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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本的情感倾向性研究中缺乏对多种复杂句式的有效分析，而复杂句式中多种情感共现的特点使得传统的情感分类
器对复杂句式的情感分析效率不高，所以提出一种新的可以对复杂句式进行有效情感分析的情感分类模型。该模型充分分析了汉

语中复杂句式的结构特点，通过已有资源构建中文情感词典、关联词表、否定词表，并提出了一种复杂句式模型来匹配各种复杂句

式。最后将该复杂句模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相结合，得到新的针对复杂句式的情感分类模型。在实验中，新的情感分类模型在准确

率、召回率、Ｆ值上都比传统的情感分类器有了明显的提高。实验证明该模型能更好的分析各种复杂句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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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文本的情感倾向性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中的研究

热点之一，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博客、论坛

发表自己对一些产品、事件的观点看法。在大数据时代，人工处

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力，而通过计算机对这些主观性文本进行情

感分析，可以很好地挖掘出大量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智能推

荐、兴趣发掘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１］。

目前，在文本情感分析研究领域，主要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进行情感分类。杨源等［２］提出了一种对产品评论中的条件句

进行倾向性分析的方法，通过条件连接词、词性、类序列规则进

行分类识别，根据隐式条件词及条件连接词将条件句分为四类，

最后利用ＳＶＭ对条件句进行倾向性分类，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
的条件句倾向性分析结果。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等人［３］通过调查发现，英

文评论中条件句大约占句子总数的８％，因而他们对英文条件

句进行了情感倾向性分析，首先对条件句进行了语言学分析，随

后构建了监督学习模型来判断不同主题的条件句所表达的情

感。宋锐等人［４］对比较句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汉语比较模式

库来自动识别汉语中的比较句，随后又通过提取比较主体、客

体、上下文相关词、词性、位置以及比较属性的领域知识等特征，

利用条件随机场进行中文比较关系提取，为信息推荐、兴趣挖掘

等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Ｇａｎａｐａｔｈｉｂｈｏｔｌａ等人［５］对网络上的比

较句进行了情感分析，他们认为比较句主要对两个以上的实体

进行比较，最终提出了一种针对比较句的规则来分析其情感，在

对产品评论的情感分析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它们都没有对汉语中的多种复杂

句式进行有效分析，而在现实生活中，复句的使用频率更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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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更广，人们通常会频繁地使用一些复杂句式来表达自身的情

感，而复杂句式中往往会多种情感共现，且存在一些特殊的汉语

语法结构，利用以往的情感分析方法对这些复杂句式的情感进

行分析往往准确率不高，所以急需对复杂句式进行有效分析。

本文充分分析了汉语中各种复杂句式的句式结构，针对不同类

型的复杂句式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关联词和多重否

定的影响，利用词性标注来消除歧义，将分析复杂句式情感的规

则方法融入到传统的分类器中，最后提出了一种更加全面的情

感分类模型。

１　复杂句式简介

汉语中的复杂句式主要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从属的

主谓结构（包括省略了某些成分的主谓结构）构成，表达多个相

互关联的较完整的意思，并且中间有较小停顿（一般用分号、逗

号等标点表示），或者由特定的关联词连接，句子前后有较大停

顿的句子。根据分句与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可以将复杂句式

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１）转折句式
转折句式通常是指后一分句的意思与前一分句的意思相反

或部分相反，前一分句所叙述的内容使人们心中产生一种预期，

而后一分句却违背了这个预期。通常情况下，转折句式的后一

分句是说话人的重心。如例１所示。
例１：虽然结局很差劲，但是抵不住它的好。
例１中关联词“虽然……但是……”使前后分句的意思发

生了颠覆。前一分句中出现了表达消极情感的词语“差劲”，而

后一分句中出现了表达积极情感的词语“好”，在使用传统的情

感分类器对这种转折句式进行情感分析时，分类器容易被前一

分句中表达消极情感的词“差劲”影响［６］。

（２）条件句式
条件句式表示条件与结果的关系。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

是前一分句提出条件，后一分句指出对应的结果。另一种是前

一分句排除条件，后一分句指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得到指定的

结果。如下所示。

例２：只要你努力学习，就能取得成功。
例３：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他都刻苦学习。
在上面的两个条件句中，例２的前后分句表达相同的情感，

使用分类器很容易判断，但在例３中，前一分句出现了“恶劣”，
后一分句出现了“刻苦”，正反两种情感同时出现，这对分类器

的判断会产生一定影响，“不管”这种条件连接词通常用于偏

句，对整个条件句的情感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７］。

（３）选择句式
选择句式是指列出几种情况从中选择一种，其中包含一种

特殊的句式结构：取舍句式，表示从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分为

舍前取后和舍后取前两种情况［８］。

例４：你是喜欢这一款，还是喜欢那一款？
例５：与其这么堕落下去，不如好好奋斗一下。
例４中前后分句表达相同的情感，而例５中前一分句“堕

落”表达的是消极情感，后一分句“奋斗”表达的是积极情感，前

一分句会影响情感分类器的判断，关联词“与其……不如……”

过渡前后情感的转变。

（４）假设句式
假设句式是指前一分句表示一种假设，后一分句说明在这

种假设下出现的结果，通常分为一致假设和让步假设两种情况。

一致假设是指假设和结果是一致的，让步假设是指后一分句表

达的意思与前一分句提出的假设相反。

例６：如果能再厚一点的话，就更好了。
例７：即使你再努力，也不会超越他。
例句６为一致假设复句，而例句 ７为让步假设复句，“努

力”是表达积极情感的词，但关联词“即使”使整个句子意思发

生了翻转［９］。

（５）因果句式
因果句式是指分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常可分为说明因

果和推论因果两种情形。说明因果句式中一个分句说明原因，

另一个分句说明对应结果，因和果都是客观事实。而推论因果

句式中一个分句提出依据，另一个分句推出结论，结论具有主观

性，不一定是事实。

例８：因为他工作努力，所以被评为先进。
例９：既然失败了，就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例句８很容易通过分类器判别情感，而例句９使用情感分

类器判别情感时容易出现差错，“失败”和“总结”表达的情感倾

向相反［１０］。

（６）并列句式
并列句式是指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叙述相关的几件事或

几种情况。

例１０：今天的天气那么晴朗，空气是那么清新。
例１１：我们不是炫耀，而是诚心邀请他们。
大部分并列句式前后表达的情感都是一致的，如例句１０所

示，但也存在少部分并列句式前后会出现情感相反的情感词，这

时就需要像“不是……而是……”一样的关联词来连接前后

分句［１１］。

（７）目的句式
目的句式是指通过某些行为来达到某种目的或避免某种结

果的句式。

例１２：为了美好的将来，你现在必须努力。
例１３：我们要认真仔细，以免再次出现错误。
例句１２为最常用的目的句式，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其情感

倾向，而例句１３中，通过关联词“以免”来连接极性相反的情感
词，这种多种情感共现的情况就会对该句话的情感分析造成一

定影响［１２］。

（８）反问句式
反问句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不能算是复杂句式，但在文

本的情感分析研究领域，反问句的情感分析一直是一个比较棘

手的问题，因此本文也对反问句进行了特别研究。反问句式通

常是指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肯定的观点，一般用问号或感叹号

结尾，表面上是疑问的语气，实际上是在强调肯定的答案，比一

般的句式语气更加强烈。

例１４：西湖难道不漂亮吗？
在例句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湖很漂亮”，而在使

用情感分类器分析这个句子时，无法考虑到反问句式的结构特

点，很容易被“不漂亮”所影响，做出错误的判断［１３］。

２　复杂句式的处理策略

２．１　复杂句识别
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识别出复杂句式。在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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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句式区别于简单句式最重要的标志是句子中的关联词，在

上一节对复杂句式的介绍中，所有例句中的关联词都被突出显

示，仔细观察复杂句式的特殊结构，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复杂

句式往往都由特定的关联词连接前后分句，因此，我们就可以通

过识别关联词来识别复杂句式，为了能更加全面的识别出各种

复杂句式，此次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复杂句式关联词表，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关联词表

种类 常用关联词

转折句式
（虽然、虽是、虽说、尽管、固然）……，（但是、可是、然

而、然则、但、可、不过）……

条件句式 （不论、无论、不管、任凭）……，（也、总、还、都）……

选择句式 与其……不如……，宁可……也……

假设句式 （即便、即使、纵然、就算、哪怕、纵使）……，（也、还、都）

因果句式 既然……就……

并列句式 不是……而是……

目的句式 ……以免、免得、省得

反问句式 难道、何必、莫非、怎能、怎会、怎么能、怎么会、凭什么

表１中所列举的关联词都是用在前后分句情感发生转变的
复杂句式中。例如在上一节中的例８和例９中，例８中的关联
词“因为……所以……”连接的前后分句表达的情感一致，使用

分类器可以判别其情感，而在例９中，前一分句中的“失败”和
后一分句中的“好好总结”表达的情感相反，关联词“既然”使整

个句子表达后一分句的情感，所以“既然”在这种多种情感共现

的句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将此类关联词提取出来。

仔细观察表１中提取出的关联词，可以发现，像“虽然”、
“尽管”、“不论”、“即便”、“即使”“以免”这一类关联词，它们所

引导的分句所表达的情感往往与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情感相

反，本文称之为第一类关联词；而像“但是”、“然而”、“不如”这

一类关联词，它们所引导的分句所表达的情感往往才是作者真

正想要表达的情感，本文称之为第二类关联词。综上所述，提出

一种句式模型：

第一类关联词＋情感词＋标点＋第二类关联词＋情感词 （１）
通常情况下，像“与其……不如……”、“既然……就……”

这类关联词都是成对出现，但有些时候，关联词并不是成对出现

的。例如：“这部电影不错，但我不太喜欢。”例句中只出现了第

二类关联词，因此，将复杂句式进行预处理后所得到的特征词组

与该句式模型进行匹配时，若检测到第一类关联词则继续向后

匹配，若没有检测出第一类关联词，则直接开始匹配第二类关联

词。匹配过程中不仅仅匹配词，还要匹配每个词的词性。例如

例句５中的“不如”这个词的词性为 ｃ（连词），而“这件衣服不
如那一件”这个句子中的“不如”的词性却是 ｖ（动词），所以通
过“词语本身 ＋词性”的匹配模式可以更好地识别复杂句式。
但是在有些非复杂句中，有些词的词性与复杂句中词的词性相

同，比如“他这么调皮，我再也不管他了。”这个句子通过 ＩＣＴ
ＣＬＡＳ分词后，“不管”这个词的词性也被标注成了 ｃ（连词），这
时就需要通过继续匹配复杂句模中后面的词来达到识别复杂句

的目的，这句话中“不管”后面没有出现情感词，所以不符合复

杂句模型。模型中的标点主要是指连接两个分句的标点，如

“，”、“。”、“；”等等，通过标点来区分前后两个分句。这种基于

词语本身及其位置关系的句式模型可以保证在分析结果准确率

较高的前提下，对复杂句式的分析尽量不依赖过于深度的句法

语义分析，从而降低了处理的复杂程度，防治出现过多错误［１４］。

反问句中通常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反问标志，比较明显的就

是句尾有“？”出现，所以在处理反问句时，首先匹配关联词，然

后向后查找情感词和“？”，若找到，则说明是反问句。对于反问

句，我们将其关联词定义为第一类关联词，这样就可将反问句与

复杂句式模型匹配了。

２．２　多重否定
在文本的情感倾向性分析中，否定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否定词就可以逆转整个句子的情感极性。而在汉语中还存

在一种较为复杂的语法结构：多重否定，它主要是指包含多个否

定成分的句式结构。通过大量观察否定句式，可以总结出这样

一种规律：奇数重否定表示否定含义，偶数重否定表示肯定含

义［１５］。此次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否定词表来更好地识别否定词，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否定词表

个数 列举

３３

不、不是、不要、无、无、别、没有、非、并非、莫、勿、

毋、否、没、不太、颠覆、未、未曾、不曾、未必、休、难

以、不大、否认、无法、没法、绝非、不够、不便、不

宜、不许、从未、从未、

将多重否定句的判断规则加入句式模型后，复杂句式模型

就变为：

　　　　第一类关联词＋多重否定＋情感词＋标点＋
第二类关联词＋多重否定＋情感词 （２）

多重否定是指统计情感词之前的否定词个数，标点前后的

分句要各自单独统计。最终复杂句式的情感判断规则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转折句式情感评判规则

句式结构 情感极性

第一类关联词＋正面情感词 消极

第一类关联词＋奇数重否定＋正面情感词 积极

第一类关联词＋偶数重否定＋正面情感词 消极

第一类关联词＋负面情感词 积极

第一类关联词＋奇数重否定＋负面情感词 消极

第一类关联词＋偶数重否定＋负面情感词 积极

第二类关联词＋正面情感词 积极

第二类关联词＋奇数重否定＋正面情感词 消极

第二类关联词＋偶数重否定＋正面情感词 积极

第二类关联词＋负面情感词 消极

第二类关联词＋奇数重否定＋负面情感词 积极

第二类关联词＋偶数重否定＋负面情感词 消极

第一类关联词＋……，第二类转折词＋……
与只有第一类

关联词时相同

３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目前，比较著名的分类算法有Ｂａｙｅｓ、ＳＶＭ、ＫＮＮ、决策树等，
其中朴素贝叶斯是一种基于概率的、简单有效的、准确率较高的

算法。它以属性间的相互独立性为前提，通过计算类别的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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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和特征词属于每一类的后验概率，比较得出最大概率值。

当给定我们一篇中文文本时，通过预处理将文本表示成一

个特征词序列Ｘ（ｘ１，ｘ２，…，ｘｎ），ｘｎ表示第 ｎ个特征词，Ｃ１，Ｃ２，
…，Ｃｊ为给定的ｊ种类别，通过朴素贝叶斯算法就可以将 Ｘ（ｘ１，
ｘ２，…，ｘｎ）归类到Ｃ１，Ｃ２，…，Ｃｊ中去。

贝叶斯公式如下所示：

Ｐ（Ｃ｜Ｘ）＝Ｐ（Ｘ｜Ｃ）Ｐ（Ｃ）Ｐ（Ｘ） （３）

将贝叶斯算法应用到文本分类领域上就是求解在给定特征

词组Ｘ（ｘ１，ｘ２，…，ｘｎ）的前提下属于类别Ｃｊ的条件概率 Ｐ（Ｃｊ｜
ｘ１，ｘ２，…，ｘｎ），其中：

Ｐ（Ｃｊ｜ｘ１，ｘ２，…，ｘｎ）＝Ｐ（ｘ１，ｘ２，…，ｘｎ｜Ｃｊ）Ｐ（Ｃｊ） （４）
其中，Ｐ（Ｃｊ）为 Ｘ（ｘ１，ｘ２，…，ｘｎ）属于 Ｃｊ的先验概率，

Ｐ（ｘ１，ｘ２，…，ｘｎ｜Ｃｊ）表示Ｘ（ｘ１，ｘ２，…，ｘｎ）属于Ｃｊ时，类别Ｃｊ中
包含（ｘ１，ｘ２，…，ｘｎ）的后验概率。朴素贝叶斯算法的最终任务
就是求解：

ａｒｇｍａｘ
Ｃｊ∈Ｃ

Ｐ（ｘ１，ｘ２，…，ｘｎ｜Ｃｊ）Ｐ（Ｃｊ） （５）

由于朴素贝叶斯算法以属性间相互独立为前提，所以最后

的核心算法就变为：

ａｒｇｍａｘ
Ｃｊ∈Ｃ

Ｐ（Ｃｊ）∏
ｎ

ｉ＝１
Ｐ（ｘｉ｜Ｃｊ） （６）

式中，Ｐ（Ｃｊ）＝
Ｎ（Ｃ＝Ｃｊ）
Ｎ ，Ｎ（Ｃ＝Ｃｊ）为训练集中Ｃｊ类的文本个数，

Ｎ为训练集的文本总个数。Ｐ（ｘｉ｜Ｃｊ）＝
Ｎ（Ｘｉ＝ｘｉ，Ｃ＝Ｃｊ）＋１
Ｎ（Ｃ＝Ｃｊ）＋Ｍ

，Ｎ（Ｘｉ

＝ｘｉ，Ｃ＝Ｃｊ）表示 Ｃｊ类的文本中包含特征词 ｘｉ的文本个数，
Ｎ（Ｃ＝Ｃｊ）表示Ｃｊ类的文本中包含的总文本个数，Ｍ为特征词

个数［１６，１７］。

４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４．１　复杂句识别
实验语料是来自第三届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ＣＯＡＥ２０１１）

数据集的２１００条句子，其中１０１０条是复杂句。实验分为三个
部分：

（１）利用是否包含关联词来识别复杂句。
（２）利用关联词及词性来识别复杂句。
（３）利用关联词、词性及复杂句模来识别复杂句。
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复杂句式别实验结果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只利用关联词来识别复杂句准确率不
高，加入词性、复杂句模后准确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召回

率有所下降，但Ｆ值一直稳步提高。总体来说，通过关联词、词

性及复杂句模的三重机制来识别复杂句效率更高。

４．２　倾向性分析
此次研究中所使用的情感词典以《知网》情感分析用词语

集为基础，将台湾大学情感词典ＮＴＵＳ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ｉ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与其对比、去除重复词后相结合，并融
入一些网络常用词汇，最后构建了一个情感词更加全面丰富的

情感词典，具体如表４所示。

表４　情感词典构成表

来源 褒义词 贬义词

ＨｏｗＮｅｔ

正面情感词（共８３６个）

负面情感词（共１２５４个）

正面评价词（共３７３０个）

负面评价词（共３１１６个）

４５６６个 ４３７０个

ＮＴＵＳＤ
正面情感词（共２８１０个）

负面情感词（共８２７６个）
２０１０个 ７１２５个

网络词汇 １３５个 ２３８个

实验中先使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

系统 ＩＣＴＣＬＡＳ５．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对中文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分词前先将
情感词典、关联词表、否定词表导入词法分析器中以提高分词效

果，词性标注采用计算所一级标注。接着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检索室研发的停用词表进行停用词处理，最后利用本文构

建的情感词典、关联词表、否定词表进行特征提取，最终即可得

到特征词序列。

得到文本的特征词序列之后，具体的匹配算法实现过程如

下所示：

算法１　匹配算法
Ｉｎｐｕ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ｏｒｄ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Ｘ（ｘ１，ｘ２，…，ｘｎ）

Ｓｔｅｐ１：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ｉｎｔｉ＝１ｔｏｎ

　Ｉｆｘｉ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ｋｉｎｄ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ｉｎｔｃ＝ｉｔｏｎ

　　Ｉｆｘｃ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ｗ＝ｃ

　　ｅｌｓｅｉｎｔｗ＝ｎ

　　Ｆｏｒｉｎｔｊ＝ｉｔｏｗ

　　　Ｉｆｘｊ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ｗｏｒｄ

　　　Ｆｏｒｋ＝ｉ＋１ｔｏｊ－１

　　　　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ｎｏｕｔｐ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

　　　　Ｅｌｓｅｓｔｅｐ２｝

　　　Ｅｌｓｅｉｆｘｉ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ｋｉｎｄ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ｌｓｅ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２：ＩｎｐｕｔＸ（ｘ１，ｘ２，…，ｘｎ）ｉｎｔｏｂａｙ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ｎｄ．

实验中所使用的数据集为第三届中文倾向性分析评测

（ＣＯＡＥ２０１１）数据集ｓｅｎｔｅｎｃｅ版本，包括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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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ｅ三个领域的数据，各包含２０００篇文本。实验时从三类文
本中各随机提取出８００篇文本作为训练集，再从剩余的所有文
本中提取复杂句作为测试集。实验先后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和本文所提出的情感分类模型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以准确率、

召回率、Ｆ值作为评价指标，实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复杂句情感分析实验结果

类型 个数
朴素贝叶斯

准确率 召回率 Ｆ值

新情感分类模型

准确率 召回率 Ｆ值

转折句式 ４６７ ０．４８２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５ ０．７２９ ０．７４７ ０．７３８

条件句式 ２５３ ０．６３４ ０．６７８ ０．６５５ ０．６９２ ０．７１３ ０．７０２

选择句式 １６４ ０．６６５ ０．６８５ ０．６７５ ０．６９４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２

假设句式 ２７６ ０．５９７ ０．６１２ ０．６０４ ０．６４５ ０．６７８ ０．６６１

因果句式 １５８ ０．６８５ ０．６４５ ０．６６４ ０．７０２ ０．６７３ ０．６８７

并列句式 １２６ ０．７０２ ０．６８４ ０．６９３ ０．７１７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９

目的句式 １８７ ０．７１４ ０．７００ ０．７０７ ０．７２５ ０．７０７ ０．７１６

反问句式 １１６ ０．５８３ ０．５６４ ０．５７３ ０．６７２ ０．６４３ ０．６５７

从表５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利用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复杂
句模的情感分类模型对各种复杂句式进行情感分析时比传统的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在准确率、召回率、Ｆ值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其中对转折句式的分析效果提高的最明显。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情感分类器的通用性，实验中随机

从每一类文本中抽取出９００条句子先后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和本文所提出的情感分类模型进行情感分析，对比实验结果如

表６所示。

表６　通用性实验结果

类别 评价标准 朴素贝叶斯 新情感分类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准确率 ０．６９３ ０．７７８

召回率 ０．７２５ ０．７９６

Ｆ值 ０．７０９ ０．７８７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准确率 ０．７１３ ０．７９５

召回率 ０．７４５ ０．８１４

Ｆ值 ０．７２９ ０．８０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准确率 ０．６２６ ０．６８９

召回率 ０．６７４ ０．７２４

Ｆ值 ０．６４９ ０．７０６

从表６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复杂句模
的情感分类模型不仅对复杂句式有更好的情感分析效果，对随

机抽取的中文句子也取得了不错的情感分析效果。因为新的情

感分类模型结合了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和复杂句式处理模块，所

以综合二者的优点后，新的基于复杂句模的情感分类模型拥有

更高的情感分析效率。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复杂句模的情感分类模型，通过关联

词、词性、复杂句式模型来匹配各种复杂句式，将复杂句式处理

模块和经典的朴素贝叶斯情感分类器结合后，新的情感分类模

型拥有更好的分析效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

尚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情感词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存

在歧义的词有时不带有情感，有时却带有情感，比如：“垃圾”，

这类词对情感分析的效果影响很大。其次，分词过程中的偏差

往往会直接影响最后的分析结果，比如“我与其他人一样高

兴”，分词工具将“与其”识别成了一个词，所以分词效果非常重

要。最后，有些关联词在某些语境中不是作为关联词来使用，这

直接影响了复杂句式的识别。如何处理以上三种问题还需进行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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