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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描述了队伍坜坔坥坬坥坁坉圢在坃坃坌圲地圲圴古文历史事件类型抽取评测任务（坃坈坅坄圲地圲圴）
中提交的参赛系统。该任务旨在自动识别出古代文本中的事件触发词与事件类型，
其中事件类型判别被分为粗粒度和细粒度的事件类型判别两部分。为了提高古文历
史事件类型抽取的性能，我们结合了大模型和小模型，并采用了半监督自训练的方
法。在最终的评估中，我们在触发词识别任务得分地圮圷圶圳，粗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
分地圮圸圴圲，细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分地圮圷圷圹，综合得分地圮圷圹圱，在所有单项任务和综
合评分上均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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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古文事件抽取是从自然语言文本中识别和提取相关事件信息的过程，这是正确分析古汉语
文本、进一步提升事件抽取技术及中国古代历史文本的数字化研究水平的重要步骤。然而，古
代事件抽取任务缺乏公开的用于模型训练和评测的数据资源，制约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除此
之外，针对古代汉语的信息抽取任务还面临着古文句法语义复杂，使用范围小的复杂挑战。

为了进一步推动古代文本事件抽取任务的研究，研究者依托中国古文历史事件检测数据集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推出古文历史事件类型抽取评测任务，该评测任务共分为三个子任务，分别是
触发词识别，识别出文本中触发词及其位置；粗粒度事件类型判别，识别出触发词所属的粗粒
度事件类型；细粒度事件类型判别，识别出触发词所属的细粒度事件类型。具体如图圱所示。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一种结合大小模型的半监督自训练方法，用于提升古文事件抽取任
务的性能。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利用比赛提供的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得到初始的模型；其次利用
该模型在同领域的二十四史未标注古文数据上生成伪标签，利用标签一致性筛选得到的高质
量的伪标签数据；最后利用伪标签数据与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进行训练得到最优结果。值得注意的
是，在古文事件抽取任务中，由于古文事件抽取任务数据中存在标签不均衡的现象，我们利用
大模型强大的泛化能力提高模型在稀缺标签数据上的准确率，弥补小模型在该类数据上的性能
损失。

我们的系统在最终线上评测中触发词识别任务得分地圮圷圶圳，粗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
分地圮圸圴圲，细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分地圮圷圷圹，综合得分地圮圷圹圱，排名第一。

进军建德，擒贼帅赵桑干。

军事 军事

军事\备战\出兵 军事\作战\俘虏

坆坩坧坵坲坥 圱场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任务示例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事件抽取的主要目标是从文本数据中获取事件信息，事件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形式，是指
某一特定时间、某一特定地点发生的某一特定事件，涉及一个或多个参与者，通常可以用状态
的变化来描述在坄坯坤坤坩坮坧坴坯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地圴圩。事件抽取任务旨在将此类事件信息从非结构化的纯文
本中提取成结构化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描述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信息。事件抽取可以作
为许多任务的前提，比如信息检索、推荐系统、智能问答、知识图谱构建等，这些任务都依赖
于事件抽取任务从文本中提取出的结构化事件信息。事件抽取的主要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分别
是基于分类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基于阅读理解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基于序列标注任务的事
件抽取方法和基于序列到结构生成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

基于分类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通常将事件抽取任务转化为多类别分类问题，该方法将每个
文本片段或句子分类为预定义的事件类型在坍坥坫坡坬坡 坡坮坤 坓坨坡坮坧圬 圲地圲地圻 均坵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这要求
预先定义一组事件类别，并为每个类别构建相应的训练样本。在基于分类的任务中，触发器识
别是对一个词是否为触发器进行分类，在确定事件类型后，再将句子中的实体分类为预定义的
论元角色。该方法的特点是简单直观，易于实现和解释。它适用于事件类型较少且确定的情
况，且对每个事件类型的分类效果较好。然而，它忽略了事件内部结构的细节。

基于机器阅读理解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通过利用机器阅读理解模型来从文本中抽取事件信
息在均坵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地圩。该方法要求模型能够理解文本的上下文，定位事件的触发词、事件论元
和其他关键信息，并将其结构化表示。在基于机器阅读理解的时间抽取任务中，模型首先需要
确定文本所属的事件类型，然后根据事件类型确定要提取的事件论元。首先根据触发词分类确
认文本的事件类型，然后为每个论元设计一个问题模式。最后，基于机器阅读理解的事件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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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设计好的问题模式逐个应用于提取模型，根据输入文本获取答案，每个答案对应一个事
件论元。基于机器阅读理解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具有捕捉事件上下文信息的优势，能够提供更
丰富的事件抽取结果在坃坨坥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然而，该方法对模型的理解和推理能力要求较高，需
要模型具备对文本上下文进行推理和抽象的能力。

基于序列标注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将文本中的每个词标注为事件的不同组成部分，如触发
词和论元，常用的序列标注方法包括命名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在均坵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地圩。序列标注任
务是基于词级别的多分类任务，旨在基于词级别事件类型进行直接匹配和提取事件论元。它主
要涉及两个核心任务：事件类别的识别和分类，以及事件论元的提取。基于序列标注的事件抽
取方法简单、快速，能够实现事件类型与事件参数的匹配，而无需使用额外的特征。在基于序
列标注的任务中，触发词识别是将文本中一个单词标记为触发词的过程。通过序列标注方法，
可以将目标事件从文本中标注出来，使其适用于事件提取任务。对于给定的文本事件类型，通
过序列标记模型对事件论元进行标记。序列标注模型输出的序列对文本中的所有单词进行了标
注。虽然基于序列标注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能够对文本进行细粒度的标注，捕捉事件的具体信
息，但它需要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和对序列建模的技术支持。

基于序列到结构生成的事件提取方法采用端到端的方式从文本中提取事件信息，它将所有
任务统一建模为一个模型，并直接生成事件的触发词和事件论元，这种方法通常使用编码器圭解
码器结构在坌坵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在基于序列到结构生成的任务中，模型通过统一建模和预测不同的
标签，可以实现对事件抽取的端到端处理。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直接生成事件抽取结果，无需预
定义的类别或标签。这种方法能够捕捉文本中复杂的事件结构和上下文信息，并提供结构化的
事件抽取结果。然而，基于端到端生成任务的事件抽取方法对大量的训练数据和计算资源要求
较高。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大语言模型在块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圴圩与小语言模型在坌坩坵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圩来完
成评测任务，具体来说，在小模型上我们使用均坒坔坅在坒坥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该方法通过一个迭
代的模型来提升对全局特征在均坬坯坢坡坬 坆坥坡坴坵坲坥圩的学习，进而提高模型性能；在大模型上我们使
用坘坵坮坺坩坁坌坌坍，该模型经过古文领域的持续训练在古文任务上具有较好的表现，可以准确剖析
古籍文本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模型在古文事件抽取任务上的效果。

3 方方方法法法

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了一种半监督自训练学习的方法，通过融合大小模型的优势，显著提
升了古文事件抽取的性能。半监督自训练学习方法如算法圱所示，下面我们将在各个小节详细介
绍每个模块的具体细节。

坁坬坧坯坲坩坴坨坭 圱场 半监督自训练学习方法

坉坮坰坵坴场 有标签数据Dl圬 无标签数据Du圬 初始模型M
坏坵坴坰坵坴场 训练好的模型M ′

圱 用有标签数据Dl 初始化模型M 圻
圲 D′

u ← Du圻
圳 坷坨坩坬坥 未达到停止准则 坤坯
圴 在Dl ∪D′

u 上训练模型M 圻
圵 使用模型M 为无标签数据D′

u 生成伪标签圻
圶 基于一致性检验筛选高质量的伪标签数据圻
圷 D′

u ← 选取的高质量伪标签数据圻

圸 在Dl ∪D′
u 上训练最终模型M ′圻

圹 坲坥坴坵坲坮 M ′圻

圳圮圱 模模模型型型初初初始始始化化化

在古文事件抽取任务中，由于古文事件抽取任务数据中存在标签不均衡的现象，我们利用
大模型强大的泛化能力提高稀缺样本的准确率，弥补小模型在该类数据上的性能损失。具体来
说，我们使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训练集初始化大模型与小模型，其中小模型部分经过对比我们选择在
古文事件抽取中表现最好的均坵坷坥坮坂坅坒坔作为基座模型，我们将事件抽取任务转换为关系抽取
任务，使用均坒坔坅方法通过对全局特征的学习提高从古文文本中抽取事件触发词与细粒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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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准确率。大模型部分我们选择经过古籍数据微调的坘坵坮坺坩圭坂坡坩坣坨坵坡坮圭圷坂作为基座模型，构
造直接从原始文本中获取事件触发词与细粒度事件类型的指令。

圳圮圲 伪伪伪标标标签签签生生生成成成

为了获取更多与古文事件抽取相关的高质量训练数据，我们首先从网络上获取了开源的
《二十四史》原文，其次通过规则方式筛选出圱圷坷无标签数据，再次利用初始化的大小模型对
无标签数据进行预测，最后利用标签一致性检验策略从中过滤筛选出圴坷条高质量伪标签数据。

标签一致性检验主要通过比较大模型和小模型对于同一条数据预测标签是否一致来判断该
标签是否可靠，同时为了缓解训练数据中类别不均衡问题，我们提高了大模型预测结果中稀有
类别标签数据的采纳比例。通过一致性检验可以筛选出高质量的伪标签，减少低质量标签对模
型训练的负面影响，利用多次预测的标签一致性能够捕捉更可靠的样本信息，从而提升模型的
泛化能力，通过有效过滤掉噪声数据和错误标签可以确保模型训练数据的纯净度。

圳圮圳 训训训练练练策策策略略略

为了更好的利用数量较少的高质量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我们在训练过程中首先使用伪标签数
据作为训练集，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作为验证集，当模型在伪标签数据上达到稳定状态时，切换到
高质量的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先使用伪标签数据再使用真实标签数据训练策略可以有效提高模型
性能。先使用伪标签数据进行训练，有助于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和对数据的理解；后用真实标
签数据进行训练可以使模型更快地收敛并获得更好的性能。同时这种方法还能够降低对有标签
数据的依赖，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有标签数据资源。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伪标签数据与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中通过上下文增强策略提高模型对于稀
缺样本预测的准确率，具体来说，对于稀缺样本，我们从训练集中将其与前后若干条数据进行
拼接，然后将其加入训练数据。

4 实实实验验验

为了提高古文事件抽取任务上模型的性能表现，我们针对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进行了若干实
验，值得注意的是，本小节实验结果均基于坃坈坅坄圲地圲圴验证集中细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计算
得到。

圴圮圱 基基基座座座模模模型型型对对对比比比

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处理古籍领域文本的基座模型，我们首先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分别尝
试了若干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实验结果如表圱示。

Model BERT RoBERTa-base SIKU-BERT-base SIKU-RoBERTa-base BTfhBER Guwen-NER-RoBERTa-base

CHED2024 dev 0.7032 0.7287 0.7735 0.798 0.793 0.828

坔坡坢坬坥 圱场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实验结果

表圱展示了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验证集上在均坒坔坅结构下，不同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性能表现，
其中的坆圱得分为该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最高坍坩坣坲坯圭坦圱得分。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均坵坷坥坮圭
坎坅坒圭坒坯坂坅坒坔坡圭坢坡坳坥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表现最佳，因此在本次评测中我们选择该模型作为
后续实验的基座模型。

圴圮圲 均坒坔坅 坖坓 均坐坌坉坎坋坅坒

我们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对均坒坔坅方法与均坐坌坉坎坋坅坒方法上进行对比，利用圵折交叉训练
的方式在训练集上进行训练，在验证集上的的实验结果如表圲所示：

我们将事件抽取的任务改为关系抽取的任务形式，表圲展示了均坒坔坅方法与均坐坌坉坎坋坅坒方
法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微调后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均坒坔坅方法的模型性能优
于均坐坌坉坎坋坅坒方法，在坍坩坣坲坯圭坦圱上获得了圴圮圶圥的相对提升，我们在后续的实验中选用均坒坔坅作
为抽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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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GRTE GPLINKER

Fold-0-Micro-f1 0.765 0.768
Fold-1-Micro-f1 0.789 0.774
Fold-2-Micro-f1 0.824 0.704
Fold-3-Micro-f1 0.847 0.827
Fold-4-Micro-f1 0.802 0.798
Average 0.828 0.791

坔坡坢坬坥 圲场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均坒坔坅与均坐坌坉坎坋坅坒的实验结果

圴圮圳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为了利用大量的无标注数据，我们基于半监督自训练的方式获取了高质量的伪标签数据，
并通过上下文增强的方式提高稀缺样本的准确率，为了证明伪标签数据与上下文增强策略的有
效性，我们基于伪标签数据与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如表圳所示。

Metric Micro-f1 Macro-f1

CHED2024 dev 0.828 0.723
CHED2024 dev+Context 0.831 0.752
CHED2024 dev+Pseudo 0.904 0.768

坔坡坢坬坥 圳场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验证集上模型微调的实验结果

表圳展示了坃坈坅坄圲地圲圴验证集上均坵坷坥坮圭坎坅坒圭坒坯坂坅坒坔坡圭坢坡坳坥圫均坒坔坅方法的实验结果，
其中坃坈坅坄圲地圲圴 坤坥坶表示只使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训练集与验证集，坃坈坅坄圲地圲圴 坤坥坶圫坃坯坮坴坥坸坴表示
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上利用稀缺样本的上下文对其进行数据增强，坃坈坅坄圲地圲圴 坤坥坶圫坐坳坥坵坤坯表
示使用坃坈坅坄圲地圲圴与通过半监督自训练方法获取的高质量伪标签数据。基于上下文对数据集稀
缺样本进行增强，具体来说，对于稀缺样本，我们从训练集中将其与前后若干条数据进行拼
接，然后将其加入训练数据。实验结果表明加入上下文增强后的稀缺样本数据可以在坍坩坣坲坯圭
坦圱上获得地圮圳圥的相对提升，在坍坡坣坲坯圭坦圱上获得圴圮地圥的相对提升。我们还利用半监督自训练的方
式从大量无标注数据中获取高质量的伪标签数据提高模型最终的性能。在对于伪标签数据的
利用上，我们先利用伪标签数据作为训练集，坃坈坅坄圲地圲圴作为验证集，当模型在伪标签数据
上达到稳定状态时，切换到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数据集。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验证集上坍坩坣坲坯圭坦圱获得
了圹圮圲圥的相对提升，在坍坡坣坲坯圭坦圱上获得了圵圮圲圥的相对提升。

坔坡坳坫 坒坡坮坫 坅坸坡坣坴 坓坵坢坳坥坴 坓坣坯坲坥

坔坲坩坧坧坥坲 块坯坲坤 坒坥坣坯坧坮坩坴坩坯坮 圱 地圮圶圳圶 地圮圸圸圹 地圮圷圶圳

坔坡坳坫 坒坡坮坫 坍坡坣坲坯圭坦圱 坍坩坣坲坯圭坦圱 坓坣坯坲坥

坃坯坡坲坳坥圭坧坲坡坩坮坥坤 坅坶坥坮坴 坔坹坰坥 坃坬坡坳坳坩圌坣坡坴坩坯坮 圱 地圮圸圳圹 地圮圸圴圵 地圮圸圴圲

坆坩坮坥圭坧坲坡坩坮坥坤 坅坶坥坮坴 坔坹坰坥 坃坬坡坳坳坩圌坣坡坴坩坯坮 圱 地圮圷圴圳 地圮圸圱圴 地圮圷圷圹

坔坡坢坬坥 圴场 坃坈坅坄圲地圲圴测试集上模型的实验结果

表圴展示了我们队伍在最终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其中触发词识别任务得分为地圮圷圶圳，排
名第一；粗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分为地圮圸圴圲，排名第一；细粒度事件类型判别任务得分
为地圮圷圷圹，排名第一，综合得分地圮圷圹圱，排名第一，具体计算过程如公式圱所示：

坔坯坴坡坬 坓坣坯坲坥 圽 坔坡坳坫 圱× 地.圴 圫 坔坡坳坫 圲× 地.圳 圫 坔坡坳坫 圳× 地.圳 在圱圩

5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在本次坃坃坌圲地圲圴古文事件抽取评测中，我们利用大小模型结合与半监督自训练的方式从开
源的无标注数据中获取到高质量的伪标签数据，然后依靠坃坈坅坄圲地圲圴伪标签数据提高模型在古
文事件抽取上的表现，我们坜坔坥坬坥坁坉圢队伍提交的系统在三项任务中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综合
得分为地圮圷圹圱，排名第一。然而，本次比赛由于时间因素我们未对伪标签数据进行多轮迭代，未
来可以通过多轮迭代的方式持续提高伪标签数据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模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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