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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战“疫”记忆库构建的关键技术，不仅能为针对性解析各类战“疫”记忆资源提供技术手段与方法，

还能将各类资源的知识结构关联起来，从而将零散的信息和知识组织起来，为自动化构建记忆库提供一整套技术与方

法。针对人物与事件两类资源，提出战疫记忆人物专题构建流程与方法、事件与事件关系判定方法，实现自动生成战

疫记忆人物专题、战疫事件因果与顺承关系的判定，并设计构建战“疫”记忆库展示平台，对各类资源进行统计、关联

与多角度的可视化，验证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可行性。通过对各部门和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将较为独立与

分散的各部分资源形成关联化的资源体系，为专题记忆库的构建提供方法和技术方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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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fighting COVID-19 memory base model,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technical methods for the targeted analysis of various memory resources, but also can associat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various resources, so as to organize scatter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d provide a 
set of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for the automatic construction of memory base model. Targeting on characters 
and events resource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process and metho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ghting COVID-19 topic 
related to people,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ents were proposed, which realized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fighting COVID-19 topic related to peopl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ausal and temp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ghting COVID-19 events. Finally,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develop the display platform, 
and all kinds of resources are displayed in various aspects,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metho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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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 年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

峻危机，给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全球抗疫的

经历共同构成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集体记

忆 [1]。为了使得人类在未来能够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进行全面的总结，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人类

社会发展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遗产部

发布了《转危为机——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

开展文献遗产工作争取更多支持》，倡议各组织

各部门能够收集整理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信

息和资源 [2-3]。因此，我国众多机构和组织也在

积极地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资源项目进行建设，

收集各种国内外疫情相关的信息和资源。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人类对疫情的抗

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又分为了

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各机构或组织都会收集

和处理相关的数据或资源，而大部分的机构所获

取的资源都相对比较分散和独立，由于没有统一

的系统或者知识库导致各机构的资源无法相互关

联，不能提供全方位的疫情记忆资源服务系统。

同时，由于该疫情又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

目前各部门在数字化技术收集、整理和存储相关

报道、政策等资源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多源异

构资源的概念模型还未构建，无法自动解析资源

结构和内容；二是当前大部分机构收集的资源比

较分散和独立，无法形成关联化的资源体系，更

无法构建能够串联记忆的战“疫”记忆库模型；

三是还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相关的知识图谱技术，

无法深入分析资源结构语义和资源内容语义；四

是还未开发出具有展示战“疫”数据的平台，因

此无法实现战“疫”信息和资源的可视化，给当

下和未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以上问题

都阻碍着人类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认识的发展和

总结。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新时代 [4]，为了人类

能够保护和传承对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

公共卫生危机的集体记忆 [5]，利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将各种资源进行关联化和可视化 [6]，实现对记

忆资源的自动化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

前实现这一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较低，能够自动化

构建记忆库来实现知识关联和知识组织的成功例

子少之又少。本文研究了战“疫”记忆库的系统

设计、模型构建流程和关键技术及方法，对于从

各方面获取各类原始资源，形成相关数据集，构

建各类型描述模型以及对于人物和事件专题的构

建，完成了元数据集的内部关联以及元数据集与

外部数据的关联建设 [7]，从而完成了数字化、立

体化战“疫”记忆库的构建。

1 战“疫”记忆库定义及研究意义

立足于当前的大数据环境，对于数字资源

记忆的需求 [8]、组织知识的标准以及对于知识管

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9]，战“疫”记忆库的构建需

要完成语义化描述以及语义互操作，因此构建

中国战“疫”记忆库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

基本的概念模型，使得领域知识能够形象地表达

出来，形成比较完整的概念模型体系；二是明确

化，能够将知识明确地定义出来，并且将隐性知

识显性化；三是计算机可理解，将概念、概念属

性以及概念关系能够用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言描

述出来；四是关联，概念模型之间能够通过概念

属性相互关联起来，使得记忆库能够实现一体

化；五是共享，模型中的各概念应当是相关领域

中的公共知识，并且能够进行公共知识管理。

本文通过构建战“疫”记忆库，将分布在各

机构的零散的数据和信息整合在一起，并且对各

this paper forms an associated resource system from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dispersed resources, which can 
provide methodological and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atic memory base model.
Keywords: COVID-19, construction of memory base,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event extraction, event 
decisio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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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进行解析和关联 [10]，形成知识建设体系。

为实现以上功能提供关键技术及方法，且为自动

化构建整体战“疫”记忆库提供相关技术。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①建立各类资

源的描述模型和记忆库构建模型。通过收集、整

理和存储各机构和部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

道以及收集各文献信息等方式获取原始的数据资

源，对原始资源进行解析，并统一对元数据规范

化处理，这一过程解决了当前简单存储资源、未

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的问题，为后续将各类资

源关联起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且针对各类资

源建立描述模型和战“疫”记忆库模型，统一数

据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②提供战“疫”记忆

库构建的关键技术和方法。目前利用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解析战“疫”记忆资源的研究并不多，因

此资源内容语义和资源结构语义分析不够深入，

资源相对分散和独立。本文使用关键技术和方

法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出发，提取 [11]和加工战

“疫”记忆库中涉及的数据、概念、关联关系、

结构等资源，为实现战“疫”记忆库的自动构建

奠定技术基础。③战“疫”记忆库的构建。本文

对战“疫”记忆库进行构建和功能实现，提供战

“疫”知识库知识服务，为用户提供有关新冠肺

炎疫情各方面知识和资源，将人物与事件相互关

联，使得用户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记忆知识。

2 战“疫”记忆库系统设计

2.1 战“疫”记忆库模型及构建流程

战“疫”记忆库内容上主要涉及信息资源

当中的概念、实体、事件以及各种关系，而最需

要突破的难点则是从信息资源中识别抽取出相关

的概念、实体和事件。本文在研究中界定的记忆

库模型主要包括 3 个部分：战“疫”记忆概念模

型、战“疫”记忆概念关联模型、战“疫”记忆

概念属性取值模型。其中，记忆概念模型主要界

定了相关概念及属性、记忆概念关联模型界定了

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记忆概念属性取值模型界

定了各属性值的来源。战“疫”记忆库模型如图

1 所示。

针对业务需求分析和相关研究，在构建战

“疫”记忆库时，首先利用爬虫和调用公共接口

的方式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中文百度百科

和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成果等方式获取原

始信息资源，并通过构建原始资源描述模型对以

上资源进行解析和存储；然后根据战“疫”记忆

概念属性取值模型，通过实体和实体关系识别、

事件和事件关系抽取 [12]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13]

图 1 战“疫”记忆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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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资源进行解析处理，来获取资源中的实体

和实体关系、事件和事件关系 [14]；最后将处理好

的资源按照战“疫”记忆概念模型和战“疫”记

忆概念关联模型的定义进行组织关联 [15]，形成战

“疫”记忆资源网络体系，最终以一体化、立体

化的结构和可视化的形式将战“疫”记忆完整展

示出来 [16]。记忆库构建流程如图 2 所示。

2.2 原始资源获取及模型构建

2.2.1 原始资源获取及其描述模型构建

战“疫”记忆原始资源包括半结构化数据资

源和非结构化数据资源。其中，半结构化数据资

源重要来源于中文百度百科、期刊论文、学术论

文和成果，这些资源是通过调用万方数据的接口

而获取的。非结构化数据具有完全或几乎无层级

结构、无属性关联词描述的特点，非结构化数据

资源主要来源于新闻网站上使用人工归纳的疫情

关键词爬取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另外，由于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多且杂，在利用爬虫技

术爬取新闻时，若获取全部内容，会给后续的数

据清洗和概念识别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在

获取非结构化数据时，应当有选择地提取只用于

概念和关系的部分数据。本文将从百度百科、万

方数据、新浪新闻等平台获取相关数据，如表 1
所示。

由于结构化数据具有明确的数据类型、逻

辑结构和相关关系，并且计算机能够对其进行理

图 2 战“疫”记忆库的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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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处理，因此结构化数据是最理想的信息表达

形式。然而，结构化数据很少出现在现实的世界

中。为了更加方便地抽取战“疫”记忆相关概念

及其关系，需要构建战“疫”记忆原始资源描述

模型以此来结构化解析资源。资源描述模型会对

元素、属性、结构和数据类型等进行定义，数据

解析工具会根据其定义对爬取的数据进行过滤、

名称标准化和统一XML格式转换，以便于生产

和复用各类文档资源和数据库资源。因此，构建

资源描述模型非常重要。下面分析各类资源并根

据分析结果构建其相应的资源描述模型。

（1）人物百科资源描述模型，是基于人物百

度百科资源结构进行的。词条主要包括人物简介

以及中文名、外文名、国籍、民族、出生地、出

生日期等基本信息，并基于此构建人物百科资源

描述模型。

（2）新闻资源描述模型，一般包括新闻的

基本信息、新闻文本内容、新闻爬取的元数据信

息。基本信息包括标题、发布时间、来源、作者

及新闻类型。元数据信息主要包括新闻的爬取时

间、html网页快照、关键词等。基于此构建新闻

资源描述模型。

（3）期刊论文资源描述模型，主要是基于万

方数据的期刊论文资源构建的。期刊论文资源包

括篇名、英文篇名、论文基本信息、正文、引文

等元素。其中，论文基本信息包含作者、作者单

位、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摘要等多个元

素。基于此构建期刊论文资源描述模型。

（4）学位论文资源描述模型，主要是基于万

方数据的学位论文结构资源构建的。学位论文资

源包括标题、论文基本信息、正文、引等元素。

其中，论文基本信息包含作者、学科专业、授予

学位、学位授予单位、导师姓名等。基于此构建

学位论文资源描述模型。

（5）成果资源描述模型，是基于万方数据的

成果结构资源构建的。成果资源包括标题、项目

年度编号、完成单位、完成人、成果公布年份、

中图分类号、关键词和成果简介等，并根据这些

元素构建成果资源描述模型。

2.2.2 战“疫”记忆库模型构建

战“疫”记忆库模型主要包含战“疫”记

忆概念模型、战“疫”记忆概念关联模型和战

“疫”记忆概念属性取值模型。

（1）战“疫”记忆概念模型。主要界定了

战“疫”记忆所涉及的概念及其属性。本文研究

只有借助Schema校验工具将非结构化数据和半

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符合要求的结构化信息，并进

行解析之后，才能得到进一步结构化的数据，为

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本文构建了战“疫”人物和

战“疫”事件两种概念模型。其中，战“疫”人

物概念模型的知识单元为“人物”，并以“人物”

为核心进行描述，包括姓名、性别、国籍、民

族、图像、出生和死亡时间、出生地、籍贯、职

业、工作机构、贡献成就、相关资源、人物关系

等，构建人物Schema，并以<people>作为根节

点，方便后续抽取资源标签下的内容。战“疫”

事件模型的知识单元为“事件”，并以“事件”

为核心进行描述，包括事件信息、事件描述、相

关事件、事件涉及的新闻元数据 4 个部分。事件

信息包含事件名称、开始时间、相关地点、相关

组织机构、相关人物、事件分类；事件描述为涉

及该事件的相关段落和句子；相关事件包含相关

事件名称、相关事件 ID、事件关系；事件涉及的

元数据包含事件来源网站、来源 ID、资源类型、

发布时间、作者、关键词。事件Schema根节点

为<COVID19Event>，包括事件信息、事件描述、

相关事件、元数据等自定义元素，各二级元素又

包含多个三级元素。

表 1 数据来源平台列表

类型 来源 获取对象简介

半结构化数据
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 开放百科平台人物词条

万方数据（wanfangdata.com.cn） 成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

非结构化数据 新浪新闻（news.sina.com.cn） 新冠肺炎相关新闻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4卷第3期 2022年5月

─ 14 ─

（2）战“疫”记忆概念关联模型。战“疫”

记忆人物和事件模型之间能够通过一个或者多个

概念的共有属性相互关联，并且该记忆库模型内

部元素同样相互关联，通过人物关系和事件关系

分别与其概念模型本身相关联。表 2 展示了战

“疫”记忆人物和事件概念的属性关联。

（3）战“疫”记忆概念属性取值模型。主要

是以战“疫”人物概念模型和战“疫”事件概念

模型的属性为核心，从原始资源描述模型中获取

相应的值。

3 战“疫”记忆人物专题构建技术和方法

3.1 战“疫”新闻语料预处理

首先，过滤非事实描述类新闻。本文主要

基于所爬取的疫情新闻语料 [17]来识别实体并判

定人物关系，因此可以基于标题特征、内容特

征对新闻语料进行过滤。本文是基于事实描述

类新闻对事件进行提取的，将不符合要求的疫

情新闻标题通过正则表达式进行过滤。过滤与

疫情无关的人物，将爬取的文本中不相关人名，

如记者、摄影等，这些短语具有明显的符号特

征，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过滤，而过滤特征不

明显的词语，可以使用词表结合位置信息的人

名标注过滤方法。

然后，对通用命名实体识别工具适用性进行

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工具对疫情新闻语料进行预

处理。疫情相关新闻命名实体主要为地点、人物

和组织机构，因此本文选用了常用命名实体识别

工具——HanLP、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文依存句法

分析工具（LTP）的命名实体识别功能对疫情相

关新闻语料进行命名实体识别 [18]。两者在人名和

地名识别上相差不大，较能准确地识别出人名，

但是对于地名两者均存在误差。在结构识别中，

由于部分机构名字存在嵌套的情况，两者均未能

准确识别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等机构名字。

3.2 战“疫”记忆命名实体识别技术

通过对疫情新闻文本进行分词，基于战

“疫”记忆库构建的需求，需要识别出与疫情相

关的人名、地名、机构组织名等命名实体，因

此本文使用的技术为Bi-LSTM-CRF模型 [19]和

BERT-Bi-LSTM-CRF模型，对以上实体进行识

别 [20]，并增加了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识别 [21]。

首先，利用语料库对模型进行训练，对疫

情发生的事件、地点、人物和组织机构进行识

别；然后，计算出对实体进行自动识别的精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F1 的值。其中，

BERT-Bi-LSTM-CRF模型在识别疫情命名实体

时效果最好，尤其是人物、时间和地点，但在识

别组织机构时效果比较差，这可能是部分组织机

构存在实体嵌套和缩略词的情况。

3.3 战“疫”人物关系识别与判定技术

战“疫”记忆库同样也需识别和判定人物

关系。人物关系主要有学生、父母、师承、子

女、朋友、同事、合作伙伴、配偶等。实体关系

抽取过程是信息抽取的关键 [22]，因此在人物关系

自动识别中，首先要去除与疫情不相关人名的句

子，然后将带有特殊符号实体标记的语料以 8:1:1
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对R-

BERT[23]模型进行训练。利用训练好的模型识别

疫情新闻人物，输出人物关系。R-BERT模型 [24]

对于父母、朋友和子女的关系识别效果较好。但

是当句子中没有明显表示关系的词语出现时，会

出现关系识别错误的情况。

3.4 战“疫”人物专题构建方法

在对人物进行构建时，需填充人物属性并生

成专题。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战“疫”记忆人物

表 2 战“疫”记忆人物和事件概念的属性关联表

属性字段所属概念模型 概念字段名称 概念字段含义 关联属性名称 关联属性含义 关联属性来源概念模型

战“疫”事件 people 相关人物 Name 姓名 战“疫”人物

战“疫”人物
resID 资源 ID evtID 项目事件 ID 战“疫”事件

resTitle 资源标题 evtName 事件名称 战“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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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主要围绕战“疫”人物概念模型进行构建，

依据战“疫”人物概念模型Schema，利用规则，

实体识别技术 [25]和人物关系判定技术在疫情新闻

文本中对人物属性内容进行提取 [26]，并利用字段

值构建检索式，在人物百科、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和成果原始资源库中检索人物及其属性进行填

充，形成战“疫”人物简单专题。基于战“疫”

人物和战“疫”事件关联模型与战“疫”事件简

单专题进行关联，形成战“疫”记忆人物专题。

战“疫”记忆人物专题构建流程如图 3 所示。

4 战“疫”事件抽取与关系判定技术和方法

4.1 战“疫”事件识别与抽取

首先要对战“疫”记忆事件进行识别和抽

取，主要分为对疫情事件句的识别和对疫情事件

要素的抽取。对疫情事件抽取的思路是先识别疫

情新闻文本中的符合定义的事件句，再根据事件

形式化定义 [27]，进行事件要素识别抽取，形成疫

情事件的形式化表达 [28]。本文将战“疫”事件的

表示形式定义为五元组，包含事件发生时间、施

事主体、对象、事件类型和事件触发词。本文的

事件抽取方法有 3 个部分，即疫情事件判定词

表、疫情事件句判定规则和基于依存句法分析及

角色标注的事件要素识别模型。

事件判定词表包括事件类型表、子事件领域

词表及事件触发词表。其中，事件类型表的构建

方法主要是通过LDA模型和TF-IDF特征词—权

值模型对疫情新闻文本进行主题挖掘，并进行人

工归纳，总结了 38 种常见的疫情事件类型 [29]。

子事件关键词表的构建方法主要为TF-IDF模型

识别及人工筛选后的关键词。事件触发词表的构

建方法是通过人工总结的句法分析模板获取的高

频触发词以及基于高频触发词扩展的近义词和关

联词。

本文事件抽取任务主要有事件句的识别和事

件抽取及要素角色判定。其中，事件句识别方法

为：将预处理后的战役文本进行分句和分词，通

过触发词表和领域词表，将候选事件句识别和筛

选出来，形成各事件类别的候选事件句。事件抽

取及要素角色判定方法为：疫情新闻文本经过自

图 3 战“疫”记忆人物专题生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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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语言处理工具的基本预处理后，便可将其输入

疫情事件抽取模型，根据事件句判定规则识别事

件句，然后基于依存句法分析和语义角色标注对

抽取事件要素 [30]。战“疫”事件抽取方法如图 4
所示。

4.2 战“疫”事件关系识别与判定方法

依据不同的语言特点，战“疫”事件关系主

要有因果关系和顺承关系两类。

（1）因果关系的识别与判断。通过分析可

知，具有因果关系的原因各结果事件通常在一

个句子中。因此，对因果关系的识别与判定方

法为：使用模式匹配的方式对因果关系进行识别

和抽取，利用因果触发词构建匹配模板对每一个

句子进行正则匹配，以此得到原因子句和结果子

句，再将其进行抽取，便可得到原因事件和结

果事件。战“疫”事件因果关系判定模型如图 5

图 4 战“疫”事件抽取方法

图 5 战“疫”事件因果关系判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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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2）顺承关系的识别与判定。战“疫”记

忆事件顺承关系没有明显的关系指示词，因此

顺承关系的识别与判定主要是依靠语义关系进

行判定，根据语义依存分析对战“疫”事件顺承

关系进行判定和识别。首先对疫情候选事件句进

行事件抽取，再利用LTP工具对疫情候选事件句

进行语义依存分析，对事件句中词语的语义依存

关系进行标记，进而找到满足后继关系的核心谓

词对，然后将事件触发词和核心谓词对相互匹

配，将满足的事件组成顺承关系事件对，最后根

据语义依存分析的结果，判断事件对核心谓词索

引值大小。值较小的为前序事件，值较大的为后

继事件。战“疫”事件顺承关系判定流程如图 6
所示。

5 系统功能框架

5.1 功能展示

战”疫“记忆库专题框架如图 7 所示。本节

将对战“疫”记忆库的抗疫新闻、抗疫人物、抗

疫机构、学术成果和抗疫事件 5 个功能模块进行

展示。

“抗疫新闻”功能模块展示了每日抗疫类的

新闻，点击某一条新闻就可以进入该新闻的详细

图 6 战“疫”事件顺承关系判定模型

图 7 战“疫”记忆库专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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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该页面分类展示了发布时间、相关人物、

机构、地点和内容等。当进入抗疫新闻列表时不

仅可以看到最新的抗疫新闻还可以对新闻进行检

索，在详情页面中有原新闻的链接以及新闻的详

细内容。同时，当新闻中有抗疫事件时，系统将

会进行抽取和解析，判断出事件类型、时间地点

以及机构等。其功能框架如图 8 所示。

图 8 抗疫新闻功能框架

抗疫人物功能模块对抗疫人物进行了轮播展

示。直接点击人物便可进入人物详情页面，该页

面展示了人物基本信息、学术成果和相关抗疫新

闻，并且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出该人物的研究

主题、人物关系、学术成果、相关事件等，可视

化部分包括人物信息总览、人物研究主题、各种

人物关系图谱和时间关系树图谱等，点击可以进

入抗疫人物列表。其功能框架如图 9 所示。

抗疫机构功能模块对抗疫机构进行了轮播展

示。直接点击机构便可进入机构详情页面，该页

面展示了机构基本信息，是可视化展示。基本信

息包括名称、外文名、简称、地址、所属部门和

简介等信息；可视化部分包括相关事件、合作伙

伴、研究主题和学术产出等。其功能框架如图 10
所示。

学术成果功能模块是对学术成果的展示，在

学术成果列表页面可以对成果进行检索，也可查

看期刊论文详情，其中包含期刊论文的基本信

息、全文和摘要。其功能框架如图 11 所示。

抗疫事件功能模块可以对抗疫事件、新闻和

人物进行检索。其中，在抗疫事件详情中，包括

事件新闻的详细信息和源地址，以及事件的具体

信息和事件句，提取出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

和机构等。其功能框架如图 12 所示。

5.2 战“疫”记忆库测试及分析

本节将对战“疫”记忆库的人物板块功能和

事件板块功能进行抽检测试，并对出现的错误和

问题进行分析。

（1）在对人物板块功能测试后，通过分析抽

检结果可知，存在识别出不相关人物如编辑、摄

图 9 抗疫人物功能框架

图 10 抗疫机构功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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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记者等的问题，还存在误将其他事物的名称识

别成人名的问题，因此需要后续总结添加不相关

人名的列表进行过滤。由于有些人物关系描述

不存在显性关系标志词，如“妻子”“儿子”等

词语，在进行人物识别时也会出现错误，造成

误差。

（2）在对事件板块功能测试后，通过分析抽

检结果可知，由于并不是所有的疫情新闻文本都

带有时间关键词，因此存在对事件发生的时间识

别不准确的问题。另外，子事件领域词表和事件

触发词表数量有限，并且有可能部分词汇存在于

多个事件类，导致一个事件被识别为多个事件类

并且错误判定事件类型。施事者和受事者词汇包

含嵌套实体和多个定语，导致两者之间的识别不

准确。

分析抽检结果，总结出现的问题，并在关

键技术和方法中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优化

处理。

6 结语

本文对构建战“疫”记忆库模型进行了理

论和关键技术的研究，根据结构化元数据集提供

的信息构建了人物概念模型和事件概念模型，将

获取的原始资源数据规范化、结构化入库。通过

BERT-Bi-LSTM-CRF深度学习模型实现命名实

体识别 [31]以及应用事件抽取技术，实现了实体的

自动发现和关系识别。通过分析战“疫”记忆资

源的特点，对包含了各种资源实体内容和结构以

及相互关联关系的战“疫”记忆库模型进行了构

建。对各种来源的战“疫”资源进行描述，构建

了资源描述框架，界定了记忆库模型涉及的信息

字段以及各资源实体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一系列

关键技术和方法，包括实体识别和判定 [32]、人物

关系的识别和判定、事件以及事件关系的识别与

判定等技术与方法，优化了记忆库内容与结构的

构建，验证了构建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从多方

位、一体化、立体化呈现了抗击疫情的记忆，将

数据可视化、全方面地展示给用户。

但在解析战“疫”记忆资源的过程中，使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深度学习技术挖掘资源的信

息，大部分都是根据命名实体任务及事件抽取任

务各自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的。此外，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属于新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领域

未有充足的标注语料，故未能训练与该领域内容

相关的深度学习模型。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

讨生成战“疫”记忆库的一体化算法，直接从各

种战“疫”资源中生成战“疫”记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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