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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词多义是自然语言固有的特性!多义词在独立的语言环

境中不能体现出它所表达的含义!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

确定它的词义& 词义消歧"VO $̂的任务就是将最确切的词义

分配到给定上下文的歧义词中去'#(

& 词义消歧一直是自然语

言处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目前!根据消歧知识的来源

不同词义消歧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基于统计的方法和基于知识

的方法两类& 李旭等人'!(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全文无指导词义

消歧模型!结合互信息和_%测试结果来选取特征!通过统计学

习技术来估算]@的初始参数!然后利用]@算法进行迭代计

算& 实验结果表明!改进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汉语词义消歧的准

确率!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实用性& C0L01*0N通过集成多个分

类器来改善词义消歧的效果!分别构造了组合G/,0*模型'$(和

组合决策树分类模型'&(

& 在组合G/,0*模型中!假设特征词之

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没有规定上下文窗口的大小& 何径舟等

人';(分析了特征模板对消歧结果的影响!提出了一套基于最

大熵分类模型的自动特征选择方法!主要包括针对所有歧义词

的统一特征模板选择算法和针对单个歧义词的独立特征模板

优化算法& 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自动选择的特征不仅简化了特

征模板的表示!而且提高了汉语词义消歧的性能& 吴云芳等

人'((以支持向量机模型)G/,0*模型和决策树作为单元分类

器!将均值)乘法和最大值三种集成方法应用于汉语词义消歧

中!同时!系统地比较了不同集成方法在消歧过程中的性能表

现& B1H,*等人'9(提出了一个基于潜在语义的词义归纳和消

歧联合模型!在词义归纳和消歧过程中!歧义词及其上下文被

映射到潜在语义词空间中的有限主题维上& 2同义词词林3和

V81LW0<都是常用的义类词典& 鲁松等人''(利用2同义词词

林3来寻找与某个义项具有相同)相似或相关语义范畴的词

汇!将其上下文视为文档!使用向量空间模型来解决词义消歧

问题& BE0N等人')(提出了KKa0*=算法!参考了V81LW0<中的

语义关系!并为每种关系分配权重!在统计理论框架下以语义

来指导词义消歧过程& W/F5365等人'#"(给出了一种多语联合词

义消歧方法!该方法利用了多语知识库 G/S06W0<!在不同语言

之间进行了基于图的词义消歧!同时使用词汇的不同语言译文

作为补充来实施消歧& 实验结果表明!在使用了覆盖面较广的

多语词汇知识和基于图的消歧算法之后!单语和多语词义消歧

性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W/F5365等人'##(还提出了一个访问

多语词汇知识库G/S06W0<的KCT函数!其目标是为词义消歧领

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易于执行多语词义分析的工具!以使消歧

过程可以融入更多的语言学知识& 卢志茂等人'#!(将依存分析

技术引入无指导学习过程!充分利用依存分析结果来确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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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词语词义构成内在限制的上下文!来进行词义消歧& 在利用

句法信息进行词义分类时!很多研究者采用了依存分析技术&

短语结构文法也是一种句法分析技术!主要是面向语法层次的!描

述了多词组块之间的依赖关系& 本文对歧义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短

语句法分析!提出了一种融合句法知识的词义消歧模型&

!

:基于句法树的消歧特征获取

在传统的开设直线窗口的方法中!消歧特征是歧义词汇的

左右邻接词&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决定歧义词真实含义的信息

往往来自与歧义词距离较远的词汇& 为了获取更多的消歧信

息!只能扩大直线窗口的大小!但这将引入更多的噪声!而且还

会产生数据稀疏问题& 因此!本文将从句法树中抽取消歧特

征& 首先对包含歧义词汇的汉语句子进行分词处理#然后对句

子进行短语结构拆分!标记每个短语的句法类别#最后根据层

次关系建立对应的句法分析树& 消歧特征提取的主要思路是%

先根遍历汉语句法树!确定歧义词所在的节点#然后以歧义词

为中心向左)向右和向上开设窗口!形成树状消歧窗口& 尽管

句法分析的结果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是对于词义消歧来说

仍然能够提供部分指导信息& 从歧义词汇的上下文句法树中!

抽取其父节点)左兄弟节点和右兄弟节点的句法知识以及词性

知识!融入词义消歧过程&

为了便于从句法树中获取歧义词汇的消歧特征!将每个汉

语单词存放在节点 W8L0中& W8L0包含以下属性%V81L 表示

单词#CZO为词性#CE1/*0表示短语句法标记#BCZO 为核心节

点词性#C/10N<指向该节点的父节点#aG18<E01指向该节点的左

兄弟节点#AG18<E01指向该节点的右兄弟节点#aBE56L 指向该

节点的最左孩子节点#ABE56L指向该节点的最右孩子节点& 对

于汉语句子 BO 的句法树 IO 而言!歧义词汇 C的消歧特征提

取算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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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法树上!当歧义词的左"右$兄弟节点为空时!则将其

左"右$邻接单词的词性信息补充进消歧特征中& 对于含有歧

义词汇/说0的汉语句子BO!消歧特征的获取过程如下所示%

汉语句子BO%他 说 到 这 一 问题!开始 沉思 了 &

句法分析结果 IO%O' OO'他M1?Z'说MF3?Z'到MF3GWC'G@C

'这M1一M4( 问题MN3((((!MR8?C'?C'开始MF3沉思MF3( 了MH*L0(

& MR+(

其中!/'0和/(0成对出现!描述了一个短语结构& /'0之前的

标注为短语句法类型!如 O)OO)?Z)GWC)G@C和 ?C& O 为句

子结构#OO表示子句结构#?Z为动宾结构#GWC表示基本形容

词短语#G@C为基本量词短语#?C表示动词短语& /M0之后的

标注为单词的词性类别& 其中!1是代词#F3为动词#4是数

词#N3为名词#R8是逗号#H*L0为助词#R+是句号& 每一对/'0

和/(0都刻画了一个短语结构!也描述了句子的一个层次结

构& 为了突显内层结构对外层结构的支配作用和外层结构对

内层结构的解释说明作用!由外至内!每一对/' 0和/ (0作为

一个独立的节点向下扩展!形成了一棵多叉树!即句法分析树&

汉语句子 BO 的句法树如图 # 所示& 在短语/?Z'到MF3GWC

'G@C'这M1一M4( 问题MN3((0中!?Z表明其组成形式只能

是动词成分加名词成分& 该短语包括节点/到MF30和节点

GWC!表明其句法类型只能是?Z&

图 #:汉语句子BO的句法分析树

在汉语中!单词/说0是一个多义词& 在2同义词词林3中

共包含四种词义& 第一种词义类别是>5#!!汉语同义词为/讲

话0和/谈天0#第二种词义类别是>3#!!汉语同义词为/解释0

/注释0/引证0和/参阅0#第三种词义类别是 >5#(!汉语同义

词为/介绍0和/推荐0#第四种词义类别是 >5$&!汉语同义词

为/鼓励0和/劝告0& 从图 # 中可以发现!/说0的词义类别应

该为>5#!& 如果开设直线窗口!那么/说0的左)右邻接词单元

分别为/他M10和/到MF30& 若以词性作为判别依据!则消歧特

征为1nF3& 但是从语法角度来看!/说0的词义直接受词单元

/问题MN30制约& 词单元/问题MN30离/说MF30的距离比较远!

无法从直线窗口中提取!然而却能够从树状窗口中获取& 使用

消歧特征提取方法!可以获得/说0的右兄弟节点的句法类别

?Z& 右兄弟的核心节点为词单元/问题MN30!因此右兄弟节点

的核心词性为 N3& 此处核心节点的计算过程为%7810"?Z'到M

F3GWC'G@C'这M1一M4( 问题MN3(($ d7810"GWC'G@C'这M1

一M4( 问题MN3($ d/问题MN30& 父亲节点的句法信息为 ?C!

核心节点词性为 N3& 在句法树中!/说0无左兄弟节点!所以取

它的左侧邻接词单元/他M10的词性 1& 从树状窗口中获取的

消歧特征为1n?ZnN3n?CnN3& 对比两种消歧特征!在直线

窗口中!/说0的右兄弟词性为 F3#在树状窗口中!/说0的右兄

弟词性为 N3& 由此可以看出树状窗口所提取的消歧特征更为

合理&

"

:词义消歧分类器

贝叶斯分类器适合处理单点分类问题& 单点分类是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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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的符号所对应的状态与序列中的其他符号所对应的状态

无关& 在给定的上下文环境中!正确的词义出现的概率应该最

大!歧义词C的词义判别规则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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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条件概率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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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使用了贝叶斯

假设!即各个上下文词单元都是相互独立的!所抽取的句法和

词性信息也是相互独立的& 其中!S

(

为左兄弟节点的消歧特

征& 若左兄弟为叶节点!则S

(

为词性信息#若左兄弟为非叶节

点!则S

(

为句法类别和核心节点词性信息& S

R

为右兄弟节点

的消歧特征& 若右兄弟为叶节点!则 S

R

为词性信息#若右兄

弟为非叶节点!则S

R

为句法类别和核心节点词性信息& S

T

为

父节点消歧特征!包括句法类别和核心节点词性信息& 8

6

"6d

#! !! -! 5$为C的 5种词义类别& T"M$为M的出现概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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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过程如下%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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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叶节点的特征!则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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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词性出现的概率#若S

#

是来自非叶节点的特征!则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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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词性出现的概率与句法类别出现的概率之积& 其中!#d

(! R! T& 整个贝叶斯模型的求解过程遵循了在给定条件下决

策事件错误率最小的原则&

(

:实验分析

为了衡量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性能!收集整理了包含歧义词

汇的 ##" 个汉语句子& 首先使用分词工具对这 ##" 个汉语句

子进行单词切分!两名人工标注者对自动分词结果进行人工校

正#然后采用词性标注工具来标记每一个单词的词性!两名人

工标注者对自动词性标注结果进行人工校正#最后利用句法分

析工具对每一个汉语句子进行结构标注& 所使用的汉语分词

工具)词性标注工具和句法分析工具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语言语音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开发的&

按照2同义词词林3手工标注歧义词汇的语义类& 将这 ##" 个

汉语句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训练数据集!另一部分为测试

数据集& 在训练数据集中共包含 '" 个汉语句子#在测试数据

集中共包含 $" 个汉语句子& 为了衡量句法信息和词性信息对

词义消歧的影响!在训练数据集上进行了统计& 在给定的词义

类别下!统计每种句法类别出现的次数!其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句法信息对词义消歧的影响

?C ?Z OO G?C ?U WC ?B ?ZZ GWC O

>5#! #& #( ( ! # # # !

>3#! ' #" ! # $ # $

>5#(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对于/说0而言!句法类别 ?C)?Z和 OO

出现的次数较多!其中!OO的消歧能力比较高& 在给定的词义

类别下!统计每种词性出现的次数!其结果如表 ! 所示& 从表

!可以看出!对于/说0而言!词性信息 N[)N3)1)H*0L)F3)R8和

R+出现的次数较多!其中!1)H*0L和R+的消歧能力比较高&

表 !:词性信息对词义消歧的影响

类别 N[N3 1 5 L < Q H*0L R,1 F3 R8 R+ 4 / k 7

>5#! ( #9 #$ ! ! & ' 9 #; #" # #

>3#! $ ## ! # $ ! # 9 #) $ # # !

>5#( # $ # ! # ! #

::为了比较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性能!共进行了两组实验& 实

验 # 使用了开设词窗的方法'#$(

!利用歧义词汇的左右邻接单

词的词性作为消歧特征!使用朴素贝叶斯模型作为词义消歧分

类器& 实验 ! 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来获取消歧特征!利用式

"#$作为词义消歧分类器& 使用训练数据分别对两组实验中

的分类器进行训练!然后采用优化后的分类器对测试数据进行

词义分类& 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实验 !

的分类准确率要高于实验 #!达到了 ((-9i& 其原因是在实验

! 中!利用句法信息来指导消歧过程!所获取的消歧特征对词

义分类的效果比较好&

表 $:两组实验词义消歧的准确率

实验 正确分类数 错误分类数 准确率Mi

# #' #! ("

! !" #" ((-9

0

:结束语

本文将句法信息引入词义消歧模型之中!对包含歧义词汇

的汉语句子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和句法分析处理& 从句法树中

抽取消歧特征!同时使用朴素贝叶斯模型进行词义分类& 使用

带有语义标注的语料来训练分类器!然后对测试数据进行分

类& 对比实验表明词义消歧的性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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