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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器理解自然语言和抽取信息涉及对词汇语义信息和句法信息两项重要内容的理解。 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ＣＦＮ）
的词元语义搭配模式记录了词元与框架元素、词元与句法的组合方式，为机器自动进行语义分析和信息抽取提供了资源。 而

目前的词元语义搭配模式的数量多，机器确定并应用词元语义搭配模式存在一定困难，且框架元素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词元

配价成分的语义信息存在歧义，使机器不能准确理解和抽取文本信息。 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根据词元配价成分的语义信息

和语义特征、词元外部的语境和框架元素提炼规则，可以使机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与抽取文本的语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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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机器对语言理解涉及对词汇语义信息和句法信

息两项重要内容的理解。 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ａｍｅＮｅｔ， ＣＦＮ）是在山西大学刘开瑛教授

主持下，以框架为单位来描述词义、句子意义和文本

意义，支持词一级语言单位的语义研究，能够表达特

定情境的语义结构，可为机器提供词汇语义资

源［１］。 ＣＦＮ 以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以 ＦｒａｍｅＮｅｔ
框架语义知识库提供的数据为参照而构建，由框架

库、句子库和词元库 ３ 个部分组成［２］。 ＣＦＮ 框架库

中的词元能够激活框架，并将框架所包含的框架元

素与其词汇库的词元语义搭配模式相连接，词元与

框架元素的组合方式及相应的词元与句法的组合方

式，这种具体的“形式”特征可供机器使用，为机器

自动进行语义分析和信息抽取提供了基础性资



源［３－４］。 因此，词元的语义搭配模式对机器理解与

抽取文本的语义信息尤为重要。
由于中文文本表述方式灵活多样，ＣＦＮ 的训练

数据规模有限，导致词元语义搭配模式不能满足应

用的需求，使得机器应用词元语义搭配模式资源理

解语言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本文引进、吸收

ＣＦＮ 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满足中文信息处理应

用的需求研究词元语义搭配模式。

１　 提出问题

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的词元语义搭配模式汇总

报告记录了词元与框架元素的组合方式及相应的词

元与句法的组合方式。 其中，框架元素可使机器理

解词汇的语义信息，但也不能保证机器能够正确理

解语言，因为词汇需要按照一定的语义搭配组成句

子，只有正确理解这些语义搭配，才能把不同的词汇

的语义信息组成完整的语义概念［５］。
中文文本表述方式灵活多样，ＣＦＮ 的训练数据

规模有限，导致了词元语义搭配模式数量多，使机器

确定并应用词元语义搭配模式存在一定困难，且词

元匹配模式只记录了语义角色的短语类型、句法功

能和框架元素，框架元素间的关系比较模糊，使得机

器应用词元语义搭配模式资源理解语言和进行信息

抽取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明确框架关系有助于

缓解标注语义角色时训练数据规模有限问题［６］。
同时，由于框架元素类型的细化能够表示更丰富、
更深化的语义信息，使得某些词元的配价成分的语

义信息存在歧义［７］，导致机器不能准确理解语

言［７－８］。
以代数应用题领域词元的语义搭配模式为例，

“这次考试成绩比上次考试成绩增加了 ６０％”，“这
次考试成绩”和“上次考试成绩”被标注的框架元素

都是属性（Ａｔｔ），但机器却难以理解这是哪个实体的

属性，或者难以理解该属性是属于初值的属性还是

终值的属性，同时，仅仅依靠“６０％”的“短语类型”、
“句法功能”和“框架元素”，机器就会默认“６０％”与
“这次考试成绩增加了 ２０ 分”中的“２０ 分”具有相

同的含义，但机器理解应用题题意后，需要对应用题

进行求解，这些歧义现象会导致机器直接对“６０％”
进行加减运算。

从性质上可以将语言知识分为基于范畴的“属
性：值”型知识和基于规则的“条件－－＞动作”型知

识。 其中，范畴表述的是对象的特征，规则表述的是

范畴之间的关系［９］。 从范畴和规则角度出发，细粒

度剖析语言成分，可以增强搭配成分的语义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并且基于规则的方法采用可以解释歧

义行为或歧义特性，使得机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与

抽取文本的语义信息［９－１０］。
综上分析，本文基于规则对词元语义搭配模式

等进行延伸研究，根据词元构建规则，增强搭配成分

的语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使机器能更准确的抽取

语义信息。 本文在 ＣＦＮ 的基础上，以代数应用题作

为研究对象，阐述规则的构建方法，并可以将该构建

方法应用到其他的领域。

２　 词元规则的构建

２．１　 规则的构建思路

根据词元的搭配对规则进行提炼的主要思路如

下：
（１）根据框架中的词元，利用依存句法识别词

元的配价成分；
（２）将配价成分进行统计和分类；
（３）筛选需要提炼规则的配价成分；
（４）根据配价成分的语义信息和语义特征、词

元外部的语境和框架元素，即根据词元搭配模式提

炼相应规则，构建规则库。
２．２　 规则的形式化描述

根据配价成分的语义信息和语义特征、词元外

部的语境和框架元素来提炼规则，需要更多、更复杂

的逻辑关系表达，因此，本文采用 ＩＦ－ＴＨＥＮ 语句来

表示规则，形式如下：
ＩＦ ＜条件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
ＴＨＥＮ ＜Ｒｕｌｅ＞
该语句的含义是，根据 ＩＦ 子句的条件表达式，

在 ＴＨＥＮ 子句中标注相应的规则；同时，一条规则中

可以多次使用 ＩＦ－ＴＨＥＮ 语句。 为了使机器能够准

确和有效的理解条件和规则，ＩＦ－ＴＨＥＮ 语句中除了

应用逻辑表达式符号，还采用自定义的符号，具体见

表 １。
２．３　 规则的示例及应用

本文以代数应用题为例介绍规则。 代数应用题

题目文本属于叙事类短文本，其文法、句法较为简

单，情境特征非常明显，词语搭配的规律性比较强。
针对代数应用题上述特征，从规则的角度出发，对词

元的语义搭配规则进行提炼，为句法分析、语言成分

之间的搭配提供更大的支持，使得机器能够更准确

地抽取与理解文本语义信息。 以下以“量变”框架

中词元的部分规则为例，说明词元规则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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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规则的常用符号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符号 含义

比较运算符 ＝ 等于

！ ＝ 不等于

多重条件 ＡＮＤ 和

ＯＲ 或

ＮＯＴ 否

匹配 ＬＩＫＥ 如某种模式

ＥＸＩＳＴ 存在

ＩＮ 属于

ＩＳ 是

其它符号 ［ｔｇｔ ｜ ｗｏｒｄ］ ．ＬＥＦＴ 目标词或某个词语的左边

［ｔｇｔ ｜ ｗｏｒｄ］ ．ＲＩＧＨＴ 目标词或某个词语的右边

［Ｆｒａｍｅ］．ｌｅｘＵｎｉｔ 框架 Ｆｒａｍｅ 中的词元

　 　 如果目标词（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ｇｔ）为“增加、增长、提高、
上升、升、增”等表示属性值增加的词，能激活“量
变”框架，ｔｇｔ 后面的词语的语义特征为分数、百分数

或者倍数，且被标注的框架元素为变幅（ｄｉｆｆ）时，此
时机器不能确定多对属性与属性值之间的关系，也
不可直接在目标实体的属性值上进行加减运算，而
是需要根据词元的相应规则，确定属性与属性值之

间的对应关系，并对目标实体的属性值进行更改，实
现更准确地理解题意。

应用题语句中出现词语“比”时，可分为两种情

况：①题目中只存在一个实体，则描述的是同一实体

的某个属性在不同时间或空间状态下的对比；②词

语“比”前后存在两个实体，则描述的是该两个实体

间某个相同属性的对比。 本文只对同一实体的某个

属性在不同时间下的对比进行讨论。
如果目标词 ｔｇｔ 所在的句子中出现由词语“比”

引导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属性，其属性值存在且被标

注为初值（ｖａｌ＿１），此时需要提炼规则如下：
ＩＦ ｔｇｔ ＩＮ “增加”．ｌｅｘ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 Ｉ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ｇｔ．ＬＥＦＴ ＥＸＩＳＴ “比”
　 ＡＮＤ ｖａｌ＿ｌ ＩＳ ＮＯＴ ｎｕｌｌ
ＴＨＥＮ ｖａｌ＿２＝ ｖａｌ＿ｌ∗ （１＋ｄｉｆｆ）
例如“某县去年植树造林 ８０ 公顷，今年植树造

林比去年植树造林增加了 ２５％”，根据提炼规则，机

器可以获取到“去年植树造林”对应的属性值是初

值（ｖａｌ＿１）为 ８０，“今年植树造林”对应的属性值是

终值（ｖａｌ＿２），变幅（ｄｉｆｆ）是百分数，值为 ２５％，计算

得出 ｖａｌ＿２ 的值为 １００。

３　 结束语

本文以框架语义理论为基础，以代数应用题领

域词元的语义搭配为例，基于规则对词元语义搭配

模式等进行延伸研究。 由于目前的词元语义搭配模

式的数量多，机器确定并应用词元语义搭配模式存

在一定困难，框架元素间的关系比较模糊，并且词元

的配价成分的语义信息存在歧义，使得机器应用词

元语义搭配模式资源理解语言和进行信息抽取时仍

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本文通过构建规则，增强搭配

成分的语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使机器能够更准确

地理解与抽取应用题文本语义信息。 此外，本文为

其他领域增强搭配成分的语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

供了规则的构建方法，可以将该方法应用到其他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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