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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动文本分类(text categorization，TC)是指在给定的类别体系下对未知

类别的文本根据其内容将其自动划归到一个或多个类别的过程。随着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Internet 上包括维吾尔文在内的多语种信息资源呈现指数

级的增长趋势。为了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些纷繁杂芜的海量信息，基于内

容的文本挖掘技术决定着基于 Web 的信息检索、文本过滤等技术的发展水

平。文本自动分类技术在提高信息利用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上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很多文本处理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文本分类问题

或者需要利用到文本分类技术。例如：信息检索可以看成是文本与查询是

否相关的二分类问题，文本过滤(包括垃圾邮件过滤、主题跟踪等)也是二分

类问题，自动问答系统需要对问题进行分类，以及 WEB 网页分类、词义

消歧、文本自动标签等等。文本自动分类技术是诸多信息处理技术的有机

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的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自

动分类方法，在分类模式、算法的性能及其可扩展性、分类效果等方面均

有所突破，文本自动分类技术研究已经成为信息检索和文本挖掘领域的研

究热点与核心技术[1]。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近年来，国家在政策、资助等方面给予的大力

支持下，我国各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在民族信息化建设中得到了极大

地改善与发展。在这种大好局面下，维吾尔文作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少数民

族语种之一，在维吾尔文语言文字计算机信息处理，标准化等方面，尤其

是维吾尔文 WEB 建设方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多种类型的维吾尔文网站

日益增多，提供内容丰富的 WEB 信息服务。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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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文文本信息正被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下来，例如，维吾尔文报刊杂志、

维吾尔文数字图书馆等等，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提升了

社会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些大量的维吾尔文电

子文本信息也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文本自动分类作为文本挖掘

领域中的核心技术，能够解决大量文本信息的归类问题，是管理和利用海

量文本信息的有效技术手段，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迄今为止还

没有研究人员对维吾尔文文本分类所涉及到的文本特征表示、特征空间降

维、分类器训练等技术进行过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严重制约了维吾尔

文文本倾向性分析、意见挖掘、网络舆情挖掘以及有害文本信息过滤等应

用系统的研究开发。

经过国内外研究人员多年的研究，基于英文和中文等大语种的文本分

类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已经进入了实用阶段。然而，对于维吾尔语而言，

文本分类相关技术方面的研究仍然还是一个空白。由于文本分类技术自身

的特点以及维吾尔文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我们无法直接套用在中英文中常

用的技术，特别是维吾尔文文本分类数据集的获取以及预处理、文本特征

表示、特征空间降维等相关的关键技术和方法都与具体语言文字特点密切

相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维吾尔语信息处理技术在维吾尔语字母编码设

计、字库制作、输入法研发、信息系统本地化以及词干提取、词性标注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为进一步研究基于维吾尔文的文本信息处理相关

技术奠定了基础[2]。

深入研究维吾尔文文本自动分类关键理论及技术方法，结合维吾尔文

语言文字特点，建立维吾尔文文本数据集以及预处理方法，构造适合维吾

尔文的文本特征表示以及特征空间降维方法，进而建立起高效的维吾尔文

文本分类模型为基于维吾尔文的信息检索、文本过滤，维吾尔文文本倾向

性分析、网络舆情分析以及话题识别等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奠定基础，有

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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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文本分类作为一项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关键技术，是组织和管理文本

信息的有力手段。近年来，文本分类在信息过滤、信息组织和管理、词义

辨析和数字图书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发展[3]。

下面，就对文本分类在上述几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介绍。

1.2.1. 信息过滤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人们可以在网络上便捷地获取越来越

多的信息。然而，所获取的信息量过大会给人们对信息的处理带来很大困

难，不仅无法快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有时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信息。

于是，人们迫切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源源不断获取的信息进行动态过

滤，保留相关信息，屏蔽无关信息，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过滤”。从文本

分类的角度来讲，它将所有文本分为“相关文本”和“无关文本”，属于

两类文本分类问题。

信息过滤能够主动地获取用户特定的信息需求，使用这些信息需求组

成过滤条件，进而对信息资源进行过滤，这样就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信息过

滤出来进行服务。因此，信息过滤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个性化和主动化。个

性化的实质是针对性，即针对不同的用户采用不同的服务策略，提供不同

的服务内容；主动化的实质是主动性，即无需用户做什么事情，系统自动

按照用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信息过滤的个性化和主动化将使用户付

出尽可能少的努力，却可得到尽可能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信息获取技术中，用户是主动方，因此可以称之为“拉”(Pull)，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方式则称为“推”(Push)，由信息发布方向感兴趣的用户

主动推送信息。用户的喜好可以由用户自己设置，或者利用用户访问过的

信息集合进行描述。面对用户形式各异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完善的信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