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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汉语文本推理的语言现象标注规范的方案包含 两个阶段：第一，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分析，即确定两 

个文本片断中存在推理关系的文本对；第二，语言现象类别确定，即为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指派合适的类别。为此 

制定了一个包含 20个类别的语言现象类别体系，探讨了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及其语言现象的判定原则和方法，说 

明 了标 注的 实施 流程 、标 注结果 以及标 注评估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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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计算机 

理解自然语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 

地理解 自然语言，学界提出了文本推理的概念。文 

本推理是指文本表示的命题之间的逻辑推导过程， 

具体描述为：给定两个文本片断T和 H，若 H的意思 

可以由T推断出来 ，则认为T蕴含了H⋯。例如： 

⋯
f@T ：鲁迅写了《狂人日记》。 

一 【②H ：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显然，H 的意思包含于T 中，或者说 T 蕴含了 

H 。这一方法对如何进行语义分析给出了具体的定 

义和目标，计算机可以利用这一方法将复杂的语义 

分析问题转化为文本推理问题，从而明确分析任务， 

改进分析l生能。例如，对于自动问答系统，若用户提 

问“谁是《狂人 日记》的作者?”，系统可利用文本 推 

理找出与之相关的文本 T ，并抽取其中的实体名 

“鲁迅”作为答案。 

关于实现文本推理的方法，学者们提出了许多， 

或从词义上分析蕴涵关系，或从句法上比较同义表 

达，或利用逻辑式描述推理实例，等等。然而，这些 

方法往往集中于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语义关系设计 

精确的分析方案，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提高这类问题 

的推理能力，然而由于推理涉及的关系众多，使得这 

种方式对于推理系统的整体性能提升非常有限。 

为此，一些文本推理研究尝试对推理中涉及的 

语言现象进行分类，并据此建立语言现象的标注方 

法和资源 。例如： 

上下文无关文法 的 创立者 是 谁? 

⋯ ＼＼／ 
词汇蕴含／＼ 领属 ／ ＼  

It2： 乔姆斯基圭曼旦 堕鲨型堡 。 

其中，“创立者”和“提出”为 “词汇蕴含”现 

象，即“创立者”蕴含了“提出上下文无关文法”和 

“形式语法理论”为“领属”现象，即“上下文无关文 

法”属于“形式语法理论”。上述关于语言现象标 

注的工作使得推理关系的标注资源在推理中的作 

用显得更为重要，并形成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标注资 

源。但从关系体系上来讲，这些语言现象类别基本 

土是基于英语的分类标准，难以适用于其他语言。 

为此，有必要考察汉语文本推理中涉及的推理关 

系，并据此建立相应的面向汉语文本推理的语言现 

象标注规范。 

一

、汉语语言现象标注框架 

为标注推理文本中的语言现象，首先需要找出 

不同文本内具有推理关系的片断对，然后再赋予两 

个片断以合适的语言现象类别。基于此，本文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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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言标注框架包括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分析和基 

本推理单元对间推理关系类别的确定两部分。 

(一)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分析 

语言推理基本单元对 (以下简称推理单元对) 

是不同语段(T—H)间具有推理关系的最小片段对。 

结合 MiHer的组块理论和高庆狮 的语 义单 元理 

论。。 ，确定 T和 H间的推理单元是一种语义单元， 

即在一个句子或文本片段中，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 

单元及其组合，语法上可以是一个词、短语或结构。 

例如： 

(3) 

T ：英国作家多丽丝 ·莱辛 昱了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 

H ：英国作家多丽丝 ·莱辛壶堡了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 

T，中的“获得”与 H，中的“赢得”为意义独立的 

词汇，且两者具有语义关系，因此可作为语义单元。 

例如： 

(4) 

T ：垦噬 制造出健康的克隆人胚胎细胞， 

鱼必须植入代理孕母的体内。 

H ：盟 是一个健康的克隆人胚胎，它还 

得植入代理孕母体内。 

这里 ，T 中的“即便⋯⋯，也”和 H 中的“即 

使⋯⋯，还是”均表示让步关系，其在 T 和 H 的上 

下文中也表现出相同的构式义，因此两者可作为具 

有推理关系的语义单元。事实上，汉语中的逻辑关 

系，如转折、因果、让步等，往往由特定的一系列连接 

词来表现。这些连接词能客观反映两个子句或语块 

的语义关系，因此也应作为一种语义单元存在。另 
一 方面，汉语中还普遍存在省略连接词的现象，在这 

种情况下，其语义关系往往是通过标点符号来显现。 

例如： 

(5) 

T ：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墨西哥湾岸产 

油重镇 炼油厂设施受损严重。 

H ：卡特里娜飓风i童 美国石油生产重镇 

墨西哥湾一带的产油设施重大损害。 

上例中，逗号隐含了一种致使关系，而这种隐性 

的语义关系决定了两个子句间的逻辑联系。因此， 

该例中逗号也应作为语义单元。 

语言现象标注工作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确定推 

理单元对。事实上，一旦推理单元对确定，其对应的 

语言现象类别也就基本确定。然而，若推理单元字 

数过多，则内部包含的语义关系可能越多，其结构越 

复杂，不仅会使分析变得困难，而且还可能对判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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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语言现象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标注工作采用 

“宜少不宜多”的原则确定推理单元 ，即在保证能 

够体现推理关系的前提下，推理单元应尽可能字数 

少。具体而言，首先找出 T和 H中包含不一致文 

本的片断，然后逐步删除其 中相同的部分，最后将 

可能具有推理关系的部分进行对应，构成推理单元 

对。例如，对于例(2)，首先找出 T和 H中不一致 

的文本片断，分别是 T：“上下文无关文法”和“创立 

者”，以及“提出”和“形式语法理论”。显然，可以发 

现：“上下文无关文法”与“形式语法理论”存在推理 

关系，“创立者”与“提出”存在推理关系。通过将上 

述文本片断进行对应，即完成推理单元对的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结构类推理单元，利用功能词或 

标点而非短语作为推理单元对，从而减少推理单元 

对内的语义关系。 

上述原则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不仅使得标注 

过程中的人工分析相对简单，而且易于机器进行 

学习。 

(二)语言现象推理关系类别的确定 

语言现象推理关系类别指推理单元间具体存在 

何种推理关系。推理单元问语言现象的确定是分析 

整体文本片断间存在何种推理关系的基础。为此， 

需要首先制定语言现象推理关系类别体系。本文参 

考现有面向英语的语言现象类别研究结果，结合语 

料分析实践，同时考虑汉语特点，制定了面向汉语的 

推理关系类别体系(见表 1)。 

上述语言现象推理类别与现有面向英语的语言 

现象推理类别的异同在于：一是部分语言现象推理 

类别一致，如同义、指代、上位等，这些现象普遍存在 

于各个语言中。二是部分语言现象推理类别包含了 

汉语特定的语言现象。如“结构变化”中，汉语有 

“把字句”“被字句”等特有结构现象，这些不同结构 

之问具有一定推理关系。三是部分语言现象推理类 

别尽管在名称上一致，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存在较大 

差异。如轻动词现象在英语中往往具有比较固定的 

搭配形式(如 do、have、take等词与实义动词结合)， 

即使省略也不会对句子造成较大影响。而汉语中， 

轻动词现象少有固定表现形式，且轻动词省略可能 

改变句子整体结构。例如：“一张炕睡三个人”，这 

里省略了轻动词“供”，将其添加到原句中则为“一 

张炕供三个人睡”。由于轻动词省略，为满足句法约 

束，动词“睡”被提前，使得两个句子中的施事与受 

事互换。为此，需要将这些名称相同但意义发生变 

化的语言现象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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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语语言现象类别 

为确定推理单元间的语言现象类别，我们将语 

言现象类别分为两类，包括“结构”类及“非结构” 

类，其中，结构类语言现象包括“结构变化”“修饰语 

省略”“中心词省略”“预设”和“领属”，这些现象主 

要体现在推理单元对在句法或语义结构上的不一 

致，例如“苹果被我吃了”和“我把苹果吃了”中的推 

理单元“被”和“把”就属于结构上的变化；非结构类 

语言现象包括上述类别之外的其他语言现象类别， 

这些语言现象主要体现在词汇或短语上的不一致， 

例如“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和“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中的“接受”和“拒绝”就属于词汇上的变化。根据 

这一类别划分，可以制定语言现象判定规则：即首先 

确定推理单元对为结构类语言现象或非结构类语言 

现象，再根据其中的具体类别进行选择。 

二、标注实施 

(一)标注流程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标注框架，其标注工作主要 

分为两部分：一是确定推理单元；二是确定语言现象 

类别。标注方案见图 1。 

图 1 汉语语言现象标注流程 

在标注过程中，每轮标注从数据中选取一部分 

作为待标集合，由2个标注者分别进行标注，包括推 

理单元和语言现象的标注。标注的结果由机器进行 
一 致性评估，并选取那些一致性程度高的标注数据 

放入标注数据集中。在此过程中，标注人员根据已 

标数据总结并更新标注规则，以此指导下一步的标 

注工作。该过程迭代进行，一直到标注工作全部 

完成。 

(二)标注结果 

最终标注结果是一个 XML文件，例如，对于例 

(3)，其标注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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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rpUS> 

<pairid：”1”T=”英国作家多丽丝 ·莱辛获得了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 
H=”英国作家多丽丝 ·莱辛赢得了 2007年诺贝尔文 

学奖”> 
<annotation> 

<unit id=”1”t=”获得”pos_t=”10”h=”赢得“pos— 
h=”10” 

rel=”synonym”／> 

<／annotation> 

<／pair> 

<／corpus> 

图 2 例 (3)的标注结果文本 

(三)标注评估 

标注评估工作主要是一致性评估，其不仅决定 

了标注数据的质量，而且为下一步标注工作提供了 

重要的规则指导。为此，标注工作采用迭代方案，即 

将语料分为若干部分，每部分由两个以上的标注者 

进行标注，标注完成后对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评估， 

并组织分析讨论，确定最合适的标注结果，并修订标 

注规则，在下一轮标注中即以此标准进行标注。这 

种方案的可行性在于，标注者在每个阶段都能够纠 

正标注过程中的错误，保证了标注结果的可靠性。 

三、结论 

本文以分析现有语言现象标注规范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一种面向汉语文本推理 

的语言现象标注规范。该方案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标 

注方案，即首先确定推理文本对中的推理单元，然后 

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包含的语言现象；提出了语言现 

象标注的具体方案，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这一工 

作将有助于推动汉语文本推理资源的建设，进而改 

进汉语文本推理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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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nnotation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for Chinese Text Reasoning 

REN Han 

(Language Engineering and Computation Laboratory，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 1 000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Chinese language annotation specification for Chinese text reasoning．The program 

consists of two stages：First，the basic unit of linguistic reasoning for analysis，that is，the text pairs that determine 

the inference relations in two text fragments；Second，the category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is defined as the basic U- 

nit of linguistic reasoning and the appropriate categories are assigned．For this reason，this paper develops a system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containing 20 categories，at the same time，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judging the basic u— 

nit of linguistic in~rence and its linguistic phenomena are discussed．Finally，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annotation 

results and annotation evaluation scheme are illustrated． 

Key words：text reasoning；language phenomenon；semantic unit；reason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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