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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领域知识的表达形式最终体现在词汇的领域性上 ,因此对领域词及其部件的领域度分析是一个关键。该

文在分词的基础上 ,对各个领域语料进行分析 , 利用词语之间的关系 , 引入链接分析方法分析词语在各个领域中的

使用重要性 ,并通过词语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差异性计算其领域度 ,从而达到领域分析的目的 , 获取某个领域的领

域部件词。该文采用以上方法在军事 、娱乐等领域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相对于当前常用的 tf×idf 方

法和 Bootstrapping 方法 ,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领域分析获取领域部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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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re sentation o f domain knowledge usually fo cuses on the domain lex icons , and then domain analy sis

for te rms or term components is a natural task.In this paper , we propo se a novel domain analy sis me thod based on

the discrepancy of lex ical usage.Based on the w o rd segmentation result , w e introduce a link analy sis method to

compute the usage deg ree of each wo rd for seve ral typical domain co rpo ra.Then through analy zing the discrepancy

of the wo rd usage in diffe rent domains , we can acquire the domain term component w ith larg er usage discrepancy.

This method is expe rimented on sever al domains such a s milita ry , ente rtainment and so on , achieving better results

than the commonly used tf×idf method and Bootstapp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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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个领域的文本信息近年来成

指数级增长 ,一方面给用户提供了大规模的信息来

源 ,同时也给用户搜索有用信息造成了困难。用户获

取信息时通常希望在某个领域得到深入可靠的知识 ,

而不只是局限于那些表层的通用的信息 ,由此领域性

知识的研究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而不同领域的知识

其表达形式最终还是体现在词汇的领域性上 ,因此不

少研究者进行了术语识别 、术语部件 、领域词典构建

等方面的研究[ 1-8] 。由此可见 ,领域词汇的分析和获

取是领域知识深入分析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关

键问题 。而且 ,领域词分析的结果对信息检索 、信息

抽取 、文本分类聚类等应用也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当前领域词获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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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和机器学习的方法。文献[ 9]在大规模语料的

基础上提出一些判断领域词边界的度量指标 , 如

unithood和 term hood 等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领

域词获取的性能 。由于直接获取领域词的性能到达

了一个瓶颈 ,有一些研究[ 6-7] 提出了术语部件的概

念 ,希望在部件词构建的基础上准确识别领域词 。

文献[ 6-7]对计算机领域进行了术语部件的属性描

述 ,但主要工作还在于人工总结经验 ,那么移植到其

他领域获取领域部件词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为

了判断词语的领域度 ,常采用 tf(term frequency)×

idf(inverse document f requency)及其改进公式[ 10] ,

词语的频次描述了词语的使用性 ,而倒排文档频度

反映了词语在不同文档中的使用差异性 ,因此领域

度和词语在领域中出现的频次 tf 成正比 ,和包含该

词语的文档数 df 成反比 。 tf×idf 方法主要利用了

单个词语在使用中的频度和差异判断领域度 ,而没

有考虑词语之间的关联性 。由于词语之间不是独立

存在的 ,同一领域的词语经常一起出现 ,一个词语的

领域性可以由与它同现的词语得到体现 ,因此在分

析词语领域性时应考虑词语之间的关联。文献[ 2]

根据词语的频数和与已知领域词的共现频数来发现

新的领域词。进一步 ,文献[ 4]预先针对某个领域提

供一些种子词作为领域词 ,根据其他词语与已有领

域词的关系 ,采用 Bootst rapping 方法不断自动扩充

领域词典的规模以获取领域词汇 。在文献[ 4] 中主

要考虑候选词语与已选领域词的关系 ,其实候选词

语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推荐的关系 ,因此本文希望计

算领域性时更全面地考虑词语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当前领域词及其部件词获取方法的研究

和分析 ,本文拟将在词语切分的基础上 ,对领域部件

词的识别展开研究。领域词通常由通用词典中的一

个或多个词语构成 ,例如金融领域的领域词“花旗银

行”包括通用词典中的“花旗”“银行”①两个词语 ,这

些词语在本文中称作领域部件词。如何确定哪些词

语是某个领域的领域部件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我

们首先对词语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计算 ,

由此获取词语在各个领域的使用性差异 ,进而根据

在不同领域中的使用性差异分析词语在某个特定领

域的领域性。这里通用词典的数量级在八万左右 ,

本文在基于通用词典的切分基础上 ,对多个领域的

文本进行领域性分析 ,可以同时获取多个领域的领

域部件词 ,从而可以降低目前领域部件词描述的工

作量 ,为提高领域词识别的性能奠定基础。由于各

个领域的文本语料容易收集 ,同时基于通用词典的

分词程序目前也比较成熟 ,采用以上方法 ,可以利用

较少的资源 ,同时获取多个领域的领域部件词。

本文其他内容组织如下:第二部分将界定本

文工作的相关概念 ,并概括介绍整个方案的设计 。

第三部分将详细介绍基于通用词典 ,利用词语的

关联性获得词语的使用度 ,并进一步根据它们在

不同领域的使用差异性进行领域性分析 ,从而获

得领域部件词 。第四部分主要在多个领域的语料

上进行实验 , 通过我们提出的领域性分析方法获

得各个领域的领域部件词 ,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比

较 。最后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并展望进一

步的研究工作 。

2　领域性分析相关定义及方案设计

本节主要界定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 ,其中

包括领域性分析 、领域词和领域部件词的定义 ,并概

括介绍本文获取领域部件词的整体方案。

2.1　相关定义

本文主要涉及的是词汇级的领域性分析 ,下面

通过几个概念的定义 ,明确本文中所界定的领域性

分析范围 ,以及领域性分析最终要获得的结果。

定义 1:领域性分析是指通过对一个或多个领

域的语料进行分析 ,从而获取表示各个领域内概念 、

特征或关系的领域词或领域部件词 ,以能够区别某

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不同。

由此可见 ,本文领域性分析的目的是要获得能够

表示各个领域所特有概念和特征的领域词或领域部

件词。下面分别对领域词和领域部件词进行定义。

定义 2:领域词是指某个领域中可以表示一个

完整概念的词或词组 ,代表了某个领域的质心特征 ,

专指性强 、区别度高 ,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该领域与其

他领域区分开来。

领域词一般也称作某个领域的术语 , 如体育

类的“世界拳击理事会 ,拳王” 。领域词的构成通

常包括一个或多个常用词语 ,例如“世界拳击理事

会”则由“世界” 、“拳击”和“理事会”三个词语构

成 。而构成领域词的词语可以看作是领域部件

词 ,根据文献[ 7] 对于术语部件的描述 ,我们对领

域部件词定义如下:

定义3:领域部件词是用来描述表层的 、领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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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构成的字或词。领域词由一个或多个领域部件

词构成。

领域词的自动整理和收集经常从领域部件词的

识别开始着手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领域词可以由

多个词语构成 ,哪些词语在某一个领域中可以用于

构成显示本领域特异性的领域词是领域性分析的一

个重要任务。领域部件词分为两类 ,第一种需要和

其他词语共同构成领域词;第二种可以独立构成领

域词 。本文的领域性分析任务中对于两类领域部件

词不进行区分。

2.2　方案设计

由于在领域性分析过程中 ,可用的资源通常只

有通用词典 ,一般在对某个领域语料分词的基础上 ,

通过计算几个词语之间的关联程度 ,判断和识别出

领域词。由于每个切分单位为通用词或者为单字构

成的词 ,如何判断这些切分单位是否具有领域性 ,即

是否为领域部件词 ,则是本文中领域性分析的主要

任务 。由此 ,我们选择了几个不同领域的语料 ,对通

用词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使用差异进行分析 ,通常

来说通用词在各个领域中没有显著的使用差异性 ,

而领域词或领域部件词会在某个特定领域体现出与

其他领域的使用差异。例如 , “是”“了”之类的通用

词在所有领域都具有很强的使用度 ,因此在各个领

域中并没有显著的使用差异 ,而“公积金”“贷款”等

则在金融领域比在其他领域中具有较强的使用度 ,

从而体现出使用差异性。

首先 ,我们主要考虑到频度和搭配获取每个词

语在某个领域的使用度 ,使用度说明了一个语言单

位在语言使用中所处的地位 ,一般来说当出现次数

较多 ,和其他语言单位搭配越频繁的词语具有较高

的使用度 ,并且每个词语的使用度也受到与其搭配

的语言单位的使用度的影响。因此每个词语通过上

下文中的其他词语表现出其使用度 ,我们把每个词

语看作一个节点 ,其使用度受到相关联节点(即其上

下文中的词语)的影响 ,由此形成了各词语的使用度

关联网络 ,本文中在链接图基础上计算每个词语的

使用度。当某个词语在各个领域中都具有差异不大

的使用度时 ,通常为一个通用词 ,而只有在某个领域

显示出与其他领域不同的使用度 ,该语言单位具有

较强的领域性 ,可以作为该领域中的领域部件词 。

由此 ,我们通过计算词语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差异 ,

获得某个领域中的领域度。领域度为领域性的体

现 ,分值越高说明领域性越强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的系统在进行简单的预处

理之后 ,领域性分析主要分为以词语链接图为基础

的使用度计算和基于使用差异的领域度计算两大模

块 ,如图 1所示。首先在预处理模块中 ,选择不同领

域的语料收集和整理 ,并利用通用词典对各个领域

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然后分别计算词语在各个领

域中的使用度 ,根据每个领域的切分语料构建该领

域的词语链接图 ,每个词语看做一个节点 ,词语在上

下文中的关联看做节点之间的边 ,在词语链接图基

础之上利用 Pagerank 算法
[ 11]
的思想 ,获得每个词

语的使用度 , 并在每个领域中根据使用度的大小

对词语进行使用排名 。利用词语在不同领域中的

使用排名情况 ,计算词语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差

异 ,进而获得在某个特定领域中的领域度。最后

根据领域度的大小 ,我们可以为每个领域选择其

领域部件词 。

图 1　系统流程图

3　基于使用差异的领域性分析

3.1　基于链接分析的使用度计算

　　这里主要利用每个词语在文本中的出现频度和

搭配情况 ,来获取每个词语在某个领域的使用度。

对文本切分之后 ,每个词语看作一个节点 ,如图 2所

示 ,每个节点具有一个相关的分数表示节点的使用

度 。和一个词语在使用上关联最密切的为文本中出

现在该词语前后的两个词语 ,因此这些词语在使用

上具有一种“投票”或“推荐”关系 。两个节点之间的

链接可以看作是一个节点对另一个节点在使用上的

“推荐” 。因此 ,每个节点使用度的计算则由这些推

荐以及推荐节点的使用度所决定 。

图 2　词语间的链接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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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使用程度链接分析图形式化表示为 G=

(V , E),其中 V 表示某个领域文档切分后的所有词

语 , E表示词语之间相关联的边 ,为 V ×V 的子集 。

并且每条边 eij具有一个关联分数 f ij ,表示了两个词

语的使用关联程度。 eij的设置如下 ,对于两个词语

i , j ,如果 i j 在文中相邻顺序出现 ,则节点 i和 j 之

间连一条 i到 j的有向边 。 f ij的设置如下:f ij =
nij
n i
,

其中 n ij表示 i j 在文中出现的频次 , ni 表示 i在文中

出现的频次。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每行都被归一

化的矩阵 M V × V 来表示 G 中节点之间的转移概

率 ,即 Mij =f ij 。矩阵 M 每行反映了每个词语右相

邻词语的使用情况 ,M 的转置M
T
则反映了每个词

语左相邻的情况。对 MT 进行归一化得到M
～ T 。利

用矩阵M 和M
～ T ,每个词语的使用度可以由和它相

邻的其他词语的使用度推导而得到 ,利用 Pagerank

算法的思想可以得到如下递归的计算公式:

U(vi)=μ∑
j≠i
U(vj)·Mij +

(1-μ)∑
j≠i
U(vj)·M

～ T
ij (1)

　　这里U(v i)表示词语 v i 的使用度分数 。μ反映

了右相邻的词语对使用度的贡献程度 ,这里我们认

为左右两边具有相同的贡献 ,设 μ为 0.5。具体实

现中 ,首先所有词语的使用度分数都设为 1 ,采用公

式(1),迭代计算所有词语 ,获得新的使用度分数 。

迭代过程的收敛条件为任何词语两次迭代过程中的

使用度分数之差小于某个给定阈值(本文采用了

0.000 001)。

使用度给出了词语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性强

弱 ,但由于采用语料的不同 ,在各个领域中使用度分

数不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根据使用度对词语进行使

用性排名 ,而词语在某个领域中的使用排名更能说

明其在该领域中的使用重要性 。因此对于各个领

域 ,首先获得各个词语在该领域的使用度分数 ,并进

行从高到低的使用性排名 ,使用度越高 ,则排名越

靠前 。

3.2　基于方差的领域度计算

通常某个词语在所有领域中都具有类似的使用

性 ,则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排名没有显著差异 ,那么

该词语的领域性则低 。也就是说 ,词语在各个领域

中的使用差异性小 ,则领域性低;反之 ,则词语的领

域性较高。这儿对于使用差异性的衡量 ,主要利用

在各个领域中使用排名的方差得到。

首先计算词语在不同领域中使用排名的总方

差 ,设共有 N个词语 ,每个词语为 P i(1≤i≤N),共

有 M个不同的领域 ,在每个领域 j 中的使用排名分

别为Rank j(P i)(1≤j ≤M),其中  R(P i)表示了

P i 在M 个领域中使用排名的平均值 , 由此可以得

到 P i 的使用排名差异 Var(P i):

Var(P i)=
∑
j

(Rank j(P i)- R(P i))2

M

 R(P i)=
∑
j

Rank j (P i)

M

(2)

　　当某个词语的使用排名差异具有较大的值时 ,

则该词语可能为领域词 ,但具体属于哪个领域 ,还无

法判定 。通常一个词语在其他领域中没有显著的使

用差异 ,而只在某个特定领域中具有和其他领域较

显著的差异 ,则认为该词语属于该领域。即 ,当评定

某个词语 P i 是否属于领域 j 时 ,在除 j以外的其他

M -1个领域中 ,计算这M-1个领域的使用排名差

异 Var′j(P i):

Var′j(P i)=
∑
k≠j
(Rank k(P i)- R≠j(P i))

2

M -1

 R≠j(P i)=
∑
k≠j
Rank k(P i)

M -1

(3)

　　由此可知 ,某个词语的总方差 Var(P i)越大 ,则

领域性越强;而不含某个领域 j 的其他领域排名方

差 Var′j越小 ,领域性越强 。因此当我们衡量某个词

语 P i 在领域 j 中的领域度Domain j(P i)时 ,采用如

下的计算公式:

Domain j(P i)=
Var(P i)
Var′j(P i)

(4)

4　实验

4.1　实验数据和评测标准

　　为了评测本文中提出的方法 ,我们从一些网站

上收集了不同领域的文本语料 ,其中包括军事 、体

育 、金融 、娱乐四个不同的领域 , 每个领域各有

100篇文档 。首先对收集到的原始文本语料进行处

理 ,把内容无关的标签和文字去除 ,然后利用分词工

具对语料进行切分 。在切分语料的基础上 ,对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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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采用以上方法进行领域性分析 ,并对各个领域

中的词语进行领域度的排名。

为了评测和对比本方法 , 我们采用常用的

tf(term frequency 频次)×idf(inverse document

f requency 倒排文档频度)方法对领域度进行衡量 ,

这儿利用了 tf×idf
[ 10]
的改进公式:

Domain j(P i)=(1+lo g(t f j(P i)))

×lo g(T/d f(P i)) (5)

　　其中 Domain j(P i)给出了词语 P i 在领域 j 中

的领域度 , t f j(P i)表示词语 P i 出现在领域 j 中的

频数 , T 表示全部的文档数目 , d f(P i)表示出现 P i

的文档数目。

分别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和 t f×idf 方法 ,对每

个领域的所有词语计算领域度 ,并根据词语的领域

度大小选取前 L 个认为是本领域的领域部件词 。

由于缺少领域部件词的标准答案进行评测 ,我们采

用人工评测的方法 ,由 5名计算语言学领域的同学

或老师对结果进行评定 , 从每个领域中选出的前

L 个部件词中判定哪些词语为正确的领域部件词 ,

每个结果平均由 3人评测 。这儿我们制定了两种评

测标准:第一种为严格准确率 Accuracystrict ,只有三

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可以作为领域部件词 ,才为正确

的领域部件词。第二种为宽松准确率 Accuracylenient ,

三人中只要有多数人即两个人以上认为是领域部件

词则为正确的领域部件词 。根据每种方法在不同领

域中得到的结果 , 计算其平均值。两种评测指标

如下:

　Accuracy str ict =
∑
j

(|S j1 ∩ S j2 ∩ S j3 |/L)

M

　Accuracy len ien t

=
∑
j

(|S j1 ∪ S j2|+|S j1 ∪ S j3|+|S j2 ∪ S j3|)/L

M

(6)

　　其中 M为所选择领域的个数 ,S j1 , S j2 , S j3表示

对领域 j 中提取出来的L 个词语 3个评测人分别判

定为正确的领域部件词集合。

4.2　实验结果

利用基于使用差异的领域度计算方法 ,在军事 、

体育 、金融 、娱乐四个领域中进行了实验 ,表 1 分别

列出了四个领域的领域部件词示例 。

表 1　本文方法提取的领域部件词示例

金　融 娱　乐 军　事 体　育

财务部 经纪人 伊拉克 公开赛

房地产 好莱坞 核武器 夺冠

华尔街 演艺圈 国防部 犯规

经济体 票房 总参谋部 威廉姆斯

印花税 模特儿 护卫舰 埃蒙斯

赤字 歌迷 航天员 艾弗森

呆坏账 电影节 核爆炸 奥运村

股份制 成名 缔约国 裁判员

美联储 音乐人 轰炸机 篮板球

国资委 参演 空降兵 世界杯

金融业 贺岁 黎巴嫩 世乒赛

进出口 出品人 特种部队 黄牌

花旗 创作 综合国力 半决赛

撤资 第三者 阿富汗 净胜球

百分点 史泰龙 超低空 蝉联

中产阶级 恩爱 渤海湾 亚运会

　　表 2 、表 3 、表 4比较了本文方法和 tf×idf 方法

在四个领域中的评测结果 ,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表

示金融 、娱乐 、军事 、体育四个领域利用本文方法选

出的前 L 个(在 3个表中分别为 100 、200 、300)词语

中 ,3人和 2人以上认可的领域部件词个数和准确

率 ,第四列和第五列则分别表示利用 t f×idf 方法 ,

3人和 2人以上认可的领域部件词个数和准确率 。

从表 2 、3 、4中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和 tf×idf方

法获得领域词的准确率都随着 L 的增大而不断下

降 。而本文方法对于获取的前 L 个领域部件词 ,比

t f×idf 方法的严格准确率高 10 ～ 12 个百分点左

右 ,宽松准确率高 18 ～ 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以

看出 ,本文方法比常用的 t f×idf 方法 ,在获取领域

部件词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

我们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由于 tf×idf方法只

考虑到词语的频度信息 ,当领域部件词在某个领域

的语料中出现频度较少或均匀出现在各个文档中

时 ,会得到较低的领域度分数。而本文方法除了考

虑词语本身的频度信息外 ,还考虑上下文中和其他

词语的推荐关系 ,如果上下文中其他词语具有较高

的使用性 ,则该词语在本领域中也具有较高的使用

性 ,进而显示出该词语在不同领域具有较大的使用

差异性 ,获得较高的领域度 。例如娱乐领域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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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领域前 100个领域部件词的评测结果

本 文 方 法 tf×idf 方法

3 人一致 2人以上一致 3人一致 2 人以上一致

金融 33 56 33 46

娱乐 39 62 28 38

军事 43 75 33 70

体育 64 84 36 51

总计 179 277 130 205

Accuracy st rict 44.75% —　　 32.5% —　　

Accuracy le nient — 69.25% —　　 51.25%

表 3　各领域前 200个领域部件词的评测结果

本 文 方 法 tf×idf 方法

3 人一致 2人以上一致 3人一致 2 人以上一致

金融 54 89 43 62

娱乐 62 121 50 71

军事 79 145 52 119

体育 107 146 59 86

总计 302 501 204 338

Accuracy st rict 37.75% —　　 25.5% —　

Accuracy le nient — 62.625% —　　 42.25%

表 4　各领域前 300个领域部件词的评测结果

本 文 方 法 tf×idf 方法

3 人一致 2人以上一致 3人一致 2 人以上一致

金融 75 126 54 79

娱乐 83 169 76 112

军事 100 201 70 156

体育 153 208 94 135

总计 411 704 294 482

Accuracy st rict 34.25% —　　 24.5% —　　

Accuracy le nient — 58.67% —　　 40.17%

人” 、金融领域的“花旗” 、军事领域的“超低空”等 ,在

我们所使用的语料中 ,通过 t f×idf 方法计算得到的

领域度较低 ,而采用本文方法可以得到较高的领

域度 。

同时 ,表 5在金融 、军事 、体育三个专业领域 ,比

较了本文方法和文献[ 4] 中所采用的 Boo tst rapping

方法。根据文献[ 4] 的试验结果 ,其中选取了前

500词进行评价。文献[ 4]没有给出计算正确率的

方法 ,我们给出了本文方法的严格和宽松正确率。

从表 5的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金融领域的严格正确

率低于文献[ 4]中的结果 ,这是因为金融领域与通用

领域更为密切相关 ,以至于有些部件词较难判断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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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部评定人没有达成一致 ,但宽松正确率还是超

过了 Boo tst rpping 方法 。

表 5　本文方法和 Bootstrpping方法的比较

领域
Boo tstrapping

方法

本 文 方 法

Accuracy strict Accuracy lenient

金融 42.8% 30% 50%

体育 36.6% 41.6% 58.4%

军事 21.6% 35.2% 67.8%

　　本文方法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选取的

语料 ,例如 ,娱乐领域中“上月”和“回归”计算得到较

高的领域度 ,这是因为所选语料为《娱乐快报》(新

闻),在语料中这些词与其他领域部件词联系较多 ,

如“上月某明星…” 、“某剧回归…”等。我们认为如

果扩大语料规模和范围可以减少这种上下文中的关

联 ,从而提高提取领域部件词的准确率 。

此外 ,由于采用人工方法评测 ,没有标准答案可

依 ,主要依据评测人的判断 ,因此对评测结果也造成

一定的影响。例如娱乐领域中的“城城” ,表示歌星

“郭富城”的昵称 ,但由于标注人对于领域知识的掌

握程度不同 ,会影响到评测领域部件词的准确率。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使用差异的领域分析方

法 ,其中利用较少的资源 ,只需要利用各个领域的文

本语料和一个通用分词程序 ,就可以获取各个领域

的领域部件词。该方法主要在词语的基础上利用词

语之间的上下文关系 ,引入链接分析方法获得词语

在各个领域中的使用重要性 ,并通过词语在各个领

域中的使用差异计算其领域度 ,从而达到领域分析

的目的 ,获取某个领域的领域部件词。我们在军事 、

娱乐等领域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相对

于当前常用的 t f×idf方法 ,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领域

分析 。该方法根据词语在多个领域的使用排名进行

使用差异性的计算 ,可以达到同时对多个领域进行

领域分析的目的。本文方法的一个缺陷在于 ,计算

词语的领域度时需要预先确定好要分析的几个领

域 ,当词语在一个领域中的使用排名发生变化时 ,将

影响到该词语的领域度结果。此外 ,目前语料的收

集对于领域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语料规模较小

会影响到词语的使用排名 ,从而影响领域度的计算。

不过以上两个问题在语料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 ,领

域度的计算也将处于稳定状态 。我们在下一步工作

中 ,将进一步扩大语料规模 ,对该方法进一步的实验

和评测 。同时 ,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将领域部件词识

别的结果应用到领域词的获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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