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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消歧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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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姓名歧义现象给提高搜索引擎查全率和查准率带来的挑战，同时给姓名消歧

方法研究提供参考建议，对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进行总结。首先，介绍研究姓名消歧的目的和意义。

其次，对国内外现有姓名消歧方法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主要方法包括基于特征的、基于机器学习的、

基于社会网络的、基于网络知识资源的姓名消歧等多种方法来解决姓名歧义问题。最后，文章分析各

种方法的特征和不足，总结姓名消歧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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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udic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name ambiguity problem to improve the recall ratio and 

precision ratio of search engine,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ly,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name disambiguation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researches on name disambiguation methods in China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Main methods include those based on feature, machine learning, social network and the 

Internet resourc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ame ambiguity.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problem of name 

disambiguation to be solved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name disambigu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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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爆炸式增长，

如何从海量数据中高效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信息成为信息检索的重要目标，同时用户对信息

检索查准率和查全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查找

人名信息是用户在网络上搜索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信息查找的关键点 , 也是信息查询的关键。然

而由于姓名歧义现象严重，搜索结果并不能对有

歧义的人名有效地组织信息，用户往往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来筛选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信息。为此，

消除姓名歧义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

点之一。

姓名歧义性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各种语言

中，指的是不同的实体人物拥有同样的姓名，对

于某一姓名的查询结果为具有相同姓名但不同人

物实体内容的混合，使得用户对返回结果产生混

淆，却难以区分的问题。且当前，网页中的内容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名歧义现象降低了

搜索引擎检索的准确性。因此，如何有效的消除

人名歧义尤为重要。

姓名消歧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旨

在消除跨文档情况下的人名歧义性，把相同的人

名按照现实世界的不同实体进行分类，从而把信

息有效地组织和聚类后提供给用户 [1]。文献著者

姓名消歧也是多文档人名消歧的一种，判断出现

在不同文献中的相同作者名是否指向现实生活中

的同一个人的处理过程，即将指向现实中的同一

个人的文献聚类。有效的文献著者姓名消歧是文

献处理、情报工作的基础，也是自然语言处理中

姓名识别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和必不可少的环节，

该问题在搜索引擎检索、数据挖掘、人名知识库

构建等领域中广泛应用。人名歧义问题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个有效的消歧方法。

人名消歧与词义消歧要求较相似，都是解决

自然语言处理问题中出现的歧义现象。但是二者

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对于词义消歧，

歧义词语所对应的语义数目是固定且已知的，而

歧义姓名对应的人物数目是未知的、不确定的 [2]。

因此，人名消歧比其他命名实体消歧更为复杂，

解决词义消歧的方法不能完全应用于姓名消歧。

2  姓名消歧面临的主要挑战

（1）同一个作者可能会使用多个名字。这

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外文姓名拼写的变体（名字

全称或者缩写）、拼写或者印刷错误、使用笔名

以及作者有曾用名等。（2）同一个姓名对应多个

作者。在现实中，重名现象非常严重，多个作者

对应相同的姓名非常普遍。据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有 10 亿人却仅仅使用了 90000 个不同的名字 [3]。

重名现象的普遍性导致了姓名歧义现象严重。由

于中文人名用字较为集中，中文姓名具有非常高

的歧义性，给中文人名信息查找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3）大量的文本信息中包含的人物信息不完

整，缺乏充足的信息来匹配和识别作者 [4]，因此，

如何收集更多有效信息也是一个难点。(4) 网页文

本格式复杂多样，大多数为非结构化文本，在网

页中抽取相关性较高的词语较为困难。

3  姓名消歧方法研究现状

随着 Bagga 和 Baldwin 与 1998 年首次提出的

姓名消歧进行研究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

越多的方法应用到姓名消歧当中。作为自然语言

处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姓名消歧的研究也一直

在不断地深入，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

常用方法总结如下： 

3.1 基于特征的姓名消歧方法研究现状

基于特征的姓名消歧是一类常用的消歧方

法，它研究的重点是，首先尽可能选择一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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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区分度的人名的相关特征；然后进一步优化

特征、提取特征，排除掉无关特征，从而选择出

最佳特征作为特征子集，同时达到了空间降维的

目的；最后，构建姓名消歧模型，选择合适的算法，

得到消歧结果。如 2003 年，Mann[5] 等提出了充

分利用人物传记信息，提取相关特征，并且使用

了一种无监督的层次聚类算法对网页中的人名进

行消歧。其核心思想为：先对网页进行预处理，

使用一定的规则抽取个人信息，得到人物传记特

征，如 Email、生日、职业、机构、电话号码等信

息；最后利用所抽取的人物特征进行层次聚类，

将具有相同姓名但不同的人物区分开。首次探讨

姓名消歧的 Bagga[6] 等，通过抽取待分析实体生成

的指代链的有关信息，得到实体摘要，将摘要作

为相关特征，并采用 VSM 对文本聚类。Han[7] 等

对 DBLP 中的作者进行姓名消歧，首先，抽取文

章的作者信息、题目和会议名称等，将其表示为

特征向量；然后，计算文章相似度并生成矩阵；

最后，采用 QR 分解和特征值分析，并采用“K—

Way Spectral”算法对文章进行聚类，最终实现姓

名消歧。Bollegala[8] 等丰富了可用特征，考虑到了

真实文本环境中人物信息不足的问题，突破了仅

有的人物信息的限制，提取了文档中相关实体名

等关键词。杨欣欣 [9] 提出一种借助于丰富的网络

资源，采用查询扩展方法，使用搜索引擎查询，

搜集大量与文本人物相关的特征，克服了本身特

征稀疏文本不适用于基于特征的姓名消歧方法的

问题，最后对特征两步聚类，先用相关性较强的

特征对文本聚类，再用辅助特征聚类，实现较好

的姓名消歧结果。王英帅 [10] 基于 CSS 技术的网

页内容提取，在浅层语义层次分析特征，探讨了

根据网页主题内容相关性和名字上下文噪音小等

特性，提出一种基于主题模型 LDA 和上下文摘要

聚类相结合的 Web 人名消歧方法。Chen[11] 等首

先对文本特征抽取，采用 Soft—TFIDF 对特征量

化，计算相似度，并开发了 PolyUHK 系统，最

后，用无监督的层次凝聚聚类方法进行聚类，达

到姓名消歧的目的。总之，基于特征的姓名消

歧分为两种：基于内容的名词短语特征和人物

实体特征。名词短语特征也分为：基于全文的

名词短语以及基于摘要的名词短语。

3.2 基于机器学习的姓名消歧方法现状

研究

机器学习分为有监督和无监督的，即为分类

方法和聚类方法。聚类分析是一种无监督的学习

方法，不需要预先对文档进行手工标注，不依赖

于训练数据，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聚类方法多种

多样，如何选择有效的聚类方法是姓名消歧的研

究方向之一。朱亮亮 [12] 对 k-means 算法进行研究

改进，提出了新的 k-means 算法实现文献著者姓

名消歧，新的方法根据最大最小原则选择初始聚

点，突破了传统 k-means 算法对初始聚类中心敏

感，不同的初始中心对应不同的聚类结果的问题，

使 k-means 聚类算法得到优化，从而提高了消歧

效果。任景华 [13] 提出了改进的 DBSCAN 算法，

优化了 DBSCAN 算法初始参数选择，使参数的

决定更具客观性，实现了在大容量数据集中完成

姓名消歧。丁海波 [14] 等通过多次使用聚类方法，

得到更优的消歧结果。作者提出了多阶段聚类，

采用较确定的人物传记属性进行第一步聚类，在

第一次聚类结果基础上，结合上下文特征进行第

二步聚类，克服了第一阶段人物传记属性数据稀

疏的问题，从而召回更多的正确结果。Wang[15] 等

改进了常规的基于聚类的姓名消歧方法，提出了

基于两步策略的自适应共振理论来解决姓名消歧

的问题，该方法在第一步进行对待消歧姓名字符

串进行聚类，第二步合并相似簇。Xu[16] 提出了先

使用层次聚类方法，然后通过基于中心的方法找

出聚类结果簇中的偏离点，再利用基于短语的字

符串，采用支持向量机方法，使更相似的文本聚

为一簇。

姓名消歧方法研究进展 



056

情报工程 第 2 卷   第 1 期 2016 年 2 月

基于分类的姓名消歧方法是一种监督学习方

法，对每个排歧目标进行训练和学习来建立相应

的模型，再利用模型实现分类的目的，对于任何

一个预测性模型，足够的训练数据是很关键的，

且训练数据应该代表全部数据而不是只代表一部

分数据特征。Huang[17] 等利用 Online—SVM 分类

学习算法计算文献之间相似度，再用 DBSCAN 聚

类算法实现作者消歧。Han[18] 等首先人工构建训

练集，之后利用朴素贝叶斯概率模型和支持向量

机分类算法解决引文中的作者姓名消歧问题。该

类方法需要人工构建训练集，面对海量数据进行

人工标注非常困难，从而限制了该方法在姓名消

歧中的应用。

3.3 基于社会网络的姓名消歧方法研究

现状

基于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来进行姓名

消歧是目前一个新的研究趋势，这类方法首先要

建立待消歧人名的相关社会网络图，转化为了图

论的问题，根据人物关系进行姓名消歧。如何正

确有效地利用社会网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

Malin[19] 首先挖掘和构建待消歧人物的社会网络，

通过局部社会网络计算相似度，并采用层次聚类

进行划分；第二种方法基于全局社会网络度量相

似度，采用随机游走的方法实现类别划分，实现

姓名消歧。郎君 [20] 等采用基于社会网络的姓名消

歧方法，认为不同人物一定具有各自的不同的社

会网络，结合社会网络信息进行姓名消歧。首先

要发现并探索待消歧人物的潜在社会网络，转化

为图论问题，结合图的分割算法进行社会网络聚

类，从而实现人名检索结果的姓名消歧。Tang[21]

等同样是构建待消歧人名的社会网络，并将其表

示成二部图，提出了一种基于二部图的社会网络

相似度计算方法，根据相似度进行自底向上聚类，

该方法在 WePS-2 人名消歧任务的测试集上取得

了高于最好评测结果的好成绩。

3.4 基于网络知识资源姓名消歧方法研

究现状

这类方法利用网络上现有的公开资源，构建

新的规则和类别，使待消歧姓名与现实世界中人

物信息中区分度较强且准确的社会属性建立联系，

得到更丰富的人物特征，结合社会属性进行分类，

从而达到消歧的目的。Han[22] 等从 Freebase 中抽

取了待消歧人物的职业目录，利用粒度适中的近

两千种职业分类的相关文档构建训练数据，采用 

KNN 方法将职业文档分类，进而通过职业的异同

确定各个文档中不同的人物实体。Vu[23] 等通过引

入在线的网络资源有效地丰富了传统的文档特征，

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档相似度比较标准，充分

利用了互联网用户认可的文档类别目录，使待消

歧文档与各个目录类别的建立联系，以及结合各

个文档间的文本特征，在传统 tf - idf 特征的基础

上增加了相关目录参数，以达到改善文档相似度

计算评价的目的。周晓 [24] 等人利用常识信息人工

设定规则，通过互斥信息来判断待消歧人物信息

中不可能属于同一人物实体的情况，避免了相似

的文档错分到同一类别中，以达到更好的消歧效

果。如 Bunescu[25] 等引入了维基百科的相关信息，

并生成语义字典，通过将待消歧姓名的文档特征

映射到字典的相应条目上，以达到姓名消歧的目

的。Han[26] 等同样是利用 Wikipedia 构建了大规模

的语义网络，并将共现的人物信息向量化，最后

通过凝聚层次算法。

4  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的姓名消歧方法，随

着日趋庞大的数据规模，以及人名的复杂性、数

据库格式等要素的变化而影响特定方法的姓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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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效果。每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不足，基于特

征的姓名消歧方法往往受到信息量的限制以及难

以对传记信息准确抽取和定位，且大量的文档中

没有足够的人物传记信息，此类方法的改进主要

集中在特征的选择和提取；聚类分析是一种无监

督的学习方法，不依赖预先设定的训练数据，实

用性较高，是当前姓名消歧的核心技术和主流方

法；基于社会网络的姓名消歧方法关键在于构建

完备的社会网络以及如何正确有效地利用社会网

络，这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还需进一步研究；

基于网络知识资源的姓名消歧方法存在的问题是

网络上公开资源丰富而零散，且有的网络信息不

一定准确，给姓名消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如何最大限度地搜集到网络上的可利用资源来解

决姓名消歧的问题，是下一步发展的趋势；现有

的姓名消歧方法只考虑了对已有文献进行相似度

计算，聚类，实现将同名作者论文区分，然而在

信息爆炸式增长的今天，对于随时产生的新数据

或者新收录的论文，现有方法需要重新对包含该

姓名的所有文献先计算相似度，再聚类，才能得

到较为准确的新的区分结果，不能利用已有的分

类信息，不仅效率较低，而且不能快速对其进行

姓名消歧。近年来，指纹技术的发展使其成为成

熟的生物鉴定方式，广泛应用于身份认证，然而

是否能够通过对比信息携带的独特的语义指纹特

征，来识别信息的作者，达到人名消歧的目的，

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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