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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利用汉语科技词系统的词表及词间关系对中文专利文献进行主题标引的研究进展，根据

专利文献的特点设计了相应的标引策略和流程，并进行实验及结果分析，证明了本标引方案的有效性，最后对标

引结果在专利检索中的应用特色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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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科技词系统的专利

文献标引及应用研究*

1 引言

专利作为一种科技文献，与

期刊论文相比，它提供更全面、更

直接的技术信息，其内容具有广泛

性、可靠性、创造性、实用性的特

点，是掌握最新技术的重要信息源

之一。据研究，全世界的发明成果

70%~90%出现在专利文献中。如果

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可以缩短60%的

科研周期，节约40%的科研经费[1]。

专利文献是科技创新的体现，同时

又是创新的基础。随着十八大“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创新

载体的专利文献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专利文献与科技论文相比，无

关键词字段。因此它不能像论文一

样可通过关键词准确地揭示论文的

主要内容，提高检索的准确性和效

率，并基于关键词进行内容方面的

深度挖掘，如文献自动分类和相似

性计算等。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专利

文献资源，服务于技术创新、科研

和支持管理决策，本文尝试基于汉

语科技词系统对中文专利文献进行

主题词标引，进而给每篇专利赋予

主题词，以便更好地揭示资源，充

分利用专利文献，实现专利信息的

精准检索及与主题相关的分析挖掘

服务。

本文在接下来的章节会首先简

要介绍现有的文本标引方法，基于

此提出本文采用的标引方法，并介

绍相应的词表及标引策略设计。然

后进行实际的标引程序开发实验，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此种

标引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最后对标

引的结果的应用场景进行设想。

2 专利标引概述与汉语
科技词系统

2.1 专利标引概述

专利标引指用一个或多个词来

表现专利内容特征及相关技术、算

法、组件的过程 [2]。根据自动化程

度可分为手工标引、机助标引和自

动标引；根据标引的词语的来源不

同，可分为抽词标引和赋词标引[3]。

专利标引的主要对象是专利主题、核

心技术、重要算法、关键部件等，便

于建立专利内容层面的知识关联，

实现对隐含信息的挖掘。李宏芳等

人对三个较权威的中文专利数据

库的标引质量进行了测评 [4]，发现

中文专利数据库的主题标引深度不

够，对非题名关键词的标引不足，

不便于从内容层面对相似题名的专

利进行区分检索。同时，由于目前还

是以手工标注为主，标引效率较低，

标引结果也受标引人员主观影响较

大。要改善此类问题，需要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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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权威词表和计算机的自动

化技术[5]。

2.2 汉语科技词系统

汉语科技词系统（简称词系

统：http://www.vocgrid.org/）是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出并开发

的面向中文为主的科技信息资源管

理及深层次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

系统 [6]。该系统为中文科技信息资

源的内容处理提供词汇层面的语

义支撑，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领域

科技词表，使对海量文献资源的智

能、全面、准确的赋值标引提供了

可能。本文探索如何利用大规模词

表结合计算机智能技术对海量专

利文献进行标引的方法。

3 标引策略设计

对专利文献进行标引，要首先

了解专利文本的特点，根据特点设

计标引的策略和流程。

3.1 专利文献的特点

专利文献作为一种科技成果

载体，详细客观地描述了发明创造

的对象名称、原理、组成、流程等内

容。一般包括专利号、发明名称、摘

要、权利要求书、国际分类号、发明

人、申请人、申请日期等题录信息。专

利文献不同于文学作品，专利描述

的语言风格客观、朴实，不使用比

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专利描述用

词具体说有如下特点：

（1）文中的词语都是如实反映

所描述的物体、组件、元素等对象

本身的概念，为主题词赋词标引提

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2）专利主题词会多次出现。

作为专利描述的主要对象，能够代

表或接近专利主题概念的词汇在

专利全文中往往会重复出现，多次

被提及，因此是专利的主题词概率

更高。

（3）由于专利发明多是对某

一小部件或某一新类型的发明创

造，因此词系统中的上下位词会在专

利文本中有较多体现。而下位词往

往是专利发明的具体对象，上位词

是该发明的所属类别描述，因此标

引时应使用下位词优先标引策略。

（4）专利发明标题与专利文摘

和权利要求项相比，标题更能体现

专利主题所在，在标引策略设计时

应给予更高的权重。

（5）专利文本行文比较规

范，很少出现口语化的词汇和缩

略语、简称等。因此，在文中出现的

能和主题词表中词汇匹配的词语都

可作为主题候选词。

3.2 标引策略

以前的相关研究多为对新闻材

料[7]、科技文献[2]、学位论文[8]等进

行标引，对专利文献的标引研究较

少。各种文献由于文体特点、内容、

结构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的标引策

略。本文详细分析了专利文献的特

点，制订了如下的标引策略：

（1）标引源。专利发明名称一

般能比较明确地指出发明的对象，

但有些专利直接以一个较上位类的

概念词作为发明名称，如“汽车”、

“电池”等。仅以此为标引词，检索

时还不能提高查准率。而专利摘要

和权利要求书可以对发明名称有很

好的补充。摘要是对发明的具体原

理、结构、功能的概要介绍，权利

要求书是对专利所声明保护权利的

具体描述，专利所要保护的核心技

术和对象会在权利要求书中有所体

现。因此，本文选择发明名称、摘要

和权利要求书作为标引源。

（2）标引权重。自动标引策略

设计中对标引源权重的设计很重

要，设置不当可能会遗漏主题词，或

者引入干扰词，需要根据各个部分

对主题的表达能力不同给予适当的

权重。根据侯汉清、章成志、郑红等

人对Web语料标引源加权方案的研

究知道，“题名具有很强的表达能

力”[9]，同样在专利中，专利发明名

称应该具有最高的权重，同时根据

专利标引源的特点，摘要和权利要

求书描述中同样的主题或部件名称

会重复出现，因此需要提高标题中

主题词的权重，保证标题中出现

的主题词被标引的优先权。基于

此，对专利标引源权重设计如表1
所示。

（3）选词。词系统中有一些单

字主题词，如“碲、锆、镉、铑”等。

单字主题词多为某元素名或很上位

的概念，标引专利意义不大，且对

确定正确的标引词有较大干扰，本

文中的标引词选择词系统中词长大

于或等于4个字节的主题词。

（4）标引算法。在专利文本

中，下位词比上位词更具体，为了

提高检索的查准率，优先标注下位

词，一般来说下位词比上位词长度

更长，因此标引时根据词长顺序进

行文本匹配标引，并采用正向最大

匹配算法。

发明名称

摘要

权利要求书

字段 权重

3

1

1

表1 标引源权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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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确定标引词。根据文本中

出现的主题词词频加权求和（简称

权和），结果从高到低排序，取前5
个主题词作为本篇专利的标引主题

词。若与第5个主题词权和相同的还

有其他主题词，则都列为标引主题

词，权和为1的主题词舍弃，即使不

够5个。

4 标引实验

4.1 实验环境

本实验采用的软硬件环境如

下：

硬件环境：服务器内存2GB及
以上，服务器CPU3.0GHz及以上，

服务器硬盘空闲空间100G及以上。

软件环境：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SP3、Windows Vista、
Windows7，客户显示器分辨率1024
×768及以上，数据库SQL Server 
2008及以上版本，浏览器采用I E 
7.0以上，IIS7.0、.Net 3.5及以上。

4.2 数据库设计

本实验选择的标引源为12041
条专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中文专

利，主要字段为专利号、发明名称、

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用于匹配的词

系统主题词为54750（包括核心词，

不含单字主题词）。

数据库表存储标引源和标引结

果，本实验用到的主要表格如表2、
表3、表4所示。表2用来存储标引源

数据，表3存储领域主题词，表4为
词间关系表。

4.3 标引流程图

标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先

表2 标引专利表

PN

TI

AB

CL

Label

Words

字段 属性 说明

Varchar(20)

Varchar(50)

Varchar(max)

Varchar(max)

Varchar(max)

Varchar(200)

专利号（主键）

发明名称

摘要

权利要求书

标引记录

标引词

表3 领域词表

ID

Word

Type

Color

Times

Length

字段 属性 说明

Int

Varchar(50)

Varchar(10)

Varchar(10)

Int

Int

序号（主键）

主题词

基础词或核心词

用于展示标引结果

记录被用来标引总次数

词长

表4 词间关系表

Word1

Relation

Word2

字段 属性 说明

Varchar(50)

Varchar(20)

Varchar(50)

主题词1

关系描述

主题词2

取一条专利，读取该专利的发明名

称，然后调用词系统中的相应领域

词表进行正向最大匹配。如果某主

题词在标题中有匹配，则计算该主

题词权和为词频数乘3，并记录在

标引库中。接下来依次对摘要和权

利要求书进行标引统计，权和计算

为词频乘1，存入标引库中。在该专

利三部分标引完成后根据标引库中

的记录计算各主题词的总权和，根

据权和的大小从高到低排列，取权

和最大的5个词为标引主题词，然后

处理下一条记录，直到所有待标引

专利处理完成。

5 实验结果讨论

5.1 标引结果展示与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标引的结果，把

标引的结果以网页的形式展示出

来，并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标引

词是基础词还是核心词。如图2所
示，左侧为被标引的专利列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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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利标引流程图

图2 专利主题词标引结果

侧为标引结果显示，能与主题词表

匹配的词都以颜色标注出来，显示

红色的为核心词，蓝色的为基础词。

词频统计部分为在该篇专利中涉及

的主题词及数据统计结果展示。主

题词后边括号内“/”前后有两个数

字，前者为该词在本篇专利中出现

的词权和，后者为该词在所有标引

源专利中出现的词权和。

在专利技术检索时，检索者

最重要的检索途径是专利产品名

称、产品部件、核心技术、核心算法

等。因此，在对标引结果进行评估

时主要是看能指引到这条专利的这

些核心部分是否标出。由于专利标

引即使是手工标引，不同的人标引

结果差别也比较大，而对标引结果

的评估主观性也比较强，因此，笔者

采用多人打分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

结果评价。具体做法是，随机取500
条标引结果，分为5组，由5人对结果

进行打分，打分方案如表5所示，根

据标引词对专利内容主题的覆盖度

进行打分。通过对打分结果的统计

计算，标引结果的平均得分为81.5
分，最多的标引词为8个，最少的标

引词为5个，平均单篇的标引词数为

6.3个。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标引词对

专利文本内容有较好的覆盖，但也

有不足的地方，在已选为标引词的

主题词中也有一些是没有标引意义

的，如“产品(4/509)”，说明“产品”

一词在某专利中出现权和为“4”，
总权和为“509”，“产品”一词为

普通概念，没有专指性，不适合做

标引词，同样的情况还有“运行

(3/1962)”、“系统(3/3042)”等。通

过分析可知，词系统中收集的领域

词汇是该领域尽量全的词汇，包括

一般性概念词汇，而专利中的检索

大多以名词为主，专指性强，而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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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标引结果评价打分方案

100

80

60

40

20

0

分值 属性

主题词、重要部件全部标出，标引词能覆盖专利主要内容主题

遗漏1个主题词，标引词能覆盖80%的内容主题

遗漏2个主题词，标引词能覆盖60%的内容主题

只标出2-3个主题词，标引词能覆盖40%的内容主题

仅标出1个相关主题词，标引词只能覆盖20%的内容主题

所有标引词都与专利内容主题无关

的正确性还有赖于词表的有效性。

因此，应在词系统中建立专门用于

专利标引的词表，同时评价时考虑

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部件名词之

间的组合关系，可以有效提高标引

结果的有效性和满意度。

5.2 标引结果应用

利用词系统的领域主题词对

专利文献的主题标引，可以充分利

用词系统的特色功能，对专利资

源进行合理存储、深度揭示和精

确检索，并利用主题词建立与其他

科技资源的关联。具体的特色应用

如下：

（1）通过词间关系进行扩缩

减，有效提高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

率。用来标引的主题词都是词系统

中收录的主题词，由于主题词之间

建立了各种关系，可以充分利用词

间关系进行检索。如图3所示，当在

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ABS”时，在

输入框下自动列出与“ABS”有相关

关系的主题词，包含“材料-成品”、

“拆解为”、“借助”、“类属”、“全

称-缩略同义”、“异名同义”、“子

类”等7种关系，同时在右侧列出相

应关系对应的主题词，通过勾选主

题词前的复选框可以扩缩检索范围

或者提醒用户具有相关关系的主题

词，提高用户检索的针对性。

（2）提高检索效率。由于专利

申请量逐年激增，据统计，今年到

目前为止（9月）的专利申请量已超

过去年全年。标引后的专利可以根

据标引词检索，避免对上千万条专

利全文匹配检索的存在歧义、效率

低下的缺点，实现专利技术精确快

速检索定位。

（3）实现与其他科技资源的关

联。若用类似的方法把科技文献、

图3 基于词系统的专利检索

科技论文或科技新闻等资源也用词

系统的主题词进行标引，可以实现

以主题词为纽带的资源关联，更有

效地把各类资源整合起来，实现

为科研技术人员的一站式资源提

供服务。

（4）新词发现。由于专利文献

是发明创造的描述，经常会有新的

词汇创造出来，而在词系统中本来

是没有的。通过对标引结果的分析

可看出，有些标引词在文中是连在

一起的，而且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主

题词，而词系统中却没有收录。比

如，有篇专利名称为“折叠式电动

踏板车前置儿童座椅”，在本系统

标引结果页面显示“儿童座椅”四

字皆为蓝色、但统计结果是：儿童

(3/134)、“座椅(3/387)”，说明系统

中只收录了“儿童”、“座椅”两个

主题词，而“儿童座椅”没有被收

录，它可以作为“座椅”的下位词添

加进词系统。因此，标引结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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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进行新词发现，通过设置一定

的推荐机制，根据标引的结果向词

系统推荐新词，经过专家审核后正

式成为主题词。

此外，还可以根据标引结果数

据的统计反过来优化词系统的构

建。比如，在主题词表中检索词词长

大于16个字节且被用来标引次数为

0的主题词中，会发现有些不是主题

词的记录，如“变速器输入轴与输

出轴以各自的速度旋转”、“能自动

对各车轮的制动和发动机动力进行

控制”等。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快速

地对加工后的词表质量进行评价，

发现并删除词表建设中所收录的错

误词条，提升词系统建设的质量。

6 结语

本文利用汉语科技词系统新

能源汽车领域词表的建设成果，对

该领域的中文专利进行主题标注

模型设计，并进行实证分析。实验

结果表明，基于词系统的权威性、

语义性、全面性，标引结果能达到

令人满意的结果，通过建立针对专

利标引的专用词表，更能有效提高

标引质量。此外，通过对标引后的

专利与词系统的结合，提供专利的

语义检索，提高了检索的查全查准

率，同时降低了用户的检索难度，

提高了专利检索系统的易用性。同

时，通过标引系统与词系统的接口

设计，保持了标引系统用词与词系

统主题词建设同步更新。

本文主要探讨利用主题词表及

关系对专利标引的方法，未来可以

把语法、语义的因素结合进来，实

现综合的智能标引，进一步提高标

引的准确性和完备性，更有效地实

现专利资源的揭示和挖掘，为企业

创新和决策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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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on how to index patent based on Chinese Scientific & Technical Vocabulary System. Tactics and flow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ent literature. And experiment is also made, the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result, which verifie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method. 
Lastly, special  application features of the result are also 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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