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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情感计算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课题，而大规模的情感词汇本体的构造是准确完成文本情感识别

的基础。本文首先根据目前情感分类发展的现状，确定情感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现有的各种情感词汇资源

构造情感词汇本体。在本体的知识获取过程中采用手工分类和自动获取相结合的方法填充词汇本体的框架。详

细描述了词汇的情感类别、强度和极性等，并进一步统计了情感词汇的分布情况。

关键词 情感计算 情感分类 互信息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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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情感计算是人工智能方面一个热门的研究领

域，它的目标是使计算机拥有情感，这主要包含两个

方面，即计算机能识别人类的情感和表达自身的情

感。目前国内外对情感计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

像、声音、生理信号和文本几方面。随着 !GKL@GLK 的

发展，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信息越来越多，逐渐成为我

们最容易获取也是最为丰富的一种交互资源。从大

量的文本中提取其中包含的情感信息在许多方面都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邮件系统、个性化文本、解析

文章情感结构、网页评价等。现在主要的研究成果

有 6C?DKEX]JIIX 邮件系统［$］，颜色条表示文章的情

感结构［)］，动画文本［’］、名人的评价［,］等。

一篇文章是由许多句子组成的，而每个句子又

由若干的词汇构成，因此对词汇的情感色彩的理解

是分析整篇文章的情感色彩的基础。目前关于情感

词汇方面的资源较少，国外主要有 ^<@I#LK。可以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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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对其进行分类，划分出 !"#$%&’-
.//&0’ 类。国内在这方面的资源还比较少。本文在

综合现有多种词典和语义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

个情感词汇的本体，旨在为段落和篇章级的情感分

类提供基础和依据。

1 情感分类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界对情感的划分还没有一

个公认的标准。情感的分类有 2、3、4、56 乃至 16 余

类不等，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情感复杂多变，并且人

们对情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导致的。但是对

情感划分的研究仍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主要的

情感分类方法有以下几种：

3 类：高兴，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奇［7］。

89:’0;+< 在 5=36 年提出的 4 种纯情感有：快乐，

悲伤，愤怒，恐惧，期望，惊奇，憎恨，接受。并认为其

他复杂情感都是这些情感混合而成。

51 类：高兴，悲哀，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喜

爱，期待，焦虑，内疚，赞扬，羞［3］。

89:’0;+< 等提出的 4 大类情感：狂喜，警惕，悲

痛，惊奇，狂怒，恐惧，接受，憎恨。

中国传统的“七情”大致分为：好，恶，乐，怒，哀，

惧，欲。

心理学家林传鼎将情绪划分为 54 类：安静，喜

悦，恨怒，悲痛，哀怜，忧愁，忿急，烦闷，恐惧，惊骇，

恭敬，抚爱，憎恶，贪欲，嫉妒，骄慢，惭愧，耻辱［>］。

许小颖等人将情感词汇划分为基于心理感受和

基于表现力的两大类，其中将基于心理感受的词汇

又细化为 12 类：喜，乐；爱；愁，闷；悲；慌；敬；激动；

羞，疚；烦；急；傲；吃惊；怒；失望；安心；恨；嫉；蔑视；

悔；委屈；谅；信；疑；其他。将基于表现力的词汇细

化为态度词、品性词、声音词和其他［4］。

仇德辉等人提出人的情感可分为对物情感、对

人情感、对己情感以及对特殊事物的情感四大类，其

中对特殊事物的情感又细分为对他人评价的情感、

对交往活动的情感、对不确定事物的情感和对自身

状态的情感。

上面所列出的情感分类方法是目前国内外比较

有影响的情感分类方法，在参照这些分类体系的基

础上，综合现有的情感词汇资源，本文将情感分为 >
大类、16 小类。具体划分如表 5。

表 ! 情感分类

编号 情感大类 情感类 例词

5

1

?

2

7

3

>

4

=

56

55

51

5?

52

57

53

5>

54

5=

16

乐

好

怒

哀

惧

恶

惊

快乐 喜悦、欢喜、笑咪咪、欢天喜地

安心 踏实、宽心、定心丸、问心无愧

尊敬 恭敬、敬爱、毕恭毕敬、肃然起敬

赞扬 英俊、优秀、通情达理、实事求是

相信 信任、信赖、可靠、毋庸置疑、

喜爱 倾慕、宝贝、一见钟情、爱不释手

愤怒 气愤、恼火、大发雷霆、七窍生烟

悲伤 忧伤、悲苦、心如刀割，悲痛欲绝

失望 憾事、绝望、灰心丧气、心灰意冷

疚 内疚、忏悔、过意不去、问心有愧

思 相思、思念、牵肠挂肚、朝思暮想

慌 慌张、心慌、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恐惧 胆怯、害怕、担惊受怕、胆颤心惊

羞 害羞、害臊、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烦闷 憋闷、烦躁、心烦意乱、自寻烦恼

憎恶 反感、可耻、恨之入骨、深恶痛绝

贬责 呆板、虚荣、杂乱无章、心狠手辣

妒忌 眼红、吃醋、醋坛子、嫉贤妒能

怀疑 多心、生疑、将信将疑、疑神疑鬼

惊奇 奇怪、奇迹、大吃一惊、瞠目结舌

首先将情感分为 > 大类，这是在国外比较有影

响的 @<)*, 的 3 大类情感的基础上划分的。因为 3
大类情感中的积极情感只有“高兴”一类，刻画得不

够细致，所以本文又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好”一

类来描述喜好、喜欢类型的情感。同时这 > 大类情

感也基本上与中国传统的“七情”说法一致，只是少

了“欲”一类。这是因为在本文目前的语义资源中描

述“欲”类的情感词汇较少，所以没有单独划分出来

作为一大类。

确定了 > 大类情感后，在每个大类内按照情感

强度和复杂度的区别细化情感大类，最终分为 16 小

类。如“安心”和“快乐”同属于“乐”类，但是“安心”

类的词汇快乐的强度大部分要弱于“快乐”类。16
个情感小类的划分主要是参考林传鼎和许小颖等的

情感分类方法，将一些词汇量较少、意思比较接近的

情感类别合并。将情感词汇分为 16 小类主要是为

了详尽地划分大部分的情感词汇，并为以后情感类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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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增加、减少和细化等提供方便。在情感类别的

划分过程中，预先确定了一个初步的情感划分，然后

将部分词汇按照初步的划分方法分类，当某些词汇

的情感不在现有的划分中时，则根据该类词汇的性

质和数量考虑是否增加该类情感。本文预先录入约

!"" 个情感词汇，采用上述类似基于转换的错误驱

动学习方法，修正初步的情感划分，最终确定了表 #
中的 $" 个情感分类。由于情感的发展具有“绝对的

变化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情感的分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中的情感分

类体系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修正，如增加

一些分类来更准确地描述词汇的情感信息，具有一

定的可扩展性。

% 词汇本体的建设

本文给出的情感词汇本体利用 $" 类基本情感

描述词汇的情感信息，并对每个词汇从极性和强度

等多个方面进行描述。

!"# 词汇本体的描述框架

情感词汇本体通过一个三元组来描述：

&’()*+, -（!，"，#）

其中，! 表示词汇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编号、

词条、对应英文、词性、录入者和版本信息。

" 代表词汇之间的同义关系，即表示该词汇与

哪些词汇有同义的关系。该部分主要参考哈尔滨工

业大学的同义词词林，从同义词中人工挑选具有情

感色彩的词汇录入，然后修改具有同义关系的一组

词的“./,”域，以记录情感词汇之间的同义和近义

关系。

# 代表词汇的情感信息，是情感词汇描述框架

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情感认知中有基本情绪论和维度论两种不同的

研究途径。基本情绪论认为情绪有几种原型，其他

情感是在基本情感的基础上演化和综合而来［0］。而

维度理论是用几个维度空间来描述人类的情感。人

们普遍认同的是“大二”（1)2 34+）模式，快乐度和唤

醒度。但是两者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例如可以把“快

乐”和“不快乐”看作两种基本情感。本文在 #（情感

信息）中就综合利用上述两种途径描述词汇的情感

信息，分别通过情感分类、强度和极性 % 个维度描

述。每个情感词汇可以同时拥有多种情感分类，并

且对每个分类都有一个强度的等级。

例如，词汇“惊喜”的描述如下：

〈,56〉787"""%$〈9,56〉

〈:’(〉惊喜〈9:’(〉
〈**;<〉;〈9**;<〉
〈’,2〉=:’;.;,<:/ .5>=>).’?〈9’,2〉
〈’6+<)+,〉87〈9’6+<)+,〉

〈),<’,.)</〉@，"，"，"，"，"，"，"，"，"，"，"，"，"，"，"，

"，"，"，!〈9),<’,.)</〉
〈=+:;>)</〉#〈9=+:;>)</〉
〈./,〉〈9./,〉

〈’6+<)+,A *:;..〉7〈9’6+<)+,A *:;..〉
〈.<;,?;>?〉"〈9.<;,?;>?〉

其中〈’6+<)+,〉域中的“87”是快乐类情感的编

号。〈),<’,.)</〉域是采用向量的形式表明词汇都包

含哪些情感以及强度等级，该域由 $" 个 " B 0 之间

的数字组成，每个分量分别代表一个情感分类。"
表示不含该类情感，# B 0 表示包含该类情感。因为

“惊喜”包含“快乐”和“惊奇”两种情感，所以分别在

两个情感的相应分量上用 @ 和 ! 表示。强度分为 #、

%、!、@、0 五个等级。对于“惊喜”来说，在“快乐”上

的等级为 @，在“惊奇”上的等级为 !，表明主要情感

是快乐。〈=+:;>)</〉表明词汇极性有褒义、贬义、中

性、褒贬兼有 C 类。〈’6+<)+,A *:;..〉表明词汇包含的

主要情感是消极、积极还是中性。

上述描述框架包含了词汇的静态和动态两方面

的属性，并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表示词汇的情感信

息，为以后段落乃至篇章级的情感分析和褒贬义识

别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利用的信息。

!"$ 本体的知识获取

%D$D# 知识的来源

情感本体的基本知识主要来源于现有的一些词

典、语义网络等。其中词典包括《现代汉语分类词

典》［#"］、《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汉语形容

词用法词典》［#$］、《中华成语大词典》［#%］、《汉语熟语

词典》［#C］、《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语义知识网

络有《知网》和 E+>?F’<。另外还加入了《汉语情感系

统中情感划分的研究》中的部分词汇。

%D$D$ 获取的方法

以大量情感语料为基础，采用手工情感分类和

自动获取强度两种方法，从资源中获取情感信息。

情感词汇通过两级筛选得到。一级筛选是从各

类资源中初步挑选可能与情感相关的词汇。各类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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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一级筛选方法如下：词典资源主要是利用词典

中与情感相关的子类，如心理、感觉、情感、性格、态

度等类的词汇，但是也有一些词典没有相应的子类

划分，需要整本都进行人工过滤。《知网》中情感词

汇的获取是先选择包含情感色彩的义原，主要有“情

绪”、“态度”等几大类，然后从《知网》中选取包含这

些义原的词汇。!"#$%&’ 是利用 !"#$%&’()"*+,- 抽

取初级的情感词汇。!"#$%&’()"*+,- 划分 !"#$%&’
中的 ./-&’，选择与 01/23"4"5/ 类型相关的 ./-&’，然后

根据它们与词汇的对应关系选择相应的词汇。

二级筛选是采用手工分类的方法，人工从一级

筛选的词汇中选择有情感色彩的词汇，并划分情感

类别，即指出词汇包含哪几种情感，并分别为每种情

感类别的每个强度等级确定一定量的标准词汇。

自动获取强度主要是指在上述手工分类的基础

上，自动获取词汇的情感强度。具体思想是在大规

模的语料库中查找待定词汇和标准词汇的互信息，

从而将待定词汇的强度确定为与之互信息最高的标

准词汇的强度。这样情感强度的计算首先需要两类

资源，一个是标准词，另一个是大规模的语料库。

标准词就是为 67 类情感的 8 个情感等级分别

确定的一定量的标准词汇。通过计算词汇与每个等

级的标准词汇在语料中的互信息（即共现概率）来初

步确定情感强度，然后再对不合理的进行人工调整。

本 文 采 用 的 是 点 互 信 息（ 0",-’9,1& *:’:+4
,-;"#*+’,"-），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 ，$#%）< 4"56
&（"#$#%）

&（"#）&（$#%）
（=）

其中，"# 表示包含 # 类情感的词汇，$#% 表示 #
类情感的第 % 个标准词。计算 " 与所有 # 类情感

的标准词汇之间的互信息，选择互信息最大的那个

标准词的强度作为词汇 " 在 # 类情感上的强度。

语料库是计算点互信息的基础，如果语料数量

较少或涉及词汇的范围较窄，那么在计算点互信息

时会出现数据稀疏的问题，不能正确反映词汇的强

度。我们的语料是从网上下载的与情感相关的文

章，从风格上看包括寓言、散文、戏剧、小说、杂文、新

闻等多种文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涉及国内和国外不

同时代的多个作家。去噪后的语料大约 =87>，涉词

范围较广，保证了互信息计算的有效性。图 = 统计

了自动获取强度的准确率（与人工校正过的对比），

可见自动获取的强度与实际强度完全相等的不是很

多，但是与人工校正的强度相差一个等级的却比较

多，其中“妒忌”类强度符合程度最高，达到 ?@A。

所以自动获取的强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人工核

查提供了依据。

图 ! 自动获取强度的准确率

"#" 词汇本体的质量保证措施

质量是词汇本体的生命，是应用和更新的基础。

但是由于汉语词汇的信息量庞大和人类情感的复杂

多变，质量的保证更成为本体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关

键问题。为此，我们设计了一套规范化的操作方法，

严格控制词汇情感信息的更新，并对词条信息采用

多重的人工检查流程。为了减少建设本体过程中的

误操作，设计了一个方便快捷的录入界面，如图 6，

以保证词条语义属性的正确性与一致性。

图 $ 情感本体建设录入界面

汉语词汇中不断有新词出现，还有一些词汇产

生了新的释义，所以情感词汇的本体也在不断的更

新和维护中。通过不同时期版本的比较可以输出词

汇信息的更新和修订情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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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

情感词汇本体第 " 期收录词汇"# $%&条，各类

情感 包 含 的 词 汇 数 量 及 使 用 频 率 等 信 息 如 表 $
所示。

表 !

!
!! !
!! !
!!

各类情感词汇的数量

!
!! !
!! !
!!

情感类 词汇数 情感类 词汇数 情感类 词汇数 情感类 词汇数

快乐 ’#& 喜爱 %’$ 惊奇 !( 尊敬

!
!! !
!! !
!!

)$(

安心 "%" 思 *) 相信 &$ 赞扬

!
!! !
!! !
!!

) #!’

愤怒 "*( 悲伤 )’$ 恐惧 "*$ 憎恶

!
!! !
!! !
!!

*!%

烦闷 !%’ 羞 %& 疚 %# 慌

!
!! !
!! !
!!

"!!

失望 (! 妒忌 $& 怀疑 )( 贬责 $ &"(

由表 $ 可以看出，妒忌、怀疑、相信和惊奇类的

词汇数量较少，在 %# 个以下，而贬责和赞扬类的词

汇数量较多。这表明很多词汇并不具有快乐、惊奇、

愤怒、悲伤等强烈的情感，而对某事物表达一种褒或

贬的倾向词汇比较多。

各类情感词汇的强度分布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以看出，强度等级为 % 和 ) 的词汇数

量在各个情感类别中都普遍高于其他强度等级的词

汇。其他强度等级的词汇在数量上分布比较平均。

总体来说，贬责和赞扬类的词汇数量较多，思、疚、慌

等类的词汇数量较少。

情感词汇的在语料库中的平均使用频率如图 !
所示。“妒忌”类的平均使用频率最低，为 %’+"( 次，

而“惊奇”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最高，达到 %’*+&’ 次。

所有词汇的总平均使用频率为 "!)+)( 次，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词汇间互信息的获取，从而保证了自动获

取强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图 " 情感词汇的强度分布

图 # 各类情感词汇在语料中的平均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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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的工作

目前词汇本体的建设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我

们计划加入更多的语义资源来丰富词汇本体，在综

合多种语义资源后第 " 期的词汇总量预计将达到 #
万词以上。同时以大规模的语料库建设为基础，统

计本身没有情感倾向的词汇，通过大规模的实际场

景的训练得到一个词汇以多大的概率出现在哪方面

的情感中［$］。这种扩展的情感词汇将极大地丰富我

们的词汇本体。通过带标语料库的建设，还可以进

一步验证和修订目前词汇的情感分类。

本文所介绍的情感词汇本体是篇章情感分析的

基础，可以应用在多种情感识别系统中。由于人类

对情感认识的局限性和汉语词汇的复杂多变性，情

感词汇本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繁杂的工程。词汇

本体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地方，如增强情感词汇复杂

度的描述，录入大量例句等。今后还应根据实际的

需要增加情感词汇的数量，不断修正词汇的描述信

息，使情感词汇的描述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还应从

大规模的标注语料中抽取更多情感信息，校验现有

的情感分类。

参 考 文 献

［ $ ］ %&’( )*&，%+,-. )*+/+-01,，2+3 4+56+- 7 8 0(3+5 (9
:+;:&15 199+<: =+,=*,’ &=*,’ -+15>?(-53 6,(?5+3’+［@］!
A-(<++3*,’= (9 :B+ C:B D,:+-,1:*(,15 @(,9+-+,<+ (, D,:+55*’+,:
E=+- D,:+-91<+=7 "FF#：$"!>$#"7

［ " ］ %&’( )*&，2+3 4+56+-，%+,-. )*+/+-01,7 G*=&15*H*,’ :B+
199+<:*I+ =:-&<:&-+ (9 1 :+;: 3(<&0+,:［@］!A-(<++3*,’= (9
@(,9+-+,<+ (, %&01, J1<:(-= *, @(0K&:*,’ 4.=:+0=7 "FF#：

LMF>LM$7
［ # ］ %&1 N1,’， %+50&: A-+,3*,’+-， 216+( D’1-1=B* 7

@(00&,*<1:*,’ +0(:*(,= *, (,5*,+ <B1: &=*,’ KB.=*(5(’*<15

=+,=(-= 1,3 1,*01:+3 :+;:［@］!A-(<++3*,’= (9 @(,9+-+,<+
(, %&01, J1<:(-= *, @(0K&:*,’ 4.=:+0=7 "FFM：$$L$>
$$LM7

［ M ］ 2=(& O+,P10*, Q R，Q?(,’ S R，N(,’ N )7 4+,:*0+,:
1,3 <(,:+,: 1,15.=*= (9 @B*,+=+ ,+?= <(I+-1’+［ T］7
D,:+-,1:*(,15 T(&-,15 (9 @(0K&:+- A-(<+==*,’ (9 S-*+,:15
)1,’&1’+=，"FF!，$C（"）：$L$>$C#7

［ ! ］ U601, A7 J1<*15 +;K-+==*(, 1,3 +0(:*(,［ T］7 80+-*<10
A=.<B(5(’*=:，$VV#，MC：#CM>#V"7

［ W ］ R& XB1,’，HB&(0*,’ )*，J&P* Y+,，4B*,’( Q&-(*?17 4+0*>
1&:(01:*< +0(:*(, -+<(’,*:*(, 9-(0 :+;:&15 *,K&: /1=+3 (,
:B+ <(,=:-&<:+3 +0(:*(, :B+=1&-&=［@］!A-(<++3*,’= (9 "FF!
DUUU D,:+-,1:*(,15 @(,9+-+,<+ (, Z1:&-15 )1,’&1’+
A-(<+==*,’ 1,3 Q,(?5+3’+ U,’*,++-*,’（ DUUU Z)A>QU[
F!）7 "FF!：!L$>!LW7

［ L ］ 林传鼎 7 社会主义心理学中的情绪问题［T］7 社会心

理科学，"FFW，"$（C#）：#L>W"7
［ C ］ 许小颖，陶建华 7 汉语情感系统中情感划分的研究

［@］!第一届中国情感计算及智能交互学术会议论文

集 7 "FF#：$VV>"F!7
［ V ］ U601, A7 8, 1-’&0+,: 9(- /1=*< +0(:*(,=［T］7 @(’,*:*(,

1,3 U0(:*(,，$VV"，W：$WV>"FF7
［$F］ 董大年 7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7 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VVC7
［$$］ 王国璋 7 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7 北京：华语

教学出版社，"FF$7
［$"］ 郑怀德，孟庆海 7 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7 北京：

商务印书馆，"FFM7
［$#］ 程志强 7中华成语大词典［\］7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FF#7
［$M］ 杨兴发 7 汉语熟语词典［\］7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FF!7
［$!］ 王均熙 7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7 上海：汉语大词

典出版社，"FFW7

（责任编辑 许增棋）

—!C$—

情感词汇本体的构造

  万方数据
View publication statsView publication stat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878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