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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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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词发现？

新词发现是 NLP 的基础任务之一，通过对已有

语料进行挖掘，从中识别出新词。新词发现也可称为

未登录词识别，但未登录词不一定是新词。严格来讲，

新词是指随时代发展而新出现或旧词新用的词语。而

未登录词是指分词处理系统无法识别的词汇或已有词

库中未出现过的词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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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词发现？

“发现”：

“新词”：

依据某种手段或方法，从文本中挖掘词语，组成新词表

；

借助挖掘得到的新词表，和之前已有的旧词表进行比对

，不在旧词表中的词语即可认为是新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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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了 少 量 研

究 新 词 新 意 现

象 和 新 词 术 语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学 者 。

孕育初期

学 者 们 对 汉 语

新 词 语 进 行 了

较 多 的 研 究 ，

这 种 研 究 呈 现

出 了 多 方 位 ，

多 角 度 ， 多 层

次 和 立 体 化 的

趋 势 。

发展期

在 吕 叔 湘 先 生

的 呼 吁 下 ， 大

部 分 人 开 始 关

注 新 词 并 对 新

词 的 产 生 、 构

成 语 义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研 究 。

增长期

新 词 被 更 多 人

接 纳 ， 并 随 着

计 算 机 算 力 迅

猛 发 展 ， 有 监

督 的 机 器 学 习

开 始 兴 起 ， 研

究 视 角 、 方 法 、

技 术 手 段 也 不

断 丰 富 。

猛烈增长期

进 入 互 联 网 时

代 ， 尤 其 是 移

动 互 联 网 时 代 ，

随 着 互 联 网 ，

手 机 ，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的 发

展 ， 新 词 发 现

也 在 不 断 完 善 。

持续增长期

新词发现的发展历史1.2

20世纪80
年代之前

20世纪80
年代

20世纪90
年代

21世纪初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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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的分类方法

1.新造词语，如“打假”、“扶贫”等。

2.旧词新用，如“下课”、“高就”等。

3.方言词汇，如“套磁”、“搞笑”等。

4.外来词，如“的士”、“欧佩克”等。

5.简略词，如“博导”、“超市”等。

6.修辞用法稳定下来构成的新词语，如“豆

腐渣工程”、“空姐”等。

7.专有术语，如“黄牌”、“套牢”等。

8.字母词，如“TOFEL”、“CEO”等。

分类方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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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分类方法

2006年崔世起（中文新词检测与分析）通过对大量的语料分析，

得到如下新词构词模式：

1.3

模式 1+1、1+1+1和
1+1+1+1

2+1和3+1 其他

比例 61.4% 31.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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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发现的难点

1.由于新词定义的模糊性，构

词灵活多变，导致很难找到统

一且通用的方法进行识别工作

。

3.无论是从词典参照角度还是

时间参照角度来看，都很难发

现新词。

2.由于数据稀疏，专业词汇和

圈内词汇的低频新词流通性不

强，导致新词识别难度增大。

4.新词尤其是非命名实体，在

构成方面没有普遍的规律，无

法直接预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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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识别的方法

1.基于统计 2.基于规则

3.基于统计和规则 4.基于深度学习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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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发现的意义

新词发现的出现是

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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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发现的意义

提 高 新 词 ，

旧 词 新 意 翻

译的准确率 ，

增 强 翻 译 效

果。

从 文 本 语 料

库 挖 掘 尽 可

能 多 的 高 质

量词汇。

运用无监督方

法把所有抽取

得到的词和已

有的词库进行

比较，就能得

到新词。

机器翻译 挖掘实体 构建词库

有 效 识 别 新

词 ， 提 高 分

词准确率。

分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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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01 02 03

新 词 发 现 结 果 中

正 确 识 别 的 词 数

占 识 别 为 新 词 总

数的比例。

精确率

新 词 发 现 结 果 中

正 确 识 别 的 新 词

数 占 实 际 新 词 数

的比例。

召回率

精 确 率 和 召 回 率

的 调 和 值 ， 即 为

综 合 考 虑 的 效 果 。

F数

1.7



PART TWO

新词发现方法



15

根据语言学构词规则，比如中文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组合规律

建立专用的规则库，再根据规则库从文章里抽取新词。

◼优势：针对性强，新词发现的效果好。

◼劣势：规则库的建立与领域或应用耦合较深，通用性差，维护耗

费大量人力。

基于规则的新词发现2.1



16

计算大量语料数据，根据词的共同特征或前后词语关系，利用相关

度、左右熵等计算策略识别新词

◼优势：通用性强，不受领域限制，易于移植和维护。

◼劣势：效率不是很高，复杂度和准确率主要取决于算法的优劣。

基于统计的新词发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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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F分词

CRF模型把分词任务当成一个序列标注问题

例：我爱北京天安门

CRF标注后：我/S 爱/S 北/B 京/E 天/B 安/M 门/E

分词结果：我/爱/北京/天安门

优点：CRF模型的分词考虑了上下文语境，因此对
于未登录词的识别也有很好的效果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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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和规则相结合的方法融合了统计学的特征计算和规则准

确率高的优点来提高系统的性能，是近几年主流的方法。

◼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通用性增强，对于低频新词的识别率更好，

利用上下文信息的能力更强。

其他方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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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越大，表示当前字能够与其他字组成的词越多，它本身

是个完整词的概率就越大。

左右邻接熵2.4

左邻接熵

候选词左侧
词的集合

候选词为w条件下，
左侧词的wleft的条
件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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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邻接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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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息度量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互性。字与字之间的相关性越大，

字与字能组成词的概率也就越大。

互信息2.5

缺陷：互信息处理多字词效果不好，而新词发现任务
中有大量的三字或四字词需要识别。

x,y共同出现
的概率

x,y单独出现
的概率x,y：语料库

中的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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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息改进

基于二元语法的互信息改进算法

语言模型：把句子表示成单词列表，用以估计整个句子出现的概率

p(w)=p(w1w2⋯wk) = p (w1∣w0) × p (w2∣w0w1 ) × ⋯× p ( wk+1 ∣ w0w1w2 ⋯wk ) 

二元语法模型

p(w)=p(w1w2⋯wk)=p(w1∣w0)×p(w2∣w1)×⋯×p(wk+1∣wk)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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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息改进

M(w1, . . . , wn) = log
𝑃(𝑤1, 𝑤2, … , 𝑤𝑛)

𝑃(𝑤1) 𝑃(𝑤2|𝑤1) …𝑃(𝑤𝑛|𝑤𝑛－1)

M(w) = min(Mw1, w2, . . . wn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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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发现方法

张华平1,2, 商建云3. 面向社会媒体的开放领域新词发现[J]. 中文信息学报, 2017, (3):55-61.

◼ 文章采用了CRF模型进行分词，通过对命名实体过滤，对词频、左右熵、

互信息低于阈值的候选词过滤来实现新词发现。

◼ 文章亮点有：

1、对命名实体进行过滤，非常严谨。

2、CRF模型对分词的优越性

3、弥补了互信息的缺陷

4、复杂度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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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流程

1、语料库预处理

2、用CRF模型分词并统计词频，过滤词频低于阈值的候选词

3、过滤命名实体

4、用二元语法模型对候选词进行再次切分，同时计算互信息和左右熵

5、过滤互信息和左右熵低于阈值的词

6、计算剩下候选词的权重，取权重值前30%-40%的词作为新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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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评价

1、算法及实验严谨性好，包括对候选词过滤
的严谨性和对参数不同取值的严谨性。

2、时间复杂度为O(n)，处理大批量数据具有
很大优越性

3、经过多次实验和对比，文章中的算法具有
很高的召回和精度。

优势：

2.7.2



PART THREE

现状和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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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截 至 2022 年 3 月 19 日 ， 在 知 网 以

“ 新 词 发 现 ” 为 关 键 词 搜 索 ， 总 找

到298条结果。

在 2019 至 2021 这 三 年 ， 分 别 有

39、33、30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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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词发现”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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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9

研究现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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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

将分词和新词
发现相结合

将用户行为数据考
虑在内来检测新词

使用专家总结的语
法规则和相关知识

来匹配新词

使用统计特征
来发现新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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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3.2

1.将分词和新词发现相结合

使用CRF模型进行分词任务，

将置信度高但不被认为是词

语的词作为新词加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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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3.2

2.使用专家总结的语法规则和相关知识来匹配新词

• 根据词语原子的构词法将一个或多个词语子组合到一

起来检测未知词语的模型。

• 将一些种子词语放入字典中来总结这些中自此的词法

模板，通过模板匹配文本，在迭代的过程中将新词加

入到字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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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3.2

3.将用户行为数据考虑在内来检测新词

根据特定领域经常使用的术语，提取领域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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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3.2

4.使用统计特征来发现新词

• 利用改进的点互信息(PMI)结合一些基本规则来识别网络新词的无监督方法。

• 利用增强互信息(EMI)算法对旅游领域的候选新词进行了过滤。

• 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域词字典模型(D-WDM)的领域新词提取方法，该方法采用

了领域词字典模型(DWDM)来代替传统的 WDM 模型，并利用一个领域得分

函数来区分一个词语是来自于普通词字典还是领域词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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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四个研究方向3.2

4.使用统计特征来发现新词

• 使用 SVM 来提取新词。

• 通过使用 LSTM 网络来提取古汉语中的新词。

• 使用 TF-IDF 算法结合关键词抽取方式来提取新词的方法。

• 基于改进的 PMI 算法和熵相结合的无监督 OOV 识别方法来完成新词发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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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

针对食品安全

针对旅游领域

针对金融知识

研究古汉语
S V M

L S T M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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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长 短 期 记 忆 网 络 （ 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论文首次发表于1997年。

由于独特的设计结构，LSTM适合于处理和预

测时间序列中间隔和延迟非常长的重要事件。

LSTM
条件随机场(CRF)于2001年提出，结合了最大

熵模型和隐马尔可夫模型的特点，是一种无向

图模型，近年来在分词、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

识别等序列标注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CRF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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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LSTM的结构

LSTM是一种含有LSTM区块（blocks）
或其他的一种类神经网络，文献或其
他资料中LSTM区块可能被描述成智能
网络单元，因为它可以记忆不定时间
长度的数值，区块中有一个gate能够
决定input是否重要到能被记住及能不
能被输出outpu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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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听完我也蓝瘦香菇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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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基 于 统 计 方 法 的CRF受 制 于 词 语 的

内部和外部特征，识别效果不佳

未融合特征融 合 特 征 的 B i - L ST M 与C RF 模型 对 比

各项得分远超CRF模型得分

融合特征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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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准 确 率 高 于n lp i r模 型 ， 但 召 回 率 远

低于n lp i r模型

未融合特征融 合 特 征 的 B i - L ST M 与n lp i r 模 型 对 比

各 项 得 分 远 超n lp i r模 型 得 分 ， 三 者

中最佳

融合特征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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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使用

各模型提取新词情况

结合图表可看出，融合特

征 后 的 B i -LSTM+CRF 模

型能预测出数量最多的新

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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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研究（NLPIR-Parser）3.5

包 含 了 精 准 采 集 ， 文 档 格 式 转

换 、 新 词 发 现 、 批 量 分 词 、 语

言 统 计 、 文 本 聚 类 、 文 本 分 类 、

摘 要 实 体 、 智 能 过 滤 、 情 感 分

析 、 文 档 去 重 、 全 文 检 索 和 编

码转换十三项独立功能



PART FOUR

Demo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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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分词方法介绍

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
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又称机械分词方法，它是按照一定的策略将
待分析的汉字串与一个“充分大的”机器词典中的词条进行配，若在词
典中找到某个字符串，则匹配成功（识别出一个词）。

基于理解的分词方法
基于理解的分词方法是通过让计算机模拟人对句子的理解，达到识别词
的效果。其基本思想就是在分词的同时进行句法、语义分析，利用句法
信息和语义信息来处理歧义现象。这种分词方法需要使用大量的语言知
识和信息。由于汉语语言知识的笼统、复杂性，难以将各种语言信息组
织成机器可直接读取的形式，因此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

基于统计的分词方法
基于统计的分词方法是在给定大量已经分词的文本的前提下，利用统计
机器学习模型学习词语切分的规律（称为训练），从而实现对未知文本
的切分。基于统计的中文分词方法是如今的主流方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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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ba分词简介

jieba分词是国内使用人数最多的中文分词工具。jieba分词支持三种模式：
（1）精确模式：试图将句子最精确地切开，适合文本分析；
（2）全模式：把句子中所有的可以成词的词语都扫描出来, 速度非常快，但是不
能解决歧义；
（3）搜索引擎模式：在精确模式的基础上，对长词再次切分，提高召回率，适
合用于搜索引擎分词。

jieba分词过程中主要涉及如下几种算法：
（1）基于前缀词典实现高效的词图扫描，生成句子中汉字所有可能成词情况所
构成的有向无环图 (DAG)；
（2）采用了动态规划查找最大概率路径, 找出基于词频的最大切分组合；
（3）对于未登录词，采用了基于汉字成词能力的 HMM 模型，采用Viterbi 算法
进行计算；
（4）基于Viterbi算法做词性标注；
（5）基于tf-idf和textrank模型抽取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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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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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简介

import warnings
import regex as r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h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jieba
from tqdm import tqdm

库的引用

主函数介绍：
content: 待成词的文本
topK: 返回的词数量
tfreq: 频数阈值
tDOA: 聚合度阈值
tDOF: 自由度阈值
Mode：jieba中的分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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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流程

0 1 0 2 0 3 0 4 0 5

读取

用 收 集 到 的 数 据

（ 头 条 标 题 ） 读

取 该 文 件 导 入 程

序 。

生成词语 计算信息熵 得到数据

利 用 j i e b a 库 的 相

应 功 能 先 对 文 本

进 行 初 步 的 分 词 。

去 掉 标 点 符 号 以

及 相 关 的 屏 蔽 词 。

根 据 词 语 的 自 由 度

以 及 凝 固 度 （ 参 数 ）

将 简 单 词 合 成 为 复

合 词 语 。

对 于 得 到 的 词 语

进 行 计 数 并 得 到

统 计 数 据 。

分词



50

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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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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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与不足

程序对于多线程的优化方面略有不足，面对38万+
的数据集运行时长约30分钟而CPU的占用率不高。

重复词的过滤还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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