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５卷 第４期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５Ｎｏ．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ｕｇ．２０１３

一种新闻事件演化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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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准确地发现话题中事件间的潜在关系，提出一种新闻事件演化建模方法。该方法利用事件
的时间关系、内容相似性、命名实体关联信息构建新的演化关系模型，并通过定义事件的五种演化模式，识别

出演化过程中的开始、中间、结束事件，最后根据新演化模型及演化模式建立事件演化的有向无环图模型，揭

示事件发展的潜在脉络结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检测事件演化，提升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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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信息检索工具，例如谷歌、百度，用户能够
及时获取、更新不同网站关于同一话题的各种相关

报道。但是，这种获取、更新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新

闻文本流，利用人工有效地管理、整合、分析这些文

本流，从而得到话题内不同事件演化、发展的脉络

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从新闻事件的层次，利用

计算机技术挖掘事件之间的演化关系，构建事件演

化关系图，是话题演化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事件演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话题内事件

间的关系，描述事件演化的来龙去脉。目前，直接

从话题的层次对演化进行分析的研究比较

多［１－２］，而从事件层次对演化进行研究还不是特

别充分和完善。Ｍａｋｋｏｎｅｎ等［３］首先提出将事件

演化分析作为ＴＤＴ的子课题来研究，并建立事件
的地点、人名（组织）、时间、内容向量，计算事件

间的相似性，使用图论知识来表示事件间的演化

关系。Ｎａｌｌａｐａｔｉ等［４］提出事件线索的概念，将事

件关系表示成树形结构，而不是图结构，分析事件

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简单的事件模型。相对

事件演化，Ｗｅｉ、Ｚｈａｉ等［５］提出主题演化的概念，

根据文本流的时间戳，发现文本主题演化的时序

模式。Ｗｅｉ、Ｃｈａｎｇ等［６］提出事件片段的概念，将

相关于同一事件的所有新闻报道根据时间分成多

个片段，根据事件片段间的时序关系分析事件内

部各片段间的演化关系。Ｙａｎｇ等［７－８］对同一话

题下的相关事件演化进行研究，提出了事件演化

的概念，利用事件内容相似性、事件时间接近度、

事件报道分布接近度来共同识别事件间的演化关

系。邱江涛等［９］提出了事件时序分析的概念，并

提出以事件演化图的形式来描述事件的演化关

系。邓镭等［１０］提出了原子事件的概念，通过分析

原子事件间的关系来对事件演化进行研究。Ｌｉ
等［１１］提出构建时序事件图来对事件演化进行研

究，分析不同事件间的关系。

上述研究中都使用了内容精确匹配建立事件

间关系，当两事件中不包含相同特征时，则认为两

事件关系为零，研究没有考虑两事件间不同特征

的关联性，特别是命名实体特征。例如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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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美国”，另一事件中出现“华盛顿”；一个

事件中出现“奥巴马”，另一事件中出现“希拉里”

等。因此，本文在事件内容精确匹配的同时，对事

件间不同命名实体的关联信息进行模糊匹配。

１　事件演化相关概念及定义

１．１　事件时间

由事件定义［７－８］可知，每一个事件都有一个

时间特征，通过时间可以确定事件时序关系。事

件时间主要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个时间可能

是一个时间点，例如朝鲜金正日去世；也可能是一

段时间，如重庆搜捕周克华。本文统一用标记（ｔ）
表示事件时间，ｔ＝［ｓｔ，ｅｔ］，ｓｔ（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表示事件
开始的时间点，选取事件中最早报道的发布时间

表示；ｅｔ（ｅｎｄｔｉｍｅ）表示事件结束的时间点，选取
事件中最晚报道的发布时间表示。当 ｓｔ与 ｅｔ相
同时，表示 ｔ是一个时间点，当不同时，则表示时
间段。利用文献［１３］中的方法对事件时间进行
提取与识别，将其映射到形式化的日历中。在事

件时序关系中，相对于某事件，时间靠前的事件为

前序事件，靠后的事件为后序事件。

１．２　事件演化图

定义１（事件演化）：话题中事件随时间产生、
发展、变化、消亡的过程。

定义２（事件演化关系）：事件间的有向逻辑
依赖关系，或事件间的有向关联。

根据定义２可知，存在演化关系的两个事件，
应满足两个条件：１）时序上具有先后关系；２）内
容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表示

演化的方向。如果事件 ＥＡ到事件 ＥＢ存在演化
关系，则事件ＥＡ的时间ｔＡ必先于事件 ＥＢ的时间
ｔＢ，用符号表示为ｔＡ→ｔＢ，否则表示为 ｔＡ｜→ｔＢ。因
此，依据演化条件，基于图论知识中的有向无环

图［５－７］建立事件演化关系图模型，表示为Ｇ＝｛Ｖ，
Ｌ｝，其中，Ｖ＝｛Ｅｔ１１，Ｅ

ｔ２
２，…，Ｅ

ｔｎ
ｎ｝表示图中的节点集

合，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事件，Ｌ＝｛（Ｅｔｉｉ，Ｅ
ｔｊ
ｊ）｝表示

图中有向弧集合，（Ｅｔｉｉ，Ｅ
ｔｊ
ｊ）表示事件 Ｅ

ｔｉ
ｉ到事件

Ｅｔｊｊ存在演化关系，且ｉ，ｊ∈｛１，２，…，ｎ｝，ｉ≠ｊ，绘
制事件演化图示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事件演化图示例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ｅｖ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

事件演化关系图 Ｇ采用邻接矩阵存储，邻接
矩阵表示事件之间关系，矩阵如式（１）所示。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ａｎ１ ａｎ２ … ａｎｎ

（１）

式中：ａｉｊ＝

１，　Ｅｉ到Ｅｊ存在演化关系

０，　Ｅｉ到Ｅｊ不存在演化关系　

１，　当ｉ＝ｊ时，
{

事件自相关

１．３　事件演化模式

从图１可看出，对于一个完整演化过程，应该
包含开始、中间、结束等事件，中间事件演变可能

是多个事件合并成一个事件，可能是一个事件分

裂成多个事件，也可能是由一个事件发展成另一

个事件。因此，将事件演化类型分为五种模式，分

别是开始演化模式、一对一演化模式、一对多演化

模式、多对一演化模式、结束演化模式。

设话题Ｔ＝｛Ｅｔ１１，Ｅ
ｔ２
２，…，Ｅ

ｔｎ
ｎ｝，其中Ｅ

ｔｉ
ｉ表示Ｔ

中的第ｉ个事件，ｔｉ表示事件Ｅ
ｔｉ
ｉ的时间，ｔ１，ｔ２，…，

ｔｎ表示事件的先后顺序，λ表示演化关系阈值。
定义３（前序关联事件）：话题中，事件 Ｅｔｉｉ与

前序事件Ｅｔｊｊ（ｔｊ∈｛ｔ１，ｔ２，…，ｔｉ－１｝）的相似性最大，
且ｓｉｍ（Ｅｔｉｉ，Ｅ

ｔｊ
ｊ）≥λ，则 Ｅ

ｔｊ
ｊ称为 Ｅ

ｔｉ
ｉ的前向关联事

件，记为ｐｒｉｏｒ（Ｅｔｉｉ）。
定义４（后序关联事件）：话题中，事件 Ｅｔｉｉ与

后序事件Ｅｔｋｋ（ｔｋ∈｛ｔｉ＋１，ｔｉ＋２，…，ｔｎ｝）的相似性最
大，且ｓｉｍ（Ｅｔｉｉ，Ｅ

ｔｋ
ｋ）≥λ，则 Ｅ

ｔｋ
ｋ称为 Ｅ

ｔｉ
ｉ的后向关

联事件，记为ｐｏｓｔ（Ｅｔｉｉ）。
根据前、后序关联事件的定义，对五种事件演

化模式进行定义。

定义５（开始演化模式）：对于事件 Ｅｔｉｉ，如果
话题中ｐｒｉｏｒ（Ｅｔｉｉ）不存在，且 ｐｏｓｔ（Ｅ

ｔｉ
ｉ）存在，则 Ｅ

ｔｉ
ｉ

为开始事件，表示开始演化模式。

定义６（一对一演化模式）：对于事件 Ｅｔｉｉ，如
果有Ｅｔｊｊ＝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且 Ｅ

ｔｉ
ｉ＝ｐｏｓｔ（Ｅ

ｔｊ
ｊ），则 Ｅ

ｔｊ
ｊ到

Ｅｔｉｉ是一对一演化模式。
定义７（一对多演化模式）：对于事件 Ｅｔｉｉ，如

果有Ｅｔｊｊ＝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但Ｅ

ｔｉ
ｉ≠ｐｏｓｔ（Ｅ

ｔｊ
ｊ），且有Ｅ

ｔｊ
ｊ的

后序事件Ｅｔｋｋ使得ｓｉｍ（Ｅ
ｔｊ
ｊ，Ｅ

ｔｋ
ｋ）≥λ，则事件 Ｅ

ｔｊ
ｊ到

Ｅｔｋｋ和Ｅ
ｔｉ
ｉ是一对多演化模式。

定义８（多对一演化模式）：对于事件 Ｅｔｊｊ，如
果有Ｅｔｉｉ＝ｐｏｓｔ（Ｅ

ｔｊ
ｊ），但Ｅ

ｔｊ
ｊ≠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且有Ｅ

ｔｉ
ｉ的

前序事件Ｅｔｋｋ，使得ｓｉｍ（Ｅ
ｔｉ
ｉ，Ｅ

ｔｋ
ｋ）≥λ，则事件Ｅ

ｔｋ
ｋ和

Ｅｔｊｊ到Ｅ
ｔｉ
ｉ是多对一演化模式。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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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９（结束演化模式）：对于事件 Ｅｔｉｉ，如果
ｐｏｓｔ（Ｅｔｉｉ）不存在，且 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存在，则 Ｅ

ｔｉ
ｉ为结束

事件，表示结束演化模式。

２　事件演化关系建模

２．１　事件建模

研究事件演化关系，首先要生成话题的事件

集，每个事件至少由一篇新闻报道组成。事件集

可以使用人工方式进行收集，也可以利用文献

［１５］中的方法对话题中新闻报道聚类生成事件
集。本文主要研究事件演化关系建模方法，为了

减少报道聚类误差对实验评价的影响，选择人工

方式采集话题的事件集。

使用ＴＦ·ＩＥＦ模型［１２］创建事件的内容向量。

设Ｔ＝｛Ｅｔ１１，Ｅ
ｔ２
２，…，Ｅ

ｔｎ
ｎ｝表示一个话题事件集合，

ω（ｆｊ，Ｅ
ｔｉ
ｉ）表示第ｉ个事件中第ｊ个特征的权重值，

｛（ｆｊ，ω（ｆｊ，Ｅ
ｔｉ
ｉ））｜ｊ＝１，２，…，ｋ｝表示Ｅｉ的ｋ个特征及

其权重值，ＴＦ·ＩＥＦ模型计算特征权重公式如下：

ω（ｆｊ，Ｅ
ｔｉ
ｉ）＝

［１＋ｌｏｇ２ＴＦ（ｆｊ，Ｅ
ｔｉ
ｉ）］·ＩＥＦ（ｆｊ）

∑
ｎ

ｊ＝１

１＋ｌｏｇ２ＴＦ（ｆｊ，Ｅ
ｔｉ
ｉ

[ ]）

·ＩＥＦ（ｆｊ
{ }

）槡

２
（２）

ＩＥＦ（ｆｊ）＝ｌｏｇ２
Ｔ＋１

ＥＦ（ｆｊ）＋０．５
（３）

其中，ＴＦ（ｆｊ，Ｅ
ｔｉ
ｉ）是特征ｆｊ在事件Ｅ

ｔｉ
ｉ出现的频次，

ＥＦ（ｆｊ）是出现特征词ｆｊ的事件数；Ｔ是Ｔ中总
的事件数。

２．２　演化关系建模

以往研究中事件演化关系值函数均使用事件

内容向量进行精确匹配，计算相似度。事件向量相

似度计算常使用余弦距离，表示如公式（４）所示：

ｓｉｍ（ＥＡ，ＥＢ）＝ ∑
ｆ∈ＥＡ∩ＥＢ

ω（ｆ，ＥＡ）·ω（ｆ，ＥＢ） （４）

其中ＥＡ∩ＥＢ表示事件ＥＡ和ＥＢ的共有特征集合。
本文在精确匹配的基础上，使用一种模糊匹

配策略对事件间命名实体特征的关联度进行计

算。关联度是指两个特征在事件集中的关联程度，

共同出现在一个事件中被认为是一次关联。在文

本处理中，通常使用互信息来计算两个特征词在

文本中的关联度，而本文中的特征关联度在计算

目标上与互信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本文借

鉴互信息的思想，把互信息中两个不同特征在一

个文本中共同出现和独立出现的概率替换为它们

在整个事件集中共现和独立出现的事件个数，同

时考虑每个特征在事件中的权重值，具体计算如

公式（５）所示：

ｒｅｌａ（ｆＡ，ｆＢ）＝
ω（ｆＡ）·ω（ｆＢ）·ｃｏｏｃ（ｆＡ，ｆＢ）

ｓｉｏｃ（ｆＡ）·ｓｉｏｃ（ｆＢ）

（５）
ｓｉｏｃ（ｆＡ）＝ｏｃ（ｆＡ）－ｃｏｏｃ（ｆＡ，ｆＢ） （６）
ｓｉｏｃ（ｆＢ）＝ｏｃ（ｆＢ）－ｃｏｏｃ（ｆＡ，ｆＢ） （７）

其中，ω（ｆＡ）表示特征ｆＡ在事件Ａ中权重；ｒｅｌａ（ｆＡ，
ｆＢ）表示事件Ａ中特征ｆＡ与事件Ｂ中特征ｆＢ的关
联度；ｃｏｏｃ（ｆＡ，ｆＢ）表示特征ｆＡ与ｆＢ共同出现的事
件个数；ｏｃ（ｆＡ）表示特征 ｆＡ 出现的事件数；
ｓｉｏｃ（ｆＡ）表示特征ｆＡ单独出现的事件数。

事件关联度计算如公式（８）所示，首先对两
事件向量中的不同命名实体特征计算两两关联

度，然后进行求和并平均。

ａｓｓ（ＥＡ，ＥＢ）＝
∑
ｆＡ∈ＥＡ
∑
ｆＢ∈ＥＢ

ｒｅｌａ（ｆＡ，ｆＢ）

Ｅ→ Ａ Ｅ→ Ｂ
（８）

其中，ａｓｓ（ＥＡ，ＥＢ）表示事件Ａ与事件Ｂ的关联度；
Ｅ→ Ａ 与 Ｅ→ Ｂ 表示事件向量的势。
结合事件时间关系、事件向量精确匹配以及

命名实体特征模糊匹配构建一种新的事件演化关

系模型如下：

　　ｅｖｏ（ＥＡ，ＥＢ）

＝
０，　　　　　　　　　　　 ｉｆｔＡ｜→ｔＢ
ｓｉｍ（ＥＡ，ＥＢ）ａｓｓ（ＥＡ，ＥＢ），ｉｆｔＡ→ｔ

{
Ｂ

（９）

２．３　演化关系图构建算法

利用本文建立的演化关系模型以及定义的事

件演化的五种模式，构建事件演化关系图算法

如下。

Ｉｎｐｕｔ：话题事件集 Ｔ及事件时间，演化关系
阈值λ。

Ｏｕｔｐｕｔ：事件演化关系邻接矩阵Ａ。
Ｓｔｅｐ１：根据事件时间顺序，将事件进行排序，

得到Ｔ＝｛Ｅｔ１１，Ｅ
ｔ２
２，…，Ｅ

ｔｎ
ｎ｝；

Ｓｔｅｐ２：依事件排序，建立事件演化关系邻接矩
阵Ａ，行、列顺序即事件时间的先后顺序，并初始化
矩阵Ａ，将对角线元素置为１，其余元素置为０；

Ｓｔｅｐ３：对 Ｅｔｉｉ∈ Ｔ，计算 ｐｏｓｔ（Ｅ
ｔｉ
ｉ），如果

ｐｏｓｔ（Ｅｔｉｉ）不存在，但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存在，则Ｅ

ｔｉ
ｉ为消亡

事件，标记 Ｆ（Ｅｔｉｉ）＝Ｅｎｄ；如果存在，但 Ｅ
ｔｉ
ｉ≠

ｐｒｉｏｒ（ｐｏｓｔ（Ｅｔｉｉ）），则Ｆ（Ｅ
ｔｉ
ｉ）＝Ｍｅｒｇｅ；

Ｓｔｅｐ４：对 Ｅｔｉｉ∈ Ｔ，计算 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如果

ｐｒｉｏｒ（Ｅｔｉｉ）不存在，但ｐｏｓｔ（Ｅ
ｔｉ
ｉ）存在，则Ｅ

ｔｉ
ｉ为开始

事件，Ｆ（Ｅｔｉｉ）＝Ｓｔａｒｔ；如果 ｐｏｓｔ（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

Ｅｔｉｉ，则Ｆ（Ｅ
ｔｉ
ｉ）＝Ｄｅｖｅｌｏｐ；如果ｐｏｓｔ（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

Ｅｔｉｉ，则Ｆ（Ｅ
ｔｉ
ｉ）＝Ｓｐｌ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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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５：如果Ｆ（Ｅｔｉｉ）＝Ｄｅｖｅｌｏｐ，则将ｐｒｉｏｒ（Ｅ
ｔｉ
ｉ）

与Ｅｔｉｉ对应的Ａ中元素设为１；如果Ｆ（Ｅ
ｔｉ
ｉ）＝Ｓｐｌｉｔ，

则将ｐｒｉｏｒ（Ｅｔｉｉ）及满足ｓｉｍ（ｐｉｒｏｒ（Ｅ
ｔｉ
ｉ），Ｅ

ｔｋ
ｋ）＞λ的

后序事件Ｅｔｋｋ对应的元素设为１；如果 Ｆ（Ｅ
ｔｉ
ｉ）＝

Ｍｅｒｇｅ，则将事件 ｐｏｓｔ（Ｅｔｉｉ）及满足 ｓｉｍ（ｐｏｓｔ（Ｅ
ｔｉ
ｉ），

Ｅｔｌｌ）≥λ的前序事件Ｅ
ｔｌ
ｌ对应的元素设为１；

Ｓｔｅｐ５：输出演化关系邻接矩阵Ａ。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是利用网络爬虫工具从中国新闻网

国际专栏中采集的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至５月１１日
关于日本２０１１年“３．１１地震”的相关报道，共计
１９８２篇。由于本文重点不是研究事件探测，所以
直接通过人工方式对采集的报道所涉及的事件进

行识别，选取８个事件共２７０篇报道，根据最早报
道时间对事件进行排序，最后得到事件相关信息，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年日本“３．１１地震”话题涉及事件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３．１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事件 事件概要 报道数

Ｅ１ 日本东部近海发生地震 ７

Ｅ２ 地震引发巨大海啸 １７

Ｅ３ 地震、海啸带来巨大损失 ８９

Ｅ４ 日本自卫队抗震救灾 ５８

Ｅ５ 福岛核电站发生故障 ４３

Ｅ６ 核电站故障，东电公司限电 １６

Ｅ７ 汽车产业停产、减产 ８

Ｅ８ 日本经济遭受重创 ３２

　　根据表１及事件时间，邀请两名本领域专家
建立真实的事件演化关系如图２所示，总共包含
１６条演化关系，用以验证系统探测的演化关系的
正确性和完整性。从图中可以看出，Ｅ１为开始事
件，Ｅ４和Ｅ８为结束事件，其余事件为中间事件。

图２　２０１１年日本地震的事件演化图
Ｆｉｇ．２　Ｅｖ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ｏｐｉｃ“２０１１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３．２　实验评价方法

人工创建真实的事件演化图 Ｇ＝｛Ｔ，Ｌ｝，如
图２所示；同时使用本文系统自动建立事件演化
图Ｇ′＝｛Ｔ，Ｌ′｝，Ｔ表示话题包含的所有事件集
合。参考文献［８］的评价方法，实验评价主要是比
较Ｌ与Ｌ′的不同，使用准确率Ｐ和召回率Ｒ两个
指标对系统进行定量评价。假设事件演化关系集

合Ｌ″表示Ｌ与Ｌ′的公共部分，用数学表示为：
Ｌ″＝Ｌ∩Ｌ′ （１０）

则准确率Ｐ就是系统探测的正确的演化关系
数与系统探测到的总的演化关系数的比值，表

示为：

Ｐ＝ Ｌ″
Ｌ′ （１１）

则召回率Ｒ就是系统探测的正确的演化关系
数与真实演化关系图中总的关系数的比值，表

示为：

Ｒ＝ Ｌ″
Ｌ （１２）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提出的演化关系模型主要考虑事件内容

的相似性及命名实体特征关联度（ＣＳＦＡ），实
验首先对不同演化关系模型的性能进行比较，参

与对比的有文献［８］中提出的两种演化关系模
型：１）事件内容相似性（ＣＳ）模型，２）事件内容相
似性及报道分布接近度（ＣＳＤＦ）模型。利用三
种模型系统自动构建事件演化关系，计算三种模

型对应系统在不同阈值 λ时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绘制系统召回率－准确率曲线［８］，如图３所示，其
中阈值变化范围为０～０．１５。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 ＣＳＦＡ模
型要明显优于ＣＳＤＦ和ＣＳ模型，而 ＣＳＤＦ模
型要略优于ＣＳ模型。这说明演化关系模型中增
加实体特征关联度及报道分布接近度均能提升系

统性能，而本文提出的 ＣＳＦＡ模型对系统性能
提升明显。

事件内容建模使用ＴＦ·ＩＥＦ模型，该模型不
同于ＴＦ·ＩＤＦ和ＴＦ［８］，实验对比了三种事件模型
对系统的性能影响，其中，演化关系模型均使用

ＣＳＤＦ，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
出，ＴＦ·ＩＤＦ方法的系统性能最优，而ＴＦ·ＩＥＦ的
系统性能不及ＴＦ·ＩＤＦ，但优于ＴＦ。

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自动探测演化关系，当

λ＝０．０４时，对应的演化关系如图５所示。其中
探测到１０条正确的演化关系，三条虚假的演化关
系，丢失６条演化关系。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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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事件演化关系值函数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图４　不同的内容相似性计算方法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图５　２０１１年日本地震的事件演化图
Ｆｉｇ．５　Ｅｖ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ｏｐｉｃ“２０１１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４　结论

每天网络都有大量关于新闻事件的报道，为

了能够快速、有效地获取新闻事件来龙去脉，本文

通过事件时间、事件内容相似性、事件特征关联信

息三个要素构建事件演化图。事件演化图中的节

点表示事件，图中的有向边表示事件间的依赖关

系。本文提出的事件演化关系发现方法能够较好

地呈现同一主题下事件间潜在的演化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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