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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技术对用户研究中的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具体执行方法。结果 测试验证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在用

户研究中的应用的有效性。结论 在设计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通过总结针对性的算

法，可以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替代部分需要人智分析的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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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emi-automate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material in user research.Through the literature 
study,it wasclarified that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the main method for interview-type language materials.Quantitative sta-
tistical analysis was the main method forlanguage materials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web-based evaluation. Then, by 
comparing the methods, eight common capabilities of AI semantic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user study language materials 
weresummarized: Chinese words segmentation, identity of named entity, similarity analysi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sentiment analysis, text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utomatic abstra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the semantic 
data analysis processing flow based on this approach. With the “Interaction design innovation of a brand of micro-steaming 
machine” as an example, it introduced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mantic analysis 
technology to analyze language materials in user research.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mantic 
analysis techniques in user research was tested and verified.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design has great poten-
tial.By summarizing the targeted approach, AI technology can be introduced to replace some of the tasks that require hu-
man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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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产品设计更多地开始

注重用户的情感需求，用户体验设计越来越受到了国

内外学者和企业界的重视[1]。用户体验设计是从产品

用户的角度出发，关注用户使用产品的全过程[2]，因

此以了解用户使用体验为目的的用户研究显得由为

重要。用户研究通过对用户行为、认知特征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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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来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在该过程中会获取大

量的研究数据。其中语言材料是用户研究中 常见的

基础数据，来源包括访谈、用户反馈、网络评价、街

头拦截或焦点小组等。虽然用户研究中收集语料数据

的方式较多，但是成熟的分析方法并不多[3]，这是因

为语言材料数据属于非结构化数据，内容庞杂，使用

人工整理和分析的方式耗时耗力，研究者无法快速从

中获取有价值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发

展，深度学习技术已经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

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其中面向自然语言

处理的语义分析技术在研究人类的交流方式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而且还影响了人机交互的方式[4]。利用人工智能语义

分析技术对用户研究所获取的语言材料进行辅助分

析，能够显著地提高用户研究结果的分析效率，甚至

可以挖掘出人工分析难以发现的重要信息。 

1  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方法的引入 

1.1  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语义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

称 NLP）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为工具，对人类特有的

自然语言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的技术[5]。对语言材

料进行语义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涉及语言

学、计算语言学、机器学习以及认知语言等多个学科，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语义分析的目标就是通过建

立有效的计算分析模型（包括数学统计模型和深度学

习模型），实现词汇、句子和章节的自动语义分析，

理解语言文本表达的含义。其中词语的语义分析是基

础，常用的知识表示方法有：语义场、语义网络、概

念图与本体论[6]。 
自然语言中存在着大量无法用简单逻辑关系进

行演算的情感和思想，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计算机识别

和理解自然语言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从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来看，相关的研究可分成符号派

（Symbolic）和随机派（Stochas-tic）两个阵营。符

号派采用基于语言学定义规则的分析方法，着重研究

推理和逻辑语言理解模型问题，被称为“理性主义”。

随机派主要研究随机和统计算法对大规模的语料库

进行识别模型计算，被称为“经验主义”[7]。 
早期符号派所作出的贡献较大。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初，美国计算语言学家香克和德国学者特雷尔分别

提出描述句义和语义的方法以及语义场的概念。在此

基础上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基于词语间相互关系的

义场的描述，基本奠定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在汉语的

语法结构中，构成句子的基础单元是字而不是词，对

计算机识别来说汉语句子中没有表示词语边界的分

隔符号，因此要还原句意必须先提取句子中的词语， 

这被称为汉语自动分词[8]。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

据自然语言的三个层级——词语、句子和篇章来分别

进行分析方法研究，即首先从词语的层级上进行语义

分析，包括词语的词性分析和词语的语义相似度分析

等，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句子分析和篇章语义分析的研

究[9]。 
理性主义的技术方法虽然可以完成对单个句子

的基本分析，但是对于复杂句式的理解，乃至对于整

个段落或篇章的分析质量不高。随机派引入的统计学

方法为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

是早期效果未如人意，直到 近几年深度学习技术的

出现使得情况大有改观。依靠统计学方法和深度学习

算法，机器能够从大量数据中进行自我学习，得出语

言使用规律，相比传统方法在效率和准确性上均有很

大的提升。特别是在汉语语义分析的应用中效果提升

尤为突出。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深度学习模型的自动提

取特征取代传统机器学习中需要人工构建特征的过

程，大大地提高了特征模型的有效性。 

1.2  语义分析技术以及应用 

通过理解上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的历史沿

革，可以看到语义分析技术在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

器学习方法的介入下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通过研究

文献发现，已有不少学者对智能语义识别技术的应用

方法做了研究，而且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其方法和

分析步骤也有差异。例如，赵京胜等人从获取识别模

型的角度对自然语言的处理流程作出总结，大致可分

为：获取语言材料、对语料进行预处理、把分词后的

字和词特征化、模型识别训练和对建模后的效果进行

评价[10]。刘挺等人提出的一种以基础语言技术支持为

目的的“语言技术平台”，其处理流程依次为分词、词

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句法分析、词义消歧和语义

角色标注[11]。赵文清等人以微博热点话题等情感分析

为目的进行话题聚类，其处理流程依次为内容筛选、

分词预处理、抽取词频特征矩阵、矩阵降维、聚类分

析和提取话题[12]。由此可以把应用智能语义识别技术

的整体思路归结为：先分解后分析，并从字词开始，

向句子、段落和篇章逐层递进进行语义识别。 
参照上述概括智能语义分析技术的应用与分析

方法，对涉及的技术进行拓展研究，可以进一步总结

出主要分析方法的技术原理、局限性与使用方式，智

能语义分析方法以及用途，见表 1。 

1.3  用户研究语言材料的分析方法 

目前用户研究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包括定

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类，胡飞引入了日记法、问卷

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等常见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

法，从而将“民族学”加以简化应用于设计的用户研

究[18]。关于用户研究语言材料的分析方法，胡飞等人

也进一步进行了系统性综述：（1）从概括总结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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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能语义分析方法以及用途 
Tab.1  Methods and usesof intelligent semantic analysis 

分析方法 描述 处理方法 局限性 使用方式 

中文分词 
自动分词是中文自然语

言处理中 基础的环节 
基于词典的分词算法，基于

统计的机器学习分词算法 
对歧义词和新词的

识别错误率高 
建立特定的应用词

库，建立停用词字典

命名实体识别[8] 
识别文本中具有特定 

意义的实体 
基于规则的方法，基于统计

机器学习的方法 
要先完成分词，中

英文交替使用 
识别特定范围的实

体，如人名、地名等

相似度分析[13] 
通过计算短文本相似度

数值来判断文本相似度 

基于语料库，基于世界 
知识，基于字符串， 

基于混合方法 

不适用于长文本，

对属性集和算法 
有一定依赖 

针对短句进行 
相似度分析 

词频统计[14] 
用以评估词语在特定文

件集中的重要程度 
全量统计，指定统计， 

字频统计 
属于非智能化的机

械统计 

在剔除停用词基础

上对特定词汇进行

词频统计 

情感倾向分析[15] 
识别主观文本的情感极

性，分为正面、负面和中

性并计算极性强度 

基于情感词库和 
机器学习方法 

多观点篇章的细

分、聚类和消歧有

待提高 

对文本进行情感倾

向性聚类分析 

文本分类[13] 
将给定文档分类为若干

类别中的一个或多个 
传统机器学习方法， 

深度学习方法 
不同文档对应不同

模型效果差异较大 
要先通过测试来筛

选合适的分类算法 

信息抽取[16] 
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

指定类型的实体等事实

信息，并形成结构化数据 

知识工程方法和自动训练

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信息抽取技术并 
不试图全面理解 

整篇文档 

格式化后的文本将

更容易统计以及进

行文本挖掘 

自动文摘[17] 
利用计算机按照某一规

则自动地对文本信息进

行提取，集合成简短摘要 
机械文摘和理解文摘 文摘质量不高 

作为语料分析的 
辅助性工具 

 

表 2  用户研究语言材料的智能语义分析 
Tab.2  Intelligent semantic analysis of user research language material 

分析方法 分析能力 应用对象 应用目的 
中文分词 建立应用词库 检查补充业务词库 提高语义分析正确率 

命名实体识别/相似度分析/ 
词频统计/情感倾向/文本分类

聚类分析/情感分析 用户评价/问卷调查/头脑风暴/
用户评价/话语分析 亲和图/辅助编码 

信息抽取 观点抽取 用户访谈 质性内容分析/诠释标注语料/
撰写访谈概要 

自动文摘 摘要抽取 用户访谈 叙事分析/会话分析/总体分析

 
度分析总结了设计学与用户研究中的常用文本分析

方法，例如对事实进行有机组合与归纳的亲和图法

等；（2）归纳了用户访谈的语言材料分析的基本流程，

其中关键步骤为“提取标记语料并编码”、“诠释标注

语料”、“无关语的剔除”和“撰写访谈概要”[3]。此

外，胡岷也介绍了当前在国内外研究人员在进行用户

研究时惯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

法、小组讨论法、实验法、观察法、出声思维法和记

录分析法七种研究方法[19]。 
本文通过对这些方法的研究，结合人工智能语义

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在分析方法上可以采用语义分析

技术的应用关系，用户研究语言材料的智能语义分析

见表 2。 

2  引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的用户研究文字

材料的分析流程 

2.1  分析流程和相关处理方法的原理 

基于对引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用户研究语言

材料进行分析的各种处理方法的研究，可以把相关过

程归结为两个主要步骤：简化原始语料数据；抽取核

心信息进行归类。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用户研究语言

材料进行分析的基本处理流程，见图 1。 
1）预操作。为了提高后续人工智能文本处理的

准确性和效率，针对语言材料的业务内容建立更准确

的业务词库与停用词库。根据研究对象的业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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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用户研究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基本处理流程 
Fig.1  Basic processing flow of analyzinguser research language material by intelligent semantic analysis techniques 

 
可以使用现成的中文褒贬义词和按行业的分类词库

等现有业务词库与停用词库。如果测试发现现有词库

的分词准确性较差，还可以根据初步的分词统计概率

加入新词，或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训练自有的业务词

库。停用词库主要包括副词、语气助词和连接词等不

代表实质含义的用词。 
2）清洗数据。用于语义识别的数据清洗是指对

文本数据集中的无用字符数据进行检测并去除的过

程。清洗数据通常分为两个层级的操作：去除对语义

识别造成干扰的非法字符；去除对本次研究无用的词

语。例如引起歧义的用词和停用词库内的词语等。 
3）中文分词。中文分词的方法主要分为基于词

典和基于理解两类方法。基于词典的方法核心是将句

子内的文字与预先建立的词典表进行迭代对照，把能

完成匹配的词语定为分词。预操作中确立的分词字

典、切分规则和匹配顺序是提高分词准确性的关键。

基于理解的分词方法的就是在基于词典分词基础上

的同时判断句法和语义是否存在歧义，进而进行准确

分词。 
4）文本相似度的计算。语料经过正确的分词之

后才可以进行文本相似度的计算。其主要原理是通过

统计语料中 TF（词频）和 IDF（逆文档频率）两个

参数的特征向量值来提取文本特征模型。TF-IDF 特

征值的表达式为： ,TF-IDF( , ) TF IDFi j ii j   ，两篇语

料的 大相似度为 1，特征向量夹角为 0°。基于该模

型定义，使用传统机器学习算法中诸如 NB、RF、SVM
和 KNN 等分类的模型都可以用于语料的聚类分析。

此外，FastText、TextCNN、TextRNN 和 Attention 等

深度学习文本分类模型在不同的任务上会有不同的

表现效果，在实践上需要根据试验情况来进行选择。 
5）情感分类。情感分类是语义分析技术应用中

较为成熟的场景，例如商品评价等，可以对优化产品

设计和功能更新迭代起指导作用。通过评价语料的情

感倾向，可以统计出产品在各个维度的用户情感指

数，从而明确如何改进产品。情感倾向计算可以采用

基于词典的传统方法，也可以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方

法。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倾向分析技术获得了

较大的进展，具有精度高、通用性强和不需要情感词

典等优点。 
6）提取文本摘要。文档摘要提取算法通过寻找

包含信息 多的词句来创建整个文档的内容摘要。通

过对句子进行分词计算加权直方图，统计句子的得分

并提取分数 高的句子作为摘要。 
根据上述语义计算的原理可以把相关技术分为

数学模型法和深度学习法两类。数学模型法主要是通

过现有词典和数学模型算法来完成不同文本的特征

计算；而深度学习法则是通过预先对大量数据应用神

经网络算法进行学习训练，形成识别模型。两种方法

各有优点，词典法应用较为成熟并且可以通过扩充词

库提高准确率，而深度学习法则针对特定的应用领域

有较好的性能表现。 

2.2  人工智能语义的分析应用开发简介 

针对特定目的的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的应用，

一般通过开发基于深度学习引擎的系统应用或开发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开放平台接口的功能应用来实现。

前者主动性较强，使用较为灵活，可以根据研究对象

语料的特殊性选择不同类型的算法或创造新算法，具

有一定的技术研发性质。后者则可以应用于相对通用

性的语料分析，开发成本较低，但是只能适用于常规

的业务领域。目前，国内提供语义识别开发接口的平

台主要有百度 AI 开放平台、阿里云平台、腾讯 AI
开放平台和讯飞开放平台等。这些平台各自提供了常

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接口，通过调用这些接口可

直接实现中文文本分词、情感倾向分析、评论观点抽

取和新闻摘要等功能。 
这些技术平台为人工智能语义分析的应用提供

了成熟且便利的条件。应当注意，各技术平台以及各

开发接口对于不同业务场景的准确率有差异，需要对

所研究的语料对象进行深入分析，根据业务特征甄选

和创新效果更优的算法，并通过增加业务词库和停用

词库的方式来提高效能。 

3  应用实例 

采用上述总结的方法，笔者对某品牌的微蒸烤一

体机交互设计优化项目的用户研究语言材料数据进

行了辅助分析。该项目旨在针对一款已经上市的微蒸

烤一体机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做优化，用户研究基于

具有实际使用经验的用户进行，并获取了大量的语言

材料，包括“报修反馈”（1002 行，5 列）、“问卷调

查记录”（305 行，266 列）、“用户访谈”（1230 行，

2 列）和“在线用户评价”（4741 行，17 列）四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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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这些语言材料数据量大和非结构化，无法直接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人工方式逐条阅读理解较为耗

时，使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其进行处理能够加

快相关进程。 

3.1  预处理 

初始数据库包含了四个数据表合计 169 197 个语

料记录，数据来源复杂，存在不完整和冗余的数据，

并且不同来源的数据也需要分别做有针对性的预处

理。（1）删除空记录、仅有语气助词与仅有无意义符

号（所有数据表）。（2）删除标记为“故障”等的与

本研究内容无关的技术问题记录（“报修反馈”表）。

（3）删除无需参与分析的单选和多选字段（“调查问

卷记录”表）。（4）空评论、空用户评分或“默认反

馈”记录（用户评价记录）。 
本文通过使用正则表达式配合停用词库匹配的

模式，分别对四个数据表进行了数据清理。清理提高

了数据质量，使数据分析的结果更加可靠。 终数据

库的清理版本减少到 113 281 个语料数据记录字段。 

3.2  补充专业词库并检验分词准确率 

从前文分析可知，引入适用的业务词库对语义分

析技术的效果有较明显的提升。本文通过抽样验证的

方法，对所引入的词库的业务匹配程度进行检验，在

Jieba 分词库基础上逐步补充自定义词，获得针对本

文研究内容效果 优的“分词器”。对已获取的语料

数据随机抽取十句进行分词处理，经人工验证准确率

为 96.7%，该“分词器”可以有效地处理本次研究的

内容。优化后的“分词器”测试结果见表 3。 

3.3  对“问卷调查”数据表的开放式问题回答语料

进行分析 

该数据表的语料数据语言以短句子为主，但存在

一定的口语化倾向，含义相似的内容在用词、表达顺

序和用词多寡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针对这一语

料特征，笔者采用基于 Word2vec 构建的中文词向量 
 

库[19]TF-IDF 加权余弦相似度计算的算法获得两个句

子的相似度。主要分析过程描述如下。 
1）对需要比较相似度的句子进行分词，并过滤

停用词。 
2 ） 获 取 所 有 分 词 的 词 向 量 ， 并 以 每 个 词 的

TF-IDF 为权重，对句子中的所有词的词向量进行加

权平均，获取句子向量。其向量加权平均公式为：

0

,- ( )
n

i i
i

V tf idf d v W


 ，其中 di 为为第 i 个分词， v 是

当前句子，Wi 为第 i 个分词的词向量。 
3）求出两个句子的句子向量余弦值来比较两个

句子相似度。其余弦公式为： 1 2Similarity , cosV V    

1 2

1 2

V V
V V


  

，其中 V1，V2 分别为上述第二条中计算的

两个句子的句子向量。 
4）交叉计算文本的相似度得分，对所有回答进

行聚类分析。 
本文选取其中一个简短的案例来展示该处理过

程，本算法对“问卷调查”语料进行迭代分类的过程

见图 2（数值为算法返回的短文本相似度计算结果，

取值[0,1]，分数越高说明相似度越高）。可以看到经

过三次程序自动筛选之后，把“购买本产品用户的家

庭结构（其他）”这个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分为了五类

情况：一家四口、独居、四代同堂、会所和其他。该

方法可以快速地把问卷调查内原本无法参与统计的

开放性问题转化成为单选题数据，作为后续统计分析

的新选项。 

3.4  对“在线用户评价”数据表的语料进行分析 

在线用户评价的数据来源于各大电商平台上的

购买用户评价，这类语料内容庞杂，大部分数据价值

不高，如果工人逐条检阅效率较低。考虑到本研究的

目的是从评价中获取用户关于产品体验的描述，采取

语义分析的方法过滤出有研究价值的语料。采用对比

用户评分和文本情感倾向差异的策略来发掘有研究 

表 3  优化后的“分词器”测试结果（部分） 
Tab.3  Test results of the optimized “word divider” (partial) 

序号 输入语料 分析结果 

1 
显示屏有水蒸气，多的时候凝结成水， 

要求尽快跟进处理 
显示屏/有/水蒸气/，/多/的/时候/凝结/成/水/， 

/要求/尽快/跟进/处理/ 

2 
蒸汽功能使用 30 s 就显示缺水，但水盒是有水的， 

具体请电联核实，谢谢 
蒸汽/功能/使用/半分钟/就/显示/缺水/，/但/水盒/是/有/

水/的/，/具体/请/电联/核实/，/谢谢/。/ 

3 
我们家橱柜设计得有一点问题，然后我把门把手给卸

掉了，在取出食物的过程中不会被烫到，玻璃是防烫

的不会烫着，都戴着手套 

我们/家/橱柜/设计/的/有/一点/问题/，/然后/我/把/门把

手/给/卸/掉/了/，/在/取出/食物/的/过程/中/不会/被/烫/
到/，/玻璃/是/防/烫/的/不会/烫/着/，/都/戴着/手套/。/

4 
插头在后面，不方便拔掉，待机是亮的，会有耗电量。

建议不用时可以自动断电 
插头/在/后面/，/不方便/拔掉/，/待机/是/亮/的/，/会/

有/耗电量/。/建议/不用/时/可以/自动/断电/。/ 

5 相对竞品价格低，品质 相对/竞品/价格/低/，/品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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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算法对“问卷调查”语料进行迭代分类过程 
Fig.2  Iterative classific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corpus by this algorithm 

 
价值的语料，具体逻辑如下。 

1）用户评分为 3~4 颗星，可以视为理性评价，

如情感倾向为中性和负向，可以认为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 
2）除以上语料外，如情感倾向为中性和负向都

可认为有一定研究价值。 
3）用户评分为 1~2 颗星，情感倾向为正向，可

以视为数据异常，作标注。 
4）除以上语料外，情感倾向为正向，可以视为

无研究价值。 
按上述逻辑筛选出有研究价值的语料并按优先

级进行区分，可以大幅提高人工检阅效率。使用“情

感倾向分析”算法对所有“网络评价”语料进行分析，

结果为：54.1%，中性 18.9%，负向 27.0%，并且平

均置信度在 0.9 以上。这部分的语料经过智能语义分

析技术处理后，人工检阅的工作量仅为原来的 27%，

通过评分对比之后还可以优先对其中研究价值较高

的语料进行检阅。 

3.5  对“维修反馈”和“用户访谈”数据表的语料

进行分析 

这部分数据的语料口语化严重，数据内容也差异

较大。经过初步试验发现，由于对部分的数据无法提

取有效观点，使用“评论观点抽取”和“观点/文章

摘要”等算法分析效果都不理想。根据“维修反馈”

数据表的数据语中每字段的内容会局限在同一个较

小范围的主题内的特点，统计涉及的关键动词和名词

聚类可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与本文所描述的方法不

同，该算法不进行 TF-IDF 加权合并向量，而是需要

加入人工监督进行分类模型训练，具体步骤如下：

（1）对数据表内的语料进行中文分词，并过滤用词；

（2）对数据进行二次处理，仅保留词性为动词和名

词的分词实体；（3）获取所有分词的词向量，为每个

向量记录其所属反馈记录；（4）以记录为单位交叉

计算分词的相似度，对分词集合做自动归类；（5）从

上一步的计算结果数据提取部分结果作人工标注；

（6）用上一步中得到的标注数据，训练分类模型；

（7）评估模型效果，适当引入新的标注数据，重复

步骤 4~6 直到可输出有意义的效果为止。 
通过以上机器学习算法，可以统计出用户反馈的

主要关注点统计表，“维修反馈”语料分析结果见表 4。

可以看到，原本处理难度较大的语料数据，经过处理

后可以得出维修反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使用困难”、

“清理积水”、“水盒使用”和“WiFi 连接”四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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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维修反馈”语料分析结果（部分） 
Tab.4  Results of “maintenance feedback”  

corpus analysis (partial) 

实体分词提取并进行统计划分 问题归纳 计数 
（占比）

不通电/使用/调试/不工作/失灵/
不启动/按键/无法/不能/ 

声音异常/开灯/面板 
使用困难 393 

（39.2%）

积水/漏水 清理积水 98（9.7%）

水箱/水盒/缺水/水位 水盒使用 48（4.7%）

网络/联网 WiFi 连接 18（1.7%）
 

面，这为后续的设计优化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具体的数

据支撑。 
鉴于自然语言处理各种分析方法的性能差异，在

本项目的实际操作中笔者针对不同类型的语料测试

了各类型算法的实际效果，并对相关的应用算法进行

优化调整。对于可用于用户研究的相关语料来说，“中

文分词”、“短文本相似度”和“情感倾向”等不需要

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进行判断的智能语义分析算法

准确率较高，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主要围绕这几种分析

方法来设计相匹配的分析方法。 

4  结语 

从上述研究和实践可以看到，在用户研究过程中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引入人工智能技
术替代部分需要人智分析的工作，通过总结相关技术
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可以设计出有效的流程与方法，
提高工作效率。在目前的探索中，部分语义分析方法
仍有准确性不高的缺陷，对一些具有上下文语境的描
述欠缺前后逻辑关系的语义分析。本文验证了“中文
分词”、“短文本相似度”和“情感倾向”这几种智能
语义分析算法的有效性。应用这些算法，可以减轻用
户研究语料分析的工作量，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新的分
析方法和创新手段。例如本文提出的短文本语义聚类
分析方法，可以对更大规模的头脑风暴亲和图进行自
动聚类划分，提高创意产出的能力。 

可以预见在用户研究和产品设计流程中引入人

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是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是跟上

大数据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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