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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规则与语义的中文人称代词指代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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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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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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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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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代消解是一种为了确定文章中出现的指代词与前文中出现的内容是否为同一事物的技术!

在海量信息文本智能处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人称代词在各种指代词集合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

本文采用规则与语义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文人称代词进行指代消解!在基础的语法过滤规则之上新增同

位语规则过滤指代词的候选消解项#提出更精确的同义词距离计算方法!利用同义词词林和知网对人称

代词的关联词与候选先行词的关联词进行语义关系计算!选择关联度最高的候选先行词作为最终的指

代结果"通过不同方法的对比实验和在真实语料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本文所提方法获得了较好的效

果"

关键词$指代消解#人称代词#规则#候选先行词#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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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在汉语中!人们经常为了表达的多样性而使用代词指代前文已经提到的事物!达到行文流畅的效

果'但是!这无疑给计算机处理信息带来难度"自然语言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算机不能像人脑一样通过

固有的知识结合上下文的语义环境判断某个代词具体指代什么'指代消解的出现更好地解决了词义消

歧(词义标注等问题!为机器翻译(信息自动抽取(多语言信息处理和文本摘要等应用系统的发展提供了

支持'

指代消解就是为了明确自然语言中两个成分是否代指同一个事物的过程!主要研究人称代词的消

解!为进一步的文本处理提供完整信息'目前!指代消解的主要技术分为基于句法的方法和基于语料

库)

$

*的方法"前者主要利用句法层面的知识!将启发式规则应用到指代消解当中)

D

*

!比较典型的有
9̂?

算法%而后者则主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机器学习)

)

!

&

*的方法!其中包括简单同现方法(决策树(聚类)

G

*

以及其他机器学习)

H

*方法等'

近年来指代消解逐渐成为计算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G

年美国麻省大学的
X:+538M

L

等)

*

*

运用决策树的方法进行共指消解%

$((*

年的
.9+U

和
$(((

年的
9+U

年会设立了指代消解专题会议%

$(((

年
+53><@

等)

J

*提出通过聚类方法进行名词短语的共指消解%+

+1N

E

2858<1456U<4

A

2<=8<:=

,学报在

D%%$

年出了指代消解的专辑'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指代消解研究相对滞后'

D%%%

年王凌飞等研究基于

中心理论的指代消解在汉英机器翻译中的应用%王厚峰等)

(

*在
D%%D

年提出了消解人称代词的基本方法

和技术%李国臣等)

$%

*在
D%%G

年采用决策树机器学习并结合优先选择的策略进行中文人称代词指代消

解'与英语相比!汉语指代消解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汉语词语间不像英语那样有明

显的分界!因此分词的好坏对于指代消解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使得直接运

用英语指代消解的方法解决汉语指代消解问题变得困难'

现阶段的指代消解技术仍然面临着指代范围不全面(指代对象不准确等问题'本文提出了规则和

语义相结合的汉语人称代词指代消解方法!涵盖了
$D

种人称代词!消解效果有了一定的提高'

:

!

规则与语义结合的消解方法

:C:

!

总体结构

!!

规则与语义相结合的消解方法主要体系结构如图
$

所示'指代消解流程包括以下部分"$

$

&语料处

理"对文本进行预处理!包括文本格式的统一(中文分词(词性标注以及对语料中各种类型人称代词的统

计%$

D

&规则过滤"首先利用代词过滤集去掉不需要消解的代词!然后根据候选先行词过滤规则!确定满

图
$

!

指代消解体系结构

P<

A

C$

!

93:M<8@:823@17:13@7@3@4:@3@=1628<14

足条件的候选先行词组成待消解对%$

)

&语义相似

度计算"利用同义词词林和
[1\#@8

计算代词的

关联词与候选先行词的关联词在文本中的语义关

系度量值!确定人称代词指代结果'

:;<

!

人物及关联词提取

采用中科院分词工具
!+O+U9"

对文本进行

分词和词性标注'参照在线新华词典中对汉语人

称代词的定义提取人称代词及人名!包括"第一人

称$我(我们&!第二人称$你(你们&!第三人称代词$他(他们(她(她们&和特殊指代词$这人(这个人(那

%G$

数据采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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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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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个人&!其中代词-自己.作为特殊指代也加入到第一人称代词中'

受语言表达形式多样性及分词系统影响!要排除那些被分词系统识别为人称代词但是并不需要消

解的成语和俗语!如"-顾而言他(敌众我寡(你唱我和.等!这些成语中含有人称代词!但是作为成语被引

用时并不需要进行消解'本文利用+汉语成语词典,提取包含人称代词的成语和俗语!主要为第一人称

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被识别为人称代词的成语加入到人称代词过滤集!作为过滤规则引用'利用舆情

监测系统$研究室自主研发&抽取当前热门的
)

个人物(

G

个事件共
)%%

篇文本作为实验语料进行分析'

统计语料中各类人称代词的比例如表
$

所示'

表
:

!

人称代词比例

=03;:

!

/#"

>

"#,-"&"%

>

$#)"&0*

>

#"&"+&)

代词类别
人物#个 事件#个 比例#

_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代词$自己&

$G%

$

$D*

&

JJ &JH

$

$&J

&

$$$ D&C&D

$

$%CGH

&

*CH&

第二人称代词
)) % $*& $G *C(G %CGJ

第三人称代词
&$% G$ *%J (H &DC() GCH&

特殊指代词
$ % H % %CD* %

总数
*D$ $)( $GDD DDD JHC$& $)CJH

从表
$

看出!在中文人称代词的分布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占有较大的比例!单数人称代词出现

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复数人称代词!因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代词消解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最后效

果'通过对第一人称代词的分析!发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在语料中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第一类以直

接或间接引用的方式描述说话内容!是需要消解的%第二类是在祈使句中出现!是不需要消解的'

选择人名和代词周围特定词性的词语作为人物关联词!根据关联词判断人名和代词之间的指代关

系!词性包括"

4Z

!

4

A

!

54

!

W>

!

W4

!

W

A

!

<

!

I

!

6

!

W

!

4

!具体字母的含义参见表
D

'标点符号作为划分关联词归属

的标志!无标点符号则扩大关联词提取范围至邻近的人物'

表
<

!

词性标注集

=03;<

!

4$,"%)

>

$$'.,0

??

-&

?

符号
4Z 4

A

54 W> W4 W

A

<

I

6 W 4 3

名称 其他专名 名语素 名形词 副动词 名动词 动语素 成语 简称略语 习用语 动词 名词 代词

:;@

!

候选先行词过滤

代词所代指的词即为候选先行词!能够作为代词候选先行词的词包括出现在人称代词前部的人名

或者是已经被消解的人称代词'根据语料统计结果!结合汉语中的语法(语义特征!提出了同位语特征

的消解规则和人物对话的语法规则!配合性别(单复数(距离等属性提取代词的候选先行词'

$

$

&同位语规则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发现!在文本中出现-

"

"R

#

43R

#

3R

"

"

.和-

"

"R

#

3$R

#

3DR

"

"

.的表达形式!例

如"-林森浩"我也一直跟公安说我这个人矛盾'.!这种以同位语形式出现的指代词根据同位语规则直接

消解"表达一中/

3

0

`

/

43

0!表达二中/

3$

0

`

/

3D

0'这一规则可以消解掉大部分的特殊指代词和第一人称

中-自己.的指代'

$

D

&语法规则

根据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在文本中出现的两种表达形式!结合人物对话特征!设定语法规则"出现

$G$!

张文艳 等$结合规则与语义的中文人称代词指代消解



如下形式-

"

"R

#

43$R

#

WR

#

\R

#

\R

"

"R

#

3$R

"

"R

#

\R

#

\R

"

"R

#

43DR

#

WR

#

\R

#

\R

"

"R

#

3DR

"

"

R

#

\R

#

\

.!表达中若
3$

(

3D

为第一人称则/

3$

0

`

/

43$

0(/

3D

0

`

/

43D

0!若
3$

(

3D

为第二人称则/

3$

0

`

/

43D

0(/

3D

0

`

/

43$

0'

$

)

&性别一致性

收集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词分别组成男女性别词库'如女士(小姐为女性特征词!先生(兄弟为男

性特征词!其余无明确特征的词则标注为无性别类'候选先行词与人称代词性别一致则为
$

!有一项无

性别为
%CG

!不一致为
%

'

$

&

&单复数一致性

词语的单复数分为单数(复数和无单复数三类'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可直接判断!候选先行词则根据

-和(每个(大部分(许多.等特征词判断!无明显特征的标注为无单复数类'

$

G

&距离属性

经过对待消解项的分析统计!发现汉语中指代词与先行词的距离大多在三句话之内!设定候选先行

词与指代词的距离上线为
)

!过滤掉大于
)

的候选先行词'

:;A

!

语义特征判断

语义特征的判断主要是对待消解项中人称代词的关联词与候选先行词的关联词语义关系的判断!

包括关联词一致性(关联词相似性和关联词相关性'其中!关联词一致性用代词关联词与候选先行词关

联词的字符串匹配判断!利用同义词词林和
[1\#@8

确定关联词相似性)

$$

*和相关性'

首先根据同义词词林计算待消解项中关联词的相似度!在小于设定阈值的情况下再进一步计算关

联词在
[1\#@8

中的相关度'对知网中未收录的词语从同义词词林中找出近义词!利用近义词进行相

关度计算'

$C&C$

!

语义相似度计算

+同义词词林,是梅家驹等人于
$(J)

年编纂而成!后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进一步扩

展成为了一部具有汉语大词表的+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同义词词林扩展版,'词林中收录词语近
*

万

条!是一部同义类词典!词典采用层级体系!具备
G

层结构!存储在同义词词林中的词语都采用
J

位标记

法!具体编码格式如表
)

所示'

表
@

!

词语编码表

=03;@

!

1"#5'"5-&

?

,03*$

编码位
$ D ) & G H * J

符号举例
- 5 $ G ] % D `

#

#

#

"

符号性质 大类 中类 小类 词群 原子词群

级别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词林级别越高词义越详细!第
G

级词群中很多只有一个词语并且不可再分'若两个词语有相同的

前三级编码!其相似程度已非常地接近!但是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处于相同三级的词语都具有很

高的相似性!这与两词语所在的第四级的个数和编码距离有关'统计发现第四类的编码最大范围为
+

$

!

!个数为
$%

!当两词语的编码距离在
&

以内时!词语的相似度较高!若超过则需要进一步的相似计

算'相似度与距离成反比!用距离评测词语间的相似关系)

$D

*

'

给定两词
+

!

4

!其语义距离计算方法为

-<=8

$

+

!

4

&

5

N<4

&

#

1

!

6

#

7

><=8

$

&

!

6

& $

$

&

DG$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

-

#./.*."%&%01$",2//.%

3

B16C)D

!

#1C$

!

D%$*



式中"

1

!

7

分别为
+

!

4

两词在同义词词林中的所有语义的集合'语义
&

!

6

之间的距离为

><=8

$

&

!

6

&

5

$

G

8

%

$

&

!

6

&&

$

D

$

.

8

$%

&

%

%

&

G

8

%

$

&

!

6

&

%

&

1

&

$

D

&

式中"

%

$

&

!

6

&为两词语的编码开始分支的级数%

.

为第四级中两词语的距离差'

不同方法计算的词语相似度如表
&

所示'计算词语在同义词词林和知网中的相似度量!

[1\#@8

相似度参照李峰等)

$)

*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在
.̀ &

时!相似距离相同但知网中的相似度相差较大!

.

&

&

时

相似度普遍较高'因此设定
.̀ )

为阈值!在距离大于
$

$

D

F*时!利用知网计算相似度'

表
A

!

词语相似度

=03;A

!

1"#5)-2-*0#-,

8

类别 词语 编码 距离
[1\4@8

相似度

-美女.与其他词语相似度

美女
9:%)9%$̀ % $

灰姑娘
9:%).%D

#

$

$

D

FH

%C*)G$

丑八怪
9:%)+%$̀

$

$

D

FJ

%CHJ$G

-国人.与其他词语相似度

国人
9>%D9%$̀ % $

殖民
9>%D.%$

"

$

$

D

FH

%C%G&*G

唐人
9>%D-%$̀ $

$

D

F*

%CG*(D

$C&CD

!

语义相关度计算

知网$

[1\4@8

&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为描述对象!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

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常识知识库'影响语义相关度计算的因素有"词语上下位关系

所体现的相似度(横向关系所体现的相关度'采用李生琦)

$&

*的语义相关度计算方法"相关度
`

相似度

$

$权值
$

&

R

关联度
$

$权值
D

&

R

实力影响因素
$

$权值
)

&!其中第三项的值为
%

'

$

$

&词语相似度计算

+知网,中的所有义原根据上下位关系构成了一个树状义原层次结构!利用距离计算相似度)

$)

*

'假

设两个义原在层次体系中的路径长度为
0

!定义两个义原的语义距离为

"<N

$

9

$

!

9

D

&

5

!

!:

0

$

)

&

式中"

9

$

和
9

D

代表两个义原$

E

3<N<8<W@

&%

0

为
9

$

和
9

D

在义原层次体系中的路径长度%

!

为一个可调节

的参数'

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度为

"<N

$

;

$

!

;

D

&

5

'

&

.

5

$

"

.

(

.

<5

$

"<N

<

$

;

$

!

;

D

& $

&

&

式中"

"<N

<

$

;

$

!

;

D

&为概念的
&

个不同义原相似度%

"

.

$

$

)

.

)

&

&为可调节的参数!且有
"

$

R

"

D

R

"

)

R

"

&

`

$

!

"

$

%

"

D

%

"

)

%

"

&

'

两个词语
=

$

和
=

D

的相似度取各个概念相似度的最大值!即

"<N

$

=

$

!

=

D

&

5

N5Q

.

5

$

!2!

%

<5

$

!2!

>

"<N

$

;

$.

!

;

D

<

& $

G

&

式中
;

$.

!

;

D

<

为词语的概念'

$

D

&词语关联度计算

词语关联度)

$G

*为义原与解释义原之间的横向关系度量'解释义原由若干义原组成!义原之间有
$D

种关系"

@̂65"@8̀

1

$

!

"

!3!4!

$

!

#

!

X/X

!

_

!

a

!

b

!

R

!

4266

5!对应权值"1

%?*

!

%?H

!

%?*

!

%?&

!

%?*G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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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

!

F$

!

%?J

!

%?(

!

%?G

5'义原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6@

$

1

$

!1

D

&

5

'

9

.

#

@Q

E

$

1

$

&

=

.

@

"<N

$

9

.

!

1

D

&#

%

:

'

9

<

#

@Q

E

$

1

D

&

=

<

@

"<N

$

1

$

!

9

<

&#

>

$

H

&

式中"

@Q

E

$

1

$

&和
@Q

E

$

1

D

&分别为义原
1

$

和
1

D

解释义原集合%

=

.

!

=

<

为义原关系对应权值%

"<N

$

9

.

!

1

D

&和
"<N

$

1

$

!

9

<

&代表义原语义距离%

%

和
>

为义原
1

$

和
1

D

解释义原个数'

概念
;

$

和
;

D

的关联度近似为两概念的义原关联度最大值!即

@̂6@

$

;

$

!

;

D

&

5

N5Q

.

5

$

!2!

%

<5

$

!2!

>

3@6@

$

9

.

!

9

<

& $

*

&

!!

词语关联度取概念关联度最大值!计算公式为

@̂6@

$

=

$

!

=

D

&

5

N5Q

.

5

$

!2!

%

<5

$

!2!

>

@̂6@

$

;

.

!

;

<

& $

J

&

!!

综合上述计算!词语相关度的计算公式为

A

$

=

$

!

=

D

&

5#

$

@

"<N

$

=

$

!

=

D

&

:#

D

@

@̂6@

$

=

$

!

=

D

& $

(

&

式中"

#

$

R

#

D

$̀

'参数设置如下"

!

$̀?H

!

"

$

%̀?G

!

"

D

%̀?D

!

"

)

%̀?$*

!

"

&

%̀?$)

!

#

$

%̀?D)

!

#

D

%̀?**

'

<

!

实验结果及分析

选取舆情系统收集到的
)%%

篇文章作为实验语料!手工标注这
)%%

篇语料的指代消解结果'标注

格式为-她
$GJ

叶云芬.!其中!-她.为文章中待消解的人称代词!

$GJ

为该代词在文中的位置!-叶云芬.

为指代消解的标准答案'测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改进的方法与原来方法的效率!检测改进方

法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是测试本方法对不同类型人称代词的指代效果'本文采用
XV+'H

)

$H

*中所定义的

评测方法'指代消解性能评测计算方法为

B

8

":13@

5

D1A

1

:

A

$

$%

&

式中"

1`C

#

D

为准确率!

A`C

#

E

为召回率!

C

为正确消解的代词个数!

D

为实际消解代词个数!

E

为

应该消解的代词个数'

表
G

为不同方法的测试结果!包括单纯的知网语义计算方法$

"+

&(加入改进的同义词词林相似距

离计算的方法$

!"+

&以及加入同位语等语义规则$

9̂

&的方法'

表
B

!

各种方法的实验结果

=03;B

!

($)+*,)"%C0#-"+)2$,."5)

方法 准确率
1

召回率
A B

值 时间#
N=

"+ %C*&) %C*)H %C*)( ()&D)

!"+ %C**& %C*HJ %C**$ (HD)D

"+R9̂ %C*HD %C*)( %C*G% (&$(D

!"+R9̂ %CJ$) %C*(% %CJ%$ $%%%&H

通过不同的方法实验发现!在语义计算的基础上加入细化的同义词相似距离计算!比单独的语义计

算效果好!而在语义计算之前增加规则可以进一步提高消解效果'综合评测!将规则和改进的语义计算

方法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指代结果'在时间的消耗上!由于算法的执行时间是算法复杂度的重要指标!

因此!加入细化的同义词相似距离的算法要比单独的语义计算消耗时间多!而规则的加入也同时增加了

算法执行时间'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对
)%%

篇语料中的不同人称代词测试效果如表
H

所示'通过实验!

可以看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准确率高!这是因为语料中的第一和第二人称在引用中出现的次数较

&G$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

-

#./.*."%&%01$",2//.%

3

B16C)D

!

#1C$

!

D%$*



多!并且-自己.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多以同位语的形式出现在语料中'第三人称的指代结果有了一定的

提高!相比第一第二人称情况复杂!因此准确率稍低'特殊指代在语料中出现较少并且都是以同位语形

式出现'综合分析实验结果!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有分词系统中人名识别错误(对于出现多个人名的复

数指代准确度不高以及对于前面代词指代结果的错误继承等'

表
D

!

指代消解实验结果

=03;D

!

($)+*,)"%'"#$%$#$&'$#$)"*+,-"&

称谓 应该消解 实际消解 正确消解 准确率$

1

&召回率$

A

&

B

值

第一人称
J&* J$H H(G %CJGD %CJD$ %CJ)H

第二人称
$J) $H( $&* %CJ*% %CJ%) %CJ)G

第三人称
$DG% $D$& (D% %C*GJ %C*)H %C*&*

特殊
* H G %CJ)) %C*$& %C*H(

总计
DDJ* DD%G $*H* %CJ%$ %C**) %C*J*

@

!

结束语

指代消解是自然语言处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于提高文本的可读行(分析的准确性都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本文主要采用了规则和语义结合的指代消解方法!通过添加代词的同位语规则(精确同义词相

似距离计算!提高了指代消解系统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第三人称代词的消

解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之后的研究中将会尝试采用不同的语义相似度和语义相关度计算方法!

研究第三人称代词出现的语法特征等!以期提高第三人称代词的消解效率'

参考文献!

)

$

*

!

-5

A

54!

!

!85<9C9281N58<:

E

31:@==<4

A

17653

A

@:13

E

1357138M@3@=1628<1417545

E

M1353@7@3@4:@=

)

+

*

*

?31:@@><4

A

=17$)8M

+147@3@4:@14+1N

E

2858<1456U<4

A

2<=8<:=C"8312>=K23

A

!

?9

!

V"9

"

9==1:<58<14713+1N

E

2858<1456U<4

A

2<=8<:=

!

$((%

"

))%'

))DC

)

D

*

!

周炫余!刘娟!卢笑
C

篇章中指代消解研究综述)

0

*

C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D%$&

!

H%

$

$

&"

D&')HC

SM12Y254

L

2

!

U<20254

!

U2Y<51C!4835

'

>1:2N@48545

E

M1353@=1628<14

"

9=23W@

L

)

0

*

C012345617T2M54V4<W@3=<8

L

"

#582356

":<@4:@.><8<14

!

D%$&

!

H%

$

$

&"

D&')HC

)

)

*

!

#

A

5<c

!

T54

A

+"C9d41\6@>

A

@

'

K5=@>5

EE

315:M71324=2

E

@3W<=@>+M<4@=@:13@7@3@4:@3@=1628<14

)

0

*

C+1N

E

2858<1456U<4

'

A

2<=8<:=54>+M<4@=@U54

A

25

A

@?31:@==<4

A

!

D%%*

!

$D

$

&

&"

&G('&J&C

)

&

*

!

陈恩红!邱思语!许畅!等
C

单词嵌入666自然语言的连续空间表示)

0

*

C

数据采集与处理!

D%$&

!

D(

$

$

&"

$('D(C

+M@4.4M14

A

!

e<2"<

L

2

!

Y2+M54

A

!

@856CT13>@NK@>><4

A

"

+148<4212==

E

5:@3@

E

3@=@4858<147134582356654

A

25

A

@

)

0

*

C0123

'

45617-5859:

;

2<=<8<1454>?31:@==<4

A

!

D%$&

!

D(

$

$

&"

$('D(C

)

G

*

!

U@@[

!

+M54

A

9

!

?@<3=N54/

!

@856C-@8@3N<4<=8<::13@7@3@4:@3@=1628<14K5=@>14@48<8

L

'

:@483<:

!

E

3@:<=<14

'

354d@>326@=

)

0

*

C

+1N

E

2858<1456U<4

A

2<=8<:=

!

D%$)

!

)(

$

&

&"

JJG'($HC

)

H

*

!

邸鹏!段利国
C

一种新型朴素贝叶斯文本分类算法)

0

*

C

数据采集与处理!

D%$&

!

D(

$

$

&"

*$'*GC

-<?@4

A

!

-254U<

A

21C#@\458<W@]5

L

@=8@Q8:65==<7<:58<1456

A

13<8MN

)

0

*

C012345617-5859:

;

2<=<8<1454>?31:@==<4

A

!

D%$&

!

D(

$

$

&"

*$'*GC

)

*

*

!

X:+538M

L

0P

!

U@M4@38TcCV=<4

A

>@:<=<1483@@=713:13@7@3@4:@3@=1628<14

)

+

*

*

?31:@@><4

A

=178M@$&8M!48@3458<145601<48

+147@3@4:@14938<7<:<56!48@66<

A

@4:@C"54P354:<=:1

"

X53

A

54f527N54?2K6<=M@3=!4:

!

$((G

"

$%G%'$%GGC

)

J

*

!

+53><@+

!

T5

A

=8577fC#124

E

M35=@:13@7@3@4:@5=:62=8@3<4

A

)

+

*

*

01<48+147@3@4:@14.N

E

<3<:56X@8M1>=<4#6

E

b B@3

L

U53

A

@+13

E

135CX53

L

654>

"

V4<W@3=<8

L

17X53

L

654>

!

D%%D

"

D**')%JC

)

(

*

!

王厚峰
C

指代消解的基本方法和实现技术)

0

*

C

中文信息学报!

D%%D

!

$H

$

H

&"

('$*C

T54

A

[127@4

A

C"23W@

L

"

+1N

E

2858<1456N1>@6=54>8@:M4161

A

<@=<4545

E

M1353@=1628<14

)

0

*

C012345617+M<4@=@!4713N58<14

GG$!

张文艳 等$结合规则与语义的中文人称代词指代消解



?31:@==<4

A

!

D%%D

!

$H

$

H

&"

('$*C

)

$%

*李国臣!罗云飞
C

采用优先选择策略的中文人称代词的指代消解)

0

*

C

中文信息学报!

D%%G

!

$(

$

&

&"

D&')%C

U<c21:M@4

!

U21/247@<C+M<4@=@

E

3141N<456545

E

M1353@=1628<14W<55

E

3@7@3@4:@=@6@:8<145

EE

315:M

)

0

*

C012345617+M<4@=@

!4713N58<14?31:@==<4

A

!

D%%G

!

$(

$

&

&"

D&')%C

)

$$

*葛斌!李芳芳!郭丝路!等
C

基于知网的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研究)

0

*

C

计算机应用研究!

D%$%

!

D*

$

(

&"

))D('))))C

c@]<4

!

U<P54

A

754

A

!

c21"<62

!

@856CT13>g==@N548<:=<N<653<8

L

:1N

E

2858<14N@8M1>K5=@>14[1\4@8

)

0

*

C9

EE

6<:58<14 @̂

'

=@53:M17+1N

E

28@3=

!

D%$%

!

D*

$

(

&"

))D('))))C

)

$D

*车万翔!刘挺!秦兵!等
C

基于改进编辑距离的中文相似句子检索)

0

*

C

高技术通讯!

D%%&

!

$&

$

*

&"

$G'$(C

+M@T54Q<54

A

!

U<2O<4

A

!

e<4]<4

A

!

@856C"<N<653+M<4@=@=@48@4:@3@83<@W56K5=@>14<N

E

31W@>@><8

'

><=854:@

)

0

*

C[<

A

M

O@:M4161

AL

U@88@3=

!

D%%&

!

$&

$

*

&"

$G'$(C

)

$)

*李峰!李芳
C

中文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666基于+知网,

D%%%

)

0

*

C

中文信息学报!

D%%*

!

D$

$

)

&"

(('$%GC

U<P@4

A

!

U<P54

A

C944@\5

EE

315:MN@5=23<4

A

=@N548<:=<N<653<8

L

<4[1\4@8D%%%

)

0

*

C012345617+M<4@=@!4713N58<14?31

'

:@==<4

A

!

D%%*

!

D$

$

)

&"

(('$%GC

)

$&

*李生琦!田巧燕!汤承
C

基于+知网,词汇语义相关度计算的消歧方法)

0

*

C

情报学报!

D%%(

!

J

$

G

&"

*%H'*$$C

U<"M@4

A;

<

!

O<54e<51

L

54

!

O54

A

+M@4

A

C-<=5NK<

A

258<4

A

N@8M1>713:1N

E

28<4

A

3@6@W54:

L

K5=@>14[1\4@8=@N548<:d41\6

'

@>

A

@

)

0

*

C0123456178M@+M<45"1:<@8

L

713":<@48<7<:54>O@:M4<:56!4713N58<14

!

D%%(

!

DJ

$

G

&"

*%H'*$$C

)

$G

*王小林!王义
C

改进的基于知网的词语相似度算法)

0

*

C

计算机应用!

D%$$

!

)$

$

$$

&"

)%*G')%**C

T54

A

Y<516<4

!

T54

A

/<C!N

E

31W@>\13>=<N<653<8

L

56

A

13<8MNK5=@>14[1\#@8

)

0

*

C012345617+1N

E

28@39

EE

6<:58<14=

!

D%$$

!

)$

$

$$

&"

)%*G')%**C

)

$H

*

B<65<4X

!

]23

A

@30

!

9K@3>@@40

!

@856C9N1>@6

'

8M@13@8<::13@7@3@4:@=:13<4

A

=:M@N@

)

+

*

*

?31:@@><4

A

=178M@H8M+147@3@4:@

14X@==5

A

@V4>@3=854><4

A

C"54P354:<=:1

"

X53

A

54f527N544

!

$((G

"

&G'GDC

作者简介"

张文艳$

$(J('

&!女!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

.'N5<6

"

\@4\@4$$D

"

$DHC

:1N

'

李存华$

$(H)'

&!男!教授!

研究方向"数据挖掘(人工

智能(图像处理'

仲兆 满 $

$(**'

&!男!副 教

授!研究方向"信息检索(文

本信息挖掘(事件本体'

王艺$

$((D'

&!女!本科!研

究方向"人工智能'

李莉$

$((D'

&!女!本科!研

究方向"人工智能'

HG$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

-

#./.*."%&%01$",2//.%

3

B16C)D

!

#1C$

!

D%$*



*G$!

张文艳 等$结合规则与语义的中文人称代词指代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