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8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 科学论坛 ？

地理学学科语义 网及其在科学基金

智 能辅助指派中 的应用

冷疏影
ｌ

ｉ ｆ

俞肇元
2

胡 勇
2

郑袁明
1

宋长青
1

（ 1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委 员会地球科 学 部 ， 北 京 1 0 0 0 8 5
；
 2 南京师 范 大 学 ， 南 京 2 1 0 0 2 3

；

［摘 要 ］ 本 文介绍 了 地球 科 学部 一 处基于 学 科 语义 网 的科 学基金 智 能 辅助 指派 工 作 的 阶 段 性成

果 ，分析 了 学科 语义 网 的 构建 原 则 与 策 略 、 基本环 节 、 技术 实 现 途径 、 质量 控 制 效果 、 以 及未 来优 化

策略 ，最 后 总 结 了 基于 学 科语义 网 的 辅助指 派研 究 带来 的 启 示 。

［关键词 ］ 地理学 ；语义网 ；科学基金 ；智能辅助指派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领域交叉广泛 、 知识更新词 、发表成果及历史评议的专家综合信息库 ，并建立

迅速 、领域评审专家规模 日 益增长的新形势下 ，
为提了地理学科同行评议专家推荐指标体系

［
3
］

。 学科关

升基金项 目分组评审与专家遴选匹 配的指 向性与智键词体系在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评审全流程 中的规范

能化水平 ，更好地体现科学基金评审过程的科学性 、 化应用在提升指派效率的 同 时 ，也为基于机器学 习

专业性和高效性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简称 自的智能辅助指派提供了基础 。

然科学基金委 ）地球科学部
一处 （简称地学

一处 ， 同地理学科研究领域 的综合性 、交 叉性与复杂性

地理学科 ） 自 2 0 1 3 年起开始探索在学科关键词体系使得单纯基于学科关键词的辅助指派难 以满足当前

基础上构建学科语义网 ， 以研究方向 、关键词的规范基金评审对专业性、交叉性 以及准确性等方面的要

表达实现 申请书 、 函评专家特征信息的智能提取 ，并求 。 主要表现在 ：

实现 申请书与专家信息 的学科语义标定 、分组聚类（ 1 ） 单纯的地理学科关键词体系难 以全面涵盖

与智能匹配 。 经过 2 0 1 4 年的评审实践 ，基于学科语地理学所有研究领域 。 近年来 ，仍有 2 0 ％左右的 申

义网 的函评专家指派的优势已 初步显现 。请书采用了非学科体系 中 的 自 填关键词 。 申请书中

1 学科语义 网 智能辅助指派的背景与 需求
研究方向而选择

“

其他方 向
，，

的 申请书也

地学一处 自 2 0 1 1 年起在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申（ 2 ） 申 请数量 和评议专家队伍庞大 ， 相关信息

报及评审 中全程引入地理学学科方 向分类与关键词更新耗时 ，难度 日 益增大 。 如 ＩＳＩＳＮ 系统专家库 中

体系进行辅助指派
ｗ

 ，进而基于学科关键词体系 ，
在大量文献成果信息难以得到及时补充 ，散布 于互联

申请书信息规范和专家信息准确收集两个方面进行网及文献资料 中 的同行评议专家信息难以汇总等 。

地理学科基金智能辅助指派系统 的构建
［

2
］

。 经过 3（ 3 ） 对精细化 的 申 请书分组指 派支撑仍存不

年 （ 2 0 1 2
—

2 0 1 4 ）的 试点工作 ， 学科关键词体 系对基足 。 随着学科交叉的 日 益增 强 ， 同
一

申请书往往可

金 申请与辅助信息收集起到 了重要 的规范化作用 。能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与研究方向 ， 导致基金 申 请时

申 请书方面 ， 8 0 ％ 以 上申 请书选择了 学科提供的关方 向选择相对困难 ，也可能 出现研究 内容差异较大

键词 ， 7 0 ％ 以上学科关键词被使用 。 专家信息方面 ，的 申请书选择了类似的关键词 。 由 于地学研究的 日

已建立了 以学科
－信息中 心 、 学科 －专家互动 式为主益专业化 ，缺乏语义关联 的关键词体系 难以满足科

的 、涵盖了专家主持项 目 、 主要研 究方向 、 研究关键研基金的精细化分组和指派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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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智 能化处理能力仍相对较弱 。 传统的 匹配
、

和指派方法基于词汇和 统计规律进行 ，关键词组合
2 子科 乂 网构建的整体心路与关键问题

只考虑出现频度的引 导作用 ，未提供 以学科关键词学科语义网构建的主要 目 的是建立 已有 的多源

为主题牵引 的词汇之间的
＂

语义
”

关系 。 而词汇学科 信息 （ 申请书 、专家信息 、互联 网信息 ） 与 已 有学科体

含义具有 中英文对照 、同词多义 、领域差异及层级关 系之间 的语义关联 ，通过不同 词汇之间 的语义关系

联等问题 ，导致直接基于学科关键词的辅助指派在 实现对申请书 的方 向标定 、智 能分组与 同 行评议专

智 能性与准确性上仍存瓶颈 ，
所获取 的知识 的可重家指派 。 学科语义网构建必须满足专业性 、规范性 、

用性 较＃ 。高效性 、完备性 以及可支撑分析等原则 ，要求具备有

语义 网是在传统互联 网基础上 ， 通过对相关信 充分数量的专业语料库 、具有 明确研究方 向表征的

息进行语义标定 ，利用不同数据之间 的语义关联来 词汇语义关联 、 准确 高效的存储与检索方法以及可

实现机器对知识 的 理解 、 管 理 、检 索 、 处理与分 析 。 支撑多源信息文本 （ 申 请书 、 专家信息 ） 研究 方向标

传统意义上 的语义网构建一般需要经过海量信息 的定 、分组聚类及同行评议专家智 能指派的综合性分

资源描述 、语义关系 标注 、数据／知识 ／信息的抽象与 析方法 。 学科语义 网的构建及应用的主要流程包括

分类体系建立 、领域本体构造表达 、服务发现与应用基于多源信息 的语料库及语义词典构建 、语 义网构

等步骤 ，并通过 Ｗ ｅｂ 服务与 ＲＤＦ
、ＸＭＬ 、ＯＷＬ 等技 建与处理 、 申请书及专家信息的专业分词与停词 、语

术体系与规范加 以组织和集成
⑷

。 其 中准确 的分类 义规范化处理与语义网检索 、 研究方向 标定 与 匹配

体系 、语义关系标注和领域本体构建是语义网 质量等 技术路线见图 1

的关键 。

一

个可用 、规范 的语义网往往需要经过多

年持续的人 、物力投人 ， 并需要 经过长时 间 的 优化 。

语料库■义词典构建一
一 巧目分组与

当前语义网多用于分类体系完备 、领域边界明 确且：
耐议专

？

家龍指Ｍ

已拥有大量信息化数据支撑的知识管理系统上 ，部学科语Ｉ两生成 ＩＪ■网操二与分析模型
分应用于商业领域 。 受制于领域本体构建和语义标ｎ

注 的复杂性 ’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语义 网仍不多见 。 ｉ ｒ——
ｔｒ

－—— —

1
专业分词 、 停词处理 丨专业分调 、 停词处理 Ｉ

尤其是以宏观性 、综合性、交叉性 为特色的 地理学－ＬＩ－—ＩＩＩ1

科 ，很难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构建本体结构完善 、语义
 1

ｈ ｉ

 1

标注完备的学科语义 网 。
＿＿ ＿＿＿＿？

息

面 向 申 请书智能辅助指派 的 目 标 ， 地学－处 于 Ｉ

＊业术语词典
1 1

学科体系专家信息
1

＾
1

2 0 1 3 年开始 ，尝试在原有学科关键词与智能辅助指 ｜

申请书文献资源
1

1

￣￣

｜ ｜

学科方向
｜

￣＂”

派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学科语义 网建立 多源词＇ Ｉ

汇与学科关键词体系 之间 的准确联系 ， 建立 申 请 书图 1 学科语义 网构建的技术路线

及专家信息 中 非结构化文本信息 间 确 切的 语义关学科语义网构建及应用的关键问题如下 ：

联 ，利用词汇间 的语义关联描述语义 的领域概念组 （ 1 ） 语料库和语义词典构建是学科语义网生成

的基础 ，也是智能指派能否实现的基准 ，但需要解决
基金 申请书信息 ’ 利用

巧
器学习模型梳理多元信息 语料库词汇的专业性 、关联性 、 全面性 、指称性和唯

之间的语义关联 ， 以多元信息校正 申 请书 、专家信息 一性问题 ， 以及厘清语料库词 汇之 间 的关联共现关
中对关键词描绘 的不足 ’

实现知识空间 中 串 请书＃
系 、语义表征关系和层级隶属关系

ｗ
。

⑵ 帽书及专家 的非结构化文本分词处理是
向 的 申请书提供合适的研究方向标定 。 在雌础上

無其语义分析 ， 智 能匹配 的前提 。 分词效 果的好
进行 申请书和专家ｆｅ息 的研究领域与方 向标 定 ， 实

坏对后续的方向 标定等影 响显著 ，关键在于如何构
■类、 与 自 ？＆专家ｅ

建具有专业指 向 性 和学科 属性特征的 专业停词方
ｂｅｉ法 ，并棚同义词表实麟词汇表＿规范化处理 。

（ 3 ） 语义贿高效使脈基于此神请书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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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息相似度匹 配 ，核心是解决数据存储与检索效 1 3  4 5 0 词 ／分钟 。

率 ，以及不同研究方向概率分布的修正与标定问题 。 3 ． 3 基于学科语义 网 的词汇检索与 研究方向 标定

（ 4 ） 对 于项 目 分组与 同 行评议专家 的 智 能指基于 ＪＡＶＡ 开发 了地理学科关键词语义 网络

派 ，主要是探索语义网 和研究方向共 同约束下专家管理与分析系统 ， 实现了语义 网 的管理 ， 编辑 ，统计

研究方向信息 的 自 动解译与标定 ，及实现智能指派参数计算与可视化等基本功能 。 采用稀疏矩阵及 向

的专家推荐问题 。量化运算策略实现词汇序列的快速检索 。 通过对语

3学科 ｉ
＝义 网实现与应用胃
Ｈ￣

聚 、关联 、共现等关系 ， 实现对语义 网词汇的快速检

3
．

1 基于 多源信息集成的语料库及语义词典构建索 、筛选和层次构造 。 由 于直 接基于词汇的 相似性

ＣＮＫ Ｉ 的主题词可以实现对文献标题 、关键词 、 度量可能导致不 同研究方向 的 申请书 出 现高相似度

摘要进行综合检索 ，具有全面性 、模糊性和 概括性的的混淆情况 ，我们基于 向量空间模型从词汇 、语料及

特点 。 文献记录 自 身 的专业性保证 了所检索词汇的研究方向三个层次构建了 申请书语料的语义相似性

全面性 、专业性和完备性 ，有助于在短时间 内构建高度量模型 ，利用语义网约束研究方 向 的边界 ，从而实

质量的语料库 ， 并可支撑语料库的持续更新 。 从 专现研究方 向相似度的计算 。 针对可能存在的语义歧

业术语词典 、 历年 申 请书 以及文献资料 中进行专业义情况 ，对 巳有部分样本进行人工标 定 ， 而后利用

词汇初选 ，建 3Ｚ？初始的学科语料库 。 以地学一处编Ｄ
ｙｎａ

ｍｉｃＴ ｅｘｔＲ ｅｇｒ ｅｓｓ
ｉｏｎ 学 习模 型

［ 5 ］

进行研究方

制的 《地 理 学 学 科 方 向 分 类 与 关键 词 （修 订 版向 校正 。

2 0Ｕ ） 》 中 5 9 0 2 个关键词为主题词 ，检索 ＣＮＫ Ｉ 学术 3 ． 4 同行评议专家信息处理与智能指派

文献数据库 中 Ｉ＂ 9
一

2 0 1 Ｓ 年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原始 申请书及专家信息数据梳理构建相

1 3 2 种学术期刊 ，建立 学科关键词与 检索文献论文关语料的词频矩阵 ，基于该词频矩阵 ，利用语义网进

关键词的语义关联 ，并进行规范化处理 。 在此基础行研究方向 匹配 、标定与关联后构建方向 打分矩阵 ，

上通过整合 申请书及信息系统 中专 家 自 填关键词 ， 计算出 申请书 ／专家之间 的相 似性程度 ， 实现分组 、

得到规范的关键词对 2 1 9 万 多对 ，

2 2 4 个研究方 向匹配关系 。 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收集 6 年 的专家 函

均具有丰富的关联词汇 。评信息和 4 年的专家拒绝指派评议 （简称
“

拒指
”

）信

3
．

2 研究方向约束的专业分词 、停词处理息 ，设计了函评意见 回复实时性 、评议人评审结果差

稳健 、高效的分词算法可 以有效解决分词歧义 ， 异性 、 函评意见平均长度 、 拒指率 、拒指实时性等评

基于词汇的专业含义构建高质量的分词词典和 同义价指标 ，构建
“

历史评议信息权重
”

的评估模型 ， 以关

词典则可强化 申请书的研究方向 指征 。 以语义网节键词匹配度与历史评议信息权重的乘积得到最终的

点词汇作为分词词典 ，采用最长匹配与概率权重叠综合专家推荐度 。 考虑与 ＩＳＩＳＮ 系统的衔接以及每

加多源冗余分词的策略实现对 申请书 、 专家信息 的 一

位评审专家评审项 目 数量的 限制 ，采用对申 请 书

分词及标志性主导关键词的 提取 ，并采用 同义词表分组匹配专家的方式 。 对于 2 0 ％左右 申请
“

其他方

进行分词结果的 规范化处理 。 经 过几轮 的算法调向
”

的交叉项 目 ，在 1 级 申 请代码权限 （Ｄ 0 1 ）下对此

优 ，分 词 词 典 及 停 词 词 典优 化 ，
最 终 形 成包含类项 目一并处理 ，然后将产生分组匹配专家结果或

2 4 7  3 1 9 词 的关键词分词词典 ，经优化后的分词处理未参与分组匹配专家 的项 目
一

并反馈 2 级 申请代码

效率约为 6
—

1 0 项／分钟 ，可满足基金项 目 处理 的需
（如 Ｄ 0 1 0 1 ）或 3 级 申请代码 （如 Ｄ 0 1 0 1 0 1 ）管理权限

求 。 为进一步提升词汇的 学科边界 ，还构建 了面 向下 。 而对其余 8 0 ％填写了具体研究方向 的 申请书 ，

2 2 4 个研究方向 的专业停词表 。 通过细致 核实专家在每个 2 级申请代码下 ，通过对其研究方 向打分矩

对不同领域的分词结果 ，构建具有强针对性 的专业阵进行 Ｓ
ｐｈｅ

ｒｉｃａ ｌＫ－Ｍ ｅａｎｓ 聚类获得不 同项 目 的 分

停词表可 以很好地保证语义 网 的专业性 、准确性和组 ，对具有严格分组的项 目再进行专家匹配 ，实现基

针对性 ，并可起到 了约束学科边界 ， 凸显学科特征的于分组的 同行评议专家智能指派 。

作用 ’且所构建的停词表和停词方法在后
一

年新 申科财
，

五 以 而话 抽毎热供抵奶浙里
、

亚仕

请书分词 处 理过 程 中 均 可 直 接复 用 。 利 用 列 表＋科 1？ 乂 网辅助智能ｆｅ派的效果评估

Ｈ ａ ｓｈ 编码和 向 量化处理技术处理后停词效率约为学科语义网在 申请书项 目 分组及 同行评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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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方面无疑具有独到优势 ，极大地提高 了学科工环境行为等 ） 。

作人员 同行评议专家指派效率 ，在此不做过多 阐述 。由于机器学 习模型对 学科领域 的 判定 是硬性

以下将主要针对学科语义网在智能辅助指派中 的关的 、排他的 ，对于上述两类情况要求有更多具有学科

键作用 ，即 申 请书研究方向标定进行评估分析 。指征的关键词加以标定和约束 。 考虑到地理学科的

以 2 0 1 2
—

2 0 1 3 年度 申 请书 中填写 了具体研究综合性和宏观性 ，可 以在机器学 习模型 中 引入软约

方向 的 申请书为训练样本 （ 1 0 8 7 5 份 ） ，
2 0 1 4 年 的 申束规则或利用模糊分类 ，并通过样本量的积累 ，持续

请书为测试样本 （ 3 6 2 2 份 ） ，进行学科语义网研究方优化学科语义网及其 中 的机器学 习 模型 ， 不断提升

向标定测试 。 分别计算语义网标定的最主导研究方研究方向标定的正确率 。

向与学科工作人员人工核实的研究方 向之间 的一致对申请书按研究方 向 的相似性进行聚类和分组

比例 （第
一

方向正确率 ） 以及语义网标定的前三个主指派可 以更好的挖掘 申请书 的隐藏及共性信息 ， 提

导研究方向 中包含学科工作人员 人工核实方向 的 比高专家评审结果 的可 比性 ，降低拒评率 。 基于学科

例 （前三方向 正确率 ） ，依次作为学科语义网研究方语义网对 2 0 1 4 年申请书进行聚类分组 ，依据 2 级申

向标定效果的 评估指标 。 其中 2 0 1 2
—

2 0 1 3 年 的训请代码＋第
一研究方 向 ＋第一关键词 的分组原则可

练数 据 的 第
一

方 向 与 前 三 方 向 正 确 率 分别 是将 申请书分为 2 0 2 9 组 。 经过学科工作人员 校验 、确

5 1 ． 6 9 ％ 和 7 2
．
 7 0 ％ 。 2 0 1 4 年测试数 据 中 ，第

一方认和调整分组后 ，得到最终指派分组 1 1 8 1 组 。 主要

向和 前三方 向 正确率分别为 4 0
．
 6 9 ％ 和 6 2

． 8 7 ％ 。的调整包括 申请书研究方 向组别调 整与分组合并 。

如考虑将语义网标定方向与原 申请书 自 填方 向进行其 中调整组别为将分组中研究方 向差异明显的个别

对 比 ， 2 0 1 4 年测试数据的第
一

方向和前三方 向 正确项 目 移动至更适合的分组 。 而分组合并则是将方 向

率则上升至 5 3
．
 3 1 ％和 7 3

．
3 3 ％ 。类似的分组合并成一组以便进行项 目 指派 。 主要 的

由 于不同分支学科的学习样本及语义网词汇存研究方 向组别 调整和分组合 并的 统计见图 2 （ ｃ ） 、

在偏差 ，学科语义网对不同 研究方 向 的正确率标定 （ ｄ） 。

也存在偏差 。 为考察学科语义网对不 同研究方向标总体上 ，不同方向上分组调整／合并的 比例多不

定的偏差程度 ，对 2 0 1 2
—

2 0 1 4 年地学
一处 2 2 4 个研超过项 目 总体数量的 1 ／ 3

，显 示了语义 网分组与最

究方向的 申 请项 目 分别计算 第一和前三方 向 正确终指派结果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 。 其中组别调整

率 。 其 中前三方 向正确率超过 7 5 ％ 的研究方 向共较多的研究方向 中 ，旅游地理 、 污染物环境行 为 、城

8 5 个 ， 大部分研究领域方向标定 的正确率均相对较市空间 、生态遥感等方 向 的语 义网标定正确率也相

高 。 由 于不同研究方 向上 的 申 请数量差异较大 ， 为对较低 ，主要通过人工校验纠正研究方 向标定的偏

避免样本量影响 ， 以学科工作人员 人工标定方 向为差 ；而分组合并的研究方 向 主要发生在进一步精细

基准 ，选取申 请项 目 数超过 1 2 8 项的 3 0 个研究方 向划分了 的研究方 向 （如污染物环境行为 、 地 理信息

的 申请书样本 ， 统计各研 究方 向 正确率 分布 （ 图 2系统建模 、植物地理 、 区 域发展等 ） 。 这显示 出 学科

（ ａ ） 、 （ ｂ ） ） 。语义网可以揭示 申 请书之间细微的 差异 ， 但也导致

除旅游地理 、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影 响 、资源管理不同 申 请书之间较小 的学科差异被识别为不 同 的组

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 向外 ，其余项 目 的前三方 向正别 ，在敏感性上仍可进
一

步优化 。 总体上 ，基于关键

确率均超过 7 0 ％ 。 其 中 ，第一方向 正确率较高 的研词标定 的聚类结果有效约束了 学科的边界 ， 不同研

究方 向 的学科边界 明确 ，学科体系较为成熟 ，关键词究方向 上 申请书 区 分明显 ，很好地标定了 整个聚类

特征属性明显 ，基于语义 网可 以直接进行研究 方向组的研究方 向 。 但 受语义 网研究方 向标定 的粒度 、

的准确判定 。 而正确率较低的研究方 向大致存在两精度以及指派过程中 专家 申 请项 目 限制等 因素 ，

一

类 ，

一

类学科综合性很强 ，关键词特征属性和学科意定程度上仍需学科工作人员 进行适 当 的手工调整 。

义相对不明显 （如 ：旅游地理 、资源管理和可持 续发考虑到分组调整和分组合并的研究方向具有
一

定的

展等 ） 。 另
一

类为学科交叉性强 ，研究对象多样且关重叠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通过持续优化语义 网提升

键词特征属性多维 （如 ： 重金属 污染 与修复 、 污染物基金项 目 分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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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 方 向 标定结果评价及分组调整统计

合性学科 ， 仍需要通过多角度的整 合领域专家 知识 ，

总、 司
、汇 ？ 禾斗 ｉ吾

？

罾 ■
＂Ｂ

辅助指派 的水平 。

当前 自 然科学基 金学科领域交叉广泛 ， 选题更学科语义 网是实现无层级 、表述多样 的 多 源 、开

新迅速 。 近年来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在信息科学放的 申请书和 专家信息 与具有层级结构 、 表 述相对

部
、医学科学部及地球科学部等进行 了智 能辅助指规范且稳定 的学科体系对接的 中 间媒介 。 语义 网 可

派 的试点工作 ，从多种途径探索 了学科体系建立 、关以 发挥研究方 向 控制 下 的 学科关键词 的 中心 作用 ，

键词 与研究方向 关联 、专 家分组匹配 以及辅助指派实现对 申请 书和专家 主要研究特征的智 能提取及标

系统设计等理论与方法问题 。 受学科体系及学科边定 。 以学科关键词体系 为 基础 的学科语义 网 ， 是实

界的影 响 ，不同学科进行智 能辅助指 派 的实施途径现学科知识支撑与持续更新 、 申 请书 学科语义特征

和实现方法的确存在差异 。 信息化方法对学科细分深度挖 掘 、 以及研究方向 标定与 同 行评议专家智 能

明 确 、学科边界明 确 的领域处理效果相对较好 ，但对指派 的关键环节 。 试点 实 验表 明 ， 学科语义 网 可 以

于像地理学这类研究 内 容 广泛 、 学科 交叉 明 显的综有效地约束关键词 的 学科指 向 、 实现 申请书 和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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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信息的智能提取 、 建立 申 请书与评议专家的智号 Ｊ 1 3 2 4 0 0 3 ）资助 。 感谢以 下 专 家在地理 学 学科语

能对接 。 在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指派过义 网 构建及应 用 过程 中 的 支持和 帮 助 ：袁林 旺 、 闾 国

程 中 ，

一

个专业 、高效 、完备的 学科语义 网有望发挥年 、 王永君 （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 ， 刘 志 刚 （ 北 京 师 范 大

数据支撑 、专业保 障 、 智能决策及结果客观 的 四 大学 ） ，赵小蓉 （ 中 国 农业 大 学 ）
， 李 本纲 、 陶澍 、 沈泽昊

优势 。（北 京大 学 ） ， 林耿 （ 中 山 大 学 ） ， 陈 崇成 （福 州 大 学 ） ，

基于语义网和机器学习的智能辅助指派是科学张运林 （ 中 国科 学 院 南 京地理 与 湖 泊研究所 ） ， 周成

基金管理研究 的前沿课题 。 在 2 0 1 4 年 的 国家 自 然虎 、程 昌 秀 、 陈 洁 （ 中 国科 学院地理科 学与 资 源 研究

科学基金项 目 同行评议专家指派 中 ， 我们 已经成功所 ）
，傅伯 杰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态环境研 究 中 心 ）

，
冯 章

尝试并理清了基于学科语义网的智能辅助指派的关献 （ 东 北师 范大 学 ）
，黄建毅 （北京联合大 学 ） ， 王 均平

键环节 。 但受制于语料库 、专业停词表和同义词表（首都师 范大 学 ） ， 卫泽斌 （华 南 农业大 学

的质量 ，仍需要学科工作人员 和专家进行较多的人ｇｔ
工校验工作 。 基于机器学习 的研究方 向标定依赖于

＃＊ 3 ；Ｍ

大量高质量申 请书作为学 习样本 ， 对于新增或样本［ 1 ］ 冷疏影 ’赵小蓉 ’刘志刚
’
等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地球

＿
＿

 ，
＾ ， ， ，

，ａ科学部一处学科方 向 分类与关键词编 制工作 初探 ． 中 国科
量较小的研究方 向具有

一定的 误判率 ，仍需要 多年2 0 1 2 ．（ 3 ） ｓ 1 7 0
＿

1 7 4

的样本量积累 以提升标定质量 。 后续 的研究主要包Ｃ 2 ］ 冷疏影 ． 同行评议辅助指派实 验系统研究取得 阶段性成果 ．

括 ：①在语义网词汇 中补充词汇属性约束 ，优化兼顾
⑴

＿＿［ 3 ］ 李东 ，郝艳妮 ，何 贤芒 ．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 同行 评议 专家信
词汇属性和 1口 义特征的语义 网关键词 汇筛选算法 ；息库 的 梳 理 与 重 构 设 计 ． 中 国 科 学基 金 ． 2 0 1 3 ．（ 3 ） ：

②利用 已有语料训练分词算法 ，降低分词歧义 ， 增强㈨ 9
一

 2 工 3

分词冗余的专业指 向性 ； ③基于申 请书及专家儲
Ｍ

进行研究方 向标定 约束模型构建 ，进 一步 降低研究 ｔ ｉ。ｎ ．Ｗ ａｌｈ ａｍ ：Ｍｏ ｒｇａｎＫａｕｆｍａｒｍ． 2 0 1 1

方向误判 ； ④研究学科语义 网在 ＩＳＩＳＮ 智能指 派中［ 5
］Ｍａ ｔｔＴａｄ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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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 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ｙ ｓ

？

ｔｅｍｏ ｆ
ｇ 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ｏｆ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 ｒ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ａｒ ｅ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ｅｄ ｉｎ ｔｈ ｉｓ

ｐ ａｐ ｅ ｒ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 ｔｉｏ ｎ
ｐｒ ｉｎ

？

ｃｉ

ｐｌ 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 ｅｇ
ｉｅｓ ，ｐ ｒｏｃ ｅｓ ｓ

，
ｔ ｅｃ ｈ ｉｎ ｉ

ｑｕ ｅｓ ，ｑｕ ａｌ 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 ｌｅｆｆｅｃ ｔｓａｎｄｏｐｔ
ｉｍ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ｔ ｒａ ｔｅｇｙａｒｅａ ｌｓ ｏａｎａ

？

ｌｙｚｅｄ
ｉｎｔｈ ｅ

ｐ ａｐｅ ｒ．
Ｗ ｅｆｉｎａ ｌ ｌｙ

ｓ 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ｓｏｍｅ
ｇｕｉｄ ｅｆ ｒｏｍｔｈｅｒ ｅｓ 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ｅｍａｎｔ ｉｃｗｅｂ

－

ｂａ ｓｅｄｃ ｏｍｐｕｔａ ｔ ｉｏｎ
？

ａ
ｌｉｎ ｔ ｅ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ｐ ｅｅ 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ｙ ｓｔｅｍ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ｏｇｒ ａｐ

ｈ
ｙ ；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ｗ ｅｂ ；ＮＳＦＣ ；ｃｏｍｐ 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ｓ 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ｐｅ 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ｙｓ

ｔｅ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