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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题类别语义识别的文本分类算法研究 

王  强    关  毅    王晓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标题类别语义识别的文本分类算法。算法利用基于类别信息的特征选择策略构造分

类的特征空间，通过识别文本标题中的特征词的类别语义来预测文本的候选类别，最后在候选类别空间中用分类器

执行分类操作。实验表明该算法在有效降低分类候选数目的基础上可显著提高文本分类的精度，通过对类别空间表

示效率指标的验证，进一步表明该算法有效地提高了文本表示空间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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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Title Category Semantic Recognition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Wang Qiang   Guan Yi   Wang Xiao-lo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lgorithm using title category semantic recognition for text categorization. 
The algorithm generates feature space based on its category, picks up category semantic words of the title to 
produce candidate category and finally classifies it under these candidate categori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irmly prove that the new algorithm performs better with fewer candidates and higher precision. Further research 
introduces category space representation efficiency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new algorithm and proves that it 
can achieve great improvement in text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Title Category Semantic Recognition (TCSR); Candidate category; Category space representation 
efficiency  

1  引言  

自动文本分类是将自然语言文本自动指定至一个或几

个预定义的文本类别中的方法，它是处理和组织大量文本数

据的一项关键技术。自动文本分类技术利用训练样本进行特

征选择和分类器训练，并根据选择的特征对测试样本进行形

式化表示，然后输入到训练好的分类器中进行类别判定。目

前的文本分类研究主要围绕着提高文本表示质量和开发高

性能分类器这两个方面展开。本文的研究以向量空间模型

(Vector Space Model, VSM)为基础，着力提高文本向量的表

示方法。传统的VSM是以基于词的特征选择算法进行文本降

维，利用词袋法(Bag Of Word, BOW)表示文本，以相似性

计算或判别函数来最终确定文本的类别。但在VSM中，传统

的特征选择算法，如信息增益(Information Gain, IG)与卡方

分布( , CHI)2 - testχ [1]，是在整个文本空间对特征项进行评

价，而BOW方法也是将一篇文本中出现的特征向整个特征

空间中映射，它忽略了文本特征的类别属性对分类的影响以

及文本中的关键语句对判别文本类别的指示作用。目前，针

对BOW方法的相关改进研究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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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特征权重计算研究中，Jin[2]引入了监督学习的思想，

提出了一种应用类别信息优化特征词权重的方法，实验证明

类别信息有效改善了文本特征的权重计算精度，提高了信息

检索的效果，但Jin的研究主要应用了文本的类别信息，并未

涉及对特征类别信息的探讨；Youngjoong Ko[3]提出了一种

使用文本中重要性高的句子进行文本分类的方法，他利用自

动文摘的相关技术对句子进行评价，使用重要性较高的句子

进行文本分类模型的训练，实验表明这种方法可显著提高分

类精度；李伟[4]提出了一种利用标题词、高频词和专有名词

计算句子权重的关键句矢量模型，用于提高文本相似度的计

算精度。但这两种方法在计算文本的关键句时都使用了较复

杂的句子评价算法，会增加文本分类的代价。战学刚[5]及林

鸿飞[6]关注标题与文章主题的密切关系，分别引入语义分析

技术及基于示例的潜在语义分析技术构造标题分类函数来

指导分类，但这两种方法使用时需引入相应的专业领域词

表，并且分类易受语义分析结果的影响。 

本文提出了一种应用标题类别语义识别技术 (Title 

Category Semantic Recognition, TCSR)进行文本分类的算

法。算法中采用基于类别的文本特征选择策略，将生成的文

本特征按文本类别进行划分；并改进了传统的 BOW 文本表

示方法，引入标题类别语义识别方法，即通过识别文本标题

http://www.sigmod.org/sigmod/dblp/db/indices/a-tree/k/Ko:Youngjo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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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特征的类别语义，预测该文本的候选类别，在此基础上

执行最终的分类操作。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能有效提高

文本表示的性能，同时可在降低分类候选数目的基础上提高

文本分类精度，具有较好的性能。 

2  文本标题对文本类别主题的指向分析 

标题对文本类别主题的指向作用, 是指从读者的角度看

标题与正文之间的关系，即标题对正文的类别主题具有预示

性[7]。这是因为标题和正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标题统领整

篇文章，是正文内容的最高概括和抽象, 正文内容是对标题

的解构与阐释。 

篇章语言学家们认为每个句子都是一个“话题-述题”结

构，如果把这种认识进一步拓展，把整个文本看作是一个“话

题-述题”结构，那么文本的标题就是整个篇章的话题，而文

本内容则是述题。话题是叙述的出发点，通常代表被描述的

事物或现象；述题是叙述的核心，通常表示对事物或现象的

描写、叙述。标题作为文章的话题，引导读者以某种特定的

方式解读文章，左右读者对整个文章的理解。 

文本的标题与文本的类别主题有密切关系，其对文本类

别主题的指向作用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1)标题直接揭

示类别主题。如《反对自由主义》、《椭圆曲线密码学》、《鱼

雷战》等，这一类标题直接反映了正文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通过标题中的类别主题词“自由主义”、“椭圆”，“曲线”，“鱼

雷战”等可直接确定文本的类别主题；(2)标题揭示类别主题

的范围、性质。如《中国雷达五十年》、《论油气分布的有序

性》、《糖尿病患者运动的好处》等，这一类标题对正文所要

论述内容的性质、范围进行了限定，限定成份中的中心词如

“雷达”、“油气”、“糖尿病”等也具有对类别主题明确的指

向意义；(3)标题表明类别主题的线索。如《中国经济学百年

回顾》、《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走势》、《胶片和前卫电影》等，

这一类标题，单从标题并不能了解正文所要论述的具体内

容，但这并不妨碍对标题文本类别主题的指向作用，“经济

学”、“报告文学”、“电影”都具有明确的类别主题意义。 

实际上，绝大多数文本内容也确实是围绕标题展开的，

是对标题的进一步阐述，这在科技论文中表现尤为明显。文

献[8]中对国内中文期刊进行的抽样统计表明，自然科学论文

的标题反映文章主题的概率高达 99%；而我们对 3,600 篇新

闻类文章的统计表明，标题可预示文章类别主题的概率也可

达到 95%以上。这说明文本标题对文本类别主题具有重要的

指向作用，大多数文本的类别可以通过其标题进行准确的判

定。 

3  TCSR 分类算法 

TCSR 分类算法是通过识别文本标题中的特征词，利用

特征词所属的语义类信息预测文本的主题类别，然后通过训

练好的分类器对预测类别进行类别确认的一种算法。它既不

需要使用专业词典，也不需要复杂的语义分析过程，并且具

有较好的分类性能。实现该算法的前提条件有两个：(1)基于

类别的特征选择算法；(2)文本标题的识别算法。 

3.1 基于类别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Category information 
Analysis based Feature Selection, CAFS) 
在文本分类系统中，由词、字串或概念来表达的特征集

维数一般都很高，文本特征选择的目的就是去除那些不能表

示信息或表示信息较弱的特征，以提高分类准确度，减少计

算复杂度。 

定义1  特征空间与特征向量  文本的特征是用于描述

文本模式的一组抽象的元素，可记作T = {t1, t2, …, tn − 1, 

tn}，将T 中每个特征看成一个维度， 这样T 就构成了一个

特征空间，该特征空间中的每个点代表一个样本，由特征向

量X=(w1,w2,…,wN)来表示。 

定义2  特征评分函数  特征评分函数是衡量特征重要

性的量度，可形式化表示为一个映射：Fs:T→SH，其中T为

特征空间，SH为特征值集合，Fs为特征评分函数。Fs函数一

般从分散度和集中度两个方面对特征进行评估，分散度描述

了特征在某类内部的分布情况，集中度则描述特征出现在不

同类别之间的差异性。一个具有分类意义的特征在某个类别

中应尽量分布均匀，同时它应该集中出现在某一类或某几类

文本中，而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类别中。在本文的特征选择

算法中，引入特征的类别贡献函数Swij及方差机制来衡量特

征的重要程度。Swij的定义如下：(设特征为  , 1iw T i∈ = ,

,n ，类别为 , 1, ,j j m= ) 
2

1log( 1.0) [ log( 1.0)]n
iij ij ij ij ijSw fw dw fw dw== ⋅ + ⋅ +∑ (1) 

Swij正比于wi在Cj中出现的词频数，正比于wi在Cj中分

布的均匀度，用于衡量特征对类别的重要性。其中，

fwij=Tij/Lj, Tij是wi在类别Cj中的出现的词频数，Lj是类别Cj

中所有词出现的总次数；dwij=dij/Dj，d
ij是类别Cj中出现wi的

文档数，Dj是类别Cj中的文档个数。在此基础上的特征评分

函数Imp(wi)定义如下： 
2Im ( ) ( )i ij ij

p w Sw S Sw= −∑ ∑ ijj
      (2) 

Imp(wi)通过计算Swij的方差来评价wi的重要性，Imp(wi)

越大，表明wi在不同类之间的贡献差异性越大，其分类价值

也就越大。公式中， /i ijj
S Sw= ∑ m 。 

定义3  基于类别的特征代表子集  特征代表子集是

由经Imp(wi)函数筛选出的特征构成的集合，为实现对标

题语义类别的应用，还需要对特征所属的类别进行划分，

这可通过Swij来实现。定义基于类别的特征代表子集为

，

其中ϕ 为特征阈值，Ci 表示w

{( , ) | Im ( ) Cid(max( ))}C i i i ijH t j t T p w j Swϕ= ∈ ∧ > ∧ =
d(max( ))ijSw i具有最大贡献量

的类别的类别号，集合HC中的元素称为代表元素。 

CAFS 算法可有效提取文本特征，并且可以根据特征词

所属的类别语义对其进行细致划分，使得文本特征的表示功

能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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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本标题识别算法(Title Recognition Algorithm) 
应用文本标题中的特征的类别语义指导文本分类操作，

就要实现对文本标题的正确识别。文本标题从语言特点上来

说具有一定的标记性[9]，即可以通过文本标题中的词语、结

构、形式或位置等信息进行识别。标题的词语标记指那些通

常只出现在标题中而几乎不出现在正文中的一些词语，结构

标记是指整个结构一般只在标题中使用的一些句法格式，而

形式标记则指标点符号在标题中的特殊用法。本文基于以上

特征，通过构造一个标题识别知识库，基于有限状态自动机

原理实现了一个通用的文本标题识别算法，描述如下：定义

，其中 ； ，

1/0 表示识别算法判断相应状态成功或失败； 。 
0( , , , , )M Q T q Fδ= 0 1 2 3 4{ , , , , , }Q q q q q q e= {0,1}T =

{ }F e=

状态转换函数 定义为：  ，

，  ， ，  ，

 ， ， ， 。 

:Q T Qδ × → 0 1( ,1)q qδ =

1 2( ,1)q qδ = 1( , 0)q eδ = 2 4( ,1)q qδ = 2 3( ,0)q qδ =

3( ,1)q eδ = 3 4( ,0)q qδ = 4( ,1)q eδ = 4( , 0)q eδ =

图 1 中描绘了文本标题识别的动态行为框架。系统应用

词语标记、结构标记及形式标记等多种策略来实现标题识

别。状态转换模式表示了识别过程和系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的相应处理措施。其中各个状态的含义为:e为结束状态；q0 
为初始状态；q1为标题识别状态；q2为词语标记检测状态；

q3为结构标记检测状态；q4为形式标记检测状态。 

 

图 1  文本标题识别自动机 M 状态转换图 

标题识别算法以每一行文本为处理单元，当开始工作时, 

自动机M 从q0状态转换为q1状态。在q1状态,当发现该文本的

标题已经识别时，M直接转换到e结束状态，若文本标题尚未

识别，则M 转换为q2状态；在q2状态, M检测处理对象中是

否包含文本标题特有的词语标记，如纪行、拾零、随笔、面

面观、纪要、访谈录等标记性词语是否出现，是的，话系统

就进入q3状态， 否则M 转换到q4状态；在q3 状态, M检测处

理对象是否满足文本标题的结构标记形式，如从X说(谈、想)

开去(起)，X话(道)Y，X看Y等，满足结构标记M就输出 1

进入e结束状态，表示当前文本内容为文本标题，否则M转换

到q4状态；在q4状态, M检测处理对象是否满足文本标题的形

式标记，如中文标题中一般不出现逗号、句号等标点，英文

标题要求全部使用大写字母或实词的首字母大写等特征，如

果条件满足，则M输出 1 进入e结束状态，当前文本内容为文

本标题，否则输出 0 进入e结束状态，表示当前文本非文本

标题。 

该标题识别算法对中、英文进行了一体化处理，以标

题的形式标记为首要识别标志，并且进一步引入了结构标记

与词语标记来完善识别过程，获得了较准确的标题识别率。 

3.3 基于标题类别语义识别的文本分类算法 

TCSR 算法的处理流程是：首先对标题中出现的类别特

征词进行识别，从而确定文本的候选类别，并进一步通过分

类器进行类别确认；当标题分析无法判定类别时，则回退到

传统的 BOW 方法进行文本表示和分类。这个分类算法的模

型可用一个四元组 来表示，其中 D 表示

文本，C 表示类别，R 是标题类别语义分析函数，T 是分类

器函数。用函数映射关系可表示为：  或

。函数 R 定义如下： 

, , ,M D C R T=< >

( ) :T R D C⋅ →

( )(C T R D= ⋅ )
≠( )

( )
j

j

T j T c

B j T c

R D c W F
R

R D c W F

φ

φ

⎧ ∀ ∩⎪⎪⎪= ⎨⎪ ∀ ∩ =⎪⎪⎩
         (3) 

公式(3)中
jcF 表示含有类别属性Cj的所有特征组成的集合，

表示文本标题中的特征词集合， 和 分别表

示应用标题语义类识别与回退到传统BOW的文本表示方

法。经过 表示的文本，可有效降低文本中噪声特征对

分类结果的影响，并且分类器函数T只在候选类别范围内执

行分类即可，因此效率较高；而经 表示的文本，T函

数将在所有类别范围内执行分类操作。以下通过一个实例来

说明 与 之间的差异。 

TW ( )TR D ( )BR D

( )TR D

( )BR D

( )TR D ( )BR D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人民 银行法 总则   

为了 确立 中国 人民 银行 的 地位 和 职责，保证 

国家 货币 政策 的 正确 制定 和 执行，建立 和 完善 中

央 银行 宏观 调控 体系，加强 对 金融业 的 监督 管理， 

制定 本法。中国 人民 银行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中央 

银行。中国 人民 银行 在 国务院 领导 下，制定 和 实施 

货币 政策，对 金融业 实施 监督 管理。货币 政策 目标 

是 保持 货币 币值 的 稳定，并 以此 促进 经济 增长。 

上文属于政治、法律类文本，由于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

如银行、货币、金融业等经济方面的特征词，导致使用传统

BOW 方法表示文本时引入了大量噪声特征，文本容易被错

分到经济类别中。应用标题语义识别则可改善分类情况。 

表 1  示例文本经 与 的词频向量表示情况对比 ( )TR D ( )BR D

特征空间 ( ( ))BTF R D  ( ( ))TTF R D  

银行法 1 1 

国家 1 1 

政策 3 3 
政治、法律 

国务院 1 1 

银行 5 0 

货币 4 0 

金融业 2 0 

币值 1 0 

经济 

经济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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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应用 方法，会在文本向量中引

入诸如“银行”、“货币”等经济类的特征词，导致文本容易

被错分；而应用 方法后，由于示例文本中的标题类别

特征词“银行法”的语义类别为政治、法律，其类别指向作

用会把与经济类别相关的特征词排除在文本向量之外，生成

了一个更为简捷有效的文本特征空间，有效去除了噪声特征

对分类器的干扰，提高了分类精度。 

( )BR D

( )TR D

模型中的分类器T函数可以为任何一种文本分类器，本

文采用经过Sigmoid[10]后处理的SVM线性分类器。SVM是近

年来在统计学习理论(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SLT)的

VC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通用

学习方法。它可以根据有限的样本信息在模型的复杂性(即对

特定训练样本的学习精度(accuracy)和学习能力(即无错误

地识别任意样本的能力)之间寻求最佳折衷，获得最好的推广

能力(generalization ability)。但由于SVM是通过文本向量与

最优分类面之间的距离来判定文本类别，导致分类器在多类

别分类问题中不能在全局输出最优判别，因此需要引入Sigmoid

函数来对SVM的输出进行概率转换。Sigmoid函数中的参数可

在训练集中通过交叉验证(m-fold cross-validation)的方式获

得。实验结果表明，Sigmoid函数的引入使得SVM分类器在

多分类问题中可选择更为合理的分类结果。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在中英文数据集上对TCSR算法进行了测试。中文

测试应用中图法分类体系1)，训练集采用 2003 年 863 文本分

类评测的 3,600 篇文本，测试集为 2004 年 863 文本分类评测

的 3,600 篇文本。英文分类测试采用Reuters-21578 数据集2)，

并且去除其中TOPIC为空或者<BODY></BODY>标签不

包含文本内容的所有文本，其中训练集包含 6,574 篇文本，

测试集包含 2,315 篇文本。实验包括 3 个部分：(1)以传统的

特征选择算法如IG与CHI为参照对象，比较CAFS算法在中、

英文数据集上的分类性能，验证CAFS算法的有效性，在此

基础上，分别使用CAFS＋BOW与CAFS+TCSR算法执行训

练和分类，比较两种算法的分类性能和运行效率，验证TCSR

算法的有效性；(2)测试TCSR算法对文本主题类别的覆盖精

度以及在保证分类精度的前提下，使分类器使用频率降低的

情况；(3)应用类别空间表示效率指标，验证使用标题类别语

义识别后文本向量表示效率的提高情况，并分析算法效率改

进的原因。 

4.1 实验设置 

实验中，中文文本的分词使用实验室的ICSU系统完成，

利用CAFS算法提取特征， 值设为 0.65，使用一个变型的ϕ

                                                        
1) 第四版，二级以上类目录，由于“T 工业技术”和“Z 综合性图书”

这两类难以判定主题类别，因此不予考虑，故实际总的分类数为 36

类。 
2) 数据集用ModApte方式切分，取前 10 个包含文档数最多的类别。 

Okapi权值计算公式计算特征词权重[11]，分类器使用一对多

策略的线性核函数SVM算法，其结果经过Sigmoid方法转换

为概率值。 

本文引入类别空间表示效率指标(Ceff)来验证算法的有

效性。根据 Fisher 判别准则，当文本类别间的距离尽量大，

文本类别内的距离尽量小的时候，可获得最佳的分类效果。

类别间与类别内的距离分别用离散性(Discreteness)和内聚

性(Cohesion)两个指标描述，定义 Ceff 为内聚性与离散性的

比值，公式如下： 
1

k
k

LkL ∈
= ∑ d

d
C                      (4) 

 1Co
k

k
LkL ∈

= ∑ dC
d

k                  (5) 

1

1Dis
C

k
iC =

= ∑CCi k

k

                 (6) 

Ceff Co /Disk k=                   (7) 

其中 表示训练文档集中的第k个类别， 表示第k个类别

的中心向量， 和 分别表示类别k的类别内聚性与类

间离散性，向量间的相似度应用向量余弦距离计算。类别的

内聚性 越大(相似度高)，类间离散性 越小(相似度

低)，则Ceff

kL kC

Cok Disk

Cok Disk

k越大，则可获得更好的分类性能。 

实验中中文文档用 863 文本分类评测标准进行评测3)，

即设定每一篇文本至多可以分到两个类别中去，评测只以分

类器第一候选输出的类别为准。英文文本评测采用

Reuters-21578 提供的评测软件4)，允许multi-label输出。评

测中均采用宏、微平均(macro & micro average)策略，利用

准确率(P)，召回率(R)及F1 值进行对比实验。 

4.2 结果分析 

图 2显示的是在中、英文数据集上随着特征数目的变化，

CAFS 与 IG，CHI 算法的分类性能对比情况。 

 

图 2  中英文数据集上 CAFS 算法与 IG 及 GHI 算法随 
特征数变化的分类性能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特征数目的变化，CAFS算法保

持了相当稳定的分类性能，当特征的数目比较多的时候，其

分类效果与IG，CHI相当，而当特征数目比较少时，在中文

数据集上其MicroF值比IG与CHI分别高出约 9 和 14 个百分

点(如图 2(a))，而在英文数据集上则高出 2.6 和 48 个百分点

                                                        
3)http://www.863data.org.cn/cursyllabus.php 
4)http://www.lins.fju.edu.tw/~tseng/Collections/Reuters-21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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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b))，CAFS算法表现出了更优的分类效果。同时，

CAFS+BOW分类方法的系统在 2004 年 863 中文文本分类

评测中获得了第一名，其在Reuters-21578 数据集上的

MicroF与MacroF值分别达到 0.935 与 0.867，也获得了与目

前最好的分类结果(Franca[12], 2005)相当的分类性能，这充

分证明了CAFS算法获取文本特征的有效性。另外，图 2 也

表明在CAFS基础上引入TCSR算法后，在中英文数据集其分

类性能(-*-型线所示)分别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证实了通过

识别标题类别语义获取文本主题类别算法的合理性。 

中，每处理一个文本都要调用所有的分类器进行分类判别，

其分类器的使用频率为类别数与文本数目的乘积；而在

TCSR 方法中，受标题类别语义限制，只有与标题类别语义

相关的分类器才真正参与到分类决策中，使分类器的使用频

率大幅下降，分类速度得到提高，而且这种提高的趋势随着

类别数目增加而变得更加明显，如在中图分类数据集上，分

类器使用频率的下降幅度高达 73%，在 Reuters-21578 数据

集上，分类器使用频率的下降幅度也可达 37%。 

分析 TCSR 算法提高文本分类性能的原因，主要是算法

改善了文本特征空间的表示效率。本文通过 Ceff 指标来验证

这一结论。图 4 是在中、英文数据集上应用 TCSR 算法前后

的每一个类别 Ceff 情况对比。 

图 3 进一步比较 CAFS+TCSR 与 CAFS+BOW算法在

中英文数据集的各个类别上的 MacroF 值的情况。图中的一

个点表示相应分类体系下的一个类别，其横、纵坐标分别为

在不同算法下(CAFS+TCSR 和 CAFS+BOW 算法)该类别

的 MacroF 值。如图 3(a)，在中图法数据集上，TB 出现在

对角线的上方，其在 TCSR 和 BOW 算法下的 MacroF 值分

类为 0.173(横坐标)与 0.357(纵坐标)，说明针对TB类，TCSR
方法的性能优于 BOW 方法；图 3(b)中，在 Reuters-21578
数据集上，Corn 点出现在对角线下方，其 MacroF 在两种表

示算法下的值分别为0.79与0.667，表示针对Corn类， BOW
算法优于 TCSR。可见，通过比较出现在对角线上方与下方

的类别数目，就可以看出两种文本表示算法在不同类别上的

分类性能。图 3 表明，在中英文数据集上，TCSR 算法在多

数的类别上都取得了较 BOW 方法更为理想的分类效果，其

对总体分类性能的改善效果是比较稳定的。 

图 4 显示应用基于标题类别语义识别算法后，在所有

的中、英文类别上，文本的类别内聚性都大幅提高，而文

本类别间的离散性(相似度)则降低，即类别的 Ceff 值明显

增大，类别特征空间的表示效率得到提高。文本表示性能的

改进可以带来分类性能的提高，而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 4  中英文数据集上应用 TCSR 算法前后类别 CeffX 比较 

5  结束语 

TCSR 算法能够有效地处理文本分类问题，该算法通过

基于类别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将文本特征进行类别语义划

分，通过识别文本标题中的特征词的类别语义来构造候选类

别集，有效指导分类操作，提高文本分类的精度。此外，该

算法具有较好的扩展性，通过基于错误实例的反馈学习或手

工添加类别语义词的方法，可进一步提高文本分类的精度。 

图 3  中英文数据集上应用 TCSR 算法前后分类性能比较 

表 2 统计了 TCSR 算法的文本主题类别覆盖精度，并分

析了 TCSR 算法对分类速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中英文数据集上，TCSR 算法判断分类器

与文本主题相关的正确率达到 90.2%与 98.4%，大大超过了

分类器的实际分类准确率，表明该算法可以正确判断文本的

主题类别，算法是有效的。同时，表 2 显示 TCSR 算法会对

分类速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传统的一对多 SVM 分类模型 

下一步的工作，一是在基于类别的特征选择算法中加入

专业领域词(主要是新词)识别的算法，以提高文本特征类别

语义的质量；二是研究在保证分类性能与分类效率的前提

下，进一步提高相关分类器判别正确率的方法。

表 2  中英文测试集上基于标题类别语义识别算法与传统分类算法分类速度对比 

中图分类法数据集 Reuters-21578 数据集 
 

CAFS+TCSR CAFS+BOW 下降幅度 CAFS+TCSR CAFS+ BOW 下降幅度 

分类器用次数 34，957 129，600 73.03% 14，499 23，150 37.37% 

 TCSR 判断正确 TCSR 判断错误 正确率 TCSR 判断正确 TCSR 判断错误 正确率 

文本数 2770 302 90.2% 1257 21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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