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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兼类词歧义直接影响词性标注的准确率。本文针对越南语兼类词歧义问题提出一种融合语言

特性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方法。通过构建越南语兼类词词典和兼类词语料库，分析越南语的语言特征

和兼类词特点，选取有效的特征集；然后利用条件随机场能添加任意特征等优点，在使用词和词性上下

文信息的同时，引入句法成分和指示词特征，得到消歧模型。最后在兼类词语料上实验，准确率达到了

87.23%。实验表明本文所提出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方法有效可行，可以提高词性标注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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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lti‑category words disambigu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part of speech（POS）tagging accuracy.
This paper proposed a statistical disambigua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Vietnamese multi‑category words. First，the paper builds Vietnamese multi‑category words dictionary and
Vietnamese multi ‑ category words corpus，and selects effective feature sets for multi ‑ category words by
analyzing of Vietnamese language and multi ‑ category words. Secondly，the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dvantages of adding any features of CRFs model，introduces the syntactic and lexical features excepting
the features of words and POS，and then builds up the disambiguation model. Finally，testing is carried out
on the real multi‑category category words corpus，and the accuracy is 87.23%.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Vietnamese multi‑category words disambiguation model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which
can improve the correct rate of POS tagging.
Key words: multi ‑category words disambiguation; multi ‑category words dictionary; multi ‑category words
corpu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model; Vietnamese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262041，61562052，61662041)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61732005）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7‑10‑31；修订日期：2019‑06‑28



数据采集与处理 Journal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Vol. 34, No. 4, 2019

引 言

兼类词是指一个词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性 [1]。词性（Part of speech, POS）自动标注是自然

语言处理中的基础课题；由于兼类词歧义影响着词性标注的准确率 [2]，直接影响着词性语料库的质量；

而越南语词性语料库的质量是后续语言处理工作的保证，这使它广泛地应用于多个方面，例如：名词短

语分析 [3]、句法分析 [4]和机器翻译 [5‑6]等。因此，解决越南语兼类词消歧问题是构建高质量的越南语词性

语料库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兼类词消歧方法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 3种：（1）基于规则的方法 [5,7‑8]。根

据北印度语语法，Gupta等 [7]提出基于规则的方法，对兼类词进行消歧；Liu等 [8]提出基于配置的定量分

析现代汉语中动词和名词兼类的分类方法来解决汉语中动 ‑名词兼类问题，根据句法和语义特征对动 ‑
名词兼类进行研究；Li等 [5]针对中‑英专利机器翻译中的动词和介词的兼类，提出基于规则的识别方法，

提高了机器翻译质量。（2）基于统计机器学习的方法 [9‑10]。Dinesh等 [9]针对马拉雅拉姆语提出有监督语

言模型，同时该模型引入命名实体识别器和词法分析器，进行兼类词消歧；针对电子商业领域的兼类

词，Fei F等 [10]提出了基于条件随机场消歧方法，减少汉语中电子商业的歧义，同时提高了用户检索体

验。（3）基于混合的方法 [11‑12]。Zhang等 [11]对汉语中的兼类词采用集成模型进行词性消歧，准确率达到

89.69%；Xia等 [12]针对汉语提出基于规则和统计的方法进行兼类词消歧，使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消歧，

对消歧结果中不理想的兼类词采用规则方法再次进行消歧，以上的研究都已取得较好的结果。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英语、汉语等语言，就越南语兼类词消歧而言，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兼类词歧义

消歧属于词性标注范畴，在越南语词性标注方面，文献 [13]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模型中融入普通特征（词汇特征、词的上下文特征、词性特征和拼写特征）和特殊特征（重复特征、

前缀和后缀特征），进行词性标注，正确率为 93.51%；文献 [14]将词特征和音节特征融合到统计模型

SVM、最大熵模型（Maxinum entropy model, MEM）和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s)中
建模并进行分词,比较 3种模型的结果；文献[15]提出了最大熵方法融入基本特征和音节特征，正确率达

到 93.40%，但这些研究几乎没有考虑兼类词问题。

目前，随着中越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越自然语言处理越来越重要，越南语兼类词消

歧工作迫在眉睫。但越南语兼类词消歧研究工作很少，为了提高越南语词性标注质量，本文通过分析

越南语的语言和兼类词特点，

提出了融合语言特性的越南语

兼类词消歧方法。

1 兼类词消歧框架

借鉴已有的兼类词消歧方

法和思路，本文提出的方法原

理框架如图 1所示，主要包括：

越南语语料预处理、构建越南

语兼类词字段和越南语兼类词

词典、构建基于条件随机场的

消歧模型和语料测试等过程。

图 1中，越南语兼类词消

歧的具体流程如下：（1）越南语

语料预处理。本文从越南语网

站中抽取具有政治、文化、经济

图 1 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框架图

Fig.1 Vietnamese multi‑category words disambiguation framework

578



郭剑毅 等：融合语言特性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

和新闻等类型题材的网页，通过爬虫程序，获得越南语文本语料；对其进行去噪等操作，使用分词工具

进行分词，使用词性标注工具进行词性标记，并完成校对；(2)构建字段语料库和越南语兼类词词典。通

过人工对越南语字典分类整理得到 1 659条的兼类词词典；以此为基础，从已构建的词性标注语料库中

通过编程抽取 396 946条越南语兼类词字段语料；（3）构建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消歧模型。根据越南语中

兼类词的特点，选取消歧特征，将其与已抽取的越南语兼类词字段向融合，形成训练语料，使用条件随

机场模型进行建模，获得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消歧模型；（4）语料测试。用构建的基于条件随机场的消歧

模型对测试语料进行消歧，得到消歧结果。

2 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模型

2. 1 越南语及其兼类词特点

越南语属于南亚语系，和汉语一样是孤立语，但其由拉丁字母、表音文字及标点符号等构成。越南

语的主要特点如下：（1）由一个或多个词素构成；（2）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词之后；（3）越南语由于受多元

文化的影响，在书写及表达方式上显示出复杂性和多样性。越南语兼类词的特点主要有：（1）大多数的

越南语兼类词都是常用词，主要集中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单位词）等词性之间的转化上，如，

thuốc men（药品、用药，名词兼动词）；又如，bát (碗，名词兼量词），một cái bát（—个碗），một bát cơm（—

碗饭）；（2）在某些词前出现其他词时，这些词的词性会发生转变，例如动词前有“sự,（事），việc（事

情）...”时，该动词会变成名词使用；（3）词的语义搭配关系存在一定的优先关系。兼类词消歧工作的复

杂程度一般随着词性标注集划分规模程度来决定，一般来说，越是常用的词其词义活用的现象越严重，

词的兼类情况就越复杂。造成越南语兼类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1）吸收外来文化；（2）词义的派生；

（3）越南语词的活用等，以上现象给越南语兼类词消歧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

2. 2 统计消歧模型

从上分析可知，越南语兼类词消歧需要结合越南兼类词和语言的结构特点。与传统消歧模型相

比，条件随机场模型具备融合不同特征的功能，能够使用复杂、有重叠性和非独立性的特征进行训练和

推理，能够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和其他外部信息作为特征；同时能适当地避免数据标注偏执问题和歧

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条件随机场建立消歧模型。

2. 2. 1 条件随机场原理

CRFs是由 John Lafferty等提出的一种统计机器学习模型，它结合了最大熵模型和隐马尔科夫模型

的特点，近年来在分词、POS标签和名词组块识别等序列标注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是一种无

向图模型，在待标注的观测序列确定的情况下，无向图模型可以被用来在标注序列上定义一个联合概

率分布。假设 X,Y分别表示需要标注的观察序列和它对应的标注序列的联合分布随机变量 [1]。对于给

定的一个长度为 n的序列，X= x1,x2,x3,⋯,xn，则输出Y= y1,y2,y3,⋯,yn的概率可以定义为

P (Y/X )= 1
Z ( x ) exp{∑k= 1

n

λk fk ( )yt,yt- 1,xt } (1)

式中：Z ( x )为归一化常量，使得所有的状态序列的概率和为 1。Z ( x )的计算公式为

Z ( x )= ∑
y
exp{ }∑

k= 1

n

λk fk ( )yt,yt- 1,xt (2)

式中：Z ( x )为一个归一化因子，fk (yt,yt- 1,xt )是对整个序列的 X标记位于 t和 t- 1位置上标记的转移概

率 λk是每一个特征特征权重向量。

在本文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模型中，条件随机场通过训练语料得到模型参数的最优值，使消歧结

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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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特征选取

条件随机场模型的性能取决于特征的选取。根据越南语的语言特性和兼类词特征，本文主要选取

以下 4种特征，其特征模板如表 1所示。其中 w表示词，p表示词性，g表示句法成分，Pz/Sz表示指示词

特征，具体含义在实验结果与分析中进行说明。

（1）词特征。由于词形态的改变能表征词以及其含义的改变，上下文的词能当前词产生影响。例

如“cuốc”词在与“đất”搭配时，词性为动词，在与“cái”搭配时，词性为名词。因此，本文选取词以及上下

文信息做为有效特征。

（2）词性特征。兼类词的词性会受到其前后两个词的词性的影响，如“bát（碗）”有量（单位）词和名

词两种词性，在“một bát cơm（一碗饭）”中，由于“một（一）”是数词，“cơm”是名词，从而可以判断“bát
（碗）”是量词。因此，本文选取词性以及上下文词性信息作为有效特征。

（3）句法成分特征。在越南语中，语义搭配关系符合一定规律。例如越南语句子结构一般为“主‑谓
‑宾”，兼类词作为宾语成分接在动词后面时，一般为名词词性；越南语中，被修饰语的词性，可以通过位

于被修饰词后面的修饰语来确定；副词或者形容词前面一般搭配谓语，被修饰词应该首先优先考虑动

词等等，如果无成分特征，则表示NULL，否则表示主语（S）、谓语（V）和宾语（O）等。因此，本文选取当

前兼类词所充当句法成分和周围成分特征作为有效特征。

（4）指示词特征。在越南语中，一些特定的指示词出现在某些词前时，这些词的词性会发生转变，

例如“sự（事），việc（事情），cuộc（量词）”等词出现在动词前时，该动词会变为名词词性；“một（一）”等词

出现在名词前时，该名词会变为量词词性。在越南语中，前指示词和后指示词特征需要考虑；如果缺失

指示词，表示为NULL。因此，本文选取指示词作为有效特征。

3 实验分析

3. 1 实验评价标准

为了评估本文方法的消歧效果，实验将采用中英文消歧常采用的评价标准：准确率(Precision)（正确

消歧越南语兼类词个数与消歧兼类词总数的比值）来作为本文评价标准。

准确率 ( Precision )= 正确消歧兼类词个数

消歧兼类词总数
× 100% （3）

式中准确率数值在 0和 1之间，越接近 1，就表明本文的方法越有效。

表 1 特征模板

Tab. 1 Feature template

特征

词及上

下文信息

词性及

上下文信息

句法成分特

征

指示词特征

特征符号

w(-2),w(-1),w(0),w(1),w(2);
w(-2)/w(-1),w(-1)/w(0),w(0)/w(1),w(1)/w(2);
w(-2)/w(-1)/w(0),w(-1)/w(0)/w(1),w(0)/w(1)/w(2)
p(-2),p(-1),p(1),p(2);
p(-2)/p(-1),p(1)/p(2);
g(-1),g(0),g(1)
g(-1)/g(0),g(0)/g(1),g(-1)/g(0)/g(1)

Pz/Sz

特征含义

表示选取当前词与上下文信息作为有

效特征

表示选取当前词词性周围信息作为有

效特征

关系搭配特征及上下文

Pz表示前指示词/Sz后指示词，若无，

表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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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实验数据

本文实验所用实验数据包括兼类词词典和兼类词字段语料。目前，由于越南语兼类词的相关研究

资源匮乏，故本文需要构建语料库。兼类词词典是由越南语字典经过本文人工处理所得到的，包含 1
659个兼类词；越南语兼类词字段库是本文通过编写程序对越南语文本语料，经过抽取得到的（包括新

闻、政治、经济等方面），共有 396 946条兼类词字段信息，所有字段保存为“UTF‑8”格式，在本文实验语

料中不存在未登录兼类词，其采用的词性标注集是文献 [16]制定的词性集合（19种类型）。其中分词方

法使用文献[17]中的方法，准确率在 96.86%。抽取兼类词字段流程图如图 2所示。

越南语兼类词抽取算法如下：

输 入：预处理后的语料库。

第 1步：从预处理后的语料中抽取 1条越南语句子级语料，执行第 2步；

第 2步：根据越南语兼类词词典，判断获取到的句子级语料中是否含有兼类词出现，执行第 3步；

第 3步：如果句子级语料中存在兼类词，用程序抽取兼类词，执行第 4步；否则，执行第 1步；

第 4步：抽取得到兼类词字段，返回第 1步。

输 出：越南语兼类词字段。

3.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验的实验语料选用的是 3.2节中得到的 396 946条兼类词字段语料，除实验 2外所用的语料

是将所有语料分为 5份，选用其中 4份用于训练，另外 1份用于测试。具体格式如表 2所示。

图 2 越南语兼类词抽取流程图

Fig.2 Vietnamese multi‑category words extraction flowchart

表 2 兼类词字段语料具体格式

Tab. 2 Specific format of the multi⁃category words corpus

越南语

tham_quan
di_tích
lịch_sử
,

văn_hóa
trên

địa_bàn
Thành_phố
Hồ_Chí_Minh

;

词性

V
N
O
O
N
O
N
O
N
O

指示词

O
O
O
O
O
O
O
O
O
O

句法

-1_root
-1_dob
-1_nmod
-3_punct
-4_sub
-4_loc
-1_pob
-1_nmod
-2_nmod
-9_punct

词性

V
N
N
CH
N
E
N
N
N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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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的条件随机场模型使用 CRF++工具包实现，其中 template文件中的内容由 2.2.2节中的特

征模板得到，其中 w(-2)转为%x[-2，0]，w(-2)/w(-1)转为%x[-2，0]/ %x[-1，0]，w(-2)/w(-1)/
w(0)转为%x[-2，0]/ %x[-1，0]/ %x[0，0]以此类推，p(-2) 转为%x[-2，1]，p(-2)/p(-1) 转为%x[-
2，1]/ %x[-1，1]，g(-1) 转为%x[-2，3]，g(-1)/g(0) 转为%x[-2，3]/ %x[-1，3]，Pz转为%x[-1，2]，
Sz转为%x[1,2]。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从不同角度设计以下 3组实验：

实验 1 为了考察 4类特征对越南语兼类词消歧统模型的贡献度，分别将 4类特征单独融入消歧模

型中，特征的贡献程度通过准确率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如表 3，图 3所示。

从图 3中可以看出，单独使用词特征的准确率为 69.70%，比单独使用词性特征高 5.89%，其主要原

因为单独使用词性特征时，可能会造成词性搭配上的歧义,而单独使用词特征时，词性是确定的；句法

成分特征相较于前两个特征偏低，其主要原因为在不同词性表示相同的句子成分时，区分度不强造成；

指示词特征正确率最低，这说明并非所有兼类词都有指示词特征，能通过指示词消歧的兼类词较少；融

入所有特征后的模型准确率最高。由此可见，词特征和词性特征较为有效，然后是句法成分特征和指

示词特征。

实验 2 为了评估所提出的条件随机场统计模型的效果，将396 946条兼类词字段平均分为5份，选取其中1
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进行5倍交叉验证实验，求其平均准确率，作为条件随机场模型兼类词消

歧的测评结果，实验结果如表4，图4所示。从表4，图4可以看出，序号1的实验准确率达到88.15%，达到了局部最

优。实验平均准确率为87.23%，作为所提出的条件随机场统计模型的效果。

实验 3 最大熵建模和支持向量机是自然语言处理中常用到的模型 [16,18]，最大熵只需要集中精力

选择特征，而不需要花费精力考虑如何使用这些特征；同时该模型不需要像其他模型中常常使用的独

立性假设，而支持向量机在小样本训练集上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且具有优秀的泛化能力是效果最好

图 3 4类特征对模型贡献度实验

Fig.3 Model contribution test of four types of char‑
acteristics

表 3 4类特征对模型贡献度实验

Tab. 3 Model contribution test of four types of char⁃

acteristics

类型

词特征

词性特征

句法成分特征

指示词特征

融合 4种特征

准确率/%
69.70
63.81
60.30
57.10
87.80

表 4 5倍交叉验证实验

Tab. 4 Five times cross validation experiment

序号

1
2
3
4
5

平均值

语料分配

第 1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 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 2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 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 3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 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 4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 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 5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 4份作为训练语料

准确率/%
88.15
87.98
86.14
86.35
87.54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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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器之一。故本文选这两个模型和条件随机场模型进行比较。本实验采用相同的特征、训练语料

和测试语料，分别使用这 3种模型进行实验，模型性能通过准确率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5，表 5所示，

其中“1”代表“词特征”类型，“2”代表“词性特征”类型，“3”代表“句法成分特征”类型，“4”代表“指示词

特征”类型。

从图 5，表 5可以看出，在使用相同特征时，条件

随机场模型比最大熵和支持向量机效果好，可见，条

件随机场模型能和本文的特征更好的融合；在词特征

的基础上，融入词性特征，准确率提高 13.73%；在词

和词性特征基础上，融入句法成分特征时，模型准确

率提高了 2.17%；融入所有特征，模型整体性能有所

提高，该模型准确率到达了 87.23%。由此可见，本文

所提出的基于条件随机场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方法

有效可行。

4 结束语

兼类词消歧直接影响着词性标注的准确率。本

文针对越南语兼类词歧义问题，提出了一种融合语言

特性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方法。通过构建越南语兼

类词词典和字段语料库，分析越南语的语言特性和兼

类词特征，选取了词特征、词性特征、句法成分特征和

指示词特征这 4种有效特征，采用条件随机场进行建模，得到越南语兼类词的统计消歧模型，在真实语

料库上，实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融合语言特性的越南语兼类词消歧方

法能有效解决越南语兼类词歧义问题。本文将不断补充语料、挖掘更多的越南语语言特征和兼类词特

点，尝试新方法进行越南语兼类词消歧，进一步提高兼类词的消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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