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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汉语遵循孜由字组词，由词造句嬢的原则，字词相关信息是一类基础且关键的计算资
源。在大语言模型时代，挖掘并评价该类资源的效用是增强模型语言能力的一个
重要研究方面。作为有效促进资源与模型结合的一种方式，检索增强生成目前在
该类资源上的应用大都关注模型未学习过的濒危语言，其在模型已学习过语言上
的潜在价值有待挖掘。本文基于语言学的视角，构建具有良好例句覆盖率与丰富
度的字词资源，并借助检索增强生成技术路线，探索这类资源与不同任务、模型的
结合方法。评估实验表明，该方法在所有实验模型与任务中均带来了显著的准确率
提升，平均达嬴嬮嬷嬸嬥，其中，在语素义消歧、词义消歧与隐喻识别任务中分别提升
了嬶嬮嬹嬱嬥、嬴嬮嬲嬴嬥和嬳嬮嬱嬹嬥，这展示出字词资源对模型的语言准确理解能力的潜在价
值。这些资源构造、方法探索和应用评估，为语言学资源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提供了
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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孓孰孥季孩嬌季孡孬孬孹嬬 孩孴 孨孡孳 孡季孨孩孥孶孥孤 孩孮季孲孥孡孳孥孳 孯学 嬶嬮嬹嬱嬥嬬 嬴嬮嬲嬴嬥 孡孮孤 嬳嬮嬱嬹嬥 孩孮 孭孯孲孰孨孥孭孥 孳孥孮孳孥
孤孩孳孡孭孢孩孧孵孡孴孩孯孮嬬 孷孯孲孤 孳孥孮孳孥 孤孩孳孡孭孢孩孧孵孡孴孩孯孮嬬 孡孮孤 孭孥孴孡孰孨孯孲 孲孥季孯孧孮孩孴孩孯孮嬮 孔孨孥 孲孥孳孵孬孴孳
孳孨孯孷 孴孨孥 孰孯孴孥孮孴孩孡孬 孯学 孴孨孥孳孥 孲孥孳孯孵孲季孥孳 学孯孲 孥孮孨孡孮季孩孮孧 孬孡孮孧孵孡孧孥 孵孮孤孥孲孳孴孡孮孤孩孮孧 季孡孰孡孢孩孬孩嬭
孴孩孥孳嬮 孔孨孥孳孥 孲孥孳孯孵孲季孥 季孯孮孳孴孲孵季孴孩孯孮孳嬬 孭孥孴孨孯孤 孥學孰孬孯孲孡孴孩孯孮孳嬬 孡孮孤 孡孰孰孬孩季孡孴孩孯孮 孥孶孡孬孵孡孴孩孯孮孳
孯嬋孥孲 孮孥孷 孩孮孳孩孧孨孴孳 学孯孲 孩孮孴孥孧孲孡孴孩孮孧 孬孩孮孧孵孩孳孴孩季 孫孮孯孷孬孥孤孧孥 孢孡孳孥孳 孷孩孴孨 孌孌孍孳嬮

Keywords: 孃孨孩孮孥孳孥 孃孨孡孲孡季孴孥孲 孡孮孤 字孯孲孤 嬬 孒孥孳孯孵孲季孥 孃孯孮孳孴孲孵季孴孩孯孮 嬬 孒孥孴孲孩孥孶孡孬
孁孵孧孭孥孮孴孥孤 孇孥孮孥孲孡孴孩孯孮 嬬 孁孰孰孬孩季孡孴孩孯孮 孡孮孤 孅孶孡孬孵孡孴孩孯孮

1 引引引言言言

汉语中汉字是最小的独立表义单位，向上遵循孜由字组词，由词造句嬢的原则嬨朱德熙嬬
嬱嬹嬸嬲嬩。这意味着字及其相关信息是认知词义的关键，而词及其相关信息又是理解句义的关键。
因此，对汉语字词进行语义等信息标注的资源，作为文本内容理解的媒介与载体，已成为自然
语言处理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关键的计算资源嬨吉志薇孡孮孤 冯敏萱嬬 嬲嬰嬱嬵嬻 刘扬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嬸嬩。利
用这些资源，相关研究在词义消歧嬨孌孵孯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嬸嬻 孚孨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释义生成嬨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嬻 孚孨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孡嬩、隐喻识别嬨孓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嬩等任务中显著提高了模型的效果。

近年来，以孃孨孡孴孇子孔1为代表的大型生成式语言模型嬨孔孯孵孶孲孯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孂孡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由于其优越的多语言能力嬨孚孨孡孯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孚孨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季嬩和任务表现嬨孚孨孯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孈孵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引起了行业的广泛关注。然而它们在对语言的准确理解方面仍存在
不足嬨孍孡孲孴嬓嬐孮孥孺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尤其是非英语语言嬨孒孯孢孩孮孳孯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孂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例
如中文嬨孈孥孮孤孹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孁孨孵孪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孌孩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因此，挖掘并评价字词资源在
增强模型语言能力方面的效用并加以应用评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在此研究方面，检索增强生成（孒孥孴孲孩孥孶孡孬 孁孵孧孭孥孮孴孥孤 孇孥孮孥孲孡孴孩孯孮嬬 孒孁孇）嬨孌孥孷孩孳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嬩是一种被广泛研究与采纳的形式。它利用检索系统从外部资源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增强模
型生成内容的质量与准确度。许多研究表明，相较于微调，这一方法不仅支持持续、低成本的
知识更新和特定领域信息的集成嬨孓孴孲孵孢孥孬孬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嬹嬻 孂孡孬孡孧孵孥孲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还能更有效、稳
定地提高模型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嬨孏孶孡孤孩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嬻 孂孡孬孡孧孵孥孲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且可以应用于黑盒
模型嬨孚孨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孢嬩，已逐渐成为字词资源在大语言模型中的重要应用方法。这些已有的
基于字词资源的检索增强生成方法嬨孔孡孮孺孥孲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孚孨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孡嬩利用字词典与语法
手册，提高模型在机器翻译、对话理解等任务上的表现。目前，此类研究大都集中于模型未学
习过的濒危语言，它们在模型已学习过的语言上的潜在价值尚有待挖掘。

我们注意到，对于非英语语言，即使是已针对该语言进行训练的模型，这类资源与方法也
能为其提供有效的知识，优化其在下游任务中的表现。如图嬱所示，在面向不同语言单位的汉语
消歧任务中，字词释义信息的注入帮助孇子孔嬭嬳嬮嬵模型2提供了正确的预测结果。

你现在是中⽂词义消歧专家，请你判断⽬标词在上下⽂的含义是候选释义中的哪⼀个。
⽬标词：上镜
上下⽂：她还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经多次上镜。
候选释义：
A.动词，在电影、电视中的形象好。
B.动词，出现在电影、电视中。

问题

外部知识

“上镜”中“上”指“刊登。”

你现在是中⽂字义消歧专家，请你判断⽬标字在上下⽂的含义是候选释义中的哪⼀个。
⽬标字：取
上下⽂：1897年，孙从英国取道加拿⼤到达横滨。
候选释义：
A.选择，采取。
B.获得。

问题

外部知识库

B.获得。

回答

A.动词，在电影、电视中的形象好。

回答

B.动词，出现在电影、电视中。

回答

外部知识

“取道”的意思是“指选取由某地经过的路线。”

A.选择，采取。

回答

孆孩孧孵孲孥 嬱嬺 基于外部知识的模型语言理解能力增强例子

1https://platform.openai.com/docs/models/gpt-3-5
2本文采用的均为GPT-3.5-turbo-0613，以下简称为GPT-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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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资源建设的不足和有效数据的匮乏，前期工作大多忽略了这方面的考察。本文希望
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探索字词资源对大语言模型的汉语准确理解能力的效度：期望解决的一个
问题是基于已有的受限资源，如何有效开展面向检索增强生成的知识工程，以更好地满足相关
计算需求；在此基础上，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知识工程获得的批量信息与不同模型的有效结
合，并验证其有效性。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汉汉汉语语语字字字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相相相关关关知知知识识识工工工程程程

汉语遵循从字、词、短语到句子的层级结构，因此，对字与词进行语义标注的资源是自然
语言处理领域中重要的计算资源。在相关的资源建设上，语素作为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嬨朱
德熙嬬 嬱嬹嬸嬲嬩，在构词中非常活跃，处于重要的地位嬨尹斌庸嬬 嬱嬹嬸嬴嬻 徐枢嬬 嬱嬹嬹嬰嬩，语素义的组合在
一定程度上能体现词义嬨符淮青嬬 嬱嬹嬸嬱嬩。同时，语素和语素义具有强大的表义能力嬨孚孨孡孮孧嬬 嬱嬹嬹嬷嬻
孌孵孯嬬 嬲嬰嬱嬳嬩，因此数量相对稳定，有助于相关资源的构建。

在相关资源建设上，“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素素素数数数据据据库库库”嬨苑春法孡孮孤 黄昌宁嬬 嬱嬹嬹嬸嬩 覆盖了嬶嬬嬷嬶嬳个常用汉字
的语素项信息，并对其构成的二字复合词进行了结构描述和意义绑定。该数据库中各义项之间
的连接欠缺，限制了其在计算中的深入应用；“汉汉汉字字字义义义类类类信信信息息息库库库”与“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构构构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库库库”嬨亢
世勇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嬰嬴嬩包含了嬶嬬嬷嬶嬳个常见汉字的字位及嬵嬲嬬嬳嬶嬶个二字词的义类与释义，并与《同义
词词林》嬨梅家驹孥孴 孡孬嬮嬬 嬱嬹嬸嬳嬩进行语义绑定。其归类以现有《词林》为标准，存在义项的因果
参照问题；“词词词素素素-义义义类类类数数数据据据库库库”嬨吉志薇孡孮孤 冯敏萱嬬 嬲嬰嬱嬵嬩提取了《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
《现汉》）中嬲嬬嬲嬶嬸个词素并标注其义类，基于此整理了嬸嬬嬹嬸嬴个二字词的词素意义和词素间的词
化意义。其收录的二字词采样不均衡且数据规模过小，难以满足大规模计算需求；“汉汉汉语语语概概概念念念
词词词典典典”嬨刘扬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嬸嬩提取和编码了《现汉》中嬸嬬嬵嬱嬴个汉字的嬲嬰嬬嬸嬵嬵个语素义，并构建语义类
别，在此基础上，对《现汉》中嬴嬱嬬嬴嬷嬴个二字词的嬵嬲嬬嬱嬰嬸个义项分别进行语素义绑定。这一资源
覆盖了汉语中常用字与罕见字的情况，有助于大规模计算与准确理解应用的开展。

这些前期工作，为基于语言学的计算路径提供了数据基础，并使基于汉语字词的检索增强
生成成为可能。

2.2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生生生成成成方方方法法法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嬨孌孥孷孩孳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嬻 孇孵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嬩旨在通过对外部资源的动态信息检
索，为语言模型提供额外的信息。随着具有强大上下文学习能力的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这类方
法倾向于在现有模型之上补充性地集成检索功能嬨孒孡孭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孓孨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将原始输
入序列与检索到的文本拼接起来作为输入，在问答嬨孇孵孯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嬻 孚孨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孢嬩、对
话嬨子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孋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个性化文本生成嬨孍孹孳孯孲孥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等自然语言处理
任务中显著提升了基础模型的表现，在代码生成嬨孓孵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医疗嬨孃孨孥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
金融嬨孋孡孮孧 孡孮孤 孌孩孵嬬 嬲嬰嬲嬳嬩、法律嬨孓孡孶孥孬孫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等领域下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这些面向实体知识或领域知识的检索增强生成之外，部分工作注意到语言知识的潜在价
值，尤其是对于非英语的低资源语言。相关工作按知识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采用自动
生成的语言知识，如孌孵嬨嬲嬰嬲嬳嬩利用孎孌孌孂机器翻译模型嬨孔孥孡孭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嬩对关键词进行多语言
翻译，孇孡孯嬨嬲嬰嬲嬳嬩利用孓孴孡孮孺孡嬨孑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嬩生成词性标注标签序列。通过将自动生成的语言知
识整合到提示词中，两种方法均在多种语言上提高了模型的机器翻译效果。但它们的语言知识
质量与范围受知识生成模型的能力限制，在文化相关的或长尾的知识方面存在挑战；第二类则
采用权威的语言学知识库，如孔孡孮孺孥孲嬨嬲嬰嬲嬳嬩使用词典和语法手册辅助大型语言模型翻译预训练
阶段未接触过的语言。孚孨孡孮孧嬨嬲嬰嬲嬴孡嬩则利用语素知识库和语法手册，在多种下游任务中增强了
模型在濒危语言上的表现。这些工作有效地将语言学资源引入大语言模型的检索增强生成，但
大都关注模型未学习过的濒危语言，忽略了这些资源对于更多语言的潜在价值。

前人的工作证实了检索增强生成的有效性，为汉语字词资源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提供了可
行的技术路径。

3 面面面向向向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生生生成成成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字字字词词词知知知识识识工工工程程程

为了更好地利用字词资源提升大语言模型的汉语准确理解能力，本文基于前人提出的知识
库，开展面向检索增强生成的知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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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语言学

3.1 数数数据据据来来来源源源基基基础础础

在满足计算需求的基础上，检索增强生成所需的资源需要对语言具有良好的覆盖度。本文
采用孜汉语概念词典嬢作为基础资源，其中语素作为字的不同使用及意义表征。该资源内的字词
信息如表嬱所示。这一资源发掘了《现汉》中嬸嬬嬵嬱嬴个字的嬲嬰嬬嬸嬵嬵个义项，其中嬱嬲嬬嬷嬸嬳个义项包含
了嬲嬷嬬嬲嬱嬵条例句，占全部的嬶嬱嬮嬲嬹嬥 。该资源同时包含嬵嬳嬬嬷嬸嬰个二字及多字词的嬶嬵嬬嬳嬳嬵个义项，
其中嬲嬹嬬嬶嬶嬹个义项包含了嬴嬲嬬嬱嬶嬳条例句，占全部的嬴嬵嬮嬴嬱嬥。

语语语素素素 取 词词词 上镜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 选择；采取。 词词词义义义 出现在电影、电视中。
语语语素素素类类类 动语素 词词词类类类 动词
例例例句句句 1897年，孙从英国取道加拿大到达横滨。 例例例句句句 她还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经多次上镜。

孔孡孢孬孥 嬱嬺 孜汉语概念词典嬢中的字词知识示例

基于孜汉语概念词典嬢，孆孩孃孌孓数据集嬨孚孨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对其中多义且有例句的部分
进行了例句文本长度和数量的扩充。具体来说，孆孩孃孌孓数据集包含嬲嬬嬷嬰嬶个字的嬱嬰嬬嬶嬳嬹个义
项及嬹嬲嬬嬱嬳嬵条例句，平均每个义项嬸嬮嬶嬶条。该数据集同时包含嬴嬬嬳嬵嬸个二字词的嬹嬬嬵嬹嬷个义项
及嬲嬷嬬嬰嬶嬱条例句，平均每个义项嬲嬮嬸嬲条。

迄今为止，这些资源尚无法为《现汉》中的全部义项提供足够的例句信息，限制了它
们在下游任务上的充分应用。本文提出利用网络语料库与生成式语言模型，在孜汉语概念词
典嬢与孆孩孃孌孓数据集的基础上，对其中无例句或少例句的义项进行增广，为后续的实验与评估提
供数据基础。

3.2 增增增广广广方方方法法法与与与设设设置置置

⽹络语料库

⽬标字 (词) 𝑤!

⽬标释义𝑠! x

判断句⼦ {c!" } 中词 {w#} 
是否为 {s#} 的意思。

检查提示词1

候选上下⽂集合𝐶!$

检查模型1

检查模块

抽取结果

⽣成结果

检查未通过/增⼴数量不符合要求

检查
通过

检查
通过

增⼴上下⽂

请⽤{w#}（{s#}）造句。

⽣成提示词1

⽣成模型1

x

⽣成模块

候选上下⽂集合𝐶!%

投票

策略

(a) 增广流程

⽬标词𝑤!

⽬标义项𝑠! ⽐喻照着⼈家的话说，
⾃⼰毫⽆主⻅的⼈。

传声筒

他在会议上完全充当传声筒的⻆⾊，只是重复着别⼈
的意⻅，毫⽆⾃⼰的观点。

他从来不敢发表⾃⼰的意⻅，只是个传声筒，总是照
着别⼈的话去说。

那杂志成了编辑宣扬其政治主张的传声筒。

他或许仅被视为⾸相个⼈经济观点的传声筒。

那杂志成了编辑宣扬其政治主张的传声筒。

他或许仅被视为⾸相个⼈经济观点的传声筒。

实际上，如果他们真的不满⾜于做候选⼈的传声筒的
话，我有⼀些⾮常简单的提示给他们。

这天晚上，村⼲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乡。

实际上，如果他们真的不满⾜于做候选⼈的传
声筒的话，我有⼀些⾮常简单的提示给他们。

他在会议上完全充当传声筒的⻆⾊，只是重复
着别⼈的意⻅，毫⽆⾃⼰的观点。

他从来不敢发表⾃⼰的意⻅，只是个传声筒，
总是照着别⼈的话去说。

增⼴上下⽂

检查模块

(b) 增广示例

孆孩孧孵孲孥 嬲嬺 面向检索增强生成的汉语字词知识工程

本文提出的增广方法如图嬲孡所示。对于目标字（词）wT的释义sT，我们通过两种方法，提
高增广例句的可靠性与多样性，同时保障增广数量：第一种方法基于网络语料库，从中抽取包
含wT的候选例句集合C1

w；第二种方法基于生成式模型，结合多种模型与提示词为wT生成候选
例句集合C2

w。所有候选例句均会通过检查模块，最终由投票策略判断是否通过。图嬲孢中给出了
词孜传声筒嬢 的增广示例，蓝色与绿色部分分别为来自两种方法的例句。可以看出，检查模块有
效地排除了不符合sT的增广结果；同时，网络语料库中的文本比自动生成的更为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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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网网络络络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方面，考虑到增广例句的多样性，我们选择人民日报3、造句网4与古诗
词网5作为语料来源。其中，人民日报文本数量充足，但表述相对正式、单一；造句网文本来源
广泛、表述灵活，但数量有限；古诗词网则囊括大量古代诗词典籍，能有效增广部分在古汉语
中更常见的字词。语料库最终涵盖人民日报嬲嬰嬱嬸嬭嬲嬰嬲嬰语料嬲嬬嬵嬷嬳嬬嬶嬲嬵句，包含嬶嬹嬬嬰嬳嬲嬬嬱嬸嬹词；造
句网语料嬴嬴嬷嬬嬳嬵嬰句，包含嬱嬰嬬嬴嬴嬸嬬嬸嬰嬶词；古诗词网语料嬵嬵嬬嬶嬲嬸句，包含嬸嬬嬴嬶嬳嬬嬴嬲嬳词。
在生生生成成成模模模块块块与检检检查查查模模模块块块中，我们采用三个在多种评测中表现良好的大语言模型：孇子孔嬭

嬳嬮嬵、孑孷孥孮嬭孭孡學嬨孂孡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与孃孨孡孴孇孌孍嬭孴孵孲孢孯嬨孚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嬻 孄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嬩，后两个
为面向中文的模型，保证了良好的中文理解与生成能力。模型参数保留为默认参数，以获得最
佳效果。模型提示词通过小批量验证的方式选取（附录孁嬮嬱）。生成模块中，嬳个模型轮流用提
示词生成例句；检查模块中，嬳个模型用所有提示词产生共嬹条投票结果。
依据上述投票结果，由投投投票票票策策策略略略决定是否保留该候选例句。其中，阈值嬣neg ≤ 嬰表示仅

反对票数量≤ 嬰的例句会被认为检查通过。为了探究不同阈值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我们从各来
源的例句中分别抽取嬳嬰嬰条，人工评估其正确性。结果如表嬲所示。其中，P为准确率，R为召
回率，孜单义嬢代表《现汉》中只有一条义项的字或词。最严格的投票策略（嬣neg ≤ 嬰）带来
的准确率最高，但召回率极低，尤其是在孜古诗词网嬢语料中。这主要是由于模型对古汉语的
理解较差，因此倾向于在检查模块中给出孜否嬢的判断结果。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扩
大增广数量，本文设置投票策略如下：嬱嬮 单义字词的阈值为嬣neg ≤ 嬳、古诗词网语料的阈值
为嬣neg ≤ 嬴；嬲嬮 对于不属于嬱中的其余候选例句，先按阈值嬣neg ≤ 嬰进行第一轮筛选。对于筛
选后未得到增广的义项，再按阈值嬣neg ≤ 嬱补召回。

阈阈阈值值值

基基基于于于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
基基基于于于生生生成成成

人民日报 造句网 古诗词网

P R P R P R P R

全全全集集集

≤ 0 95.08 61.70 96.77 60.61 100.00 16.06 96.88 24.80
≤ 1 94.44 72.34 95.71 67.68 97.50 28.47 94.34 40.00
≤ 2 91.76 82.98 93.83 76.77 98.44 45.99 95.77 54.40
≤ 3 88.66 91.49 90.22 83.84 98.88 64.23 91.92 72.80
≤ 4 88.00 93.62 87.13 88.89 98.15 77.37 86.61 77.60

单单单义义义

≤ 0 97.44 69.09 100.00 57.50 100.00 16.06 94.12 15.69
≤ 1 97.83 81.82 96.30 65.00 97.50 28.47 96.00 23.53
≤ 2 98.00 89.91 96.97 80.00 98.44 45.99 97.06 32.35
≤ 3 96.30 94.55 97.22 87.50 98.88 64.23 92.86 38.24
≤ 4 94.55 94.55 95.00 95.00 98.15 77.37 82.98 38.24

孔孡孢孬孥 嬲嬺 例句增广中，检查模块在不同阈值下的准确率与召回率

在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方面，由于网络语料库数据量过大，在基于语料库的增广过程中，对于拥
有K个不同义项的字或词，我们为每个义项随机抽取嬱嬰 ×K个候选例句。考虑到网络语料库的
例句质量更高，我们优先采用基于网络语料库的方法，增广数量不足嬳条的用基于生成式模型的
方法进行补充。

3.3 增增增广广广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通过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我们共得到增广例句嬴嬹嬸嬬嬱嬲嬶条，其中，嬳嬴嬲嬬嬸嬶嬷条来自人民日报
语料，嬱嬴嬹嬬嬳嬹嬰条来自造句网语料，嬵嬬嬸嬶嬹条来自古诗词网语料。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后，仍
有嬱嬷嬬嬸嬷嬶条语素义、嬳嬱嬬嬲嬳嬹条词义的增广例句数量不足嬳条。通过基于生成式模型的方法，我们
进一步获得增广例句嬲嬸嬬嬷嬲嬴条。最终，本文得到增广例句嬵嬲嬶嬬嬸嬵嬰条。为确保其可靠性，我们分
别从字与词的增广例句中随机抽取嬱嬬嬰嬰嬰条进行人工评测，统计与评测结果如表嬳所示。
我们将前人构建的资源（孜汉语概念词典嬢与孆孩孃孌孓）中的数据合并去重后得到嬱嬸嬷嬬嬶嬴嬲条

增广前例句，与本文的增广例句合并后共得到嬷嬱嬴嬬嬴嬹嬲条全集例句，统计信息如表嬴所示。其
中，孜覆盖率嬨嬥嬩嬢为包含例句的义项比例。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增广后例句的平均数量和覆
盖率都有了显著提高，覆盖率均达到嬸嬰嬥以上，展示出这一增广的显著效果。

3http://paper.people.com.cn/
4https://zaojv.com/
5https://www.gu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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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增增增例例例句句句数数数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平平平均均均例例例句句句长长长度度度 字字字词词词数数数 义义义项项项数数数

语语语素素素 33,022 96.00 39.90 7,182 10,701
词词词 493,828 99.00 47.84 46,158 53,752

全全全集集集 526,850 97.50 47.34 53,340 64,453

孔孡孢孬孥 嬳嬺 增广例句统计结果与人工评测

类类类型型型

字字字 词词词

例句数
平均
例句数

平均
例句长度

覆盖率(%) 例句数
平均
例句数

平均
例句长度

覆盖率(%)

增增增广广广前前前 118,625 5.69 3.66 61.49 69,017 1.06 7.31 45.90

增增增广广广后后后 151,647 7.27 23.43 83.54 562,845 8.61 43.70 89.43

孔孡孢孬孥 嬴嬺 例句增广前后统计指标对比分析

4 基基基于于于汉汉汉语语语字字字词词词资资资源源源的的的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生生生成成成方方方法法法

考虑到方法的适用性，本文利用检索增强生成，探索字词资源在大语言模型的汉语准确理
解能力上的效度，如图嬳所示，包含基于关键词的知识检索与基于评估的知识排序两个流程。其
中，我们以第嬳节得到的字词资源用作外部资源。该方法的输入信息包含用于获取关键词的文
本Ckeyword，以及用于计算相似度的文本Csim，二者均来自任务的原始输入信息（本节的主要
符号对照表见附录孃）。

字相关知识

𝑘!

…

关键词

外部资源

…

…

词相关知识

…

…

E𝑚𝑏(𝐶"#$)

⊙

⊙

⊙

𝑘%

𝑘&
⊙

⊙

⊙

⊗

关键词权重𝛼'()

⊗

⊗

…

⊗

⊗

⊗

…

包含外部知识的
提示词⽂本

⽬标模型

基于关键词的知识检索 基于评估的知识排序

模型输出

⼀阶段排序 ⼆阶段排序

⽤于获取关键词的⽂本
𝐶!"#$%&'

⽤于计算相似度的⽂本
𝐶()*

输⼊信息

孆孩孧孵孲孥 嬳嬺 基于汉语字词资源的模型增强方法

4.1 流流流程程程一一一：：：基基基于于于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的的的知知知识识识检检检索索索

基于关键词的知识检索负责基于目标文本，从字词资源中获取可能的相关知识。知识检索
的目的是将输入文本与知识进行有效匹配，减少无关信息的引入，这一流程包含以下两步：
第一步，从用于获取关键词的文本Ckeyword中抽取关键词集合K 嬽 {k1, k2, ..., kn}，将文本

转为满足字词资源需求的形式。这一流程旨在减少无关信息的引入，提高知识注入的效率；
第二步，利用关键词ki检索字词资源，得到候选知识集合Di 嬽 {di,1, di,2, ..., di,l}，其中包

含释义信息，以及例句中的释义信息。表嬵展示了字孜取嬢和词孜取道嬢作为关键词时，分别获取到
的部分知识示例。

4.2 流流流程程程二二二：：：基基基于于于评评评估估估的的的知知知识识识排排排序序序

基于评估的知识排序负责基于已有的候选知识，筛选得到最终注入到提示词中的部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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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字相相相关关关知知知识识识
释义信息 “取”的意思是“选择，采取”。

例句中的释义信息 “取”在“取道”中的意思是“选择，采取”。

词词词相相相关关关知知知识识识

释义信息 “取道”的意思是“指选取由某地经过的路线”。

例句中的释义信息
“取道”在“1897年，孙从英国取道加拿大到达横滨。”中的意思
是“指选取由某地经过的路线”。

孔孡孢孬孥 嬵嬺 从字词资源中获取到的字词相关知识示例

识注入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与目标任务相关的、模型理解不稳定或有困难的知识，提高模型对任
务的能力。因此，准确筛选候选知识，关键在知识与输入信息的相关性，以及知识对目标模型
的有效性。基于以上考虑，这一流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排序负责从关键词下的所有知识中，筛选得到与用于计算相似度的文本Csim最相
关的Nstage1个。考虑到候选知识除释义之外还包含例句，且总体目的与传统的词义消歧任务不
完全一致，本节采用句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作为一阶段排序分数。对于关键词ki的第j条候选
知识di,j，它与Csim的余弦相似度计算方式为：

cos similarity 嬽 cos嬨Emb嬨di,j嬩, Emb嬨Csim嬩嬩 嬽
Emb嬨di,j嬩 · Emb嬨Csim嬩

|Emb嬨di,j嬩| × |Emb嬨Csim嬩|
∈ 孛−嬱, 嬱孝 嬨嬱嬩

其中，Emb表示获取文本的句嵌入向量。考虑到本文只需要知识之间的相对顺序而非绝对数
值，为了便于后续计算，我们定义第一阶段的排序分数如下：

scorestage1 嬽 嬱 嬫 cos similarity ∈ 孛嬰, 嬲孝 嬨嬲嬩

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排序则负责从前一阶段得到的所有知识中，筛选出对模型最有
效的Nstage2个。具体来说，我们希望获取目标模型理解最困难的知识，适当增加其权重，提
高它们被注入到提示词中的概率，进而提高注入知识对目标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了此
前孍孯孲孰孨孅孶孡孬嬨孙孩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中的评估结果。该工作在孜汉语概念词典嬢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
汉语语素的大语言模型评估数据集，用于评估模型的语言准确理解能力。对于候选知识di,j，我
们获取其在孍孯孲孰孨孅孶孡孬数据集中出现的总次数Ti,j，以及模型对其预测错误的次数Ei,j。利用这
两项数据，我们计算其权重αi,j如下：

αi,j 嬽 e
Ei,j
Ti,j ∈ 孛嬰, e孝 嬨嬳嬩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定义第二阶段的排序分数为：

scorestage2 嬽 α× scorestage1 ∈ 孛嬰, 嬲e孝 嬨嬴嬩

最终，我们利用为不同任务与不同类型知识构造的提示词模版，将获取到的Nstage2条知识
融入到原提示词中，作为当前任务的输入信息。

5 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生生生成成成的的的应应应用用用评评评估估估

5.1 语语语言言言准准准确确确理理理解解解评评评估估估任任任务务务的的的选选选取取取

为了验证汉语字词资源对大语言模型的汉语准确理解的有效性，我们选择了多个与语言的
准确理解紧密相关的词内、词间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进行评估：
一一一、、、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任任任务务务（（（Morpheme Sense Disambiguation, MSD）））嬨字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旨在预测目标语素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含义。该任务的消歧对象包含自由语素与黏着语素
（详细介绍见附录孂）。此前的相关工作基于孂孅孒孔模型嬨字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我们在本文将这
一任务引入到对自回归语言模型的评测中，为其构建适合模型的选择题任务形式：给定语素、
语素所在的上下文和所有语素义，要求模型选择上下文中的语素属于哪一个语素义。
二二二、、、汉汉汉语语语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任任任务务务（（（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WSD）））嬨孎孡孶孩孧孬孩嬬 嬲嬰嬰嬹嬩旨在预

测目标词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含义，是最核心的词级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之一。该任务的消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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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独立成词的自由语素之外，还包含二字及多字词。此前的相关工作包括两种常见方法：基
于知识的方法利用现有的大规模知识资源来推断上下文中的词义嬨孇孡孬孬孥孹 孡孮孤 孍季孋孥孯孷孮嬬 嬲嬰嬰嬳嬻
孁孧孩孲孲孥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嬴嬩，基于监督学习的方法则利用带有义项标注的数据集训练分类器嬨孈孵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嬹嬻 孓季孡孲孬孩孮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嬻 孚孨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然而这些方法采用的都是孂孅孒孔式自编码
模型，忽略了自回归模型的评估与应用，尤其是诸如孇子孔嬭嬳嬮嬵的大型生成式语言模型。本文将
这一任务引入到对大语言模型的计算中，并沿用之前的实验设计，为这类模型构建选择题的任
务形式。

三三三、、、汉汉汉语语语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任任任务务务（（（Metaphor Detection, MD）））旨在判断与识别文本中字面义和
非字面义处于不同的语义域中的现象（详细介绍见附录孂）。隐喻是蕴含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
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日常交流中嬨孒孩季孨孡孲孤孳嬬 嬱嬹嬳嬶嬩，因此对大语言模型至关重要。此前的相关
工作同样大多基于孂孅孒孔式自编码模型嬨孓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嬻 孃孨孯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嬻 孌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对自
回归模型的关注较少，其中，字孡季孨孯孷孩孡孫等嬨嬲嬰嬲嬳嬩在英语与西班牙语中利用孒孩孃（孒孥孡孳孯孮孩孮孧 孩孮
孃孯孮孶孥孲孳孡孴孩孯孮）提高孇子孔嬭嬳的隐喻源域预测能力，孔孯孮孧等嬨嬲嬰嬲嬴嬩将任务转换为改写形式，在英
语上评估多种生成式模型的表现。考虑到本文主要探究字词信息的知识注入，我们选择词级隐
喻识别任务作为评估，即判断上下文中的目标词是否包含隐喻现象。我们参考前人方法嬨孃孯孭孳,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嬻 孚孨孯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嬻 孔孯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嬴嬩，为模型构建了选择题、判断题与填空题三种
任务形式。

5.2 实实实验验验数数数据据据及及及其其其统统统计计计信信信息息息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任任任务务务中，为了获取能完整覆盖全部义项的评估数据集，本文沿
用字孡孮孧等嬨嬲嬰嬲嬴嬩中提出的方法，从孜汉语概念词典嬢中抽取语素、词与上下文信息，保留其
中多义语素的部分。数据集共嬲嬳嬬嬹嬱嬴条，根据上下文信息的不同可以分为词内和句内语素义消
歧数据集。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任任任务务务中，考虑到输入特征与语素义消歧任务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孆孩孃孌孓数据
集嬨孚孨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用于评估。由于其全集数据的人工评测准确度有限，我们仅采用其中来
自原始语料库而非自动增广的部分。数据集共嬲嬸嬬嬷嬷嬰条，按消歧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单字词、
二字词与多字词数据集。

词词词级级级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任任任务务务中，本文采用陈龙等嬨嬲嬰嬱嬹嬩提出的非字面义数据集作为评估。这一数据
集发掘了《现汉》中的嬳嬬嬵嬲嬴个非字面义词，包含隐喻和转喻两种词级现象，对应嬴嬬嬳嬰嬱个数据条
目，与语素义消歧与词义消歧任务中的语素、语素义和词义等信息保持了一致性。

三个任务的数据集统计信息如表嬶所示。其中隐喻识别任务数据无释义，因此不做统计。

任任任务务务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数数数据据据条条条目目目数数数 字字字词词词数数数 义义义项项项数数数 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数数数 平平平均均均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长长长度度度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内内内消消消歧歧歧 13,276 5,519 13,276 12,356 2.15
句句句内内内消消消歧歧歧 10,638 2,706 10,638 10,591 42.01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单单单字字字词词词 7,685 2,133 6,515 6,506 34.10
二二二字字字词词词 19,316 8,683 19,316 19,239 27.45
多多多字字字词词词 1,769 828 1,746 1,763 23.25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选选选择择择形形形式式式 3,313 3,705 - 5,922 8.57
判判判断断断形形形式式式 5,988 3,730 - 5,975 8.46
填填填空空空形形形式式式 5,988 3,730 - 5,975 8.46

孔孡孢孬孥 嬶嬺 实验数据统计信息

5.3 实实实验验验方方方法法法与与与设设设置置置

在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方面，在基于关键词的知识检索中，我们设置Ckeyword与Csim为上下文，并
采用孰孫孵孳孥孧分词器嬨孌孵孯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嬹嬩将Ckeyword切分为字词。在基于评估的知识排序中，对于
两阶段检索的数量，为保证提示词总长度在模型预训练长度范围之内，我们设置Nstage1 嬽
嬳，Nstage2 嬽 嬳，即在一阶段排序后，每个关键词最多保留嬳条候选知识；在二阶段排序后，总
体保留得分最高的嬳条加入提示词。对于句向量的获取（Emb），我们采用了为检索增强大语
言模型而设计的孢孧孥嬭孢孡孳孥嬭孺孨嬭孶嬱嬮嬵嬨孃孨孥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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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模模型型型选选选择择择方面，我们分别选择孇子孔嬭嬳嬮嬵与孃孨孡孴孇孌孍嬲嬭嬶孂嬨孄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嬻 孚孥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嬲嬩。其中，孇子孔嬭嬳嬮嬵是基于孔孲孡孮孳学孯孲孭孥孲嬨孖孡孳孷孡孮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的黑盒模型，在多种语言与
任务下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大型多语言模型之一，本文通过孁子孉进行调
用。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是基于孇孌孍架构的开源双语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就加入了大量的中文数据
集，使得其在许多中文领域任务中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我们通过开源模型进行调用。

在模模模型型型设设设置置置方面，为确保实验的公平性和可复现性，所有模型均设定为相同的参数。其
中，我们设置温度为嬰，频率惩罚和孴孯孰嬭孫为嬰，孴孯孰嬭孰为嬱，以尽量接近贪婪搜索策略。对于无法
精确匹配上述参数的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我们尽可能地调整其设置以接近这些参数。

在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设设设置置置方面，考虑到生成式语言模型对提示词的敏感性，在每个任务下，我们都首
先为模型构建嬳种常用的提示词形式，并指导孇子孔嬭嬳嬮嬵额外生成嬷条表达方式各异、长度不同的
新提示词。随后我们通过小批量数据验证的方式从中选取对于当前模型和任务最适宜的，作为
后续的评估提示词，以确保最大程度激发模型的能力。具体的提示词设置情况见附录孁嬮嬲。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语素义与词义消歧任务，为了避免检索阶段对预测结果产生标
签泄露，我们对所有检索结果都进行了过滤。对于直接提供类似孜{目标字}的释义是{标签释
义}嬢或孜{目标字}在{目标上下文}中的释义是{标签释义}嬢的检索结果，我们均将其删除。

5.4 语语语言言言准准准确确确理理理解解解任任任务务务评评评估估估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5.4.1 主主主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我们的方法在三个评估任务上的主要实验结果如表嬷所示。鉴于本文的核心目标是验证字词
资源在大语言模型检索增强生成中的应用效果，我们选择了模型在未注入相关知识时的性能作
为参照基准。为了达到更好的覆盖度，本文采用了各任务数据的全集；而在传统方法中，由于
需要做模型训练，采用的评估数据集往往是其子集。由于数据覆盖的差异，本文方法与传统方
法无法做公平对比。作为参考，传统方法的最佳结果见附录孄。其中，对于隐喻识别任务填空
形式下的随机基线，其计算结果基于孰孫孵孳孥孧分词器获取的上下文中所有可能词汇的数量。

模模模型型型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Avg.
词内 句内 单字词 二字词 多字词 选择 判断 填空

Random 15.35 12.84 18.60 44.24 45.07 25.00 50.00 21.86 29.12

GPT-3.5 58.26 46.62 50.28 62.87 67.27 36.46 56.23 53.46 53.93
+本本本文文文方方方法法法 67.93 48.89 61.57 66.59 68.40 41.29 56.43 61.39 59.06

ChatGLM2 33.82 32.48 43.67 55.80 59.92 24.66 52.84 47.65 43.86
+本本本文文文方方方法法法 48.15 33.85 47.32 59.05 62.30 26.65 55.01 49.63 47.75

孔孡孢孬孥 嬷嬺 主实验结果，其中Random代表随机基线

表嬷中的实验成果表明，本文方法在所有实验模型与任务中均带来了显著提升，平
均达嬴嬮嬷嬸嬥。在任务层面，本文方法分别带来了嬶嬮嬹嬱嬥、嬴嬮嬲嬴嬥和嬳嬮嬱嬹嬥的准确率提升，凸
显了这一方法在不同任务中的普遍适用性和和有效性。在模型层面，本文方法在孇子孔嬭
嬳嬮嬵与孃孨孡孴孇孌孍嬲上分别提升准确率嬵嬮嬱嬳嬥、嬳嬮嬸嬹嬥，这表明无论是面向英文或中文的模型，
本文方法都能为其带来有效的知识。其中，孇子孔嬭嬳嬮嬵虽然整体效果优于孃孨孡孴孇孌孍嬲，但在本文
方法下的提升更为显著，展示出这一方法面向更强大模型的潜力。

为了深入探究字词资源的影响，我们对三个任务分别做案例分析，如附录孅所示。分析结
果表明，在直接注入与目标语素或词相关的知识之外，上下文中其他字词的知识同样有助于优
化模型的表现，展示出字词资源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也解释了我们在设置Ckeyword与Csim为上
下文而非目标语素或词的情况下，依旧能带来显著的提升的原因。

5.4.2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中各个模块的有效性，我们对检索、排序及增广例句等关键组成部分进
行了消融实验。实验结果如表嬸所示，其中孜排序2嬢与孜排序1嬢分别代表第二、第一阶段排序。

随排序2、排序1与检索模块的逐步移除，模型在各任务上的准确率均呈递减趋
势，证明了它们在获取字词信息上的重要性。其中，移除排序2后，模型准确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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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模型型型 方方方法法法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词内 句内 单字词 二字词 多字词 选择 判断 填空

GPT-
3.5

本本本文文文方方方法法法 67.93 48.89 61.57 66.59 68.40 41.29 56.43 61.39

−排排排序序序2 67.63 47.02 61.56 66.36 67.55 41.17 56.40 58.15
−排排排序序序1&2 66.82 46.99 56.88 62.11 63.82 40.98 56.31 58.05
−检检检索索索&排排排序序序1&2 53.70 43.74 54.08 61.99 63.75 33.14 56.29 58.00

−增增增广广广例例例句句句 68.02 47.32 61.00 67.45 67.89 41.26 56.43 58.78

Chat-
GLM2

本本本文文文方方方法法法 48.15 33.85 47.32 59.05 62.30 26.65 55.01 49.63

−排排排序序序2 44.05 33.63 47.31 59.04 62.13 26.65 55.00 49.58
−排排排序序序1&2 42.93 31.90 42.72 54.03 57.77 26.08 52.62 49.43
−检检检索索索&排排排序序序1&2 30.82 28.41 39.85 53.50 57.72 24.81 45.82 49.25

−增增增广广广例例例句句句 44.70 33.14 46.77 59.56 60.83 25.72 47.38 49.38

孔孡孢孬孥 嬸嬺 消融实验结果

平均下降嬰嬮嬸嬳嬥、嬰嬮嬵嬷嬥；移除排序1下降嬱嬮嬷嬴嬥、嬲嬮嬵嬹嬥；移除检索模块则进一步分别带
来嬳嬮嬴嬱嬥、嬳嬮嬴嬱嬥的下降。

对于字词资源，移除增广例句后两个模型的平均准确率分别下降嬰嬮嬴嬶嬥、嬱嬮嬸嬱嬥，印证
了其价值。然而，这一效果并非在所有任务中都同样显著。例如，在词内语素义消歧任务
中，孇子孔嬭嬳嬮嬵在移除增广例句后准确率反而小幅提升了嬰嬮嬰嬹嬥。

5.4.3 例例例句句句信信信息息息对对对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我们注意到，部分场景下采用无增广例句的实验效果略优于增广后的。为了探究其背后的
原因，我们以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为例，分别分析字词资源内例句长度与覆盖率的影响。

表嬹展示了例句长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孜平均长度嬢指字词资源中所有例句的平均长
度，孜覆盖率嬢指其中包含例句的义项占全部义项的比例，与表嬴中的孜覆盖率嬢一致。构建不同长
度字词资源的方法如下：原始资源中的同一义项下可能包含多条例句。对于所有义项，我们仅
选取其中最短的一条，得到的字词资源中平均例句长度为嬲嬲嬮嬲嬳；选取其中长度第二短的例句，
得到的字词资源中平均例句长度为嬳嬱嬮嬴嬰，以此类推。结果显示，随例句平均长度的增加，模
型在三个任务上的指标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较长的例句会分散模型对关键信息的注意
力。然而，在单字词义消歧和隐喻识别的填空任务中，较长的例句反而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展
示出不同任务对其长度的需求存在差异。这一结果也解释了消融实验中，增广例句导致某些任
务的效果降低：如表嬴所示，增广后的字词资源中，例句覆盖率得到了提高，但其平均长度也显
著增加了。

平平平均均均长长长度度度 覆覆覆盖盖盖率率率(%)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词词词内内内 句句句内内内 单单单字字字词词词 二二二字字字词词词 多多多字字字词词词 选选选择择择 判判判断断断 填填填空空空

22.23 88.00 48.97 34.11 45.94 58.84 60.77 27.16 52.92 48.51
31.40 88.00 48.31 34.00 46.49 58.59 60.32 26.44 52.72 49.25
39.78 88.00 48.13 33.71 45.37 56.77 59.58 25.02 52.47 49.35
42.21 88.00 48.25 33.68 44.80 56.58 59.52 25.32 51.69 48.91
43.01 88.00 48.03 32.23 44.02 56.32 59.15 24.99 51.40 48.88

孔孡孢孬孥 嬹嬺 例句长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表嬱嬰展示了例句覆盖率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构建不同覆盖率的字词资源的方法如下：第一
步，对于所有义项，我们仅保留其中最短的一条例句；第二步，我们随机删除部分义项的例
句，构造出平均长度接近但覆盖率不同的字词资源。结果显示，随着例句覆盖率的下降，模型
在三个任务上的指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过低的例句覆盖率会导致有效信息的缺失，也
从侧面证明了例句增广知识的价值。

在例句信息之外，我们还开展了对知识类型与知识数量的实验分析（附录孆）：嬱嬮 在知知知识识识
类类类型型型上，增加词性信息后，两个模型在所有任务上的指标均有下降。这可能是因为释义文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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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平均均均长长长度度度 覆覆覆盖盖盖率率率(%)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词词词内内内 句句句内内内 单单单字字字词词词 二二二字字字词词词 多多多字字字词词词 选选选择择择 判判判断断断 填填填空空空

22.23 88.00 48.97 34.11 45.94 58.84 60.77 27.16 52.92 48.51
22.17 70.40 48.68 33.34 45.10 58.10 60.03 26.71 52.45 48.43
22.21 52.80 48.51 33.08 44.22 57.38 60.37 26.56 51.90 48.48
22.14 35.20 48.47 32.52 43.73 56.77 60.03 26.08 51.54 48.20
22.13 17.60 48.28 32.03 43.68 56.52 60.15 26.02 51.52 48.18

孔孡孢孬孥 嬱嬰嬺 例句覆盖率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有效地传达了词性相关信息，显式词性标签对大语言模型而言也较难理解。这为未来更多语言
学知识的注入提供了参考；嬲嬮 在知知知识识识数数数量量量上，模型在Nstage1 嬽 嬱时效果更好，侧面反映出一阶
段排序的有效性；而Nstage2的增加会显著提高预测准确率，展示出字词资源对模型的有效性，
以及本文方法的潜力。

6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探索汉语字词资源对大语言模型的语言准确理解能力的效度。基
于之前的工作，我们利用网络语料库和生成式模型构建了包含嬴嬹嬸嬬嬱嬲嬶条例句的汉语字词资源，
显著提升了其中例句的覆盖率与丰富度。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一资源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提
出了一套能灵活适应不同任务与模型的检索增强生成方法。评估实验表明，该方法在所有实验
模型与任务中均带来了显著的准确率提升，平均达嬴嬮嬷嬸嬥。其中，在语素义消歧、词义消歧与
隐喻识别任务中分别提升了嬶嬮嬹嬱嬥、嬴嬮嬲嬴嬥与嬳嬮嬱嬹嬥，在孇子孔嬭嬳嬮嬵与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上分别提升
了嬵嬮嬲嬲嬥和嬴嬮嬳嬳嬥，这显示出字词资源在模型对语言准确理解能力上的价值。通过消融实验，我
们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资源与方法的有效性，并在分析实验中深入探究例句信息、知识类型和知
识数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为语言学资源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开展字词资源的分析与整理，进一步提升例句覆盖率、有效控

制其长度。此外，还将探索该资源与方法在更多下游任务与模型中的应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
人文与计算领域中的多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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孃孨孥孮嬬 孡孮孤 孎孡孮 孄孵孡孮嬮 嬲嬰嬲嬳嬮 孁孇孉孅孶孡孬嬺 孁 孨孵孭孡孮嬭季孥孮孴孲孩季 孢孥孮季孨孭孡孲孫 学孯孲 孥孶孡孬孵孡孴孩孮孧 学孯孵孮孤孡孴孩孯孮
孭孯孤孥孬孳嬮

孈孯孵孱孵孡孮 孚孨孯孵嬬 孙孡孮孧 孈孯孵嬬 孚孨孥孮孧孨孵孡 孌孩嬬 存孵孥孢孩孮 字孡孮孧嬬 孚孨孥学孥孮孧 字孡孮孧嬬 存孩孮孹孵 孄孵孡孮嬬 孡孮孤 孍孩孮 孚孨孡孮孧嬮
嬲嬰嬲嬳嬮 孈孯孷 孷孥孬孬 孤孯 孬孡孲孧孥 孬孡孮孧孵孡孧孥 孭孯孤孥孬孳 孵孮孤孥孲孳孴孡孮孤 孳孹孮孴孡學嬿 孡孮 孥孶孡孬孵孡孴孩孯孮 孢孹 孡孳孫孩孮孧 孮孡孴孵孲孡孬
孬孡孮孧孵孡孧孥 孱孵孥孳孴孩孯孮孳嬮

亢世勇嬬 李毅嬬 孙道功嬬 孡孮孤 张楠嬮 嬲嬰嬰嬴嬮 汉语系统语料库的建设与词典编纂嬮 2004年辞书与数字化研讨会
论文集嬬 孰孡孧孥孳 嬱嬴嬵孻嬱嬵嬱嬮

刘扬嬬 林子嬬 孡孮孤 康司辰嬮 嬲嬰嬱嬸嬮 汉语的语素概念提取与语义构词分析嬮 中文信息学报嬬 嬳嬲嬨嬲嬩嬺嬱嬰嬮

吉志薇孡孮孤 冯敏萱嬮 嬲嬰嬱嬵嬮 面向普通未登录词理解的二字词语义构词研究嬮 中文信息学报嬬 嬲嬹嬨嬰嬵嬩嬺嬶嬳孻
嬶嬸嬫嬸嬳嬮

尹斌庸嬮 嬱嬹嬸嬴嬮 汉语语素的定量研究嬮 中国语文嬬 嬱嬨嬰嬵嬩嬺嬳嬳嬸孻嬳嬴嬷嬮

徐枢嬮 嬱嬹嬹嬰嬮 语素嬮 人民教育出版社嬮

朱德熙嬮 嬱嬹嬸嬲嬮 语法讲义嬮 商务印书馆嬮

梅家驹嬬 竺一鸣嬬 高蕴琦嬬 孡孮孤 殷鸿翔嬮 嬱嬹嬸嬳嬮 同义词词林嬮 上海辞书出版社嬺上海嬮

符淮青嬮 嬱嬹嬸嬱嬮 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嬮 辞书研究嬬 嬱嬺嬹嬸孻嬱嬱嬰嬮

苑春法孡孮孤 黄昌宁嬮 嬱嬹嬹嬸嬮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嬮 世界汉语教学嬬 嬰嬲嬺嬸孻嬱嬳嬮

郑女画嬮 嬲嬰嬲嬲嬮 汉语语素构词的嵌入表示与应用评估嬮 孍孡孳孴孥孲嬧孳 孴孨孥孳孩孳嬬 北京大学嬮

陈龙嬬 饶琪嬬 孡孮孤 刘扬嬮 嬲嬰嬱嬹嬮 汉语词的非字面义的表示与应用嬮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嬬 嬴嬹嬨嬰嬸嬩嬺嬱嬰嬰嬵孻嬱嬰嬱嬸嬮

A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选选选取取取结结结果果果

A.1 面面面向向向模模模型型型增增增强强强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字字字词词词知知知识识识工工工程程程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

面向模型增强的汉语字词知识工程提示词如表嬱嬱所示，其中{wT }为目标字或词，{sT }为目
标释义。

A.2 基基基于于于字字字词词词资资资源源源的的的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评评评估估估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

三个评估任务下选用的提示词如图嬴所示。其中词内、句内语素义消歧所用提示词一致，单
字词、二字词与多字词词义消歧所用提示词一致。在语素义消歧任务中，考虑到大语言模型对
语言学概念不熟悉，数据集内也均为单字语素，我们并未在提示词中采用孜语素嬢，而是用模型
更容易理解的孜字嬢作为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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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模块块块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

生生生成成成模模模块块块

请用孜{wT }嬢（{sT }）造句。

请用词孜{wT }嬢（释义：{sT }）造句。

已知词孜{wT }嬢的意思是孜{sT }嬢，请用词孜{wT }嬢造句。

检检检查查查模模模块块块

判断句子孜{ciw}嬢中词孜{wT }嬢是否为孜{sT }嬢的意思。回答是或否。

句子孜{ciw}嬢中词孜{wT }嬢是否可以被解释为孜{sT }嬢？回答是或否。

句子孜{ciw}嬢中词孜{wT }嬢的意思是否是孜{sT }嬢？回答是或否。

孔孡孢孬孥 嬱嬱嬺 面向模型增强的汉语字词知识工程中，生成模块与检查模块提示词

你现在是中⽂字义消歧专家，请你判断⽬标字在上下⽂的含义是候选释义中的哪⼀个。

⽬标字：取

上下⽂：取道

已知信息：{注⼊知识}

候选释义：
A.拿到⼿中。
B.选择，采取。
C.姓⽒。
D.获得。

答案：

语素义消歧

你现在是中⽂词义消歧专家，请你判断⽬标词在上下⽂的含义是候选释义中的哪⼀个。

⽬标词：上镜

上下⽂：她还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经多次上镜。

已知信息：{注⼊知识}

候选释义：
A.动词，在电影、电视中的形象好。
B.动词，出现在电影、电视中。

答案：

词义消歧

A.“这是⼀部有激情、有⼒度的好作品。”中的词“⼒度”（{注⼊知识} ）
B.“骆驼在南⽅是稀罕东⻄。”中的词“稀罕” （{注⼊知识} ）
C.“他们沐浴在⻘春的欢乐⾥。”中的词“沐浴” （{注⼊知识} ）
D.“她对⾳乐很痴情。”中的词“痴情” （{注⼊知识} ）

以上各个选项中的⽬标词在上下⽂中的词义是⽐喻义、不符合字⾯义的是：

隐喻识别 – 选择

已知信息：{注⼊知识}

他们沐浴在⻘春的欢乐⾥。”中的词“沐浴”

以上句⼦中的⽬标词在上下⽂中的词义是⽐喻义、不符合字⾯义，是或否？

隐喻识别 – 判断

⽬标句⼦：他们沐浴在⻘春的欢乐⾥。

已知信息：{注⼊知识}

⽬标句⼦中是否有是⽐喻义、不符合字⾯义的词或⼦词？如果有，则是⽐喻义、不符
合字⾯义的词或⼦词是：

隐喻识别 – 填空

孆孩孧孵孲孥 嬴嬺 基于字词资源的检索增强评估提示词

B 部部部分分分语语语言言言学学学专专专有有有名名名词词词说说说明明明

自自自由由由语语语素素素指能够独立构词，无须附于其他语素的语素，例如孜花：可供观赏的植物嬢，可以
组词为孜花朵嬢，也可以在句子中独立使用。黏黏黏着着着语语语素素素与之对应，指不能够独立构词的语素，例
如孜花：用来迷惑人的；不真实或不真诚的嬢，只能构成孜花招嬢、孜花言巧语嬢等词语，而不能独
立使用。

语语语义义义域域域（孳孥孭孡孮孴孩季 孤孯孭孡孩孮）语义域是一组语义趋近一致的语言表达的集合。隐喻即为从一
个域到另一个域的投射。例如，在句子孜他们沐浴在青春的欢乐里。嬢中，词孜沐浴嬢包含隐喻，
它的字面义所处的语义域为孜洗澡，沐浴，冲凉，浴，擦澡，淋洗，洗浴嬢，而非字面义所处的
语义域为孜沉浸，沐浴，正酣嬢。

C 主主主要要要符符符号号号对对对照照照表表表

第嬴节中所使用的符号说明如表嬱嬲所示。

D 传传传统统统方方方法法法的的的最最最佳佳佳结结结果果果

三项评估任务在传统方法中的最佳结果如表嬱嬳所示。这些评估在数据覆盖和任务形式等方
面与本文存在差异，但大模型在性能指标上显著落后于传统方法。这展示出大模型在此类任务
上的不足，也从侧面反映出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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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符号号号 说说说明明明

Ckeyword 用于获取关键词的文本
Csim 用于计算相似度的文本
K 关键词集合
k 关键词
D 候选知识集合
d 候选知识
Emb 获取文本的句嵌入向量
α 基于评估的权重
scorestage1 一阶段排序分数
Nstage1 一阶段排序得到的知识数量
scorestage2 二阶段排序分数
Nstage2 二阶段排序得到的知识数量

孔孡孢孬孥 嬱嬲嬺 主要符号对照表

任任任务务务 模模模型型型 测测测试试试集集集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内 BEM-con+PoS(Wang et al., 2024) 95.60

句内 BEM-con+PoS(Wang et al., 2024) 85.47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FormBERT w/FP(Zheng et al., 2021b) 87.62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基于汉语语素的隐喻识别模型(郑女画, 2022) 81.00

孔孡孢孬孥 嬱嬳嬺 传统方法中的最佳结果

E 案案案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的案例如表嬱嬴所示，包含词内与句内的语素义消歧案例。其中，释义信息
与例句中的释义信息均展示出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孜世兄嬢在例句中的释义，模型能够正确消
歧孜世嬢；通过孜营救嬢的释义，模型能够正确消歧孜营嬢。这一结果证明了字词信息中的释义与例
句中释义两类信息的切实有效性。

语语语素素素 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 原原原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 新新新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标标标签签签

世 世兄 E.人世间
“雷世兄，是我班门弄斧了”
中“世兄”的意思是“旧时对
辈分相同的世交的称呼”

C.指有世交
的关系

C

营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
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

C.军队编制单位 “营救”的意思是“设法援救” B.求，谋求 B

孔孡孢孬孥 嬱嬴嬺 语素义消歧任务案例分析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的案例如表嬱嬵所示，包含单字词、二字词与多字词的词义消歧案例。在二字词与
多字词消歧的案例中，注入知识是上下文内非目标词的释义，但依然有效地辅助了模型对目标
词的消歧：对于词孜上门嬢，提供孜入赘嬢的详细释义强化了模型对关键信息的注意力，帮助模型
提供了正确的预测结果。这一结果展示出，在目标词之外，上下文中非目标词的知识对模型的
语言准确理解能力同样重要且有效。这也解释了我们在主实验中设置Ckeyword与Csim为上下文
而非目标语素或词，依旧能带来显著提升的原因。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的的的选选选择择择形形形式式式案例如表嬱嬶所示。与正确选项相关的知识能够辅助模型直接识别出其

隐喻特性，如孜膏泽嬢；而与其他选项相关的知识能够纠正模型错误的语言理解，如孜休想嬢。这
一结果展现出，在该任务的选择形式中，对所有选项都提供知识是有助于模型任务表现的。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的的的判判判断断断形形形式式式案例如表嬱嬷所示，包含正样本与负样本的案例。其中，提供与目标词

相关的或上下文相关的信息均能有效辅助模型预测正确。例如，在孜不成嬢的案例中，有注入知
识的情况下，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的完整生成结果为：孜上下文中，孜不成嬢一词的意思是表示揣测或
反问。因此，孜不成嬢一词在上下文中的词义是符合字面义的。嬢可以看出，正是我们提供的孜莫
非嬢的释义信息，辅助了模型对孜不成嬢的理解，因而得到了正确预测结果。这进一步展示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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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词词 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 原原原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 新新新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标标标签签签

交 交九的天气 A.连接；交叉。
“近日天气渐渐变冷，到了交九
的时节。”中“交九”的意思是
“进入从冬至开始的‘九’。”

D.到(某一
时辰或季节)。

D

上门
入赘俗称
「倒插门」、
「上门女婿」

B.到别人家里去；
登门。

“入赘的女婿前几年腰椎损伤”
中“入赘”的意思是“男子到女家
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庭成员。”

D.指入赘。 D

包袱底儿
这次比赛中他
亮出了自己的
包袱底儿

B.指家庭多年不动用
的或最贵重的东西。

“比赛”的意思是“在体育、生产
等活动中，比较本领、技术
的高低。”

C.比喻最拿手
的本领。

C

孔孡孢孬孥 嬱嬵嬺 词义消歧任务案例分析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 原原原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 新新新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标标标签签签

A.“沙漠一直漫延到遥远的天边。”中的词“漫延”
B.“不识字就等于睁眼瞎子。”中的词“等于”
C.“膏泽后人。”中的词“膏泽”
D.“本位主义”中的词“主义”

D
“膏泽”的意思是
“比喻给予恩惠。”

C C

A.“休想逃脱”中的词“休想”
B.“下流无耻。”中的词“下流”
C.“琅琅上口。”中的词“上口”
D.“营造气氛”中的词“营造”

A
“休想”的意思是
“别想；不要妄想。”

C C

孔孡孢孬孥 嬱嬶嬺 隐喻识别任务选择形式案例分析

方法在多种角度上的有效性，以及对完整上下文应用本文方法的必要性。

词词词 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 原原原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 新新新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标标标签签签

人梯 甘当人梯。 否
“人梯”在目标句子中的词义是“一个人接
一个人踩着肩膀向高处攀登叫搭人梯。”

是 是

不成
这么晚他还不来，
莫非家里出了什
么事不成？

是
“莫非”在目标句子中的词义是“表示揣测
或反问，常跟“不成”呼应。”

否 否

孔孡孢孬孥 嬱嬷嬺 隐喻识别任务判断形式案例分析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的的的填填填空空空形形形式式式的案例如表嬱嬸所示。案例展示出，与标签词直接相关的信息能够帮
助模型直接意识到其隐喻现象。例如，在孜挂钩嬢的案例中，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的完整生成结果
为：孜目标句子中，孜挂钩嬢一词不符合字面义，因为孜挂钩嬢一词的本义是孜用钩子挂住嬢，与孜建
立联系嬢无关。因此，孜挂钩嬢一词是比喻义，不符合字面义。嬢 另一方面，与上下文中其他字词
相关的信息也能够帮助模型排除错误的选项，如孜远大嬢的案例。这同样展现出对完整上下文应
用本文方法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F 实实实验验验分分分析析析

我们以孃孨孡孴孇孌孍嬲模型为例，进一步开展了对知识类型与数量的分析实验。

F.1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类类类型型型对对对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主实验中，我们采用了字词资源中的释义与例句信息作为注入知识。在大模型的语言理解
中，词性标注（子孡孲孴嬭孯学嬭孓孰孥孥季孨嬬 子孯孓）标签同样被广泛使用嬨孇孡孯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嬳嬩。因此，我们在此
探究更多的注入知识类型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表嬱嬹中展示了模型在不同知识类型下的实验结果。其中，孜例句中的释义嬢信息简写为孜例

句嬢。实验结果表明，词性信息作为注入知识时，在所有任务上带来了准确率的下降。我们考虑
这是由于释义文本通常已经有效地传达其词性信息，显式的词性标签对大语言模型相对更难以
理解，因此不利于模型的任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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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 原原原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 新新新预预预测测测结结结果果果 标标标签签签

这两个单位早就挂起钩来了。 无
“挂钩”在目标句子中的词义是“比喻建立
某种联系。”

挂钩 挂钩

前途远大。 远大
“远大”在目标句子中的词义是“长远而广
阔，不限于目前。”

前途 前途

孔孡孢孬孥 嬱嬸嬺 隐喻识别任务填空形式案例分析

知知知识识识类类类型型型
语语语素素素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隐隐隐喻喻喻识识识别别别

词内 句内 单字词 二字词 多字词 选择 判断 填空

+ 例句&释义 48.15 33.85 47.32 59.05 62.30 26.65 55.01 49.63
+ 例句&释义&词性 47.58 32.89 45.30 53.67 60.66 25.81 52.76 48.16

孔孡孢孬孥 嬱嬹嬺 注入知识类型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F.2 注注注入入入知知知识识识数数数量量量对对对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在主实验中，我们设置Nstage1 嬽 嬳，Nstage2 嬽 嬳，但不同的注入知识数量可能会对实验结
果带来影响。我们以词义消歧任务为例，在这一分析实验中对其进行探究。

1 2 3 4 5

1 46.08 46.35 47.69 48.30 48.69

2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3 46.08 46.03 47.32 48.14 48.41

4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5 46.08 46.03 47.44 48.14 47.61

1 2 3 4 5

1 58.64 60.06 61.12 62.11 62.80

2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3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4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5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1 2 3 4 5

1 59.3 61.56 62.24 62.97 64.10

2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3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4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5 59.3 61.22 62.13 62.58 62.69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a) 单字词词义消歧

1 2 3 4 5

1 46.08 46.35 47.69 48.3 48.69

2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3 46.08 46.03 47.32 48.14 48.41

4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5 46.08 46.03 47.44 48.14 47.61

1 2 3 4 5

1 58.64 60.06 61.12 62.11 62.80

2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3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4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5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1 2 3 4 5

1 59.3 61.56 62.24 62.97 64.10

2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3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4 59.3 61.22 62.13 62.58 62.58

5 59.3 61.22 62.13 62.58 62.69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b) 二字词词义消歧

1 2 3 4 5

1 46.08 46.35 47.69 48.30 48.69

2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3 46.08 46.03 47.32 48.14 48.41

4 46.08 46.03 47.44 48.14 48.41

5 46.08 46.03 47.44 48.14 47.61

1 2 3 4 5

1 58.64 60.06 61.12 62.11 62.80

2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3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4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5 58.64 58.65 59.07 59.51 59.68

1 2 3 4 5

1 59.30 61.56 62.24 62.97 64.10

2 59.30 61.22 62.13 62.58 62.58

3 59.30 61.22 62.13 62.58 62.58

4 59.30 61.22 62.13 62.58 62.58

5 59.30 61.22 62.13 62.58 62.69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𝑁stage2
𝑁stage1

(c) 多字词词义消歧

孆孩孧孵孲孥 嬵嬺 注入知识数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实验结果如图嬵所示。总体来说，随着Nstage1的增加模型的指标无显著波动，部分场景下
在Nstage1 嬽 嬱时取得最佳结果，侧面展现出一阶段排序的有效性；随着Nstage2的增加模型在词
义消歧任务上的指标均显著增加，展示出知识注入在数量上的可扩展性，进一步验证了汉语字
词信息对模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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