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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该文研究基于繈繯繷繎繥繴的知识库描述语言语法体系的术语繄繅繆自动生成问题，提出基
于最近邻提示表征的术语繄繅繆生成模型（繎繎繐縭織繄繇繍），将训练集中的术语繄繅繆构
造为外显记忆集，在解码器生成（首）义原或关系时，检索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
相同或相近的术语所蕴含的核心概念，重要属性和关系类型，辅助模型完成繄繅繆的
生成，解决解码器在低频样本上训练不充分的问题。另外，通过提示预训练语言模
型获得术语及术语定义内蕴涵概念信息的语义表征向量，改善编码器表征能力不足
的问题。经实验验证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生成术语繄繅繆的义原縭关系縭义原三元组繆縱值达
到縳縱.縸縴縥、关系繆縱值达到縵縳.縱縲縥、义原繆縱值达到縵縱.縵縵縥、首义原繆縱值达到縶縸.縵縳縥，
相对于基线方法分别提升了縳.縳縸縥，縱.縴縵縥，縱.縰縸縥，縰.縴縸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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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織繯 繡繤繤繲繥繳繳 繴繨繥 繩繳繳繵繥 繴繨繡繴 繴繨繥 繡繵繴繯繭繡繴繩繣 繧繥繮繥繲繡繴繩繯繮 繯繦 繴繥繲繭 繄繥縌繮繩繴繩繯繮 縨繄繅繆縩 繢繡繳繥繤
繯繮 繋繮繯繷繬繥繤繧繥 繄繡繴繡繢繡繳繥 繍繡繲繫縭繵繰 繌繡繮繧繵繡繧繥 繯繦 繈繯繷繎繥繴縬 繴繨繩繳 繰繡繰繥繲 繰繲繯繰繯繳繥繳 繡 繎繥繡繲繥繳繴
繎繥繩繧繨繢繯繲 繐繲繯繭繰繴 織繥繲繭 繄繅繆 繇繥繮繥繲繡繴繩繯繮 繍繯繤繥繬 縨繎繎繐縭織繄繇繍縩縮 織繨繩繳 繭繯繤繥繬 繣繯繮繳繴繲繵繣繴繳
繴繨繥 繴繥繲繭 繄繅繆 繩繮 繴繨繥 繴繲繡繩繮繩繮繧 繳繥繴 繡繳 繥繸繰繬繩繣繩繴 繭繥繭繯繲繹 繳繥繴繳縮繗繨繥繮 繧繥繮繥繲繡繴繩繮繧 縨縌繲繳繴縩 繳繥縭
繭繥繭繥繳 繯繲 繲繯繬繥繳縬繴繨繥 繤繥繣繯繤繥繲 繲繥繴繲繩繥繶繥繳 繴繨繥 繣繯繲繥 繣繯繮繣繥繰繴繳縬繩繭繰繯繲繴繡繮繴 繡繴繴繲繩繢繵繴繥繳縬繡繮繤 繲繯繬繥
繴繹繰繥繳 繣繯繮繴繡繩繮繥繤 繩繮 繴繥繲繭繳 繷繩繴繨 繴繨繥 繳繡繭繥 繯繲 繳繩繭繩繬繡繲 繣繯繮繣繥繰繴繵繡繬 繳繴繲繵繣繴繵繲繥繳 繴繯 繨繥繬繰 繴繨繥
繭繯繤繥繬 繧繥繮繥繲繡繴繥 繄繅繆縮 織繨繩繳 繭繯繤繥繬 繡繤繤繲繥繳繳繥繳 繴繨繥 繩繮繳繵縎繣繩繥繮繴 繴繲繡繩繮繩繮繧 繰繲繯繢繬繥繭 繯繦 繴繨繥
繤繥繣繯繤繥繲 繯繮 繬繯繷縭繦繲繥繱繵繥繮繣繹 繳繡繭繰繬繥繳縮 繆繵繲繴繨繥繲繭繯繲繥縬 繴繨繥 繭繯繤繥繬 繩繭繰繲繯繶繥繳 繴繨繥 繰繲繯繢繬繥繭 繯繦
繩繮繳繵縎繣繩繥繮繴 繲繥繰繲繥繳繥繮繴繡繴繩繯繮 繡繢繩繬繩繴繹 繯繦 繴繨繥 繥繮繣繯繤繥繲 繢繹 繰繲繯繭繰繴繩繮繧 繴繨繥 繰繲繥縭繴繲繡繩繮繥繤 繬繡繮繧繵繡繧繥
繭繯繤繥繬 繴繯 繯繢繴繡繩繮 繳繥繭繡繮繴繩繣 繲繥繰繲繥繳繥繮繴繡繴繩繯繮 繥繭繢繥繤繤繩繮繧繳 繣繯繮繴繡繩繮繩繮繧 繴繨繥 繣繯繮繣繥繰繴繵繡繬 繩繮繦繯繲縭
繭繡繴繩繯繮 繩繮 繴繥繲繭繳 繡繮繤 繴繥繲繭 繤繥縌繮繩繴繩繯繮繳縮 繅繸繰繥繲繩繭繥繮繴繡繬 繥繶繩繤繥繮繣繥 繳繨繯繷繳 繴繨繡繴 繴繨繥 繳繥繭繥繭繥縭
繲繯繬繥縭繳繥繭繥繭繥 繴繲繩繰繬繥 繆縱 繲繥繡繣繨繥繳 縳縱.縸縴縥縬 繴繨繥 繲繯繬繥 繆縱 繲繥繡繣繨繥繳 縵縳.縱縲縥縬 繴繨繥 繳繥繭繥繭繥 繆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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繲繥繡繣繨繥繳 縵縱.縵縵縥 繡繮繤 繴繨繥 縌繲繳繴 繳繥繭繥繭繥 繆縱 繲繥繡繣繨繥繳 縶縸縮縵縳縥縮 織繨繥繳繥 繶繡繬繵繥繳 繳繨繯繷 繡繮 繩繭縭
繰繲繯繶繥繭繥繮繴 繯繦 縳.縳縸縥縬 縱.縴縵縥縬 縱.縰縸縥 繡繮繤 縰.縴縸縥縬 繲繥繳繰繥繣繴繩繶繥繬繹縬 繣繯繭繰繡繲繥繤 繴繯 繴繨繥 繢繡繳繥繬繩繮繥縮

Keywords: 繈繯繷繮繥繴 縬 繄繅繆 繧繥繮繥繲繡繴繩繯繮 縬 繎繥繡繲繥繳繴 繎繥繩繧繨繢繯繲 縬 繐繲繯繭繰繴 繲繥繰繲繥繳繥繮繴繡繴繩繯繮

1 引引引言言言

繈繯繷繎繥繴 縨董振东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縰縷縩是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语义知识库，
用于描述汉语和英语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
间的关系。繈繯繷繎繥繴使用义原及义原间关系描述概念，使用知识库描述语言（繋繮繯繷繬繥繤繧繥
繄繡繴繡繢繡繳繥 繍繡繲繫縭繵繰 繌繡繮繧繵繡繧繥，繋繄繍繌）作为概念形式化表示方法，形式化表示的概念被称
为繄繅繆（繄繥縌繮繩繴繩繯繮）。繈繯繷繎繥繴被广泛应用于词语表征縨繎繩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縷縩、词义消歧 縨繈繯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縰縩、语言建模 縨繇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縸縩、反向字典构建 縨繚繨繥繮繧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縰縩等任务中。但
是繈繯繷繎繥繴主要面向通用领域，针对专业领域如航空领域的自然语言理解任务其支持能力尚显不
足。

张等 縨縲縰縱縴縩面向航空领域的术语语义知识库构建方法进行了研究，但其采用的是人工或半
自动的方法，效率有限。在自动生成义原方面，繘繩繥等 縨縲縰縱縷縩将词和义原转化为向量，利用协
同过滤和矩阵分解方法为新词推荐义原。繊繩繮等 縨縲縰縱縸縩将字符级内部信息引入汉语词汇义原预测
中，提出字符增强语义预测框架，用来缓解由于外部信息的排他性带来的问题。杜等 縨縲縰縲縰縩利
用局部相关性，词语的各个义原和定义文本中的词语之间存在语义匹配关系，提出义原相关池
化模型为新词预测义原。繑繩等 縨縲縰縲縰縩构建基于多语言百科全书繂繡繢繥繬繎繥繴的义原知识库，对多种
语言的词语进行义原标注。上述研究将义原预测任务简化为多标签分类任务，未考虑义原的
层级结构。繙繥等 縨縲縰縲縲縩提出基于織繲繡繮繳繦繯繲繭繥繲的义原树生成模型，该方法判断义原与义原之间
是否存在关系，没有判断义原与义原间的关系类别，不是完整的词语繄繅繆。吕 縨縲縰縲縲縩提出基
于繓繥繱縲織繲繥繥 縨繄繯繮繧 繡繮繤 繌繡繰繡繴繡縬 縲縰縱縶縩的繄繅繆自动生成方法，该方法能够生成完整的术语繄繅繆，
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术语繄繅繆自动生成问题。

本文以文献縨吕嘉縬 縲縰縲縲縩方法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术语繄繅繆自动生成问题，提出基于最
近邻提示表征的术语繄繅繆生成模型（繎繥繡繲繥繳繴 繎繥繩繧繨繢繯繲 繐繲繯繭繰繴 織繥繲繭 繄繅繆 繇繥繮繥繲繡繴繩繯繮 繍繯繤繥繬縬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主要面向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现有方法以术语为输入，采用繜端到端縢的编
码器縭解码器模型生成术语繄繅繆。编码器较难获取术语所蕴含的核心概念及其重要属性，以及核
心概念与属性之间，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无法形成准确的语义表征向量。二是由
于繈繯繷繎繥繴有縲縲縱縴种义原与縸縹种关系，在有限训练样本的条件下，义原和关系的训练数据分布不
均匀，导致解码器在低频样本下训练不充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两种解决途径：

（縱）提出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方法。现有研究表明预训练语言模型蕴涵大量的语
义知识 縨繚繨繡繮繧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基于此，本文通过提示预训练语言模型获得术语及术语定义内蕴
涵概念信息的语义表征向量，并将其整合到解码器中，改善编码器表征能力不足的问题。

（縲）提出基于最近邻的繄繅繆生成方法。将训练集中的术语繄繅繆分解为首义原、义原和关
系，首义原代表术语的核心概念，义原细化描述术语的重要属性，关系揭示术语核心概念与属
性及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分别构造首义原外显记忆集，义原外显记忆集和关系外显记
忆集。在解码器生成（首）义原或关系时，通过检索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
中蕴含的核心概念、重要属性和关系类型，辅助模型完成繄繅繆生成，从而弥补低频样本下模型
训练不充分问题。

本文在航空术语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生成术语繄繅繆三元组（义原縭
关系縭义原）F縱值达到縳縱.縸縴縥、关系F縱值达到縵縳.縱縲縥、义原F縱值达到縵縱.縵縵縥、首义原F縱值达
到縶縸.縵縳縥，相对于基线方法分别提升了縳.縳縸縥，縱.縴縵縥，縱.縰縸縥，縰.縴縸縥。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出
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第縲节介绍文本表示与检索增强的相关研究。第縳节详细阐述基于最近邻提示表征的术
语繄繅繆生成模型，包括整体框架与各模块实现细节。第縴节为实验结果与分析，介绍实验数据
集，对比模型、评价指标、参数设置、生成繄繅繆实验、消融实验以及对各模块影响分析实验。
最后为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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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

2.1 文文文本本本表表表示示示

文本表示是将文本转化为连续稠密向量 縨曾骏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縴縩。预训练语言模型繂繅繒織 縨繄繥縭
繶繬繩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縹縩在文本表示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繙繡繮等 縨縲縰縲縱縩和繇繡繯等 縨縲縰縲縱縩通过对
比学习的方法优化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句表示，同时也缓解了句表示的奇异值快速下降
的问题。繓繵等 縨縲縰縲縱縩发现传统机器学习中的白化操作可以增强繂繅繒織句子表征的各向同
性。繊繩繡繮繧等 縨縲縰縲縲縩通过提示和对比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提取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句表示来减小
词嵌入带来的偏置。
在生成术语繄繅繆中，可利用的信息仅为术语及术语定义，并且较难构造出大量的训练数

据，因此无法使用需要大量训练语料或丰富上下文的文本表示方法。因此，本文提出基于提示
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方法，提示预训练语言模型获得术语及术语定义内蕴涵概念信息的语义表
征向量，能够充分利用预训练语言模型具有的大量语义知识。

2.2 检检检索索索增增增强强强

最近，检索增强方法被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各类任务中。其方法是构建外显记忆
模块，在模型预测过程中检索外显记忆，获得实例，通过实例与模型联合预测，改善预
测结果，如繋繨繡繮繤繥繬繷繡繬等 縨縲縰縲縰縩提出的繋近邻机器翻译，繇繵繵等 縨縲縰縲縰縩提出的繋近邻语言模
型。繗繡繮繧等 縨縲縰縲縰縩在人机对话中检索相似历史对话并结合知识图谱，提升对话的流畅性与信
息丰富度。繆繡繮等 縨縲縰縲縱縩提出通过检索增强为对话生成任务提供先验知识。繌繩繵等 縨縲縰縲縳縩提出一
种用于低资源神经机器翻译的繋最近邻迁移学习方法，该方法提高了低资源神经机器翻译的性
能。
现有研究主要面向翻译与语言模型等序列生成任务，在树形结构生成任务中还鲜有研究。

本文在树形结构的术语繄繅繆生成任务上研究检索增强方法，可为结构化数据生成提供研究借
鉴。

3 基基基于于于最最最近近近邻邻邻提提提示示示表表表征征征的的的术术术语语语DEF生生生成成成模模模型型型

3.1 问问问题题题定定定义义义

本 文 目 标 是 输 入 术 语e， 自 动 生 成 术 语e的繄繅繆。 举 例 说 明 ， 术 语繜主 燃
区縢的繄繅繆为繜{繰繬繡繣繥|地方縺繒繥繬繡繴繥織繯總{繢繵繲繮|焚烧}縬繭繯繤繩縌繥繲總{繰繲繩繭繡繲繹|主}}縢，其繄繅繆的义原树
结构如图縱所示。繜繰繬繡繣繥|地方縢为首义原，代表繜主燃区縢的核心概念为某个特定位
置，而繜繢繵繲繮|焚烧縢和繜繰繲繩繭繡繲繹|主縢为义原，分别指明了繜主燃区縢的具有的主要功能和属
性。繜繒繥繬繡繴繥織繯縢和繜繭繯繤繩縌繥繲縢为关系，揭示了属性与核心概念存在相关和修饰关系。

DEF={place|地方:RelateTo={burn|焚烧},modifier={primary|主}}

术语：主燃区 place|地方

primary|主burn|焚烧

modifierRelateTo

义
原
树

繆繩繧繵繲繥 縱縺 繄繅繆和义原树示例

繄繅繆生成问题可转化为义原树生成问题 縨繙繥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縻 吕嘉縬 縲縰縲縲縩。一个义原树可以
分为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的多条路径。假设不同的路径都是独立的，则生成义原树的概率如
式縨縱縩p 縨T |e縩所示。每个路径的概率如式縨縱縩p 縨S |e縩所示。利用马尔可夫假设，进一步将路径分
解为父縭子路径，基于父节点生成子节点的概率如式縨縱縩p 縨st |e縩所示。

p 縨T |e縩 總
∏
S∈T

p 縨S |e縩縻 p 縨S |e縩 總
NS∏
t=1

p 縨st |e, S0:t−1 縩縻 p 縨st |e縩 總
NS∏
t=1

p 縨st |e, st−1 縩縻 縨縱縩

其中，T表示的是术语e的义原树，S表示T中的路径，由义原及关系构成，是繜义原縭关系縭
义原縭关系縭縮縮縮縭义原縢序列。NS是S的长度，t为当前时间点，st是S当前的路径状态，对于义原树
路径，st为义原或是关系，S0:t−1是从根节点到S的t− 縱个时间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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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模模型型型总总总框框框架架架

本文提出基于最近邻提示表征的术语繄繅繆生成模型（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本模型沿袭
了繓繒繓 縨吕嘉縬 縲縰縲縲縩模型所用的义原框架填充思想，得到形如繜义原縭关系縭义原縢形式的输
出。繎繎繐縭織繄繇繍主要由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模块、树形解码器、繋繎繎模块、基于
最近邻的术语繄繅繆生成模块构成。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结构如图縲所示。

术语

主燃区 LSTM LSTM

术语编码器

术语定义

主要用于燃烧和
稳定火焰的区域。

基于提示的术语语
义信息表征模块

<E
>R

D
关系
KNN

关系解码
place|地

方

F
D

首义原
KNN

m
odifier

R
D

关系
KNN

R
elateTo

R
D

关系
KNN

burn|焚
烧

S
D

义原
KNN

prim
ary|主

S
D

义原
KNN

<E
>F

D
首义原
KNN

首义原解码 义原解码

<E
>

R
D

关系
KNN

<E
>R

D
关系
KNN

关系解码

RD

SD

关系解码器

义原解码器

FD 首义原解码器

繆繩繧繵繲繥 縲縺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结构图

3.3 基基基于于于提提提示示示的的的术术术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信信信息息息表表表征征征模模模块块块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方法。通过提示从预训练语言模型中获
得术语语义的向量化表征，作为补充信息辅助繄繅繆生成。以术语及术语定义为基础，构
建縳种提示信息：术语、定义、术语和定义。其中，术语定义是对术语的解释说明文本，
例如术语繜主燃区縢的定义是繜主要用于燃烧和稳定火焰的区域。縢。每种提示信息包括縴类
模板，分别命名为繃繌繓、繍繁繓繋、繐繍繁繓繋和繌繍繁繓繋。模板中繜繛术语繝縢代表术语，繜繛定义繝縢表
示术语定义，繜繛繍繁繓繋繝縢表示掩码提示符。每类模板与縳类提示信息组合形成縱縲种提示模
板，如織繃繌繓表示使用术语信息的繃繌繓类模板。縱縲种提示模板列入表縱中。繃繌繓类模板是将
提示信息{xCLS , x0, · · ·, xn, xSEP }输入到预训练语言模型中，获取输出层繃繌繓向量作为语义
表征向量wCLS，如式縨縲縩所示。繍繁繓繋类模板将输入（术语、定义、术语及定义）与提示
符繜繛繍繁繓繋繝縢拼接，并将拼接之后的提示语句{xCLS , x0, · · ·, xMASK , xSEP }输入到预训练语
言模型中，获取输出层繜繛繍繁繓繋繝縢提示符输出的向量作为语义表征向量wMASK，如式縨縳縩所
示。繐繍繁繓繋和繌繍繁繓繋类模板都将输入放到更加平滑的语境中，同样添加提示符繜繛繍繁繓繋繝縢，
获取预训练语言模型繜繛繍繁繓繋繝縢提示符输出的向量作为语义表征向量wMASK，如式縨縳縩所示。

wCLS ,w0, · · · ,wn,wSEP 總BERT 縨xCLS , x0, · · · , xn, xSEP 縩 縨縲縩

wCLS ,w0, · · · ,wMASK ,wSEP 總BERT 縨xCLS , x0, · · · , xMASK , xSEP 縩 縨縳縩

模模模板板板名名名称称称 模模模板板板 模模模板板板名名名称称称 模模模板板板

織繃繌繓 繛术语繝 繄繃繌繓 繛定义繝
織繍繁繓繋 繛术语繝繛繍繁繓繋繝 繄繍繁繓繋 繛定义繝繛繍繁繓繋繝
織繐繍繁繓繋 这句话繜繛术语繝縢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繄繐繍繁繓繋 这句话繜繛定义繝縢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織繌繍繁繓繋 繜繛术语繝縢这句话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繄繌繍繁繓繋 繜繛定义繝縢这句话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繁繃繌繓 繛术语繝繛定义繝
繁繍繁繓繋 繛术语繝繛定义繝繛繍繁繓繋繝
繁繐繍繁繓繋 这句话繜术语縺繛术语繝的定义是縺繛定义繝縢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繁繌繍繁繓繋 繜术语縺繛术语繝的定义是縺繛定义繝縢这句话的意思是繛繍繁繓繋繝

織繡繢繬繥 縱縺 縱縲类提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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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树树树形形形解解解码码码器器器

树形解码器包含首义原解码器（繆繩繲繳繴 繓繥繭繥繭繥 繄繥繣繯繤繥繲，繆繄）、关系解码器（繒繯繬繥 繄繥縭
繣繯繤繥繲，繒繄）和义原解码器（繓繥繭繥繭繥 繄繥繣繯繤繥繲，繓繄）縳部分。縳个解码器都采用长短期记忆神
经网络（繌繓織繍）模型。縳个解码器的结构相同，以首义原解码器为例，模型结构如图縳中首
义原解码器所示。将语义表征向量wMASK和解码器当前时刻的隐藏层向量ht以及术语编码
器上下文向量gt进行拼接得到拼接向量ot，生成的路径状态概率如式縨縴縩所示。由于树形解码
器包含三个解码器，繆繄得到的概率是pMF 縨st|e縩，繒繄得到的概率是pMR縨st|e縩，繓繄得到的概率
是pMS縨st|e縩。

ht, ct 總繌繓織繍縨ht−1, ct−1縩

scoreti 總
繥繸繰 ⟨hi · ht⟩∑l
j=1 繥繸繰 ⟨hj · ht⟩

gt 總
∑l

i=1
scoretihi

ot 總 繛ht縻 gt縻wMASK 繝

pM 縨st |e縩 總繳繯繦繴繭繡繸 縨W · ot縩

縨縴縩

其中ht−1和ct−1分别是t − 縱时刻解码器的隐藏层向量和细胞状态，ct是t时刻解码器的细胞
状态，W是参数矩阵，hi为术语编码器端第繩个字符对应的隐藏层向量，l为术语e的字符数量。

LSTM

top-k

( , )d a m

+*  * 1 

( )MF tp s e

th

maskw

th gt maskw

+

rh rc

gt

th

术语

0h 1h 2h
术语编码器

自注意力

术语定义+提示模板

MASKwCLSw ··· SEPw0w

BERT

基于提示的术语语
义信息表征模块

MASKxCLSx ··· SEPx0x

( )KF tp s e

( )F tp s e

首
义
原
解
码
器

驾驶舱

叶片

客舱

组合伞

···

键 值

tool|用具

romm|房间

part|部件

part|部件

首义原外显记忆集

romm|房间副油箱

繆繩繧繵繲繥 縳縺 首义原解码器和首义原繋繎繎联合解码

3.5 KNN模模模块块块

本文针对縳个解码器分别设计縳个外显记忆集，分别为首义原外显记忆集，关系外显记忆集
和义原外显记忆集。外显记忆集是由键縭值縨K,V 縩对构成，构建方式如式縨縶縩所示。繜键縢K有三种
选择縺 t− 縱时刻解码器的隐藏层向量ht−1，t时刻解码器的隐藏层向量ht和t时刻解码器的拼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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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ot，如式縨縵縩。首义原外显记忆集和义原外显记忆集的繜值縢V是义原集合Ys，关系外显记忆集
的繜值縢V是关系集合Yr。

H 總 {ht−1,ht,ot} 縨縵縩

縨K,V 縩 總
{
縨m,v縩

∣∣m ∈ H, v ∈ Yr或Ys
}

縨縶縩

在解码时，a ∈ H为查询向量，m和v为t时刻当前解码器的外显记忆集中的键和值。计
算a与m的余弦相似度d 縨a,m縩，取与a余弦相似度最大的k个键縭值对构成t时刻当前解码器的
最近邻集合Ut，通过式縨縷縩得到t时刻繋繎繎概率pK 縨st |e縩。由于本文设置三个解码器，所以首义
原繋繎繎概率pKF 縨st |e縩、关系繋繎繎概率pKR 縨st |e縩、义原繋繎繎概率pKS 縨st |e縩。

t时刻解码器概率pM 縨st |e縩和繋繎繎概率pK 縨st |e縩加权求和得到t时刻路径状态概率p 縨st |e縩，
如式縨縸縩所示，其中λ是概率权值。

pK 縨st |e縩 ∝
∑

(m,v)∈Ut

Ist=v 繥繸繰 縨d 縨a,m縩縩 縨縷縩

p 縨st |e縩 總 λpM 縨st |e縩 縫 縨縱− λ縩 pK 縨st |e縩 , λ ∈ 縨縰, 縱縩 縨縸縩

3.6 基基基于于于最最最近近近邻邻邻的的的术术术语语语DEF生生生成成成模模模块块块

繄繅繆具体生成过程按照如下步骤：
步步步骤骤骤1：hf和cf是术语编码器输出的最终隐藏状态和最终细胞状态，用于生成术语对应的

首义原。
步步步骤骤骤2：解码生成首义原。解码生成首义原过程如图縳所示。调用首义原解码器，得到首义

原解码器概率pMF 縨st |e縩并调用首义原繋繎繎得到首义原繋繎繎概率pKF 縨st |e縩将二者加权求和如
式縨縸縩获取首义原概率pF 縨st |e縩，最终输出概率最大的首义原。有些术语的首义原有多个，比
如繜故障检测与定位縢，该术语的首义原是繜繤繥繣繩繤繥|决定縢和繜繣繨繥繣繫|查縢。所以每次解码时会得到
一个首义原或者是终结符繜<繅>縢，当生成结果是首义原时保存本次输出的隐藏状态hr和细胞状
态cr用于生成首义原所对应的关系。
步步步骤骤骤3：解码生成关系。将步骤縲的hr和cr输入关系解码器和关系繋繎繎中，得到关系的概

率pR 縨st |e縩，概率最大的值即为义原对应的关系。当生成终结符繜<繅>縢或者达到最大数量后停
止。如果解码结果是关系，保存本次输出的隐藏状态hs和细胞状态cs用于生成此关系对应的义
原。
步步步骤骤骤4：解码生成义原。将步骤縳输出的hs和cs输入到义原解码器和义原繋繎繎中，得到义

原的概率pS 縨st |e縩，输出义原后，保存输出的隐藏状态hr和细胞状态cr用于生成义原对应的关
系。
步步步骤骤骤5：重复步骤縳与縴，直到步骤縳生成了终结符繜<繅>縢或者生成结果所对应的树形结构已

经达到了预设的最大深度。

4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4.1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本文实验数据集取自航空术语语义知识库 縨张桂平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縱縴縩，标注了縳縸縶縴个航空术语，
在其中选取能在《中国航空百科词典》 縨《中国航空百科词典》编辑部縬 縲縰縰縰縩查找到完整定义的
术语。最终本实验数据集细分为縱縷种航空领域类型，共计縳縱縴縶条术语，包含縹縰縰种义原，縱縰縵种
关系，术语平均长度縴.縷縸字符，术语定义平均长度縳縶.縵縴字符。本文将数据随机分为三部分：训
练集（縷縰縥）、验证集（縱縰縥）和测试集（縲縰縥）。本数据集的统计信息如表縲所示。

数数数据据据类类类型型型 术术术语语语数数数 义义义原原原数数数 关关关系系系数数数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数数数

训练集 縲縴縳縱 縱縱縲縲縴 縸縷縶縵 縸縷縶縵
验证集 縳縴縷 縱縶縱縰 縱縲縶縰 縱縲縶縰
测试集 縶縹縴 縳縱縷縳 縲縴縷縱 縲縴縷縱

織繡繢繬繥 縲縺 航空术语语义知识库数据集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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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对对比比比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选择繌繌繡繍繁縭縷繂、繃繨繡繴繇繌繍縭縶繂、繓繥繱縲織繲繥繥、繓繓繒、繓繒繓、織繓織繇和織繡繓織繇模型作为
对比模型：

繌繌繡繍繁縭縷繂 縨織繯繵繶繲繯繮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縳縩，基于織繲繡繮繳繦繯繲繭繥繲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繃繨繡繴繇繌繍縭
縶繂 縨繄繵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 基 于繇繥繮繥繲繡繬 繌繡繮繧繵繡繧繥 繍繯繤繥繬（繇繌繍） 架 构 的 对 话 语 言 模
型。繓繥繱縲織繲繥繥 縨繄繯繮繧 繡繮繤 繌繡繰繡繴繡縬 縲縰縱縶縩，一种变种的繓繥繱縲繓繥繱方法。在解码时，将繓繥繱縲繓繥繱一
轮顺序解码变为多批次的顺序解码，每批次解码出树形结构中一个节点的所有子节点。繓繓繒 縨吕
嘉縬 縲縰縲縲縩，使用添加注意力机制的树形解码器生成父和子义原以及两个义原之间的关系，得
到繜义原縭义原縭关系縢三元组形式的输出，最终得到术语对应的繄繅繆。繓繒繓 縨吕嘉縬 縲縰縲縲縩，交替使
用添加注意力机制的义原解码器和关系解码器，得到繜义原縭关系縭义原縢三元组形式的输出，最
终得到术语对应的繄繅繆。織繓織繇 縨繙繥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专为义原树生成任务设计的織繲繡繮繳繦繯繲繭繥繲模
型。其将任务限定为仅生成义原，不考虑生成义原之间的关系。織繡繓織繇 縨繙繥 繥繴 繡繬縮縬 縲縰縲縲縩，为了
更好捕捉数据的结构，设计树注意力，分为语义注意力和位置注意力。语义注意力捕获树中两
个节点的语义相似性，位置注意力捕获树中节点的拓扑关系。

4.3 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在测试集上得到的三元组（义原縭关系縭义原）、关系、义原和首义原
的繆縱值作为评价指标。繆縱值越高代表识别效果越好。具体计算公式如式縨縹縩，縨縱縰縩，縨縱縱縩所示。

F縱 總
縲× P ×R

P 縫R
縨縹縩

P 總
生成正确

(
首
)
义原、关系、三元组数

所有生成
(
首
)
义原、关系、三元组数

× 縱縰縰縥 縨縱縰縩

R 總
生成正确

(
首
)
义原、关系、三元组数

真实样本
(
首

)
义原、关系、三元组数

× 縱縰縰縥 縨縱縱縩

4.4 模模模型型型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置置置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的超参数设置如表縳所示。

超超超参参参数数数 取取取值值值范范范围围围 超超超参参参数数数 取取取值值值范范范围围围

训练轮次 縵縰縰 优化器 繁繤繡繭繗
训练批量 縵縰縰 繄繲繯繰繯繵繴 縰縮縵
字向量维度 縴縰縰 繌繓織繍层数 縱
隐藏层维度 縴縰縰 随机种子 縱
学习率 縱繥縭縳 注意力头数 縱

k 縵 λ 縨縰縬縱縩

織繡繢繬繥 縳縺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参数设置

4.5 术术术语语语DEF生生生成成成实实实验验验

表縴展示各模型的实验结果。織繓織繇和織繡繓織繇仅生成义原，不生成义原之间的关系，所以只
有义原F縱值和首义原F縱值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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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模型型型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F1 关关关系系系F1 义义义原原原F1 首首首义义义原原原F1

織繓織繇 縭 縭 縴縴縮縲縶 縳縱縮縹縵
織繡繓織繇 縭 縭 縳縹縮縹縰 縳縰縮縸縸

繃繨繡繴繇繌繍縭縶繂 縱縰縮縲縶 縳縴縮縵縹 縲縹縮縴縲 縵縱縮縳縶
繌繌繡繍繁縭縷繂 縱縱縮縱縵 縳縶縮縵縱 縳縱縮縶縷 縵縱縮縲縹
繓繥繱縲織繲繥繥 縱縸縮縹縷 縴縲縮縹縸 縳縵縮縴縱 縶縵縮縲縲

繓繓繒 縱縹縮縷縶 縳縹縮縷縰 縴縸縮縲縲 71.37
繓繒繓 縲縸縮縴縶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縷 縶縸縮縰縵

NNP-TDGM(ours) 31.84 53.12 51.55 縶縸縮縵縳

織繡繢繬繥 縴縺 各模型实验结果（縥）

由表縴可见，繎繎繐縭織繄繇繍好于对比模型，在三元组、关系、义原和首义原的生成上都有所
提高，与对比方法中繄繅繆生成效果最好的繓繒繓模型相比，三元组、关系、义原和首义原F縱值分
别提高了縳.縳縸縥，縱.縴縵縥，縱.縰縸縥，縰.縴縸縥。

4.6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4.6.1 NNP-TDGM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本节进行消融实验，验证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模块（繐繲繯繭繰繴）与繋繎繎模块
（繋繎繎）的有效性。表縵展示消融实验结果，其中繜縭縢表示模型不使用该模块，繜

√
縢表示模型

使用该模块。

模模模型型型 KNN Prompt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F1 关关关系系系F1 义义义原原原F1 首首首义义义原原原F1

繎繎繐縭織繄繇繍
√ √

縳縱縮縸縴 縵縳縮縱縲 縵縱縮縵縵 縶縸縮縵縳
繎繎縭織繄繇繍

√
縭 縳縰縮縸縸 縵縲縮縹縶 縵縲縮縱縰 縶縹縮縲縵

繐縭織繄繇繍 縭
√

縳縰縮縳縹 縵縳縮縳縱 縵縱縮縵縲 縶縹縮縱縰
繓繒繓 縭 縭 縲縸縮縴縶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縷 縶縸縮縰縵

織繡繢繬繥 縵縺 消融实验结果（縥）

表縵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模块和繋繎繎模块的加入能够提升模
型繄繅繆生成效果。与繓繒繓模型相比，加入繋繎繎模块使三元组、关系、义原和首义原F縱值分别提
高了縲.縴縲縥，縱.縲縹縥，縱.縶縳縥，縱.縲縰縥。加入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模块使三元组、关系、
义原和首义原F縱值分别提高了縱.縹縳縥，縱.縶縴縥，縱.縰縵縥，縱.縰縵縥。结果证明将基于提示的术语语
义信息表征模块和繋繎繎模块应用于生成术语繄繅繆的有效性。

4.6.2 KNN模模模块块块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为研究繋繎繎模块对术语繄繅繆生成效果的影响。设计了KF：仅首义原解码器加
入繋繎繎縬KR：仅关系解码器加入繋繎繎和KS：仅义原解码器加入繋繎繎的实验。采用的模型是繐縭
織繄繇繍。实验效果如表縶所示。

模模模型型型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F1 关关关系系系F1 义义义原原原F1 首首首义义义原原原F1

繐縭織繄繇繍 縳縰縮縳縹 縵縳縮縳縱 縵縱縮縵縲 縶縹縮縱縰
縫KF 縳縰縮縵縳 縵縳縮縳縱 縵縱縮縶縹 69.80
縫KR 30.74 53.59 縵縱縮縷縲 縶縹縮縱縰
縫KS 縳縰縮縶縶 縵縳縮縳縱 52.00 縶縹縮縱縰

織繡繢繬繥 縶縺 解码器加入繋繎繎的实验结果（縥）

在解码器下加入繋繎繎（KF、KR和KS）对各解码器性能产生积极效果。KF对首义原繆縱值
提升明显，同样，KS对义原繆縱值提高明显，KR对三元组和关系繆縱值提高明显。因此，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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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繋繎繎模块是一种有效方法，可以提高模型性能，而且不同解码器加入繋繎繎能有针对性地提
升模型在不同任务下的性能。

4.7 提提提示示示模模模板板板影影影响响响实实实验验验

为验证縳縮縳节縱縲种提示模板对术语繄繅繆生成的影响，设计了繐縭織繄繇繍使用各类提示模板
的实验。模型对縱縲种不同提示模板进行实验得到縱縲种模型。如繐縭織繄繇繍DLMASK模型是使用
表縱中繄繌繍繁繓繋模板的繐縭織繄繇繍。实验结果如表縷所示，同时列出了繓繒繓结果作为参照。

模模模型型型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F1 关关关系系系F1 义义义原原原F1 首首首义义义原原原F1

繓繒繓 縲縸縮縴縶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縷 縶縸縮縰縵

繐縭織繄繇繍TCLS 縲縶縮縶縱 縵縰縮縸縳 縴縹縮縵縴 縶縷縮縰縹
繐縭織繄繇繍TMASK 縲縵縮縴縷 縵縰縮縸縶 縴縷縮縰縶 縶縵縮縲縲
繐縭織繄繇繍TPMASK 縲縶縮縸縰 縴縹縮縹縳 縴縸縮縴縷 縶縵縮縸縰
繐縭織繄繇繍TLMASK 縲縷縮縰縱 縵縰縮縴縱 縴縸縮縸縹 縶縵縮縹縴

繐縭織繄繇繍ACLS 縲縹縮縰縹 縵縲縮縰縶 縵縱縮縴縰 縶縹縮縳縵
繐縭織繄繇繍AMASK 縲縹縮縶縴 縵縲縮縷縹 縵縱縮縱縲 縶縸縮縷縷
繐縭織繄繇繍APMASK 縳縰縮縱縰 縵縲縮縶縷 縵縱縮縱縸 縶縷縮縴縸
繐縭織繄繇繍ALMASK 縳縰縮縷縵 縵縳縮縲縰 縵縱縮縰縷 縶縷縮縷縶

繐縭織繄繇繍DCLS 縲縸縮縵縳 縵縳縮縶縶 縵縱縮縲縴 縷縰縮縴縰
繐縭織繄繇繍DMASK 縲縹縮縰縰 縵縱縮縸縷 縵縲縮縰縲 縷縰縮縹縷
繐縭織繄繇繍DPMASK 縲縹縮縵縸 縵縲縮縴縸 縵縱縮縰縳 縶縹縮縱縰
繐縭織繄繇繍DLMASK 縳縰縮縳縹 縵縳縮縳縱 縵縱縮縵縲 縶縹縮縱縰

織繡繢繬繥 縷縺 繐縭織繄繇繍使用不同提示模板的实验结果（縥）

由表縷可见，采用不同提示模板对术语繄繅繆生成效果具有明显的影响，这与预训练语言模
型提示敏感的性质相符，进一步分析数据可发现：

縨縱縩提示中仅使用术语信息的繐縭織繄繇繍TCLS、繐縭織繄繇繍TMASK、繐縭織繄繇繍TPMASK与繐縭
織繄繇繍TLMASK模型的F縱值与繓繒繓相比均有小幅度下降。本文认为其原因是，一方面术语仅
为一个词或短语，有效提示信息较少，很难从预训练语言模型中提取出有效的语义表征向量。
另一方面，术语作为模型输入，在模型内形成了表征向量，该表征向量与预训练语言模型提示
生成的向量不同构，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縨縲縩相比于基于术语信息的提示，使用具有更丰富信息的术语定义的提示实验效果更好。繐縭
織繄繇繍DCLS、繐縭織繄繇繍DMASK、繐縭織繄繇繍DPMASK与繐縭織繄繇繍DLMASK的各项指标皆好于对
比方法繓繒繓。这表明在提示中加入更多描述术语含义的信息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发现同时
使用术语及定义提示与仅使用定义提示的效果差别不大。另外，繐繍繁繓繋类及繌繍繁繓繋类模板
与繃繌繓及繍繁繓繋类模板相比在三元组上繆縱值有所提升，表明增加更为平滑语言环境是有效的。

综上，实验表明提示设计的必要性，对于利用提示生成的术语语义表征向量问题，应考虑
如何在提示语句中加入描述术语含义的信息，并且设计平滑语境使得提示语句更符合语言规
律。

4.8 检检检索索索向向向量量量影影影响响响实实实验验验

在繋繎繎模块中，縳个外显记忆集是由键縭值对构成，如式縨縶縩所示。每个外显记忆集中的键可
使用縳种向量：（縱）hF、hR与hS分别代表输入到首义原解码器、关系解码器与义原解码器的
隐藏层向量，这些向量携带了截至当前时间步之前的所有信息。（縲）hFT、hRT与hST分别代
表首义原解码器、关系解码器与义原解码器的隐藏状态，这些向量携带了解码器输出的首义
原、关系或义原的信息。（縳）oFT、oRT与oST分别代表首义原解码器、关系解码器与义原解
码器的拼接向量。将这縳类向量分别作为外显记忆集中的键，研究其对术语繄繅繆生成效果的影
响。实验结果如表縸所示，同时将繓繒繓模型作为参照，列出了繓繒繓模型的实验结果。表中繆繄表
示首义原解码器、繒繄表示关系解码器、繓繄表示义原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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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解码码码器器器
模模模型型型 三三三元元元组组组F1 关关关系系系F1 义义义原原原F1 首首首义义义原原原F1
繓繒繓 縲縸縮縴縶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縷 縶縸縮縰縵

繆繄
縫hF 縲縸縮縵縱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縸 縶縸縮縱縰
縫hFT 縲縸縮縵縱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縴縱 縶縷縮縹縵
縫oFT 縲縸縮縵縱 縵縱縮縶縷 縵縰縮縶縸 縶縹縮縱縰

繒繄
縫hR 縲縹縮縵縷 縵縲縮縵縷 縵縱縮縱縶 縶縸縮縰縵
縫hRT 縲縹縮縳縳 縵縲縮縴縳 縵縰縮縷縳 縶縸縮縰縵
縫oRT 縲縹縮縴縹 縵縲縮縸縱 縵縱縮縰縵 縶縸縮縰縵

繓繄
縫hS 縲縹縮縰縴 縵縱縮縶縵 縵縰縮縸縶 縶縸縮縰縵
縫hST 縲縹縮縱縳 縵縱縮縶縵 縵縱縮縰縰 縶縸縮縰縵
縫oST 縲縹縮縱縷 縵縱縮縶縵 縵縰縮縸縶 縶縸縮縰縵

織繡繢繬繥 縸縺 λ總縰縮縸时不同解码器选择不同向量的实验结果（縥）

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各解码器采用不同向量均能提高模型性能。综合多方面拼接向量o的
效果更好。在首义原解码器中使用oFT效果最佳，首义原繆縱值提升縱.縰縵縥。在关系解码器中使
用oRT对关系F縱值提升最高，提升了縱.縱縴縥。在义原解码器中使用hST使义原F縱值提升縰.縵縳縥。

4.9 λ值值值影影影响响响实实实验验验

本节研究繋繎繎中概率权值λ对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效果的影响。λ在区间縨縰, 縱縩内取值，繎繎繐縭
織繄繇繍模型各F縱值如图縴所示。从图縴中可以观察到，F縱值随着λ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在达到
峰值后有所回落。表明λ对F縱值是产生影响的。λ小于縰.縵时，繋繎繎概率占比较大，实验结果低
于基准值，表明繋繎繎仅能提供辅助作用，不能作为主导。当λ 總 縰.縶时三元组F縱值最高，并且
随着λ的增加，三元组F縱值变化趋于平稳。

 
 
 

l 

F1
(%

 

繆繩繧繵繲繥 縴縺 k 總 縵时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模型各F縱值随λ变化曲线

4.10 实实实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本节对繋繎繎模块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附录中展示了术语、正确的繄繅繆、繓繒繓和繎繎繐縭
織繄繇繍生成的繄繅繆，阐述了首义原繋繎繎、关系繋繎繎和义原繋繎繎的检索情况。

从检索实例来看，首义原繋繎繎能检索出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中蕴含的
核心概念。如实例縱中，预测术语繜壁温试验縢的首义原时，首义原繋繎繎检索到概念结构相近的
术语繜高温试验縢和繜耐久性试验縢，并且得到这些术语对应的核心概念繜繦繡繣繴|事情縢。义原繋繎繎能
检索出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的重要属性。如实例縲中，预测术语繜自动驾
驶仪縢的义原时，义原繋繎繎能检索出术语繜积分式自动驾驶仪縢和繜驾驶仪縢的重要属性繜繤繲繩繶繥|驾
驶縢。关系繋繎繎能检索出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的关系类型。如实例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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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术语繜超临界机翼縢的关系时，关系繋繎繎检索出术语繜有限翼展机翼縢和繜层流机翼縢的关系类
型繜繷繨繯繬繥縢。

结果表明，繋繎繎通过检索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中蕴含的核心概念、重
要属性和关系类型，辅助模型完成繄繅繆的生成，从而弥补低频样本下模型训练不充分的问题。

5 结结结论论论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近邻提示表征的术语繄繅繆生成模型（繎繎繐縭織繄繇繍）。提出基于提示
的术语语义信息表征方法，基于术语、定义、术语和定义縳类信息构建縴类共縱縲种模板，通过提
示预训练语言模型获得术语及术语定义内蕴含概念信息的语义表征向量，将其整合到解码器
中。提出基于最近邻的繄繅繆生成方法，将训练集中的术语繄繅繆构造成縳种外显记忆集。在解码
器生成（首）义原或关系时，通过检索与待预测术语概念结构相同或相近的术语中蕴含的核心
概念、重要属性和关系类型，辅助模型完成繄繅繆生成。通过实验验证了基于提示的术语语义信
息表征方法及基于最近邻的繄繅繆生成方法能够改善术语繄繅繆生成效果。对于利用提示生成的术
语语义表征向量问题，应考虑如何在提示语句中加入描述术语含义的信息，同时应设计平滑语
境使得提示语句更符合语言规律。对于首义原、关系和义原解码器分别加入繋繎繎方法皆有效
果。

在未来工作中，将考虑如何动态选取繋繎繎的参数，减少噪声的引入，充分发挥繋繎繎检索性
能以及如何获得并加入更多术语信息，例如含该术语的文本片段，相关其他术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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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平縬 刁丽娜縬 繡繮繤 王裴岩縮 縲縰縱縴縮 基于繈繯繷繎繥繴的航空术语语义知识库的构建縮 中文信息学报縬 縲縸縺縹縲繻
縱縰縱縮

曾骏縬 王子威縬 于扬縬 繡繮繤 文俊浩縮 縲縰縲縴縮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词嵌入方法综述縮 计算机科学与探索縬
縱縸縺縲縴繻縴縳縮

杜家驹縬 岂凡超縬 孙茂松縬 繡繮繤 刘知远縮 縲縰縲縰縮 基于局部语义相关性的定义文本义原预测縮 中文信息学报縬
縳縴縺縱繻縹縮

董振东縬 董强縬 繡繮繤 郝长伶縮 縲縰縰縷縮 知网的理论发现縮 中文信息学报縬 縴縺縳繻縹縮

附附附录录录.实实实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术语 壁温试验 

正确 DEF {fact|事情:CoEvent={experiment|实验:content={Temperature|温度:host={part|部

件:PartPosition={skin|皮},whole={building|建筑物}}},means={try|尝试}}} 

SRS {experiment|实验:CoEvent={experiment|实验:content={Temperature|温度:host={physical|

物质}}}} 

NNP-TDGM {fact|事情:CoEvent={experiment|实验:content={Temperature|温度},means={try|尝

试:host={physical|物质}}}} 

首义原 pSRS pFKNN 
检索出的

核心概念 

检索出的核心概念对应的术语和 DEF 

术语 DEF 

fact|事情 0.45 1.0 

fact|事情 
高温

试验 

{fact|事情:CoEvent={experiment|实验:PatientAttrib 

ute={Temperature|温度:host={physical|物质},modif 

ier={GreaterThanNormal|高于正常}}}} 

fact|事情 

耐久

性试

验 

{fact|事情:CoEvent={experiment|实验:content={Qu 

ality|质量:host={physical|物质}},means={try|尝试} 

}} 

 

 

 

 

 

 

 

 

 

 

 

 

 

 

 

 

 

 

 

 

 

 

 

 

 

 

 

 

 

 

 

繆繩繧繵繲繥 縵縺 实例分析縱

预测术语繜壁温试验縢的首义原时，首义原繋繎繎检索到与繜壁温试验縢概念结构相近的术
语繜高温试验縢和繜耐久性试验縢，并且得到这些术语对应的核心概念繜繦繡繣繴|事情縢。

术语 自动驾驶仪 

正确 DEF {tool|用具:#instrument={drive|驾驭:modifier={automatic|自动}}} 

SRS 
{tool|用具:#instrument={automatic|自动},modifier={automatic|自动:modifier={automatic|

自动}}} 

NNP-TDGM {tool|用具:#instrument={drive|驾驭:modifier={automatic|自动}}} 

义原 pSRS pSKNN 
检索出的

重要属性 

检索出的重要属性对应的术语和 DEF 

术语 DEF 

drive|驾驭 0.59 0.66 

drive|驾驭 
积分式自

动驾驶仪 

{tool|用具:#instrument={drive|驾驭:manner={au 

tomatic|自动}},RelateTo={Pattern|样式:host={k 

nowledge|知识:domain={math|数学}}}} 

drive|驾驭 驾驶仪 {tool|用具:#instrument={drive|驾驭}} 

 

 

 

 

 

 

 

 

 

 

 

 

 

 

 

 

 

 

 

 

 

 

 

 

 

 

 

 

 

 

 

 

 

 

 

繆繩繧繵繲繥 縶縺 实例分析縲

预测术语繜自动驾驶仪縢的义原时，义原繋繎繎能检索到与繜自动驾驶仪縢概念结构相近的术
语繜积分式自动驾驶仪縢和繜驾驶仪縢，并且得到这些术语对应的重要属性繜繤繲繩繶繥|驾驶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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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超临界机翼 

正确 DEF {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whole={aircraft|飞行器},modifier={special|特别}} 

SRS {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modifier={aircraft|飞行器},whole={aircraft|飞行器}} 

NNP-TDGM {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whole={aircraft|飞行器},modifier={special|特别}} 

关系 pSRS pRKNN 
检索出的

关系类型 

检索出的关系类型对应的术语和 DEF 

术语 DEF 

whole 0.45 1.0 

whole 

有限

翼展

机翼 

{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whole={aircraft|

飞行器},modifier={few|少},RelateTo={Length|长

度:host={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whole= 

{aircraft|飞行器}}}} 

whole  
层流

机翼 

{part|部件:PartPosition={wing|翅},whole={aircraft|

飞行器},modifier={polished|光:degree={most|最}}} 

 

 

 

 

 

 

 

 

 

 

 

 

 

 

 

 

 

 

 

 

 

 

 

 

 

 

 

 

 

 

 

 

 

繆繩繧繵繲繥 縷縺 实例分析縳

预测术语繜超临界机翼縢的关系时，关系繋繎繎能检索到与繜超临界机翼縢概念结构相近的术
语繜有限翼展机翼縢和繜层流机翼縢，并且得到这些术语对应的关系类型繜繷繨繯繬繥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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