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和关键定义：
       如何在涵盖不同主题和包含大量冗余信息的海量新闻简报中准确、快速提取热点事件。同时，在分析和理解简报上
下文语义的基础上，以实时在线的方式描述事件的演变过程，并在不破坏已有事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确保用户的浏览
体验。
        定义1（新闻简报）是指以某个热点事件为核心而触发的新闻报道，时态是突发性或跃进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紧
扣主题，篇幅长短不一以及写作风格各异。
        定义2（热点事件）是指在最近发生并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极受关注的事件。热点事件E表示一组报道相同事件的一篇
或多篇新闻简报。
        定义3（事件演变轨迹）是指围绕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人物或命名实体，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在特定地点的事件发展结构
图。事件E1到E2的有向边缘表示事件E1到E2的时间演变关系或逻辑连接关系。
        定义4（主题）是指由一组高度相关或彼此相似的事件演变轨迹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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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演变轨迹模型：
       构建事件演变轨迹模型的方法概述如下图所示，由热点事件智能检测和事件演变轨迹实时构建两大部分组成，共分
为5个步骤。
       首先，通过主题建模方法和NLP工具处理新闻简报流，模型在预处理阶段主要包括的是新闻简报的主题集群创建、分
词和关键词提取等。
       步骤2-3，笔者提出一种三阶段的方法将新闻简报分组到热点事件中。对于每个时间段t的简报语料库Dt，模型计算出
关键词的频繁项集，选取重要性高的关键词来构建关键词图。然后，再利用社区检测算法从关键词图中提取子图作为子
主题。其中，关键词少的子主题将被剔除。获得子主题后，找到与子主题内容相关的新闻简报，并通过一个能分析上下
文语义的语言模型将简报聚类成细粒度的热点事件。该过程由一个预先训练好的新闻简报对关系分类器辅助进行。
       步骤4-5，实时构建和更新事件演变轨迹，模型是将每个新事件插入到现有轨迹中的正确位置，或者创建一条新的演
变轨迹（前提是新事件不属于任何现有轨迹）。与现有方法不同，我们判别与事件关联的轨迹时，融入了上下文语义分
析，改进了事件间连接强度的计算方法。

性能评估：
1、事件聚类方法的比较结果
2、与其他事件发展结构描述方法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