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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电动汽车领域的专利文献加工和术语抽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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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提升到国家层面，未来国家重点产业持续发

展和新兴产业创新开拓都与知识产权战略息息相关。本文以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为基础，从专利文献加工和解决专

利文献术语抽取的研究问题入手，提出专利文献再处理的基本流程以及一种基于专利术语语言特点和统计计算相结合

的专刊文献术语抽取识别方法，并在电动汽车专利文献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

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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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planning of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been grow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fut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key industries will b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sed on the electric 

automobile patents’ document, the paper proposed basic process of reprocessing patent documents. The paper 

also proposed a automatic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patent’s term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istical computing. 

The algorithm was verified on the Electric automobile’s test data se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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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利文献是技术、产品、应用和法律状态信

息的混合载体，是具有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知

识蓄水池。与其他科技文献（图书、期刊、研究

报告、会议论文、技术标准、学位论文）相比，

专利文献的特点和情报分析价值主要表现在6个
方面：（1）内容相对新颖、广泛；（2）信息密度

大，针对性和实用性强；（3）叙述详尽，但语言表

述上具有较强的技术性；（4）文献结构格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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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道相对及时，时效性相对较强；（6）专利文

献数量庞大，重复出版量大。专利文献信息的特

点和价值，使得专利文献的分析与应用成为国家

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等进行技术分析、技

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1-4]。

电动汽车技术的研究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要求，因此，我国 “八五”

期间启动了电动汽车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九五”期间启动了“空气净化工程，到了

“十五”期间，科技部提出了我国发展新能源汽

车的实施方案，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被国家科教工

作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十五”期间重点组织实

施的12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基于此，本文围绕

电动汽车领域的专利文献，开展电动汽车领域专

利文献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2 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的加工研究

专利文献的数据内容相比其他类型的科技文

献更具技术性和创新性，其数据资源蕴含的科技

信息价值最高。例如，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中

的标题、文摘、权利要求项、正文等文本信息含

有重要技术细节和技术保护等内容，如何从这些

非结构化文本内容中抽取潜在的技术信息，分析

领域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于科学技术创新，辅助

技术发展决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进行技术分析

的前提是拥有良好质量的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数据

资源作为基础。因此，构建高质量的电动汽车领

域专利文献数据资源成为关键问题之一。电动汽

车领域专利文献的数据与其他科技文献的数据加

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对于数据

源首先均需要进行再次加工处理和存储的基本过

程，其原因在于，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资

源包括中外文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此外，电

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资源规模庞大，由于国

内外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信息采集和存储

方式不同，存在数据信息存储和组织方式不一致

的问题。目前，我们进行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

数据加工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加工模

块实现以下功能：（1）识别数据元素，即自动识

别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数据信息；（2）清洗数

据内容，由于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资源的数据

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在数据资源存储之前，首先

需要对数据资源进行必要的自动“清洗”处理，

去除不规范的字符和符号等，否则导入数据库的

过程中会出现不必要的数据导入错误，而且影响

日后数据整合和分析质量。存储模块的任务主要

是：（1）建立数据库，用于存储处理后的数据；

（2）将自动识别的数据资源内容与存储的数据库

中的字段实现自动匹配，并自动存储在相应的数

据库字段内。按照图1的处理流程，我们开发了

相应的软件工具，实现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的

加工和存储，示例图分别见图2和图3。通过电

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的数据加工技术，可以提供

诸如标题、权利要求说明和摘要等二次电动汽车

领域专利文献数据信息。

此外，除了针对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自

身的数据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外，还需要可用于专

利分析的其他数据内容，如被引次数、同族专利

数、法律状态、消歧后的作者姓名和单位名称、

正文等详细数据信息，并不能实现单独提供，

需要借助国外专利数据库或商业分析软件进行获

取。对于这些数据的加工，本文认为在一定程度

上需要借助于网络抓取引擎工具，从而减轻人工

成本，即将信息的抓取过程抽象为统一的抓取工

具。以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为例，需要通过抓

取工具的配制参数，控制抓取数据的来源及与电

动汽车之间的关联度，并可以使用不同的模板来

图1  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加工的基本流程

电动汽车专利文献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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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工模块
数据元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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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专利
文献加工过程

数据元素与数据库
字段名称自动映射 存储加工后电动汽

车专利文献数据的
数据库资源

数据内容自动
导入数据库

数据存储模块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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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抓取引擎如何抽取不同的关键词和表属性以

及如何清理数据和入库。针对电动汽车领域专利

文献数据，网络抓取引擎定制不同的抓取代理。

每个抓取代理包含一个抓取模板、一个抓取引擎

和一个抓取探测器。抓取模板根据需要的数据格

式以及少量网页样本来学习该资料的抓取模式。

目前，这部分的工作还处于研究和测试的阶段。

3 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术语的识别与抽取方

法研究

3.1 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术语的识别与抽取方法

国内已有的专利术语抽取研究工作基本是

采用统计计算和构建专利术语信息抽取模板的方

法，实现对专利文献主题词的抽取 [5]。国内外现

有的其他术语抽取技术方法则以利用统计计算方

法居多 [6-9]，但是统计计算的方法需要依赖于语

料库的规模来保证抽取结果的准确度，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构建语料库的成本和质量；由于模板规

则的覆盖面小，基于模板规则的方法就需要构造

相应的规则库，而构建术语信息抽取模板是十分

耗费人力和物力的。因此，本文采用的基本策略

是基于专利术语的语言规则和统计计算相结合的

术语抽取策略，实现专利文献术语的抽取，具体

方法如下。

通过对中文国际专利分类表及专利文献进行

抽样分析并结合科技文献术语特点，可以发现：

专利术语未出现语气词、状态词、叹词、拟声词

和代词；专利术语的首词未出现助词、连词；专

利术语的末尾词中未出现方位词、连词和助词；

专利术语中包含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的数量占多

数。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制定专利文献术语抽取

的基本语言规则是：专利术语中至少含有一个动

词、名词或名词性成分； 专利术语最后一个词为

动词、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专利术语第一个词不

为介词、量词；专利术语中无连词、代词和语气

词。

为了提高专利文献术语自动抽取的准确性，

图2  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献加工之后的数据库存储状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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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专利术语词语的自动抽取过程分为两部

分：一是基于语言特点进行术语的自动抽取；二

是基于统计算法对专利术语进行二次抽取识别和

过滤，以完成整个专利术语的自动抽取过程。

具体专利术语抽取流程见图3。

图3  电动汽车专利文献术语抽取基本流程

语言学处理

统计学处理

对电动汽车专利文献进行分词处理

术语字串内部结合强度计算

根据分词词性和构词规则做组词处理

构建电动汽车专利术语集合

在图3中的语言学处理是指基于语言特点，

将分词后的字进行字串组合，形成长度为2至10
的字串，这些字串即是候选专利术语词。这些候

选专利术语词经过统计学计算处理，得到最终的

专利文献术语。统计计算的数学模型如下。

假设专利术语T是 的组合，词语 由 ，

... 组成，字串记为 ，对于

词 ，则字串直接的结合强度关系可以表

示为：

 （1）

：词  单独在所有专利文献中出现的概

率；

：词  单独在所有专利文献中出现的概

率；

：词 和 共同出现在同一专利文献中

的概率。

值越大，则词 ti和 tj组合成专利

文献术语的概率越大。

3.2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专利文献术语的识别与

抽取方法的效果，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实验数据

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专利文献数据1226篇，相关实

验结果见表1和表2。

表 1  抽取的部分术语示例

术 语 强度值 术 语 强度值

电动汽车

电动

电池

发动机

燃料电池

0.82
1.0
1.0
1.0
0.75

纯电动

混合动力

能源

磁悬浮

负载

0.56
0.55
1.0
0.46
 1.0

表2  实验数据结果

数据来源

采用语言学处

理后专利术语

抽取数目

采用统计学处

理后专利术语

抽取数目 

术语的准

确率

电动汽车专利文

献（1226篇）
188432篇 76532篇 62.1%

对于实验结果的评估，本文采用的是人工识

别判定的方法，在不同区域连续随机抽取800个

词语样本，之后经过人工判定若干次800个样本

中正确的术语词语个数，最终得到的平均准确率

约为62.1%。

 （2）

从以上统计的结果可以发现：通过执行本文

设计的专利文献术语识别抽取方法，获取的术语

词语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62.1%左右，其主要原

因首先是由于方法本身需要数据语料的规模和质

量的保证，而非算法本身所能完全确定的客观事

实，其次方法本身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4 研究设想和展望

专利文献的加工和术语识别抽取方法是构建

高质量专利文献数据，实现专利文献深层次数据

挖掘的基础。因此，本文以电动汽车领域专利文

献作为研究切入点，重点研究专利文献加工和术

语识别抽取的技术和方法。实验分析和结果均表

明本文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其在数据质量和术语

抽取的准确度方面由于数据集选择规模的大小或

数据集内容质量的不同而降低，达不到人工识别

的精确和智能，在专利文献术语自动抽取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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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设计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设计，以提高实

验结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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