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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大规模语料库进行深加工时，保证词性标注的一致性已成为建设高质量语料库的首要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聚类和分类的话料库词性标注一致性检查的新方法，该方法避开了以前一贯采用的规则或

统计的方法，利用聚类和分类的思想，对范例进行聚类并求出阈值，对测试数据分类来确定其标注的正误，进

而得出每篇文章的词性标注一致性情况，进一步保证大规模语料库标注的正确性。

关键词：计算机应用；中文信息处理；词性标注一致性；兼类词；聚类

中图分类号：，IP39l 文献标识码：A

The Inspecting Method Study on Consistence of Part of Speech Tagging of Corpus

ZHANG Hu，ZHENG Jia-heng，LIE Jiang

(I)eparlnmnt of Computer，Shanxi University，Taiyuan，Shanxi 030006，olilla)

Abstract：In the deep processing of large-scale corpus。it has been 8 chief problem to a8蜘】阳the consistence of part of

speech tagging to build the hish-quantity corpus．A new inspecting method on consistence of part of speech ta画r培based Oil

clustefing and classifying is put forward，firstly we cluster the SeCluences of part of speech of the example and get the thresh—

old value，then classify the test sequences to judse its’correctness，furthermore，we can know the condition of the comis—

ter．ce of part of speech on every text,and 8sstn-e the eorteetne鹞of the part of speech taggillg On large-scale corpus flll'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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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建设高质量的大规模语料库已成为首要任务。语料库作

为研究资源其价值是通过对语料的标注来体现的。目前对汉语语料库的标注包括词语切分、

词性标注、句法标注等。对语料库标注的越准确，语料库的价值就越高。

近年来国内外对汉语的词性自动标注的研究有很多，已取得很大进展。它们大多是采用

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的方法，标注正确率分别达到89％和96％，对错误标注结果进行分析，可

以看出，无论哪种标注算法都有其固有缺陷，概率标注方法总会抑制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而规

则方法本质上说是一种确定性的演绎推理方法，因此他们很难对词性标注的准确率进行进一

步的提高。显然，这样的准确率仍然严重影响语料库的加工质量。

在对语料库深加工的过程中，词性标注的一致性是一个难点。所谓的词性标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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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相同的语境下对同一个词标注相同的词性。要保证词性标注的一致性就要尽量避免词

性标注上的不一致。词性标注不一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三个：03各种词性自动标注算法

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标注结果；②自动标注好的语料要经过人工校

对，疏忽和错误在所难免，且不同校对者认识上有差异，导致了不一致现象的出现；③《信息处

理用现代汉语词类及标记集》对某些语言现象规定不够明确，同样会造成词性标注前后不一

致。因此如何解决这种不一致现象已成为建设高质量语料库的首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对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结果的校对，还停留在人工校对上，对词性标注结果不

一致现象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基于聚类和分类的词性标注一致性检查的新方

法。该方法首先随机抽出一些含有兼类词的句子，经人工校对后，将含有相同兼类词的词性序

列进行聚类并求出阈值，然后对每个含有兼类词的词性序列进行逐一分类，通过计算相似度找

出标有该类的词性但相似度不在该类的阈值范围之内的序列，找出的这些序列就被认为是词

性标注不一致的。我们通过对含“高”字的1042个句子和50万语料分别进行实验，它们的有

效性约为76％，它们的准确率约为83％。

2词性一致性现象分析

语料库中已标注词性的词语有两种标注结果：单标记词语和多标记词语。所谓单标记词

语，即在语料库中只有一种词性标记的词语；多标记词语则为在语料库中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

词性的词语。我们所做的不一致性检查是针对多标记词语而言的。经分析，这些多标记词语

包括两种情况：

I．词表中是单标记词语，但在语料中标了不同的词性，出现了不一致。

词条：财税

语料中的多标记词性：i、13

错例：并／c结合／v整个／b财税／n体制／n改革／v

校正词性：i

分析：“财税”这一词比较有争议，在这我们认为它是非兼类词，只有缩略语i这唯一词性。

Ⅱ．词表中是兼类词，即有不同标记的词语，这部分词语可能存在词性标注错误，即：在相

同的语境中出现了不同的词性。

词条：高

语料中的多标记词性：a、ad、an、d、i、Ng、nr、v

错例：比／p以往／t高／a出／v许多／m。／w

校正词性：v

分析：“高”有八种词性，按照我们的标注规范，它在例句中的词性应为动词v。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不一致，如果词表中的词比较全的话，这种不一致比较容易解决，只要

把标注不一致的词条与词表比较后，改正即可。

我们对北京大学网上公布的200万汉字语料进行了统计，在200万汉字的语料库中兼类

词占到11％，但兼类词的词次却占到了47％。面对大规模语料库，如何判断在相同的语言环

境下兼类词出现的错标现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高”

句①：比／p获得／v亚军／n 的／u德国／璐选手／n高／a 出／v 1 8／m分／q多／m
o|W

旬②：比，p其他，r农户／n高／v出／v 1 000lin多，m元，q。／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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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边两句话语言环境相同，但在语料中句①标了a，句②标为v。

3词性一致性检查模型

兼类词词性标注是否一致是按照其语境来判断的，所以我们以每个兼类词及其上下文语

境所形成词性标记序列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范例进行聚类并求出阈值，然后根据聚类结果

对测试语料进行词性标注的一致性检查。

3．1直接模型

为了描述兼类词的语境，我们建立含有兼类词的词性标记序列表：

表1词性标记序列表

词 前三词 前两词 前一词 兼类词 后一词 后两词 后三词

词性标注 词性1 词性2 词性3 词性4 词性5 词性6 词性7

注：其中“前(后)几词”指从所要考查的兼类词数起前(后)边的第几个词。

定义1：位置属性

兼类词词性标记序列的前、后词的词性由于离兼类词的距离不同，所以对包含兼类词的词

性序列影响程度也不同，称之为位置属性。用向量X={(1／22)，(1／11)，(2，11)，(4／11)，(2／

11)，(1／11)，(1／22)}表示。

1／22：前(后)第三个词的位置属性值。 1111：前(后)第二个词的位置属性值。

2／11：前(后)第一个词的位置属性值。4／11：兼类词的位置属性值。

位置属性值表明该位置的词性对该词性标记序列影响程度的数值化表示，所有位置属性

值之和为1。如：1／22表明该位置对词性标记序列的影响程度是1／22。

直接模型的算法只考虑词性标记序列的位置属性。如果两个序列对应位置的词性标记相

删Ⅲ俐㈣棚m∞意三％，
n=1⋯7 i，．i分别代表各个句子

直接模型词性标记序列的相似度公式：

s叫=∑y(ni，巧)x(n) (1)

凡代表词性标记序列中的各个位置；X(n)代表各个位置的位置属性值

例如：“高”

a．缀／v满／a彩灯／n的／u高／a塔／n直／d插／v夜空／n ，／w

b．这／r是／v--／m项／q高／a科技／n的／u硬仗／n，／w

对例句可以建立如下的词性标记序列：

a．(a n u—a—i1 d v)

b．(v in q旦n u n)

o与b中有两个位置的词性标记是相同的，按照公式(1)求出口与b两个词性标记序列的

相似度是6／11。

3．2向量模型

直接模型的算法只考虑了词性标记序列酋勺一个属性即位置属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把词性

的属性考虑进去。对每个含兼类词的词性标记序列进行向量化表示，然后求出任何两个向量

之间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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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2：词性属性

兼类词词性标记序列前、后词的词性和词性标记的位置，对确定兼类阋的词性影响程度不

同，称之为词性属性。用一个7行m列的二维矩阵来描述。其中：行表示兼类词词性标记序

列前、后三个词及兼类词本身；列表示语料库所采用的词性标记集的标记。

例如：“高”缀／v满／a彩灯／n的，u高／a塔，n直，d插，v夜空，n，，w

词性标记序列是：(a n u a n d v)

设：词性标记集为：{n v a d u P r m q c W I f s t b z e O l j h k g Y}

“高”的词性属性矩阵：

Y=

0，0，1，0，0⋯⋯

1，0，0，0，0⋯⋯

0，0，0，0，I⋯⋯

0，0，l，0，0⋯⋯

1，0，0，0，0⋯⋯

0，0，0，1，0⋯⋯

0，1，0，0，0⋯⋯

定义3：词性标记序列向量

位置属性向量与词性属性矩阵的乘积定义为词性标记序列向量。即：Vec=X×Y

例句“缀，v满／a彩灯／n的／u高／a塔／n直，d插／v夜空／n ，／w'’的词性标记序

列向量如下：

Vec=(1／22，1／11，2／11，4／11，2／11，1／11，1122)×Y

=(3／11，1／22，9／22，1／11，2／11，0，0⋯⋯)

采用马氏距离计算方法定义向量模型词性标记序列的相似度公式：

S¨=(菇i，儿)7V。(兢，Yf) (2)

其中：戈；和Y；是两个任意的词性标记序列向量

y=志善(铲；)(铲互)7
例如：“高”

a．缀，v满，a彩灯，n的，u高／a塔，n直，d插，v夜空，n ，，w

b．这／r是／v--／m项／q高／a科技／n的／u硬仗／n ，／w

对例句可以生成下边特征向量：

a．(3／11，1／22，9／22，1／11，2／11，0，0⋯⋯)

b．(5，22，1／11，4／11，0，1／11，0，0，1／11，2／11，0⋯⋯)

按照公式(2)可以求出上边两个词性标记序列的相似度约是0．236。

3．3聚类

聚类是把某些对象按其相似性加以分组的一种数据划分。它是通过较为少数的聚类簇去

表现大量的数据，每个聚类簇都有自己的特征。本文采用的是基于重心的聚类方法。

词性标记序列向量集合中任一向量筏与重心向量龙，间的距离以满足：
●

‘

击V d#≤Hk z．a

、

(3)
一1 F每 ＼J，

称集合对于日组成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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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为集合中元素个数，日为阈值。

日值是通过训练范例求得的，具体部骤如下：

stepl：随机选取一些含有兼类词的句子，进行人工校对，对每个兼类词的所有词性分别计

算含有同一兼类词且其词性标注相同的所有词性标记序列的向量的平均值附，根据公式(2)

计算所有该类的词性标记序列向量与附的马氏距离，计算该类中所有马氏距离的平均值。

Step2：stepl中求出的每一兼类词词性类的平均值作为该兼类词词性类的日。

4测试及分析

4．1词性一致性检查的流程

随机抽取含兼类词句

词性进行人工校验

侧性序列向量化表示

分别计算平均向量

求各词词性类的阈值

训

练

阈

值

H

某

序

列

的

h

值

I抽取文章中含兼类词
的句子

0

l对每个句子的词性序

l·列进行向量化表示

●

I求出每个序列在该兼

l类词词性类中的h值

h《I-I 刈该兼类词词性标注锫误
该兼类词词性标注正确

注：该图的说明是以某一词的某个词性作为对象。

4．2阈值的选取

我们从200万字语料库中，选取了含“高”字的

1045个句子，作部分测试语料。对语料中词语的词

性只标注大类，词性标记集为：{rl v a d U P r m q c W

I f s t b z e O l j h k g Y}。但是“高”的词性标记d、j、

g，在200万语料中只出现了一次，为了验证基于聚

类的词性一致性检查算法的有效性，我们不考虑

“高”的“d、j、g”三个词性标记。

统计结果和阈值选取如表2。

裹2“高”宇的统计结果和斓值衰

词条 高

兼类数目 6

总词数 1045

词性 a n V

词性词数 910 112 20

词性所占比例(％) 87．08 10．71 1．91

词性的阈值 0．212 0．103 0．259

对50万测试语料计算阈值方法和上例相同。

4．3测试

1)两种模型的测试数据

对含“高”字的1042句子和50万语料分别进行测试，结果见表3。

设总词次数为M，存在错标的兼类词次数为m，查到的不一致词次数为J7、r，包含的查错数

为n。

模型的有效性=(N—n)／m；模型的无效性=n／(肘一m)。

2)结果分析

200万语料中含“高”字的1042个句子和随机抽出的50万语料的测试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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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实验结果衰

实验结果

词 查到的不一致词 模型的有效性
词条 存在错标的

性 总词次数 次数(查错数) (无效性)(％)
兼类词次数

直接 向 量 直接 向 量

a 910 8 5(1) 7(1) 50．00(0．11) 75．00(0．11)

高 n 112 0 O(0) 0(0) 100．00(0．0) 100．00(0．O)

V 0 5 3(1) 5(1) 40．00(6．67) 80．00(6．67)

总数 1042 13 8(2) 12(2) 46．15(0．19) 76．92(0．19)

50万语料 所有 64040 562 343(85) 518(91) 45．91(0．13) 75．98(0．14)

①向量模型和直接模型查到的正确的不一致数相差较大，它们的有效性分别约为76％和

46％，显然向量模型比直接模型更有效。

②应用向量模型进行词性一致性检查时，有一些错标的未查到，未查到数占存在错标的兼

类词次数的比例约为24％。向量模型检查的召回率约为76％。

③利用向量模型进行一致性检查时，在查到的不一致词中存在一些查错的。向量模型检

查的准确率约为83％。

④无论是直接模型还是向量模型，它们的无效性都很低，都底于0．20％。

我们提出的基于聚类和分类的语料库词性标注一致性检查的新方法，通过对含“高”字的

1042个句子和50万语料分别进行实验，从纵向和横向对200万语料作了代表性测试，它们的

有效性约为76％，它们的准确率约为83％，而其无效性很低，不到0．20％。结果表明这种解决

词性标注一致性的方法是有效的，它避开了以前一贯采用的规则或统计的方法，利用了聚类和

分类的思想，对范例进行聚类并求出阈值，对测试数据进行分类确定其标注的正误，这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机器自动标注中容易出现而且较难解决的一致性问题，而且也大大的提高了人

工校对的效率和质量。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改进词性标注一致性检查的模型，并努力建立词性

标注不一致的自动校正模型，为建设高质量语料库提供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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