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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交媒体中的中文文本因其类别模糊等特性&导致文本特征提取困难&进而影响了命名实体识别的准确性$

为此提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法$该方法从社交媒体平台采集大量中文文本数据&并对其进

行语义增强处理&随后设计文本信息编码器&对增强后的文本进行相对位置编码$在此基础上&利用大语言模型深度挖

掘文本信息特征&构建特征向量表示$同时&引入注意力机制&分析文本上下文的语义特征$通过标签解码过程&输出

最优的文本序列&从而构建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在损失函数的指导下&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实现对命名实体的精

确识别$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
#:#%b

的误识率&具备较高的识别精度和良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大语言模型$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实体识别$文本编码$识别模型$标签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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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命名实体识别作为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极为常见

且关键的部分&其能够通过计算机去识别出现有文本中

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实体&如籍贯*机构名*国籍等%这

些实体能够在文本信息的深入理解*特征挖掘等方面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在语义分析*自动问答*信息抽

取等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命名实体识别的准确

度对上层应用的效果好坏有着极大的影响%

尤其在处理社交媒体文本时&命名实体识别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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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挑战%社交媒体文本的语言风格多样&构词

灵活多变&且往往存在类别模糊的问题%具体而言&社

交媒体中的中文文本常常使用口语化*网络化的表达方

式&这些表达方式往往不符合传统的语法规则&导致传

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难以准确识别%此外&社交媒体

文本中的命名实体往往缺乏明确的边界和固定的格式&

使得识别过程更加复杂%类别模糊的问题还体现在社交

媒体文本中命名实体的多样性上&同一类实体可能以多

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不同的实体又可能具有相似的表

现形式&这使得识别系统难以准确区分%

在该研究背景下&不少研究学者针对实体识别展开

了研究&并已经得出一定研究成果%如文献 '

'

(首先

对中文文本进行词性标注&通过深度学习编码并嵌入字

符&提取关键特征&捕捉文本信息%利用条件随机场

!

N]f

&

1J2P464J2?@L?2PJTW4D@P

"标注序列信息&解码

特征后构建嵌套实体识别框架用于识别嵌套命名实体&

并进行后处理&以提升命名实体识别效果%该方法应用

的序列标记依赖于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准确性&若词性标

注出现错误&将会直接影响到后续识别结果的准确性%

文献 '

"

(现根据中文命名实体的特点&设计触发器并

构建触发器库&将现有的中文文本进行归一化处理&然

后利用深度学习框架&构建匹配网络&提取出文本特

征&最后将其与设计的触发器进行匹配计算&筛选出相

应的实体&并对识别结果进行校验%该方法设计的触发

器有着质量和数量的限制&若触发器库不完整&将会导

致识别结果不够准确%文献 '

%

(利用预训练的词向量

和字符向量捕捉词汇的语义信息&并提取汉字的字形特

征*语音特征&然后对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深入提取文

本的上下文特征&将上述多个特征通过加权计算进行融

合&建立特征向量&最后在注意力机制的作用下&对向

量中的多个特征进行熵值计算&筛选出对命名实体识别

有影响的特征&在双仿射变换的基础上&捕捉命名实体

与边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命名实体的准确识别%

该方法采用了多特征融合方法&需要提取多种特征信

息&这增加了特征提取的复杂性&导致其识别结果不够

准确%文献 '

(

(构建一个包含丰富词汇信息的
ODV45

1J2

&然后设计指针网络&利用该网络接收文本的字符

和词嵌入表示&引入循环神经网络&筛选出关键特征&

通过计算特征熵值&对特征进行深入挖掘&生成特征序

列&然后计算特征序列与
ODV41J2

之间的相似度&识别

出相应的命名实体%但该方法应用的指针网络较为复

杂&对其进行构建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导致方法的

识别时间较长%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不足&本文设计

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

法%本研究通过引入大语言模型&深化对命名实体识别

机制的理解&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同时&该方法在社

交媒体*公共信息监测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以为数据

挖掘*智能推荐*舆情监测等任务提供有力支持%本文

最后通过具体的实验数据与性能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正

确性与高效性%

D

!

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法设计

DED

!

社交媒体中文文本编码

社交媒体中中文文本的构词较为灵活&其类别至今

的界限较为模糊%为深入理解社交媒体中文文本的深层

含义'

$

(

&需要提取出文本中的 -关键词.&即中文实体&

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信息&分析文本的语义结构&进一

步提高文本识别的准确性'

&

(

%为此&需要收集大量的社

交媒体中文文本%在收集时&主要从社交媒体平台直接

获取用户发布的文本内容&或者在图书馆和搜索引擎中

获取关键词'

*

(

&由此&得到海量的中文文本信息%

采集的文本数据数量庞大&但其存在文本稀疏的情

况&简单而言&就是其存在的命名实体数量较少&导致

很难对其进行识别和筛选'

,

(

%为充分挖掘文本信息的内

在联系&需要对其进行语义增强处理&其增强过程如下

所示)

L

$

9

'

)

!

'

"

;

$)

!

!

4

L

*

!

4

R

*

6

" !

"

"

式中&

L

为文本信息的相对距离信息&

9

为文本信息的

方向信息&

)

为文本信息的相似参数&

;

为文本信息语义

增强处理结果&

)

为文本信息的加权参数&

!

为文本信息

的注意力得分&

R

为文本信息的加权值&

6

为文本信息的

输出偏置项%

采用公式 !

'

"和公式 !

"

"采用的语义增强技术&

对文本信息进行了深度处理&有效去除了多余文本量对

命名实体识别的干扰&以 -杭州樱花广场.这一命名实

体为例&原始文本中包含大量关于该地点的冗余描述或

非关键信息&如 -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市中心&有一个广

为人知的景点222杭州樱花广场&它以其独特的樱花景

观和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这样

的描述虽然详尽&却包含了大量不必要的噪声%通过运

用语义增强技术&能够将原始文本精炼为更加聚焦于命

名实体的形式&如 -杭州樱花广场吸引了众多游客%.

这样的处理不仅去除了冗余的描述&还使得命名实体

-杭州樱花广场.在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减少了噪声

对识别结果的干扰%此外&语义增强技术还能够进一步

挖掘文本中的隐含信息&如 -樱花广场.与 -杭州市中

心.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以及 -樱花景观.和 -文化

活动.等特征属性&这些信息对于深入理解命名实体的

含义和背景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利用这一语义增强后的文本信息'

)

(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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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

"#$

""

#

了一种高效的文本信息编码器!该编码器能够更准确

地捕捉和处理文本中的关键语义特征!为后续构建高

精度的文本识别模型奠定基础$其设计的编码器具体

结构如图
%

所示!该编码器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语义

增强后的文本进行高效编码!提取出对命名实体识别

的特征信息$通过这样的处理流程!优化整个文本处

理和分析的过程$

图
%

"

文本信息编码器

在该编码器中!同样以 %杭州樱花广场&为例!先

对该句子中的单字进行划分$同时!将其划分为 %杭

州&%樱花& %樱花广场& %广场&

#

个具有实际意义的

实体$在这个过程中!针对 %樱花广场&是否需要划

分!往往存在争论!对其需要是否划分为两个实体!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决定!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句子的

深层含义'

%&

(

$根据确定的实体!再对该文本进行相对

位置编码$在编码时!根据图
%

所示的形符!对文本的

头位置和尾位置分别进行相对位置编码!由此得到唯一

且准确的编码结果'

%%

(

!为后续构建命名实体识别模型

奠定基础$

通过完整的文本编码流程!包括文本收集)语义增

强处理和文本信息编码器设计!将中文文本转化为计算

机可理解的编码形式!为后续命名实体识别模型的构建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构建

将上述中文文本编码结果作为识别模型的输入序

列!利用大语言模型!构建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

%"

(

$

大语言模型作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构建的能够生成自然

语言模型的强大模型!通过能够利用神经网络结构!处

理和生成文本数据'

%'

(

!并对复杂语言进行分析和处理$

将该语言模型应用于构建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时!它

能够有效地捕捉中文文本的语言特征!并准确推断出文

本的实体类别'

%#

(

$该大语言模型用于中文命名实体识

别时网络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大语言模型的网络结构图

利用大语言模型!提取出社交媒体中文文本信息的

特征'

%(

(

$其特征提取过程如下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表示基于大语言模型提取的社交媒体中文文本

信息特征!

#

表示文本的词频概率!

$

表示大语言模型的

注意力参数!

'

&

表示利用大语言模型对文本数据进行映

射的第
&

个子空间!

+

*

表示社交媒体中文文本信息的键

矩阵!

%

表示映射空间的数量!

)

表示文本数据的键矩阵

数量$

根据提取的特征!构建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对特征

向量进行表示!建立相应的实体识别模型'

%!

(

!其具体

如图
'

所示$

图
'

"

基于大模型的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的构建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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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在该复杂的模型构建过程中!首先将

图
"

中经过设计的编码算法处理后的结果作为输入变

量$这一编码结果蕴含了丰富的文本信息!在模型中!

对输入文本的字音和字形进行深入分析$字音分析有助

于理解词汇的发音特征!而字形分析则揭示了汉字的构

造和书写规律$这些分析对于捕捉中文文本的差别至关

重要$接下来!结合公式 *

'

+利用大型语言模型对输

入文本进行特征提取'

%4

(

$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经过大量

数据的训练!能够准确捕捉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并生成

相应的特征向量$然而!直接从大型语言模型中提取的

特征可能包含冗余和噪声$因此!进行了一系列特征筛

选步骤!以确保只保留对中文文本识别有用的特征$这

一步骤通常涉及特征选择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的综合

运用$

在构建了中文文本特征向量表示后!利用多头自注

意力机制'

%5

(来提取文本序列的上下文特征$多头自注

意力机制能够同时关注文本中的多个位置!并根据不同

位置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加权求和!从而更准确地捕捉文

本中的上下文信息$最后!利用解码层对提取的特征进

行解码$解码层通常采用循环神经网络 *

677

!

89-:8;

89<=<9:8>.<9=)280

+或长短期记忆网络 *

?@AB

!

.2<

C

,D28=;=98339328

/

+等结构!能够根据提取的特征向

量生成相应的解码序列'

%$

(

$在解码过程中!保持解码

序列与输入文本的一致性!以确保识别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最终实现了对中文命名实体的

识别$

在上述过程中!标签解码是获得准确识别结果的关

键'

"&

(

$其标签解码的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

"

#

$

-

.

"

%

#

*

#

+

/

"

>8

C

3>E

'

,

0

!

*

1

!

2

+( *

(

+

式中!

#

表示文本的词频概率!

,

表示中文文本的特征转

移矩阵!

-

表示迭代次数!

/

表示标签解码的结果!

!

*

1

!

2

+表示各标签序列的条件概率分布!

2

表示全局最优标

签序列!

1

表示所有可能的标签序列$基于该公式!完

成对标签序列的解码!由此输出基础的中文命名实体识

别结果$

通过提取文本特征)构建特征向量)引入多头自注

意力机制以及标签解码等步骤!构建了一个高效)准确

的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模型$这一模型不仅能够有效捕捉

中文文本的语言特征!还能准确识别出文本中的命名

实体$

!"$

"

中文命名实体识别结果输出

为保证构建模型输出识别结果的准确性'

"%

(

!利用

损失函数!对识别结果进行后处理!优化其性能!由此

输出更为准确的识别结果'

""

(

$由此!输出的识别结果

如下所示"

/

#

"

9E

F

*

/

(!

3

+ *

!

+

式中!

/

# 为基于识别模型输出的实体识别结果!

/

为标

签解码的结果!

3

为引入的损失函数!

!

为模型参数调整

系数$

基于上述公式!将识别到的中文命名实体输出!从

而对舆情监测)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提供可靠

的数据基础'

"'"#

(

!并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引入损失函数对识别结果进行后处理!进一步

优化了模型的性能!提高了识别结果的准确性$这一步

骤的工作不仅验证了模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也为相关

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

#

"

实验测试与性能分析

#"!

"

实验数据集

本次实验数据集采用多个公开数据集!分别来自多

个权威机构!如
B@6G

),人民日报-等!其数据集具

体如表
%

所示$

表
%

"

实验数据集

数据集 种类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B@6GH>=>

句子数量
%'(&& "4&& "4&&

字数
4'5&&& %#(&&& %(&&&

实体数量
%5$& '$& #(&

I9JK27L6H>=>

句子数量
("&& (%& #5&

字数
%(&&&&& %'$&&& "&&&&&

实体数量
%(&&&& %(&&& %!'&&

M92

F

.9N,H>J.

/

7L6

句子数量
%(4&&& !'&& !$&&

字数
(&&&&&& #5&&& (!&&&

实体数量
%'%&&& !$(&& 55&&

69,:39H>=>

句子数量
"(#&&& %"'&& %4&&&

字数
#(&&& %"&&& %'&&&

实体数量
%!5&&& "!'& (#(&

如表
%

所示!

B@6GH>=>

作为研究所提供的公开

数据集!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其数据量庞大!实体类别

相对较少!主要为机构)人名及地区名
'

大类.

I9JK2

7L6H>=>

是线上网站整理的公开数据集!其数据量和

实体类别均比较丰富.

M92

F

.9N,H>J.

/

7L6

其来源比较

权威!主要来自于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媒体报道!其包含

人名和地名等实体.

69,:39H>=>

来自于公开的简历数

据!其实体类别相对于上述
'

个数据集较多!包括国

籍)学校)专业及种族等$

#"#

"

实验参数设置

实验选用
O<=9.J$;$$&&P

为
QMR

!其操作系统为

?J<:E

!深度学习框架为
A9<,28S.2)

!依赖库为
A8><,;

T28398,

$由此构建相应的实验环境$在该实验环境中!

设定大语言模型参数!具体模型参数如表
"

所示$

"

投稿网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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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社交媒体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

"(%

""

#

表
"

"

大语言模型参数

序号 模型参数 参数设置

% A8><,T28398

层数
%"

层

"

隐藏层数
4!5

'

多头注意力头数
%(

#

初始学习率
&*&(

(

训练轮数
(&

! U>=-D

大小
!#

4

梯度裁剪系数
(*&

5

权重衰减
&*&%

如表
"

所示!除了大语言模型参数外!还需要设定

方法设计过程中的部分参数!具体如下"文本信息的加

权参数
"

为
"V#(

!注意力参数
$

为
'V4(

!最优标签序列

参数
2

为
#V%(

!模型参数调整系数
!

为
"V"&

$

#"$

"

实验过程

利用本文设计方法对表
%

所示的数据集进行语义增

强!再利用设计的编码器对增强后的数据集进行编码处

理$在表
%

设定的模型参数下!先提取编码后的数据集

文本特征!建立相应的特征向量$结合文本的字形)音

形等特征!构建相应的实体识别模型$引入损失函数!

对识别模型进行优化!确保其输出更为准确的识别结

果$损失函数如图
#

所示$

图
#

"

损失函数

如图
#

所示!利用该损失函数!优化识别模型中的

多个参数!由此保证识别结果的准确性$

#"%

"

对比实验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在对本文设计方法进行

验证时!设计对比实验$选择的对比组如下"文献 '

%

(

提出的基于序列标记的中文嵌套命名实体识别方法)文

献 '

"

(提出的基于触发器和匹配网络的中文命名实体

识别与文献 '

'

(提出的基于多特征融合和仿射的中文

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

种方法分别为对比组
%

)对比组

"

和对比组
'

$在对比
#

种方法的识别性能时!以误识

率和
S

%

值为评价指标!对比
#

种方法的应用效果$

"V#V%

"

误识率对比分析

将误识率作为评价指标!对比这
#

种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的效果$实验过程中!以
B@6GH>=>

数据集为实

验对象!对其进行多次命名实体的识别!统计其识别结

果!其具体如图
(

所示$

图
(

"

#

种方法的误识率对比分析

如图
(

所示!本文设计的方法在误识率方面表现出

色!误识率均保持在
&V&(W

以下!且平均误识率仅为

&V&'W

$这一显著优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首先!本

文针对社交媒体中文文本的特性进行了深度优化!如考

虑文本的灵活性)类别的模糊性等!使得模型更能适应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文本识别需求.其次!本文采用了基

于大语言模型的算法进行命名实体识别!该技术能够更

精确地捕获文本中的实体信息.再者!本文使用了高质

量的数据集进行训练!确保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和识别精

度.最后!采用了合理的评估方法!确保了实验结果的

客观性和可靠性$相比之下!对比组的
'

种方法在误识

率方面均表现不佳!均高于本文设计的方法$这可能是

因为这些方法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交媒体中文文本的特

性!或者采用了相对落后的技术或数据集!导致识别精

度较低$

"V#V"

"

4

%

值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设计方法的性能!以
4

%

值为评

价指标!具体的
4

%

计算公式如式 *

4

+所示"

4

%

"

"

#

*

5

#

6

+

*

5

(

6

+

*

4

+

""

其中"

5

为识别模型输出精确度!

6

为识别模型输

出召回率$

根据计算得到的结果展开实验测试$实验中!利用

#

种方法对多个数据集进行实体计算!统计其计算结果

S

%

值!得到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

所示$

如图
!

所示!本文设计的方法在命名实体识别上取

得了极高的
4

%

值!平均达到
&V$"

$这一卓越表现主要

得益于大语言模型的优势!它能够捕捉文本中的深层语

义信息!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同时!针对社交媒体中文

文本的特性进行了优化!使得模型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

文本环境.相比之下!对比组的
'

种方法在
4

%

值方面

均表现较差!平均
4

%

值分别为
&V!(

)

&V("

和
&V#5

$

"

投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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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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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图
!

"

#

种方法的
4

%

值对比分析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方法在模型设计)技术选择或数据集

使用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识别精度和召回率均较低$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本文方法在命名实体识别任务

中的显著优势$

$

"

结束语

本文通过预训练模型对海量社交媒体数据进行学

习!进而构建出一个对中文命名实体具有高度敏感性的

识别方法$当面对新的社交媒体文本时!该系统能够迅

速而准确地识别出相应的中文实体!从而为后续的信息

抽取)情感分析)舆情监测等任务提供有力支持$该方

法充分利用了大语言模型在处理自然语言文本时的强大

能力!特别是其深度学习和自我优化机制!使其在处理

复杂多变的社交媒体文本时表现出色$尽管本文方法在

中文命名实体识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领域适应

性!实时性与效率方面仍存在一些挑战和局限性$在未

来的研究将致力于克服这些挑战!推动命名实体识别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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