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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词义消歧作为自然语言处理最经典的任务之一，旨在识别多义词在给定上下文中的正
确词义。相比英文，中文的一词多义现象更普遍，然而当前公开发布的汉语词义消歧
数据集很少。本文爬取并融合了两个公开的网络词典，并从中筛选耱耬耰耸耳个词语和相关
义项作为待标注对象。进而，从网络数据及专业语料中为抽取相关句子。最后，以多
人标注、专家审核的方式进行了人工标注。数据集1包含将近耲万个句子，即每个词平
均对应约耲耰个句子。本文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对多种模型进行
实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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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词义消歧是自然语言处理中最经典的任务之一。它旨在识别多义词在给定上下文中的准确
词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句子的含义耨聗聥聡聶聥聲耬 耱耹耵耲耩。在汉语中多义词比例相对较低，但它们在自
然语言中却被广泛使用。因此，词义消歧与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信息检索等领域密切相关，
消歧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这些领域的相关应用效率。

词义消歧数据集是词义消歧任务的基础语料，其质量关乎后续消歧任务的开展。鉴于其重
要性，已有不少学者就如何构建高质量的词义消歧数据集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一个完整的词
义消歧数据集通常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集：耱耩词义数据集，包含待消歧词语的所有词义信
息；耲耩标注语料数据集，能够将具有多种含义的词汇与其在语境中的正确词义联系起来，通常
用于模型的训练和评估。

英文的词义消歧数据集建设已经趋于成熟，常用的词义数据集有聗聯聲聤聎聥聴耨聍聩聬聬聥聲 聥聴 聡聬耮耬
耱耹耹耰耩和聂聡聢聥聬聎聥聴耨聎聡聶聩聧聬聩 聡聮聤 聐聯聮聺聥聴聴聯耬 耲耰耱耲耩。标注语料数据集则有许多不同的语料库可
供使用，例如聓聥聭聃聯聲语料库耨聍聩聬聬聥聲 聥聴 聡聬耮耬 耱耹耹耳耩、聓聥聮聳聥聶聡聬耭耲语料库耨聅聤聭聯聮聤聳 聡聮聤 聃聯聴聴聯聮耬
耲耰耰耱耩、聓聥聮聳聥聶聡聬耭耳语料库耨聓聮聹聤聥聲 聡聮聤 聐聡聬聭聥聲耬 耲耰耰耴耩，以及在语义测评比赛聓聥聭聅聶聡聬中使用
的语料库：聓聥聭聅聶聡聬耭耲耰耰耷 联聡聳聫 耱耷耨聐聲聡聤聨聡聮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耰耷耩、聓聥聭聅聶聡聬耭耲耰耱耳 联聡聳聫耨聎聡聶聩聧聬聩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耱耳耩和聓聥聭聅聶聡聬耭耲耰耱耵 联聡聳聫 耱耳耨聍聯聲聯 聡聮聤 聎聡聶聩聧聬聩耬 耲耰耱耵耩，这些语料库都是基于聗聯聲聤聎聥聴中的词
义构建而成。

相较于英文，汉语词义消歧研究起步较晚，数据资源相对匮乏。不过许多学者已开展相关
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例如北京大学的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耨聓联聃耩、汉语二语教学词义标
注语料库、基于构词法的汉语词义消歧语料库耨聆聩聃职聓耩以及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聓联聃语
料库耨吴云芳聡聮聤 俞士汶耬 耲耰耰耶耩使用《现代汉语语义词典》作为词义语料，对耲耰耰耰年耱耭耳月
和耱耹耹耸年耱月的《人民日报》语料耨共计耶耴耲万字耩进行多义词标注，标注了耹耶耶个多义词义项。汉
语二语教学词义标注语料库耨王敬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耱耷耩和聆聩聃职聓语料库耨聚聨聥聮聧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耲耱耩以《现代汉语
词典》耨聃聃聄耩为标注体系，前者对汉语二语教材文本耨约耳耵耰万字耩中的耱耱耸耱个多义词进行标注；
后者基于中文维基百科构建了有耷耰耶耴个多义词，囊括耱耲耱耶耵耵条标注数据的汉语词义消歧语料
库。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耨舒蕾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耲耲耩整合了多个词典资源，其语料库规模超过耱耱耷耮耶万
字，包含了耳耮耸耷万条标注数据，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汉语领域的语言资源。

聓联聃语料库构建时间较早，整体规模较小且缺乏时效性。汉语二语教学词义标注语料库
和聆聩聃职聓语料库规模庞大，选用的都是近十年的数据作为标注语料，有较强的多样性和时效
性，但二者都基于《现代汉语词典》进行语料标注，语料数据因词义数据集版权问题无法公
开。因此当前汉语词义消歧任务面临高质量数据集获取困难的问题。同时本文注意到，鲜有数
据集运用中文互联网资源，然而当前人们对一个词语的意思有疑惑时，会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查
询，从多个网络词典中找到最合适的解释。由此本文决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基于网络数据构
建一个高质量、公开的、由人工标注的且有一定规模的词义消歧数据集。

本文通过网络资源对多音节的多义词进行词义搜寻整合，筛选出耱耬耰耸耳个词语作为待标注
对象，从网络数据和专业语料中分别抽取句子开展词义标注，建成了超过耸耵万字规模的现代汉
语词义消歧数据集。以该库为基础，本文利用几种词义消歧模型进行词义消歧预测，其中模
型聆耱值最高达到了耷耷耮耷耴耥。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网络数据与专业语料的差别，证实了合理利用网
络数据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2 网网网络络络词词词典典典爬爬爬取取取和和和融融融合合合

肖航和杨丽姣耨耲耰耱耰耩指出，构建词义消歧数据集存在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词典中的词
义区分若不够清晰，可能导致标注结果不一致，第二个难点是词典提供的词义不够全面，会导
致在标注时出现无法匹配的情况。同时，随着当前词义消歧技术的发展，义项作为词义的直观
文字表示，其作用被逐渐挖掘。最近几年，向神经网络模型中添加义项信息来辅助消歧工作已
成为主流，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聂聅聍、聅聓聃聈聅聒耨聈聵聡聮聧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耱耹耻 聂聬聥聶聩聮聳 聡聮聤 聚聥聴聴聬聥聭聯聹聥聲耬 耲耰耲耰耻
聂聡聲聢聡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耲耱耩这些充分利用义项信息的模型都取得了当时词义消歧任务的最佳水平。研究
表明，当前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有效的识别出不同的义项信息，同时义项信息对词义消歧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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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大的帮助。因此本文决定在构建词义数据集时，为同一词义添加多种文字描述，并尽可能
提供全面的词义解释。

2.1 词词词义义义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选选选择择择

许多词典网站经过多年的更新和发展已经形成规模。本研究在经过深度分析及实际测试后
发现，百度汉语1、在线新华字典2、汉典3这些在线词典词语丰富、词义质量较高且具备较高的
专业性，但由于词义区分规则不同及构建人员文学认知水平存在差异，这些词典的义项大多不
同，以聜冲突耢一词为例，百度汉语、在线新华字典、汉典分别给出了不同的义项，如表耱所示。

网络词典 聜冲突耢义项

百度汉语 耱耮耨动耩矛盾激烈。

在线新华字典
耱耮有矛盾；争斗；争执。耲耮两种或几种动机同时
存在又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耳耮指文艺作品中人
和人，人和环境，或人物内心的矛盾及其激化。

汉典
耱耮冲杀奔突。耲耮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
耨如观念、利益、意志耩的互相干扰。耳耮以争吵、摩擦
和对立为特色的持久的不和。耴耮意见不合耬发生争执。

联聡聢聬聥 耱耺 聜冲突耢在多种不同网络词典中的义项

汉典网站始建于耲耰耰耴年，是一个有着巨大容量的字、词、词组、成语等其它中文语言文字
形式的免费在线辞典。其词典内的义项既参考了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网络数据，又参考了王
同亿编著的《高级汉语词典》，每一个词语义项都对有相应英文对应，英文解释是其进行义项
区分的一个重要因素。汉典经过十多年的更新优化，其内部词义知识体系已趋渐完善，且义项
充分，在使用者中获得了广泛好评。
不同于词义聜粒度过细耢的汉典，由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构建的在线新华字典词义更为凝

练，针对同一个词义，在线新华字典与汉典的义项表述往往不同，正符合本文对词义数据集构
建的需求。不过在线新华字典内部分词语存在义项冗杂、重复的问题，该词典在使用时需要提
前进行专业的人工筛选。
在比对汉典与在线新华字典的数据特色后，本文拟将汉典与在线新华字典义项进行融合，

充分利用不同词典的义项资源，在合并词典前后分别对两个词典数据进行人工清洗修改，以确
保最终获得的词义数据集质量。

2.2 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项项项的的的获获获取取取及及及处处处理理理

2.2.1 网网网络络络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获获获取取取

为了获取汉典和在线新华字典的词典资源信息，本文根据两种网站的页面格式设计了不同
的词语抽取策略。

在线汉语字典的网页源码采用聈联聍职格式存储，整体风格较为简洁，包含了聜基本解
释耢、聜分解解释耢、聜相关词语耢和聜更多相关词语耢等几个栏目。我们使用聂聥聡聵聴聩聦聵聬 聓聯聵聰工具
获取单个词语的网页源码，并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获取聜基本解释耢中该词语的所有义项信息。
在收集完当前词语的信息后，通过聜相关词语耢和聜更多相关词语耢中的链接依次爬取其他词语的
网页源码，重复上述流程直到获得所有词语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共获得了耳耶耸耬耰耲耴个词
语解释，其中包含耶耰耬耶耸耳个多义词。
汉典网站的词语解释页面功能较为丰富，单个词语的源码较大。为了提高爬取效率，我们

采用了聕聒职拼接的策略来获取特定词语的网页源码。例如，将聜聺聤聩聣耮聮聥聴耯聨聡聮聳耯耢与聜冲突耢拼接即
可组成汉典中聜冲突耢对应的聕聒职：聜聺聤聩聣耮聮聥聴耯聨聡聮聳耯冲突耢，使用聂聥聡聵聴聩聦聵聬 聓聯聵聰工具便可获取聜冲
突耢在汉典中的源码数据。采用这种方式对已经从在线汉语字典中获取的词语进行汉典源码爬
取，取得源码中聜词语解释耢栏目中的相应词条作为对应词语的义项信息。基于这一策略，本文
从汉典中共得到了耳耰耲耬耲耷耳个词语解释，其中有耶耲耬耶耲耰个词语是多义词。

1https://hanyu.baidu.com/
2http://xh.5156edu.com/
3https://www.zdic.net/

CC
L 
20
23

第二十二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43页-第53页，哈尔滨，中国，2023年8月3日至5日。
(c) 2023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45



计算语言学

初步获得的在线新华字典和汉典数据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网络词典本身存在的义项错误问
题，以及由于爬取规则不全面引发的错误。为了使这些数据满足后续研究的需要，我们对各词
典中多音节的多义词进行了系统整理。通过自动处理和专家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
了清洗，确保各词典的词义满足以下要求：耱耩各个义项只包含词义的文本表示，不包含其他信
息，如聜英文解释耢、聜词性耢、聜音标耢等。耲耩各义项表示的词义相互独立，不存在词义重叠的情
况。耳耩如果义项中带有例句，则将各例句放在义项最后并用聜|耢分隔。最终得到的词典数据如
表耲所示。

网络词典 多义词数 词语词义数均值 单个义项长度均值

汉典 耶耰耬耲耸耸 耳耮耱 耳耳耮耳

在线新华字典 耵耸耬耹耹耵 耲耮耴 耳耶耮耲

联聡聢聬聥 耲耺 处理后的网络词典数据

2.2.2 义义义项项项合合合并并并

在完成词典整理后，本文将对两个词典数据进行融合。一般的融合策略通常需要通过人工
去重来保证融合后的语料中的每个词语义项都清晰可分。然而，在实际的融合过程中存在许多
挑战。例如，不同词义的边界往往难以确定，同时两个词义可能存在交集，这给选择合适义项
带来了困难。这些融合过程中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后续的标注任务。因此，本文在融合词典数据
时作出以下规定：耱）允许在词义解释中存在表示同一词义的不同义项。耲）不同词义可以存在
交集。为了替代人工操作，本文采用了自动融合的方法，具体的融合流程如下所述：
步步步骤骤骤1：：：以在线新华字典数据为新词义数据集基础，将汉典中词语逐个添加至新词义数据

集中，若原本在线新华字典中存在该词语词义解释，则跳转步骤耲；若原本在线新华字典中不存
在该词语词义解释，则跳转步骤耳耻
步步步骤骤骤2：：：将该词语在汉典里的义项逐个加入，加入时与在线新华字典中该词所有义项对比

句子相似度，若句子相似度高于耸耵耥，说明二者表述极为相似，则不添加至新词义数据集耻
步步步骤骤骤3：：：直接向新词义数据集添加该词语耻
最终，本文得到了一个包含多种词义表述且有较广覆盖率的汉语多义词词义语料库，该语

料库共有多义词耵耹耶耵耵个，每个词语平均有耲耮耷个义项，每个义项平均有耳耴耮耸个字，具体义项个数
分布如图耱所示。

40067

9952

5219

2207
1016 1197

2

3

4

5

6

>=7

聆聩聧聵聲聥 耱耺 不同义项数词语的分布情况

相比于人工融合，通过上述方法构建而成的词义语料库义项处理更为简单，极大的节约了
词义语料库构建的人力物力成本。同时涵盖了更多更全面的义项，能够为当前深度学习模型的
训练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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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构构构建建建

3.1 待待待标标标注注注词词词语语语筛筛筛选选选

考虑到实际标注需要花费的人力成本，挑选耱耰耰耰个词语作为待标注词语，可以让每个词语
都有足够多的标注语料与其对应，满足词义消歧模型的训练需要。同时为确保后续标注语料数
据集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先对耱耹耹耸及耲耰耰耰年的《人民日报》中各词语进行词频统计，再
将词语按照义项数分成六份耨如图耱中的划分方式耩，依据词频抽取出这六份词语中各自出现最多
的耲耰耰个词语。
随后，本研究组织两名专家对这耱耬耲耰耰个词语进行人工筛选，如果一个词语中只有一个词义

是常用词义，其余词义在现代汉语中几乎不会被使用，则将该词语筛除。例如聜等待耢有两个义
项：耱耮聜不采取行动，直到期望或意料中的人、事务或情况出现；耢耲耮聜犹等到耢。这里义项耲出自
《水浒传》第二回：聜 史进回到庄上，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
解官请赏。耢，在现代汉语中聜犹等到耢这个义项几乎不再使用，若对含有聜等待耢的语句进行标
注，标注结果单一，不符合词义消歧的需要，因此要将聜等待耢去除。最终，本文得到了耱耬耰耸耳个
包含多种常用词义的多义词作为后续标注语料数据集的主要标注词语。

3.2 标标标注注注语语语料料料采采采样样样及及及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为确保标注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拟从多种不同的语料库中抽取待标注语料。
《人民日报》和聃聯聎职职耲耰耰耹中文语料是经过专业机构筛选和整理后的高质量语料库，有着

规模大、内容丰富、文本质量高、语言风格统一的特点。而网络数据由本研究从各种网络资源
爬取获得，是用户自由发布的文本内容，其包含大量的新闻报道、博客文章、舆论评价等信
息，与另外两个语料相比，网络数据的语言风格更为多样化，其中词汇用法和上下文也更加复
杂。采用多种语料库构建标注语料数据集，充分保证了数据的多样性。
虽然网络数据让标注语料更为多样，但其质量难以保证，存在错别字较多、句子过短、包

含非文本相关的符号或标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对获取的待标注句子进行人工预处
理，确保即将被标注的句子满足以下原则：耱耩长度适中，待消歧词有较充足的上下文本。耲耩不
含有错别字或逻辑错误。耳耩无与文本无关的内容。
基于上述原则，本研究从网络数据、耱耹耹耸年及耲耰耰耰年的《人民日报》语料和聃聯聎职职耲耰耰耹中

文语料中按照词语的五倍义项数抽取相应数量的句子，同时采用耶：耴的比例将网络数据和专业
语料随机抽取的句子进行合并，得到耲耴耬耴耵耵个句子。最后，对合并后的语料进行了人工处理，
得到耲耱耬耳耹耶个句子以供后续标注。

3.3 人人人工工工标标标注注注

本研究基于新构建的词义数据集和待标注语料，开展了语料标注工作。为确保标注质量，
我们组织了共耸耷名具有较强词汇理解能力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人工标注。整个标注过程分为
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们使用了少量标注数据进行摸索尝试；依据第一阶段的标注经验，
我们优化了标注流程和系统；第二阶段则展开了大规模的标注工作。

3.3.1 具具具体体体标标标注注注流流流程程程

参与标注的人员分为标注人员和审核人员，标注人员由耸耲个本科生组成，审核人员由耵个研
究生组成。我们将对一个句子的标注称为耢标注实例耢，一个标注实例包含以下基础信息：耱耩含
有待消歧词语的完整句子。耲耩待消歧词语的所有义项。每个标注实例会被分配给两个不同的标
注人员，标注人员根据待消歧词语的上下文选择出适合此语境下的义项。如果两个标注人员选
择的义项相同，该实例会被直接存储进数据集中。如果两个标注人员选择的义项不同，那该实
例会进入审核流程，由审核人员进行判断并给出审核理由；经审核后的实例会再返回给标注人
员，如果标注人员无异议，则进行学习；如果标注人员有异议，可以给出理由并进行投诉，被
投诉的实例会交由另一个审核人员处理并给出最终答复。详细标注流程如图耲所示。

3.3.2 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则则则

本研究构建的词义数据集包含重叠、相离和包含三种义项关系。重叠指的是两个义项的意
思相同，但表述方式不同；相离指的是两个义项的意思不同；包含则指一个义项的意思被另一
个义项所包含。以聜接受耢一词为例，其包含以下五个义项：耱耮收受。耲耮根据法令把机构、财产等
拿过来。耳耮接纳。耴耮接纳；收受。耵耮依据法令收归己方所有。其中义项耲和义项耵之间存在重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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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审核结果

审核人员A

不满意审核结果，提出投诉

获得标注任务

标注人员

反馈投诉结果

审核人员B

标注结果不同
进行标注

将一个实例分配给 
两个标注人员

标注系统

聆聩聧聵聲聥 耲耺 标注流程

系，义项耱和义项耲之间是相离关系，义项耱和义项耴之间是包含关系。在标注过程中，标注者需
要充分理解待标注句子，并根据义项的关系进行多选，具体多选规则如下：

规规规则则则一一一 不允许在一个标注实例中多选相离关系的义项。如果存在多个相离的义项都符合语
境，则选择聜待标注句子中词语有歧义耢。

规规规则则则二二二 如果义项间存在重叠关系，则所有符合语境且重叠的义项都需要被选择。

规规规则则则三三三 如果义项间存在包含关系，则当被包含的义项被选择时，另一个义项也需要被选
择。

规规规则则则四四四 如果只有一个义项符合语境，则单选该义项。

在实际标注中，有时候待标注句子可能存在一些本身就有错误或无法对应词义的情况。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特别添加了两个选项：聜待标注句子本身有错误耢和聜没有合适的词义耢供
标注人员选择。同时，基于上述标注流程和多选规则，我们构建了一个轻量级的标注网站，使
得人工标注变得更加方便和高效。图耳展示了该标注网站的用户界面。

聆聩聧聵聲聥 耳耺 标注系统界面

3.3.3 实实实际际际标标标注注注情情情况况况

在第一阶段的标注中，我们抽取了一小部分数据进行标注。每个标注人员需要逐一完
成耱耰耰个标注实例，这些实例是完全随机分配的。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筛选出准确率较高的标
注人员，同时暴露出了以下问题：耱耩标注人员每次都需要学习新的词语义项，因此单个实例的
学习成本过高。耲耩审核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标注人员完成标注后很难及时获得审核反馈。如果
标注人员的词义理解出现错误，存在错误延续情况。

根据第一阶段的标注情况，我们挑选出了准确率较高的耶耳名标注人员参加第二阶段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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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针对第一阶段中的问题，我们对标注系统进行了以下改进：耱耩将每个词语的所有实例分配
给两个固定的标注人员，每个标注人员只有在完成一个词语的所有标注实例后才能开始下一
个词语的标注。耲耩标注人员在获取一个词语的标注实例时，会先获得该词语耳耰耥的实例进行标
注，只有在这些实例全部被审核完后，才会获得剩余的实例。在第二阶段，每个标注人员至少
需要完成耵耰耰个实例的标注工作。此外，在标注过程中，如果因为义项处理问题导致标注错误，
这些错误也会被记录。在所有标注工作完成后，我们依据这些记录对词义数据集内的义项进行
进一步优化处理。

所有标注完成后，我们对标注情况进行了统计。标注人员的平均标注准确率为耷耴耮耶耥，标
注一致性达到了耶耸耮耸耥，进一步分析发现，一个词语前耳耰耥的实例的标注一致性仅为耵耸耮耳耥，
标注者此时并未收到审核反馈，因此标注一致性较低，在学习审核结果后，标注一致性达到
了耷耶耮耲耥。审核人员给出审核结果后，标注人员的投诉率为耲耲耮耸耥，其中有耳耶耥的投诉被采纳。
从总体标注情况来看，标注人员对于有异议的审核结果能够积极反馈，且能从审核中充分学习
到义项正确信息。

3.4 整整整体体体规规规模模模及及及义义义项项项分分分布布布

在本研究的标注过程中，有耶耱名标注人员完成了词义消歧任务，共得到耱耹耬耷耵耹个被正确标
注的句子。其中，耲耱耳个句子存在句子本身错误，耱耶耰个句子中的词语具有歧义，耳耰耴个句子无法
找到合适的词义。最终，我们获得了耱耹耬耰耸耲条高质量的标注语料，每条语料仅含有唯一的待消
歧词，该词义消歧数据集涵盖了耱耬耰耲耳个词语，总共包含耴耬耸耳耱个义项，其中耳耬耷耹耰个义项被正确
标注的句子覆盖，义项标注覆盖率为耷耸耮耴耵耥。

数据集中各义项分布如图耴所示，其中，有耶耵耮耵耥的义项在数据集中出现不足耱耰次，且
有耱耸耮耴耥的义项仅出现一次。对这些义项做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义项仅出现一次大多是因为该
义项在近代几乎无人使用，但原词典包含了相应的例句，这些例句被收录在标注数据集中；一
个词语的本义是最常被使用的词义，对应的义项在数据集中相较其它义项也更频繁。

聆聩聧聵聲聥 耴耺 数据集中各义项分布情况

3.5 网网网络络络数数数据据据与与与专专专业业业语语语料料料分分分析析析

本文构建的数据集共有耱耹耰耸耲条标注语料。其中，有耹耷耶耶条属于专业语料，耱耰耰耳耶条属于网
络数据，这些语料的详细对比如表耳所示。

可以看到，网络数据包含了更多的义项，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数据集的词义覆盖率，同时，
网络数据的格式与内容更为多样，弥补了专业语料格式单一的问题。在为数据集带来提升的同
时，网络数据存在着以下问题：耱耩如图耵所示，初始的网络数据存在很多噪音，需要花费较多人
力进行清洗。耲耩网络数据的句长相对较短，句子提供的上下文信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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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资源 标注语句数 词语数 义项数 词义覆盖率 标注语句平均长度

专业语料 耹耬耷耶耶 耱耬耰耲耳 耳耬耲耲耸 耶耶耮耸 耴耶耮耵

网络数据 耱耰耬耰耳耶 耱耬耰耲耱 耳耬耶耸耹 耷耶耮耳 耴耱耮耳

联聡聢聬聥 耳耺 网络数据与专业语料详细统计分析

9782 9779 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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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聩聧聵聲聥 耵耺 标注数据规模变化

最终构建的标注数据集中，网络数据与专业语料占比近似耱：耱，这既保证了数据的专业
性，又确保了语料的多样性和时效性。

4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实实实验验验

4.1 模模模型型型介介介绍绍绍

GlossBERT一种基于聂聅聒联耨聄聥聶聬聩聮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耱耸耩的预训练模型，用于解决词义消歧问题。
不同于传统的词义消歧模型，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将义项信息也融入到神经网络中，并将词义消歧任务
转化为句对分类问题。具体地，给定一个包含待消歧词w的文本c和其在词义数据集S中的对应
义项s1, s2, ..., sn，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将c和S中各词义分别组合，并输入聂聅聒联进行句对分类。分类总
共有两个标签：yes, no，分别表示sn（是耯不是）w的对应词义。该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
词语义项与聂聅聒联相融合，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性能表现。

BEM 也是一种基于聂聅聒联的预训练模型。该模型采用双编码器的结构，将待消歧词w所
在文本c和w对应的义项s1, s2, ..., sn分别用聂聅聒联编码，并提取各自的聛聃职聓聝表示信息。相比
于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聂聅聍将所有义项都单独进行编码，有助于模型更好地理解不同义项表示的
词义信息。实验结果表明，聂聅聍在低频词上表现良好，进而提高了模型的整体性能表现。

ESCHER 是一种基于聂聁聒联耨职聥職聩聳 聥聴 聡聬耮耬 耲耰耱耹耩的预训练模型，它将词义消歧问题重
新定义为一个跨度抽取问题。该模型把一个包含待消歧词w的文本c和w所对应的所有义
项s1, s2, ..., sn输入聂聁聒联中，然后指定各个义项在模型输入中的位置信息，最终让模型生成
与w最匹配的义项的位置。聅聓聃聈聅聒首次将所有义项都放在同一个输入中让模型判断，相比
于聂聅聍，它在低频词上有着更好的效果。此外，它引入了高频噪音机制，通过向模型输入
中随机添加高频词，从而变相降低高频词的选择率。在英文数据集上，聅聓聃聈聅聒的聆耱值达到
了耸耰耮耷耥。

4.2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划划划分分分

本研究将之前构建的标注语料数据集按照耷：耱：耲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
具体情况如表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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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词语数 义项数 标注语句数 标注语句平均长度 义项平均长度

训练集 耹耱耸 耳耬耲耵耹 耱耵耬耲耴耴 耴耴耮耲 耱耱耮耰

验证集 耶耰耴 耱耬耴耵耳 耲耬耸耹耳 耴耳耮耱 耱耱耮耷

测试集 耶耷耸 耱耬耷耷耸 耳耬耶耴耵 耴耴耮耶 耱耱耮耶

联聡聢聬聥 耴耺 数据集统计

为了评估模型在不同词义分布下的性能，我们采用了聚聨聥聮聧耨耲耰耲耱耩提出的测试集划分方法。
将测试集按照词义在训练集中的出现频率分为四个子集：耨耱耩最常用词义，即在训练集中对应词
语出现最多的词义。耨耲耩较常用词义，即在训练集中出现了超过耵次，但不是对应词语出现最多
的词义。耨耳耩低频词义，即在训练集中出现过，但出现次数不多于耵次的词义。耨耴耩零样本词义，
即该词义在训练集中从未出现过的词义。由于我们的测试集规模偏小，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难
以保证测试集中有足够数量的低频词义和零样本词义，因此本文在构建数据集时随机抽取了几
个词语，将这些词语的所有语料放入测试集中，以此提高测试集中低频词义及零样本词义的比
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标注数据集采用了多选策略，因此一个标注句子通常对应多个义
项。同时，我们的数据集中待消歧词并不具有歧义，即每个标注句子对应的义项之间不存在相
离的情况。这一特点保证了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可以根据损失函数有效收敛。然而，这也需要我
们在聂聅聍 和聅聓聃聈聅聒 模型加载数据时采用特殊的处理方式。

假定一个标注句子c的对应义项为L 耽 l1, l2, ..., lk。当使用聂聅聍 或聅聓聃聈聅聒 这类以最合适
词义为输出的模型时，我们要对待消歧句子做单选衍变。一个标注句子进行单选衍变时会衍
生为k个数据，这k个数据分别对应L中的一个义项，在进行词义预测时，对应词义数据会自动
将L中其余义项从候选义项选择中去除。图耶展示了这种单选衍变过程，图中原标注句子c有耲个
对应义项，耴个候选义项。

聆聩聧聵聲聥 耶耺 数据单选衍变过程

4.3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使用最常用词义耨聍聆聓耩作为默认的基线参考，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聂聅聍、聅聓聃聈聅聒均采用原论文
给定的参数设置，且都基于聣聨聩聮聥聳聥耭聲聯聢聥聲聴聡耭職職聭耭聥聸聴耭聬聡聲聧聥1进行训练微调。模型评估方面，我
们以聍聡聣聲聯耭聆耱作为比较模型效果的依据。在本文构建的词义消歧数据集上，最终实验结果如
表耵所示。

相较于其它模型，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的聆耱值偏低。在英文大规模数据集上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有着不错的
性能表现，但在我们的数据集上效果并不显著。从表耵给出的结果不难发现，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在低
频词义及零样本词义方面效果较差，因此可以推断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在小规模的数据集上难以学习到
足够的词义知识。聅聓聃聈聅聒是当前表现最好的模型，在小规模的数据集上，聅聓聃聈聅聒已具备不

1https://huggingface.co/hfl/chinese-roberta-wwm-ext-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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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验证集 测试集 最常用词义 较常用词义 低频词义 零样本词义

聍聆聓 耲耶耮耷耸 耴耱耮耸耵 × × × ×
聇聬聯聳聳聂聅聒联 耵耶耮耹耰 耵耷耮耰耴 耸耶耮耵耳 耶耸耮耷耱 耲耷耮耸耳 耲耵耮耷耴

聂聅聍 耷耱耮耰耴 耷耱耮耱耲 92.32 耸耰耮耴耷 耴耴耮耵耳 耴耸耮耷耷
聅聓聃聈聅聒 76.81 77.74 耹耱耮耷耳 84.38 52.57 54.53

联聡聢聬聥 耵耺 消歧模型结果

错的消歧能力，不论是聂聅聍还是聅聓聃聈聅聒，其模型性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在低资源词
义数据上的改进。这种改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模型对于不同词义知识聜理解耢能力的提升。

考虑到标注语料的规模会对模型预测性能产生影响，我们从原耱耰耲耳个词语中分别
抽取耶耰耰、耷耰耰、耸耰耰、耹耰耰个词语，依据耴耮耲的划分规则对这些词语进行数据划分，并利
用聅聓聃聈聅聒模型分别训练、测试这些数据集，不同数据集规模的聅聓聃聈聅聒表现如表耶所示。

模型 总词语数 标注语料总数 测试集聆耱值

聅聓聃聈聅聒600 耶耰耰 耱耱耬耰耸耲 耷耲耮耹耱

聅聓聃聈聅聒700 耷耰耰 耱耳耬耳耵耷 耷耴耮耵耵

聅聓聃聈聅聒800 耸耰耰 耱耴耬耸耲耳 耷耵耮耸耳

聅聓聃聈聅聒900 耹耰耰 耱耷耬耰耰耱 耷耶耮耰耷

聅聓聃聈聅聒all 耱耬耰耲耳 耱耹耬耰耸耲 76.81

联聡聢聬聥 耶耺 不同数据集规模下的聅聓聃聈聅聒模型表现

当标注语料数不满耱耵耬耰耰耰时，模型性能会随着语料的增加有较大提升，不过随着语料的不
断增加，模型性能的提升幅度逐渐放缓，预估在标注语料数达到耲耵耬耰耰耰时，模型性能受到语料
规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模型性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限于数据集中的低频
词义与零样本词义。因此，改善模型结构，提高模型对汉语词义的聜理解耢能力，让模型在更少
量的数据上学习到更多的词义知识，是今后汉语词义消歧模型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实践证
明，模型能够从本文构建的现代汉语词义消歧数据集中学习到有效的词义知识，本文构建的数
据集可以为后续的汉语词义消歧研究提供帮助。

5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主要以现代汉语词义消歧数据集为研究对象，对两个公开的网络词典中多义词进行融
合，筛选处理出耱耬耰耸耳个词语作为待标注对象，以网络数据及专业语料作为源语料库进行标注语
料抽取，并依据标注规则进行了人工标注。最终，本文构建的词义消歧数据集包含将近耲万条标
注数据，规模超过耸耵万字。本文利用多种词义消歧模型对该数据集进行测试，既验证了数据集
的质量，还探讨了汉语词义消歧模型发展的趋势。后续该数据集会无偿公开，方便更多学者进
行汉语词义消歧研究。

不过本文构建的数据集规模依旧偏小，不太适用于对数据量有较大需求的模型，为了满足
今后的科研需要，我们希望从以下几点继续改进现有的资源：耱耩对那些低频词义进行标注语料
补充。耲耩用更多种类的语料扩充当前数据集，使语料覆盖更广。耳耩不局限于多音节词，对更多
的多义词标注，努力实现全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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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航聡聮聤 杨丽姣耮 耲耰耱耰耮 基于词典的语料库词义标注研究耮 语言文字应用耬 耨耲耩耺耱耳耵聻耱耴耱耮

舒蕾耬 郭懿鸾耬 王慧萍耬 张学涛耬 聡聮聤 胡韧奋耮 耲耰耲耲耮 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研究耮 中文信息学
报耬 耳耶耨耵耩耺耲耱聻耳耰耮

CC
L 
20
23

第二十二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43页-第53页，哈尔滨，中国，2023年8月3日至5日。
(c) 2023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