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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相似融合的新闻视频故事分割算法

吴　 培， 周激流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 新闻视频数量的不断增加，为准确分割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视频，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相似融合的新闻视频故

事分割算法。 首先，通过选定视频切割点获取候选新闻故事单元边界，将视频分成音频流和视频流；其次，选择静音区间为音

频候选切分点，主持人镜头帧和主题字幕帧作为视频候选切分点，根据候选切分点获得新闻故事基本单元，利用语义相似性

分析各单元内容进行合并或独立分离，得到最终新闻故事；最后，采用人脸识别、ＹＯＬＯｖ５ 来进行主题字幕检测、语义相似性合

并或独立新闻故事基本单元，使得新闻故事边界划分更为准确。 该新闻视频故事分割算法在《新闻联播》视频中查全率和查

准率分别达到了 ９７．１７％和 ９８．１９％，为新闻视频导航、检索等应用提供辅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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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手
机、平板等硬件性能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视频的需求

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视频信息因其多样性和复

杂性而备受关注，同时也因其多媒体特性而被广泛

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由于视频内容的数量

和种类不断增加，用户往往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浏

览所有的视频，在浏览视频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在视频创作过程中，对视

频进行剪辑以分割出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变得至关重

要。 传统的人工视频分割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快速产

出视频的需求，视频智能化、自动化快速剪辑成为主

流趋势。 然而视频内容结构复杂多样，采用一种通

用的方法对所有的视频进行剪辑分段是不现实的，
因此本文针对特定的视频类别，以提高剪辑效率和

准确性为目标。
新闻视频是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海

量信息中迅速、准确地定位所需内容已成为当今亟

待解决的课题。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视频数据，新闻

视频呈现出明显的结构特征，其内部包含多个独立

的新闻故事单元。 所谓新闻故事单元是在一段新闻

视频节目中，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相对连贯性的一

系列视频镜头，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１］。 在新



闻故事单元发生转换时，通常意味着内容发生较大

变化。 以《新闻联播》为例，不同领域如农业和体育

的新闻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多种人物的特写镜

头，不同主题的字幕展示以及相关采访的片段，这些

独立的片段可以被视为构成新闻报道中不同新闻故

事单元的组成部分。
本文针对如何充分提取并综合各方面信息来分

析新闻视频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相似融

合的新闻视频故事分割算法，自动的从长视频中分

割出独立的新闻视频故事单元，为后续的短视频处

理做准备工作；多特点融合选取视频候选切分点，利
用主持人特征、主题字幕、语义特征和音频特征等多

种特征提升新闻故事分割的准确率；在时域上借助

语义相似性分析各新闻故事基本单元内容的相似

性，对基本单元进行合并或独立分离。 该新闻视频

故事分割算法在《新闻联播》视频中，较现有模型获

得了更好的性能。

１　 视频结构特征

视频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连续的图像帧，以一

定的速率连续播放，从而在人眼中产生动态视觉效

果。 根据视频的结构特点，将视频数据划分为 ４ 个

层次结构：故事层、场景层、镜头层和图像帧层，如图

１ 所示［２］。

故事

场景

镜头

帧

图 １　 视频结构分层图

Ｆｉｇ． １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像帧是从视频流中捕获的单个图像单元，即
视频的最微小成分。 通过在特定帧位置中断，可以

单独获取这个图像单元。 镜头则是一系列持续捕捉

的画面，通常是数以百计至千计的镜头在一个视频

段中交替呈现，彼此通过剪辑或过渡手法相互转换。
场景则常由多个时间上连续且语义相关的镜头构

成，呈现某一特定事件或特定环境的内容［３］。 故事

则由多个场景组合而成，从内容角度完整地叙述与

其主题相关的事务。 多个语义独立的故事构成视频

数据，通过研究视频结构特点，能够精确定位视频切

分点，实现对不同主题视频的语义层面分析。
新闻视频由多个新闻故事单元组成。 新闻故事

单元是指在新闻内容上相关，描述一个完整事件的

视频片段［４］。 研究发现，新闻故事单元主要呈现出

３ 类不同的形式：第一类只包含主持人镜头；第二类

只包含内容镜头；第三类既包含主持人镜头又包含

内容镜头，分别表述一件完整的新闻故事信息［５］。
新闻视频结构特征如图 ２ 所示，蓝色块为主持人镜

头；绿色块为内容镜头；纵向的粗实线段间为 １ 个新

闻故事。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当内容镜头结束，主持

人镜头开始时，这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新闻故事边界，
可作为新闻视频切分的依据，得到新闻基本处理单

元。
在新闻的基本处理单元中，往往包含有多个独

立的新闻故事单元。 对于大量新闻视频的观察表

明，每个独立的新闻故事单元通常仅会包含一个主

题字幕，而这个主题字幕能够简要概括整个新闻故

事单元所涵盖的内容。 此外，在主持人从一个新闻

故事单元切换至另一个新闻故事单元的过程中，往
往伴随着明显的播报声音停顿。 这两种特征可以用

来进一步处理新闻基本单元，更加准确的完成对新

闻视频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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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新闻视频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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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法模型

２．１　 算法模型

多模态特征融合的新闻故事单元分割算法模型

如图 ３ 所示，在新闻视频部分，首先对原始视频进行

预处理，将其分为视频流和音频流；通过镜头边界检

测算法，将视频分成不同的镜头片段，使用主持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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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法来识别视频中的主持人，并对其进行跟踪和

定位；同时，使用主题字幕检测算法来提取视频中的

文本信息，判断是否为主题字幕，通过对音频流中静

音帧的检测，筛选出音频候选点；在视频切分点融合

分析阶段，根据主持人镜头、主题字幕镜头和音频候

选点对新闻进行故事划分；最后，分析各新闻故事基

本单元的语义相似性，根据相似性对各新闻故事基

本单元进行合并或是分离得到独立的新闻故事单

元。

新闻故事单元

语义相似分析

视频切分点融合分析

主题字幕检测主持人检测

镜头边界检测

视频流 音频流

新闻视频

音频候选点

图 ３　 算法模型

Ｆｉｇ． 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２　 新闻视频主持人镜头检测

新闻视频中，主持人镜头的开始标志着一个新

闻故事单元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新闻故事的

开始，因此主持人镜头是切分新闻故事单元的一个

重要依据［６］。 在新闻联播中，主持人的名单是固定

的，可以依据人脸识别检测主持人镜头帧。
人脸识别是根据人脸图像进行身份识别的一项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７］。 深度学习由多层自编码神

经网络预训练，然后通过采集人脸图片或视频等面

部数据进一步优化神经网络权值的深度置信网络

（ＤＢＮ）。 ＤｅｅｐＦａｃｅ 是 Ｐｙｔｈｏｎ 轻量级人脸识别和人

脸属性分析框架，其采用了一种基于检测点的人脸

检测方法。 在人脸检测中，先选择 ６ 个基准点，２ 只

眼睛中心点、１ 个鼻子点和 ３ 个嘴上的点，局部二值

模式（ＬＢＰ）特征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Ｒ），获取标记点。
本文将 ＤｅｅｐＦａｃｅ 模型用于人脸验证，识别主持人镜

头，将获取到的主持人镜头帧出现的时间点标记下

来，比较两个相邻时间点的差值，若差值非常小则忽

略，若差值较大，说明两相邻时间点出现了内容镜

头，将后一个时间点作为切分新闻视频的依据，由此

得到新闻基本处理单元，获取新闻基本处理单元算

法框架如图 ４ 所示。

主持人镜头
场景分割

主持人人脸
数据集

保存场景片段
某帧图像

DeepFace人脸
识别搜索主持人
出现的场景

DeepFace人脸
检测筛选空境

筛选主持人镜头
出现的时间点

获得新闻基本
处理单元

图 ４　 获取新闻基本处理单元算法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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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３　 新闻视频主题字幕帧检测

通过对大量的新闻视频观察，可发现新闻视频

中字幕文本主要有主题字幕帧、会话字幕帧和其他

字幕帧 ３ 类［５］。 字幕文本分类如图 ５ 所示。

主题字幕

会话字幕

其它字幕

图 ５　 字幕文本分类

Ｆｉｇ． ５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新闻视频中，主题字幕不仅和新闻基本故事

单元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还是对新闻基本故事单

元内容的高度概括。 在《新闻联播》当中，主题字幕

通常出现在一段新的新闻基本故事单元的开始，持
续几秒到几十秒，是识别新的新闻基本故事单元的

重要标志，因此，主题字幕帧的检测对新闻视频故事

分割有着重要的作用［８］。
２．３．１　 视频帧预处理

新闻视频帧率较高，视频帧前后变化不大，为了

降低视频处理的复杂度和计算量，将新闻视频流以

每隔 ２５ 帧进行采样，转换为图形帧进行保存。
２．３．２　 ＹＯＬＯｖ５ 新闻视频主题帧检测

目标检测在计算机领域中可以为图像和视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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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理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本质是对所检测的目

标进行定位和分析，完成准确高效地找出给定图像

中所有感兴趣目标的任务。 目标检测框架包括输入

端、骨干网络、Ｎｅｃｋ 网络和输出端。 ＹＯＬＯｖ５ 经过网

络结构及训练技巧等方面的改进，检测性能得到巨

大提升，其准确、快速、轻量等特点被广泛的应

用［９］。 目标检测算法数据处理流程：数据收集、数
据标注、模型训练、数据识别。

Ｌａｂｅｌｉｍｇ 是一款开源的数据标注工具，可以快

速、便捷的为主题字幕打上标签， 可以先利用

ｌａｂｅｌｉｍｇ 制作自己主题字幕数据集。 为了缩短网络

的训练时间，达到更好的精度，一般再加载预训练权

重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本次训练所采用的是预训

练权重为 ｙｏｌｏｖ５ｓ．ｐｔ，大小为 ２７ ＭＢ。 通过修改模型

配置文件，训练自己的模型来识别主题字幕。 当检

测主题字幕模型训练好后，对之前保存的图像帧进

行识别，获得主题字幕帧出现的时间。
２．３．３　 ＯＣＲ 主题帧字幕提取

新闻视频主题帧的文本是新闻故事单元的重要

信息源，提取其文字信息是划分新闻故事单元的关

键。 光学字符识别（ＯＣＲ）通过检测暗、亮的模式确

定其形状，然后用字符识别方法将形状翻译成计算

机文字，常用于对文本资料的图像文件进行分析处

理，获取文字信息。 本文采用基于谷歌开源 ＯＣＲ 引

擎 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 字符识别技术，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ｏｃｒ 引擎主要

包括两部分：图片布局分析、字符分割和识别。 在图

片布局分析中，首先将图像中的图片、表格、文本等

内容分开，提取字符识别时的文本区域，删除掉其他

信息。 将提取的文本区域进行字符切分，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
使用粗切分和精细切分两个步骤进行字块的切分。
切分后的字符区域将传递给识别引擎，输出字符识

别结果，其识别效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ＯＣＲ 字符识别

Ｆｉｇ． ６　 ＯＣ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４　 音频分析算法

通过对大量的新闻视频的实验观察，发现在不

同的新闻单元之间，主持人的声音会有明显暂停，至
少持续 ０．３ ｓ［１０］。 选取短时能量和短时过零率这两

个声音信号的物理特征，进行静音分析。 通过从音

频信号的角度提取出静音帧，精确定位新闻故事单

元的边界。
短时 能 量 是 帧 中 采 样 点 的 总 能 量， 采 用

Ｈａｍｍｉｎｇ 窗对音频进行分帧，每帧 ２０ ｍｓ［１１］。 设

ｘｉ（ｍ） 为加窗分帧后第 ｉ帧的音频信号； Ｅ ｉ 为第 ｉ帧
的短时能量，计算如式（１）所示：

Ｅ ｉ ＝ ∑
Ｎ

ｍ ＝ １
ｘ２
ｉ（ｍ） （１）

　 　 其中， Ｎ 为第 ｉ 帧包含的音频采样数目。
短时过零率是对信号频率的简单度量，过零率

是每秒内信号值过零值的次数。 Ｚ ｉ 为第 ｉ 帧的短时

过零率，计算如式（２）所示：

Ｚｉ ＝
１

２（Ｎ － １）∑
Ｎ－１

ｍ ＝ １
ｓｇｎ ｘｉ ｍ ＋ １( )( ) － ｓｇｎ ｘｉ ｍ( )( )

（２）
其中， ｓｇｎ（） 为符号函数。
与非静音帧相比，静音帧的短时能量非常小，过

零率也很低，因此，利用短时能量特征和短时过零率

特征能很好地区分静音帧和非静音帧［５］。 Ｔｅ 和 Ｔｚ 为

经验阈值，当 Ｅ ｉ 满足 Ｅ ｉ £Ｔｅ，Ｚ ｉ ≤ Ｔｚ 时，则该帧为静

音帧，否则为非静音帧。
２．５　 新闻故事单元获取

语义相似性度量两个语篇片段之间意义的等价

性，在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中，测量两个文本片段之

间的语义相似性起着重要作用［１２］。 新闻视频通过

主持人镜头检测、主题字幕帧检测、音频分析得到视

频镜头的切分点，通过切分点对视频进行切分获得

新闻故事基本单元。 各个新闻故事基本单元之间部

分的语义有很强的相似性，可以合并视为同一个新

闻故事单元，而语义相似性较弱的两段新闻故事基

本单元可视为相互独立的新闻故事单元。
提取新闻故事基本单元的字幕，若该单元含有

主题字幕帧则将主题字幕语义视为该视频单元的语

义；若该单元不含主题字幕帧，则提取该视频单元的

字幕内容，利用抽取式自动摘要的方法生成该视频

单元的语义。 ＨａｎＬＰ 是一系列模型与算法组成的

ＮＬＰ 工具包，基于 ＰｙＴｏｒｃｈ 和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２． ｘ 双引

擎，可对文本进行抽取式自动摘要生成和文本语义

相似度分析［１３］。 通过对相似度值分析，判断是否合

并相比较的新闻故事基本单元，最终形成独立的新

闻故事单元。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环境

本文所有实验都基于操作系统 Ｕｂｕｎｔｕ２０． ０４，

３７第 １ 期 吴培， 等： 基于多模态相似融合的新闻视频故事分割算法



ＧＰＵ 为 ＮＶＩＤＩＡ ＧｅＦｏｒｃｅ ＧＴＸ２０８０Ｔｉ，为有效验证所

提出的新闻故事分割算法，随机选取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各 １５ 个 ＣＣＴＶ《新闻联播》视频进行实验。
３．２　 实验设置

视频共计时长约 ２３ ｈ，其中共有 ６８３ 个新闻故

事单元，分辨率为 １ ２８０×７２０，帧速率为 ２５ 帧 ／ ｓ。 主

题字幕帧检测实验中，训练和测试都是在 ｐｙｔｏｒｃｈ 开

源深度学习框架下进行，从新闻视频中收集了

１０ ０００张字幕图像，分别为主题字幕、会话字幕、其
它字幕。 数据集采用 ＰＡＳＣＡＬ ＶＯＣ 格式，并在原数

据集的基础上采用翻转和旋转两种方式得到３０ ０００
张图片，训练集２１ ０００张，测试集９ ０００张。 训练中

的 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设置为 ６４，迭代总轮数 ｅｐｏｃｈ 设置为

３００，加载预训练权重 ｙｏｌｏｖ５ｓ． ｙａｍｌ。 语义相似性分

析实验中，使用 ＨａｎＬＰ 对主题字幕进行分析，设定

语义相似阈值 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当两主题字幕相似度大于

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则判定两新闻视频故事基本单元属于同一新

闻故事单元。 通过反复实验，发现 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设定为０．３
时效果最佳。
３．３　 评价标准

本文采用查全率 （Ｒｒ）、 查准率 （Ｒｐ） 和 Ｆ －
ｍｅａｓｕｒｅ 作为新闻视频分割算法性能的评价标准，式
（３） ～ 式（５）：

Ｒｒ ＝ Ｎｃ ／ （Ｎｃ ＋ Ｎｍ） （３）
Ｒｐ ＝ Ｎｃ ／ （Ｎｃ ＋ Ｎｆ） （４）

Ｆ －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２ Ｒｒ Ｒｐ ／ （Ｒｒ ＋ Ｒｐ） （５）
　 　 其中， Ｎｃ 为被正确检出的新闻故事单元数目；
Ｎｍ 为漏检的新闻故事单元数目； Ｎｆ 为被误判的数

目。
３．４　 实验结果

新闻故事分割各个切分点检测的实验结果见

表 １。
表 １　 详细新闻故事分割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ｎｅｗｓ ｓｔｏｒ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类别 总数 ／ 个 正确数 ／ 个 准确率 ／ ％

主持人镜头 １０ ０００ ９ ８８６ ９８．８６

主题字幕 １０ ０００ ９ ６７６ ９６．７６
静音 ５６ ４０ ７１．４３

　 　 检测结果的样例如图 ７～图 １０ 所示。 在图 ９ 中

所选样例的实际新闻段数为 １６，但检测结果为 ２１，
大于实际新闻段数，因为视频中有大于 ０．３ ｓ 的静音

段并非发生新闻故事切换，所以导致表 ２ 中静音切

分的准确率较低。 图 １０ 中所选两段新闻故事样例

的语义相似度较高可以选择进行合并。

图 ７　 主持人镜头检测结果样例

Ｆｉｇ． ７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ｈｏｓｔ ｌｅｎ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８　 主题字幕检测结果样例

Ｆｉｇ． ８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ｐ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９　 静音检测结果样例

Ｆｉｇ． ９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ｍｕｔ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１０　 语义相似分析结果样例

Ｆｉｇ． １０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该实验视频共有 ６８３ 个新闻故事，新闻故事分

割检测实验结果见表 ２。 本算法共正确检出 ６７２
个，新闻故事分割的平均查全率为 ９７．１７％，查准率

为 ９８．１９％，平均 Ｆ － ｍｅａｓｕｒｅ 为 ９７．６８％；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新闻故事分割平均查全率均高于９６．３９％，其中

２０２０ 年的平均查全率最高；３ 年的新闻故事分割平

均查准率均高于 ９７．８４％，其中 ２０２０ 年的平均查准

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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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新闻故事分割检测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ｓｔｏｒ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视频编号
２０１８ 年

Ｒｒ Ｒｐ

２０１９ 年

Ｒｒ Ｒｐ

２０１５ 年

Ｒｒ Ｒｐ

１ ９８．３１ ９７．５２ ８２．５６ １００ ９７．６９ １００

２ ９６．９５ １００ ９８．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９２．８１ １００ ９７．６５ １００ ９８．１１ ９７．３８

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１９ ９８．３８ １００ ９７．３３

５ ９５．１０ ９５．６３ １００ ９５．３２ １００ ９８．２３

６ １００ ９６．８３ １００ ９７．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２３ ９２．４４ ９６．９９

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４．８６ ９７．１０

９ １００ ９８．０７ ９２．７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９７．５２ ９５．０５ ９２．３６ ９８．０６ １００

１１ ８２．１４ ９７．７３ １００ ９８．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 ９６．８７ ９５．５２ １００ ９８．６０ ９２．５２ ９４．５３

１３ ９２．３８ ９６．５１ ９７．６１ ９８．０３ ９９．８２ ９７．３１

１４ ９８．４８ １００ ９８．３１ ９７．７６ ９８．９９ ９６．６２

１５ ９２．８６ １００ ９４．２３ ９２．５４ １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９６．３９ ９８．３６ ９６．９７ ９７．８４ ９８．１６ ９８．３７

３．５　 实验对比分析

本文分别与基于边界归类视频分割［５］ 和基于

多风格探索视频分割（ＭＳＥ－ＮＳＳ） ［１４］ 进行对比实

验。 文献［１４］通过字幕定位、字幕聚类和字幕跟踪

的方法来判定故事边界；文献［５］基于字幕文本分

类和主题字幕相似性来筛选故事边界，对比实验结

果如图 １１ 所示。

百
分
比
/%

查全率 查准率 F-measure

本文算法

文献[14]算法

文献[5]算法

图 １１　 对比实验结果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相较于基于边界归类视频分割和 ＭＳＥ－ＮＳＳ，本
文的 Ｆ － ｍｅａｓｕｒｅ 高于两者。 在主题字幕检测结果

中，该算法的字幕检测准确率极高，能更好的对字幕

进行定位、识别和追踪工作，基于边界归类视频分割

通过提取字幕区域 ＳＵＲＦ 特征点来计算 ２ 个镜头内

的主题字幕帧匹配度，当字幕区域出现和主题字幕

颜色相近的背景时可能会出现误判，易出现误检。
在主持人镜头检测结果中，其检测率也极高，基于边

界归类视频分割是基于主持人模板匹配来实现镜头

标定，比较直方图差异来识别主持人镜头，当新闻中

出现与主持人相似的镜头但又非主持人镜头时，容
易误判。

因为本文算法结合了新闻视频的多种特性，所
以在查全率和查准率上都有一定的提高，而分析两

段新闻故事基本单元的语义相似性，决定两者是否

属于同一新闻故事，进一步提升了视频分割的准确

性。

４　 结束语

新闻视频故事分割为新闻视频导航、检索等应

用提供辅助，为新闻视频后续的处理打下基础。 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相似融合的新闻视频分割

算法，该算法通过选定视频切割点获得候选新闻故

事单元边界，利用新闻视频的视频特征、音频特征和

语义特征等多模态特征获得最终的新闻故事。 实验

结果表明，本算法分割出的新闻故事具有很好的独

立性，获得平均 ９７．１７％的查全率和 ９８．１９％的查准

率，进一步提高了分割效果。 本算法实现的新闻视

频故事分割是针对特定的新闻视频，而面对较为复

（下转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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