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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以古籍中的农业文献及农史信息资源为研究对象，利用
计算机技术及现代情报技术进行整理与开发，但各册研究重点并非完全一致，或标点与分词，或编纂
与校勘，或知识组织，或内容挖掘，或索引编制，或关注信息门户，或研究古籍数字化技术。
虽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但却互相补充、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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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建年，男，1966年生，研究馆员，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获得文学学士学
位，2004年、2009年分别于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理学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助理、物资设备处副处长等职。
曾兼职担任镇江市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江苏省黄氏文化研究会(筹)常务理事。
主持或者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社科基金项目
等10余项，在《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等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
开发软件2种。
主要研究方向：古籍整理、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

　　侯汉清，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专著有《主题法导论》(1991年)、《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1997年)、《当代分类法主题法索引法
研究》(1997年)、《文献分类法主题法导论》(1999年)、《图书馆学五定律》(译著，1984年)、《引文
索引法的理论及其应用》(译著，2003年)、《情报检索语言与智能信息处理丛书》(主编，2009年)等。
主持或参与主持国家级项目6项，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社会科学检索词表》等
国内主要词表和分类表多部。
研究方向：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智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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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索引编制自动化主要集中在逐字索引，而对词的索引研究不多，所以本论文的研究重
点在索引词汇的识别，通过自动识别索引词汇，然后实现索引的自动编制，编制出真正基于语词的古
籍索引。
3.2 分词标引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3.2.1 分词词典研究分词词典是基于词典分词的汉语自动分词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词典的自动分词系统所需的各类信息基本上从分词词典中获取。
考核分词词典质量主要有两个指标：①词典的内容，即词典中收录词汇的数量与质量，它对分词精度
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个好的词典要具备通用性好、覆盖率高的优点。
②词典的组织形式。
系统在进行分词及标注时需要频繁地查询词典，词典的查询速度直接影响到分词系统的速度，因而必
须有效地组织词典，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建立词典有两种方法：①建立静态词库，这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
静态词库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的GB／T13715-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为依据，其
特征是针对信息处理的基本需要、以人为本、考虑词的常用性，整个词表分成词库、带字母词库、专
名库、常用接续库、成语库、俗语库以及单字词库等7个分词库。
该规范具有较强通用性及覆盖能力，对推动汉语自动分词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字典所能包含的单词有限，对于特定领域的某些单词无法包含。
并且对于某个特定领域的应用来说，实际需要的单词要少得多，大而全的字典反而影响分词的效率和
准确率。
②建立动态词库，动态词库也称为智能词库，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对大量的语料文本进行处理来建立词
典。
智能词典的基本思想是：先用无词典法按照一定算法对分词文本进行特征提取，提取出中频词与高频
词两类，按照一定的算法决定高频词是否为新词，若有新词则添加到临时词典，然后按照机械分词算
法进行分词。
智能词典定时地对临时词典进行处理，按照一定的算法提取特征词，将其放人词典。
该方法针对特定领域，词典的规模相比于通用词典要小得多，其分词的效率比第一种方法要高。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统计大量的语料文本，能包括本领域的几乎所有单词，其分词的准确率也比前
一种方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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