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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篇章共指体现篇章概念的动态转移，成为近年研究热点。本文在梳理共指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综述了相关语料库及解析方法，发现共指语料库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共指关
系标注粗疏与基本不考虑整句语义表示的融合。本文以句子级语义标注体系（中文抽
象语义表示）为基础构建篇章共指体系，构建了 100 篇共指语料库。本体系涵盖 52 种
句内语义关系和 8 种篇章共指关系，二者相结合构建的篇章共指语义图，为篇章级语
义分析提供新的框架和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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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ourse coreference reflects the dynamic conceptual transitions within a text and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coreference
theory, summarizes related corpora and parsing methods, identifying two main issues
in existing coreference corpora: coarse annotation of coreference relationships and a
lack of integration with complete sentence semantics. Using a sentence-level semantic
annotation system (Chinese Abstract Meaning Representation) as a found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iscourse coreference system and a corpus of 100 texts. This system
encompasses 52 types of intra-sentenc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8 types of discourse
coreference relationship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elements constructs a discourse
coreference semantic graph, providing a new framework and data resource for discourse-
level seman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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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指代（Reference）不仅表现为语法上的替代关系或语义上的同指关系，还充当着话题转换
的衔接手段，对挖掘篇章概念转移、理解自然语言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成为理论语言学和计算
语言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鉴于研究目的与分析方法的差异，目前理论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在指代领域的术语使用有

所区别。理论语言学常使用“回指（Anaphora）”来表示指代现象，广义的回指可分为直接回
指和间接回指两类 (Ariel, 1990)。直接回指是指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一个成分的
解释，取决于对另一个成分的解释 (Huang, 1984)，间接回指是指回指语和先行语之间没有明
显的指代关系，而需要经过语用推理才能建立指称关系 (Erkü and Gundel, 1987)。在计算语言
学中，与“直接回指”相对的是“共指（Coreference）”，与“间接回指”相对应的是“桥接关
系（Bridging Relation）”。但间接回指（或桥接关系）由于其复杂性与模糊性，被学界研究长
期排除在外，故相关研究发展缓慢且未成体系。尽管理论语言学界已有学者 (王军, 2004; 王军,
2013; Vieira and Poesio, 2000) 尝试总结常见间接共指类别，计算语言学界也构建了一系列桥接
关系语料库，如 ISNotes (Markert et al., 2012)、BASHI (Rösiger, 2018)、ARRAU (Poesio et
al., 2008; Uryupina et al., 2016) 和 SciCorp (Rösiger, 2016)。但并没有对该现象的本质上达成
一致认同，故目前本文仅讨论具有概念同一性的共指现象。
为推动共指消解（Coreference Resolution）任务的发展，计算语言学界开始标注共指语料

库。尽管现有语料库的构建体系和标注方法已有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即共指关系
标注粗疏以及基本不考虑整句语义表示的融合，导致共指消解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本体系
将在中文抽象语义表示（Chinese Abstract Meaning Representation；CAMR）基础之上构建篇
章共指标注体系。CAMR 是句子级标注体系，有 5 种核心语义角色关系和 47 种非核心语义角
色关系，可有效挖掘共指词所担任的语义角色，提供语义关系。本体系以“概念同一性”为基
本原则，从词形、词长和词类等角度区分 8 种共指关系，提供共指链内部、共指词之间的共指
关系。先行词、共指词以及句内语义关系与篇章共指关系相结合可构建出篇章共指语义图，从
语义角度归纳共指规律。基于本体系所构建的 100 篇共指语料库，可为共指解析提供数据支持。

2 直接回指的理论研究

已有大量学者从句法、认知、功能、篇章等角度对回指理论作出探索，其中影响深远的是
认知角度的可及性理论（Accessibility Theory) (Ariel, 1990) 以及篇章角度的话题延续性模式
（Topic Continuity Model) (Givón, 1983)。在两大理论提出的“可及性标示阶”与“话题延续性
量表”的基础之上，学界逐步确定了频次、位置、间隔距离、语篇结构、干扰数量和句法成分
等回指计量指标，但这些指标大多从表层分析回指，较少有学者构建回指的语义语料库，从语
义角度归纳回指规律。纵观回指计量发展历程，研究焦点主要有三大趋势：其一，逐渐从名词
和代词等具体实体的标注与计量 (徐赳赳, 2003; 许余龙, 2004; 宋宏, 2010; 石艳华, 2014) 转向
概述回指等抽象类别 (刘东虹, 2014; 王秀丽, 2012; 吴丹苹, 2021; 寇鑫 and 徐坤宇, 2023)；其
二，近年来，学界已不再局限于单纯地专研某一回指类型，而是将其放入句法、句式等宏观视
野中探索规律。如蒋平 (2021) 基于认知语言学总结存现宾语的零形回指演进，冉晨 (2024) 分析
数量名回指语的指称性质与回指确认方式；其三，回指研究视角逐渐从本体研究扩展到语言教
学与应用中。如杨永生 (2020) 基于回指确认考察韩国学生汉语“这/那”句的习得情况，李榕
等 (2021)、曹娜等 (2024) 借鉴徐赳赳 (2003) 等学者提出的计量指标挖掘韩国留学生的回指偏
误、归纳二语学习者使用主语回指语的显隐现象。

3 共指的计算资源构建与解析研究

计算语言学借鉴现有理论标注了名词、代词、零形式等常见体词共指，并进一步探索动词、
形容词甚至副词等谓词共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指研究。但谓词共指存在意义实虚难以界定
等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体词共指的标注仍为学界主流。但这些语料库的标注信息相对粗疏，
不能考察共指规律，也不能为现有计算模型提供充足的共指语义或知识信息。

3.1 共指相关语料库构建

面向计算建模的共指语料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OntoNotes 为代表的共指语料库，一类
是以 MS-AMR 为代表的包含共指信息的语料库。前者细致标注共指现象，却忽略了整句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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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后者全面表示整句语义表示，对共指现象的标注却仍待深化。但这两类语料库共有的不
足在于均仅停留在了共指的同一性标注中，没有对共指链中共指词与先行词之间的关系作进一
步分析。

3.1.1 共指语料库

最为典型的共指语料库为 OntoNotes (Weischedel et al., 2013) 语料库，该语料库也是目前
共指评测认可度最高的数据集。其标注规范成为众多共指标注体系的借鉴样本，使共指语料库
迈向多语言时代。尽管语料库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语种不断丰富，但标注信息和
标注方法仍并未发生明显更新。除了该系列语料库，共指语料库还包括 MUC (Hirschman and
Chinchor, 1998)、ACE (Doddington et al., 2004) 等早期语料库，另外还有一些标注单一共指信
息的语料库，如汉语零指代语料库 (孔芳 et al., 2021)、法汉指称链条平行语料库 (胡霄钦 and
王秀丽, 2021)。这些语料库将共指标注从体词扩展到谓词，为探索篇章共指提供新的渠道。但
这些语料库几乎不涉及共指的语义信息，也并未挖掘共指链内部的共指关系。MUC6（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开创了共指标注体系的先河。尽管其标签分类较为简单，但研究学
者已逐渐认识到共指的复杂性，并有了灵活表示共指词的倾向性（如设置“MIN”标签以表示
包含在整词之内的部分字符串）。但其细则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将人物与其头衔等职位标注
为共指关系、不补充标注零形式等问题。ACE（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在 MUC6 的基
础之上，对共指进一步标注。其语料不再局限于英语，而是迈向了多语言资源的构建，ACE 也
是最早针对中文指代消解的国际评测语料资源。MUC6 和 ACE 对共指的标注较为简单，直到
OntoNotes 之后共指标注迎来飞跃。OntoNotes 取消对共指标注的限制，除名词、代词之外，还
可标注动词、形容词等信息，对指代消解任务有新的推进。在共指层主要标注两类信息，即同一
性（IDENT）和同位语（APPOS）。同一性共指（IDENT）用于指代共指，意味着代词、名词性和
特定所指对象的命名提及之间的联系，不包括一般的、未指定的或抽象实体。同位语（APPOS）
逻辑上代表属性，因此被单独处理。自 OntoNotes问世之后，主要有两大研究现状与趋势：其一，
在 OntoNotes标注规范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许多大型语料库。Ghaddar等 (2016)继承 OntoNotes
标注方法，以维基百科为语料构建了 WikiCoref 语料库；Chen 等 (2018) 在 OntoNotes 规范的
基础之上改良并构建了目前最大规模的 PreCo 英语共指语料库；Poesio 等 (2019) 基于游戏化
方法构建了众包共指语料库，是最大的应用共指语料库之一。其二，近三年的共指资源主要集中
于非英语语言以实现跨语言共指解析。这些语料库包括俄语共指语料库 RuCoCo (Dobrovolskii
et al., 2022)、涵盖英法德葡四种语言的多语言共指语料库 ParCorFull2.0 (Lapshinova-Koltunski
and Ferreira, 2022)、基于 UD（Universal Dependencies）构建的多语言语料库集合和共指消
解的标准化格式 CorefUD (Nedoluzhko et al., 2022) 以及荷兰语跨文档事件共指解析大型数据
集 (De Langhe et al., 2023) 等数据资源。

3.1.2 融合共指信息的整句语义标注语料库

以 PDT (Mikulová et al., 2006)、UMR (Uryupina et al., 2016) 和 MS-AMR (O’Gorman
et al., 2018) 为代表的语料库实际是句子级语义标注语料库，并非专为共指而设计。尽管一定程
度弥补了共指语料库缺乏整句语义信息的不足，但在共指规范上仍待完善。

PDT 的共指信息有三种，即语法共指、文本共指和特殊类型共指，主要标注了代词、动词、
省略、概述共指等共指信息。UMR 是建立在 AMR 基础之上、具有语言包容性的语料库，除了
继承了 AMR 的句子级表示之外，在共指方面采用关系三元组的形式标注实体共指和事件共指。
MS-AMR 参考了 OntoNotes 的标注方式在句子级 AMR 基础之上扩展句间共指信息。

3.2 共指关系的计算

从数学角度而言，共指关系实质是一种等价关系，因此消解过程就是等价类划分的过程 (宋
洋 and 王厚峰, 2015)。在过去的十年中，共指解析已经从基于规则的方法发展到基于学习的
方法 (周炫余 et al., 2014)。基于规则特征的泛化能力较差，理解和实现比较简单 (Lang et al.,
2007)，基于学习的方法开始引入开放知识作为额外特征，改善了模型效果高度依赖特征工程的
弊端。近年来采用深度学习算法，如多层感知器/循环神经网络方法、基于知识的方法和基于变
压器的方法 (Liu et al., 2023)，逐渐突破大规模语料的限制，大大增强了模型的深层语义学习能
力和泛化性能 (陈远哲 et al., 2019)。Liu 等 (2023) 总结出五点共指解析的挑战及发展方向，即：
下游任务缺乏带有共指解析标签的数据集；缺乏符号特征与子符号特征的组合；需结合现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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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及认知直觉；当前模型需压缩所用资源以实现多任务学习；仍需超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出
现。Liu 指出，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为数据注释和模型设计奠定理论基础，但这些语言和认
知发现却很少被纳入基于深度学习的共指解析模型中，未来可结合额外的符号特征（如语义特
征和知识表示）和子符号方法（如词嵌入） (Mao et al., 2018; Cambria et al., 2022; Mao et al.,
2022)，以解决共指数据稀疏问题，提高共指消解的精度。

4 篇章级共指标注体系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界用于计量分析的语料库，大多只能从表层信息（如回指分布、句
法成分等）计量并分析回指规律，缺乏以语义为研究导向的语料库；计算语言学界用于共指消
解的语料库，也缺乏兼顾语义关系与共指关系的语料库，以提高共指消解的精度。因此，本文
基于句子级语义标注体系（中文抽象语义表示）构建篇章共指标注体系，涵盖语义信息与共指
信息，为共指消解提供新思路。

4.1 句子级 CAMR 的标注体系
Abstract Meaning Representation（AMR）是一种抽象语义标注框架，采用单根有向无环

图的表示方法，图中节点表示概念，边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Banarescu et al., 2013)。AMR 忽
略语义较虚的成分（如冠词、单复数、时态等等）和形态变化，从原句中抽象出概念，不拘泥
于原句词语，允许对其进行增添、删减和改动等操作以便更好表示语义关系。李斌等 (Li et al.,
2019) 在 AMR 的基础之上结合汉语的语言特点继承并发展出 CAMR（Chinese AMR）。其中，
共包括 5 种核心语义角色关系（arg0-arg4）、47 种非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句子级 CAMR 体系是篇章共指标注体系的构建基础，以词为基础单位，以树结构为展示形

式，语义结构的层级性有利于在复杂的语言表述中确定共指单位，并提供共指单位的语义功能。
表 1 为句子级 CAMR 标注体系和篇章级共指标注体系比较。

体系名称 句子级 CAMR 标注体系 篇章级共指标注体系

数据形式 单根有向无环图 单根有向无环图
标注层级 句内（句子级） 句内、句间（篇章级）
语义单位 单句内的概念（汉语常以词表示） 篇章内的共指概念（汉语常以词或短语表示）
揭示信息 句内各个成分的语义结构 篇章内部共指成分的指代关系

文本示例

男孩 1 希望 2 女孩 3 相信 4 他 5 。6

x5/希望-01
:arg0() x1/男孩
:arg1() x5/相信

:arg0() x3/女孩
:arg1() x5/x1

p0222_r3_entity
:root() s3_x55 / university（杭州大学）
:alias() s3_x26_x27 / 该校
:homo() s9_x24 / university（杭州大学）
:reduce() s13_x4 / 大学
:reduce() s13_x19 / 大学

表 1: 句子级 CAMR 标注体系与篇章级共指标注体系比较

备注：在文本示例中，句子级 CAMR 标注体系展示的是单句的语义结构，而篇章级共指标
注体系的示例则展示了在同一个篇章中指代“杭州大学”的所有语言单位。左侧，形如“:arg0”
的标签为语义关系，“x+ 数字”表示词编号；右侧，形如“:alias”的标签为共指标签，“s+ 数
字”表示句编号，“x+ 数字”表示词编号。

4.2 共指标注原则

4.2.1 概念同一性

本体系遵守“概念同一性”原则，只标注相同指代意义的词语。如表 2 文本中与“福利院”
有关的词语共出现 7 次，但有 6 次（位于 S3、S6、S7、S8、S11）指代为“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位于 S3）”，构成共指链 2；有一次（位于 S4），泛指国内的福利院，在本文中与“中国孤儿院
（S1）”形成共指关系，构成共指链 1。

备注：表 2 为 CTB8.0 语料中编号为 0222 的文本，为便于理解，省略了与“福利院”“孤
儿院”无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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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丁豪成为 [中国孤儿院 ]1 长大的第一个残疾人大学生
S3：自幼成为孤儿并在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2 长大的残疾学生丁豪，日前收到了杭州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成为该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系的学生。
S4：据了解，今年十九岁的丁豪是新中国第一个由 [福利院 ]1 收养成长的残疾孤儿大学
生。
S6：三岁时一场高烧，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一年他被 [福利院 ]2 收养。

S7：丁豪在 [儿童福利院 ]2 读完小学，随后进入附近乡里一所学校上初中。
S8：一开始由 [福利院 ]2 的老师接送，初二后住校，每个星期六回到 [福利院 ]2 ，无论
刮风下雨，从不缺课。
S11：[儿童福利院 ]2 十六年如一日地关心、爱护他，去年以来，仅为他交纳学费、买资料、
买营养品，就花了三千多元人民币。

表 2: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共指示例

4.2.2 共指链可以嵌套

由于语言递归性，词语嵌套是语言表达的常用方式，因此极易出现共指词或共指链嵌套的
情况。表 3 的例子共出现两条共指链，下标相同即为同一条共指链。S17 中的“其名”即存在共
指词的嵌套现象：“其”指代“小海龟”，为共指链 2 的共指词；“其名”指代“卡洛塔”，为共指
链 1 的共指词。当多个共指链的每一个共指词均存在嵌套现象时，则这些共指链存在嵌套现象。

S16：本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 [卡洛塔 ]1 ”的 [小海龟 ]2 。
S17： [海龟 ]2 的形象由意大利知名图案设计师瓦·隆巴多设计，[[其 ]2 名 ]1 取自于一
位天真可爱的意大利小女孩。
S18：别看 [小海龟 ]2 在沙滩上爬行往往显得笨拙，一旦到了海里，就变得灵活自如。
S19：在“[小海龟 ]2 ”坚实的龟甲上嵌着由陆地、海洋组成的世界地图，寓意来自全球五
大洲四大洋的游泳健儿会聚罗马，通过比赛，加强了解，增进友谊。

表 3: “卡洛塔”小海龟例句

备注：表 3 为 CTB8.0 语料中编号为 0308 的文本，为便于理解，省略了与“海龟”“卡洛
塔”无关的句子。每行的“S+ 数字”为句子编号。

4.2.3 区分概念同一性和实体间关系

篇章内部存在大量指代不同、但关系密切的概念，极易混淆。但本体系严格区分这类现象，
未来将总结该类现象设计普适性的实体间关系。如表 3 中存在的两条共指链，一条是实体链
（“小海龟”链），一条是实体名称链（“卡洛塔”链），即为指代不同但关系密切的共指链。

4.3 共指关系类型

本体系标签综合词长、词形、词义和词类等角度，依据先行词和共指词的中心词和定语变
化等指标设置标签类别，共 8 大类（见表 4）。由于“:encap”（概述共指）和“: illustrate”（分
述共指）标签存在方向性，于表 5 中的“标签小类”分别作详细介绍。“示例”部分为当先行词
为“两个美丽的女孩”且共指元素均指代这一女孩时，共指标签的适用情况。

5 共指语料库标注及计量分析

5.1 语料选择

我们从 CAMR v2.0 语料中选取了 100 篇文本进行共指标注，该文本在宾州中文树库
（Chinese treebank；CTB）的编号为 chtb0222-chtb0323（chtb0319 因篇幅过短不予标注）。该
语料库体裁涵盖经济、体育及生活，经数据清洗（去除记者、发表时间等新闻组成要素）后共有
句子 1116 个，词次为 28303。由于该语料库同时拥有 CTB 句法信息和 CAMR 语义信息，可
为共指标注与后期的计量检索提供极大帮助与便利。原因如下：其一，句子语义层级性以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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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标签 含义 示例

1 :root 该词为先行词 两个美丽的女孩
2 :homo 共指词与先行词完全相同 两个美丽的女孩
3 :add 共指词在先行词基础之上添加某些词语 两个美丽善良的女孩
4 :reduce 共指词在先行词基础之上减少某些词语 两个女孩

5 :alias 共指词在先行词基础之上同时
减少、添加某些词语（即改换其他表述）

两个贤惠的女孩

6 :pron 共指词是代词 她们
7 :illustrate 分述共指 ——
8 :encap 概述共指 ——

表 4: 共指元素标签类型及含义

标签 标签小类 含义

:illustrate :illustrate 共指词对先行词分述
:illustrate_of_alias 共指词对先行词总述，共指词是代词
:illustrate_of_pron 共指词对先行词总述，共指词是短语

:encap :encap_pron 先行词是小句，共指词是代词
:encap_alias 先行词是小句，共指词是短语

:encap_of_pron 先行词是代词，共指词是小句
:encap_of_alias 先行词是短语，共指词是小句

表 5: 共指部分标签小类及含义

构为展示形式，为共指词的确定提供精确定位；其二，CTB 涵盖分词、词性标注、句法等多种
语言信息，涵盖学界现有的计量指标（如间隔距离、干扰数量、句法信息）；其三，CAMR 在
CTB 基础之上提供了语义信息，可揭示共指词变化的语义规律。

5.2 规范制定与标注过程

标注工作分为 3 个阶段。
（1）观察语料阶段。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大量生语料，观察并标注出篇章中具有概念同

一性的语言单位，在充分考虑语料质量与标注信息可操作性的基础之上，形成初步的标注规范。
（2）预标注阶段。该阶段将通过实践确认标注者对规范的理解，同时检验规范的通用性与可

操作性，并在标注过程中及时调整规范，得到最终的标注规范。
（3）正式标注阶段。经过前期的标注工作，正式标注阶段采用了“程序粗提取 + 人工细标

注”的方式，以词频为指标，在 CAMRv2.0 语料中提取潜在共指元素，建构粗糙的依存三元组，
并在此基础调整修改，确保共指链标注无遗漏。最终形成完整的抽象语义表示篇章共指语料库。

5.3 语料计量分析

在这 100 篇文本中，共标注了 792 条实体共指链。每篇平均 7.92 条共指链，共指链长度
处于 2-34 之间，平均每条共指链长度为 4.35，方差为 11.87，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共指链长度变
化极大，其中有 52% 的共指链长度处于 2-5 之间，其余共指链分布长度不等且分布不均；共指
链跨句情况处于 0-34 之间，平均每条共指链跨 6.01 句，方差为 31.58；句内共指出现 509 次，
句间共指出现 2937 次，平均每条链出现 0.64 次句内共指、3.71 次句间共指，方差分别为 1.73、
7.11。经统计，各共指的出现频次见表 6（已按频次进行降序排列）。可以看到：首先，在共指关
系中，共指词与先行词一致的情况占比最高，共出现 1495 次，但其方差也最高（6.88），说明这
种共指关系出现次数最高，但在共指链中变化波动最大；其次，“:add”关系略低于“:reduce”
关系，这可能与新闻语料的语言风格相关，即在论述一个概念时，新闻通常在首次提及时便提
供最为详细的信息；最后，对于概述共指而言，使用代词指代先行词（小句），比使用短语指代
先行词（小句）更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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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指关系 总频次 平均频次/链 方差 比例（%）
:homo 1495.00 1.89 6.88 43.46
:root 792.00 1.00 0.00 23.02

:reduce 338.00 0.43 1.77 9.83
:add 309.00 0.39 1.09 8.98
:alias 278.00 0.35 0.75 8.08
:pro 200.00 0.25 0.91 5.81

:encap_pro 26.00 0.03 0.01 0.76
:encap_alias 22.00 0.03 0.02 0.64

:illustrate_of_alias 12.00 0.02 0.03 0.35
:illustrate 3.00 0.00 0.00 0.09

:illustrate_of_pro 1.00 0.13 0.13 0.03
:encap_of_alias 0.00 0.00 0.00 0.00
:encap_of_pro 0.00 0.00 0.00 0.00

表 6: 共指标签频次表

6 篇章共指语义图的构建

6.1 篇章共指语义图组成部分

本文所构建的篇章共指语义图为单根有向无环图，图中结点为共指元素，边表示共指元素
之间的关系。其中，横向关系表示共指元素的句内语义关系，纵向关系表示共指元素的共指关
系（见表 4、表 5）。上文中介绍到句子级 CAMR 共有 5 种核心语义角色关系和 47 种非核心语
义角色关系，在篇章共指中常用的 CAMR 语义角色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类。

6.1.1 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核心语义角色关系沿用 OntoNotes 体系的核心语义角色关系，标签及其代表关系如表 7 所
示。

核心语义角色关系关系标签 关系

arg0 原型施事
arg1 原型受事
arg2 间接宾语、受益者、工具等
arg3 出发点、受益者等
arg4 终点

表 7: 核心语义角色关系汇总

6.1.2 非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CAMR 中，共有 47 种非核心语义关系，理论上均可以在共指标注中使用，但常见的语义
角色关系有以下几种（见表 8）。

6.2 篇章共指语义图构建示例

篇章共指语义图为单根有向无环图，图中结点为篇章中所出现的共指概念，边表示共指概
念之间的关系，即横向的句内语义关系和纵向的共指关系。本文将从横纵角度探讨篇章共指语
义图结构，以证明基于 CAMR 体系标注和构建共指语义结构，有利于揭示篇章结构中共指链的
动态变化，挖掘篇章共指语义信息。

我们选用了 CTB8.0 中第 0226 篇新闻，该文本中含有实体共指链 13 条，共指链长度为 1-7
句不等，跨句情况为 1-9 句不等，共出现 7 次句内共指和 47 次句间共指。我们依据共指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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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非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中文说明 序号 非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中文说明

1 location 处所 6 poss 领属
2 manner 方式 7 subset 子集
3 medium 媒介 8 superset 父集
4 mod 修饰 9 topic 话题
5 part-of 部分

表 8: 用于共指标注的常见非核心语义角色关系

型与句内语义关系，架构该文本的篇章共指语义图，如图 1 所示1。图 1 以句子为基本单元，每
一个虚线框都代表一个句子平面，框的左上部为文本原句，虚线框内不同颜色的实线框为该文
本中的共指元素，已用颜色高亮加以区别，且标注在文本原句中。图中的有向实线分为横纵两
个方向，横向表示共指元素的句内语义关系（如“:arg0”标签），纵向表示共指元素之间的共指
关系（如“:homo”标签）。下面将以该文本为示例，从横纵角度探讨篇章共指语义图结构。
（1）横向：揭示句子内部共指信息。
横向以句子为基本单元，可以揭示：（1）每句共指元素的数量及嵌套情况。如 S1 句共分布

有 5 种共指现象，其中有 3 种存在层层嵌套关系。（2）每句的句内共指情况。如 S3 中“两军两
国之间的合作”和“上述问题”具有概念同一性，为句内共指。（3）共指元素的句内语义关系。
如在 S1 中，“迟浩田”的句内语义关系为“:arg0（施事）”，“坦桑”的句内语义关系为“:mod
（修饰）”。
（2）纵向：揭示句子之间概念转移。
纵向以共指链为基本单元，可以揭示：（1）共指链的起止、长度及其分布。如“会谈”共指

链，起于 S1，止于 S9，跨句情况为 9 句；共含有 3 个共指元素，分布于 S1、S3、S9，尽管出
现次数较少，但几乎贯穿本篇始终。（2）共指元素之间的共指关系。如“会谈”共指链，在全文
中并未出现变化；如“两国”共指链在篇章中也会使用“中国和坦桑”这类表达。
总之，语义关系将共指同一句、不同共指链之间的共指元素连结，共指关系将不同句、同

一共指链之间的共指元素，构成了共指语义结构的基本骨架。该图在句子层揭示了共指元素的
句内语义关系，在篇章级揭示了共指元素之间的共指关系，通过横纵关系综合观察，可总结篇
章结构中共指变化的动态性。

7 结论与未来工作

共指是近年篇章研究热点，尽管计算语言学领域相关文章更新迭代较快，但其大多为指代
消解模型的构建更新。且近年发布的多语言共指资源大多依据 2013 年发布的 OntoNotes 标注
体系而构建，在标注体系的根本设定上并未有较大突破。因此，这些语料库均存在共指关系粗疏
以及基本不考虑整句语义表示的融合等问题。本文在句子级 CAMR 体系基础之上探索共指标
注体系，从整句语义结构探索共指的演变推进；区分了 8 种共指关系类型，对共指关系作出一
定阐释；从 CAMR 中继承的句内语义关系，可结合篇章共指关系构建篇章共指语义图。基于该
标注体系构建了 100 篇新闻共指语料库。该语料库的标注信息不仅涵盖了频次、位置、间隔距
离、句法成分等经典计量指标，还拓展了基于语义结构的计量信息。在未来，我们将从以下三
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在标注体系与标注规模上，我们将扩大新闻语料的标注规模，并尝试
探索记叙文、小说等共指现象丰富的语料，完善共指标注方案；其次当标注体系稳定之后，将
依据该规范扩大语料库规模。最后，基于共指标注体系发展实体间关系和篇章修辞结构，尝试
建构整全的篇章语义结构图。

1清晰版可见网页：https://www.camrp.tech/DA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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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篇章共指语义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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