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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汉语中普遍存在一些语义场景，其语义核心不是以单个词语呈现，而是通过句子中的
某个特定结构来表达。然而当前公开发表的数据集中，只有极少数的数据集将这种特
定结构作为语义单元进行研究。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是进行汉语深层语义分析与推
理的优质资源，目前其激活框架的基本单位均为句中的一个词。本文以汉语框架语
义知识库为基础，引入构式语法，使用2020《人民日报》语料库，以“以A为B”构式
为例，建立了基于“以A为B”构式的汉语框架识别数据集，包含23849条例句，相应框
架141个。本文使用多个汉语框架识别模型及大语言模型在该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并
针对传统框架识别模型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由于目标词信息匮乏导致
的识别困难问题，提出了基于目标词转化和数据增强的两种方法，使模型准确率达到
了88.19%，有效提升了模型挖掘构式蕴含的深层语义信息的能力。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框架语义学 ；构式语法 ；“以A为B” ；框架识别

Dataset for Recognizing Chinese Semantic Frames based on the
Semantic Scenario of the “Yi A Wei B” Construction

Peiyuan Yang1,‡，，，Xuefeng Su1,2,‡，，，Juncai Li1,‡，，，Zhichao Yan1,‡，，，Qinghua Chai3,⋆，，，Ru Li1,4,⋆,†

1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
2School of Modern Logistics, Shan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University
4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 {971859815, 455375251, 1251972979, 751824801}@qq.com
⋆ {charles, liru}@sxu.edu.cn

Abstract

In Chinese, specific sentence structures often carry semantic meaning, a characteristic
underexplored in existing datasets. Leveraging the Chinese Frame Semantic Knowledge
Base, we conducted deep semantic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e “Yi A Wei B”
found in the 2020 “People’s Daily” corpus. We created a frame recognition dataset with
this structure, comprising 23,849 example sentences and 141 corresponding frames. Ex-
periments featuring multiple frame recognition models revealed recognition difficulties
due to insufficient target word information. Two approaches, target word transforma-
tion and data enhancement, increased model accuracy to 88.19%, thereby enhancing
the model’s ability to extract construction-embedded semantics.

Keywords: Frame Semantics , Construction Grammar , “Yi A Wei B” , Fram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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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汉语框架网（Chinese FrameNet，CFN）(You and Liu, 2005)是以Fillmore (1976)的
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以汉语真实语料为依据，参照伯克利大学的框架语义网
（FrameNet，FN）(Baker et al., 1998)构建的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包括框架库、句子库
和词元库。目前已有1397个框架，涉及18360个词元，同时也对69592条语句进行了标注。
目前汉语框架数据集中激活框架的词元均为单一词汇，然而，在某些句子中，独立的目标

词难以充分体现复杂的语义场景。如图1所示，图中的语句基于现有的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
只能将“为”当做目标词，激活【范畴化】框架，但【范畴化】框架并不适配该句子的语义场
景。在此句话中，“以...为...” 是一个表达语义的整体，表示“网络购物等”代表了“数字消费”。
以“以...为...”为整体作为“目标词”激起【代表】框架，更能准确体现该句子的语境及含义。因
此，为了丰富框架的语义表达，本文引入了构式语法，增加了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语义解
析数据，提升了框架语义解析能力，进一步实现对语言的深度理解。

图 1: 框架语义角色标注示例

构式语法(Fillmore et al., 1988)由Fillmore教授于1988年最先提出，其主张语言是由固定
的、有意义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被称为构式，既可以是简单的词或短语，也可以是复杂的句
子或话语。如，“爱买不买”、“爱说不说”、“爱要不要”对应的构式是“爱V不V”，该构式是一个
表达语义的整体，表示对某行为不在意或无所谓。而本文选取的“以A为B” 构式是汉语中出现
较早的一种结构，它不但在文言文中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着很大的作用(谭
世勋, 1985)，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挑战性。一方面，该构式高度抽象，有着非常丰富的子结
构，如凝固型构式：以人为本、以食为天等；半凝固型构式：以...为主、以...为例等。另一方
面，该构式的语义涵盖范围广泛，能够激活多种框架，如【代表】框架、【方式】框架、【重
要性】框架等。再者，该构式在句中能充当各种成分，如主语、宾语、状语等。该构式以其灵
活多变的结构和丰富的语义成分，展现出了显著的代表性，是目前框架语义知识库中亟待解决
的典型问题之一。

2020年《人民日报》中有新闻报道38540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篇报道中存在“以A为B”构
式。这说明了该构式广泛存在于真实语料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此外，在CFN多年的建设
中，也存在许多单个目标词激活框架后无法进行语义解析的情况，其中近八分之一的问题语句
中存在“以A为B”构式。因此，本文以“以A为B”构式为例，尝试引入构式语法来解决现有汉语
框架语义知识库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基于2020《人民日报》语料库，标注了构式及其对应框架的例句23849条，梳理出相应

框架141个，构建了超过206万字规模的构式-框架数据集。并且以该数据集为基础，提出了一种
面向构式的框架识别方法，并在多种现有模型上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
能有效挖掘构式所蕴含的深层语义信息，显著提高模型针对以“以A为B”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
别准确率。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山西大学自2004年开始在英文框架网(FN)的基础上建立汉语框架网(CFN)，基于汉语框架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1936012)；山西省科技合作交流专项项目（202204041101016)；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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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资源，在框架排歧、零形式识别与填充、篇章结构生成与关系识别等任务上，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为汉语深层语义分析与推理提供支撑。如李济洪et al. (2010)等人基于CRF在CFN数据
集上进行语义角色标注，屠寒非et al. (2016)等人提出一种基于主动学习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效
果，Wang et al. (2020)等人提出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汉语框架语义角色标注方法以获取句子的
长距离信息。2023年山西大学首次公布汉语框架网数据集(CFN2.0)并开放汉语框架语义解析评
测(Li et al., 2023a)。目前汉语框架网中框架语义资源包括框架库、词元库、例句库、篇章库等
都已具有一定规模，然而其词元库中的目标词均为单一词汇，无法表示构式的深层语义。

构式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Fillmore
(1988)等学者对习语的研究，是在反思、批判生成语法及其衍生的其他语法知识模型的基础上
产生、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重要
内容(文旭and 司卫国, 2021)。

目前的汉语构式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具体构式的个案研究，且大多集中在构式的语义描写、
构式的语用功能特色、构式的认知机制等方面。如孙瑜等人对“先X为敬”构式的生成机制和语
用功能的研究，魏在江and 赵帮华 (2024)对隐喻式否定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的研究。而这些研
究对于汉语构式知识的形式化表示以及在计算机自动分析中的应用等都还很少涉及。

北京大学为了推进构式语法理论在汉语语法领域的研究，并使构式语法理论在计算机领域
发挥实际效用，建设了现代汉语构式知识描述数据库(詹卫东and 王佳骏, 2022)，采用类似词库
的方式，将真实语料中实际运用的构式形式逐条收录，并详细描写每个构式的内部构成情况、
构式整体的语法、语义、语用属性。

本文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构式知识描述数据库基础上，采用其构式界定标准、分类方式和
术语体系，以“以A为B”构式为例，将汉语框架网与构式相结合。一方面，丰富了框架的语义表
达，解决了部分汉语框架网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为构式语法理论在中文信息处理等计算
机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方案。

3 构构构式式式-框框框架架架语语语义义义和和和数数数据据据资资资源源源构构构建建建

3.1 待待待标标标注注注语语语料料料筛筛筛选选选

《人民日报》语料库以其规模宏大、主题丰富、规范性强及可靠性高的特点，成为进行各
种中文自然语言处理训练的优质选择。如表1所示，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语句共960418条，
根据是否含有构式中的词及是否表达构式含义分为三类。

类类类别别别 样样样例例例 数数数量量量

无无无“以以以”和和和“为为为”：：： 记者实际探访了独子山矿区。 924016

有有有“以以以”和和和“为为为”但但但
不不不是是是构构构式式式：：：

...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该完全可以成为相互需要的合作伙
伴。

12553

含含含有有有构构构式式式：：： 近年来，以网络购物、网络娱乐、在线医疗等为代表的数
字消费迅猛发展

23084

表 1: 人民日报语料分类

确定含有构式中的词（“以”和“为”）后，根据是否表达构式含义分为了正负两类。其中正
类是指含有“以A为B”构式的语句,例如: (1)近年来，以网络购物、网络娱乐、在线医疗等为代
表的数字消费迅猛发展。(2)今年的政府工作，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为主线。这两句话中的“以网络购物、网络娱乐、在线医疗等为代表”和“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 就是“以A为B”构式，并且句(1)符合“代表”框架所描述的场景；
句(2)符合“方式”框架所描述的场景。

相对而言，负类是指含有“以A为B”样式，但不表达“以A为B”构式含义的语句，例如:
(1)...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该完全可以成为相互需要的合作伙伴。” (2)天然雪质地松软，并不适
合比赛。人造雪可以打造出符合竞技场地技术规范要求的赛道为运动员提供公平竞赛条件。这
两句话中都含有“以”和“为”，但是“以”和“为”不单独成词，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不属于本文研
究的“以A为B”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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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区分正负两类数据的问题，本文对抽取出的35637条正负类数据进行了深入的语言学分
析，建立了一套符合“以A为B”构式的语言学特征的分类体系。其中主要包含了如下三条规则：

(1)包含的“以”和“为”必须在同一短句中，不允许出现跨标点的情况（顿号除外）。(2)在分
词时，“以”和“为”必须被分为单独的词，不允许出现“以”和“为”和其他词粘连的情况。(3)在进
行语义依存分析时，“以”和“为”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关系，且“为”依存于“以”。

根据以上三条规则，本文对含有“以”和“为”的五万余条语料进行了筛选，并选取了其中
的1000条数据进行了人工验证。经过测试，根据规则区分出的正负两类数据与人工筛选的吻
合率达到了90.6%。证明了所提出规则的有效性，因此，研究依据这套分类体系，从35637条含
有“以”和“为”的人民日报数据中选取了23849条正类数据作为下一步框架识别任务中的待标注语
料。

3.2 数数数据据据标标标注注注

3.2.1 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汉语框架语义网语义标注的基本单位是由一个框架承担词和若干框架元素组成的语义结
构(Li et al., 2024)。框架承担词包括动词、形容词和名词，它们是标注工作的着眼点，称之为
目标词。本研究构建的数据集尝试将汉语框架语义网中现有的目标词由单一词汇扩展为构式，
即以构式为激活框架的词元。每个标注实例中的目标词（构式）由系统依据位置信息给定，标
注人员根据标注实例的语义信息确定待标注实例中目标词的选择是否合理。在确定标注实例的
目标词选择无误后，标注人员需要遵循以下三条标注规范进行正式标注：

(1)依据标注实例的语义信息确定目标词边界。句中的“以A为B”构式在“为”之后可能存在
修饰限定成分，如“茶马古道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 这句话中，“以...为
主要运输方式”是一个完整的“以A为B”构式，其中“B”为“主要运输方式”，“主要运输”是对方
式的修饰和限定。因此本句中的目标词边界应为“以...为主要运输方式”，而不是“以...为主
要”。标注人员在进行标注时需根据语义信息，确定目标词的边界，确保标注数据的准确性。

(2)依据框架含义及框架所对应的框架元素信息确定该句中目标词所匹配的框架。如图2所
示，CFN中的框架是一个树状结构，框架之间存在上下位继承关系。例如：【有意行为】框架
是一个较为上位的框架，其框架含义为：有意志的生命所进行的活动；【有意创造】框架继承
自【有意行为】框架，其框架含义为：创造者可能由成分创造出一个新的实体，创造物；【生
产制造】又继承自【有意创造】框架，其框架含义为：生产者出于商业目的，用某种资源生产
产品。可以看出，越靠上位的框架，其概念越抽象，适用范围越广；越靠下位的框架，其概念
越具体，适用范围越单一。在为待标注实例匹配框架时，会遇到多个框架都匹配的情况。要求
标注人员对框架语义知识库中的框架关系有深入了解，根据框架之间的继承关系，遵循“下位框
架优先”的原则，选择待标注实例所匹配的框架中框架概念最具体的框架。

(3)在实际标注过程中，有些待标注句子本身存在错误，如构式位置匹配有误或句子长度过
长的问题。对于这类句子，标注人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句子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删减，以确
保标注数据的准确性。

.

图 2: 框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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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待待待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例例例分分分配配配

由于“以A为B”构式所表达的含义与“B”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确保人工标注的一致性及准
确性，尽量让每个标注人员及审核人员所标注、审核的数据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因此在
进行人工标注前，根据“B”的词性对“以A为B”构式进行了分类，并将归类后的数据按类别分配
于不同的标注人员。如表2所示，分类后确保了每个标注人员分配到的待标注实例均为同一类
别。

“B”类类类别别别 待待待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例例例

“B”为为为名名名词词词
...要以以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为为主线。

以以以规范制度和制约权力为为为核心，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

“B”为为为形形形容容容词词词
可是，现在的人们不但不复以以以窄窄金莲为美，反异口同韵的诋为为为丑恶。

...对什么也有主张，而且以以以扯谎为为为荣。

“B”为为为动动动词词词
我们的敌人，哼，只以以以流血为为为享受，而毫无禁忌。

这是由心中平静而然，并不是以以以退为为为进。

表 2: 构式分类

此外，在分配任务时使用了贪心算法，该算法给每个标注人员和审核人员分配数据时，会
尽可能分配标注人员和审核人员曾经标注和审核过的“以A为B”构式，充分的保证了数据标注的
准确、高效。

3.3 标标标注注注流流流程程程

本研究基于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及新构建的“以A为B”构式数据集，开展了语料标注工作。
整个标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标注人员使用少量数据进行预标注，根据标注结果对标
注人员进行讲解及培训。确保标注人员对任务有较深的理解。依据第一阶段的标注经验，对标
注流程和系统进行优化，第二阶段展开大规模的标注工作。为了使人工标注更加便捷高效，研
究还构建了一个轻量级的标注网站。

参与标注的人员分为标注人员，审核人员及答疑人员, 本文将对一个句子的标注称为一
个“标注实例”，一个标注实例包含以下基础信息：(1)含有待确定框架的“以A为B”构式完整语
句。(2)经过筛选的所有待选择框架。每个标注实例都会被分配给两名不同的标注人员，标注人
员根据语义信息及框架含义进行框架选择。在标注人员标注完成后，标注实例进入审核流程。
一审人员会对两个标注人员的标注结果提出意见，然后交由二审人员进行最终的审核。二审人
员给出最终答案后，经审核的实例结果会返回给标注人员，如果标注人员无异议，则根据最终
结果进行学习。如果标注人员有异议则由答疑人员进行解答并给出最终答复。答疑老师会针对
标注遇到的问题及时对数据或知识库进行更新或修改。详细标注流程如图3所示。

.

图 3: 标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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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规规规模模模及及及分分分布布布

本研究共标注了23849条数据。其中有138个句子长度过长，243个句子中构式的位置未被正
确识别，还有384个句子本身存在错误。最终获得了23084条高质量的标注语料，每条语料都被
匹配了唯一的框架，该构式-框架数据集共涉及到141个框架，其中131个框架已存在于汉语框架
语义知识库中，还有10个框架待创建。数据集中各框架的分布如图4所示。

.

图 4: 框架数量频数分布直方图

由图可见，存在大量框架仅具有少数例句的情况，甚至超过半数的框架仅具有20条以下的
例句，而例句数最多的框架则具有2256条例句，虽然呈现长尾分布现象，但符合人类在进行自
然语言描述时的现实规律，这种现象增加了数据的复杂性。这些特点对框架语义分析模型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

此外，本文对“以A为B”构式进行了梳理，按照“B”的内容对数据集进行了分类，整理出不
同类型的“B”内容共计413种。如图5所示，存在一种构式类型对应多种框架的情况，也存在一
种框架对应多种构式类型的情况，即构式类型与框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情况。这样的分布情
况使得构式-框架数据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对框架识别模型的识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模
型不能简单的通过构式的匹配来确定框架，必须学习到构式在句中的深层次含义。

.

图 5: 构式类型与框架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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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以以构构构式式式为为为目目目标标标词词词的的的框框框架架架识识识别别别

框架语义解析(Frame Semantic Parsing, FSP) 最早由Gildea and Jurafsky (2002)基于英文
框架网数据FrameNet提出，是一种细粒度语义分析任务，能表示特定词（目标词）在句子中
所能激活的语义场景（框架）以及该场景对应的语义角色。因此，FSP被广泛地应用于机器阅
读理解(Guo et al., 2020b; Guo et al., 2020a; 王智强et al., 2016)、文章摘要抽取(Guan et al.,
2021a; Guan et al., 2021b)、关系抽取(Zhao et al., 2020)及文本生成(谭红叶et al., 2018) 等多种
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而框架识别（Frame Identification 以下简称FI）是进行FSP的前提(Su et
al., 2021b)，该任务是给定可激活框架的目标词，根据上下文语境，从多个所属框架中选取最
符合该目标词语境的语义框架的任务。

该任务的形式化定义如下：给定包含目标词的句子S ，记为S = (w1, w2, ..., wn)，其中wi为
组成句子的第i个词，其中1 ≤ i ≤ n。待识别目标词记为wt，wt ∈ S。要求通过上下文的语义场
景从给定的框架库F = {f1, f2, ...fn}中选择出合适的框架ft，记为式(1)：

ft = argmaxP (fi|S,wt)
fi∈F,wt∈S

(1)

本文中所有框架识别实验均使用accuracy作为评价指标，其中N ′为所有样本总数，yi为每一个
样本的原始标签，f̂(xi)为模型预测结果。具体定义如公式(2)所示：

Acc =
1

N ′

N ′∑
i=1

I
(
yi = f̂(xi)

)
(2)

4.1 模模模型型型介介介绍绍绍

EMARoberta(Huang et al., 2023) 一种基于多优化策略的框架识别方法，采用多种优化
策略以解决模型不稳定的问题，提高模型鲁棒性。采取的优化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1)指数
滑动平均(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EMA)(Klinker, 2011)：给予近期数据更高权重，对模
型参数做平均，使得模型参数的更新与一段时间内的历史取值有关，可以提高模型在测试集
上的鲁棒性。(2)Warm-up策略：训练开始前先使用一个较小的学习率进行一定的迭代次数，
使得模型逐渐适应数据集的特征，让模型的权重更新更加平稳，减少训练时的震荡和不稳定
性。(3)FGM对抗训练(Miyato et al., 2021)：对embedding层在梯度方向添加扰动，引入噪声，
既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又提高了模型的鲁棒性。

RoPEBert(Li et al., 2023b) 一种基于旋转位置编码的框架识别方法(Su et al., 2021a)，针
对在框架识别中会丢失目标词与整体句子之间的位置信息关系的问题，使用了一种基于旋转式
位置编码的方法来计算实体之间注意力信息，然后进行分类和抽取，该方法使用旋转矩阵对绝
对位置进行编码，同时将显式的相对位置依赖性纳入自注意公式中。

4.2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划划划分分分

本研究将之前构建的标注语料数据集按照7：1：2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
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框框框架架架数数数 标标标注注注句句句子子子数数数 平平平均均均长长长度度度

训训训练练练集集集 82 16242 92.7

验验验证证证集集集 68 2367 83.8

测测测试试试集集集 80 4675 84.1

表 3: 数据集划分

本文在划分数据集时遵循以下三条规则：(1)训练集中的框架应该在验证集和测试集中
出现。(2)相同的框架，但是“B”不相同，一些“B”在测试集中出现，但是在训练集中不出
现。(3)相同的“B”但是框架不相同，则有些框架在训练集中出现，有些框架在测试集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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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上三条规则对本文构建的构式-框架数据集进行划分，测试模型在进行框架识别时是否具
备一定的泛化能力和排歧能力，在面对复杂数据集时能否正确的识别出目标框架。

4.3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及及及分分分析析析

本文使用CCL2023-Eval汉语框架语义解析评测任务所提供的基线模型(Li et al.,
2023a)，EMARoberta模型及RoPEBert模型作参考，三种模型均采用原论文给定的参数设置。
在本文构建数据集的测试集上，最终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Acc是模型所预测的所有测

试集数据整体的准确率，AccR2是所有根据划分规则二划分后的数据准确率，AccR3是所有根
据划分规则三划分后的数据准确率。

Models Acc(%) AccR2(%) AccR3(%)

Bert 13.63 8.48 6.57
EMARoberta 38.26 38.29 12.39
RoPEBert 42.81 17.49 32.62

表 4: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在目标词为单一词汇的框架识别任务中，表现较好的模型在直接迁移到以
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时表现欠佳。本文选取了部分三种模型都存在的错误进行案例
分析，如表5所示。其中，依据划分规则(2)，在划分时将所有“以A为代表”的被标注为【代表】
框架的标注实例放入了训练集中，但是没有放入“以A为标志”的被标注为【代表】框架的标注
实例。这一规则旨在考察模型在进行框架识别时是否具备泛化能力。实验结果表明，三种模型
的泛化能力较弱，导致了模型在寻找“以A为标志”的数据所匹配的框架时，出现了较大的错误
率。没有将“以A为标志”的被标注为【代表】框架的数据正确的识别为【代表】框架。而根据
划分规则(3)，将“以A为典型”的标注为【实例】框架的标注实例放入了训练集中，但是没有放
入“以A为典型”的标注为【范例】框架的数据。这一规则旨在考察模型在进行框架识别时是否
具备排歧的能力。实验结果表明，三种模型的排歧能力也较为薄弱，使模型将绝大部分“以A为
典型”的数据都笼统的识别为了【实例】框架，没有根据上下文语境对“以A为典型”构式和【范
例】框架、【实例】框架进行深入理解，导致了错误的产生。这也与传统的框架识别模型在进
行框架识别时，过分依赖目标词所蕴含的语义信息有关。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
中，构式所蕴含的信息不像单一词汇那样丰富、明显，需要模型根据大量的数据进行学习、挖
掘，而这也是现有的框架识别模型所欠缺的。

构构构式式式类类类型型型 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例例例 模模模型型型识识识别别别框框框架架架 正正正确确确框框框架架架

代代代表表表
近年来，以网络购物、网络娱乐、在线医疗等
为代表的数字消费迅猛发展。

代表 代表

标标标志志志
我们相信，以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标
志...

目标 代表

典典典型型型
记者以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西宋壁村为典型，
用解剖麻雀的方式进行了蹲点式采访。

实例 实例

典典典型型型
本书以钱学森为典型人物，阐述科学家精神内
涵与外延。

实例 范例

表 5: 部分框架识别结果

4.4 面面面向向向构构构式式式目目目标标标词词词的的的框框框架架架识识识别别别方方方法法法

传统的利用单一目标词框架识别任务中，目标词为句子中的单一词汇，含有一定的词义信
息帮助模型进行识别，但是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目标词为一种结构，如本文
的“以A为B”构式，目标词为“以”，“为”这两个字，本身蕴含的信息较少，不能辅助模型进行框
架识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尝试将目标词除“以”，“为”这两个字外，再加入“以A为B”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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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核心信息“B”。因为“以A为B”构式中的“B”往往与构式的含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
目标词从仅有“以”和“为”两个字转变为“以”，“为”和“B”，通过这种方法来增强模型对构式的
理解，提高模型的排歧能力。

针对解决模型泛化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以“B”为重要提示信息，进行数据增强，向
训练集中增加了一定数量“B”的近义词信息，即使用近义词替换“B”中的词汇，不改变其他信
息。增强方式如图6所示。

图 6: 数据增强方式

经实验证明，在经过数据增强（Data Augmentation）及目标词转化（Target Word Con-
version）后，三种模型的性能均有显著的提高，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这证明了我们提出的两种
方法的有效性。

Models Acc(%) AccR2(%) AccR3(%)

Bert 78.53 83.69 38.46
EMARoberta 88.19 88.17 80.76
RoPEBert 82.46 80.69 88.46

表 6: 实验结果

4.5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为了证明数据增强及目标词转化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消融实验，将数据增强及目标词转
化的方法从模型中剔除，最终的实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得出：(1)将数据增强模块去掉后，
模型准确率在Bert模型上下降了27.81%；在EMARoberta模型上下降了12.7%；在RoPEBert模
型上下降了4.82%。说明了数据增强方法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的有效性。(2)将
目标词转化模块去掉后，模型准确率在Bert模型上下降了45.91%；在EMARoberta模型上下降
了28.66%；在RoPEBert模型上下降了17.34%。说明了目标词转化方法能够有效增强模型对句
中构式的理解，也证明了目标词转化模块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的有效性。

Models -DA(%) -TWC(%)

Bert 50.72 32.62
EMARoberta 75.49 59.53
RoPEBert 77.64 62.15

表 7: 消融结果

4.6 在在在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上上上的的的实实实验验验

在本文所构建的数据集的基础上，选取了1000条数据进一步在GPT3.5(Ouyang et al.,
2022)和Gemini(Team et al., 2023)上进行了测试。实验主要针对Zero-shot和Few-shot两种不同
场景设定，利用如图7所示的方法构建了提示模版。在Zero-shot场景下，提示模板中不提供任
何带有答案的信息，仅说明任务需求，评估大语言模型自身是否具有框架语义的相关知识，并
分析其能否利用相关知识解决框架识别问题。在Few-shot场景下，提示模板中提供了三条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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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的示例样本，使得大语言模型能更好的理解任务需求，从而评估大语言模型能否有效
利用少量的示例信息来提升框架识别能力。

图 7: 提示模版构建

实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此可见，面对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大语言模型在Few-
shot场景下的框架识别能力要显著优于Zero-shot场景，这表明大语言模型具备的上下文学习能
力在框架语义分析任务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能够根据提示样例更好的理解任务需求。然而，
无论是在Zero-shot还是Few-shot场景下，大语言模型在以构式为目标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的表
现与传统模型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Models zero-shot(%) few-shot(%)

Gemini 23.5 37.5

GPT-3.5 12.8 21.5

表 8: 大模型框架识别结果

5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以2020年《人民日报》语料库为基础，选取了23849条具有“以A为B”构式的语句作为
待标注对象，依据汉语框架标注规范进行了人工标注。最终建立了具有141个框架，超过206万
字规模的构式-框架数据集。同时利用了多种框架识别模型及大语言模型进行测试，既验证了数
据集的质量，也为框架识别模型的改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验证了大语言模型在以构式为目标
词的框架识别任务中距传统模型还有一定差距。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基于语言认知的汉语框架语
义知识库构建理论，为框架语义知识库扩充和复杂语义场景分析打下一定基础。
然而，本文构建的构式-框架数据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之后将会从以下几点继续改进

现有的资源：(1)目前数据集中所覆盖的构式单一，拓展构式种类，增加数据集的多样性；(2)数
据集中有较多框架包含的标注实例较少，使用《人民日报》语料库以外的其他语料库，如高考
阅读理解语料库等,增加框架下的标注实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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