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消歧算法的机构命名识别研究——以石河子大学为例

摘要：本课题通过对石河子大学机构-作者向量的相似度以及机构名称中的更名、

合并、拆分与重组关系等多元问题进行分析，构建适应于石河子大学机构名称的机

构向量，提出了基于石河子大学机构在短期内相对稳定特征的名称演化识别的消歧

算法，从而实现石河子大学各机构实体间的精准关联，进一步为高校文献检索、机

构评价、统计挖掘和学科影响力评价等活动提供应用基础性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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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新兴机构的泛起，传统机构的淘汰、更名、拆分、重组与归并，使同一机构存

在一个乃至多个曾用名、相似名称，加之机构全称、机构简称以及不规范的机构名

称书写形式等交替使用，导致现有机构名称识别度降低、从属机构和相关机构的组

织结构模糊、与其他属性的关联融合难度提高，使管理系统与服务系统之间不能准

确记录机构的信息，最终导致每个独立的系统不能集成数据，从而影响数据的有效

传输，增加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效率和成本。针对机构重名、别名、名称繁简变

化以及名称变更等现象，开展机构名称的规范化识别研究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在大数据日益发展的今天，不同高校利用或共享大数据资源，采取了适用与本身机

构名称识别的严格规定，精确识别与定位科研实体，消除机构名称中的不同表现形

式，建立统一和规范化的机构名称，实现对高校机构名称的规范控制。

1.2 研究目的

本课题以基于地区高校机构的名称识别与消岐为研究对象，以面向历史沿革变

迁，消除简称/代称尤其是新疆兵团地区——石河子大学机构特有称谓间的差异为

目标，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实例，深入研究机构名称的构成特点，对石河子大学的

机构名称从词性统计与构词方式两方面进行分析总结,进而为精准的文献计量分

析、机构评价、文献统计等提供数据和决策支撑。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价值

对机构命名识别的构建研究，可以提升以机构名称为联接点的信息检索、统计

分析、计量评价等活动的可信度，有效解决信息检索、计量评价等科研活动中机构

名称著录混乱、层级结构模糊的瓶劲问题。从而提高高校科研机构人员对复杂和非

对称的高端技术科研情报感知能力，对高校机构的信息情报服务提供参考依据和决

策支撑。

1.3.2.应用价值

本课题针对机构名称识别与机构名称中的歧义现象和消歧算法进行研究，试图

对机构实体名称进行正确的识别，进而消解机构名称的异质性，提高信息检索的查

全率以及科学计量的信度。为此，构建石河子大学名称识别的消歧算法，实现石河

子大学各机构实体间的精准关联，满足高校机构教学、科研等不同成果的存储和利

用需求，带动其他文献要素的整合与组织、聚类分析以及机构之间的导航与统计评

价,为更准确的反应评估对象的真实水平,科学开展学科影响力评价，更好地发挥科

学文献中作者机构的作用。便于科技成果交流与共享等活动的顺利进行。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大数据时代情境下文献作者实体机构信息检索、计量评价等科研活动中

机构名称著录混乱、层级结构模糊的瓶劲问题出发，提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总结

机构实体名称识别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分析作者隶属机构名称因其基本职能、组织结

构的发展演变而产生机构名称中英文全称、简称的错写、漏写或书写不规范等问题现

状，构建基于规则与算法相结合的机构命名识别方法。以石河子大学为例，在分析石

河子大学图书馆命名规则的基础上，对石河子大学机构名称的规范数据和命名识别特

点进行探讨和分析，以其能够有效实现石河子大学机构数据的集中汇聚和资源整合的

完全利用。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调研法：通过人工检索在万方、中国知网、Elsevier、Web of Science

等网络上查找相关文献，以及其他社会信息服务机构网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等）书目检索系统的调查，了解国内外各类机构名称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本

论文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2.2.2 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主要体现在综合考察国内外机构名称的规范研究

项目实践，分析其在实践过程中构成的规范文档、机构数据库的数据结构、机构名称

处理及命名规范方法以及研究项目的发展、研究成果应用情况等。

2.2.3 文献计量方法：文献计量学是基于文献体系和文献相关媒介为研究对象，

利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方法来科学分析数量分布的研究，以及

科学技术动态特征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通过利用这种基于数学及统计学的定量分析

的方法，对机构名称进行频次统计分析，对机构-作者实体间的相似度进行计算，以

实现机构名称的归一。

2.3 研究内容

科研机构是海量数字资源中的主要科研实体之一，对机构命名进行识别是开展高

校机构评价的前提。通过证实消歧义算法对高校机构的命名特征以及识别关系的有效

性，为本课题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课题内容主要包括：

2.3.1 调研国内机构命名识别的研究状况：调研国内高校机构的名称规范，对各

大高校机构名称/命名的收词特点，共性异性做以比较，归纳总结我国高校机构目前

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2.3.2 构建基于规则的特征词表（石河子大学为例）。

即通过人工构建筛选规则，逐步缩小同一机构名称的集合，进而确定指向同一机

构实体的名称集合。其中规则大多数依赖于地区、邮政编码、机构类型、基金等附加

属性以及机构名称关键词的语言学特征等，并基于人工审核构建石河子大学机构特征

词表（见图）。



2.3.3 设计石河子大学机构名称的消歧算法：

消歧框架和算法：以 WOS、EI、CSSCI 、CSCD 数据库中的论文为数据源，依次

构建机构-作者向量与机构-年度向量（机构-年度向量示意图）；依据更名、合并

与拆分等特定的机构形式所特有的名称映射关系与时间分布规律筛选潜在的“匹

配机构对”；通过归并邻近几年的机构-作者向量以减少人员流动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并进行相似度计算。机构-年度向量 T = (t1999, t2000, …, t2014, t2015,

count, flag) 构建算法如下。

（1） 机 构 - 年 度 向 量 中 包 含 17 个 年 份 属 性

（t2010~t2020），将所有年份属性初始化为 0。

2） 遍历机构-作者向量，若某机构第 i 年作者向量的“规模”不为零，则将

该机构的机构-年度

向量中对应 ti 值置为 1。

3） 统计各机构的机构-年度向量中 ti 为“1” 的频次，记为 count。

4） 根据年度向量中 ti 的分布特征，生成“模 式”（flag） 属性，值域为

{0,1,2,3}。



2.4 创新点

2.4.1 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石河子大学特征词表，同时对多源异构数据下高校机

构的名称进行有效清洗及提取。

2.4.2 基于文献计量学及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机构名称进行聚类和识别分

析，对石河子大学机构名称实体间的相似度进行计算。

2.4.3 将同一名称的不同演化名称进行归一，建立石河子大学机构规范名-别名

映射表，采用消歧算法完成对石河子大学图书馆整个机构名称形式的有续集中。

3 结论

本文主要讨论机构名称命名识别的方法，并基于此方法辅助石河子大学及二、

三级机构名称的扩展，为后续机构数据库的构建和作者成果认领奠定了基础。通过

语料训练的词向量，构建适应于石河子大学机构名称的科研机构-作者向量，结合

石河子大学机构-作者-年度向量的相似度与映射规则识别机构间的更名、合并与拆

分等关系；同时，考虑到机构规模是判断重名风险效应量的关键因素，辅之以作者

绝对共现量在系统中（Go Front）进一步精准识别结果集。为消除各种原因引起的

机构名称变体间的歧义，并将其与机构实体建立精准映射，从而在系统中（Go Front）

应用中实现该实体所有信息的快速定位。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开发了以石河子大学为核心的科研产出仓储管理系统（Go Front 系统）。该

系统在我校各学院及图书馆各部门之间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与应用，摸清了本校学术

成果基本情况，保存保护知识资产，建立了石河子大学科研学术的历史载体。并对

石河子大学机构的所有科研产出做集中展示，实现一站式检索，完整地收集、组织、



保存本校的各类学术成果，并对成果进行多维度的展示，提高学校学术成果的可视

度。

通过 Go front 系统梳理出表中石河子大学机构名存的多种变体形式。结果表

明，该系统对于作者发表文献中署名单位（以不同机构变体名称不同形式出现）的

识别率可达 96%。在面对机构知识库中的海量题录实体数量时，通过 Go front 基本

上展现文献题录数据的全貌以及作者-机构名称的精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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