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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的文体特征及其检索意义
———计算机科学文献与相关新闻报道文体的比较研究∗ ∗

邹永利　 冯静娴　 郑　 荟

摘　 要　 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且部分特征能够用于计算机科学网络中文学术文献的自动识别与

检索，提高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的相对检准率。 本文通过建立计算机学术文献语料库与 ＩＴ 新闻语料库，对计算机科学

学术文献和 ＩＴ 新闻在特有表述、平均句长、中西文比例三方面的文体特征进行提取与加权，应用于基于百度的网络中文

学术检索系统（ＮＳＩＲＳ）中。 结果显示，本研究提取并设定的文体特征能有效提高 ＮＳＩＲＳ 对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的检索

效率，从而证明发掘并应用特定学科文献独特的文体特征的意义。 图 ２。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４。

关键词　 文体特征　 计算机科学　 学术文献　 ＩＴ 新闻　 ＮＳＩＲＳ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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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存在大量 ＨＴＭＬ 格式的免费中文学

术文献，但缺失实用的检索工具或系统。 为了在海

量互联网信息中自动识别网络中文学术文献，排除

干扰文献，我们借鉴日本学者安形辉、石田荣美、池
内淳［１－２］ 等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体计量学方法，
对比学术文献与新闻报道、网络日志之间的文体差

异，开发出基于中文学术文献文体特征的网页检索

系统（ＮＳＩＲＳ）［３］ ，验证了某些文体特征对于提高中

文网络学术文献检准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文学

术文献文体特征存在学科差异［４］ ，但尚未就这些差

异对特定学科文献检索效率的影响作深入研究。
计算机科学是与互联网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其网

０３３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中文学术文献的自动识别与检索研究———基于学术文献文体、链接及图文

相关度的研究与系统开发”（编号：１０ＢＴＱ０４９）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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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文献具有数量多、时效性强等特点，挖掘其特有

的文体特征不仅能够提高该学科网络学术文献的

检索效率，而且能为信息检索对不同学科文体差异

的利用提供依据。

１　 文体概念及相关研究

文体是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在不同的交际环

境下，同特定的交际对象，围绕特定目的进行语言

交际时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形式［５］ 。 根据语篇的表

层语言语法描写和深层语篇语义结构，可以对应地

将文体特征分为语言描述特征和语篇结构特征［４］ ，
学术文献的文体主要包括层次结构、逻辑结构、特
有表述或典型句型、所含语种数量及比例、平均句

长等。 特有表述是文献中非主题性的高频语词，分
为结构性表述与修辞性表述两类［６］ 。

现有文体特征的研究主要针对英文文献、新
闻报道、广告和文学作品，对学术文献文体特征的

研究较为罕见。 国内对于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文

体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文体特征应用

于写作指导，且以英文居多。 高时阔等人［７］ 利用艺

术分析的方法，分析科技期刊学术论文的文体结

构———符号结构、层次结构和认知结构的特征，即
文字直白、专业，图表简明、写实，层次结构规范等。
袁月杨［８］通过对比本族语为英语和本族语为汉语

的作者所著计算机科学科技文献的英语摘要（总计

１２０ 条），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统计语料

库中标题和摘要的平均长度、单个句子平均长度、
常用词汇和词频等，发现中国作者所著的计算机科

技论文标题和摘要僵化，用词简单重复，其研究目

的是提高科技论文英语标题的选择以及摘要的写

作质量。 笔者［３，４，６，９－１１］ 曾通过建立语料库，尝试系

统地探讨学术文献整体的文体特征———特有表

述、平均句长和中西文比例等，以及学术文献文首

文尾的特征［１１］ ，但没有针对某一具体学科文献的

文体特征进行专门研究。

２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作为研究对

象，建立计算机学术文献语料库及其主要干扰文献

ＩＴ 新闻语料库，采取词频和文档频率相结合的方

法选取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和相关新闻的特有表

述、平均句长和中西文比例三方面的文体特征，同
时采用类间和类内信息分布熵的特征加权法，将研

究结果应用于 ＮＳＩＲＳ 系统。 最后，我们利用此前实

验验证中［４］选取的属于计算机科学的三个词语作

为检索词进行效果测试，分别运用于百度、原

ＮＳＩＲＳ 系统和本文研究改良后的 ＮＳＩＲＳ 系统，计算

各自的检准率，考查其变化情况。
语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复旦大学李荣

陆建立的中文分类语料库。 我们将其中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计算机）类中的文献按照学术、新闻、其他等进行

人工分类，选取学术文献 １０００ 篇作为研究语料库；
其次，参照库选取搜狗文本分类语料库中的 ＩＴ 类

共 ２０００ 篇，该类数据为搜狐新闻网站 ＩＴ 类收录，作
为新闻语料库。

３　 文体特征的提取

学术文献与新闻报道由于各自写作目的、读者

对象不同，在特有表述、平均句子长度和中西文字

符比例三方面，呈现显著不同的统计特征。

３ １　 特有表述

文献的特有表述可分为结构性表述和修辞性

表述［１２］ 。 学术文献常见的结构性表述有绪论、前
言 ／ 前沿、引言、序言、导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研究意义，参考文献、关键词、摘要、中图分

类法 ／ 中图法、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责任编辑等；
修辞性表述通常有在什么领域……、本文拟探讨

……、本文旨在……、作者希望……、对……的研究

分析表明等。
新闻的特有表述一般有记者、编辑，摄 ／ 摄影、

稿源、文章来源，独家报道、发言人、目击者，据悉、
声称、声明、独家声明，本报讯、专电、专稿等；有些

表述类似学术文献中的修辞性表述，如据……报

道、……摄（摄影）、某网某月某日电、……网（社）
发、记者采访到……、发表……言论、……日报某月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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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报道、网友建议……、……回应等。
本文首先使用 Ｍｙｚｉｃｉｆｒｅｑ 词频统计软件获取

高频词，但由于其在具体词频数统计方面存在误

差，又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 的查找功能统计出高频

词的准确词频。 基于上述词的词频统计，并统计其

在社会新闻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最终特有表述的

选取要求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仅出现在学术文

献中的特有表述，二是在学术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

而在新闻中出现频率较低。 本文继续选用以往研

究［３］选取时的统计方法：特有表述出现次数除以文

档数，即表述在每篇文献平均出现的次数，规定特

有表述在新闻中出现频率不高于 ５％，当特有表述

出现在新闻中时，其在学术文献中的频率不低于

１５％。 将所有学术文献特有表述进行统计，最终筛

选出图 １ 列出的特有表述，结果与以往研究［３］ 以同

样方法获得的学术文献的特有表述有所不同①。

图 １　 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特有表述总体分布图

选取网络新闻的特有表述，满足其在新闻中

出现频率高于在学术文献中出现频率的条件。 最

终获得的特有表述如图 ２ 所示，结果也与以往研

究［３］获取的特有表述有所不同②。
新闻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特有表述是

“本报讯”，且这一表述不存在于学术文献语料库

中，是很好的新闻特有表述，可运用于系统作为滤

词。 尽管“记者”同样大量存在于新闻之中，但在

学术文献中仍占有一定比例。 其次是出现频率较

低的“据悉”“业内人士”“媒体报道”“发言人”，其
出现频率高于 ２％，但不存在于学术文献中，因而也

可以作为新闻特有表述成为系统滤词。

３ ２　 平均句长

研究［３］表明，学术文献和新闻在平均句长上

存在很大差异，将其作为检索学术文献的判断标

准，可以达到过滤相关新闻的效果。 句长的统计方

式如下：一是以标点符号“。”“？”“！”作为一个句子

结束的标志，统计语料库中包含的句子数量，然后

再以总字符数除以句子数量，得出计算机科学学术

文献和新闻报道的平均句长；二是将“，”“；”“：”也
作为句子分隔符，排除有连接意味的短语，如“其
中”、“研究表明”等这类可单独成句的衔接短语，
发掘学术文献和新闻在句长方面更具体的差异。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 查找功能分别统计两个语料

０３５

①

②

参考文献［３］选取的学术文献特有表述有：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中图分类号、引言、结束语、理论研究、导论、
参考文献、摘要、公式、结论、实验、如下、前提、综述、探讨。

参考文献［３］选取新闻特有表述时参考的特有表述有：免责声明、摄影、热词搜索、记者、网络编辑、本报讯、据报

道、目击者、稿源、发言人、声称、独家报道、据悉、声明、发布时间、相关人士、消息人士、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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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ＩＴ 新闻特有表述总体分布

库中结束符号的数量，算出句子总数，再用中、西文

字符总数除以句子总数，得到各语料库的平均句长

（见表 １）。
表 １ 的统计数据表明，语料库中学术文献与新

闻报道在平均句长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两种计

算方式中新闻报道的平均句长均小于学术文献，其
中平均句长二的统计数据更清晰地显示二者之间

的差异，这是由新闻文体简洁、精炼的特征所导致

的。 有研究显示，新闻报道要具可读性，关键之一

是写短句子，目标是让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以上的

人都能看得懂［１３］ ，导致新闻报道的平均句长远低

于学术文献。

表 １　 平均句长统计

计算机学术文献 计算机新闻

平均句长一 ６３ ４７

平均句长二 ２２ １７

３ ３　 中西文比例

中西文字符比例是指文中所含中文字符数与

西文字符数的比例，计算方法是：除符号以外的全

部中文字数 ／ 除符号以外的全部英文字母数。 研

究［３］表明，中西文比例越低，属于学术文献的几率

越大。 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西文比例统计

中文字数 英文字母数 中西文比例

计算机学术文献 ３，４８４，４９４ ２，１９４，８０４ １．５８７６１

计算机新闻 １，４５４，８３６ １１８，８７８ １２．２３８０６

表 ２ 中的数据清楚地显示，计算机科学学术文

献与相关新闻报道的中西文比例差异显著，计算机

科学学术文献中西文比例很低，英文大多存在于摘

要以及参考文献之中，而计算机科学兴起于国外，
中文文献多借鉴外文研究成果，专业术语、数学公

式等表述多使用英文字符，因而明显偏低于新闻文

体的中西文比例。

４　 权重设定

ＮＳＩＲＳ 系统是通过赋予文体特征一定权重，对
Ｇｏｏｇｌｅ 检索结果页面中各网页的内容长度权值、文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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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权值相加，得到各网页的总权值。 根据各网

页的总权值，在 Ｇｏｏｇｌｅ 检索结果页面的基础上对

各条检索记录进行重新排序。 因此，根据以上统计

结果，赋予计算机学术文献各文体特征相应的权值

是改进 ＮＳＩＲＳ 系统的重要环节［４］ 。

４ １　 特有表述

颜秀飞［４］对学术文献特有表述按照词频分为三

级加权，未能充分反映特征项对区分各类别学术文

献的贡献差异。 本文认为不应单单考虑词频，还应

考虑文档频率。 在学术文献和新闻报道两类文献中

分布越不均匀、而在学术文献中分布越均匀的特有

表述，权值应该越高。 张保富、施化吉等［１４］提出结合

特征项的类间和类内信息分布熵的概念，能够更好

地反映本文所需的加权要求，其加权公式如式 １：

Ｗｉｋ（ｄ） ＝
ｔｆｉｋ（ｄ） × ｌｏｇ（ Ｎ

ｎｋ
＋ ０ １）

∑ｎ

ｉ ＝ １
（ ｔｆｉｋ（ｄ）） ２ × ｌｏｇ（ Ｎ

ｎｋ
＋ ０ １） ２

× ɑ（Ｈａｃ ） × Ｈｉｃ （式 １）
其中，Ｈａｃ为特征项的类间信息分布熵，Ｈｉｃ 为特

征项的类内信息分布熵，能反映出特征项在类间和

类内的分布比例情况，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反映特

征项对各类别贡献。 ＮＳＩＲＳ 将特有表述作为加权依

据的算法是：遍历系统处理后的 Ｇｏｏｇｌｅ 检索页面返

回的当页结果，按照设定的文体特征关键词权值对

每条结果中包含的关键词词频进行权值计算，然后

叠加得出最终权值。 由于 ＮＳＩＲＳ 系统已经考虑了词

频因素，因而本文在权值设定时未以词频作为设定

依据，仅考虑类间信息熵与类内信息熵，权值算法为

类间信息熵因子与类内信息熵的乘积（式 ２）：
Ｗｉ ＝ α（Ｈａｃ） × Ｈｉｃ （式 ２）

表 ３ 是权值设定结果，由统计特有表述在学术

文献和新闻报道中的文档频率、在每篇文档中的出

现次数得出。
以往研究表明，在 ＮＳＩＲＳ 系统中加入新闻报

道的特有表述，对于过滤相关新闻这类干扰文献有

显著作用，因此我们根据新闻特有表述词频的统计

数据，将仅出现于新闻报道中的高频词“本报讯”
赋予负权值－２，将次之的“记者”“业内人士”“媒体

报道”“发言人”等赋予负权值－１。

４ ２　 文献句长

前文以两种方式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

与相关新闻报道的句长，二者存在较显著差异，可
作为学术文献与新闻的区分标准。 由于第二种句

长统计方法暂未在 ＮＳＩＲＳ 系统中实现，因而权值设

定仅参照第一种方法即以“。”“？”“！”作为句子分

隔符统计得出的数据。 统计结果显示，计算机科学

学术文献语料库的平均句长为 ６３，变化范围是 ３７～
１１０，而新闻报道的平均句长为 ４７，与陈亮对《中国

经营报》、《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平均

句长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１３］ 。 平均句长越长，文
献为学术文献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ＮＳＩＲＳ 系统中平

均句长权值的设定为：平均句长为 ０～１５ 的文献权

值设为 ０，１６～３０ 的文献设为 １，３１～４７ 时设为 ２，４８
～６２ 时设为 ３，６３ 以上时设为 ４。

４ ３　 中西文比例

统计结果显示，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语料库中

文献的中西文比例，变化幅度较大，约为 ０．３～１２．９，
平均约为 １．６；而新闻报道的中西文比例平均值约

为 １２．２，最小值为 ３．１。 新闻报道中存在完全不包

含任何西文字母的情况，而计算机学术文献中不存

在这种情形。 因此，在 ＮＳＩＲＳ 系统中中西文比例权

值可设定为：比例值为 ０ 时权值设为 ０，２１ 以上时

设为 ０，１６～２０ 时设置为 １，１２～１５ 时设置为 ２，３～１１
时设置为 ３，比例值为 １～２ 时权值设为 ４。

５　 系统验证

我们将本文提取的文体特征权值应用于

ＮＳＩＲＳ 系统中，考察检索效果的变化情况。 由于

Ｇｏｏｇｌｅ 服务器访问不稳定，我们将网页来源换成百

度搜索引擎，并基于百度检索结果进行加权、排序、
输出，页面总权值依旧为网页内容长度权值和文体

特征权值之和。 由于本研究是对 ＮＳＩＲＳ 系统的扩

展和完善，因而在系统验证方面沿用以往使用的

“相关性范畴”界定和“前 Ｘ 命中记录查准率” ［１４］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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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学术文献特有表述权值设定

Ｈａｃ α（Ｈａｃ ） Ｈｉｃ Ｗｉ

本文提出 ０ １ ５．５２５９７２ ５．５２５９７２

中图（法）分类号 ０ １ ５．９３４８９４ ５．９３４８９４

引言 ０ １ ５．８５３４２７ ５．８５３４２７

理论研究 ０ １ ３．９０２３１７ ３．９０２３１７

文献标识码 ０ １ ３．８７１２０１ ３．８７１２０１

小结 ０ １ ３．７６１２００ ３．７６１２００

结语 ０ １ ３．２５８０９７ ３．２５８０９７

结果证明 ０ １ ２．７３０１１４ ２．７３０１１４

结果分析 ０ １ ２．９１２４９４ ２．９１２４９４

导论 ０ １ ２．８１３３５５ ２．８１３３５５

理论模型 ０ １ １．０９８６１２ １．０９８６１２

如下 ０．１６５３５８７３１ ０．７６４８３０５５６ ６．３０８０２４ ４．８２４５７０

假设 ０．０９２５５７８２５ ０．８６８３６６３５６ ２．５４９５９６ ２．２１３９８３

讨论 ０．３７５５２５１６５ ０．４６５９３６６１３ ５．９０５５０４ ２．７５１５９１

参考文献 ０．００８３０７５７２ ０．９８８１８５１５９ ６．８３１２９３ ６．７５０５８２

结论 ０．２４３５８４９０９ ０．６５３５７９０５７ ５．３５０１５４ ３．４９６７４９

公式 ０．０７７５７００３８ ０．８８９６８１６４９ ４．７３９２３２ ４．２１６４０８

原理 ０．１７１０５７６０３ ０．７５６７２５７５ ５．２４８４５１ ３．９７１６３８

前提 ０．４３１８６０７７６ ０．３８５８１７３８３ ４．５４７４３５ １．７５４４７９

结束语 ０．０２４７４２９１１ ０．９６４８１１１９３ ５．５７４０９７ ５．３７７９５１

不足 ０．６５３７５９６５１ ０．０７０２３７８２６ ４．９９４９８７ ０．３５０８３７

探讨 ０．４５９００３２９６ ０．３４７２１５９０５ ４．７７３８４４ １．６５７５５５

局限 ０．４５７５５１３７４ ０．３４９２８０７９５ ４．７３３２５７ １．６５３２３６

的方法，以观察检索效果的变化情况。
本文选取此前研究［３］ 在系统验证时所使用的

属于计算机科学范畴的 ３ 个检索词（“网格计算”、
“数据挖掘”、“自主计算”），将其分别置于百度、以
往研究设定的系统和本研究设定的系统中进行检

索试验①，选取前 ５０ 条命中记录，计算并对比三者

的相对查准率。 结果如表 ４ 所示，其中 ＮＳＩＲＳ１ 表

示以往研究设定的 ＮＳＩＲＳ 系统，ＮＳＩＲＳ２ 表示按照

本文研究结果设定的 ＮＳＩＲＳ 系统。
表 ４ 表明，应用学术文献的文体特征可明显提

高百度的学术文献检索效率。 在本次实验中，百度

的平均检准率是 ４８．６１％， ＮＳＩＲＳ１ 的平均检准率是

５２．８９％，比百度学术文献相对检准率提高了 ４ ２８％；
而按照本文研究结果设定的 ＮＳＩＲＳ２，进一步提高计

０３８

① 检索时间是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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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相对检准率

网格计算（％） 数据挖掘（％） 自主计算（％）

百 度 ５５．５６ ４０．２８ ５０．００

ＮＳＩＲＳ１ ６１．８０ ４４．１０ ５２．７８

ＮＳＩＲＳ２ ６２．１５ ４７．５７ ５５．５６

算机科学学术文献的检准率，相比百度平均提高了

６．４８％，比以往研究设定的 ＮＳＩＲＳ１ 平均提高了 ２．
２％。 证明本研究对于计算机科学学术文献检索以

及 ＮＳＩＲＳ 系统的改进均具有实际意义。

６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语料库的方法，分析了计算机

科学学术文献及其主要干扰文献———ＩＴ 新闻报

道，在特有表述、平均句长、中西文比例三个方面存

在的差异，揭示了文体特征用于识别学术文献的可

行性以及文体特征所具有的学科差异性。 实验部

分证明了文体特征能够有效提高计算机科学学术

文献的检准率，而且对特定学科领域学术文献文体

特征的应用能够更好地提高该学科文献的检准率，

显示分学科研究文体特征的意义所在。 此外，本研

究改进的加权方法可应用于实现不同语料库研究

特有表述加权的自动批量生成，这为扩大语料库研

究并实现自动加权提供了一种较为科学可行的

方法。
尽管本研究扩大了样本量，但限于人工提取

效率的局限，样本量仍不充足。 此外，ＮＳＩＲＳ 系统

检索生成的分析对象文档存在内容不完整、格式不

规范等缺陷，从而限制了文体特征的应用，致使本

研究的应用效果未能完全体现。
今后我们会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

究、补充，还将尝试更全面地检验其实践意义，改进

加权方法，在实现 ＮＳＩＲＳ 系统对于单一文体特征效

果测试的基础上，尝试找出各项文体特征之间存在

的关系，寻求三者的最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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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池内淳，安形輝，石田栄美．プーリング手法を用いた学術論文の自動判別実験［Ｃ］ ／ ／ 情報処理学会研究報告． 東
京： 日本情報処理学会，２００７，３４：３３－４０．（Ａｔｓｕｓｈｉ ＩＫＥＵＣＨＩ， Ｔｅｒｕ ＡＧＡＴＡ， Ｅｍｉ ＩＳＨＩＤ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Ｃ］．ＩＰＳＪ ＳＩ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０７，３４：３３－４０．）

［ ３ ］　 邹永利，颜秀飞．文体特征与网络中文学术文献的自动识别———学术文献文体与新闻报道文体的比较研究［Ｊ］．情
报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６０－１６５．（Ｚｏｕ Ｙｏｎｇｌｉ， Ｙａｎ Ｘｉｕｆｅｉ．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ｂ：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６０－１６５．）

［ ４ ］　 颜秀飞．网络学术文献文体特征的获取与检索研究［Ｄ］．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１０． （Ｙａｎ Ｘｉｕｆｅ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 ５ ］　 张武德． 科技英语文体的主要特点［Ｊ］．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１７（４）： ５６－５７．（Ｚｈａｎｇ Ｗｕｄ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１７（４）：５６－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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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邹永利．学术文献的非主题特征及其意义［Ｊ］．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０，３７（３）：１００－１０７． （Ｚｏｕ Ｙｏｎｇｌｉ． Ｎｏｎ⁃ｔｏｐｉｃａｌ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３７（３）：１００－１０７．）

［ ７ ］　 高时阔，宇文高峰．科技期刊学术论文文体结构特点分析［Ｊ］．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０４，１５（１）：１９－２１．（Ｇａｏ

Ｓｈｉｋｕｏ， Ｙｕｗｅｎ Ｇａｏｆｅ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２００４，１５（１）：１９－２１）

［ ８ ］　 袁月杨． 基于原型理论的计算机科学科技论文英文标题及摘要的对比研究［Ｄ］．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９．

（Ｙｕａｎ Ｙｕｅｙａ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

［ ９ ］　 何侃．基于文体特征的网络学术文献检索研究［Ｄ］． 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０７． （Ｈｅ Ｋ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１０］　 邹永利，何侃，徐健．文体特征在网络学术文献检索中的意义与应用［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８，３１（４）：５９４－５９７．

（Ｚｏｕ Ｙｏｎｇｌｉ， Ｈｅ Ｋａｎ， Ｘｕ Ｊｉ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ｂ［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３１（４）：５９４－５９７）

［１１］　 林吉鹏． 学术论文文首、文尾的文体特征研究［Ｄ］．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１０．（Ｌｉｎ Ｊｉｐｅ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１２］　 Ｋｉｒｃｚ Ｊ Ｇ．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１，４７（４）：３５４－３７２．

［１３］　 陈亮．专业性的迷失———初探中国财经类报纸报道方式的误区［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１－１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ｒ．ｃｎ ／

ｚｇｇｂｂ ／ ｌｔ ／ ２００８０１／ ｔ２００８０１３０＿５０４６９２８８２．ｈｔｍｌ．（Ｃｈｅｎ Ｌ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ｒｅｐｏｒ⁃

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１ － ０１ － １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ｒ． ｃｎ ／ ｚｇｇｂｂ ／ ｌｔ ／ ２００８０１／ ｔ２００８０１３０ ＿

５０４６９２８８２．ｈｔｍｌ．）

［１４］　 张保富，施化吉，马素琴． 基于 ＴＦＩＤＦ 文本特征加权方法的改进研究［Ｊ］．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２０１１，２８（２）：１７－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ｏｆｕ， Ｓｈｉ Ｈｕａｊｉ， Ｍａ Ｓｕｑ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ＦＩＤＦ［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１，２８（２）：１７－２０．）

邹永利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１３２ 号中山大学北学院楼 Ｂ 栋资讯管理学院。 邮编：５１０００６。

冯静娴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同上。
郑　 荟　 中山大学软件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１３２ 号中山大学软件学院。 邮编：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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