性、概念结构

的表达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不少研究者又将眼光

转向了近年来的热门知识库之一LOD（Linked Open 
Data），经过人工筛选、组织过的LOD在准确性和关联

表达方面具备更强的知识处理优势。Damljanovic等认

为Linked Data是扩充已可用语境的有效资源，并将先

进的命名实体工具与基于Linked Data相似度测度方法

进行结合，证明该方法能提高Wikipedia消歧精度[10]。

Nebhi等采用FreeBase和句法分析结合的方式完成词

义消歧的任务，试验显示了消歧效果的提升[11]。

除LOD外，各种语义层级关联更为丰富的本体也

是研究者们探索实体名称规范的重要知识库。Saggion
等基于欧盟的MUSING（MUlti-industry，Semantic-
based next generation business INtelliGence，基于语

义的下一代多产业商业情报）平台，在跨数据源的知识

单元获取与集成任务方面作出了一定探索，整个研究过

程分为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和跨数据源对象集成两部

分。其中由领域专家构建的商业本体是系统的首要特

征，包含商业领域的类层次结构、关系和属性。在对每

一篇文档进行标注后，获取各标注对象所在的文档和

描述内容部分，计算其相似度，实现多数据源中同一个

标识对象的聚类，从而实现命名实体的规范[12]。Han等
综合利用WordNet、Wikipedia、网页信息等多种知识

源挖掘实体指称项的上下文语义信息，并提出基于图的

知识表示模型，将异构语义信息融合在统一的基于图

的知识表示框架下，以此为基础挖掘概念之间的潜在

语义关联，从而同时集成来自于不同知识源的语义知

识，有效提升实体名称规范的效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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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社会网络的实体名称规范研究

随着搜索引擎和社会网络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

利用人物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网络，进而实现相应的实体

消解也逐渐成为目前的关键思路之一，主要应用于人名

消歧，通常是先使用谱聚类对社会网络中的人名聚类，

然后根据不同社会网络边权值和不同图划分准则对人

名消歧效果的影响，引入模块度阈值作为社会网络划分

的停止条件[14]。

在基于社会网络的实体名称规范方面，Bekkerman
等提出了一种非监督的框架来解决检索某个特定人物

时返回大量无关人员页面的问题。其中两个关键内容

包括网页间的链接关系与Agglomerative重复聚类。在

该方法中，网页间的链接关系即主要用于构建人物的社

会网络[15]。郎君等依据同名的不同人物具有不同社会

网络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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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在人工标注的中文人名

语料上进行实验，整体性能达到较好水平，图聚类算法

能帮助连通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划分，从而提高消解效

果[16]。PABICO针对社交网络中的实体名称歧义问题，

提出采用图-字图的方式来确定不同实体的相似性，从

而解决实体名称的歧义[17]。

3 实体名称规范相关的重要项目及评测
会议

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离不开重大项目、国际评测

会议的推动发展，本文对这些重点内容进行梳理。

3.1 国内外主要的实体名称规范项目

（1）英国国家档案馆TNA-Search项目[18]

英国国家档案馆TNA（the National Archives，作
为Government Web Archive Project中的一部分，主旨

在于如何用简单直观的机制，提高TNA中与政府网站

相关的记录的开放利用度）是大规模实体名称规范的

代表性项目。为解决项目中的实体名称规范问题，TNA-
Search项目主要利用GATE，联合了FactForge和SKB
（Semantic Knowledge Base）Ontology，构建了大规

模的语义仓储库（Large Knowledge Base，LKB），通

过仓储库所提供的详细的对象描述等背景信息，计算

实现实体名称的规范。

具体而言，该项目基于LKB直接将文档中的实体与

各种不同的本体建立关联，或者通过其中的实例，或者

通过概念。LKB使用一系列SPARQL查询集合的配置

文件到SKB中检索。标注的实体与SKB中的实例关联

是通过两个互补的途径完成：通过LKB词典找到一个

匹配时，SKB中类与实例信息被添加到文本中的相关实

体上；文本中的实体与SKB中的类或实体没有直接关

联时，通过共指的方式实现关联。即如果文本中某段提

及在上述过程中已经与SKB建立关联时，该实体所有共

指提及均可通过TNA Instance Generator自动获得相同

类和实例信息。在进行规范标注时，项目将一篇文档中

同一个实体的不同表达关联在一起，同时还添加通过

semantic tagger发现的标注间的特征关系。通过这种

规范标注方式，TNA-Search实现了人物、地理名称、机

构、时间等11种命名实体的自动标注与规范。

（2）OKKAM[19]

OKKAM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第七框架项目（FP7）
下的一个大规模集成项目，其基本理念是根据14世纪的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提倡如果没有

必要则不增加实体的标识符。OKKAM为内容创建者、

编辑和开发人员等提供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称为

实体命名系统（Entity Name System，ENS），该系统包

含一种基于特征的实例匹配方法FBEM，通过集成两

个实例标识符的多种不同特征属性及其属性值之间的

相似度，识别出可能的对象共指。例如，FBEM使用了

基于Levenstein编辑距离的方法来比较实例标识符的

本地名。

（3）国内典型的项目

共指消解和实体消歧是文本处理中的重要任务，

对于提高信息检索的效率、深度文本挖掘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国内目前在此方面也有不少相关的研究项目

在开展。比较典型的有清华大学的RiMOM[20]和南京大

学的ObjectCoref[21]。

RiMOM是清华大学研发的一种集成多种本体匹

配方法的多策略本体匹配系统，其中也包含多种实例匹

配方法。针对实例匹配，RiMOM将每个实例所含信息

分为六类：URL、元信息、名称、字符串类型信息、非字

符串类型信息和邻居信息。通过基于编辑距离的方法

和向量空间模型，计算实例所含各种信息之间的相似

度，并使用元信息和非字符串类型信息进一步过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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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多种策略将各种相似度集成起来用于发现对象

共指。

与RiMOM不同，南京大学的ObjectCoref基于语

义Web搜索系统Falcons提供的数据集，目前已经包含

超过7 300万个实例标识符。ObjectCoref首先利用语义

等价推理，构建初始训练集；随后基于这个训练集不断

学习，自举式地识别对象共指。该系统还考虑了频繁属

性组合，同时使用两个属性识别对象共指（例如经度和

纬度、姓和名），进一步提高消解的准确度。另外，还基

于语义等价关系是否可以解引以及实例标识符在不同

RDF文档中的出现次数等，对共同指称同一对象的实

例标识符进行排序。ObjectCoref提出一种新的语义等

价推理与相似度计算相集成的体系结构，能够较为全

面地识别对象共指，但是训练集中的错误共指关系可

能会导致学习过程中的错误积累，使得识别的准确性

降低。

3.2 实体名称规范的相关评测会议

为促进实体名称规范研究的不断发展，国际上有

不少与之相关的评测会议，通过细化评测任务，提供相

应的语料集合，提供交流的平台，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

发展。本文筛选了几个比较典型的评测会议进行介绍，

以期为其他研究提供参考。

（1）Automatic Context Extraction（ACE）与Text 
Analysis Conference（TAC）

ACE会议自1999年7月开始酝酿，2000年12月正式

启动，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美国国家标准和技

术学会（NIST）以及中央情报局（CIA）共同主管，截

至2016年已经举办过八届[22]。ACE的测评任务定义：

实体探测与识别（Entity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E DR）、价值探测与识别（Va l u e  D e t e c t i o n  a n d 
Recognition，VAL）、时间表达识别与标准化（Time 
Expre ss ion  Recog n i t ion  a nd  Nor ma l i za t ion，
TERN）、关系探测与识别（Relation Detection and 
Recog n i t ion，R DR）以及事件探测与识别（Event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VDR）。共指消解的评测

任务主要蕴含于实体探测与识别EDR中，将篇章中出现

的各种提及表述指向对应的实体，从而给出一个实体全

面的描述。这项任务中首先需要识别出各种表述，然后

将描述同一实体的表述合并，该合并过程就是共指消解

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从2003年开始ACE中开始包含

中文的相关评测，至今已经开展5次评测。其中的共指

消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文共指消解国际评测。

在2008年后，ACE会议被TAC会议（Text Analysis 
Conference）[23]所取代，TAC-KBP从2009年开始到现

在共进行了六届，该评测任务中直接与实体名称规范

相关的即实体链接（Entity Linking）评测。目前，TAC
实体链接任务的目标实体知识库使用2008年10月版本

的Wikipedia构建，包含近82个实体，其中有人物实体

11万，组织实体5.5万，地理实体11万，其他类别实体53
万，目标知识库总量约2.6G[24]。

（2）Web环境中人名消歧任务评测会议（Web 
People Search Evaluation，WePS）

WePS是针对英文网页中人名消歧任务进行评测

的一个专门会议，由 Gonzalo和 Sekine主要负责组

织，至今共组织过3次[25]。该任务集中于在Web检索场

景中人名的消歧。参加测试的系统将在接收到一个以

人名为检索式的Web检索后，确定有多少个不同的涉

及人员在检索结果中，并将特定的指称分配给相应的

文档。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任务是个聚类问题。对给定

的一组文档，按照文档中出现的某个指定的人名所指

向的人进行聚类。最后，在每个类中，所有指定的人名

都必须是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同一个人。从WePS3发布

的评测任务看，在该评测中，需要重点从人物的属性角

度出发，包括人员的生日、出生地、别名、工作、所属机

构、获得奖项、学校、学位、专业、民族、电话等多个方

面年代信息。受该项目启发，李文捷等也于2010年组

织发起了专门针对中文人名消歧的评测任务[26]，至今

已经举办了二届。

（3）指代消解练习（ARE）[27]

2006年11月—2007年3月，英国伍尔佛汉普敦大学

发起了一个名为指代消解练习的共指消解评测。这项

评测是迄今为止在英文上进行的最全面的共指消解评

测，包含四项评测任务：①预标注文档上的人称代词消

解。文档内的名词短语都被识别出来，而且需要消解的

代词也被标注出来。参加系统需要对每个人称代词在

一个不包含人称代词的名词短语列表中找到正确的先

行语。②预标注文档上的共指消解。文档内所有的名词

短语都被识别出来，参加系统需要将文档内的所有共

指链识别出来。③生语料上的人称代词消解。和第一项

任务不同的是，评测文档没有经过任何标注，需要参加

系统自行识别相关信息。④生语料上的共指消解。和第

二项任务不同的是，评测文档没有经过任何标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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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系统自行识别相关信息。

除上述的四种不限于领域的评测外，还有一些领

域特定的共指消解任务评测，如生物医药领域的生物

医药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及应用联合工作组JNLPBA
（Joint Workshop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Biomedicine and Its App Locations）以及生物

学领域信息抽取的关键评价BioCreAtIve（Cr it ical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ystems in 
Biology）。这些评测会议不断推动着实体名称规范研

究的开展。

4 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趋势

尽管目前针对实体名称规范的研究已经开展得较

为成熟，但从评测会议的结果（2012年参加TAC entity 
linking测评的系统平均效率为72.1%[28]）来看，目前的

识别效率仍不足以满足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其中还面临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空目标实体问题、知识库的

覆盖度问题、知识库不确切的问题、知识库使用的问题

等[29]。因此，围绕着这些问题，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

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算法趋于多模型的融合

在过去的研究中，基于语言学特征的统计学方法

和机器学习方法主流是分开思考的，很多研究都是在

机器学习的分类或聚类中选择特征时再考虑加入一些

语言学特征，这种融合方式对提高识别的效率比较有

限。目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考虑利用语言学

思路来构建更加丰富的机器学习模型。Elango提出了

一种初始化的建议，结合中心理论和条件随机域模型

（CRF）来实现人称代词消解。基于CRF模型的灵活性，

依赖于上下文的传递优选性能被很好地融入模型中[30]。

Poesio等将子句作为话语单元，将篇章可以表示成一系

列子句的集合，进而将篇章表示为一系列预指中心集合

的特征空间。这个预指中心列表构成的特征空间可以融

合一些相关特征，如语法角色、性别、单复数等[31]。类似

的序列CRF模型上的推理和估计，还可以采用 Sutton 
和 McCallum讨论的技术[32]。

（2）消歧特征的筛选越来越多样化

从当前发表的研究论文较为集中的研究主题看，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在实体名称规范中引入越来越多的

特征，单纯从算法上进行改进而实施基于“知识匮乏”

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不被主流研究所看重。归纳起来，目

前常用的实体消歧特征主要如表1所示。

表1 实体消歧特征归纳

特征大项

词汇特征

语法特征

语义特征

其他

具体消歧特征

单复数、距离、人称、字符串匹配、词性等

句法依存、语法角色等

实体类型、实体属性（不同类型实体的属性定义各

有不同）、同位、别称、维基百科类别的重叠度等

实体句内共现、上下文相似度、维基百科文章中的

入链及出链文本等

被应用的特征越来越多，而不断涌现出的各种

语料资源库恰恰为这些深层的语言学知识获取提供

了非常好的途径，主要包括：①常规的知识库，如

WordNet、HowNet、WikiPedia、DBPedia、Yago等。

②利用大规模的语料库挖掘模式信息，如Hearst等通

过构建了“is-a”等模板，用于从文本中发现同义词[33]；

Bergsma在一个经过Minipar依存分析的语料库上获取

了大量的指代信息，实现了英文名词短语性别和单复数

信息的模板化提取[34]；Yang和Su利用语料库中发现的

模板信息来增强共指消解[35]。③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

语料库，利用搜索引擎显示的各个查询得到的返回数

来计算各种相关信息。该方法是将整个互联网当成一

个巨大的语料库，利用搜索引擎显示的各个查询得到

的返回数来计算各种相关信息，例如Poesio等通过计算

互信息来考察两个短语的关联程度[31]。

（3）大规模知识库的自动构建成为实体规范研究

的重要组成之一

实验充分表明，高质量的大规模知识库对提升实

体名称规范的效率有很强的支撑作用。面对当前指数级

增长的网络数据，依靠人工的专家构建知识库方式显

然费时费力，且会造成信息的滞后。因此，富含语义信息

关联的大规模知识库的自动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开放式

信息抽取技术的研究以及Wikipedia、Freebase等大规

模半结构化的网络知识库的出现，为大规模知识库的自

动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

基于Wikipedia的YAGO，该语料库采用实例、实例间关

联三元组的方式存储知识，所有的实例和实例间的关

系均来源于Wikipedia的category pages，并与WordNet
进行衔接，对于每一个实体事实YAGO还赋予了可信度

的标注，准确率达到95%。目前YAGO2中包含了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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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实体及1.2亿条描述实体关联的事实记录[6]。此外，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徐立恒等利用在信息抽取方面

的技术积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作为目标

知识库的结构，从网络知识库中抽取概念实例并综合

利用网络百科网页中蕴含的丰富的语义标签、半结构化

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进行概念实例挂载，将百科知识

库从8万条目扩展为百万条目级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概

念属性抽取，为下一步研发面向开放式的自动问答系统

提供了知识资源的支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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