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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在语法纠错（奇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奅奲奲奯奲 奃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夬 奇奅奃）任务上，序列到序列（奓奥奱奵奥奮奣奥夭
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夬 女奥奱夲女奥奱）模型与序列到编辑（奓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奥奤奩奴夬 女奥奱夲奥奤奩奴）模型相比可以
取得相当或更好的性能。序列到编辑模型通常通过多次迭代解码，而序列到序列模型
则以从左到右的方式一次性解码，不考虑后续的词语。通过在序列到序列模型中应用
多轮解码（奍奵奬奴奩夭奔奵奲奮 奄奥奣奯奤奩奮奧，奍奔奄）来迭代改进前一轮的修正结果，可能会进
一步提升性能。然而，多轮解码会增加推理的计算成本，且前一轮修正中的删除或替
换操作可能会导致原始输入中有用的源语句信息丢失。本文提出了一种早停机制来提
高效率。同时，为解决源语句信息丢失问题，本文将原始输入与上一轮的修正结果
合并为一个序列。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集、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的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方法可在奂奁奒奔基线上能带来一致且显著的性能提升，奆夰央夵值分别提高
了夫夲.夰夶，夫夲.夳失和夫夳.头夵，分别取得了头夷.夳头，夵头.夵夸和夶夲.夰夹的奆夰央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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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奓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夨女奥奱夲女奥奱天 奭奯奤奥奬女 奡奣奨奩奥奶奥 奣奯奭奰奡奲奡奢奬奥 奯奲 奢奥奴奴奥奲 奇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奅奲夭
奲奯奲 奃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夨奇奅奃天 奰奥奲奦奯奲奭奡奮奣奥 奣奯奭奰奡奲奥奤 奴奯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奥奤奩奴 夨女奥奱夲奥奤奩奴天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奓奥奱夲奥奤奩奴 奭奯奤奥奬女 奮奯奲奭奡奬奬她 奩奴奥奲奡奴奩奶奥奬她 奲奥夌奮奥 奴奨奥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奲奥女奵奬奴夬 奷奨奩奬奥 女奥奱夲女奥奱 奭奯奤奥奬女
奤奥奣奯奤奥 奯奮奬她 奯奮奣奥 奩奮 奡 奬奥奦奴夭奴奯夭奲奩奧奨奴 奭奡奮奮奥奲 奵奮奡奷奡奲奥 奯奦 女奵奢女奥奱奵奥奮奴 奴奯奫奥奮女央 奉奴奥奲奡奴奩奶奥奬她
奲奥夌奮奩奮奧 奴奨奥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奲奥女奵奬奴女 奦奲奯奭 奴奨奥 奰奲奥奶奩奯奵女 奲奯奵奮奤 奷奩奴奨 女奥奱夲女奥奱 奭奯奤奥奬女 奶奩奡 奍奵奬奴奩夭
奔奵奲奮 奄奥奣奯奤奩奮奧 夨奍奔奄天 奭奡她 奬奥奡奤 奴奯 奢奥奴奴奥奲 奰奥奲奦奯奲奭奡奮奣奥央 奈奯奷奥奶奥奲夬 奍奔奄 奩奮奣奲奥奡女奥女 奴奨奥
奩奮奦奥奲奥奮奣奥 奣奯女奴女央 奄奥奬奥奴奩奮奧 奯奲 奲奥奰奬奡奣奩奮奧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女 奩奮 奰奲奥奶奩奯奵女 奲奯奵奮奤女 奭奡她 奬奯女奥 奵女奥奦奵奬
奩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奩奮 奴奨奥 女奯奵奲奣奥 奩奮奰奵奴央 奔奨奩女 奰奡奰奥奲 奰奲奥女奥奮奴女 奡奮 奥奡奲奬她夭女奴奯奰 奭奥奣奨奡奮奩女奭 奴奯 奡奬夭
奬奥奶奩奡奴奥 奴奨奥 奥夎奣奩奥奮奣她 奩女女奵奥央 奔奯 奡奤奤奲奥女女 奴奨奥 女奯奵奲奣奥 奩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奬奯女女 奩女女奵奥夬 奴奨奩女 奰奡奰奥奲
奰奲奯奰奯女奥女 奴奯 奭奥奲奧奥 奴奨奥 女奯奵奲奣奥 奩奮奰奵奴 奷奩奴奨 奴奨奥 奰奲奥奶奩奯奵女 奲奯奵奮奤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奲奥女奵奬奴 奩奮奴奯 奯奮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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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央 奅奸奰奥奲奩奭奥奮奴 奲奥女奵奬奴女 奯奮 奴奨奥 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 奴奥女奴 女奥奴夬 奆奃奇奅奃 奤奥奶奥奬奯奰奭奥奮奴 女奥奴
奡奮奤 奎奡奃奇奅奃 奴奥女奴 女奥奴 女奨奯奷 奴奨奡奴 奯奵奲 奡奰奰奲奯奡奣奨 奣奡奮 奬奥奡奤 奴奯 奣奯奮女奩女奴奥奮奴 奡奮奤 女奩奧奮奩夌奣奡奮奴
奩奭奰奲奯奶奥奭奥奮奴女 奯奶奥奲 奴奨奥 女奴奲奯奮奧 奂奁奒奔 奢奡女奥奬奩奮奥女 夨夫夲.夰夶夬 夫夲.夳失 奡奮奤 夫夳.头夵 奆夰央夵 女奣奯奲奥女
奲奥女奰奥奣奴奩奶奥奬她天夬 奡奮奤 奯奢奴奡奩奮奩奮奧 奆夰央夵 女奣奯奲奥女 奯奦 头夷.夳头夬 夵头.夵夸 奡奮奤 夶夲.夰夹央

奋奥她奷奯奲奤女夺 奍奵奬奴奩夭奔奵奲奮 奄奥奣奯奤奩奮奧 夬 奇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奅奲奲奯奲 奃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夬
奓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1 引引引言言言

语法纠错（奇奲奡奭奭奡奲 奅奲奲奯奲 奃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奇奅奃）旨在纠正给定句子中的语法错误奛奎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夳夬 夲夰失头奝。目前，主流的语法纠错方法分为序列到编辑和序列到序列两种。序列到编辑方法
将语法纠错任务视为序列标注任务，通过预测每个词语的编辑标签（如保留、删除、插入、替
换等）并迭代处理，直至所有词语均被标记为保留奛奍奡奬奭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夬 奓奴奡奨奬奢奥奲奧 奡奮奤 奋奵奭奡奲夬
夲夰夲夰夬 奏奭奥奬奩奡奮奣奨奵奫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夬 奙奵奡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奝。这种方法往往需要多次校验以达到准确修
正。相对地，序列到序列方法将语法纠错任务视为机器翻译任务，即从有语法错误的句子转换
到语法正确的句子奛奚奨奡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夬 奋奩她奯奮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夬 套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夬 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奡夬
奆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奝。序列到序列模型对输入句子进行编码，并自回归解码出修正后的句子来实
现这一转换奛奏奭奥奬奩奡奮奣奨奵奫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夬 奌奩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奡奝。为提升性能，现有方法通常采用预训
练模型来提高纠错性能，例如序列到编辑方法使用奂奅奒奔 奛奄奥奶奬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和奘奌奎奥奴 奛奙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序列到序列方法使用奂奁奒奔 奛奌奥奷奩女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奝和奔夵 奛奒奡夋奥奬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奝。

序列到序列模型在未使用特定语言编辑操作的情况下，表现出与序列到编辑方法相匹配或
更优的性能。然而，当前的序列到序列语法纠错研究通常仅执行一次解码，忽略了后续词语的
影响。多轮解码（奍奵奬奴奩夭奔奵奲奮 奄奥奣奯奤奩奮奧，奍奔奄）策略可以通过迭代优化提升性能。训练多轮
解码模型以生成给定错误解码结果的参考结果，可能通过自我修正机制增强学习效果。
多轮解码不直接采用纠错模型单轮的解码结果作为最终的纠错结果，而是通过将上一轮的

修正结果作为新一轮的输入，要求模型产生新的纠错结果，并迭代修正，直至连续两轮的解码
结果相同。尽管这种方法提升了性能，但增加了推理的计算成本。为解决效率问题，本文提
出一个与序列到序列模型协同工作的早停机制。该机制以句子结束标记（<奥奯女>）的隐藏表示
作为输入，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终止多轮解码：失）下一轮的修正结果与当前修正结果一致，
或夲）与当前修正结果相比，下一轮的修正结果与参考结果的编辑距离更大。
此外，在多轮解码过程中，若模型在前几轮中删除或替换了某些词语，那么后续的纠正将

遗失这些词语的信息，即使它们可能为后续纠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解决信息丢失问题，本
文提出同时将源语句与上一轮的修正结果同时输入纠错模型，直接将两个序列拼接奛奃奯奲奲奥奩奡 奡奮奤
奍奡奲奴奩奮女夬 夲夰失夹奝输入预训练模型会使长度翻倍，且不利于模型对比分析两个序列中对应位置的词
语。双编码器结构奛奄奥奮奫奯奷女奫奩夬 夲夰失夵奝会增加模型的复杂度，不利于对预训练模型语言能力的充
分利用。本文提出基于序列对比的源信息融合方法，利用两个序列相近的特性，对比两个序列
中的相同片段和差异片段后再依序拼接，避免相同片段的重复输入。然后利用编辑标记或位置
编号对混合序列中每个词语在两个序列中的角色予以区分。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 本文针对现有的序列到序列纠错方法仅进行一次从左到右的解码，在解码过程中不能考虑
后续词语的问题，提出通过多轮解码来重复检查纠正现有的纠错结果，改进序列到序列语
法纠错方法。

• 为提升多轮解码的效率，本文提出早停机制，在下一轮可能不会产生更好的纠错结果时，
提前结束多轮解码。

• 本文提出源信息融合方法来解决多轮解码中删除和替换词语导致的信息丢失问题，并根据
两个序列相近的特性，提出基于对比的序列混合方法，避免序列拼接导致的效率问题。

• 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 试 集 、奆奃奇奅奃验 证 集 和奎奡奃奇奅奃测 试 集 上 ， 本 文 的 方 法 相
对 于 强 大 的奂奁奒奔基 线 带 来 了夫夲.夰夶，夫夲.夳失和夫夳.头夵的奆夰央夵值 提 升 ， 分 别 取 得
了头夷.夳头，夵头.夵夸和夶夲.夰夹的奆夰央夵值，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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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算法法法 失 多轮解码与早停机制。输入：输入纠正句子x，中文语法纠错模型M，提前停止分类
器Ce，最大解码轮数n，提前停止阈值τ；输出：更正后的句子y。

1: 奞x0, h
<eos>
d,0 夽 M夨x天夻

2: pe 夽 Ce夨h
<eos>
d,0 天夻

3: 奩奦 pe > τ 奴奨奥奮
4: y 夽 奞x0
5: 奥奬女奥
6: 奦奯奲 t 夽 失 奴奯 n 奤奯
7: 奞xt, h

<eos>
d,t 夽 M夨x, 奞xt−1天夻

8: pe 夽 Ce夨h
<eos>
d,t 天夻

9: y 夽 奞xt
10: 奩奦 奞xt−1 夽夽 奞xt 奯奲 pe > τ 奴奨奥奮
11: 奢奲奥奡奫夻
12: 奥奮奤 奩奦
13: 奥奮奤 奦奯奲
14: 奥奮奤 奩奦
15: 奲奥奴奵奲奮 y

2 基基基于于于序序序列列列到到到序序序列列列的的的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

序列到序列模型M接收待纠正的输入序列x，并输出修正后的序列奞x。该模型由编码器和解
码器两部分构成。
编码器接收输入序列x，并计算上下文隐状态向量he：

he 夽 encoder夨x天 夨失天

解码器根据编码器的隐状态he和已生成的解码序列奞x<k来生成当前的隐状态hkd：

hkd 夽 decoder夨he, 奞x<k天 夨夲天

在解码过程中，奞xk代表序列中的第k个标记，奞x0对应于序列的开始标记<女奯女>，而奞x<k则表
示从奞x0到奞xk−1的标记序列。解码器中的分类器利用隐状态hkd来预测词汇表中每个词语的概率，
并选择概率最高的词语作为下一个解码步骤的奞xk。

奞xk 夽 classifier夨hkd天 夨夳天

解码器将持续执行此过程，直至分类器在接收到隐状态h<eos>
d 时输出序列结束标记

（<奥奯女>）。
通过重构损坏文本进行预训练，大规模语料库的知识可被编码进模型参数。损坏文本是指

从原始文本中选择部分词进行奭奡女奫或换序等操作后的句子。在语法纠错任务上对预训练模型进
行微调（如奂奁奒奔和奔夵）可进一步提升性能奛奓奵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夬 奒奯奴奨奥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奝。

3 本本本文文文方方方法法法

夳央失 结结结合合合早早早停停停机机机制制制的的的多多多轮轮轮解解解码码码

在语法纠错任务中，序列到序列语法纠错模型M输入可能包含语法错误的句子x，并输出
修正后的句子奞x。本文不直接采用奞x作为最终输出，而是通过将上一轮的修正结果奞xt−1作为新一
轮的输入，要求模型将其修正为奞xt，以此迭代地进行修正，直至奞xt 夽 奞xt−1。迭代的终止条件是
连续两次解码产生相同的序列。尽管这种方法提升了性能，但也增加了推理的计算成本。为解
决效率问题，本文训练了一个与序列到序列模型协同工作的早停机制。
早停机制包括一个轻量级的逻辑回归分类器Ce，用于预测提前停止多轮解码的概

率pe。Ce由权重向量we和偏置be组成。在解码奞xt−1时，本文使用特殊句子结束标记（<奥奯女>）
的隐状态表示h<eos>

d,t−1 来计算早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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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明 天 从 石 家 庄 出 发 去 北 京 河 中北 国 科 学 院 。

我 们 明 天 从 石 家 庄 出 发 去 北 京 中 科 院 。原始文本 (𝒙)：

我 们 明 天 从 石 家 庄 出 发 去 河 中北 国 科 学 院 。前一轮解码结果 (ෝ𝒙𝒕−𝟏)：

混合序列：

e e e e e e e e e e e d d i ei i e i e e编辑标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 140 0 15 0 16 17
位置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0 0 12 1413 15 16 17 18 19

图 失夺 基于序列对比的源信息融合。对于编辑标记，奜奥夢、奜奤夢和奜奩夢分别表示相等、删除和插
入。奜夰夢表示位置编码中的填充。

pe 夽 σ夨h<eos>
d,t−1 • we 夫 be天 夨头天

其中夢 •夢和夢 σ夢分别表示向量点积和女奩奧奭奯奩奤激活函数。

本文使用pe和早停标签ye之间的二元交叉熵（奂奩奮奡奲她 奃奲奯女女 奅奮奴奲奯奰她夬 奂奃奅）损失来训练早
停分类器：

le 夽 奂奃奅夨pe, ye天 夨夵天

在多轮解码训练中，本文首先解码得到本轮的解码结果奞xt，随后根据前一轮的解码结
果奞xt−1、本轮的解码结果奞xt和参考答案r来标记早停分类器的分类标签ye，如果：失）本轮的解
码结果奞xt与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相同，或夲）参考答案r与本轮解码结果奞xt之间的编辑距离大
于与前一轮解码结果奞xt−1之间的编辑距离，则分类标签ye为真。引入第二个编辑距离条件旨在
确保多轮解码不会降低性能。

训练损失是原始序列到序列生成损失lseq2seq和编辑损失le的加权组合：

l 夽 lseq2seq 夫 λ ∗ le 夨夶天

本文在推理阶段采用算法 失。设定最大解码轮数n为夳，若奞xt 夽 奞xt−1或pe > τ，则触发早
停。参数λ和τ分别默认设为失和夰央夵。将λ设为失意味着在训练过程中，纠正任务和早停分类器被
赋予同等重要性。阈值τ 夽 夰.夵表示当停止解码的概率超过夰.夵时提前终止多轮解码。对于二分类
任务，τ 夽 夰.夵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最大解码轮数n通过在验证集上测试得到，结果表明超过夳轮
后不会再提升性能。尽管进一步调整λ和τ可能会提高性能，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此本
文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夳央夲 基基基于于于序序序列列列对对对比比比的的的源源源语语语句句句信信信息息息融融融合合合

在多轮解码过程中，若模型在前几轮中删除或替换了某些词语，那么这些原始词语将无法
用于后续轮次的纠正，即便它们可能为后续纠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以图 失中的示例为例，模型应将句子：

奜我我我们们们明明明天天天从从从石石石家家家庄庄庄出出出发发发去去去北北北京京京中中中科科科院院院。。。夢

纠正为：

奜我我我们们们明明明天天天从从从石石石家家家庄庄庄出出出发发发去去去河河河北北北中中中国国国科科科学学学院院院。。。夢

在第一轮中，模型将奜中中中科科科院院院夢修正为奜中中中国国国科科科学学学院院院夢，同时将奜北北北京京京夢错误地修改为奜河河河北北北夢。
在第二轮中，如果没有原始语句中的词语奜北北北京京京夢，模型就无法确定词语奜中中中科科科院院院夢准确的地域信
息，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纠错结果。奜北北北京京京夢一词的存在可以帮助模型确定原始语句中奜中中中科科科院院院夢一
词的地域信息。

因此，在所有纠正轮次中保留完整的源语句信息可能会有利于多轮解码的性能。然而，预
训练的序列到序列模型通常不具备处理源语句x和前一轮纠正结果奞xt−1的双编码器结构。将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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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x和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直接拼接作为编码器输入会生成一个长且包含冗余信息的序列，且
未改变的词语在拼接序列中会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不利于模型对比分析两个序列中对应位
置的词语。为了有效地使用单个编码器处理源语句x和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本文提出了一种
将两者合并为单一序列的方法，如图 失所示。

具体来说，本文首先比较源语句x和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识别出它们相同的和不同的部
分。然后根据它们在原序列中的顺序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序列。合并后的序列包含了未改变的词
语、插入的词语和删除的词语，且保留它们的原始顺序。替换操作可以被视为插入和删除的组
合。

本文通过编辑标记或特定的位置编码来区分合并序列中各词语的角色。编辑标记使
用奜奥夢（相等）、奜奤夢（删除）和奜奩夢（插入夢）来标识合并序列中词语的状态，分别对应于同
时出现在源语句x和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中的词语、仅在源语句x中出现的词语及新添加到上
一轮解码结果奞xt−1中的词语。

本文引入一个特征向量层以学习编辑标记的表示，并在计算编码器层之前将这些编辑特征
向量添加到序列到序列模型的词向量中。对于位置编码，本文在合并序列中使用了两个位置
编码：源位置编码表示字符在源语句x中的位置，解码结果的位置编码表示其在上一轮解码结
果奞xt−1中的位置。如果词语没有在某个序列中出现，则其位置编码为夰。为了减少使用合并序列
作为输入时新位置向量与预训练模型位置向量之间的差异，新的位置向量是基于预训练位置向
量初始化的。然而，因为在使用合并序列作为输入时，位置向量会被累加两次：一次用于源位
置，一次用于解码结果的位置，本文将预训练位置向量的权重减半。

4 实实实验验验

头央失 设设设置置置

为验证多轮解码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严格遵循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夲奡奝的数据处理流程。本文
使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官方提供的奌奡奮奧夭夸语料集、奈奓奋汉语考试语料集和奆奃奇奅奃训练集的组合作为
训练集。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的训练集是从奬奡奮奧夸收集处理得到的，是汉语的母语使用者对汉语学习者
作文的修改，处理后包含失夰夹夲夲夸夵条数据，测试集来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构建的北京大学汉语
学习者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外国大学生的作文，旨在促进国际教育和汉语作为中介语言的
研究，包含夲夰夰夰条数据。奈奓奋动态作文语料库是外国汉语学习者参加等汉语水平考试等的作
文答卷，处理后包含夹夵夳夲夰条数据。使用奍奵奃奇奅奃夭奤奥奶奛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奡奝作为验证集，同时
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集、奆奃奇奅奃的验证集奛奘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奝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奛奍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奝上
进行测试。

本文使用奬奡奲奧奥设置的奔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和预训练奂奁奒奔模型∗作为基线，模型的训练和解码训练
依据奙奡奮奧 奡奮奤 契奵奡奮 奛夲夰夲头奝的实验设定，批量大小使用失夰夲头，训练数据的最大句长使用失夲夸，最
大训练周期数分别是夲夰和失夰，解码的柱搜索大小是失夰。

为 了 与 现 有 研 究 保 持 一 致 ， 对 于奎奌奐奃奃夭夲夰失夸测 试 数 据 集 ， 本 文 采 用 官 方
的奐奋奕奎奌奐†工具对模型输出结果进行分词，并使用官方的奍奡奸奍奡奴奣奨（奍夲）‡工具计算精度
（奐奲奥奣奩女奩奯奮，奐）、召回率（奒奥奣奡奬奬，奒）和奆夰央夵值。对于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
本文使用奃奨奅奒奒奁奎奔进行基于字符的评估，不受分词工具对结果的影响。

头央夲 主主主要要要结结结果果果

根据消融实验的结果，多轮解码的训练仅采用单轮解码的结果，推理采用多轮解码和早
停机制（详见第 头央夳节），同时使用编辑标记和位置编码来融合源语句信息（第 头央头节）。
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集的结果如表失所示。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的结果如表夲所示。

表失和夲表明：失）尽管奌奌奡奍奡夲夭夷奂和奂奡奩奃奨奵奡奮夭夷奂大语言模型微调后的性能也较强，但
其表现仍落后于经过微调的奂奁奒奔模型。夲）多轮解码显著且一致地提升了所有基线模
型的性能，相对于奔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和奂奁奒奔，奆夰央夵值分别提高了夫夲.夷夸和夫夲.夰夶（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
集）、夫夶.夷夸和夫夲.夳夰（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夫头.夹夹和夫夳.头夵（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夳）奆夰央夵值超过

http://lang-8.com/
∗https://huggingface.co/fnlp/bart-large-chinese
†https://github.com/biug/pkunlp
‡https://github.com/nusnlp/m2sc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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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奐 奒 奆夰央夵

大模型（零样本）
奌奌奡奍奡夲夭夷奂 失失央夷夹 失失央头夶 失失央夷夲
奂奡奩奃奨奵奡奮夭夷奂 夲夰央夸夷 夲夳央夲夸 夲失央夳失

大模型（微调）
奌奌奡奍奡夲夭夷奂 头夵央夸夵 夲夷央头头 头夰央头夳
奂奡奩奃奨奵奡奮夭夷奂 夵失央夶夹 夲夷央夹夲 头头央失夷

序列到编辑
奂奅奒奔夭奢奡女奥夭奃奨奩奮奥女奥奛奄奥奶奬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 头失央夳夸 夲头央夵夵 夳夶央夳夹
奈奒奇 奛奈奩奮女奯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奝 夳夶央夷夹 夲夷央夸夲 夳头央夵夶
奓奇夭奇奅奃 奛套奵 奡奮奤 套奵夬 夲夰夲夲奝 夵夰央夵夶 夲夵央夲头 头夲央失失

序列到序列
奁奬奩奇奍奛奚奨奡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 头失央夰夰 失夳央夷夵 夲夹央夳夶
奙奯奵奄奡奯奛奆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 夳夵央夲头 失夸央夶头 夲夹央夹失
奂奌奃奕奛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 头夷央夶夳 失夲央夵夶 夳夰央夵夷
契奩奵 奡奮奤 契奵 奛夲夰失夹奝 夳夶央夸夸 失夸央夹头 夳失央夰失
奍奡女奫奇奅奃奛奚奨奡奯 奡奮奤 套奡奮奧夬 夲夰夲夰奡奝 头头央夳夶 夲夲央失夸 夳夶央夹夷
奇奐奔夲夭奃奨奩奮奥女奥 奛奄奵夬 夲夰失夹奝 头失央夹头 夳夶央失夳 头夰央夶夳
奔奅奁奛王辰成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奝 夳夹央头夳 夲夲央夸 夳头央头失
套奃奄奁奛奔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奝 头夷央夲夹 夲夳央夸夹 夳夹央头夹
奃奯奰她奛奚奨奡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 夵失央夲夵 夳夲央夵夵 头夵央夹夷
奓她奮奇奅奃奛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奝 头夹央夹夶 夳夳央夰头 头夵央夳夲
奔奥奭奰奬奡奴奥奇奅奃 奛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奝 夵头央夵夰 夲夷央头夰 头夵央夵夰
奁奬奩奲奥奣奴奯奲 奛奙奡奮奧 奡奮奤 契奵奡奮夬 夲夰夲头奝 夵失央夷夶 夳夳央头夹 头夶央夶夷

本文
奔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 头夲央夳夷 夲夳央头夹 夳夶央夵夰

夫 多轮解码 头夶央夶头 夲头央夰夸 夳夹央夲夸
奂奁奒奔 夵夰央夶夳 夳失央夸夳 头夵央夲夸

夫 多轮解码 夵夲央夵夶 夳夳央夸夹 头夷央夳头

表 失夺 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集上的结果

奍奥奴奨奯奤
奆奃奇奅奃验证集 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

奐 奒 奆夰央夵 奐 奒 奆夰央夵

奔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 头夷央夸夳 夲夲央夹夹 夳夹央夳夳 夵夹央夶夷 夲夸央夶夹 头夹央夰夷
夫 多轮解码 夵夸央夶夷 夲头央夷夶 头夶央夰夶 夶夵央夶失 夳失央夷夳 夵头央夰夶

奂奁奒奔 夵夶央夲夶 头夰央夷失 夵夲央夲夷 夶夵央夸夵 头夰央夷夹 夵夸央夶头
夫 多轮解码 夵夹央夲失 头失央夵夷 夵头央夵夸 夶夸央夸夲 头头央夶头 夶夲央夰夹

表 夲夺 在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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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奆奃奇奅奃验证集 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

奓奰奥奥奤
奐 奒 奆夰央夵 奐 奒 奆夰央夵

奂奁奒奔 夵夶央夲夶 头夰央夷失 夵夲央夲夷 夶夵央夸夵 头夰央夷夹 夵夸央夶头 失央夰夰奸

训练
单次 夵夹央夲失 头失央夵夷 夵头央夵夸 夶夸央夸夲 头头央夶头 夶夲央夰夹

夰央夸夳奸
多轮 夵夷央夸夶 头夲央头夵 夵夳央夹头 夶夷央夵失 头夳央夹夷 夶夰央夹夸

解码
策略模型奛夲夰失夸奝 夵夸央夰夷 头夰央夰夹 夵夳央夲夹 夶夷央夲夲 头夳央夵夲 夶夰央夶夲 夰央夲夷奸
无早停机制

n 夽 失 夵夸央头夷 头夰央夹失 夵夳央夸夵 夶夷央夶夶 头夳央头夲 夶夰央夸夶 夰央头夶奸
n 夽 夲 夵夸央失夳 头失央夰夹 夵夳央夶夸 夶夷央夲头 头夳央头夸 夶夰央夶夲 夰央头失奸
n 夽 夳 夵夸央失夸 头失央夲失 夵夳央夷夵 夶夷央夲夷 头夳央夶夸 夶夰央夷失 夰央夳夸奸

早停机制夬 n 夽 夳 夵夹央夲失 头失央夵夷 夵头央夵夸 夶夸央夸夲 头头央夶头 夶夲央夰夹 夰央夸夳奸

表 夳夺 各种多轮解码训练和推理设置的结果。速度是在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的推理速度。

了最新的奁奬奩奲奥奣奴奯奲模型，提高了夫夰.夶夷。尽管本文仅在广泛使用的奔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和奂奁奒奔基线上
应用了本文的方法，但本文认为本文的方法也可以用于更先进的基线模型，并带来更好的性
能。

头央夳 多多多轮轮轮解解解码码码训训训练练练和和和推推推理理理的的的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除了训练模型生成给定输入源语句x的参考答案r之外，多轮解码训练还可以进行单轮解
码，如奏奭奥奬奩奡奮奣奨奵奫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夰奝所述，或者进行几轮解码直至满足推理终止条件。本文探讨了
在推理时采用多轮解码并带有早停机制的多轮解码训练中，单次解码与多轮解码的效果。其
中，奜多轮解码夢是指解码方法，模型训练需要使用之前的解码结果，此结果可由单次解码产
生，也可由多轮解码产生。

对于单次多轮解码训练，本文使用模型将输入源语句x解码为单次解码结果奞x0，并训练模
型在给定源语句x和单次解码结果奞x0的情况下生成参考答案r：

M夨x, 奞x0天 → r 夨夷天

对于多遍多轮解码训练，本文以源语句x作为初始解码结果奞x−1开始，迭代地将前一轮解码
结果奞xi−1解码为本轮解码结果奞xi，重复数轮直至满足终止条件，并训练模型在给定源语句x和本
轮解码结果奞xi的情况下生成参考答案r：

M夨x, 奞xi天 → r 夨夸天

本文还探讨了在多轮解码推理中最大解码轮数，以及是否使用早停机制的的影响，采用
单次多轮解码进行训练。此外，本文对比了本文提出的早停机制与奇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失夸奝提出的策
略模型。奇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失夸奝采用强化学习方法，通过评估连续两次解码遍之间的差异来确定解
码轮数，并针对机器翻译任务使用奂奌奅奕作为奖励优化策略模型。在本文的语法纠错任务实验
中，奖励基于奆夰央夵得分而非奂奌奅奕，结果如表夳所示。其中，奜训练夢模块中的多轮是指模型在训
练时使用带有早停机制的多轮解码算法产生训练所需的上一轮解码结果，具体的轮数受早停机
制影响是变化的。

表夳表明：失天 对于多轮解码训练，两种设置均能带来性能提升，但单次解码设置在训
练效率更高的情况下夬相较于多轮解码，在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都取得了更高
的奆夰央夵值（夫夰.夶头和夫失.失失）。夲天 不同的最大解码轮数取得了相近的奆夰央夵值，更大的最大解码轮
数会导致推理速度下降，但早停机制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并取得了最佳的性能，夳天 基于策
略网络的多轮解码在两个共享任务上同样带来了奆夰央夵的改进，但本文简单的早停方法比策略网
络奛奇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更有效率，并在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都取得了更高的奆夰央夵值
（夫失.夲夹，夫失.头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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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奆奃奇奅奃验证集 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

奐 奒 奆夰央夵 奐 奒 奆夰央夵

奂奁奒奔 夵夶央夲夶 头夰央夷失 夵夲央夲夷 夶夵央夸夵 头夰央夷夹 夵夸央夶头
奎奯奮奥 夵夶央夷夲 头夳央失失 夵夳央夳夵 夶夵央夶头 头夶央失夳 夶夰央夵夲
奃奯奮奣奡奴 夵夷央夳夲 头夲央失夵 夵夳央头夷 夶夶央夹夰 头头央失失 夶夰央夶夳
奅奤奩奴 夵夷央夵夹 头夲央夹夷 夵夳央夹夲 夶夷央夰夲 头头央夳头 夶夰央夸夰
奐奯女 夵夷央夸夶 头夲央夸失 夵头央夰夶 夶夷央头失 头头央夰夰 夶夰央夹夳
奐奯女夫奥奤奩奴 夵夹央夲失 头失央夵夷 夵头央夵夸 夶夸央夸夲 头头央夶头 夶夲央夰夹

表 头夺 不同源语句信息融合方法的结果

现有最好的机器翻译多轮解码研究奛奇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采用了复杂的强化学习方法来决定所
需的解码轮数。然而，强化学习训练可能不稳定，导致性能波动。本文的监督方法直接基于解
码序列的向量表示训练简单的二分类器，本文认为本文的早停方法易于实现，并且在实践中证
明了有效性。

头央头 源源源语语语句句句信信信息息息融融融合合合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分分分析析析

本文评估了不同源语句信息融合方法对奂奁奒奔的影响，包括：失）在多轮解码推理中仅使用
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而非同时使用前一轮的解码结果奞xt−1和源语句x（奜奎奯奮奥夢），夲）序列拼
接（奜奃奯奮奣奡奴夢），夳）编辑标记（奜奅奤奩奴夢），头）位置编码（奜奐奯女夢），以及夵）编辑标记和位置
编码的组合（奜奐奯女夫奅奤奩奴夢）。实验结果如表头所示。

表头表明：失）未融合源语句信息的普通多轮解码（奜奎奯奮奥夢）在奆奃奇奅奃验证集
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分别带来了夫失.夰夸和夫失.夸夸的奆夰央夵值提升，证明了多轮解码的有效性，夲）
通过序列拼接（奜奃奯奮奣奡奴夢）提供源语句信息较没有源语句信息（奜奎奯奮奥夢）可以在奆奃奇奅奃验证
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分别带来了夫夰.失夲和夫夰.失失的奆夰央夵值提升，证明了源语句信息的正面影
响，夳）位置编码（奜奐奯女夢）和编辑标签（奜奅奤奩奴夢）都显著优于序列拼接，表明基于序列对比的
源语句信息融合方法的重要性，其中位置编码的性能略优于编辑标签，这可能是因为预训练位
置向量的初始化，头）位置编码与编辑标记的组合（奜奐奯女夫奅奤奩奴夢）带来了最佳性能。

5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

用用用于于于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的的的序序序列列列到到到编编编辑辑辑方方方法法法 可可可将语法纠错任务视为序列标注任务，通过迭代预测句子中
每个位置的编辑标记。受奇奅奃奔奯奒奛奏奭奥奬奩奡奮奣奨奵奫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奝启发，奌奩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夰奝将中文语
法纠错任务视作序列标注任务。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夲奡奝直接采用奇奅奃奔奯奒，并利用预训练模型进
行增强。奔奴奔奛奌奩 奡奮奤 奓奨奩夬 夲夰夲失奝提出了一种非自回归语法纠错方法，结合了奂奅奒奔奛奄奥奶奬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编码器和奃奒奆编码器奛奌奡夋奥奲奴她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夰失奝。奌奩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夲奢奝则提出一个序列到编辑模型，
用于中文语法纠错任务，在每个字符前预测一个动作，动作由跳过、复制和生成三类构成，然
后将这些动作与基本序列到序列框架融合，提供最终预测。奔奡奮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夳奝提出了一种基于
纠错类型的校正方法，在每个训练实例中，额外构建多个涉及特定类型错误训练实例，然后使
用这些额外构造的训练实例和原始的训练实例依次训练模型。序列到编辑模型的一个局限性在
于其对编辑操作手动构建的依赖，这降低了模型的可迁移性并可能影响输出的流畅性奛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奝。上述方法均使用了多轮解码。

用用用于于于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的的的序序序列列列到到到序序序列列列方方方法法法 可可可将语法纠错视为序列生成任务奛奆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夬 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奡夬 奌奩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奢夬 套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奝。早期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奃奎奎奛奒奥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或奒奎奎奛奚奨奯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奝的模型来解决语法纠错任务。随着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奛奖奡女奷奡奮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夷奝在机器翻译任务中取得巨大成功，它也被应用于语法纠错任务。奈奒奇奛奍奡奬奭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结合了拼写检查器、奎奍奔夭奢奡女奥模型和序列编辑模型，但其拼写检查器基于语言模型，
未能充分利用上下文。奋奡奮奥奫奯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夰奝首先对奍奌奍模型进行微调，然后将微调后的模型输
出作为额外特征用于语法纠错模型，以最大化奍奌奍模型的优势。奚奨奡奯 奡奮奤 套奡奮奧 奛夲夰夲夰奢奝提出
了数据增强方法奍奡女奫奇奅奃，该方法在训练过程中动态地对输入句子添加随机噪声。奔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失奝提出了使用数据增强的方法来扩展训练数据，以提升模型性能。奚奨奯奵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夰奝通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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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式投票机制集成了序列到序列模型和序列到编辑模型。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夲奡奝提出了基于序列到
序列架构的中文奂奁奒奔模型，适用于中文语法纠错任务。奆奥奩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夳奝夬 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夲奢奝通
过添加额外的语法知识或利用特定语言知识来提高纠错性能。奓奵奮 奡奮奤 套奡奮奧 奛夲夰夲夲奝提出通过权
衡精确度夭召回率来提高纠错性能。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 奛夲夰夲夳奝提出通过重排序来选择正确率更高的纠错
结果，从而提高纠错性能。

多多多轮轮轮解解解码码码在在在奎奍奔中中中的的的应应应用用用 多多多轮解码已被用于改进神经机器翻译（奎奍奔）奛奘奩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夷夬
奍奡奨奭奯奯奤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夷夬 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夬 奇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夬 奌奩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奝。自动后编辑
（奁奐奅）也可视为多轮解码的一种特例奛奃奯奲奲奥奩奡 奡奮奤 奍奡奲奴奩奮女夬 夲夰失夹夬 奐奡奬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夬 奂奨奡奴夭
奴奡奣奨奡奲她她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夬 奊奵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奝。这些研究均强调了源信息融合对性能提升的重要性，
但它们在源输入和已解码序列上采用了双编码器结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采用不同的语言，这
两种语言在拼写和结构上的差异。然而，在语法纠错任务中，源句子和解码序列通常较为接
近。本文首次：失）研究了中文语法纠错任务的序列到序列模型多轮解码，夲）提出了一种简单
有效的早停机制来解决效率问题，夳）提出了一种将源语句和解码序列合并的方法，以适应只有
一个编码器的预训练序列到序列模型。

6 总总总结结结

本文针对现有的序列到序列纠错方法仅进行一次从左到右的解码，在解码过程中不能考虑
后续词语的问题，提出通过多轮解码来重复检查纠正现有的纠错结果，改进序列到序列语法纠
错方法。为提升多轮解码的效率，本文提出早停机制，在下一轮可能不会产生更好的纠错结果
时，提前结束多轮解码。本文提出源信息融合方法来解决多轮解码中删除和替换词语导致的信
息丢失问题，并根据两个序列相近的特性，提出基于对比的序列混合方法，避免序列拼接导致
的效率问题。
在奎奌奐奃奃夲夰失夸测试集、奆奃奇奅奃验证集和奎奡奃奇奅奃测试集上的实验表明，本文的方

法相对于强大的奂奁奒奔夭奬奡奲奧奥基线带来了夫夲.夰夶，夫夲.夳失和夫夳.头夵的奆夰央夵值提升，分别取得
了头夷.夳头，夵头.夵夸和夶夲.夰夹的奆夰央夵值，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致致致谢谢谢

感谢审稿人帮助改善论文的建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夶夲夳夰夶夲夸头），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夲夰夲夳奍夷头夳失夸夹），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夲夳夲夳夰夰头夲失夳夸夶）
资助。

References

奐奵女奨奰奡奫 奂奨奡奴奴奡奣奨奡奲她她奡夬 奒奡奪奥奮 奃奨奡奴奴奥奲奪奥奥夬 奍奡奲奫奵女 奆奲奥奩奴奡奧夬 奄奩奰奴奥女奨 奋奡奮奯奪奩奡夬 奍奡奴奴奥奯 奎奥奧奲奩夬
奡奮奤 奍奡奲奣奯 奔奵奲奣奨奩央 奆奩奮奤奩奮奧女 奯奦 奴奨奥 奷奭奴 夲夰夲夲 女奨奡奲奥奤 奴奡女奫 奯奮 奡奵奴奯奭奡奴奩奣 奰奯女奴夭奥奤奩奴奩奮奧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n Machine Translation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夰夹奻失失夷夬 奁奢奵 奄奨奡奢奩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

org/2022.wmt-1.5央

奇奯奮夘奣奡奬奯 奍央 奃奯奲奲奥奩奡 奡奮奤 奁奮奤奲夓奥 奆央 奔央 奍奡奲奴奩奮女央 奁 女奩奭奰奬奥 奡奮奤 奥夋奥奣奴奩奶奥 奡奰奰奲奯奡奣奨 奴奯 奡奵奴奯奭奡奴奩奣 奰奯女奴夭
奥奤奩奴奩奮奧 奷奩奴奨 奴奲奡奮女奦奥奲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央 奉奮 奁奮奮奡 奋奯奲奨奯奮奥奮夬 奄奡奶奩奤 奔奲奡奵奭夬 奡奮奤 奌奬奵夓夐女 奍夒奡奲奱奵奥奺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夳夰夵夰奻夳夰夵夶夬 奆奬奯奲奥奮奣奥夬 奉奴奡奬她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奐失夹夭失夲夹夲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P19-1292央

奍奩奣奨奡奥奬 奊央 奄奥奮奫奯奷女奫奩央 奍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奨奵奭奡奮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奯奲女央 夲夰失夵央 奕奒奌 https://api.

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8279024央

奊奡奣奯奢 奄奥奶奬奩奮夬 奍奩奮奧夭套奥奩 奃奨奡奮奧夬 奋奥奮奴奯奮 奌奥奥夬 奡奮奤 奋奲奩女奴奩奮奡 奔奯奵奴奡奮奯奶奡央 奂奅奒奔夺 奐奲奥夭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奯奦 奤奥奥奰 奢奩奤奩奲奥奣奴奩奯奮奡奬 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女 奦奯奲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奵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
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Volume 1 (Long and Short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失夷失奻
头失夸夶夬 奍奩奮奮奥奡奰奯奬奩女夬 奍奩奮奮奥女奯奴奡夬 奊奵奮奥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奎失夹夭失头夲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N19-1423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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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奥她奡奯 奄奵央 奇奰奴夲夭奣奨奩奮奥女奥夺 奔奯奯奬女 奦奯奲 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奧奰奴夲 奭奯奤奥奬 奩奮 奣奨奩奮奥女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央 https://github.
com/Morizeyao/GPT2-Chinese夬 夲夰失夹央

奔奡奯 奆奡奮奧夬 奊奩奮奰奥奮奧 奈奵夬 奄奥奲奥奫 奆央 套奯奮奧夬 奘奩奡奮奧 套奡奮夬 奌奩奤奩奡 奓央 奃奨奡奯夬 奡奮奤 奔女奵奮奧夭奈奵奩 奃奨奡奮奧央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奭奵奬奴奩奭奯奤奡奬 奦奥奡奴奵奲奥 奩奮奴奥奧奲奡奴奩奯奮央 奉奮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3夬 奰奡奧奥女 夹夳夲夸奻夹夳头头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奡奣奬央夵夹头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findings-acl.594央

奙奵奥奪奩奡奯 奆奥奩夬 奌奥她奡奮奧 奃奵奩夬 奓奥奮 奙奡奮奧夬 套奡奩 奌奡奭夬 奚奨奥奮奺奨奯奮奧 奌奡奮夬 奡奮奤 奓奨奵奭奩奮奧 奓奨奩央 奅奮奨奡奮奣奩奮奧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女她女奴奥奭女 奷奩奴奨 奥奸奰奬奡奮奡奴奩奯奮女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6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夷头夸夹奻夷夵夰失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奡奣奬夭奬奯奮奧央头失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acl-long.413央

奋奡奩 奆奵夬 奊奩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奙奩奴奡奯 奄奵奡奮央 奙奯奵奤奡奯大女 奷奩奮奮奩奮奧 女奯奬奵奴奩奯奮 奴奯 奴奨奥 奮奬奰奣奣夭夲夰失夸 奴奡女奫
夲 奣奨奡奬奬奥奮奧奥夺 奁 奮奥奵奲奡奬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 奡奰奰奲奯奡奣奨 奴奯 奣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夭
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hinese Computing夬 夲夰失夸央 奕奒奌 https:

//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52007443央

奘奩奮奷奥奩 奇奥奮奧夬 奘奩奡奯奣奨奥奮奧 奆奥奮奧夬 奂奩奮奧 契奩奮夬 奡奮奤 奔奩奮奧 奌奩奵央 奁奤奡奰奴奩奶奥 奭奵奬奴奩夭奰奡女女 奤奥奣奯奤奥奲 奦奯奲 奮奥奵奲奡奬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夲夳奻夵夳夲夬 奂奲奵女女奥奬女夬 奂奥奬奧奩奵奭夬 奏奣奴奯奢奥奲夭奎奯奶奥奭奢奥奲 夲夰失夸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奄失夸夭失夰头夸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

org/D18-1048央

奃奨奡奲奬奥女 奈奩奮女奯奮夬 奈奥奮夭奈女奥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奈女奩奮夭奈女奩 奃奨奥奮央 奈奥奴奥奲奯奧奥奮奥奯奵女 奲奥奣她奣奬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奄奯奮奩奡 奓奣奯奴奴夬 奎奵奲奩奡 奂奥奬夬 奡奮奤 奃奨奥奮奧奱奩奮奧 奚奯奮奧夬 奥奤夭
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夲失夹失奻夲夲夰失夬 奂奡奲奣奥奬奯奮奡夬 奓奰奡奩奮 夨奏奮奬奩奮奥天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夰央 奉奮奴奥奲奮奡奴奩奯奮奡奬 奃奯奭奭奩奴奴奥奥 奯奮 奃奯奭奰奵夭
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奣奯奬奩奮奧夭奭奡奩奮央失夹夹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

org/2020.coling-main.199央

奂奡奩奫奪奩奮 奊奵奮奧夬 奍她奵奮奧奪奩 奌奥奥夬 奊奯奮奧夭奈她奥奯奫 奌奥奥夬 奡奮奤 奙奵奮女奵 奋奩奭央 奂奲奩奮奧 奭奯奲奥 奡奴奴奥奮奴奩奯奮 奴奯 女她奮夭
奴奡奣奴奩奣 女她奭奭奥奴奲她 奦奯奲 奡奵奴奯奭奡奴奩奣 奰奯女奴奥奤奩奴奩奮奧 奯奦 奨奩奧奨夭奱奵奡奬奩奴她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女央 奉奮 Proceed-
ings of the 6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2:
Short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头夳夳奻失头头失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奡奣奬夭女奨奯奲奴央失夲夲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

acl-short.122央

奍奡女奡奨奩奲奯 奋奡奮奥奫奯夬 奍奡女奡奴奯 奍奩奴奡夬 奓奨奵奮 奋奩她奯奮奯夬 奊奵奮 奓奵奺奵奫奩夬 奡奮奤 奋奥奮奴奡奲奯 奉奮奵奩央 奅奮奣奯奤奥奲夭奤奥奣奯奤奥奲
奭奯奤奥奬女 奣奡奮 奢奥奮奥夌奴 奦奲奯奭 奰奲奥夭奴奲奡奩奮奥奤 奭奡女奫奥奤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奩奮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夲头夸奻头夲夵头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
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奡奣奬夭奭奡奩奮央夳夹失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acl-main.391央

奓奨奵奮 奋奩她奯奮奯夬 奊奵奮 奓奵奺奵奫奩夬 奍奡女奡奴奯 奍奩奴奡夬 奔奯奭奯她奡 奍奩奺奵奭奯奴奯夬 奡奮奤 奋奥奮奴奡奲奯 奉奮奵奩央 奁奮 奥奭奰奩奲夭
奩奣奡奬 女奴奵奤她 奯奦 奩奮奣奯奲奰奯奲奡奴奩奮奧 奰女奥奵奤奯 奤奡奴奡 奩奮奴奯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9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IJCNLP)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夲夳夶奻失夲头夲夬 奈奯奮奧 奋奯奮奧夬 奃奨奩奮奡夬 奎奯奶奥奭奢奥奲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奄失夹夭失失失夹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D19-1119央

奊奯奨奮 奄央 奌奡夋奥奲奴她夬 奁奮奤奲奥奷 奍奣奃奡奬奬奵奭夬 奡奮奤 奆奥奲奮奡奮奤奯 奐奥奲奥奩奲奡央 奃奯奮奤奩奴奩奯奮奡奬 奲奡奮奤奯奭 夌奥奬奤女夺 奐奲奯奢夭
奡奢奩奬奩女奴奩奣 奭奯奤奥奬女 奦奯奲 女奥奧奭奥奮奴奩奮奧 奡奮奤 奬奡奢奥奬奩奮奧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奤奡奴奡央 奉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夬 夲夰夰失央 奕奒奌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219683473央

奍奩奫奥 奌奥奷奩女夬 奙奩奮奨奡奮 奌奩奵夬 奎奡奭奡奮 奇奯她奡奬夬 奍奡奲奪奡奮 奇奨奡奺奶奩奮奩奮奥奪奡奤夬 奁奢奤奥奬奲奡奨奭奡奮 奍奯奨奡奭奥奤夬 奏奭奥奲
奌奥奶她夬 奖奥女奥奬奩奮 奓奴奯她奡奮奯奶夬 奡奮奤 奌奵奫奥 奚奥奴奴奬奥奭奯她奥奲央 奂奁奒奔夺 奄奥奮奯奩女奩奮奧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奰奲奥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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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奦奯奲 奮奡奴奵奲奡奬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夬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夬 奡奮奤 奣奯奭奰奲奥奨奥奮女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夷夸夷失奻
夷夸夸夰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
奡奣奬夭奭奡奩奮央夷夰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acl-main.703央

奂奥奩 奌奩夬 契奵奡奮 奄奵夬 奔奡奯 奚奨奯奵夬 奙奩 奊奩奮奧夬 奓奨奵奨奡奮 奚奨奯奵夬 奘奩奮 奚奥奮奧夬 奔奯奮奧 奘奩奡奯夬 奊奩奮奧奂奯 奚奨奵夬 奘奵奥奢奯
奌奩奵夬 奡奮奤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央 奏奄奅 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夺 奁奮 奯奲奤奩奮奡奲她 奤奩夋奥奲奥奮奴奩奡奬 奥奱奵奡奴奩奯奮夭奩奮女奰奩奲奥奤 奭奯奤奥奬
奦奯奲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夸夳夳夵奻夸夳夵失夬 奄奵奢奬奩奮夬 奉奲奥奬奡奮奤夬 奍奡她
夲夰夲夲奡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奡奣奬夭奬奯奮奧央夵夷失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acl-long.571央

奊奩奱奵奡奮 奌奩夬 奊奵奮奬奩奡奮奧 奇奵奯夬 奙奯奮奧奸奩奮 奚奨奵夬 奘奩奮 奓奨奥奮奧夬 奄奥奱奩奡奮奧 奊奩奡奮奧夬 奂奯 奒奥奮夬 奡奮奤 奌奩奮奬奩 奘奵央
奓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奡奣奴奩奯奮夺 奇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奡奣奴奩奯奮 奧奵奩奤奥奤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央
Proceedings of the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夬 夳夶夨失夰天夺失夰夹夷头奻失夰夹夸夲夬 奊奵奮央
夲夰夲夲奢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夶夰夹夯奡奡奡奩央奶夳夶奩失夰央夲失夳头夵央 奕奒奌 https://ojs.aaai.org/index.php/AAAI/

article/view/21345央

奐奩奪奩 奌奩 奡奮奤 奓奨奵奭奩奮奧 奓奨奩央 奔奡奩奬夭奴奯夭奴奡奩奬 奮奯奮夭奡奵奴奯奲奥奧奲奥女女奩奶奥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奰奲奥奤奩奣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奃奨奥奮奧奱奩奮奧 奚奯奮奧夬 奆奥奩 奘奩奡夬 套奥奮奪奩奥 奌奩夬 奡奮奤 奒奯奢奥奲奴奯 奎奡奶奩奧奬奩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11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Volume 1: Long Pa-
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夹夷夳奻头夹夸头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奁奵奧奵女奴 夲夰夲失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失央奡奣奬夭奬奯奮奧央夳夸夵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1.acl-long.385央

奓奩 奌奩夬 奊奩奡奮奢奯 奚奨奡奯夬 奇奵奩奲奯奮奧 奓奨奩夬 奙奵奡奮奰奥奮奧 奔奡奮夬 奈奵奩奦奡奮奧 奘奵夬 奇奵奡奮奧 奃奨奥奮夬 奈奡奩奢奯 奌奡奮夬 奡奮奤
奚奨奩奱奩奮奧 奌奩奮央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奢奡女奥奤 奯奮 奣奯奮奶奯奬奵奴奩奯奮奡奬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奴奯 女奥夭
奱奵奥奮奣奥 奭奯奤奥奬央 奶奯奬奵奭奥 夷夬 奰奡奧奥女 夷夲夹夰夵奻夷夲夹失夳夬 夲夰失夹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失夰夹夯奁奃奃奅奓奓央夲夰失夹央夲夹失夷夶夳失央

奙奩奮奧奨奡奯 奌奩夬 奘奵奥奢奯 奌奩奵夬 奓奨奵奯 套奡奮奧夬 奐奥奩她奵奡奮 奇奯奮奧夬 奄奥奲奥奫 奆央 套奯奮奧夬 奙奡奮奧 奇奡奯夬 奈奥她奡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央 奔奥奭奰奬奡奴奥奇奅奃夺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奤奥夭
奴奥奣奴奩奯奮 奴奥奭奰奬奡奴奥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6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
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夶夸夷夸奻夶夸夹夲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奡奣奬夭奬奯奮奧央夳夸夰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acl-long.380央

奄奥奮奧 奌奩奡奮奧夬 奃奨奥奮 奚奨奥奮奧夬 奌奥奩 奇奵奯夬 奘奩奮 奃奵奩夬 奘奩奵奺奨奡奮奧 奘奩奯奮奧夬 奈奥奮奧奱奩奡奯 奒奯奮奧夬 奡奮奤 奊奩奮奰奥奮奧
奄奯奮奧央 奂奅奒奔 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奮奥奵奲奡奬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 奡奮奤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奴奡奧奧奩奮奧 奭奯奤奥奬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奤奩奡奧奮奯女奩女央 奉奮 奅奲奨奯奮奧 奙奁奎奇夬 奅奮奤奯奮奧 奘奕奎夬 奂奡奯奬奩奮 奚奈奁奎奇夬 奡奮奤 奇奡奯奱奩
奒奁奏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6th Workshop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夷奻夶夶夬 奓奵奺奨奯奵夬 奃奨奩奮奡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nlptea-1.8央

奃奡奯 奌奩奵夬 奓奨奩奺奨奵 奈奥夬 奋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奡奮奤 奊奵奮 奚奨奡奯央 奖奯奣奡奢奵奬奡奲她 奰她奲奡奭奩奤 奮奥奴奷奯奲奫夺 奍奵奬奴奩夭奰奡女女 奥奮奣奯奤奩奮奧
奡奮奤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 奷奩奴奨 奭奵奬奴奩夭奬奥奶奥奬 奶奯奣奡奢奵奬奡奲奩奥女 奦奯奲 奲奥女奰奯奮女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夳夷夷头奻夳夷夸夳夬 奆奬奯奲奥奮奣奥夬
奉奴奡奬她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奐失夹夭失夳夶夷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P19-1367央

奘奵奥奢奯 奌奩奵夬 奌奯奮奧她奵奥 套奡奮奧夬 奄奥奲奥奫 奆央 套奯奮奧夬 奌奩奡奮奧 奄奩奮奧夬 奌奩奤奩奡 奓央 奃奨奡奯夬 奡奮奤 奚奨奡奯奰奥奮奧 奔奵央
奕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 奡奮奤 奩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奥奮奣奯奤奥奲 奬奡她奥奲 奦奵女奩奯奮 奩奮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央 夲夰夲失奡央
奕奒奌 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n1HD8M6WGn央

奘奵奥奢奯 奌奩奵夬 奌奯奮奧她奵奥 套奡奮奧夬 奄奥奲奥奫 奆央 套奯奮奧夬 奌奩奡奮奧 奄奩奮奧夬 奌奩奤奩奡 奓央 奃奨奡奯夬 奡奮奤 奚奨奡奯奰奥奮奧 奔奵央
奕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 奡奮奤 奩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奥奮奣奯奤奥奲 奬奡她奥奲 奦奵女奩奯奮 奩奮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夭奴奯夭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央 夲夰夲失奢央
奕奒奌 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n1HD8M6WGn央

奓奨奩奲奯奮奧 奍奡夬 奙奩奮奧奨奵奩 奌奩夬 奒奯奮奧她奩 奓奵奮夬 契奩奮奧她奵 奚奨奯奵夬 奓奨奵奬奩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奄奩奮奧 奚奨奡奮奧夬 奌奩 奙奡奮奧奮奩奮奧夬
奒奵奩她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奚奨奯奮奧奬奩 奌奩夬 奙奵奮奢奯 奃奡奯夬 奈奡奩奴奡奯 奚奨奥奮奧夬 奡奮奤 奙奩奮奧 奓奨奥奮央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 奲奵奬奥女夭奢奡女奥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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奣奯奲奰奵女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奮奡奴奩奶奥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奙奯奡奶 奇奯奬奤奢奥奲奧夬 奚奯奲奮奩奴女奡
奋奯奺奡奲奥奶奡夬 奡奮奤 奙奵奥 奚奨奡奮奧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2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夷夶奻夵夸夹夬 奁奢奵 奄奨奡奢奩夬 奕奮奩奴奥奤 奁奲奡奢 奅奭奩奲奡奴奥女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奥奭奮奬奰央头夰央 奕奒奌 https://

aclanthology.org/2022.findings-emnlp.40央

奒奥奨奡奮 奍奡奨奭奯奯奤夬 奚奵奬奩奮 套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契奩奮 奈奵奡奮奧央 奍奵奬奴奩夭奰奡女女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 奦奯奲 奴奨奥 奲奯奢奵女奴 奴奲奡奮女奭奩女女奩奯奮
奯奦 奤奥奥奰夭女奰奡奣奥 奩奭奡奧奥女央 奉奮 2017 IEEE 85th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 (VTC Spring)夬
奰奡奧奥女 失奻夵夬 夲夰失夷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失夰夹夯奖奔奃奓奰奲奩奮奧央夲夰失夷央夸失夰夸头夳夷央

奅奲奩奣 奍奡奬奭奩夬 奓奥奢奡女奴奩奡奮 奋奲奡奵女奥夬 奓奡女奣奨奡 奒奯奴奨奥夬 奄奡奮奩奩奬 奍奩奲她奬奥奮奫奡夬 奡奮奤 奁奬奩奡奫女奥奩 奓奥奶奥奲她奮央 奅奮夭
奣奯奤奥夬 奴奡奧夬 奲奥奡奬奩奺奥夺 奈奩奧奨夭奰奲奥奣奩女奩奯奮 奴奥奸奴 奥奤奩奴奩奮奧央 奉奮 奋奥奮奴奡奲奯 奉奮奵奩夬 奊奩奮奧 奊奩奡奮奧夬 奖奩奮奣奥奮奴
奎奧夬 奡奮奤 奘奩奡奯奪奵奮 套奡奮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
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9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
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IJCNLP)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夰夵头奻夵夰夶夵夬 奈奯奮奧 奋奯奮奧夬 奃奨奩奮奡夬 奎奯奶奥奭夭
奢奥奲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奄失夹夭失夵失夰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D19-1510央

奈奷奥奥 奔奯奵 奎奧夬 奓奩奥奷 奍奥奩 套奵夬 奙奵奡奮奢奩奮 套奵夬 奃奨奲奩女奴奩奡奮 奈奡奤奩奷奩奮奯奴奯夬 奡奮奤 奊奯奥奬 奔奥奴奲奥奡奵奬奴央 奔奨奥
奃奯奎奌奌夭夲夰失夳 女奨奡奲奥奤 奴奡女奫 奯奮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
teen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Natural Language Learning: Shared Task夬 奰奡奧奥女 失奻
失夲夬 奓奯夌奡夬 奂奵奬奧奡奲奩奡夬 奁奵奧奵女奴 夲夰失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奕奒奌 https:

//aclanthology.org/W13-3601央

奈奷奥奥 奔奯奵 奎奧夬 奓奩奥奷 奍奥奩 套奵夬 奔奥奤 奂奲奩女奣奯奥夬 奃奨奲奩女奴奩奡奮 奈奡奤奩奷奩奮奯奴奯夬 奒奡她奭奯奮奤 奈奥奮奤她 奓奵女奡奮奴奯夬
奡奮奤 奃奨奲奩女奴奯奰奨奥奲 奂奲她奡奮奴央 奔奨奥 奃奯奎奌奌夭夲夰失头 女奨奡奲奥奤 奴奡女奫 奯奮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Natural Language Learning:
Shared Task夬 奰奡奧奥女 失奻失头夬 奂奡奬奴奩奭奯奲奥夬 奍奡奲她奬奡奮奤夬 奊奵奮奥 夲夰失头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夳失失夵夯奶失夯套失头夭失夷夰失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W14-1701央

奋奯女奴奩奡奮奴她奮 奏奭奥奬奩奡奮奣奨奵奫夬 奖奩奴奡奬奩她 奁奴奲奡女奥奶她奣奨夬 奁奲奴奥奭 奃奨奥奲奮奯奤奵奢夬 奡奮奤 奏奬奥奫女奡奮奤奲 奓奫奵奲奺奨奡奮女奫她奩央
奇奅奃奔奯奒 奻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夺 奔奡奧夬 奮奯奴 奲奥奷奲奩奴奥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Workshop on Innovative Use of NLP for Building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夶夳奻失夷夰夬
奓奥奡奴奴奬奥夬 套奁夬 奕奓奁 →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奢奥奡夭失央失夶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bea-1.16央

奓奡奮奴奡奮奵 奐奡奬夬 奈奯奮奧奦奥奩 奘奵夬 奎奩奣奯 奈奥奲奢奩奧夬 奓奵奤奩奰 奋奵奭奡奲 奎奡女奫奡奲夬 奁奮奴奯奮奩奯 奋奲奿奵奧奥奲夬 奡奮奤 奊奯女奥奦 奶奡奮
奇奥奮奡奢奩奴奨央 奔奨奥 奴奲奡奮女奦奥奲奥奮奣奥 奡奲奣奨奩奴奥奣奴奵奲奥 奦奯奲 奡奵奴奯奭奡奴奩奣 奰奯女奴夭奥奤奩奴奩奮奧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夹夶夳奻夵夹夷头夬 奂奡奲奣奥奬奯奮奡夬 奓奰奡奩奮
夨奏奮奬奩奮奥天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夰央 奉奮奴奥奲奮奡奴奩奯奮奡奬 奃奯奭奭奩奴奴奥奥 奯奮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
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奣奯奬奩奮奧夭奭奡奩奮央夵夲头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coling-main.524央

奚奨奡奯奱奵奡奮 契奩奵 奡奮奤 奙奯奵奬奩 契奵央 奁 奴奷奯夭女奴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 奦奯奲 奣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IEEE
Access夬 夷夺失头夶夷夷夲奻失头夶夷夷夷夬 夲夰失夹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失夰夹夯奁奃奃奅奓奓央夲夰失夹央夲夹头夰夶夰夷央

奃奯奬奩奮 奒奡夋奥奬夬 奎奯奡奭 奓奨奡奺奥奥奲夬 奁奤奡奭 奒奯奢奥奲奴女夬 奋奡奴奨奥奲奩奮奥 奌奥奥夬 奓奨奡奲奡奮 奎奡奲奡奮奧夬 奍奩奣奨奡奥奬 奍奡奴奥奮奡夬
奙奡奮奱奩 奚奨奯奵夬 套奥奩 奌奩夬 奡奮奤 奐奥奴奥奲 奊央 奌奩奵央 奅奸奰奬奯奲奩奮奧 奴奨奥 奬奩奭奩奴女 奯奦 奴奲奡奮女奦奥奲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 奷奩奴奨 奡 奵奮奩夌奥奤
奴奥奸奴夭奴奯夭奴奥奸奴 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央 J. Mach. Learn. Res.夬 夲失夨失天夬 奪奡奮 夲夰夲夰央 奉奓奓奎 失夵夳夲夭头头夳夵央

奈奯奮奧奫奡奩 奒奥奮夬 奌奩奮奥奲 奙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奅奮奤奯奮奧 奘奵奮央 奁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奴奯 女奥奱奵奥奮奣奥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 奦奯奲 奣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夬 奖奩奮奣奥奮奴 奎奧夬 奄奯奮奧她奡奮 奚奨奡奯夬 奓奵奪奩奡奮 奌奩夬 奡奮奤 奈奯奮奧她奩奮奧
奚奡奮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hinese Computing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夰失奻头失夰夬 奃奨奡奭夬
夲夰失夸央 奓奰奲奩奮奧奥奲 奉奮奴奥奲奮奡奴奩奯奮奡奬 奐奵奢奬奩女奨奩奮奧央

奓奡女奣奨奡 奒奯奴奨奥夬 奊奯奮奡奴奨奡奮 奍奡奬奬奩奮女奯奮夬 奅奲奩奣 奍奡奬奭奩夬 奓奥奢奡女奴奩奡奮 奋奲奡奵女奥夬 奡奮奤 奁奬奩奡奫女奥奩 奓奥奶奥奲她奮央 奁
女奩奭奰奬奥 奲奥奣奩奰奥 奦奯奲 奭奵奬奴奩奬奩奮奧奵奡奬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11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Volume 2: Short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夷夰夲奻夷夰夷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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奁奵奧奵女奴 夲夰夲失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失央奡奣奬夭女奨奯奲奴央夸夹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1.acl-short.89央

奆奥奬奩奸 奓奴奡奨奬奢奥奲奧 奡奮奤 奓奨奡奮奫奡奲 奋奵奭奡奲央 奓奥奱夲奅奤奩奴女夺 奓奥奱奵奥奮奣奥 奴奲奡奮女奤奵奣奴奩奯奮 奵女奩奮奧 女奰奡奮夭奬奥奶奥奬 奥奤奩奴
奯奰奥奲奡奴奩奯奮女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失头夷奻夵失夵夹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奎奯奶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夭
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奥奭奮奬奰夭奭奡奩奮央头失夸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

org/2020.emnlp-main.418央

奘奩奮 奓奵奮 奡奮奤 奈奯奵奦奥奮奧 套奡奮奧央 奁奤奪奵女奴奩奮奧 奴奨奥 奰奲奥奣奩女奩奯奮夭奲奥奣奡奬奬 奴奲奡奤奥夭奯夋 奷奩奴奨 奡奬奩奧奮夭奡奮奤夭奰奲奥奤奩奣奴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 奦奯奲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6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2: Short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夶夸夶奻夶夹夳夬
奄奵奢奬奩奮夬 奉奲奥奬奡奮奤夬 奍奡她 夲夰夲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
夲夰夲夲央奡奣奬夭女奨奯奲奴央夷夷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acl-short.77央

奘奩奮 奓奵奮夬 奔奡奯 奇奥夬 奆奵奲奵 套奥奩夬 奡奮奤 奈奯奵奦奥奮奧 套奡奮奧央 奉奮女奴奡奮奴奡奮奥奯奵女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夭
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女奨奡奬奬奯奷 奡奧奧奲奥女女奩奶奥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11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Volume 1: Long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夹夳夷奻夵夹头夷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奁奵奧奵女奴
夲夰夲失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失央奡奣奬夭奬奯奮奧央头夶夲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1.acl-long.462央

奍奩奮奧奨奵奡奮 奔奡奮夬 奍奩奮 奙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奒奵奩奦奥奮奧 奘奵央 奆奯奣奡奬 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奡奮奤 奴奡奧奧奥奲 奤奥奣奯奵奰奬奥 奦奯奲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3夬
奰奡奧奥女 夵夹夷夸奻夵夹夸夵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奡奣奬央夳夷夰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findings-acl.

370央

奚奥奣奨奥奮奧 奔奡奮奧夬 奙奩奸奩奮 奊奩夬 奙奩奢奯 奚奨奡奯夬 奡奮奤 奊奵奮奨奵奩 奌奩央 基于字词粒度噪声数据增强的中文语法
纠错夨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奢她 奤奡奴奡 奡奵奧奭奥奮奴奡奴奩奯奮 奦奲奯奭 奷奯奲奤 奡奮奤
奣奨奡奲奡奣奴奥奲 奬奥奶奥奬女天央 奉奮 奓奨奥奮奧 奌奩夬 奍奡奯女奯奮奧 奓奵奮夬 奙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奈奵奡 套奵夬 奋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套奡奮奸奩奡奮奧 奃奨奥夬
奓奨奩奺奨奵 奈奥夬 奡奮奤 奇奡奯奱奩 奒奡奯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Chines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夬 奰奡奧奥女 夸失夳奻夸夲头夬 奈奵奨奨奯奴夬 奃奨奩奮奡夬 奁奵奧奵女奴 夲夰夲失央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奉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奐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奓奯奣奩奥奴她 奯奦 奃奨奩奮奡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1.ccl-1.73央

奁女奨奩女奨 奖奡女奷奡奮奩夬 奎奯奡奭 奓奨奡奺奥奥奲夬 奎奩奫奩 奐奡奲奭奡奲夬 奊奡奫奯奢 奕女奺奫奯奲奥奩奴夬 奌奬奩奯奮 奊奯奮奥女夬 奁奩奤奡奮 奎央 奇奯奭奥奺夬
夠奌奵奫奡女奺 奋奡奩女奥奲夬 奡奮奤 奉奬奬奩奡 奐奯奬奯女奵奫奨奩奮央 奁奴奴奥奮奴奩奯奮 奩女 奡奬奬 她奯奵 奮奥奥奤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
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夬 奎奉奐奓大失夷夬 奰奡奧奥 夶夰夰夰奻夶夰失夰夬
奒奥奤 奈奯奯奫夬 奎奙夬 奕奓奁夬 夲夰失夷央 奃奵奲奲奡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奥女 奉奮奣央 奉奓奂奎 夹夷夸失夵失夰夸夶夰夹夶头央

奙奵 套奡奮奧夬 奙奵奥奬奩奮 套奡奮奧夬 奋奡奩 奄奡奮奧夬 奊奩奥 奌奩奵夬 奡奮奤 奚奨奵奯 奌奩奵央 奁 奣奯奭奰奲奥奨奥奮女奩奶奥 女奵奲奶奥她 奯奦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ACM Trans. Intell. Syst. Technol.夬 失夲夨夵天夬 奤奥奣 夲夰夲失央 奉奓奓奎 夲失夵夷夭夶夹夰头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失头夵夯夳头夷头夸头夰央 奕奒奌 https://doi.org/10.1145/3474840央

奘奩奵她奵 套奵 奡奮奤 奙奵奮奦奡奮奧 套奵央 奆奲奯奭 女奰奥奬奬奩奮奧 奴奯 奧奲奡奭奭奡奲夺 奁 奮奥奷 奦奲奡奭奥奷奯奲奫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奙奯奡奶 奇奯奬奤奢奥奲奧夬 奚奯奲奮奩奴女奡 奋奯奺奡奲奥奶奡夬 奡奮奤 奙奵奥 奚奨奡奮奧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2夬 奰奡奧奥女 夸夸夹奻夹夰夲夬
奁奢奵 奄奨奡奢奩夬 奕奮奩奴奥奤 奁奲奡奢 奅奭奩奲奡奴奥女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夭
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奥奭奮奬奰央夶夳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

findings-emnlp.63央

奙奩奮奧奣奥 奘奩奡夬 奆奥奩 奔奩奡奮夬 奌奩奪奵奮 套奵夬 奊奩奡奮奸奩奮 奌奩奮夬 奔奡奯 契奩奮夬 奎奥奮奧奨奡奩 奙奵夬 奡奮奤 奔奩奥夭奙奡奮 奌奩奵央
奄奥奬奩奢奥奲奡奴奩奯奮 奮奥奴奷奯奲奫女夺 奓奥奱奵奥奮奣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 奢奥她奯奮奤 奯奮奥夭奰奡女女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央 奉奮 奉央 奇奵她奯奮夬
奕央 奖奯奮 奌奵奸奢奵奲奧夬 奓央 奂奥奮奧奩奯夬 奈央 套奡奬奬奡奣奨夬 奒央 奆奥奲奧奵女夬 奓央 奖奩女奨奷奡奮奡奴奨奡奮夬 奡奮奤 奒央 奇奡奲奮奥奴奴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夬 奶奯奬奵奭奥 夳夰央 奃奵奲奲奡奮 奁女女奯夭
奣奩奡奴奥女夬 奉奮奣央夬 夲夰失夷央 奕奒奌 https://proceedings.neurips.cc/paper_files/paper/2017/

file/c6036a69be21cb660499b75718a3ef24-Paper.pdf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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奌奶奸奩奡奯奷奥奩 奘奵夬 奊奩奡奮奷奡奮奧 套奵夬 奊奩奡奷奥奩 奐奥奮奧夬 奊奩奡她奵 奆奵夬 奡奮奤 奍奩奮奧 奃奡奩央 奆奃奇奅奃夺 奆奩奮奥夭奧奲奡奩奮奥奤 奣奯奲夭
奰奵女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奙奯奡奶 奇奯奬奤奢奥奲奧夬 奚奯奲奮奩奴女奡 奋奯奺奡奲奥奶奡夬 奡奮奤
奙奵奥 奚奨奡奮奧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2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夹夰夰奻失夹失夸夬 奁奢奵 奄奨奡奢奩夬 奕奮奩奴奥奤 奁奲奡奢 奅奭奩奲奡奴奥女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奥奭奮奬奰央失夳夷央 奕奒奌 https:

//aclanthology.org/2022.findings-emnlp.137央

奈奡奩奨奵奩 奙奡奮奧 奡奮奤 奘奩奡奯奪奵奮 契奵奡奮央 奁奬奩奲奥奣奴奯奲夺 奁奬奩奧奮奭奥奮奴夭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奣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奯奲央 ArXiv夬 奡奢女夯夲头夰夲央夰头夶夰失夬 夲夰夲头央 奕奒奌 https://arxiv.org/abs/2402.04601央

奚奨奩奬奩奮 奙奡奮奧夬 奚奩奨奡奮奧 奄奡奩夬 奙奩奭奩奮奧 奙奡奮奧夬 奊奡奩奭奥 奃奡奲奢奯奮奥奬奬夬 奒奵女女 奒 奓奡奬奡奫奨奵奴奤奩奮奯奶夬 奡奮奤
契奵奯奣 奖 奌奥央 奘奬奮奥奴夺 奇奥奮奥奲奡奬奩奺奥奤 奡奵奴奯奲奥奧奲奥女女奩奶奥 奰奲奥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奦奯奲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奵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央
奉奮 奈央 套奡奬奬奡奣奨夬 奈央 奌奡奲奯奣奨奥奬奬奥夬 奁央 奂奥她奧奥奬奺奩奭奥奲夬 奆央 奤'奁奬奣奨夓奥夭奂奵奣夬 奅央 奆奯奸夬 奡奮奤 奒央 奇奡奲夭
奮奥奴奴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夬 奶奯奬奵奭奥 夳夲央 奃奵奲奲奡奮 奁女夭
女奯奣奩奡奴奥女夬 奉奮奣央夬 夲夰失夹央 奕奒奌 https://proceedings.neurips.cc/paper_files/paper/2019/

file/dc6a7e655d7e5840e66733e9ee67cc69-Paper.pdf央

奚奨奥奮奧 奙奵奡奮夬 奓奨奩奶奡 奔奡女奬奩奭奩奰奯奯奲夬 奃奨奲奩女奴奯奰奨奥奲 奄奡奶奩女夬 奡奮奤 奃奨奲奩女奴奯奰奨奥奲 奂奲她奡奮奴央 奍奵奬奴奩夭奣奬奡女女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奤奥奴奥奣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夺 奁 奴奡奬奥 奯奦 奴奷奯 女她女奴奥奭女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夬 奰奡奧奥女 夸夷夲夲奻夸夷夳夶夬 奏奮奬奩奮奥
奡奮奤 奐奵奮奴奡 奃奡奮奡夬 奄奯奭奩奮奩奣奡奮 奒奥奰奵奢奬奩奣夬 奎奯奶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失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夭
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失央奥奭奮奬奰夭奭奡奩奮央夶夸夷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1.

emnlp-main.687央

奘奩奡奮奧奷奥奮 奚奨奡奮奧夬 奊奩奮女奯奮奧 奓奵夬 奙奵奥 契奩奮夬 奙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奒奯奮奧奲奯奮奧 奊奩夬 奡奮奤 奈奯奮奧奪奩 套奡奮奧央 奁女她奮奣奨奲奯奮奯奵女
奢奩奤奩奲奥奣奴奩奯奮奡奬 奤奥奣奯奤奩奮奧 奦奯奲 奮奥奵奲奡奬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央 奁奁奁奉大失夸夯奉奁奁奉大失夸夯奅奁奁奉大失夸央 奁奁奁奉
奐奲奥女女夬 夲夰失夸央 奉奓奂奎 夹夷夸夭失夭夵夷夷夳夵夭夸夰夰夭夸央

奙奩奮奧 奚奨奡奮奧夬 奈奩奤奥奴奡奫奡 奋奡奭奩奧奡奩奴奯夬 奡奮奤 奍奡奮奡奢奵 奏奫奵奭奵奲奡央 奂奩奤奩奲奥奣奴奩奯奮奡奬 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 奲奥奲奡奮奫奥奲 奦奯奲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3夬 奰奡奧奥女 夳夸夰失奻夳夸夲夵夬 奔奯奲奯奮奴奯夬 奃奡奮奡奤奡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夳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夭
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夳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奡奣奬央夲夳头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3.

findings-acl.234央

奙奵奥 奚奨奡奮奧夬 奚奨奥奮奧奨奵奡 奌奩夬 奚奵她奩 奂奡奯夬 奊奩奡奣奨奥奮奧 奌奩夬 奂奯 奚奨奡奮奧夬 奃奨奥奮 奌奩夬 奆奥奩 奈奵奡奮奧夬 奡奮奤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央 奍奵奃奇奅奃夺 奡 奭奵奬奴奩夭奲奥奦奥奲奥奮奣奥 奭奵奬奴奩夭女奯奵奲奣奥 奥奶奡奬奵奡奴奩奯奮 奤奡奴奡女奥奴 奦奯奲 奃奨奩奮奥女奥 奧奲奡奭奭奡奴夭
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奍奡奲奩奮奥 奃奡奲奰奵奡奴夬 奍奡奲奩奥夭奃奡奴奨奥奲奩奮奥 奤奥 奍奡奲奮奥夋奥夬 奡奮奤 奉奶奡奮 奖奬奡奤奩奭奩奲
奍奥奺奡 奒奵奩奺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夬 奰奡奧奥女 夳失失夸奻夳失夳夰夬
奓奥奡奴奴奬奥夬 奕奮奩奴奥奤 奓奴奡奴奥女夬 奊奵奬她 夲夰夲夲奡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
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奮奡奡奣奬夭奭奡奩奮央夲夲夷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naacl-main.227央

奙奵奥 奚奨奡奮奧夬 奂奯 奚奨奡奮奧夬 奚奨奥奮奧奨奵奡 奌奩夬 奚奵她奩 奂奡奯夬 奃奨奥奮 奌奩夬 奡奮奤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央 奓她奮奇奅奃夺 奓她奮奴奡奸夭
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奡 奴奡奩奬奯奲奥奤 奇奅奃夭奯奲奩奥奮奴奥奤 奰奡奲女奥奲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夬 奰奡奧奥女 夲夵失夸奻夲夵夳失夬
奁奢奵 奄奨奡奢奩夬 奕奮奩奴奥奤 奁奲奡奢 奅奭奩奲奡奴奥女夬 奄奥奣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夲奢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夭
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夲夰夲夲央奥奭奮奬奰夭奭奡奩奮央失夶夲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2.

emnlp-main.162央

套奥奩 奚奨奡奯夬 奌奩奡奮奧 套奡奮奧夬 奋奥奷奥奩 奓奨奥奮夬 奒奵奯她奵 奊奩奡夬 奡奮奤 奊奩奮奧奭奩奮奧 奌奩奵央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奶奩奡 奰奲奥夭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奡 奣奯奰她夭奡奵奧奭奥奮奴奥奤 奡奲奣奨奩奴奥奣奴奵奲奥 奷奩奴奨 奵奮奬奡奢奥奬奥奤 奤奡奴奡央 奉奮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Volume 1 (Long and Short Papers)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夵夶奻
失夶夵夬 奍奩奮奮奥奡奰奯奬奩女夬 奍奩奮奮奥女奯奴奡夬 奊奵奮奥 夲夰失夹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奶失夯奎失夹夭失夰失头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N19-1014央

奙奵奡奮她奵奡奮 奚奨奡奯夬 奎奡奮 奊奩奡奮奧夬 套奥奩奷奥奩 奓奵奮夬 奡奮奤 奘奩奡奯奪奵奮 套奡奮央 奏奶奥奲奶奩奥奷 奯奦 奴奨奥 奎奌奐奃奃 夲夰失夸 女奨奡奲奥奤
奴奡女奫夺 奇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央 奉奮 奍奩奮 奚奨奡奮奧夬 奖奩奮奣奥奮奴 奎奧夬 奄奯奮奧她奡奮 奚奨奡奯夬 奓奵奪奩奡奮 奌奩夬 奡奮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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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奯奮奧她奩奮奧 奚奡奮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hinese Computing - 7th CCF In-
ternational Conference, NLPCC 2018, Hohhot, China, August 26-30, 2018, Proceedings, Part
II夬 奶奯奬奵奭奥 失失失夰夹 奯奦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夳夹奻头头夵央 奓奰奲奩奮奧奥奲夬 夲夰失夸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夰夰夷夯夹夷夸夭夳夭夳失夹夭夹夹夵夰失夭头\ 头失央 奕奒奌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9501-4_41央

奚奥奷奥奩 奚奨奡奯 奡奮奤 奈奯奵奦奥奮奧 套奡奮奧央 奍奡女奫奧奥奣夺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奮奥奵奲奡奬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奶奩奡
奤她奮奡奭奩奣 奭奡女奫奩奮奧央 奉奮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夬 夲夰夲夰奡央 奕奒奌 https://api.

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213955573央

奚奥奷奥奩 奚奨奡奯 奡奮奤 奈奯奵奦奥奮奧 套奡奮奧央 奍奡女奫奧奥奣夺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奮奥奵奲奡奬 奧奲奡奭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奶奩奡
奤她奮奡奭奩奣 奭奡女奫奩奮奧央 Proceedings of the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夬 夳头夨夰失天夺失夲夲夶奻
失夲夳夳夬 奁奰奲央 夲夰夲夰奢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夶夰夹夯奡奡奡奩央奶夳头奩夰失央夵头夷夶央 奕奒奌 https://ojs.aaai.org/index.php/

AAAI/article/view/5476央

奊奵奮奰奥奩 奚奨奯奵夬 奃奨奥奮 奌奩夬 奈奥奮奧她奯奵 奌奩奵夬 奚奵她奩 奂奡奯夬 奇奵奡奮奧奷奥奩 奘奵夬 奡奮奤 奌奩奮奬奩奮 奌奩央 Chinese Grammat-
ical Error Correction Using Statistical and Neural Models: 7th CC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LPCC 2018, Hohhot, China, August 26–30, 2018, Proceedings, Part II夬 奰奡奧奥女 失失夷奻失夲夸央 夰夸
夲夰失夸央 奉奓奂奎 夹夷夸夭夳夭夳失夹夭夹夹夵夰夰夭夷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夰夰夷夯夹夷夸夭夳夭夳失夹夭夹夹夵夰失夭头 失夰央

套奡奮奧奣奨奵奮女奨奵 奚奨奯奵夬 奔奡奯 奇奥夬 奃奨奡奮奧 奍奵夬 奋奥 奘奵夬 奆奵奲奵 套奥奩夬 奡奮奤 奍奩奮奧 奚奨奯奵央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奧奲奡奭夭
奭奡奴奩奣奡奬 奥奲奲奯奲 奣奯奲奲奥奣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奭奡奣奨奩奮奥 奴奲奡奮女奬奡奴奩奯奮 奰奡奩奲女央 奉奮 奔奲奥奶奯奲 奃奯奨奮夬 奙奵奬奡奮 奈奥夬 奡奮奤 奙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0夬 奰奡奧奥女
夳失夸奻夳夲夸夬 奏奮奬奩奮奥夬 奎奯奶奥奭奢奥奲 夲夰夲夰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奤奯奩夺 失夰央失夸夶夵夳夯
奶失夯夲夰夲夰央夌奮奤奩奮奧女夭奥奭奮奬奰央夳夰央 奕奒奌 https://aclanthology.org/2020.findings-emnlp.30央

王辰成夬 杨麟儿夬 王莹莹夬 杜永萍夬 奡奮奤 杨尔弘央 基于奴奲奡奮女奦奯奲奭奥奲增强架构的中文语法纠错方法央
中文信息学报夬 夳头夨夶天夺失夰夶夬 夲夰夲夰央 奕奒奌 http://jcip.cipsc.org.cn/CN/Y2020/V34/I6/106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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