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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现有的对话型阅读模型在中英文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中表现出色，但由于藏文在语法
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同中英文有显著差异，导致这些模型在对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
的对话历史进行建模时存在困难。鉴于此，本文利用当前大模型的优越能力，提出了
一种基于提示的对话历史建模方法遻達適遣遯遭遒，以解决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中模型
性能受限的问题。该方法通过引入基于提示的学习机制，直接在段落文本中添加提示
来突显对话历史，而非修改段落标记嵌入，从而在微调过程中实现对对话历史的精确
建模，以增强模型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实验结果表明，達適遃遯遭遒模型在藏文对话型阅
读理解任务上取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并在英文数据集遃遯遑遁上也有较好的表现。本
文将達適遣遯遭遒开放供研究使用，遨遴遴遰遳逺逯逯遧適遴遨遵遢逮遣遯遭逯達遳遨遯遲逯達適遣遯遭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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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遅選適遳遴適遮遧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遲遥遡遤適遮遧 遭遯遤遥遬遳 遥選遣遥遬 適遮 遃遨適遮遥遳遥 遡遮遤 遅遮遧遬適遳遨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遲遥遡遤適遮遧 遣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 遴遡遳遫遳逮 遈遯遷遥遶遥遲逬 遴遨遥遳遥 遭遯遤遥遬遳 遳遴遲遵遧遧遬遥 遷適遴遨 達適遢遥遴遡遮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逭
遴適遯遮遡遬 遲遥遡遤適遮遧 遣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 遤遵遥 遴遯 遳適遧遮適逌遣遡遮遴 遤適逋遥遲遥遮遣遥遳 適遮 遧遲遡遭遭遡遴適遣遡遬 遳遴遲遵遣遴遵遲遥
遡遮遤 遥選遰遲遥遳遳適遯遮 遢遥遴遷遥遥遮 達適遢遥遴遡遮 遡遮遤 遃遨適遮遥遳遥逯遅遮遧遬適遳遨逮 達遯 遡遤遤遲遥遳遳 遴遨適遳 適遳遳遵遥逬 遴遨適遳 遰遡逭
遰遥遲 適遮遴遲遯遤遵遣遥遳 達適遣遯遭遒逬 遡 遰遲遯遭遰遴逭遢遡遳遥遤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遨適遳遴遯遲遹 遭遯遤遥遬適遮遧 遭遥遴遨遯遤 遴遨遡遴
遬遥遶遥遲遡遧遥遳 遴遨遥 遡遤遶遡遮遣遥遤 遣遡遰遡遢適遬適遴適遥遳 遯遦 遣遵遲遲遥遮遴 遬遡遲遧遥 遭遯遤遥遬遳逮 遉遮遳遴遥遡遤 遯遦 遭遯遤適遦遹適遮遧 遰遡遲遡逭
遧遲遡遰遨 遴遯遫遥遮 遥遭遢遥遤遤適遮遧遳逬 達適遣遯遭遒 遥遮遨遡遮遣遥遳 遴遨遥 遭遯遤遥遬適遮遧 遯遦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遨適遳遴遯遲遹 遢遹
遤適遲遥遣遴遬遹 適遮遴遥遧遲遡遴適遮遧 遰遲遯遭遰遴遳 遷適遴遨適遮 遴遨遥 遰遡遲遡遧遲遡遰遨 遴遥選遴逬 遡遬遬遯遷適遮遧 遦遯遲 遰遲遥遣適遳遥 逌遮遥逭遴遵遮適遮遧
遡遮遤 適遭遰遲遯遶遥遤 遵遮遤遥遲遳遴遡遮遤適遮遧 遯遦 遱遵遥遳遴適遯遮遳逮遅選遰遥遲適遭遥遮遴遡遬 遲遥遳遵遬遴遳 遤遥遭遯遮遳遴遲遡遴遥 遴遨遡遴 遴遨遥
達適遃遯遭遒 遭遯遤遥遬 遳適遧遮適逌遣遡遮遴遬遹 適遭遰遲遯遶遥遳 遰遥遲遦遯遲遭遡遮遣遥 適遮 達適遢遥遴遡遮 遣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遲遥遡遤適遮遧
遣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 遴遡遳遫遳 遡遮遤 遡遬遳遯 遰遥遲遦遯遲遭遳 遷遥遬遬 遯遮 遴遨遥 遅遮遧遬適遳遨 遃遯遑遁 遤遡遴遡遳遥遴逮 達適遣遯遭遒 適遳
遡遶遡適遬遡遢遬遥 遦遯遲 遲遥遳遥遡遲遣遨 遵遳遥 遡遴 遨遴遴遰遳逺逯逯遧適遴遨遵遢逮遣遯遭逯達遳遨遯遲逯達適遣遯遭遒逮

Keywords: 達適遢遥遴遡遮 逬 遃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逬 達遥選遴 遣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 逬 遐遲遯遭遰遴 遬遥遡遲遮適遮遧 逬
遌遡遲遧遥 遭遯遤遥遬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242页-第253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42



计算语言学

1 引引引言言言

近年来，由于道適遲適、遁遬遥選遡和遇遯遯遧遬遥 遁遳遳適遳遴遡遮遴等语音助手平台的广泛应用以及深度学习的进
展，对话式问答（遃遯遮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遑遵遥遳遴適遯遮 遁遮遳遷遥遲適遮遧逬 遃遯遮遶遑遁）引起了广泛关注 逨遒遡遳遨適遤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给定一个文本段落和一段对话，遃遯遮遶遑遁的目标是从段落中提取出对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大规模的遃遯遮遶遑遁基准已经提出，如遃遯遑遁 逨遒遥遤遤遹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逩、遑遵遁遃 逨遃遨遯適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逩。从技术上讲，遃遯遮遶遑遁作为问答（遑遵遥遳遴適遯遮 遁遮遳遷遥遲適遮遧逬
遑遁）任务的扩展，与传统的单轮问答任务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它包含了对话历史，这对于
有效建模历史信息提出了挑战。过往研究表明，简单地将对话轮次拼接到输入序列中的方法存
在局限 逨遇遵遰遴遡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因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显式建模对话历史的架构组件方案，
如遈遁遅 逨遑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遡逩、遈適遳遂遅遒達 逨遌適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等。多数研究仅基于特定的遃遑遁基准数
据集，如遃遯遑遁或遑遵遁遃汇报了核心指标。尽管研究人员已在各项基准数据集上取得了显著的
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在以前的遃遯遮遶遑遁努力中很少提到的重要障碍：现有的遃遯遮遶遑遁数据集
主要建立中英等主流高资源语言上，不支持藏文等低资源语言在对话式问答领域的探索；以
往的遃遯遮遶遑遁模型仅建立在英语语料库上，限制了其他语言遃遯遮遶遑遁的发展，如遘遬遮遥遴 逨遙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逩、道遄過遥遴 逨遚遨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逩等；藏语独特的语法结构、习惯表达和文化背景，使得主
流模型难以迁移，甚至对于遌遌遍遳来说也很难完全捕捉到，这通常会导致误解或生成听起来不自
然的文本。
以遃遨遡遴遇遐達 逨遏遵遹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進逩、遌遬遡遭遡 逨達遯遵遶遲遯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

型逨遌遡遲遧遥 遌遡遮遧遵遡遧遥 遍遯遤遥遬遳逬 遌遌遍遳逩展现出的理解和生成类人文本能力，显著推动了自然语言处
理（過遡遴遵遲遡遬 遌遡遮遧遵遡遧遥 遐遲遯遣遥遳遳適遮遧逬 過遌遐）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逨遍遯遲遡遤遢遥適遫適 遡遮遤 遇遨遡遤適遲適逬 進逰進逴逩。
通过最新的研究发现，各种任务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揭示了一种统一的范式，可以潜
在地应用于解决各种遑遁任务，以模拟它们的共性 逨遚遨遯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進逩。然而，由于大规模藏语
训练数据的有限可用性和语言的固有特征，将遌遌遍遳直接应用于藏语遃遯遮遶遑遁任务面临障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本文跟随遇遥遫遨遭遡遮等人 逨遇遥遫遨遭遡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的思想提出了一

种依靠大模型能力的基于提示学习的藏文对话式阅读理解模型遻達適遣遯遭遒（達適遢遥遴遡遮 遃遯遮逭
遶遥遲遳遡遴適遯遮遡遬 遃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 遒遥遡遤遥遲），利用大语言模型的知识和能力来作为基础，微调
时在基础文档中添加文本提示，以便突出显示对话历史中以前的答案。实验结果表
明，達適遣遯遭遒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 逨遄遡遷遡遃遡適遲遥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上表现优异，遆週值达到逸進逮週逹，相比最好
的基准有週逵逮逶逹个遆週值的相对提升，并在遃遯遑遁上也有不错的表现。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逺
逨週逩本文提出一种利用大模型能力作为基础，并采用提示学习方法进行构建的藏文对话式阅

读理解模型遻達適遣遯遭遒。通过结合大模型的优势和提示学习的灵活性，達適遣遯遭遒模型能够更有效地
捕捉藏文对话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而提升对话式阅读理解任务的准确性。

逨進逩達適遣遯遭遒可以利用少量的数据资源，结合高效低成本的提示学习方法显著提升模型性
能，这为藏语等低资源语言的对话型问答任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逨逳逩实验结果表明，達適遣遯遭遒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以及遃遯遑遁数据集上均表现优异。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上
模型最好实验结果获得了逸進逮週逹逥的遆週值，相比基线模型提升了週逵逮逶逹逥。在遃遯遑遁上，
得 到逷逸逮週進逥的遆週， 相 比 基 线 模 型 提 升 了週逮逵進个遆週值 。 此 外 ， 本 文 已 将達適遣遯遭遒开 源
至：遨遴遴遰遳逺逯逯遧適遴遨遵遢逮遣遯遭逯達遳遨遯遲逯達適遣遯遭遒。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机器阅读理解（遍遡遣遨適遮遥 遒遥遡遤適遮遧 遃遯遭遰遲遥遨遥遮遳適遯遮逬 遍遒遃）任务是過遌遐领域的一个重要分
支，它旨在通过理解文本内容来自动回答关于该文本的问题。遍遒遃任务的核心在于系统能否准
确地从给定的文本中检索或生成答案，以响应特定的问题 逨遒遡遳遨適遤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这一任务最初
由文本检索会议（達遥選遴 遒遅遴遲適遥遶遡遬 遃遯遮遦遥遲遥遮遣遥逬 達遒遅遃）提出 逨遖遯遯遲遨遥遥遳 遥遴 遡遬逮逬 週逹逹逹逩，目的是通
过查询检索相应的文本段落来解答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遍遒遃任务已经从最
初的简单检索扩展到了更加复杂的对话式问答。与传统的单轮遍遒遃不同，遃遯遮遶遑遁涉及多轮对
话，系统不仅需要理解当前的问题和上下文，还需要记住之前的对话历史，以便更准确地生成
或检索答案 逨遒遡遳遨適遤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这种多轮对话的模式更接近人类的交流方式，因此对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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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记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遃遯遮遶遑遁的挑战，研究者开发了如遃遯遑遁 逨遒遥遤遤遹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逩，遄遯遑遁 逨遃遡遭遰遯遳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等数据集，这些数据集要求模型理解和利用对话历
史来更准确地回答问题。

对话历史建模是对话式问答中的一个主要挑战。早期的解决方案主要依赖于递归神经网
络（遒過過）和注意力机制的变体来处理序列数据和捕捉长距离依赖关系 逨遒遥遤遤遹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逻
遃遨遯適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逻 遚遨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逩逻另一个趋势是使用基于流的方法，使用对话历史的向量表
示在段落中产生潜在的表示 逨遈遵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逻 遙遥遨 遡遮遤 遃遨遥遮逬 進逰週逹逻 遃遨遥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
然而，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基于達遲遡遮遳遦遯遲遭遥遲模型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如遂遅遒達 逨遄遥遶遬適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逩和遇遐達 逨遒遡遤遦遯遲遤 遥遴 遡遬逮逬 逩，已经成为了处理这类任务的主流方法。这些模型通过在
大规模语料库上进行预训练，学习到了丰富的语言表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
为了更好地对对话历史进行建模，研究者们尝试了多种方法。例如，遆遬遯遷遑遁 逨遈遵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逩和遇遲遡遰遨遆遬遯遷 逨遃遨遥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使用每个单词作为图形中的节点，并使用注意机制来表
示历史；遈遁遅 逨遑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遡逩认为历史基础答案是上下文，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代理
来说是不切实际的；遐遯遳逭遈遁遅 逨遑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遢逩将历史转向位置视为附加编码；还有基于回
溯 逨遑適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和基于查询重写 逨遖遡遫遵遬遥遮遫遯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等方法的模型。这些方法通常涉及
到对历史信息的编码和更新，以便在生成答案时能够考虑到整个对话的上下文。这种全局视角
对于理解和生成连贯、一致的多轮对话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型语言模型在過遌遐的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模型依赖
于深层的神经网络架构和大规模的预训练数据集，从而在多种過遌遐任务中展现出卓越的性
能。遌遌遍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强大语言
表示能力 逨遚遨遡遯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遌遌遍遳在各种過遌遐任务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文本生
成、情感分析、实体识别和机器翻译等。这些任务通常首先基于预训练的模型进行构建，随后
通过微调过程进一步优化模型参数，以更好地适应特定的任务需求。微调过程中，模型在特定
任务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从而调整预训练参数以提高任务性能。近期的研究趋势表明，面向
提示的微调方法正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逨遌適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这种方法通过在输入文本中插入硬
提示标记，如手动设计的标记 逨道遣遨適遣遫 遡遮遤 道遣遨避遵遴遺遥逬 進逰進週逩或自动搜索得到的标记 逨遊適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逰逩，来引导模型关注输入文本的关键部分。这些硬提示标记类似于预训练任务中的提示，但
它们被重新设计以适应下游任务的目标。然而，考虑到硬提示标记在连续的嵌入空间中可能不
是最优解，最新的研究开始探索可调软提示的概念 逨遚遨遯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進逩。软提示通过引入可学
习的参数来调整输入文本的表示，从而在模型尺寸较大时实现更加令人满意的性能 逨遌遥遳遴遥遲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与大型预训练语言模型（遐遲遥遴遲遡適遮 遌遡遮遧遵遡遧遥 遍遯遤遥遬遳逬 遐遌遍遳）中的复杂参数相比，
软提示提供了一种轻量级且可插拔的解决方案，这为适应新的问答任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与英语等被广泛研究的语言相比，对藏语对话型阅读理解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现有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轮抽取式机器阅读理解任务 逨道遵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受限于低资源数据集的稀
少、藏语语法规则、文化背景差异等原因，主流模型无法直接迁移至藏文。当前模型在处理高
度语境化的问题时，面临着自然语言固有的模糊性挑战，尤其是需要深入挖掘隐含信息，超越
表层问题以更深入理解上下文 逨遍遯遲遡遤遢遥適遫適 遡遮遤 遇遨遡遤適遲適逬 進逰進逴逩。这些局限性凸显了对研究更加
适应或更加稳健的藏语遃遯遮遶遑遁模型的迫切需求。

3 TicomR模模模型型型

受到当前大语言模型在各项任务上展现出来的优异性能，以及提示学习方法的高效性启
发，本文提出了達適遣遯遭遒。这是一种基于提示的对话历史建模方法，该方法通过在段落中的相应
位置插入文本提示来突出显示先前对话回合中答案的证据文本，而不是嵌入对话历史的向量表
示来对其编码。我们期望能够引导大模型更加聚焦于有价值的对话内容，同时降低现有基于嵌
入方法所带来的学习复杂性，进而提升模型在对话处理任务中的性能与效率。

3.1 任任任务务务定定定义义义

给定一个文本段落P，当前问题Qk 以及以一系列先前问题和答案的形式存在的对话历
史Hk 逽 逨Q1, A1, Q2, A2, . . . , Qk−1, Ak−1逩，一个对话式问答（遃遯遮遶遑遁）模型基于文本段落P 和
对话历史Hk作为知识源来预测答案Ak。这些答案可以是段落P 内的文本片段（抽取式）或自
由格式的文本（生成式）。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242页-第253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44



计算语言学

3.2 面面面向向向藏藏藏文文文对对对话话话型型型阅阅阅读读读理理理解解解的的的提提提示示示方方方法法法

達適遣遯遭遒采纳了标准的多轮问答模型框架和输入机制，其输入涵盖了当前问题Qk和段
落P以及对话历史Hk。针对每个遃遑遁示例逨P,Hk, Qk逩，達適遣遯遭遒会基于先前的对话内容，在段
落P中插入文本提示。在抽取式问答的情境下，答案Ak往往是段落P中的某个片段。当给定输
入逨P,Hk, Qk逩时，達適遣遯遭遒会将段落P转化为带有证据文本高亮显示的版本P ∗（通过创建提示并
嵌入到P中）。这些提示由定位P中所有历史答案的起始和终止位置组成，并在相应位置插入独
特的文本标识符（详见图週中的实例）。随后，经过处理的输入P ∗将传递给大模型进行微调，
而非原始段落。在生成式问答的场景中，達適遣遯遭遒首先从段落P中提取证据范围，随后生成自由
文本形式的答案。因此，最终答案可能并不直接出现在P中。为支持这一情境，達適遣遯遭遒会突出
显示历史证据范围（存在于P中的部分），而非直接生成的答案。

为编码对话中的位置信息，答案的标记采用了其逆序转置索引号，即k − 週 − j。这种编码
方式反映了历史答案相对于当前问题Qk的位置，使得模型能够依据它们的顺序来区分不同的
历史答案逨例如图週中的<週>标引之间的文本即为相对于当前问题遑逹的第一轮对话历史，也就是
第逸轮对话的证据文本逩。在遃遑遁对话中，有时会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于包含这类问题的文
本，達適遣遯遭遒在插入提示之前，会先在P中附加一个遜過遏 遁過道遗遅遒逢的字符串。随后，与常规
历史答案相似，每个历史遜過遏 遁過道遗遅遒逢也会被突出显示。例如，请参见图週中的A9。

总体而言，達適遣遯遭遒相较于以往的提示方法具备以下特征：（週）标记化形式，使用尖括号
来标记提示或指示，这种标记化形式使得对话历史更加清晰可辨（例如，遜<週>逢）。尽管大多
数文本提示方法利用由自然语言组成的提示，但我们的提示包含非言语符号，这些符号已被证
明对過遌遐任务的监督具有用处。例如，遁遧遨遡遪遡遮遹遡遮等人 逨遁遧遨遡遪遡遮遹遡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通过向输入
文本中添加遈達遍遌符号展示了结构化预训练的实用性。（進）数字编码，每个标记中的数字同对
话历史的轮数关联，引导模型找出当前问题对应的证据文本，以使模型具备当检索定位到多个
相同的证据文本时，明确当前问题的证据文本位置。（逳）动态性，与大多数预定义提示在输
入中位置的提示方法相比 逨遌適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我们的提示会针对每个示例插入到不同的位置。
（逴）缺失处理，引入<過遏 遁過道遗遅遒>标记用于处理证据文本缺失的情况，使得整体提示更具
可读性和完整性。这是由于達適遣遯遮遶遑遁中包含抽取式、是否类以及不可回答类问题，这使得答案
和证据文本有可能并不是直接存在于文本中。

3.3 提提提示示示设设设计计计

如上所述，達適遣遯遭遒在段落中每个历史答案的开始和结束位置插入提示（图週）。提示设计
有预定义的标记符号，并包括答案的回合索引（例如，遜<週>逢）。该设计主要考虑到以下两
点：首先，文本提示可以表示对话历史信息；其次，提示在遐中的定位有助于引导模型找出当
前问题对应的证据文本，以使模型具备当检索定位到多个相同的证据文本时，明确当前问题的
证据文本位置。

我们将输入修改为段落和当前问题，而不保留对话历史。这使得模型只能依赖在文本中证
据标引来获取历史信息，实验结果表明，達適遣遯遭遒确实编码了来自对话历史的信息，因为显性
对话历史的输入与否对于模型性能有显著变化。另外，我们将证据文本在文本中的提示调整
为遜<>逢，即没有转向索引，我们发现，这使得模型性能下降了逳逮逷逶逥，这表明在段落中的提示
位置至关重要，并且達適遣遯遭遒的大部分性能增益来自于其提示相对于历史答案的位置。此外，
我们将提示策略修改为插入相同数量的符号，但在段落中的相同证据文本但不同位置或随机位
置。我们发现模型性能下降了逵逮逰逸逥，表明只有当提示被插入到有意义的位置时，模型才能学
会利用这些位置以得到有效的历史表示。

最后，由于文本提示允许轻松注入额外信息，遇遥遫遨遭遡遮等人 逨遇遥遫遨遭遡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逳逩在这个
方向上进行了几次初始尝试，将不同类型的信息注入到文本提示中，它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提
示应该保持简洁符号并在段落中占用小空间的证据。本文尝试使用藏文数字来进行标引，查看
同文本一致的提示类型是否有助于提升模型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引起的变化并不显著。

3.4 基基基于于于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对对对话话话型型型阅阅阅读读读理理理解解解微微微调调调

大模型微调方法是一种针对预训练模型的技术，主要用于提升预训练模型在特定任
务或领域上的性能。本文选择達適遌遡遭遢 逨遚遨遵遡遮遧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作为基座模型进行藏文对话型
阅读理解任务微调及一系列工作。这是一个基于遌遌遡遍遁進逭逷遂增量预训练的藏文大语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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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週逺 達適遣遯遭遒中提示突出显示方法

型，它使用了進逶逮逴逳遇遂的藏文语料进行了增量预训练，并在遌遌遡遍遁進的基础上扩展了词表，
从原有的逳進逰逰逰扩充藏文词汇至逶週進進週。具体而言，扩展词汇表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首
先，我们使用道遥遮遴遥遮遣遥遐適遥遣遥工具的遂遐遅算法在藏文语料库上训练了一个词表大小为逳進逬逰逰逰的
藏文分词模型；其次，将藏文分词模型与遌遌遡遍遁原生的分词模型进行合并，通过将藏
文遴遯遫遥遮適遺遥遲的遴遯遫遥遮遳添加到遌遌遡遍遁 遴遯遫遥遮適遺遥遲中，创建一个新的遴遯遫遥遮適遺遥遲，该遴遯遫遥遮適遺遥遲能够同时
处理英文和藏文文本；最后，排除重复的遴遯遫遥遮后，对词表新增的遴遯遫遥遮进行初始化，并采用均
值扩充的方法赋以初值。此外，達適遌遡遭遢还对遌遌遡遍遁進逭逷遂原始模型的遥遭遢遥遤遤適遮遧和遬遭 遨遥遡遤进行
了均值扩充初始化。实验结果表明，達適遌遡遭遢在多个藏文過遌遐下游任务上展示了出色的性能，例
如藏文新闻分类、藏文实体关系分类、藏文机器阅读理解等。達適遌遡遭遢不仅继承了遌遬遡遭遡進的强
大能力，而且针对藏文进行了特定的优化和增量预训练，这使得我们的方法能够更有效地应用
于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这一选择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尽管遌遌遡遍遁、遑遷遥遮等
大模型在中英文等主流语言上表现出色，但并不支持藏文等低资源语言，这限制了我们在藏文
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上直接利用主流遌遌遍的能力。其次，達適遌遡遭遢作为专门为藏文设计的增量
预训练大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藏文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从而更准确地建模藏文对话历
史。

本文选择遌遯遒遁（遌遯遷逭遒遡遮遫 遁遤遡遰遴遡遴適遯遮）方法 逨遈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週逩进行達適遌遡遭遢的藏文对话型
阅读理解任务微调。遌遯遒遁作为一种高效的大模型微调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在其权重矩阵
中引入低秩矩阵来适应预训练的语言模型。该低秩自适应层初始化随机值，并在微调过程中更
新。具体来说，遌遯遒遁首先从一个经过预训练的语言模型开始，在其权重矩阵中添加一个低秩
适应层。这一低秩适应层以随机初始化的低秩矩阵形式呈现，为模型提供了灵活性和适应性。
随后，在新任务或领域的训练过程中仅专注于更新这一低秩适应层，而预训练模型的原始权重
则保持不变。这允许模型在不改变其一般知识的情况下有效地学习特定于任务的信息。最终，
然后利用经过微调的模型，使用经过调整的模型对来自目标任务或领域的新数据进行预测。通
过将适应过程集中在低秩矩阵上，遌遯遒遁显著提升了微调的效率，相较于全面微调，大幅减少
了计算和内存的开销。在数学上，假设输入是x，输出是h，预训练模型的权重是W0，降维矩阵
是A，升维矩阵是B。采用遌遯遒遁微调时，公式如（週）所示：

h 逽 W0x逫送Wx 逽 W0x逫BAx 逨週逩

其中，送W是需要更新的参数，它的分解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两个较小的遌遯遒遁矩阵遁和遂来
表示较大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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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实实验验验评评评估估估

4.1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本文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 逨遄遡遷遡遃遡適遲遥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逴逩和遃遯遑遁 逨遒遥遤遤遹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逹逩上进行了实验，
将数据集按照逸∶進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测试集，表週是这些数据集的统计信息。

dataset passage Q/A pairs passage length turns per passage

達適遣遯遮遶遑遁 進週進逰 進逰逳逵逸 週逹逸 逹逮逶
遃遯遑遁 逸逳逹逹 週進逷遫 進逷週 週逵逮進

表 週逺 实验数据集信息

達適遣遯遮遶遑遁：该数据集是一个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数据集，通过人工和半自动方法进行构
建。達適遣遯遮遶遑遁拥有来自進週進逰篇地理、人物和新闻三个领域的文本产生的進逰週逳逸轮对话。其中地
理和人物领域的文本来自云藏百科，新闻文本来自人民网藏版等权威新闻网站。

遃遯遑遁逺遃遯遑遁数据集收集了来自七个不同领域的逸逬逰逰逰个对话，共计週進逶逬逰逰逰个问题，主要来
源于遃過過等新闻文章。对话构建过程中，采用了两名注释者，一个提问一个回答，都涉及整个
上下文。问题是自由陈述，但需要足够的证据和可用的推理。答案是自由形式的，并在文章中
强调了相应的基本原理。

4.2 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

为了评估模型的效果，本文使用遅遍值和遆週值两个指标进行评价。

遅遍值：遅遍值（遅選遡遣遴 遍遡遴遣遨）是一个关键指标，用于衡量模型预测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之
间的完全匹配程度。它反映了模型在精确捕获问题相关细节和语义方面的能力，是评估模型性
能的重要标准之一。高遅遍值通常意味着模型在理解和回答问题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具体
计算方法如公式（進）。

EM 逽
完全匹配的样本数

总样本数
逨進逩

其中，完全匹配的样本数是指模型输出与参考输出完全一致的样本数量。总样本数是指评
估过程中使用的样本总数。

遆週值：在对话式阅读理解中，遆週值作为评估指标，通过计算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
数，综合衡量模型性能。它既能体现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又能反映模型对正例的覆盖能力，是
评估对话式阅读理解模型效果的关键指标，如公式（逳）逭（逵）所示。

Precision（精确度）衡量预测为正例的样本中真正为正例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Precision 逽
TP

TP 逫 FP
逨逳逩

Recall（召回率）衡量所有真正正例中被模型预测出来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Recall 逽
TP

TP 逫 FN
逨逴逩

F1则是遐遲遥遣適遳適遯遮和遒遥遣遡遬遬的调和平均值，用于综合评估模型的性能，计算公式为：

F1 逽 進× Precision × Recall

Precision 逫 Recall
逨逵逩

其中，真正例（達遲遵遥 遐遯遳適遴適遶遥逬 達遐）表示实际为正例且预测也为正例的样本数，假正例
（遆遡遬遳遥 遐遯遳適遴適遶遥逬 遆遐）表示实际为反例但预测为正例的样本数，假反例（遆遡遬遳遥 過遥遧遡遴適遶遥逬 遆過）
表示实际为正例但预测为反例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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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Values

遣遵遴遯逋 遬遥遮 進逰逴逸
遬遥遡遲遮適遮遧 遲遡遴遥 進遥逭逴

遮遵遭 遴遲遡遮 遥遰遯遣遨遳 進逮逰
遭遡選 遳遡遭遰遬遥遳 週逰逰逰逰逰

遰遥遲 遤遥遶適遣遥遳 遴遲遡適遮 遢遡遴遣遨 遳適遺遥 逴
遧遲遡遤適遥遮遴 遡遣遣遵遭遵遬遡遴適遯遮 遳遴遥遰遳 逴

遭遡選 遧遲遡遤 遮遯遲遭 週逮逰
遬遯遲遡 遲遡遮遫 逸

遬遯遲遡 遤遲遯遰遯遵遴 逰逮逰逵
遲遥遳遵遭遥 遬遯遲遡 遴遲遡適遮適遮遧 達遲遵遥

表 進逺 達適遣遯遭遒模型实验参数具体细节

4.3 实实实验验验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置置置

我们对选取的基线模型的实验参数均遵循原始论文的最好设置，在此不做详细描述。对
于達適遣遯遭遒的具体实验参数设置如表進所示，所有实验均在進张達遥遳遬遡 遖週逰逰逭遐遃遉遅逭逳進遇上完成。在
表逳中我们比较了基线模型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和遃遯遑遁上的结果。

4.4 在在在经经经典典典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上上上的的的表表表现现现

本文选择遄遲遑遁 逨遃遨遥遮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逷逩、道遄過遥遴 逨遚遨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週逸逩、達適遂遅遒達 逨遌適遵 遥遴
遡遬逮逬 進逰進進逩、達遂遅遒達 逨遄遳遬遡遢逭過遌遐逬 進逰進逳逩等作为基线模型，以上前两者是英文领域经典模
型，達適遂遅遒達、達遂遅遒達是现有常用的藏文预训练语言模型，它们在英文、藏文领域文本分
类、情感分析等下游任务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具体实验结果表逳所示。

（週）遄遲遑遁：遄遲遑遁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问答模型，通过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
（遂適遌道達遍）编码文档和问题，并结合注意力机制。其特点包括端到端的训练、支持多种问
答任务、良好的扩展性和高效性，以及通过交互式学习进一步提高性能。

（進）道遄過遥遴：道遄過遥遴是一种用于端到端问答的神经模型，它通过联合学习问题理解、证据
检索和答案生成的过程来提高性能。模型采用了一种层次化的注意力机制，首先对问题进行编
码，然后从支持文档中检索相关信息，最后利用这些信息生成准确的答案。道遄過遥遴在多个问答
数据集上进行了评估，显示出优于传统方法和现有神经模型的性能。

（逳）達適遂遅遒達：達適遂遅遒達是针对藏语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设计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它在大
规模藏语训练数据上进行训练，利用道遥遮遴遥遮遣遥遰適遥遣遥构建了能够覆盖大部分藏语单词的词汇
库。達適遂遅遒達在文本分类和问题生成等下游任务上展现了出色的性能，并相比经典模型和多语
言预训练模型具有优势。该模型的推出为藏语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逴）達遂遅遒達：達遂遅遒達（達適遢遥遴遡遮逭遂遅遒達）模型是一种针对藏文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设计的
预训练语言模型。由青海师范大学省部共建藏语智能信息处理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多拉
教授团队与兰州大学开源软件与实时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开发。達遂遅遒達旨在解决藏
语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数据资源限制和技术挑战，推动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模型基
于遂遅遒達架构，使用道遥遮遴遥遮遣遥遐適遥遣遥分词器，适用于各种藏语過遌遐任务。

達適遣遯遭遒在遃遯遑遁和達適遣遯遮遶遑遁两个数据集上均展现出良好的性能。在遃遯遑遁数据集
上，達適遣遯遭遒的遅遍和遆週值分别达到了逵逰逮逶逥和逷逸逮週逥。与道遄過遥遴相比，達適遣遯遭遒在在遆週值上提升
了週逮逵逥；与遄遲遑遁相比，達適遣遯遭遒在遆週值上提升了進進逮逵逥。而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数据集上，達適遣遯遭遒的
表现亦优于其他模型，其遅遍值达到了逵逸逮逹逥，遆週值达到了逸進逮週逥。具体而言，与道遄過遥遴相
比，達適遣遯遭遒在遆週值上提升了逳逵逮逹逥；与遄遲遑遁相比，達適遣遯遭遒在遆週值上提升了週逵逮逶逥。

4.5 不不不同同同提提提示示示方方方法法法对对对模模模型型型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为了深入探讨不同提示方法对模型性能的影响，我们在实验中尝试了是否添加对话历
史逨Hk逩、对话历史位置空缺提示逨<>逩、随机位置标引提示逨遲遡遮遤遯遭<>逩、藏文数字标引提
示逨<達適遢遥遴遡遮 遮遵遭遢遥遲>逩以及对话历史位置相对当前问题逆向标引提示逨達適遣遯遭遒逩等多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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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iconvQA CoQA

F1 (%) EM (%) F1 (%) EM (%)

人类表现 逸逹逮逵 逸逰逮進 逸逸逮逸 逭
遄遲遑遁 逶逶逮逵 逴逴逮逵 逵逵逮逶 逴逶逮進
道遄過遥遴 逴逶逮進 逭 逷逶逮逶 逭
達適遂遅遒達 逴逰逮逶 逳進逮逷 逭 逭
達遂遅遒達 逳逷逮逴 進週逮逸 逭 逭
達適遣遯遭遒 82.1 58.9 逷逸逮週 逵逰逮逶

表 逳逺 達適遣遯遭遒在不同数据集上的表现

并对比了它们在達適遃遯遭遒模型上的表现。实验结果表明，逆向标引提示方法在達適遃遯遭遒模型上
取得了最佳性能。如表逴所示，相较于其他提示方法，逆向标引提示在遆週和遅遍指标上均表现出
了明显的优势。这种提示方法充分利用了对话的连贯性和上下文信息，有效提升了模型对文本
的理解和响应能力。

Prompts F1 EM

Hk 逸逰逮逳逹 逵逶逮逸進
<> 逷逸逮逴逳 逵進逮進逶

遲遡遮遤遯遭<> 逷逷逮週週 逵逴逮逴逸
<達適遢遥遴遡遮 遮遵遭遢遥遲> 逸週逮週進 逵逷逮逴逰

達適遣遯遭遒 82.19 58.92

表 逴逺 不同提示对于模型性能影响

具体而言，尽管对话历史已通过提示方法标引在文章里，但仍然提供原始对话历史有助于
模型更好地理解对话轮之间的潜在联系。而只保留<>符号不提供相对位置使得模型无法清晰地
定位对应对话历史，虽然简单直接，但可能无法充分捕捉对话的语义信息，导致模型性能有显
著下降，这也证明了对话历史的相对位置对于模型理解对话轮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随机文本
提示则由于其随机性，无法为模型提供稳定且有效的上下文信息，并有可能导致模型接收到无
意义的噪声信息，进一步影响性能。随后，我们尝试了使用藏文数字标引提示来指示对话历史
的位置。这种方法相较于前两种提示方法有所改进，但仍然不是最优解。尽管藏文数字为模型
提供了位置信息，但可能由于模型对于藏文数字标引并不敏感，只是将其理解为文本信息。相
比之下，逆向标引提示能够根据对话的实际情况动态生成提示信息，从而更好地引导模型理解
和生成符合语境的响应。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模型的准确率，还增强了模型的鲁棒性，使其能
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对话场景。

综上所述，不同提示方法对模型性能具有显著影响。在选择提示方法时，我们需要综合考
虑对话的连贯性、语义结构以及历史信息的利用方式。通过设计合理的上下文相关提示，我们
可以有效提升对话型阅读理解模型的性能。

4.6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在本节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消融实验，以验证達適遣遯遭遒模型中各个组件的有效性。实验结
果表明，在引入提示后，達適遣遯遭遒模型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这证明了提示机制在增强模型
性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如表逵所示，引入提示后，模型在遅遍和遆週指标上均获得了显
著提升。与仅使用微调（遆適遮遥遴遵遮遥）的模型相比，添加提示（遐遲遯遭遰遴遳）的模型在遅遍和遆週指标
上分别提高了逳逮逸和逵逮逰逵个百分点。这表明提示能够有效地帮助模型捕捉和理解对话中的关键信
息，从而提高了回答的准确性。

进一步地，当我们综合考虑達適遣遯遭遒模型的所有组件时，其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仅
添加提示的模型相比，完整的達適遣遯遭遒模型在遅遍和遆週指标上分别增加了逵逮逶逸和逶逮進逶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表明，達適遣遯遭遒模型中的各个组件相互协作，它们共同增强了模型对对话语境的捕捉和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242页-第253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49



计算语言学

Model EM Increase F1 Increase

逫遆適遮遥遴遵遮遥 逵逳逮進逴 逭 逷逵逮逹週 逭
逫遐遲遯遭遰遴遳 逵逷逮逰逴 逫逳逮逸 逸逰逮逹逶 逫逵逮逰逵
達適遣遯遭遒 逵逸逮逹進 逫逵逮逶逸 逸進逮週逹 逫逶逮進逶

表 逵逺 達適遣遯遭遒的消融实验

理解能力。

通过消融实验，我们深入了解了達適遣遯遭遒模型中各个组件的贡献。这些结果不仅验证了提示
机制的有效性，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进一步优化模型的宝贵启示。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
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效的提示策略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達適遣遯遭遒模型的性能。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提示机制在增强模型性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实际
应用中，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如模型的架构、训练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等，以全面提升模型的性
能。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探索这些因素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并寻求更优化的解
决方案。

4.7 不不不同同同提提提示示示策策策略略略下下下历历历史史史长长长度度度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了不同长度的对话历史信息对模型性能的影响。我们将不同长度的对
话历史信息与当前问题进行拼接，分别考虑了将当前问题前遨轮的对话历史信息拼接到输入中的
情况，其中遨的取值包括遨逽逰、遨逽進、遨逽逴以及遨逽遡遬遬四种情况。这里的遨逽遡遬遬表示将当前问题之
前的所有对话历史信息都进行拼接。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提示策略：正向提示和逆向提示，
并将它们与原始输入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如表逶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正向
提示和逆向提示，模型在引入对话历史信息后性能均有所提升，这验证了对话历史信息在对话
问答中的有效性。

Strategy
遨逰 遨進 遨逴 遨逭遡遬遬

F1 EM F1 EM F1 EM F1 EM

original 逷逳逮逳進 逵週逮週逷 逷逵逮逹週 逵逳逮進逴 逷逶逮逰逸 逵逳逮逴逶 逷逵逮逸逷 逵逳逮逰週

prompt
reverse 逷逹逮逵週 逵逶逮逵進 逸逰逮逹逶 逵逷逮逸逴 82.19 58.92 逸週逮逹逵 逵逶逮逵逵
forward 逷逹逮逴進 逵逵逮逸逹 逸逰逮逶逹 逵逷逮週逸 逸週逮逴逶 逵逸逮週進 逸逰逮逴逳 逵逶逮進週

表 逶逺 不同提示策略下的实验结果

进一步地，我们观察到对于逆向和正向两种提示策略，它们在利用对话历史信息方面表
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逆向提示策略在多数情况下优于正向提示策略。这可能是因为
逆向提示更能有效地捕捉对话历史中的关键信息，因为它按照从最近到最远的顺序标引对话
历史，使得模型更能够关注到与当前问题最为相关的历史信息。另外，我们观察到当遨取值
为逴时，模型性能达到最佳。这表明适当数量的历史信息对于模型性能至关重要。过多的历史信
息（如遨逽遡遬遬）可能导致模型在处理时引入噪声，而过少的历史信息则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上下
文信息。因此，选择合适的遨值对于平衡信息量和模型性能至关重要。

5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针对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中模型性能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提示的
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模型遼遼達適遃遯遭遒。通过结合当前大模型的优异能力和基于提示的学习机
制，達適遃遯遭遒显著提升了在藏文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上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達適遃遯遭遒模型
在達適遣遯遮遶遑遁和遃遯遑遁数据集上都取得了优异的表现，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充训练数据集、优化模
型结构，并将達適遃遯遭遒模型应用到其他低资源语言的对话型阅读理解任务中，以验证其通用性
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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