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项目主要进展（附已发表论文首页复印件）

在网购商品的过程中，难以衡量商品的真正品质，需要参考其他购买者的评价。商品购

买者的评论在相当程度上能直接影响潜在购买者的购买意愿，但其本身质量良莠不齐，有价

值的评价数量少，易混杂。为此，有必要对商品的评价进行分析汇总。目前，并不存在对商

品评价信息自动化收集，处理的平台，消费者的购买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与不确定性。本

项目致力于开发一个基于NLP技术的商品评价系统，具体功能包括商品评价信息收集，评价

信息录入与处理，分析评价合理性并给出合理的综合评价，帮助用户筛选掉无用或不真实的

评价，提供一个更有效、可靠的评价体系。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如下功能：

1.数据集的建立

 爬虫获取商品评价

我们利用爬虫技术，爬取到了特定商品的相关评价信息，具体代码在catch.py文件中。

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反爬机制，采用了 headers 来反爬虫，具体的链接获取被封装在

Get_Url()函数中。

代码实现如下所示：

 数据库建立

我们根据设计出的数据库关系图，利用SQL技术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并把爬虫爬取的

评价信息和商品信息等放入对应的数据库中。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数据库的结构及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图1.1 数据库关系图

图1.2 数据库评价信息存储

到此，我们实现了商品评价信息的数据集构建。



2.模型构建

基于本项目的数据特点，我们尝试了两种网络结构：GRU与BiLSTM。GRU能够获得87%

左右的准确率，在实际样本的测试中，发现GRU的判定时常会出现失误，不能达到我们想要

的效果。BiLSTM的准确率稍低，多次测试后稳定在在85%左右，能够较为准确地判定文本内

容的情感，但模型的判断仍然存在不准确的情况。模型训练使用的优化器为Adam，学习率设

置为0.001。

 文本数据分词与进一步处理

爬虫获取的文本信息中会夹杂着Unicode字符，Emoji符号等需要处理的信息。首先利

用jieba库进行分词处理，示例如图。随后去除标点符号，并去除停用词。其中停用词库来

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停用词库。

图1.3 jieba分词处理

对数据的处理是为了能够在使用模型预测是尽可能地减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初步处

理的示例如图：

图1.4 分词处理结果



 模型构建与训练

构建模型，首先导入中文词向量库。考虑到评价文本的内容特点，我们选用了基于知乎

问答数据的中文词向量库，同时训练的语料集选用了谭松波的酒店评论语料，以减少训练时

可能产生的误差。训练的语料进行了处理，以便索引化。索引化的目的是使其能够与词向量

相对应，考虑到评论文本的长度不一，尝试了两种方案：在末尾进行填充与裁剪长度。填充

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训练耗时极长，不适宜我们的训练环境；在对所有的评论长度进行了统

计之后，我们取用了一个折衷的长度，经过统计计算能够涵盖95.65%的语料，以此为最大索

引长度。在文本的索引前部填充0值，使长度达到最大索引长度。

根据Keras的要求，准备一个(numwords,embedding-dim)的矩阵Embedding Matrix，作

为模型的第一层。代码如下：

全连接层，其中激活函数选择ReLU，在模型的训练中能取得较好的结果，代码如下：

LSTM层与BiLSTM层，参数设置如图：

导出模型结构，可训练参数共196177。



图1.5 模型网络图

模型训练的输出如图：

图1.6 训练结果示意

为了在节省计算时间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整体性能，我们尝试对训练过程进行优化，经过

试验后发现以下参数调整在提升效率方面较为有效：

1. random_state：对模型训练精度影响最大，经过多次的训练与测验，最终选择random_state



为15，能够获得最好的精度。

2. 学习率：学习率的设置影响着训练的速度与精度。我们选定学习率为0.001，取得了速率

与精度的平衡。

 训练结果

图1.7 模型评价展示

可以看出，模型大致能够对情感的极性进行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模型的判别标准与现

实语境有差异，造成了判断的不准确。进一步的优化考虑使用BERT，提高判别精确度。

 训练环境概述

模型训练基于Keras与Tensorflow，考虑到训练集仍然相当可观，为了节省时间，训练

使用Colab完成。远程配置GPU为：NVIDIA Tesla T4。生成的模型文件大小为59.5MB。

3.web交互平台建立

我们使用js建立了一个模拟淘宝页面，用来展示模型对实际商品评价数据的评价效果。

具体页面如下所示：



2、下一步工作计划

由于项目开发时间有限，本系统在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有

待之后进行更深入的改进和开发。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如下：

1 改进算法，以得到更高的准确率

目前本系统的评价模型的准确率还不够高，因此后期还可以继续优化算

法，提升模型准确率，在已有的评价效果上实现进一步提升。

2 完善前后端交互功能

目前前端页面尚未完成，后期将继续完善前端的搭建，并将训练好的准确率

高的模型部署到后端服务器上，实现前后端的交互。经过测试后，供用户使用。

3 项目成果转化

继续对项目进行开发，优化项目的目前所得成果，积极利用项目产出成果

参加各种比赛；并计划根据项目成果去申请专利。

3、存在问题、建议及需要说明的情况

存在问题：

目前的模型准确率还不够高，还需要寻找其他具有更好效果的模型；

前端开发速度较慢，页面功能尚未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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