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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技术机会发现 TOD 的专利信息抽取 *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KISTI 语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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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机会发现 (TOD,Technology Opportunity Discovery) 是面向新技术进行监测，并提供机会的一

种服务；所谓“基于专利的信息”是指采用自然语言技术对专利进行抽取的结果。本研究的目标资源覆

盖过去 20 年间发表的所有专利，目标信息则是其中产品名称及其部分 - 整体关系 (Part-of relations)。应

用基于词典和相似度的命名实体识别、基于模式的关系抽取、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信息过滤几项技术，

本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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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Opportunity Discovery is a service to detect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w 

technologies. Patent-based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by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ll patents 

published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are target resources and product names and their Part-of relations are target 

information. A dictionary and similarity-based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a pattern-based relation extraction, and 

a machine learning-based filtering have been used and showed an encourag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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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KISTI(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formation，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于1962年，

现役员工 590 名。其使命为充当韩国先端科技信

息服务的门户，促进技术的市场化。围绕这一使

命，针对科技新项目与新业务，KISTI 启动了一

系 列 与 技 术 机 会 发 现（Technology Opportunity 

Discovery, TOD）有关的研发活动。TOD 是针对

某一项技术，进行监测并提供机会的服务。TOD

的架构如图 1 所示，它可以理解为机会搜索，针

对某一产品，搜索目标主要包含共现产品、产品

有关专利、上游产品、下游产品、同类产品（它

们具有同一上游或下游产品）、与产品布局相近

的专利受让人分布、受让人名下的项目等等。

本研究作为 TOD 一个重要环节，探讨基于

专利的技术机会监测。

1 概述

每 年 技 术 相 关 专 利 的 发 表 量 都 稳 定 在

150000 项以上，80% 的技术信息可以从专利中

获取 [1]，因此大量专利是技术机会发现（TOD）

的充足的素材资源。本研究包含两个假设：(1)

产品趋势分析在技术机会发现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2) 所 有 产 品 的 目 标 都 是 面 向 交 易 的， 因

此它们需要分配商标。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NLP）的信息抽取是分析产品趋势的第一步，

而本研究进行信息抽取的对象即是专利中的产

品名称及名称间关系。

本研究的目标是：利用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对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USPTO) 的专利进行信息

抽取，以实现高效的技术机会监测。

2 相关研究

此前，已有较多研究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

于产品趋势的分析。S.Wu 等人致力于从对话文

本中识别产品名称，这种方法在 CPROD2012

（Consumer PRODucts contest，消费品竞赛）

中脱颖而出，他们融合了字符串匹配、启发式规

则识别和机器学习三种方法对产品名称进行识

别，取得了 F 值为 0.22041 的实验效果 [2]。Z.Shaik

等 人 提 出 了 一 种 聚 类 方 法 [3]， 他 们 对 1976 至

2011 年间发表在 SUGI/SAS 全球论坛上的研究

论文中的术语进行聚类分析，而后利用同一类

别内有关术语的频率信息来分析技术生命周期。

S.C.Choi 等人则尝试利用专利句子的“主谓宾”

（SVO）结构来提升产品和技术趋势分析的准

确率 [4]，但由于“主谓宾”结构的抽取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这种方法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有一

定局限性。

虽然，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于产品趋

势分析已有较多尝试，但其中所涉及的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往往相对简单，并且一些研究甚至

未提及实验的效果如何。因此，本研究意在将

信息抽取技术引入产品趋势分析，利用专利自

身特征（characteristics）对专利中的产品信息

进行抽取，以期提出一种有效的产品趋势分析

方法。

图 1 TOD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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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方法

图 2 是对系统架构的描述。USPTO 专利信

息首先被存储在资源管理器中，而后系统通过两

个环节来实现信息抽取：第一个环节包含一个基

于词典的实体识别器和一个基于模式的关系抽取

器；由于基于词典和模式的方法通常会产生大量

误报，因此需要在第二个环节采用基于机器学习

的过滤器来过滤掉错误实体和错误关系。为了评

测抽取结果，本研究构建了评价标准数据体系，

评价指标包括准确率、召回率和 F 值。

3.1 目标数据

专利是非常适合做产品趋势分析和技术机

图 2  基于专利的技术机会监测系统架构

IPC 分类号 说明 专利

A 人类生活必需 526402

B 作业；运输 555772

C 化学；冶金 289189

D 纺织；造纸 24591

E 固定建筑物 78498

F 机械工程；照明；采暖；武器；爆破 214917

G 物理 934492

H 电学 687,032

表 1  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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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商标数据库案例

文字商标 DIEBOLD	RIVO

商品和服务 IC	009.US	021	023	026	038.G&S; 自动提款机（ATM）; 自动提款机的电脑应用软件，
即用于操作自动提款机的软件
IC	037.US	100	103	106.G&S: 自动提款机的安装与维护

规范字体声明

商标绘图代码 （4）标准文字商标

序列号 85896550

提交日期 2013 年 4月 5日

类别 1B

原始归档类别 1B

所有者 （申请人）俄亥俄迪堡股份有限公司，俄亥俄州（邮编：44720），北坎顿，梅尔菲尔路5995号。

记录在案的律师 帕特丽夏 .A. 沃克

优先注册 2802243；3875502；4194288；AND	OTHERS

商标种类 商标，服务商标

注册记录 主簿

是否有效 有效

1 图 3 中文参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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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析的一类资源，这一点在此前的许多论文

中都有所论述。因此，我们从谷歌专利网站搜

集 了 自 1992 年 1 月 22 日 至 2013 年 7 月 16 日

间，USPTO 发布的全部专利信息，其中共包含

118908059 条句子和 3624693988 个记号 (tokens)。

本研究仅使用其中的标题、摘要和声明项。表 1

是依据国际专利分类（IPC）对收集到的专利按

部统计的数据结果。

3.2 词典构建

我们利用美国商标数据库来构建产品名称词

典。美国商标数据库包含“商品和服务”这一字

段（见图 3），我们对这一字段所包含的信息进

行噪声过滤，提取其中复合名词，通过在这种方

法共收集了 328288 个产品名称。如图 3 和图 4 中

的“ 自 动 提 款 机” 和“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便是需要提取的产品名称。

3.3 命名实体识别

本研究采用基于词典的最长匹配算法和基于

机器学习的过滤方法对专利中的产品名称进行识

别，并通过简单字符串的相似度计算对新词（即

新产品名称）进行识别。计算字符串的相似度，

需要对词典实体和专利名词短语（见公式 1 命名

实体识别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中相同的词进行统

计，并对词典实体和专利名词短语中的中心词进

行比对。由于中心词是最能描述实体特征的词，

因此当两个实体的中心词相同时，其间相似度应

图 4 专利声明中的关系抽取实例 2

2 图 4 中文参考翻译

基于专利的技术机会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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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 2。公式 1 中，实体 1 来自词典，实体 2 来

自专利。这一算法需要对专利和词典中的所有词

条进行比对，因此需要强大的运算能力和高效的

算法。

基于机器学习的过滤器可以过滤掉基于词典

的命名实体识别过程中产生的误报名称，而候选

词条的词性特征和候选词条前后相邻的两个单词

的特征均可作为机器学习过滤器的判断依据。

3.4 关系抽取

本研究意在使用基于模式的关系抽取和基于

机器学习的过滤技术，对产品名称间“部分-整体”

模式的关系进行抽取，并据此构建出产品的供应

链条。为此，我们人工构建了 3039 个语义模式，

根据专利中英文句式特点对这些语义模式进行优

化，并将专利的上下文特征用于关系抽取过程。

图 4 和图 5 是专利声明中的一个语句，从中我们

可以抽取三个“部分 - 整体”的关系：“混合动

力汽车”-“可充式蓄电器件”(Hybrid vehicle-

rechargeable electric storage)，“混合动力汽车”-“发

电 装 置 ”(Hybrid vehicle-electric powergenerating 

device)，“混合动力汽车”-“电力输入单元”(Hybrid 

vehicle-electric power input unit)。这种抽取方法

需要对专利语言的特征加以利用，比如在专利声

明部分，包含“comprising”的语句就是比较常见

的关于“部分 - 整体”关系的描述。

基于机器学习的过滤器在关系抽取的环节中

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可以从基于模式的关系

抽取的结果中过滤掉误报信息。而诸如两个备选

词条中所有词的词性、词袋、两个备选词条的距离、

构词模式等则都可以作为特征信息应用于机器学

习当中。

4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我们人工建立

了一个评价标准数据体系，共包含 2400 条专利中

的 509322 个句子，应用了准确率、召回率、F 值

三个评价指标。表 2 展示了实验的结果。基于规

则的方法是指基于词典匹配的命名实体识别和基

于模式的关系抽取两种方法。机器学习方法能合

理的降低召回率并提高准确率，从美国商标数据

库提取的规则也同样是有效的。由于基于规则方

法和机器学习方法是先后进行的，所以在评价整

体效果时取的是两者的乘积。

5 结束语

本研究将专利信息抽取应用于技术机会发现

（TOD），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包括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对专利语句进行分析，并在 2400 项

专利的基础上构建用于监督学习和有效性评价的

语料库。我们在利用机器学习过滤技术过滤误报

规则方法 机器学习方法 整体

实体 关系 实体 关系 实体 关系

准确率 0.651 0.506 0.975 0.809 0.635 0.409

召回率 0.683 0.552 0.874 0.895 0.597 0.494

F 值 0.667 0.528 0.922 0.850 0.616 0.447

表 2   实验结果

（公式 1）



037

信息、利用美国商标数据库中产品名称进行专利

产品名称识别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而

言，将基于词典的命名实体识别和基于机器学习

的信息过滤两项技术相结合取得了可观的收效，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将就产品名称的词义消

歧和基于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这两个问题进行

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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