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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和法律本体的相似案例检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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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检务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而相似案例检索是智慧检务中公共法律服务模块的基本需求。 传统的基于关键

词的检索方式使案例的相似性仅局限在浅显的词语层面上，无法满足用户在文章和语义层面上的检索需求。 针对公共法律

服务中的相似案例检索问题，该文以公共法律服务案例为研究对象，引入能够突出法律语义的案例要素，并以其为依据为案

例建模，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的相似案例检索算法。 该算法首先结合词频－逆文档频率和法律本体，提取出语料库中全部案

例要素，再基于向量空间模型，通过欧氏距离计算出用户输入案例和语料库中各案例的相似程度，从而实现语义层面上的相

似案例检索。 通过对 １２３４８ 中国法网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中案例的分类实验可知，与传统的词频－逆文档频率提取关

键词方法相比，该算法在监狱教改类案例分类上，其 Ｆ１ 值提高了 ３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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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普法率的不断提高，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

日益增强，法务系统的建设变得愈发重要，人们对公

共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呈上升趋势。 由于现阶段面向

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队伍规模有限，且分布在偏远

地区的专业人员相对较少，很多民众对公共法律服

务的需求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 在此情况下，智慧

法务系统和智慧检务系统应运而生。 无论是普通民

众还是法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均可从中得到所

需的服务，这将为缓解专业队伍规模不够及分布不

均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系统和技术支撑。 其中，相似

案例检索又是法务系统中一项基础且必要的需求。
相似案例检索是指检索出与用户输入案例相似的案

例，其在法官判案、民众普法、案件分类等方面均起

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检索方

式只能实现字面意义上的相似，并不能实现语义层

面上的相似；而由于法律案例本身涉及很多知识领

域，导致其和一般文章有所不同，因此仅依靠基于关

键词的检索方式，无法实现非专业人员的精确检索。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ＴＦ－
ＩＤＦ）和法律本体的相似案例检索算法。 该方法引

入案例要素替代传统的关键词，使其能够实现语义

上的相似文本匹配。 其中，案例要素是指法律案例



中的关键元素，如嫌疑人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心
理特征以及行为表现等。 基于案例要素的检索方式

将法律案例的研究重点从关键词转移到了案例要素

上，由于案例要素的法律语义远远强于关键词，在专

业性上必定优于基于关键词的查找方式，进而更能

满足非专业人员对相似案例更加精确的检索需求。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１） 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的相似案例检索算

法，提升了相似案例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２） 引入了基于法条的案例要素，以公共法律

服务中的监狱教改案例为例，搭建了案件模型，并构

建了相关字典，提升了相似案例检索结果的专业性。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基于本体知识的文本相似度计算

基于 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 在 １９９８ 年于国际万维网联盟

提出的语义网的概念，本体这一概念逐渐从中衍生

出来。 本体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表示手段，文本相似

中的本体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本体，也包括通用词典、
词汇表等具有本体知识的知识库［１］。 本体可以根

据其通用性分为通用本体和领域本体。 研究中常用

的通用本体包括 《知网》 ［２］ （ ＨｏｗＮｅｔ）、ＷｏｒｄＮｅｔ［３］

等；领域本体包括医学本体［４］、法律本体［５］等。
本体知识一般用树状结构表示，相关算法大都

基于“ＩＳ＿Ａ”关系树状分类体系。 学者们通常将基

于本体的文本相似度算法分为基于距离 （ Ｅｄｇ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基 于 信 息 内 容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基 于 属 性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以及混合式（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文本相似

度计算［６］。
基于距离的文本相似度计算的基本思想为，利

用概念之间的路径长度来度量概念之间的语义距

离。 其最基础的算法为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Ｐａｔｈ 法［７］，在其基

础上，加入权重、最近公共父节点、树的深度、路径方

向的改变次数等方面的考量，衍生出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ｉｎｋｓ［８］、Ｗｕ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９］等方法。

基于信息内容的文本相似度计算的基本思想

是，利用两概念词共享的信息量，来度量其之间的语

义相似性。 其最具代表性的算法为 Ｌｏｒｄ 等人［１０］ 提

出的基于最近公共父节点计算共享信息量的算法；
在此基础上，加入对其它公共父节点、自身结点的考

量，分别衍生出 Ｒｅｓｎｉｋ［１１］和 Ｌｉｎ［１２］法。
基于属性的文本相似度计算的基本思想为，利

用两概念词的公共属性数，来度量其之间的语义相

似性。 其最具代表性的算法为 Ｔｖｅｒｓｋｙ 算法［１３］。 在

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基于概念释词的方法［１４］，此类

算法通过在释词（ ｇｌｏｓｓ）集合中提取公共属性或划

分属性的相似程度，来计算 ２ 个概念的语义相似程

度。
混合式文本相似度计算的基本思想为，综合以

上 ３ 种方法，进行文本相似度的计算。 目前研究出

的文本相似度算法，大部分都为混合式算法。
１．２　 词频－逆文档频率技术

ＴＦ－ＩＤＦ 技术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特征词提取

技术，也是生成词向量的主要手段之一。 ＴＦ－ＩＤＦ 技

术最早在文献［１５］中提出，该技术用于评估词语对

于文档集或语料库中文本的重要程度，是自然语言

处理中提取文档主题或关键词的重要技术。 其基本

思想是：如果某个词语在某篇文档中出现频率很高，
而在语料库里其它文档中出现频率很低，则这个词

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该文档的特征词。 因此，
该技术可以用作文档分类、文本相似度计算以及信

息检索等用途。
词频（ＴＦ）指的是某个词语 ｗ 在某篇文档 ｄ 中

出现的次数 （ｃｏｕｎｔ（ｗ， ｄ）） 与文档 ｄ 中总词语数

（ ｓｉｚｅ（ｄ）） 的比值，可用式（１） 来进行计算：

ｔｆ（ｗ，ｄ） ＝ ｃｏｕｎｔ（ｗ，ｄ）
ｓｉｚｅ（ｄ）

． （１）

　 　 逆文档频率（ＩＤＦ）指的是语料库中的文档总数

Ｎ与词语ｗ所出现文件数 ｄｏｃｓ（ｗ） 比值的对数，可以

用式（２） 来进行计算：

ｉｄｆ（ｗ） ＝ ｌｏｇ Ｎ
ｄｏｃｓ（ｗ）

． （２）

　 　 而词语 ｗ 在文档 ｄ 中的 ＴＦ－ＩＤＦ 值可以用式

（３）计算：
ｔｆ － ｉｄｆ（ｗ，ｄ） ＝ ｔｆ（ｗ，ｄ） × ｉｄｆ（ｗ） ． （３）

　 　 为了生成每篇文档的词向量，需要对语料库中

的所有文档进行特征词的抽取，总结出一串由 ｎ 个

特征词组成的特征词串 ｗ０，ｗ１，．．．，ｗｎ； 再针对每篇

文档，依次计算这些特征词在该文档中的 ＴＦ－ＩＤＦ
值，这些值就组成了该文档的词向量。

例如，对于文档 ｄ 来说，其词向量就为 （ ｔｆ －
ｉｄｆ（ｗ０，ｄ），ｔｆ － ｉｄｆ（ｗ１，ｄ），．．．，ｔｆ － ｉｄｆ（ｗｎ，ｄ））。 利

用这种方法，对语料库中的每篇文档，计算其对应的

词向量，即可生成语料库中所有文档的词向量集合。

２　 案例要素及其选择依据

案例要素是能够描述案例特征的关键元素。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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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法律服务案例基本都是用自然语言描述的，
若想利用计算机对其进行处理，就需要将其中的各

案例要素进行抽象化表示，再将抽象化表示后的案

例要素进行量化，继而抽取每件案例中的案例要素，
最终形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词向量（即本文引入的

案例要素向量）。
案例要素的选取与算法的准确率密切相关。 由

于案例要素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笔者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应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及近千篇具体

案例来选择合适的案例要素。
以监狱教改类案例为例，根据司法部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四条：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应当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犯
罪原因、恶性程度及其思想、行为、心理特征，坚持因

人施教、以理服人、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
笔者共选择了 ４ 类案例要素，分别为犯人的个人背

景、犯人的性格特点、犯人的心理特征以及犯人的行

为表现。 其中由于罪犯犯罪类型过于繁杂，且对于

监狱教改案例而言代表性较弱，因此未将犯人的犯

罪类型加入到案例要素类别中。 而犯人的个人背景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犯罪原因及恶性程度，犯人的性

格特点与其思想行为有很紧密的联系，犯人的心理

特征及行为表现也与该法律条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

一一对应。 因此，笔者所选取的案例要素类别非常

具有代表性，能将整个案例的关键要素全部表征出

来。
表 １ 列出了这 ４ 个案例要素类别中各案例要素

的选取依据。

表 １　 案例要素选取依据

Ｔａｂ． １　 Ｃａ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案例要素类别 案例要素 案例要素选取依据

个人背景 犯人是否为未成年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八条、第六十一条

犯人是否患病 《监狱法》第十七条

犯人的文化程度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二十六条

犯人是否为少数民族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八条

犯人是否为多次犯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二十条

犯人的父母是否离异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十七条

犯人的家庭经济是否困难 通过阅读大量案例总结

犯人是否被家人溺爱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十七条

犯人是否缺乏家人关爱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十七条

犯人的感情经历是否不顺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十七条

性格特点 犯人的情绪是否不稳定

犯人是否自卑

犯人是否自负

犯人是否悲观

犯人是否冷漠

犯人是否心智不成熟

犯人是否内向

犯人是否外向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二十一条结合阅读大量案例总结

心理特征 犯人是否焦虑

犯人是否抑郁

犯人是否人际敏感

犯人是否恐惧

犯人是否偏执

犯人是否敌对

犯人是否神经病性

犯人是否强迫

犯人是否躯体化

犯人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

犯人是否猜疑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四十三条、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通过阅

读大量案例总结
行为表现 犯人是否消极改造

犯人是否违规违纪

犯人是否有自杀自残倾向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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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语义的相似案例检索算法

由于基于 ＴＦ－ＩＤＦ 技术提取出的案例要素法律

语义较弱，并不能真正做到语义查询。 因此，还需要

结合法律本体提取一部分案例要素，以达到增强法

律语义的目的。 本文将通过 ＴＦ－ＩＤＦ 和法律本体提

取出的案例要素相结合，再利用量化后的案例要素，
计算输入案例和语料库中案例的欧氏距离，即可得

到两者间的相似度。
３．１　 基于法律本体的案例建模

在结合法律本体提取案例要素的过程中，首先

需要进行法律本体的案例建模。 案例要素的抽象化

表示和量化过程即为案例建模的过程。 在案例要素

的抽象化表示过程中，需要以法律法规及大量案例

为基础，将某类案例的特点分层抽象出来，进而建立

案例要素表示体系。 以监狱教改案例为例，对该类

案例进行建模，每个监狱教改案例向量 Ｃ ｊｙｊｇ 均可用

式（４）的形式表示：
Ｃ ｊｙｊｇ ＝ （Ｂ，Ｐ，Ｈ，Ａ） ． （４）

　 　 其中， Ｂ、Ｐ、Ｈ、Ａ 分别代表犯人的个人背景、性
格特点、心理特征以及行为表现。

为了使案例要素的表示体系更加充实，对案例

要素四维特征中的每个特征进行了二次抽象。 通过

这种分层抽象的方式使得建立的案件模型更加完

整，抽取出的词向量不会太稀疏。 在对监狱教改案

例模型的四类特征进行二次抽象后，监狱教改案例

的具体模型可以表示为式（５）－式（８）所示：
Ｂ ＝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ｂ６，ｂ７，ｂ８，ｂ９，ｂ１０）， （５）

Ｐ ＝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ｐ６，ｐ７，ｐ８）， （６）
Ｈ ＝ （ｈ１，ｈ２，ｈ３，ｈ４，ｈ５，ｈ６，ｈ７，ｈ８，ｈ９，ｈ１０，ｈ１１）， （７）

Ａ ＝ （ａ１，ａ２，ａ３） ． （８）
　 　 其中，各维度的含义及值域见表 ２。
　 　 表中值域为｛０，１｝，０ 表示犯人没有该特征，１
表示犯人有该特征；犯人的文化程度 ｂ３ 的值域为

｛０，１，２，３，４，５｝，０－５ 的数字分别表示犯人文化程度

为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中专文化以及接

受过高等教育。
３．２　 基于法律本体的案例要素提取

在建立某类案例模型后，需要在该类所有案例

中一一提取所有的案例要素，将每个案例用词向量

的形式表示。 下文利用监狱教改类案例进行举例，
介绍基于法律本体的案例要素提取方式。

由于每个案例要素都有各自的特点，无法一概

而论，因此对于不同的案例要素，需要用不同的方法

来进行提取。 基于法律本体的案例要素提取主要有

４ 种方法：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基
于常识字典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基于专业字典的

案例要素提取方法、基于混合方法的案例要素提取

方法。
表 ２　 监狱教改案例要素量化表

Ｔａｂ．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ｓｅｓ

特征向量 维度 含义 值域

Ｂ ｂ１ 犯人是否为未成年 ｛０，１｝

ｂ２ 犯人是否患病 ｛０，１｝

ｂ３ 犯人的文化程度 ｛０，１，２，３，４，５｝

ｂ４ 犯人是否为少数民族 ｛０，１｝

ｂ５ 犯人是否为多次犯 ｛０，１｝

ｂ６ 犯人的父母是否离异 ｛０，１｝

ｂ７ 犯人的家庭经济是否困难 ｛０，１｝

ｂ８ 犯人是否被家人溺爱 ｛０，１｝

ｂ９ 犯人是否缺乏家人关爱 ｛０，１｝

ｂ１０ 犯人的感情经历是否不顺 ｛０，１｝

Ｐ ｐ１ 犯人的情绪是否不稳定 ｛０，１｝

ｐ２ 犯人是否自卑 ｛０，１｝

ｐ３ 犯人是否自负 ｛０，１｝

ｐ４ 犯人是否悲观 ｛０，１｝

ｐ５ 犯人是否冷漠 ｛０，１｝

ｐ６ 犯人是否心智不成熟 ｛０，１｝

ｐ７ 犯人是否内向 ｛０，１｝

ｐ８ 犯人是否外向 ｛０，１｝

Ｈ ｈ１ 犯人是否焦虑 ｛０，１｝

ｈ２ 犯人是否抑郁 ｛０，１｝

ｈ３ 犯人是否人际敏感 ｛０，１｝

ｈ４ 犯人是否恐惧 ｛０，１｝

ｈ５ 犯人是否偏执 ｛０，１｝

ｈ６ 犯人是否敌对 ｛０，１｝

ｈ７ 犯人是否猜疑 ｛０，１｝

ｈ８ 犯人是否强迫 ｛０，１｝

ｈ９ 犯人是否躯体化 ｛０，１｝

ｈ１０ 犯人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 ｛０，１｝

ｈ１１ 犯人是否神经病性 ｛０，１｝

Ａ ａ１ 犯人是否消极改造 ｛０，１｝

ａ２ 犯人是否违规违纪 ｛０，１｝

ａ３ 犯人是否有自杀自残倾向 ｛０，１｝

３．２．１　 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

利用正则表达式提取案例要素的两种情况：
（１）被提取的案例要素在所有案例中的描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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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一致，但都遵循一定规律。 例如，在提取“犯人

是否为未成年”这一案例要素时，每个犯人的出生

时间并不一样，且对出生时间的描述也不同。 如，甲
犯的出生时间描述为 １９８９ 年生；乙犯的出生时间描

述为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出生；丙犯的出生时间描述为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５ 日生等。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每个案例对

出生时间的描述不同，但是其遵循的格式规律是一

致的，其格式都是最前面是 ４ 个数字，最后是一个

“生”字。 因此，可以通过相应的正则表达式抽取出

所需的出生年份的信息。 同理，如果有些案例中没

有出生日期信息，但是有犯人年龄的信息，也可以用

正则表达式将犯人的年龄抽取出来。
（２）被提取的案例要素在所有案例中的描述，

无法通过一个或几个关键词判断，还需要考虑关键

词的上下文，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情况。 例如，在提

取“犯人是否强迫”这一案例要素时，很容易知道

“强迫”一词肯定是判断犯人是否强迫的必要不充

分条件。 因为很多案例中有“强迫”一词，但却并不

能说明犯人就是有强迫倾向的。 如，在案例描述中，
该犯人因强迫妇女卖淫罪而被捕，该描述中也有

“强迫”一词，但并不能说明该犯人有强迫倾向。 因

此，需要通过正则表达式将不符合强迫条件的信息

过滤掉，剩下的就是所需信息。 另外，该情况通常与

基于常识的案例要素提取结合使用。
３．２．２　 基于常识字典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

有些案例要素在所有案例中的描述可以通过一

个或几个关键词来进行判断，即在某一案例中，只要

匹配到所有对应关键词中的一个，就能够判断该案

例拥有相应的案例要素。 而这些关键词所构成的字

典，则需要在阅读大量监狱教改类案例的基础上，结
合常识进行总结，这种方式即为基于常识字典的案

例要素提取。 此种方式适用于关键词较少、在文中

的描述较为规范且无需考虑上下文的情况。 例如，
在提取“犯人的文化程度”这一案例要素时，由于该

案例要素在文中的描述大都为“小学文化”、“初中

文化”、“高中一年级文化”等，这样的描述形式规范

且无需考虑上下文，而文化程度的范围只是小学到

高等教育，相应的关键词较少，常识字典很好建立，
因此可以用此方法来对这一案例要素进行提取。
３．２．３　 基于专业字典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

与常识字典相似，专业字典也是由关键词构成

的，运用方式也与常识字典相同。 而与常识字典不

同的是，专业字典所包含的关键词数量极大，且专业

性很高，通常为互联网中可获取的专业性细胞词库。

例如，在提取“犯人是否患病”这一案例要素时，就
需要收集所有疾病的名称。 而这些疾病的名称显然

无法用常识总结出来，因此笔者从互联网中下载了

搜狗细胞词库中关于疾病名称的词库，通过与该词

库中的疾病名称进行匹配，即可完整抽取出这一案

件要素。
３．２．４　 基于混合方法的案例要素提取方法

该方法是将上述 ３ 种方式中的 ２ 种方式进行混

合使用，以达到更精确地提取案例要素的目的。 如

在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案例要素提取方式的第二种情

况中的举例，即为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案例要素提取

方式与基于常识字典或专业字典的案例要素提取方

式的混合使用。
为了便于理解，将基于混合方法的案例要素提

取进行如下伪代码表示。
输入：案例文本、常识（专业）字典

输出：对应抽取元素标志位（ｆｌａｇ）
　 对不同案例要素，进行对应的前期处理

　 ｆｌａｇ ← ０
　 ｆｏｒ 字典中的每一个词语 ｄｏ
　 　 ｉｆ 案例文本中能找到该词语 ｔｈｅｎ
　 　 　 ｆｌａｇ ← １
　 　 ｅｎｄ ｉｆ
　 ｅｎｄ ｆｏｒ
　 利用正则表达式过滤不符合条件的案例

　 ｉｆ 匹配成功 ｔｈｅｎ
　 　 ｆｌａｇ ← ０
　 ｅｎｄ ｉｆ
　 对不同案例要素，进行对应的后期处理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ｌａｇ
３．３　 人工增加停用词表

在基于 ＴＦ－ＩＤＦ 的案例要素提取算法中，停用

词表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改动。 这样虽然减少了人

工操作，但会使得一些没有区分能力的词语被抽取

到特征词串中。 这些词语通常是一些普遍出现在公

共法律服务案例中，但却无法作为案例要素的词语。
例如，“监狱”、“民警”等。 因此，需要通过人工的方

式，将它们添加到停用词表中，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排除非特征词的干扰，使提取的案例要素更具有

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非特征词可以通过调节

ｍａｘ＿ｄｆ 参数（该参数可忽略在阈值以上的文档数量

中出现过的词语）进行去除，然而这种去除方式也

会过滤掉那些普遍出现在各文档中、却仍能作为一

３３２第 ５ 期 张云婷， 等： 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和法律本体的相似案例检索算法



篇案例的案例要素的词语。 例如，“焦虑”、“抑郁”
等词语。 因此，人工增加停用词在去掉非特征词的

基础上，不会去掉真正有用的案例要素，从而使得后

续计算相似度时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
３．４　 计算文本相似度

通过上文的方法，将用自然语言描述的案例量

化为词向量后，即可进行文本相似度的计算。 该思

想来自于向量空间模型（ＶＳＭ）。 ＶＳＭ 的基本思想

是：假设词与词之间是不相关的，以向量来表示文

本，从而简化了文本中关键词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

模型具备了可计算性［１６］。 当模型具备可计算性之

后，即可利用数学中向量的计算方法，计算 ２ 个向量

之间的距离。 利用欧氏距离计算空间中 ２ 个向量之

间的距离。 若 ２ 个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越小，则 ２
个向量在空间坐标系中就越近。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

下：
设：向量 Ａ 为 （ａ１，ａ２，．．．，ａｎ）， 向量 Ｂ 为 （ｂ１，

ｂ２，．．．，ｂｎ）， 则二者之间的欧氏距离 Ｓ 可以用式（９）
进行计算：

Ｓ ＝ （ａ１ － ｂ１） ２ ＋ （ａ２ － ｂ２） ２ ＋．．． ＋ （ａｎ － ｂｎ） ２ ．
（９）

４　 算法结果对比分析

本文使用 Ｆ１ 作为评估指标，其主要计算方法

如下所示：

Ｆ１ ＝ ２ × ＴＰ
２ × ＴＰ ＋ ＦＰ ＋ ＦＮ

， （１０）

Ｐ ＝ ＴＰ
ＴＰ ＋ ＦＰ

， （１１）

Ｒ ＝ ＴＰ
ＴＰ ＋ ＦＮ

． （１２）

　 　 其中， Ｐ 为精准率；Ｒ 为召回率；ＴＰ 表示预测为

正样本，实际为正样本的结果数量；ＦＮ 表示预测为

负样本，实际为正样本的结果数量；ＦＰ 表示预测为

正样本，实际为负样本的结果数量。
在本实验中，正样本取监狱教改类案例，负样本

取非监狱教改类案例。 具体的实验方法为，选择某

一案例，分别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和 ＴＦ－ＩＤＦ 方法（下
称传统方法），计算该案例和语料库中所有监狱教

改案例的相似程度，并选择与该案例最相似的案例

进行分析。 若检索出的最相似案例与输入案例之间

的欧氏距离大于某一距离参数，则将输入案例分类

到非监狱教改案例中；反之，则将输入案例分类到监

狱教改案例中。

４．１　 测试数据集

本文所选数据集为 １２３４８ 中国法网司法行政

（法律服务）案例库中的案例。 其中语料库中的语

料为该案例库中的监狱教改类案例，被试语料为该

案例库中的监狱教改类、监狱减刑类、法律援助类、
人民调解类、律师工作类案例。 其中监狱教改类别

共有１ ０８２篇文档，非监狱教改类别共有２ ２２５篇文

档。
４．２　 算法测试

实验主要针对本文提出的基于 ＴＦ－ＩＤＦ 和法律

本体的案例要素提取算法，以及传统的基于 ＴＦ－ＩＤＦ
案例要素提取算法进行测试，从而验证本文算法对

相似案例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及专业性。
（１）本文方法对数据集测试。 首先利用人工操

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的基础上，增加法律

方面的停用词。 之后将语料库中的所有文档进行分

词处理，并去除停用词。 利用基于法律本体所建立

的案件模型，对未经分词处理的原始文档进行第一

次案例要素提取，并将每次提取到的案例要素，以词

语的形式添加到对应分词后的文档尾部，即可得到

补充完案例要素的文档集合，建立词向量 ＴＦ－ＩＤＦ
值的计算模型；再由该模型自动进行第二次案例要

素提取，利用 ３．４ 节所述的方法，计算出各输入案例

与语料库中各案例的相似程度，进而进行案例分类。
（２）传统方法对数据集测试。 直接对语料库中

的所有文档进行分词处理，建立 ＴＦ－ＩＤＦ 词向量，并
利用该词向量进行案例要素提取，最后利用 ３．４ 节

所述的方法计算出各输入案例与语料库中各案例的

相似程度，进而进行案例分类。
将上述 ２ 种方法分类结果的 Ｆ１ 值进行对比，即

可对本文所提算法的性能进行分析与评估。
在建立 ＴＦ－ＩＤＦ 词向量的过程中，将参数设定

为 ｍｉｎ＿ｄｆ ＝ ０．１ 的含义是，忽略那些仅在 １０％以下

的文档数量中出现过的词语。 例如，某语料库中有

１００ 篇文档，某个词语仅在其中的 ９ 篇文档中出现

过，那么则不将其放入语料库的特征词串中，否则，
最终得到的 ＴＦ－ＩＤＦ 词向量矩阵将过于稀疏。 在利

用欧式距离的大小进行分类的过程中，使用的参数

值为 １．１，该参数为笔者通过多次实验及经验得出的

距离参数。
４．３　 结果分析

由图 １ 中数据分别可以看出，传统方法将 ７８．
３３％的监狱减刑案例错误地分类成监狱教改案例，
而本文所提方法的此概率仅为 ７．５１％。 由于监狱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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