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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典构建法

石玉鑫，杨泽青，赵志滨，姚  兰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通过挖掘商品评论中的评价对象，可以得知用户更关心商品哪些方面的属性，从而帮助企业改进商品，

帮助用户选择商品。因此，商品评价对象的挖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典构

建方法：首先基于LDA模型，提出了一种领域基础词典的构建方法；然后，分别提出了基于词汇之间的PMI值和基于依

存句法分析的领域词典扩充方法。本文基于京东商城的洗衣液产品真实评论数据集，使用构建的词典分别进行了一级标

签评价对象挖掘和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进行评价对象挖掘时具有良好的性

能；相比一级标签评价对象，扩充后的词典对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的效果有更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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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on Domain Dictionary Construction for Object 
Mining on Commodity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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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Enterprises hope to be aided by object mining on comments of their products,which reveals the clients' 
concerns,to improve their manufacturing.This object mining also makes sense to subsequent consumers while they are 
making their choice.Therefore,it is significant to mine objects of a comment.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n domain 
dictionary construction for object mining on comments of commodity:Firstly,a method based on the LDA model,a basic 
domain dictionary is proposed;then,the domain dictionary expans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PMI value of words and 
dependency parsing are proposed respectively.Data applied for experiments in this paper is from detergent sale data 
of JD.COM.The dictionaries are applied on this data set for the first-level and second-level label object mining.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e proposed method’s great potential in object mining.Compared with the first-level label object 
mining,the extensive dictionary has improved the second-level label objec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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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在互联网中，有海量的商品评论文本。这些评论可能

来自于不同的电商平台和不同的商品品类，是一种重要的资

源，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分析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

市场调查工作人员可以得知用户更关心商品哪些方面的属

性，以及用户对这些属性持有消极的观点还是积极的观点，

从而帮助公司更好地改进产品；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查看这些

商品评论来了解其他人的真实购物体验，有助于快速找到口

碑良好的商品，做出更好的购物选择。

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是中文短文本，面向商品评论的口

碑分析的基础工作是挖掘出评论所描述的商品属性，即短文

本的评价对象挖掘。正因为海量的评论数据中蕴藏着非常有

价值的商业信息，因此面向商品评论的评价对象挖掘备受关

注。目前为止，基于领域词典的规则匹配方法是评价对象挖

掘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业界普遍采用，构建领域词典是其中

的关键工作内容。但是，人工构建词典的方法工作量巨大，

并且难以保证词典的覆盖性，因此亟需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自

动构建领域词典。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隐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简称LDA)模型、点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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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简称PMI)和依存句法分析

的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典构建方法，目标是针对

某个品类的商品评论，构建领域词典，并利用领域词典实现

对该品类文本的评价对象挖掘。本文构建的领域词典包括两

部分，一部分是领域基础词典，由单个的词汇构成；另一部

分是领域词典的扩充，由词汇的搭配组合构成。本文的主要

贡献包括：

(1)提出了构建领域基础词典的方法。将已标注的训练集

按标签分为若干个文档，使用LDA模型得到每个文档中主题

的概率分布，以及每个主题中词汇的概率分布，提取出主题

词，从而得到该标签下的词典。对每个标签对应的文档重复

上述过程，就得到了领域基础词典。

(2)基于PMI扩充领域词典。通过计算点互信息(PMI)来衡

量每个文档中词汇之间的相关性，将相关性高的词汇作为词

组加入每个标签对应的词组集合，得到所有标签对应的词组

集合。用词组集合对领域基础词典中每个标签下的词典进行

扩充，构建扩充后的领域词典。

(3)基于依存句法分析扩充领域词典。本文定义了一种

新形式的词典：句法词典。通过对已标注的语料进行句法分

析，可以得到一个由词组构成的句法词典；利用该词典可以

对领域词典进行进一步的扩充。

本文按照如下方式组织全文。第二部分总结了近些年的

评价对象挖掘、词典构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技术；第三部分

明确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定义了相关符号；第四部分

介绍了基于LDA模型构建领域基础词典和基于PMI、依存句

法分析扩充词典的具体过程；第五部分通过评价对象挖掘实

验，对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性能进行了评估。第六部分总结了

本文的工作，并提出未来可继续改进的地方。

2   相关工作(Related work)
本文工作的核心是构建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

典，需要用到文本挖掘的相关技术来构建词典。现在就文本

挖掘技术的最新应用，以及有关词典构建工作的最新研究成

果进行总结。

文本挖掘是一个从大规模的文本数据集合中挖掘出潜在

且有价值的信息的过程[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文本数

据大量涌现，这使得文本信息挖掘成为多个领域的重点研究

课题。文本挖掘的主要方法有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基于机

器学习的方法、基于句法分析的方法和基于词典的方法等。

Pavlinek[2]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半监督学习和LDA主题模型

的文本分类方法，对文本进行分类。He[3]等人提出了一种基

于依存句法分析的评论观点挖掘方法，可以有效地从评论中

挖掘观点。Tomas[4]等人在Spark中实现了朴素贝叶斯、随机

森林、决策树、支持向量机和Logistic回归分类器等五种分

类器，并对每种分类器的分类准确度进行了评估。Mandal[5]

提出了一种基于词典进行意见挖掘并计算情感极性水平的

算法。在这几种文本挖掘方法中，基于词典的规则匹配方法

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并且可维护性较好，在工程上普遍采

用。因此，本文要构建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典。

关于领域词典的构建，有很多可行的方法，相关研究也

有很多。尹文科[6]等人基于维基百科链接结构图，结合LSI算

法和CPMw算法，提出了一种构建领域词典的方法，实现了

领域词典的自动构建。基于大量的商品评论文本，李伟卿[7]等

人提出了一种构建产品特征词典的方法。该方法在大量已标

注文本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同义词词林扩展版和Word2Vec

工具进行词向量训练，计算词汇的语义相似程度，对特征词

汇进行总结，从而构建产品的特征词典。与其他方法相比，

该方法有良好的召回率。Chen[8]等人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词典

构建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词典包含更多的长尾关键词，从

而提高词典的质量。文献[9]介绍了4种构建领域情感词典的方

法，并评估了每种方法所构建词典的性能。Wu[10]等人基于已

标注的文本数据，利用TF-IDF算法和Word2Vec工具，构建

了足球领域的情感词典。Alqasemi[11]等人基于KNN查询算法

构建了观点词库，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Ju[12]等人提出了

一种基于条件随机场的迭代机器学习算法，目标是自动构建

中文临床语料库中的症状词典。文献[13]研究了国内外几种词

典系统的功能，建立了一个领域词典构建系统，并设计了总

体框架和组件模块。Zhang[14]等人通过提取和构建程度副词词

典、网络词典、负面词典和其他相关词典来扩展情感词典。

Song[15]等人提出了一个命名实体词典半自动构建系统，该系

统基于维基百科，使用主动学习技术和BM25算法，在命名实

体识别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文献[16]中设计了一种关系

词词典的新结构，采用弱监督方法找到词典项，并填充到关

系词词典中。该词典用于提取生物医学文献中有关蛋白质的

词汇。文献[17]提出了一种自动构建情感词典的方法，构建的

词典用于处理特定领域的情感分析任务。文章中还比较了来

自不同领域的情感词典的效率。Wu[18]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数

据驱动的方法，来为微博情绪分析系统构建高质量的情感词

典。针对现有中文情感词汇覆盖率较低的问题，Liu[19]等人通

过整合当前情感词汇，构建了一个微博情感词典。

3   问题描述(Problem description)
商品评论的评价对象挖掘是一个多标签分类问题。表

1是京东商城洗衣液产品评论中的两条评论，以及它们的评

价对象。评论t 1的评价对象是这款洗衣液的气味和物流/送

货速度，评论t2的评价对象是洗衣液的清洁效果，浓度和物

流/送货速度。从这两条评论可以看出，“气味”“清洁效

果”“浓度”和“物流/送货速度”等属性都有可能成为洗

衣液产品评论中所包含的评价对象，而类似于“口感”等属

性不大可能成为正常的洗衣液评论中所提及的评价对象。因

此，单个领域是具有封闭性的，评论中可能涉及的评价对象

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评价对象可以穷举出来。因此，基于词

典的多标签分类方法能够在商品评论的评价对象挖掘工作中

取得较好的效果。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成一个用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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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价对象的领域词典。

表1  产品的评论和评价对象

Tab.1 Commodity comments and evaluation objects

编号 评论 评价对象

t1
自然清香，味道挺好闻的，

物流给力！！！
气味、物流/送货速度

t2
洗衣效果很差劲，浓度一般！

但是洗衣液到的很快。
清洁效果、浓度、物流/送货速度

本文使用集合 来表示商品品类 的一组中

文短文本集合，用集合 来表示集合 中可能涉

及的 种评价对象。若商品品类 是洗衣液产品，则集合 就是

洗衣液产品本身，以及外延性质的总集。

通过对关键词或词组的匹配，可以确定评论中包含了哪

些评价对象。例如，关键词“清香”对应的评价对象是“气

味”，关键词“洗衣效果”对应的评价对象是“清洁效果”。

因此，挖掘商品评价对象的领域词典 中需要包含每个评价对

象所对应的关键词集合。领域词典 可形式化表示为式(1)。

                           (1)

其中， 是评价对象 所对应的关键词集合，其中的元素有可

能是单个词汇，也有可能是多个词汇组成的词组。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找到领域词典构建函数 ，基于商

品品类 的文本集合 ，构建领域词典 。可以形式化描述为：

。

4   算法描述(Algorithm description)
4.1   构建领域基础词典

首先需要对商品评论集合 进行人工标

注。每条评论需要标注出其包含的评价对象，以及描述

这些评价对象的文本；标注出的评价对象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多个。标注后的任一文本 都对应一个标签集合

。标注的示例如表2所示，该文本

标注了四个标签，分别是“品牌忠诚度”“洗涤效果”“价

格”“物流/送货速度”等四个评价对象，以及描述它们的文

本。

表2 标注示例

Tab.2 An example of labeling

示例文本 标签

一直都用立白洗衣液，衣服洗得很干

净，但是这次双11的促销力度不大，

快递也慢，下次再有更大的优惠，多

买点儿屯着。

(品牌忠诚度，一直都用立白)

(洗涤效果，衣服洗得很干净)

(价格，促销力度不大)

(物流/送货速度，快递也慢)

标注完成之后，需要对标注的文本进行分词，去除停用

词，并将文本分为 等 个集合，分别是包含评价对象

的文本集合，任意两个集合之间都可能有交集。

本文基于LDA模型来构建领域基础词典。LDA模型是

一种文档主题生成模型。在LDA模型中，一个文档以一定概

率选择了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又以一定的概率选择了一个词

汇，形式化表示为式(2)：

    
(2)

首先，要给出LDA模型的主题数。之后，将描述评价对

象 的文本集合 作为一个文档，通过LDA模型对该文档的学

习，可以得到该文档的文档-主题分布和主题-词汇分布，从

而可以得到评价对象 的主题词语，这些主题词语的集合记

作 。通过对所有文档 重复上述过程，就可以得到

集合 。这些集合就构成了领域 的领域基础词典

。

4.2   基于PMI扩充词典

基于LDA模型构建的领域基础词典 只包含单个的词

汇，且词汇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搭配关系。然而，

如果要挖掘细粒度的评价对象，有时两个单独的词汇并不能

挖掘出某个评价对象，但是它们作为词组时却可以挖掘出

这个评价对象。例如，在洗衣液评论中，我们可以将“气

味”这一评价对象拆分为“打开时的气味”“洗衣时的气

味”“晾衣时的气味”等若干个更细粒度的评价对象。评论

“打开盖子时很香，很好闻”显然包含了“打开时的气味”

这一评价对象，而无论是词汇“打开”，还是词汇“香”，

单独拿出来都无法挖掘出“打开时的气味”这一评价对象，

而它们搭配起来却可以挖掘出这个评价对象。因此，我们需

要对上一小节中得到的领域基础词典进行扩充，在词典中加

入词组做关键词。

本文通过计算点互信息(PMI)来衡量两个词语之间的关联

程度，从而抽取出关联程度较高的词汇组合，用这些词组对

领域基础词典进行扩充。PMI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衡量词语之间

的语义关联程度。针对某文本集合 中的词汇 和 ，若这两

个词汇出现在同一条商品评论中，则称词汇 和 共现。 和

在 中的共现概率可表示为式(3)。

                                  
(3)

其中， 是 和 共现的评论数量。 和 在 中的PMI值可由式

(4)计算出来，其中 和 分别是 和 在 中的频率。

                       
(4)

当 大于一定阈值时，可以认为集合 中的词

汇 和 具有搭配关系，并且该搭配关系 可以描述评

价对象 。将符合上述条件的词组构成集合 ，其

中任一元素都是由一对词汇构成的具有搭配关系的词组。集合

就是描述评价对象 的词组集合。对所有评价对象

重复上述过程，最终得到集合 。集合

可以对领域基础词典 进行扩充，从而得到新的领域

词典。

4.3   基于依存句法分析扩充词典

除了基于PMI对领域词典进行扩充之外，还可以基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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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句法分析对领域词典进行扩充。依存句法分析是通过分析

某个句子来构建该句子的依存句法树，从而描述句子之间的

依存关系。利用哈工大“语言技术平台(LTP)”得到的依存句

法分析实例如图1所示。

 

图1 依存句法分析实例

Fig.1 An example of dependency parsing

图1中的有向弧被称为依存弧，表示两个词之间存在从

属关系。每个依存弧上都有一个标注，表示两个词之间的依

存关系类型，每个词汇下方标注了它的词性。例如，“很”

与“一般”之间存在依存关系ADV(状中结构)，“很”是程

度副词，修饰形容词“一般”。“一般”是这对关系中的核

心词，也叫支配词；“很”是用来修饰支配词的词语，也叫

从属词。类似于“很”和“好”这样的词对，本文将其称为

“依存词对”，其形式化定义如下：

定义1(依存词对)：存在依存关系的两个词语称为依存词

对，形式化表示为式(5)：

      (5)

其中， 是从属词 的词号，即该从属词在句子中的位置；

是 的词性；而 和 分别是支配词 的词号和词性；

relation是词汇 和 的依存关系类型。例如，图2中的“很”

和“一般”就可以称为一个依存词对，可以形式化表示为：

WordPair(很,一般)=(5,很,d,6,一般,a,ADV)。

在文本集合 中，某种词性组合的依存词对可能较为频繁

的出现。以洗衣液产品的评论为例，评论中出现了“洁净衣

领”“祛除异味”等关于产品功效的描述，均为“动词+名

词”形式的依存词对。同时，多个依存词对的组合可能也会

频繁出现，例如，短语“祛除顽固污渍”为“动词+形容词+

名词”的形式，其中也包含“动词+名词”形式的依存词对和

“形容词+名词”形式的依存词对。对于某个文本集合中类似

于“动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包含一个或多个

依存词对的频繁出现的词汇集合，本文称为“句法模板”，

形式化定义如下：

定义2(句法模板)：在文本集合 中，存在文本 ，包含词

性为 的词汇集合 ，且

对于集合 中的任意词汇 ，至少存在一个词汇 ，与其存

在依存关系，构成依存词对 或 。

假设与 具有上述相同性质的文本集合为 ， 中文本数量

占 中文本数量的比例大于一个给定的阈值 ，则称元组

为文本集合 的一个句法模板，每个符

合该句法模板的词组都是句法模板 的一个实例。

根据句法模板的定义，本文又给出了一种新形式词典的

定义——句法词典，其形式化定义如下。

定义3(句法词典)：在文本集合 中，有句法模板集合

，其中任意一个句法模板 均存在描述评价对象

的词组集合 ，则这些集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集合

。集合 就是文本集合 的一个句法

词典

如果对每个文本集合 都构建句法词典，就可以

得到文本集合 的一个句法词典 。为了

提高词典的质量，在构建句法词典 之前，需要计算文本集

合 中每个词汇的TF-IDF值。TF-IDF是用来评估一个词汇

对于一个文档重要程度的指标，TF指的是某一个给定的词语

在该文档中出现的频率；IDF是逆向文档频率，是一个词语普

遍重要性的度量。

将 看作一个文档，从微博上抓取一定数量的文本

，将每条微博看作一个文档，与 组成文本集

合 。对于词汇 ，它对于 的TF

值和IDF值计算方式分别如式(6)和式(7)所示。

                                      

(6)

                         
(7)

其中， 是词汇 在本文集合 中出现的次数，

是包含词汇 的微博文本集合。词汇 对于文本 的TF-IDF值

计算方法如式(8)所示。

                                    (8)

根据词汇的TF-IDF值，可以构建一个重要词汇词典

，其中 是一个阈值，TF-IDF值大于 的

词汇均可看作商品品类 的重要词汇。

根据上述定义，构造 的句法词典。从 中抽取出句法模

板集合 。针对任一句子 中符合句法模板 的词

组 ，若词组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即可

加入词组集合 ：

(1)存在词汇 ，有 ，且对于 中标注出的描

述评价对象 的文本 ，有 。

(2) 中包含描述评价对象 的文本 ，对于 中的任一词汇

，均有 。

对 中所有句法模板的所有实例重复上述步骤，即

可 得 到 集 合 。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也

可以得到集合 ，从而得到最终的句法词典

。句法词典可以对领域词典进行扩

充，从而得到新的领域词典。

5   实验(Experiment)
5.1  实验数据集

本文的实验数据集是京东商城洗衣液评论数据集。根

据从领域专家处得到的洗衣液产品的特征码表，本文首先列

出了“方便性”“品牌”“包装”“产品”“价格”“香

味”“快递”“购物渠道”“产品功效”等9种评价对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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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称这9种评价对象为一级标签评价对象；并将每个一级标

签评价对象再细分为更加细粒度的评价对象，例如“快递”

可以细分为“快递(笼统)”“快递速度”“快递人员服务态

度”“快递包装”等，细分完成后共有69种细粒度的评价对

象，本文称这69个评价对象为二级标签评价对象。

由于实际获取到的商品评论随意性较大，会出现少量

无效的评论，例如只出现标点符号的评论，或类似于“呵呵

哈哈哈”这样无意义的评论，所以在进行数据预处理前需要

剔除这些无效评论。剔除无效评论后，剩余的用户评论共计

32400条。之后对所有有效的数据进行标注，标注内容包括每

个评论所包含的一级标签评价对象、二级标签评价对象，以

及每个评价对象所对应的文本。评价对象的标注是多标签标

注，即一条短文本可以包含多个评价对象。由于人工标注难

免有疏漏，所以对标注结果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并对百分之

一的数据进行了重复标注。标注完成后，将每条评论进行分

词，并剔除相应的停用词。

本文工作均采用Python 3.5语言实现，使用PyCharm

开发工具，操作系统为Windows 7。洗衣液评论数据采用

MongoDB数据库存储。

5.2   实验结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领域词典构建

方法，该方法可分为三部分：基于LDA模型构建领域基础词

典的方法；基于PMI扩充领域词典的方法；基于依存句法分析

扩充领域词典的方法。首先，使用29160条已标注的数据构建

领域词典；之后，用剩余的3240条数据进行商品评价对象挖

掘实验，来验证所构建领域词典的性能。

由于评价对象挖掘是一个多标签分类的过程，所以本

文使用Macro-averaging评价指标来对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的

结果进行评估。Macro-averaging指标首先对各类的分类结

果进行评估，然后再取所有类评估结果的均值作为整体的评

估结果。Macro-averaging由三个具体指标构成：Macro_

P,Macro_R和Macro_F，计算方法如式(9)、式(10)和式(11)所

示， 是实际包含评价对象 ，预测结果也包含 的评论数；

是实际不包含评价对象 ，但预测结果却包含 的评论数；

是实际包含评价对象 ，预测结果却不包含 的评论数。

                        

(9)

                       
(10)

                           

               
(11)

本文将分别使用领域基础词典 、仅基于PMI扩充后的

领域词典(LDA+PMI)、仅基于依存句法分析扩充后的领域词

典(LDA+DP)、基于PMI和依存句法分析方法扩充后的领域词

典(LDA+PMI+DP)等四种进行评价对象挖掘实验，并对比实验

结果。本文的实验数据可挖掘到的评价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

种是一级标签评价对象，一种是二级标签评价对象，因此本文

将分别对这两种评价对象进行挖掘实验。

一级标签评价对象有九种，分别是“方便性”“品

牌”“包装”“产品”“价格”“香味”“快递”“购物渠

道”“产品功效”。 基于PMI和依存句法分析等两种方法扩

充后(LDA+PMI+DP)的一级标签领域词典的一部分如表3所

示，仅列出了“香味”和“快递”等两种评价对象的部分词

汇和词组。

表3 扩充后的一级标签领域词典的一部分

Tab.3 A part of the extensive first-level label

           domain dictionary

评价对象 词汇和词组

香味 芳香，薰衣草，味道，浸泡 味，浸泡 香，晾衣 味，晾衣 香

快递 送货，物流，快递员，小哥，配送员，包邮，邮费，快递 破了 

一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的

结果可以看出，与领域基础词典 相比，基于PMI方法和

依存句法分析方法扩充后的词典的Macro_P指标有所降低，

Macro_R指标有所提升，衡量整体性能的Macro_F指标有所

提升，这说明本文提出的词典扩充方法对一级标签领域词典

的整体性能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词典规模的扩大，随之

也会出现更多的误判，导致精确率降低。同时可以看出，在

只使用一种词典扩充方法的情况下，基于依存句法分析的词

典扩充方法要优于基于PMI的词典扩充方法；两种扩充方法都

使用时Macro_F指标可以达到最高，相较于只使用领域基础词

典时提升了1.9个百分点。虽然扩充后的词典可以提升一级标

签评价对象挖掘的性能，但是提升十分有限。

表4 一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结果

Tab.4 Result of the first-level label evaluation object 

        mining experiment

词典构建方式 Macro_P Macro_R Macro_F

LDA 0.793 0.674 0.729

LDA+PMI 0.778 0.694 0.734

LDA+DP 0.782 0.705 0.742

LDA+PMI+DP 0.774 0.723 0.748

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有69种，由一级标签评价对象细分

而得。其中“香味”被分为了“香味(笼统)”“打开包装

时的香味”“浸泡时的香味”“洗衣时的香味”“晾衣时

的香味”“快递”被分为了“快递(笼统)”“物流/送货速

度”“快递包装”“快递费用”“快递人员”。使用两种方

法扩充后的二级标签领域词典的一部分如表5所示，仅列出了

“香味”和“快递”等两种评价对象细分后的11个评价对象

的部分词汇和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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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扩充后的二级标签领域词典的一部分

Tab.5 A part of the extensive second-level label

           domain dictionary

评价对象 词汇和词组

香味(笼统) 芳香，薰衣草，味道

打开包装时的香味 拧开 香，打开 香

浸泡时的香味 浸泡 味，浸泡 香

洗衣时的香味 洗衣 香，洗时 香

晾衣时的香味 晾衣 味，晾衣 香，晒衣 香

快递(笼统) 送货，物流

物流/送货速度 当天 到，快递 很快

快递包装 快递 袋子，快递 破了

快递费用 包邮，邮费

快递人员 小哥，快递员

将表5和表3对比可以看出，表3中很多对应同一评价对象

的词汇在表5中被对应到不同的评价对象。同时，很多二级标

签评价对象的关键词集合中词组较多，单个词汇较少。

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的各

项指标变化趋势与表4中各项指标变化趋势相似。与一级标签

评价对象挖掘的实验结果相比，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的实

验结果各项指标均有所下降。将表4和表6的实验结果进行对

比可以看出，相较于一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扩充后的

词典对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的Macro_F指标有更大的提

升，相较于只使用领域基础词典时提升了4.2%，这意味着本

文提出的词典扩充方法对二级标签评价对象的挖掘有更重要

的意义。由于很多二级标签评价对象的关键词集合中词组较

多，单个词汇较少，因此用词组扩充领域词典对于这些标签

的挖掘是非常有效的。

表6 二级标签评价对象挖掘实验结果

Tab.6 Result of the second-level label evaluation object 

       mining experiment

词典构建方式 Macro_P Macro_R Macro_F

LDA 0.684 0.577 0.626

LDA+PMI 0.656 0.649 0.652

LDA+DP 0.669 0.663 0.666

LDA+PMI+DP 0.645 0.692 0.668

6   结论(Conclusion)
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商品评价对象挖掘的词典构建方

法，并使用京东商城洗衣液评论数据集进行了评价对象挖掘

实验，以评估词典的性能。本文的词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领域基础词典，由单个的词汇构成；另一部分是领域词典

的扩充，由词组构成。本文基于LDA模型从文本中提取主题

词，提出了构建基础词典的方法；通过计算词汇之间的PMI

值，提出了一种扩充领域词典的方法；基于依存句法分析和

TF-IDF，提出了另一种扩充领域词典的方法。实验证明，

扩充后的领域词典的挖掘效果好于领域基础词典单独使用的

效果；用词组扩充领域词典对二级标签评价对象的挖掘意义

更大。

本文的方法在针对洗衣液产品评论的评价对象挖掘实验

中取得了良好的表现，将来可以使用本文方法对其他领域的

短文本进行实验；同时，由于本文的方法需要大量的标注，

属于有监督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接下来将

会考虑是否可以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方法构建词典；本文所提

出的方法只能针对特定的领域来构建词典，无法构建一个开

放领域的词典，下一步将尝试是否可以得到一个跨领域的词

典构建框架，来构建跨领域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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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漫反射效果，使用平行光模拟日照效果，室内物体的反

射信息和间接照明可以使用Reflection Probe反射探头和Light 

Probe光照探头模拟。

最后在Unity中安装SteamVR插件，添加对HTC Vive虚

拟现实设备的支持，编写脚本完成对虚拟场景的交互操作。

5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实验的主要硬件有：HTC Vive、Intel Xeon E5-

1620v3、8G内存、显卡Nvidia GeForce GTX 1070等。主

要软件有：Windows 10 64位、3ds Max2017、Substance 

Designer 6.0、Substance Painter 2017、Unity3d 5.6.3等。

基于上述软硬件环境，本文研究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基本

特征，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在室内设计方面的相关工作，使虚

拟现实技术与室内家居互动设计相结合，为室内家居设计提

供了更真实更丰富的虚拟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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