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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外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存在多记录指向同一人或同记录指向不同人等情况，模拟人工排

检法，整合多源数据、学术社交网络、知识百科及在线翻译网站等语料库，利用网页文档对象自动操作、正则表达

式、短文本相似度计算等技术编制程序开展英译中文作者姓名消歧实践。结果表明，算法架构稳定有效、扩展性

强，成功率得到从业人员认可，为数据预处理和清洗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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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WoS）、Scopus、Engineering 
Village（EI）等外文数据库收录英文学术论文，正文以

外包括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等信息，其中作者信

息包含作者姓名和所属机构名称（机构所在省市和邮

编）。中国作者在外文期刊发文时按国际惯例须将中文

姓名翻译为英文，因不同国家或地区期刊出版规范不

同、不同历史时期数据加工标准有差异等原因[1-2]，有些

作者姓名不是按汉语拼音方案翻译，如按威妥玛-翟理

斯方案将“蒋介石”翻译为“Chiang Kai-shek”，将“张

三丰”译为“Chang San-feng”[3]；即便使用汉语拼音方

案，因期刊执行时格式有差异，同一作者有不同英译名

或同一英译名对应不同作者的情况相当普遍，如“张三

丰”有“Zhang（，）Sanfeng”[4]“Zhang（，）San-F（f）
eng”“Sanf（F）eng（，）Zhang”“San-F（f）eng（，）

Zhang”等译法，还有“Zhang（，）S.F.”“Zhang（，）

SF”“S.F. Zhang”“Zhang（，）S.”“S. Zhang”等缩

写版本，后两种译法甚至将“丰”字丢弃，可对应“章

四凤”“张桑”“张思”等中文作者名。中文单姓单名

英译因“姓前名后”或“名前姓后”原则不同造成的混

乱尤甚，如将“姚明”翻译为“Yao Ming”[5]或“Ming 
Yao”[6 ]，后者亦可对应中文名“明瑶”“明尧”等。

即便机构确切、人名拼音标记完全，还存在类似“明

瑶”“明尧”音同字不同的情况。因此，仅依据外文数据

库中作者英译姓名及机构名称确认其归属易错易漏，给

文献计量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进而使基于文献计量的

情报分析、人才评价、参考咨询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有

鉴于此，对外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进行消歧处理

是进行数据清洗、提高数据质量的关键。英译中文作者

姓名汉化消歧的难点在于英文缩写还原、同拼音汉字溯

源及不同机构相同汉字人名身份的甄别，手工排检工作

量繁杂巨大，如多人协作则数据质量难以统一，从业者

对半自动或全自动数据处理工具的需求日益迫切。

1  相关研究与实践

英译中文作者姓名汉化消歧的解决方案按自动化

程度可分人工、半自动和全自动3类[7]。人工排检实践方

面，侯长来[8]对SCI论文中同一拼音著者，先将署名机构

翻译为中文，再到《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

库》中找到对应中文机构，查找该机构下有无同拼音著

者进行辨识追踪。人工排检优点为结果准确，如原英

文署名为“Hu G.C.”，找到对应中文机构后模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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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胡贵超”“胡国策”“胡桂朝”“胡国才”“呼革

彩”等疑似作者，再根据二级机构、专业方向等进一步

筛选确认。极端情况下两位作者机构、专业方向甚至所

在教研室都完全相同，如作者发文时自行用性别、年龄

等做了标识，人工排检时即可按已有标识记为“胡贵超

（男）”或“胡贵超（大）”，如无标识又确需分清彼此

则只能和原作者联系。人工排检的缺点为效率非常低

且成功率受中文对照库丰富程度影响，如“胡贵超”只

发表外文论文从未发表中文论文，仅从中文期刊库这一

语料库查找就无解，只能再借助于搜索引擎或百科网

站等其他语料库。何春建[9]、高营[10]开展了以正则表达

式为主要技术的半自动排检实践，该技术可从字符串

中灵活提取指定文本，但此类实践仅能筛选或微调检

索结果，如取回网页源码中疑似作者姓名拼音的文本串

“G.C. Hu”再转为中国人习惯的“Hu G C”，无法将姓

名拼音补全，更无法汉字化，只能为后续人工介入提供

比较干净的姓名拼音或机构名称，为补全拼音全称做

准备。孙源[11]、何涛等[12]、霍朝光等[13]、盛晓光等[14]、

邓启平等[15]开展了以词向量为主要技术的半自动排检

实践，该技术思路为：将文本按一定规则数字化为空间

坐标系中的点，各点连接构成大小、方向不同的向量，

通过各向量差异（夹角、长度）表征文本相似程度，夹

角越小、长度越相近表明两点越可能重合，则两点代表

的原文本越相似。常用计算方法有编辑距离相似度[16]、

余弦相似度等，如将“山东济南250014”通过一定规则

数字化为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点对（1，2），按同样规

则将“山东济南250100”数字化为（2，3），两点各自与

坐标原点连接成两条线段，使用余弦相似度计算两线

段夹角余弦值为0.992 3，则夹角接近0°，表明两段文

本非常相似。在半自动排检实践的语料库选择、应用方

面，昌宁等[17]选用了中国知网、维普、万方和个人主页，

刘玮辰等[18]选用引文网络，Waqas等[19]选用了作者个人

网页、ResearchGate（RG）和Google Scholar，Zhang
等[20]选用了Microsof t Academic Graph、Semantic 
Scholar和PubMed Knowledge Graph等，Rehs[21]选用

了infomap社区。全自动排检理论研究方面，Kim等[22]

指出随着ORCID继续推进，通过ORCID链接的标记

数据可以使消歧数据总体得到改进，Author-ity2009的
ORCID链接标记数据可公开用于验证，但全自动排检

实践尚未见报道。

本文通过组合并改进正则表达式、词向量和多源

数据等技术手段，将人工排检操作的共性部分如查找

不同语料库并比对结果交由程序完成，减少人工介入并

缩短操作时间。通过编制带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为外

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消歧工作提供更便捷有效

的工具。程序对用户计算机操作能力几乎没有要求，工

作组中一人导出数据源，清洗工作可由多人多台电脑分

批合作完成，仍可保证数据处理质量统一、收割结果有

序，甚至可以无人值守。

2  程序设计思路

系统总体目标是编制一个带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

以实现外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的汉化消歧。用户

单击“开始工作”按钮即开展全自动清洗工作，先自动

将英译作者姓名修正为作者本人或所在团队认可的、符

合我国及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形式，然后自动处理英

译作者姓名所属机构名称，包括翻译成中文、查询语料

库、确定最可能的中文机构名称，再将作者汉语拼音姓

名与中文机构名称同时提交语料库进行检索获取可能

的作者中文姓名，结果以xls格式写出。程序根据前期

调查问卷反馈结果预设可调节参数默认值，同时允许用

户自由调整，如同时执行任务进程数量、网页就绪超时

秒数、网页解析器失败时重试次数等，在工序顺畅和结

果准确之间寻求平衡点，确保程序处理的全自动化，遇

少量错误写出详细日志供后续人工处理或导入程序并

用调整后的阈值再次自动处理，实现程序处理和人工介

导剥离。

系统由待处理数据集、工作层和结果数据集组

成。待处理数据集由用户手工检索外文库后手工导出。

程序软件会提醒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在特定外文数据库

手工检索并导出待分析记录，记录格式可为html、xls
（x）、txt或csv格式中任意一种，允许用户通过单击按

钮导入上述格式中任何一种或多种格式组合的一件或

多件记录文档。软件自动根据源文件格式读取字段及

对应数据、合并记录并写入数据库，并且允许用户通过

单击按钮浏览、查找、增加、删除或修改数据库记录。

工作层实现自动化操作，将待处理数据集中英译中文

作者姓名补充完整并找出对应的中文姓名。这一过程

借助多个语料库进行匹配，程序界面允许用户勾选一

种或多种语料库，勾选越多则结果越精确。本文用到

的语料库包括：多源数据，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维普网、读秀学术搜索；学术社交网络，如

RG、Academia.edu、Mendeley、Humanities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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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研之友（Scholar Mate）；网络知识库，如维基百

科、百度百科；在线翻译网站，如金山词霸、海词词典。

学术社交网络以RG为主。近5年，百度指数[23]和谷歌趋

势[24]均表明RG在国内的影响力逐年攀升，谷歌提示中

国对其搜索热度稳居全球第一，所以选用以RG为代表

的学术社交网络作语料库开展署名作者姓名消歧实践

在数据量上有一定保障。自动检索语料库使用多进程

工作，使用一种或多种语料库在耗时方面没有显著差

别。还要允许用户编辑、测试正则表达式，可根据应用

场景分类管理，内置按汉语拼音方案编写的成熟的正

则表达式并支持一键导入。主程序开放接口，针对不同

语料库编写的网页文档对象自动操作脚本均使用独立

插件（exe格式）方式提供，方便今后在不更新主程序

的情况下更新旧插件或加入新插件，同时解决“大而

全”程序的兼容性与准确性不可兼得问题，主程序根

据用户勾选情况自动调用所需运行插件，使该工具兼容

常见外文数据库如WoS、Scopus及EI等。工作层的处理

结果自动写入结果数据集。

以WoS导出的一条文献为例，作者“Xiang，JW”“Hu，
GC”“Zhang，XG”3人共同署名发表论文“Equivalent 
linear damping model of nonlinear hydraulic damper 
for helicopter rotor”，作者所属机构“Beijing Univ 
Aeronaut & Astronaut，Dept Aircraft Design & Appl 
Mech，Beijing 100083，Peoples R China”。首先，利用

正则表达式提取文本，将题名、作者名、作者机构一一

对应，得3个列表（每位作者1个列表），其中1个列表

为“[Equivalent linear damping model of…，Xiang，
JW，Beijing Univ Aeronaut & Astronaut…]”。取论文

标题，自动在语料库如RG中检索此文，发现有同样题

名的论文其3位作者姓名分别为Jinwu Xiang、Guocai 
Hu和Xiaogu Zhang。由此将作者完整的英文姓名自动

替换3个列表中的作者英文名。有时入驻RG作者还会

修改变更后单位名称（如工作变动或学校更名），程序

不应该修改原文作者机构名称，但如果工作任务同时

要求梳理发文作者工作单位变动情况，则可另立字段

记录。如有作者未入驻RG，姓名仍未补全，可另寻语料

库重试。下一步另设正则表达式，按汉语拼音方案将英

译中文作者的姓与名位置调换，“Jinwu Xiang”自动

转换为“Xiang Jinwu”。然后，取该作者所在列表第3
个元素即机构名称，将分词或全部字符自动提交至翻

译网站，得“北京”“大学”“航天”“航空”“航天和

航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结果，利用文本相似度

计算等方法，按得分最高者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随后利用语料库如中国知网、百科网站、搜索引擎等，

使用正则表达式、文本相似度检测等算法，使用此机

构名称反复、多方位自动模糊检索“Xiang Jinwu”，已
知语料库如中国知网支持模糊匹配汉语拼音，即在作

者姓名检索入口允许输入汉语拼音并在检索结果输出

可能的同音或相近汉字，最终挖掘出作者中文姓名为

“向锦武”。如取不回任何结果，则记录详细日志，待

后续人工介入，或使用作者合作网络等更多语料库，

或使用该作者在学术社交网络标记的新单位等再使用

程序自动检索。中英文机构对照表也可事先人工建立

从而节省计算时间，程序自动映射时可追加或更新此

表（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官方英译已改为“Beihang 
University”）。实践中还发现有学者误领或冒领作者

身份，导致取回错误的姓名全拼，故设计程序时应多方

查找取概率最大者。

3  技术方案

整体技术方案如图1所示。以文献标题为抓手，综

合利用网页机器人、网络爬虫、正则表达式和短文本

相似度检测技术，抓取特定文献标题对应的不同版本

作者英文姓名和机构名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计算

对应中文姓名和机构名称。“去粗取精”指将使用翻译

网站自动翻译的机构名称如“北京航空的和航天的大

学”精简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伪存真”指将

外文文献中作者提供的非官方机构名称（如将“浙江

大学”按方言自行翻译为“Zheijing Univ.”[25]）通过

程序自动检索中外文语料库或规则表予以纠正，如将

“Zheijing Univ，Coll Med，Affiliated Hosp 1”对应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考虑到各编程语言

主要适用方向及书写便利性，使用易语言设计界面引擎

提供人机交互、Python实现主体算法、AutoHotKey承
担全局热键脚本任务、JavaScript设计各语言产品联络

中间件（如配置文件、日志文件等）。

编制程序关键技术与方法包括网页文档对象操

作、短文本相似度检测、正则表达式技术、使用多进程

代替多线程作业。

3.1  网页文档对象操作

该技术应用于程序中网页相关操作，如语料库检

外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消歧实践朱玉强，江涛，李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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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并提取结果、解析元素后配合正则表达式提取格式

化文本串等。程序自动操作网页的抓手是元素，故首

先从网页源码中分离、识别、定位网页各元素，再通过

读写其InnerText属性或Value属性获得或改写对应文

本，或通过“click方法”自动点击，实现自动在语料库

网页选取检索入口、输入文本、单击按钮检索、等待

网页就绪、抓取结果页文本等。常用获取元素方法有

“通过元素ID获取”（getElementById）、“通过元素

名称获取”（getElementsByName）和“通过元素标

签名获取”（getElementsByTagName）等。程序涉及

跨域网页文档对象操作对象，即主页面使用IFrame
技术嵌套不同域名的独立网页，可使用do cu me nt .
getElementsByTagName取回所有IFrame再按需筛选。

程序框架使用一家网站对应一个独立插件思路，遇网

站微改版，主程序和插件程序可读取更新后配置文件

调整解析语法，甚至无须调整源码并另行编译。

3.2  短文本相似度检测

该技术应用于程序中计算两段文本是否相似及相

似程度，用于计算最可能的英译汉机构名称、判断语料

库机构名称与原文机构名称是否存在本质变化，并由

此推测作者机构变更、语料库被自动补全拼音的作者

是否存在误领等。本文采用TF-IDF模型计算短文本相

似度[26]。TF-IDF模型计算相似度技术方案为：将两段

待计算文本各自分词写入列表；合并两列表，去重，写

入集合；转换集合为词典，为各分词建立索引；按分词

出现位置分别编码两列表，文本首次实现简单数字化；

对应词典，将两列表进行独热编码（OneHot），文本正

式数字化、向量化，且将含不同成员数的列表编码统一

为相等成员数；计算空间向量余弦夹角。

由于该模型没有考虑特征词位置因素对文本区分

度影响[27]，本研究在计算时扩展待检索词提高计算可

信度，如计算“机构名称”时使用“省市+邮编+机构名

称”组织待检词。为进一步提高计算可信度，可先构造

映射规则，如建立机构常用简称与全称对照表，自动将

“中科院”先映射为“中国科学院”再参与计算。初期

可手工建立映射规则，后期可将程序计算并达到一定

阈值的数据写入数据库自动建立。

以计算“中科院水生所”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相似度为例，结果为15.81%；将“中科院”

按规则映射为“中国科学院”后，计算“中国科学院

水生所”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相似度为

71.71%；另加入省市邮编，“湖北武汉430072中国科学

院水生所”与“湖北武汉430072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相似度达78.94%；“湖北武汉430072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自身相似度为100%。同样代

码计算“北京10008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与“湖北武汉430072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相似度为40.36%。由此认为，“中国科学院水生

图1  技术方案

1

Rh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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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所”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更详尽地

址。当语料库返回样本足够多时，取字符更多、相似度

最大者，正确率随之提高。

3.3  正则表达式技术

该技术应用于程序中从杂乱无章的网页源码提取

非格式化文本，或用于验证指定文本是否具有特定属

性等。非格式化文本相对格式化文本而言，后者明显的

特征为使用标记语言书写，提取标记间文本只需使用

常规方法如“取文本中间”等。非格式化文本往往无规

律可循，如提取网页源码中随机出现的疑似中国邮政编

码的文本（前后均无特殊、固定标记），只需将计算式

“[0-9]\d{5}(?!\d)”应用于正则算法，表示提取仅6位、

开头可为0、连续数字型且其后不可紧跟数字的文本。

验证属性时，如提取到“Chiang Kai-shek”，人工排检

时可非常方便地判断该文本不符合汉语拼音方案，至

少“Ch”后不可跟“iang”，据此原理可编制“声母后可

跟韵母”“声母后不可跟韵母”两种算法的正则表达

式，用来判断某文本是否为汉语拼音（标准拼音、威妥

玛-翟理斯方案拼音或邮政拼音）或非汉语拼音。程序

反复使用正则表达式技术，将任务细化，在不同场合

编辑不同正则表达式，遇多种需求则组合不同可执行文

件实现，提升各表达式功能确切性，尽最大可能保证工

序顺畅，提高自动化程度。

3.4  使用多进程代替多线程作业

程序中调用多语料库检索时，如按用户勾选语料库

顺序依次操作则耗时较长，无法充分发挥电脑计算潜

力。如在可执行文件内部开启多线程任务，首先因为网

页文档对象操作时容易混淆元素，其次线程池操作不

稳定，在不同电脑表现不同，为获得更好效果，程序使

用多进程代替多线程作业。思路为：将实现某相对完整

功能的核心算法封装在插件文件中，插件运行后首先查

看主程序有无为其分配任务，如有，首先领取任务ID，

执行任务，将结果写出带任务ID的xls文档等，待主程

序发起合并结果指令，按任务ID顺序合并为整体结果，

合并算法由主程序提供，确保数据处理质量统一、收

割结果有序。

4  应用效果

程序可在32位和64位Windows 7与Windows 10操
作系统下平稳运行，在下载网速平均60Mbps、上传网

速平均50Mbps、使用Ping命令访问www.a.shifen.com
平均耗时10ms、网络抖动平均2.67ms、丢包平均0.5%
网络环境下7×24小时运行未见崩溃且功能确切。

笔者陆续向大连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赣南医学院、青岛农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等图书馆情报分析或参考咨询岗位同人分发软件测试

版，通过软件内置模块回收用户有效反馈表139份，共

处理文献3 685批（共计1 842 841篇），批均处理约500
篇，统计结果见表1，满分值均为100%。

表1  软件评分

汉化人名自动化率

汉化地址自动化率

人工复核人名汉化消歧正确率

人工复核地址汉化正确率

63.24

98.17

71.39

93.18

项  目 平均得分

%

汉化人名自动化率为63.24%，指100位作者姓名

中，约63位可通过中外文语料库匹配为中文姓名，约37
位因学术社交网络无人认领、无文章被中文数据库收

录等原因取不回汉化结果，但程序算法依然适用。姓名

汉化消歧总体成功率为63.24%×71.39%，即45.15%，尚

有很大提升空间，但对于长期从事情报分析、数据治理

的从业人员来讲，自动成功处理45%的工作量依然颇具

应用价值，96.46%的受访问者有继续使用意愿并希望

软件持续更新。

以前文提到的文献“Equivalent linear damping 
model of nonlinear hydraulic damper for helicopter 
rotor”为例，消歧前后数据对照表如表2所示，人工复

核汉化消歧单笔成功率100%。

5  结语

数据预处理是数据治理、情报分析工作中必不可少

且非常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编制程序，近乎全自动地

实现了以往工作中需要人工投入大量精力的英译中文

作者姓名汉化消歧，其优势在于将情报分析等相关从

业人员从烦琐的数据清洗工作中部分地解放出来，使

外文数据库英译中文作者姓名消歧实践朱玉强，江涛，李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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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将精力更多地用于探索数据背后的逻辑。139份
程序试用反馈表显示，有92%用户认为功能确切，81%
用户认为执行速度快，97%用户表示工具运行不受第三

方软件影响，96%用户表示有继续使用意愿并希望软件

持续更新，用户对程序正向认可程度为91%。程序的不

足之处在于自动化程度偏低，成功率和精确率尚有待

进一步提高。但该工具框架下的语料库具有可扩展性，

用户无须更新主程序，只需在程序运行目录添加独立动

态链接库（dll）文件即可扩展语料库。工具算法适用于

对信息爬取、数据清洗有需求的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

于情报分析、关联挖掘、查收查引及自引识别与排除等

领域。程序在操作便利性、爬虫稳定性与兼容性、正则

表达式通用性及成功率等方面还有优化空间，接下来

计划继续提升算法可靠性与架构可扩展性，发现并利用

更多中外文语料库，提高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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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补全姓名全拼且

转姓前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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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JW；Hu，GC；Zhang，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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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Author Name Disambiguation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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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situation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records of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authors in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databases pointing to the same person or the same records pointing to different people, the article simulates manual sorting,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data, academic social networks, knowledge encyclopedias, and online translation websites and other corpora. Use the automatic operation of web document 
objects, regular expressions, short text similarity calcula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compile programs to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disambigu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name and addr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architecture is stable and effective, with strong scalability, and the success rate is 
recognized by practitioners. It provides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for data preprocessing and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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