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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KSVM的网络评论情感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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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机器学习方法中的SVM算法和KNN算法各自的优势，提出一种l(sVM分类算法，采用具

有语义倾向的词并综合其词性作为特征项，将一些网络评论进行情感分类，以判断一篇评论是正面

还是反面．实验表明，运用该算法对网上的一些评论进行分类，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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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豫ct：A l(SVM cl舶sification algorithm by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SVM aJgorithm蛐d KNN algo—

rithm in machine le帅ing i8 pmposed．Some诵th鸵mantic8 tendency柚d combined the pans of speech i8

cho∞n鹪the ch盯acteristic items，and山e propo∞d lLl90rithm is印plied in∞ntiment cl铀smcation of net—

work comments to judge one comment positive or negative．Experimen“results showed tIIatthe propo∞d

algorithm can cl鹪si匆∞me comment8 online诵th a higher accum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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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便

捷的信息交流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网络发

布信息或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利用网络查看相关评

论信息，以此来辅助用户的最终决策．然而，这些评

论没有经过分类整理，正面与反面的评论往往混在

一起，不便于查看．由此引出了文本分类领域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基于情感的文本分类．对文本所

表达的情感等主观内容进行分类，可以分别查看不

同倾向的评论，并对评论的总体情感倾向迅速做出

判断．

目前可用于评论分类的技术主要分为2类：一

是机器学习技术，包括在普通文本分类中成熟应用

的Naive Bayes算法、最大熵算法、SVM算法、KNN

算法等；二是基于语义分析的技术，主要有sO—PMl

分类法、so—LAs分类法等．本文拟结合机器学习分

类技术中KNN算法和sVM算法各自的优点，对网

络评论分类提出一种新的KsVM算法．

1文本分类框架

文本分类过程主要包括文本预处理、特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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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文档表示及特征权重计算．

1．1文本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是指在做中文分词之前进行的去

噪处理，即将一些与文档内容不相干且出现频率较

高的词语从文本中去掉，这些词语往往未携带有用

信息，对特征的提取无辅助作用．本文采用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

TCLAS)，对原始语料进行停用词过滤，留下需要的

形容词、副词、名词、动词等．

1．2特征选择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情感分类，即重在分析那些

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故只选择那些能表达语义倾向

的词来进行分析．采用基于睛感词典的统计方法可

以判定一个词语是倾向于正面还是负面⋯．本文采

用基于How Net计算出现在文本中的每个词的语义

倾向度来计算语义倾向值的方法：选用具有强烈褒

贬倾向的40个正面基准词(如：优秀)和40个负面

基准词(如：恶劣)，通过计算词汇与基准词之间关

联的紧密程度来判断语义倾向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Se一￡e，lde胁叮(∞)=

∑simiz口rit)，(PI|}e)，，∞)一∑(ⅣI|}ey，∞)
SimiZ口ri秒(pl，p2)=o∥(d+a)

其中，Simiz口^l，，(七吖，∞)为2个单词义源相似度的

最大值，P七吖为正面基准词，舭吖为负面基准词；

JP。，p：为词汇的义源；d为p。，p2在义源层次体系中的

路径长度，是一个常数；a为一个可调节的参数旧J．

计算结果大于0时为正面评论，小于O时为负面评

论．本文选取正(负)面形容词，正(负)面副词，正

(负)面名词，正(负)面动词作为特征项．

1．3文档表示及特征权重计算

文档表示是指将计算机无法理解的自然语言

表达转化为计算机能理解的结构化数据的过程．本

文采用常见的向量空间模型(VsM)，将训练和测试

样本表示成由特征项构成的向量空间，即D(∞。，

∞：，⋯，∞。)．其中，D表示文档，皑表示第i个特征词

元的权重．本文采用矿渺对其进行计算，计算公式
如下：

^『

矿i矾k嘭)=以II，嘭)×log南
其中，特征频率矿表示特征词元在网络评论中出现

的次数，文档频率够则是基于全体语料训练获得的

恒定值，矿i矾气，df)表示特征“在文档哆中的矿i矽
值；以气，喀)表示特征“在文档喀中出现的次数；Ⅳ

表示总文本数；n(tI)表示出现特征气的文档数．对

于文档长度不一致的问题，一般还需要对矿i妒值进

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到特征气在文档喀中的权值

埘蔚，计算公式为

矿￡酬t。，df)
埘茸2 1弓====兰=

^／∑(矿i妖tl’哆))2
V S=l

其中，r表示一篇文本中的词数．

2文本分类算法

2．1支持向量机算法(SVM)

SVM(suppon vector machines)是V叩nik于

1995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统计学习方法【3。】，它建立

在VC理论及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的基础上，主要

基于以下3个方面：

1)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利用VC维来降

低机器学习的风险，从而提高其推广能力；

2)基于对有限样本信息的模型复杂性(即其对

特定训练样本的学习精度)与学习能力(即准确地

识别任意样本的能力)的考虑，并寻求这两者的最

佳初衷，从而提高其泛化能力；

3)基于泛函中的Mercer定理，定义合适的内积

函数(即核函数)，通过非线性变换将样本空间映射

到高维特征空间，并在其中寻求最优分类超平面．
2．2 K近邻算法(1洲N)

近邻法(简称NN)，是模式识别非参数法中的

重要方法之一【5j，它是一种典型的延迟学习方

法哺】．NN最大的特点是认为所有类中全部样本点

都是代表点，故而在分类时需要计算所有训练样本

与待识别样本茗之间的距离，与茗距离最近的训练

样本所属类别即为分类结果．

1州N是NN的推广算法，在分类时选出z的

K个最近邻，其K个近邻中的多数所属类别就为待

识别样本茗的类别．它是在已知类别的训练样本条

件下，按最近距离原则对待分类数据进行分类．该

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在给定新文本后，考虑在训练

文本集中与该新文本距离最近(最相似)的K篇文

本，以这K篇文本所属的类别来判定新文本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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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VM·KNN分类算法

通过对sVM分类时错分样本的分布的分析得

知：SVM分类器的出错样本点与其他的分类器一

样，都分布在分界面附近"“]，欲提高其分类性能，

就应该充分利用分界面附近的样本所蕴含的信息．

同时由SVM基本理论可知：分界面附近的样本基本

是支持向量．因此本文结合SVM和KNN，针对空间

中样本的不同分布，对其采用不同的分类算法．

将sVM和KNN分类器进行结合，其出发点是

可以将SVM看成是每类只取1个代表点的1NN分

类器【9】，即sVM对每类支持向量只取1个样本作为

代表，但因其分布不规律，所取的代表点有时并不

能较好地代表该类，此时考虑到NN是将每类所有

支持向量作为代表点，将sVM与KNN相结合，从而

提高其分类准确率．SVM—KNN算法如图1所示．

Ⅱ

．fIJ)=一I

■x
●

～；；． ／

≮ N
； 工‘ 工+ ；

以卅=O

图l SVM．KNN算法

具体过程为：对于待识别样本菇，首先计算其与

2类支持向量代表点z+和茗。的距离差，并对其距离

差做如下考虑：

1)当距离差小于给定的阈值，如图l中的区域

I，即并离分界面较近，此时若采用sVM算法，只计

算戈与1个代表点的距离，则容易出现错分现象；

2)若距离差大于给定的阈值，如图1中区域

Ⅱ，即算离分界面较远，此时采用SVM算法一般不

会出错．

因此，对于上述情况1)中当sVM算法错分时，

采用KNN算法，将各类中的每个支持向量作为代表

点，计算其与待识别样本的距离并对其做出判断．

sVM．KNN分类算法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采用任何

一种sVM算法求出相应的支持向量和系数以及常

数6)：

步骤l：if r，‘∥tal‘e菇E r

elBe break：

步骤2：take g(并)=∑，，‘％I|}(毛，菇)+6

步骤3：ifIg(并)I>岔take八并)=89n(g(算))a8 output；

e18e if Ig(z)I< 占adopt l刚N algorithm

衄output；

步骤4：r—r一{茗}，go to步骤1．

其中，设r为测试集，后为KNN的个数，步骤3

中的KNN算法采用与通常的KNN分类算法相同的

流程，即将支持向量集作为分类算法的代表点集

合．本文在计算测试样本与每个支持向量的距离时

并非采用常规的欧式距离公式，而是采用下式进行

计算：

d(气，巧)=

∑戈诸×％
七=I

该式为余弦公式，表示2个样本之间的夹角，值

越小，表示2个样本的相似性越大．算法中8表示分

类阈值，通常设为l左右，当8=O时，该算法就为

SVM算法．

3实验结果与分析

3．1实验数据来源

实验原始语料是从网上下载的书评，共538篇

评论，其中正面评论273条，负面评论265条．将2

类文本随机分成4份，3份作训练集，l份作测试集．

对训练中的文本进行手工的正反面标注．本实验的

运行环境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所用的仿真软件

是Matlab．

3．2结果分析

文档分类中普遍使用的性能评估指标有召回

率(Recall，简记为r)、准确率(Precision，简记为p)．

召回率和准确率的定义分别为r=焘和p=i％
其中，口为被正确分到该类的文本数，6为被错误分

到该类的文本数，c为属于该类但被错误分到其他

类别的文本数．它们反映了分类质最的2个不同方

面，故需对其综合考虑．因此，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指

标：，一-胱∞帆，其数学公式为F-=弓{≯．
用上述方法对语料进行处理得到文本的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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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表示．然后将其载人Matlab中，分别利用KNN，

sVM及本文所提出的l(sVM算法对其进行分类，实

验结果如表l所示．

通过对实验结果分析可知，相对于KNN，SVM

等传统的文本分类算法，该算法是一种性能较好的

分类算法，能够明显提高分类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脱∞“，le最高可比传统算法提高0．04以上．

表1 3种算法分类结果

4结论

人类情感作为心理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个很复杂的心理现象，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本

文通过文本预处理将情感分类转化为汉语的计算

机理解，结合在文本分类领域中有着成熟应用的

SVM算法和KNN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KSVM的

情感分类方法．

本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尚存在一些不足．针

对本系统的错误分类现象，今后应该对语料进行进

一步的丰富和检验，扩展特征，完善基准词．

参考文献：

[1】 朱嫣岚，阂锦，周雅倩。等．基于How—nm的词汇语义倾

向计算[J]．中文信息学报，2006，20(1)：14． ．

[2] 刘群，李素建．基于<知网>的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

[C]／／第三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8．n．]。2002：59—76．

丁琼．基于向量空问模型的文本自动分类系统的研究

与实现[D]．上海：同济大学，200r7．

李蓉，叶世伟，史忠植．SVM—KNN分类器——一种提

高sVM分类精度的新方法[J]．电子学报，2002，30

(5)：745．

张学工．关于统计学习理论与支持向量机[J]．自动化

学报，2000，26(1)：32．

V印Ilik V N．’11le Natu弛0f St撕8ticalⅧIlg n∞ry

[M]．New York：springer Ved丑g，1995．

U Rong，Ye SIIiwei，蛳zhoq幽．A抵dve cl嘲ified al—

g面dun 0f鲫ppon vector m船IIi舱witlI砌石-托p瑚emative
points ba8ed on near部t neighbor p抽ciple[c]／／PD∞0f
Int Conf∞hto-tech蚰d I面-net，BeijiIlg：[B．n．]，
200l：113一119．

Chin K K．Supp叫Ve咖r M∞lIin∞applied to Speech

Pan锄clas8m∞ti∞[D]．C蜘bridge：C啪brid萨UIliver-
8ity，1998．

V印niJ【V N．Esti删帕彻0f dependemi∞baBed∞锄piri—
cal da埘M]．Berlin：s曲nger Ve她，1982．

1J

1J

1J

1J

1●-1J

1J

口

H

陋

№

口

哺

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