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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第縲縲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縨繃繃繌縩提出了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縱縰个评测任务。其中，
任务縱为古籍命名实体识别评测，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组织。该任务的主要目标是自动识别古籍文本中事件基本构成要素的重要实
体，以提供对古汉语文本进行分析处理的基础。评测发布了覆盖多个朝代和领域的繜二
十四史縢评测数据集，共縱縵万余字，包含人名、书名、官职名三种实体超万数。同时
设置了封闭和开放两个赛道，聚焦于不同规格的预训练模型的应用能力。共有縱縲縷支
队伍报名参加了该评测任务。在封闭赛道上，参赛系统在测试集上的最佳性能达到
了縹縶縮縱縵縥的繆縱值；在开放赛道上，最佳性能达到了縹縵縮縴縸縥的繆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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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古籍命名实体识别（繎繡繭繥繤 繅繮繴繩繴繹 繒繥繣繯繧繮繩繴繩繯繮）任务的目的是自动化抽取古籍善本中的
明确实体对象，实体类型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以及其他可定义的实体类型，例如官职名、
书名等 縨苏祺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縱縩。古籍文献的命名实体识别是正确分析处理古汉语文本的基础步骤，
也是深度挖掘和组织人文知识的重要前提，对于在数字人文环境下历史人文数据库和工具的构
建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学界已有多项研究关注史籍、方志、诗词、中医等类目的古籍命名实体识别，并
构建了一些针对特定领域的小型标注数据集。实体标注的体系和规范也有所差异，识别范围通
常由三种基本实体类别扩充至人文计算研究所需的多种特殊类别，如书名、药物名、疾病名、
动植物名等 縨杜悦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縱縻 黄水清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縵縻 刘江峰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縻 崔竞烽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縰縻 李娜縬
縲縰縲縱縻 谢靖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縻 林立涛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总体而言，古籍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仍然缺乏可用于
模型训练以及评测的公开数据资源，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古汉语在不同时代
和不同领域的古籍文献中具有丰富的字形变化和语境含义，以及行文结构的连续性、无句读等
特点，这也增加了古籍文献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复杂和困难程度。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联合组织了本次古籍文献的命名实
体识别评测，基于繜二十四史縢建构了覆盖多个朝代的历时、跨领域数据资源，以完善古籍命名
实体识别数据的扩充和任务的建立。与以往的古籍命名实体识别数据集和评测任务相比，本次
评测具有以下特色：

首先，针对不同朝代和领域的古籍文献所反映出的语言和实体特征差异，本次评测选择了
历史典籍繜二十四史縢来建立实体标注体系和数据集，以期提升古籍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在不同领
域的适用性。繜二十四史縢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均以纪传体编撰。它上
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
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的缩影和记录。

其次，本次评测数据集的实体知识体系涵盖了人名、书名和官职名三种类型。在历史典籍
中，与事件相关的人物、地点等实体是最为重要和易于获取的知识，同时，官职身份亦是体现
事件中人物关系的重要信息，需要准确地识别和挖掘。

最后，本次评测设置了封闭和开放两个赛道，旨在比较、探索和挖掘不同规模的预训练语
言模型在古籍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的应用能力。封闭赛道要求参赛队伍禁止使用大模型，而开
放赛道要求必须使用大语言模型。

本文主要包含如下内容：第縲节主要介绍了古籍命名实体识别的相关工作，包括数据集、实
体标注和模型算法等。第縳节详细介绍了本次评测的具体设置，例如数据集、评价指标、赛道要
求等。第縴节概述了本次评测的参赛情况。第縵节展示参赛队伍所使用的方法，并进行了总结分
析。最后，第縶节对本次评测进行了总结。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古古古籍籍籍实实实体体体标标标注注注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实体标注是对数字化古籍文本进行概念与知识的抽取、挖掘的重要支撑，但其人工标注成
本显著高于现代汉语。一方面是因为古籍文本的电子化数据资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则是古籍
实体标注对标注人员的知识背景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专业知识。而手工标注
的操作效率低下，使得标注成本不断攀升。早期的古籍数据集主要关注于史籍文本中的人名和
地名等基本实体类型，例如朱晓 縨縲縰縱縲縩标注了编年体《明史本纪》中的人名，皇甫晶和王凌
云 縨縲縰縱縳縩标注了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蜀书》十五卷中的人名，黄水清等 縨縲縰縱縵縩标注了《春
秋左氏传》中的地名等等。随后的研究逐渐将实体标注范围扩充至其他多种可定义的实体类
型。例如，李娜 縨縲縰縲縱縩标注了《方志物产》山西卷中物产信息的别名、人名、地名、引用名、
用途名等，谢靖等 縨縲縰縲縲縩利用词典资源完成了《黄帝内经》中医学概念实体的标注，林立涛
等 縨縲縰縲縲縩等对縲縵部先秦典籍语料库中的动物实体进行了标注，崔竞烽等 縨縲縰縲縰縩通过网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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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籍进行菊花古典诗词数据的采集，并对其中的时间、地点、季节、花名、花色、人物和节
日等縷类命名实体进行了标注。此外还有许多古籍实体标注数据集的构建研究，不再一一赘述。
综合而言，现有的古籍实体标注数据集往往聚焦于特定类目和领域的文本，不同数据集之

间的语言和实体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标注的体系和方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能统一适用于模型
训练。为此，本次评测选用历史典籍繜二十四史縢建构了覆盖多个朝代的历时跨领域数据资源，
旨在扩充古籍命名实体识别数据集，并提升识别技术的领域适应性。

2.2 基基基于于于预预预训训训练练练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古古古籍籍籍命命命名名名实实实体体体识识识别别别方方方法法法

命名实体识别模型的编码层对输入进行抽象语义表示，解码层则用于预测实体的边界和
类型。縲縰縱縸年縱縰月谷歌繁繉团队发布新的语言表征模型繼繼繂繅繒織（繂繩繤繩繲繥繣繴繩繯繮繡繬 繅繮繣繯繤繥繲 繒繥繰繲繥縭
繳繥繮繴繡繴繩繯繮 繦繲繯繭 織繲繡繮繳繦繯繲繭繥繲繳）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刷新縱縱项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记录。其后预
训练模型作为编码层并结合下游任务微调逐渐成为主流的文本挖掘方法。崔竞烽等 縨縲縰縲縰縩在古
典诗词的繜花縢类实体抽取中引入了预训练模型，并证明了繂繅繒織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在诗词实
体抽取任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中文繂繅繒織是基于中文维基百科训练的包含简体和繁体中文的预训练模型，普适性虽强，

但在面对特定领域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时，其功能的发挥容易受限。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
语在语法、语义、语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古籍命名实体识别数据集具有领域特定的特殊性，
因此领域化的深度预训练语言模型成为提高古籍文本实体识别效果的关键技术。繇繵繷繥繮繂繅繒織
2模型是基于殆知阁古文文献语料进行训练的，包含縱縵縬縶縹縴本古文书籍，总字符数达到縱縮縷亿。
该模型对所有繁体字进行了简体转换处理，并结合现代汉语繒繯繂繅繒織繡 縨繌繩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权重
和大量古文语料，将现代汉语的部分语言特征迁移到古代汉语中，在縲縰縲縰年繜古联杯縢命名实
体识别评测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胡韧奋等 縨縲縰縲縱縩针对古汉语句子长度较短且多数不含断句
和标点信息的特点，将古文段落作为输入单位，将自动断句作为下游任务，同样基于殆知
阁古文文献语料训练得到一个古汉语深层语言模型，在古汉语自动断句任务上实现了高精
度，并在繜古联杯縢命名实体识别评测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王东波等 縨縲縰縲縲縩提供的繓繩繫繵繂繅繒織
和繓繩繫繵繒繯繂繅繒織繡则是基于《四库全书》繁体语料在繂繅繒織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和繒繯繂繅繒織繡 縨繌繩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上进行继续训练的预训练模型，其设计面向《左传》语料的命名实体识别等任
务，验证了繓繩繫繵繂繅繒織等预训练模型在古文词法、句法和语境学习以及泛化能力方面具有较强
的能力。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常用的解码层方法包括条件随机场（繃繯繮繤繩繴繩繯繮繡繬 繒繡繮繤繯繭 繆繩繥繬繤縬
繃繒繆）、指针网络（繐繯繩繮繴繥繲 繎繥繴繷繯繲繫）、循环神经网络（繒繥繣繵繲繲繩繮繧 繎繥繴繷繯繲繫）等。
谢 志 强 等 縨縲縰縲縲縩针 对 古 汉 语 中 的 嵌 套 命 名 实 体 识 别 问 题 ， 使 用 全 局

指 针 网 络縨繇繬繯繢繡繬 繐繯繩繮繴繥繲 繎繥繴繷繯繲繫縩作 为 解 码 器 ， 并 结 合 了繒繯繂繅繒織繡縭繣繬繡繳繳繩繣繡繬縭
繣繨繩繮繥繳繥、繓繩繫繵繒繯繂繅繒織繡、繓繩繫繵繂繅繒織、繒繯繂繅繒織繡縭繷繷繭繥繸繴、繂繅繒織縭繷繷繭縭繥繸繴和繇繵繷繥繮繂繅繒織六
个预训练语言模型，在基于《史记》标注的人名、地名、官职、书名和时间这五类实体的数据
集上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繒繯繂繅繒織繡縭繣繬繡繳繳繩繣繡繬縭繣繨繩繮繥繳繥和繓繩繫繵繒繯繂繅繒織繡结合全局指针网
络在古汉语嵌套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上能够获得良好的性能。陈雪松等 縨縲縰縲縳縩指出了一种古汉语
实名实体识别方法，称为繓繩繫繵繂繅繒織縭繂繩繌繓織繍縭繍繈繁縭繃繒繆。他们利用繓繩繫繵繂繅繒織预训练模型 縨王
东波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结合双向繌繓織繍（繂繩繤繩繲繥繣繴繩繯繮繡繬 繌繯繮繧 繓繨繯繲繴縭 織繥繲繭 繍繥繭繯繲繹）网络和多头注意
力机制，实现了性能的提升。严承希等 縨縲縰縲縳縩针对古籍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的少样本问题，利
用深度主动学习算法实现了高性能的预测，并且减少了迭代次数，从而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
本次评测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规格限制，设置了封闭和开放两个赛道，以期展示基于预

训练语言模型的古籍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在评测数据集上的性能。

3 评评评测测测设设设置置置

3.1 评评评测测测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和和和评评评价价价标标标准准准

本次评测提供官方评测数据集繜古籍命名实体识别縲縰縲縳縢縨繇繵繎繅繒縲縰縲縳縩，由北京大学数字人
文研究中心组织标注，语料来源是网络上公开的部分中国古代正史纪传文本。数据包括供参赛
队伍进行模型训练与调优的训练集，以及评测参赛队伍模型性能的封闭测试数据集。同时，各
参赛队伍可以自行使用其他公开的人工标注数据集和伪数据集。训练集以繜二十四史縢为基础语
料，包含縱縳 部书中的縲縲 卷语料，随机截断为长度约縱縰縰 字的片段，标注了人名（繐繅繒）、书名

2GuwenBERT https://github.com/ethan-yt/guwen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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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繂繏繏繋）、官职名（繏繆繉）三种实体，总计縱縵縮縴 万字（计标点）。数据集标注过程如下：首
先，至少两名普通标注者独立对相同的文本进行标注。如果存在标注结果的不一致，那么专业
标注者将进行第二轮标注检查。对古籍中不同类型命名实体的标注规范将另外撰文详述。

评测数据集格式为文本文件，参赛队伍可根据模型需要进行转化处理。其中训练集数据样
例如下所示，每行为二十四史原文中的一个段落，段中每一个实体以繜 {} 縢标识，繜 | 縢后为实体
类别。测试集数据集包含原文内容，参赛队伍需要提交在测试集文本上的实体识别结果文件，
格式与训练集一致。训练集数据共縲縳縴縷段、縱縵万余字，三种实体的数量共縱縰縲縴縶个。测试集数据
共縲縲縴段、约縱縮縵万字。

{元|PER}兄{希元|PER}，{高宗|PER}洛州{司法 |OFI}，{章 太子|PER}召令 {洗 |OFI}{

言|PER}等注解{范|PER}{後|BOOK}，行於代。先{元|PER}卒。

{友|PER}幼亦明敏，通{|BOOK}、{小|BOOK}，音律。{存|PER}已死，{太祖|PER}以{友
|PER}{元指使|OFI}，表{右威武|OFI}。

本次评测的测试数据集采用封闭方式给出，即仅给定原古文文本，需要参赛队伍训练模型
对文本中的命名实体进行自动识别和标注，并将结果文件打包上传至在线评测平台，获取评测
指标得分。本次评测使用准确率（繐繲繥繣繩繳繩繯繮）、召回率（繒繥繣繡繬繬）和繆縱值作为评价指标。

3.2 赛赛赛道道道设设设置置置

为比较、探索和挖掘不同规模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在古籍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的应用能
力，繇繵繎繅繒縲縰縲縳设置了开放和封闭两个赛道：开放赛道要求参赛队伍必须使用繃繨繡繴繇繐織、
文心一言、繃繨繡繴繇繌繍 等大模型；封闭赛道的参赛队伍禁止使用大模型，仅允许使用拥有开
源繌繩繣繥繮繳繥（如繇繐繌、繂繓繄、繍繉織、繁繰繡繣繨繥等）且参数量小于縱縰繂 的预训练语言模型。两个赛道
使用不同的评测提交入口，参赛队伍可以同时参加两个赛道的评测提交，也可以选择只参加其
中一个赛道。

4 报报报名名名情情情况况况与与与评评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4.1 评评评测测测情情情况况况

本次评测于縲縰縲縳年縴月縱縰日开启报名，共吸引了縱縲縷支队伍报名参与，体现了行业对古文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关注。其中，縹縲支队伍来自国内外多所科研院校和机构，包括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成都信
息工程大学、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等。这些院校的参赛队伍涵盖了不同的
专业、学院和实验室，既包括计算机及自然语言处理等工科背景团队，也有信息管理、信息
传播、语言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等人文社科研究团队。另外，还有縱縹支队伍来自字节跳
动、数据方舟、杭州十域科技、中国电信、金融壹账通、元知科技、联想诺谛、水滴科技等企
业，以及縲支队伍是苏州大学和阿里巴巴公司的校企合作参赛，此外还有縱支队伍来自中国民族
图书馆。

封闭和开放赛道的评测提交入口于縲縰縲縳年縴月縲縸日至縶月縱日开放。縶月縵日至縹日，评测榜单
排名较高的参赛队伍提交了实验数据、代码等信息，供评测组织方进行复现审核。根据两个
赛道的榜单排名以及复现审核结果，于縶月縱縵日公布了封闭赛道的最终排名和评测得分，详见
表縱。开放赛道的两支参评队伍均不符合大模型使用规则，因此奖项置空。开放赛道榜单中前两
名的得分如表縲所示，其中的模型信息为参赛队伍提交评测时所填入，但并未提交实验代码和技
术报告，大模型使用的方法和指令无法得知。参赛队伍的单位和成员信息亦无法得知。

4.2 方方方法法法分分分析析析

本次评测共接收到封闭赛道的縶份技术报告，其中有縵份来自排名前縵名参赛队伍。本节内容
对参赛队伍在封闭赛道中所使用的基于预训练模型的实体识别方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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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繡繢繬繥 縱縺 封闭赛道排名与榜单成绩

排名 队队队伍伍伍 单单单位位位 榜榜榜单单单排排排名名名 榜榜榜单单单成成成绩绩绩 复复复现现现成成成绩绩绩

縱 繋繄繓繥繣 繉繉繅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縱 縹縶縮縱縵 縹縶縮縱縵

縲 翼智团 織繥繬繥繁繉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数字智能
科技分公司

縲 縹縵縮縸縷 縹縵縮縸縲

縳 繂繉繓織繕 繉繉繉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縴 縹縵縮縳縴 縹縵縮縳縴

縴 繃繕繉織 繉繄繓繅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縵 縹縵縮縰縸 縹縵縮縰縸

縵 繊繚繗 个人 縳 縹縵縮縶縸 縹縴縮縳縴

織繡繢繬繥 縲縺 开放赛道榜单部分结果

榜榜榜单单单排排排名名名 队队队伍伍伍 模模模型型型 榜榜榜单单单成成成绩绩绩

縱 繷繺繪繪縹縸 繃繨繡繴繇繐織 縹縵縮縴縸

縲 东财 繃繨繡繴繇繌繍 縹縵縮縴縳

第一名的参赛队伍繋繄繓繥繣 繉繉繅所使用的预训练模型是繒繯繂繅繒織繡 縨繌繩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预训练
参数来自于在古文数据上训练的繒繯繢繥繲繴繡縭繣繬繡繳繳繩繣繡繬縭繣繨繩繮繥繳繥縭繬繡繲繧繥縭繣繨繡繲3，是繇繵繷繥繮繂繅繒織的改进
版本。此外，该队伍设计了織繯繫繥繮縭繷繩繳繥感知的序列标注和繓繰繡繮縭繬繥繶繥繬感知的实体识别两种框架，
融合两种框架的实体预测结果，集成多个结果以提升识别性能。其中，繓繰繡繮縭繬繥繶繥繬感知的框架是
穷举输入句子中所有满足最大实体长度限制的实体繓繰繡繮，进而计算每个繓繰繡繮在每个实体类型标
签下的概率分布。同时，从信息论的视角显式地约束实体特征的表达，即最大化实体上下文特
征与标签之间的互信息，以及最小化冗余信息。

第二名的参赛队伍翼智团 織繥繬繥繁繉基于繂繅繒織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繅繒繎繉繅 縨繚繨繡繮繧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繇繵繷繥繮繂繅繒織和繍繥繮繧繺繩繂繅繒織 縨繚繨繡繮繧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縱縩等预训练模型，使用未标注的繜二
十四史縢文本进行领域持续训练，然后使用繇繵繎繅繒縲縰縲縳训练集进行任务持续预训练，再使
用繗縲繎繅繒 縨繌繩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繂繅繒織縭繃繒繆和繂繅繒織縭繓繰繡繮 縨繚繨繡繯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进行微调，实验结果
表明基于字级别特征的繗縲繎繅繒 縨繌繩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可以更好地捕获词语之间的联系，实体识别性
能最好。最后基于上下文信息融合多个模型的实体识别结果，进一步提升了模型性能。

第三名的参赛队伍繂繉繓織繕 繉繉繉所使用的预训练模型是繎繅繚繈繁縭繃繨繩繮繥繳繥縭繂繡繳繥模型 縨繗繥繩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相较于繂繅繒織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采用相对位置编码词向量，可以更好地挖掘文本中的
字符关系。在其后接入两层的时序卷积神经网络用于挖掘局部时序关联语义信息，并基于未
标注的繜二十四史縢文本进行持续预训练。解码层使用全局指针网络以更准确地识别实体边界，
得到实体预测结果。同时为了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使用对抗学习方法中的快速梯度法（繆繡繳繴
繇繲繡繤繩繥繮繴 繍繥繴繨繯繤縬繆繇繍） 縨繍繩繹繡繴繯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縶縩在模型训练过程中添加干扰信息，以提升模型性
能。该队伍没有融合多个模型的识别结果，但在后处理阶段结合规则改善了漏标、错标的常见
错误，矫正模型输出，提升评测结果。

第四名的参赛队伍繃繕繉織 繉繄繓繅所采用的的方法也是基于预训练模型繂繅繒織在未标注的繜二十
四史縢文本上进行领域持续训练和任务持续训练。同时在模型训练中也使用对抗学习方法添加干
扰信息，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解码层使用全局指针网络，同时融合多个模型的识别结果，也
使用了基于规则的后处理方式，矫正模型输出以提升性能。

第五名的参赛队伍繊繚繗使用了预训练模型繂繅繒織 縨繄繥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获取输入文本的
表征，同时提出基于提示学习思想的繐繲繯繭繰繴繎繅繒模型，将与实体类别有关的提示词（人、
书、职）进行串联和联合编码，增强实体与类别的语义交互。解码层采用全局指针网络，基
于繓繰繡繮预测在每个提示词上的概率分布，即可得繓繰繡繮对应的实体类别。该队伍同时也使用了对
抗学习方法增加干扰信息，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性能。

参 赛 队 伍繂繉織使 用 了 预 训 练 模 型繓繩繫繵繒繯繂繅繒織繡、繓繩繫繵繂繅繒織 縨王 东 波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繒繯繂繅繒織繡縭繣繬繡繳繳繩繣繡繬縭繣繨繩繮繥繳繥縭繢繡繳繥縭繣繨繡繲、繢繥繲繴縭繡繮繣繩繥繮繴縭繣繨繩繮繥繳繥、繇繵繷繥繮繂繅繒織， 后 接繂繩縭

3https://huggingface.co/KoichiYasuoka/roberta-classical-chinese-large-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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繌繓織繍或繌繓織繍，解码层使用繃繒繆预测实体信息。实验结果表明性能最好的模型是繢繥繲繴縭繡繮繣繩繥繮繴縭
繣繨繩繮繥繳繥，相较于繓繩繫繵繒繯繂繅繒織繡的结果有所提升。这说明预训练模型的词表大小对于古籍命名实
体识别任务十分重要。

综合而言，这縶支参赛队伍都采用了基于预训练模型的实体识别方法，并且更倾向于使用面
向古籍文本开发的领域化预训练模型。局限于标注数据的匮乏，使用词表较大的预训练模型可
以获取更优的识别性能。随后使用未标注的繜二十四史縢文本进行领域持续预训练，并使用评测
训练集进行任务训练。解码层使用全局指针网络以获取更为准确的实体边界预测结果。在模型
训练过程中采用对抗学习方法增加干扰，能够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此外，融合多个模型的实
体预测信息以及基于规则的后处理实体矫正方式也是提升模型性能的有效策略。

此外，针对古籍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少样本学习问题，参赛队伍采用了主动学习和数据增
强策略。例如，参赛队伍繋繄繓繥繣 繉繉繅设计了两种利用篇章信息的数据增强策略：一种是将句子
所在的章节信息拼接在句子后面，引入篇章先验信息；另一种是将来自于同一来源的句子拼接
合并，然后通过滑动窗口进行采样，以获取更多数据。参赛队伍繊繚繗通过主动学习策略来筛选
特殊样本，并在数据层面进行数据增强，以提升模型性能。

5 总总总结结结

本次古籍命名实体识别评测任务（繇繵繎繅繒縲縰縲縳）由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数
字人文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并作为第縲縲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繃繃繌縲縰縲縳）的縱縰项评测任务之
一。评测发布了基于繜二十四史縢的历时、跨领域实体标注数据集，并设置了开放和封闭两个赛
道，提供了统一的评测基准和提交入口。在评测赛事阶段，共有縱縲縷支队伍报名并提交参赛系
统，经过模型复现和审核后，本文展示了前縵名队伍的排名与成绩。

基于縶支队伍所提交的技术报告，本文总结分析了参赛队伍在封闭赛道上采用的主流方法，
包括预训练语言模型、领域持续训练、任务持续训练方法、对抗学习方法、全局指针网络解码
层，以及模型融合、后处理和数据增强等提升模型性能的策略。同时，针对古籍命名实体识别
任务的少样本学习问题，部分参赛队伍采用了深度主动学习和数据增强的方法。封闭赛道的参
赛系统在测试集上获得的最好性能为繆縱值縹縶縮縱縵縥，展现了当前基于预训练模型的古籍命名实体
识别技术的水平。

而在开放赛道上，榜单最好性能为繆縱值縹縵縮縴縸縥。由于没有参赛队伍提供代码和技术报告，
所以我们对大模型使用的具体技术和指令无法进行分析。从得分仍可以看出大模型虽与封闭赛
道的专有小模型存在差距，但也已经展现出较好的性能。然而，仍存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边
界识别不够精准等问题。因此，如何建构更适用于古籍领域的指令是大模型研究范式下古籍命
名实体识别任务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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