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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篇章主次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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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篇章结构分析特别是篇章主次关系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篇章主次关系的分
析，有助于理解篇章的结构和语义，并为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例如自动文摘、主题抽取和问答系统等）提供有力的
支持．然而，目前篇章主次关系分析却是篇章结构分析的一个瓶颈．已有研究一般将篇章主次关系分析看作篇章修
辞结构分析中的一个辅助环节，忽略了其在篇章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因此，文中将篇章主次关系提升到篇章结构
分析的核心地位，将它从篇章修辞结构分析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任务进行研究．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篇章主
次关系、如何判别篇章主次关系以及为什么要研究篇章主次关系；其次，分别从两个角度（微观、宏观）和三个方面
（理论体系、语料资源和计算模型）详细阐述了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现状；再次，分析了篇章主次关系研究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最后，归纳出篇章主次关系未来的一些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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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研究重点逐步从

浅层次的词汇、句法分析延伸到了深层次的语义理
解．具体而言，也就是逐渐从传统的词汇、句法和浅
层语义角色标注等，深入到语义连贯性和结构衔接
性的研究上来．因此，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文本颗
粒度，也从单个词、短语和句子，延伸至句群、段落
和篇章．篇章分析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语言学
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最活跃的
研究方向之一．

篇章指篇幅与章节，是自然语言文本理解的
研究对象，是通过语义关联和结构化组织形成的
自然语言文本．ｄｅＢｅａｕｇｒａｎｄｅ和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１］在１９８１
年的论著中论述了篇章的７个基本特征，分别是
衔接性（ｃｏｈｅｓｉｏｎ）、连贯性（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意图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信息性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情景性（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跨篇章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ｎｔｙ）．这７个特征涉及篇章语言学所
关注的３个方面：篇章、参与者和语境．其中，衔接性
和连贯性是对篇章自身的语言形式和语义而言的；
意图性和可接受性是分别针对篇章的产生者和接受
者，即篇章的参与者而言的；信息性和情景性涉及篇
章的信息程度和与情景之间的关系，跨篇章性则描
述了篇章与其他篇章之间的关系，即这三个特征是
与篇章的语境紧密相关的．

篇章的衔接性和连贯性是篇章的两个最基本特
征，也是篇章研究和分析的核心问题．衔接是篇章表
层的形式上衔接，主要表现为词汇、短语或子句之间
的联接，即篇章表层结构上的各语言成分之间的语
法或语义的关系．而连贯是深层的语义联接，主要表
现为句子、复句或句群之间的关联，即篇章深层的意
义上连贯．从本质上来看，衔接性和连贯性分别从形

式和语义两个方面保证了篇章的正确性和可理解
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有了衔接性和连贯性，
整个篇章才更完整．

篇章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应用广泛，例如在统计机器翻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２４］、自动文摘（Ｔｅｘ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７］、
自动问答系统（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８］、
信息抽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９１０］和情感分析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１１３］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这些应用研究的成果表明，对文本进行更
深层次的挖掘，包括对结构和语义信息的深入分析，
有助于在当前主要基于统计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方
法上取得新的进展．

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句子、句群和段落
之间的语义关联和它们的重要性关系，表现的是连
贯性这个篇章基本特征．作为篇章结构分析的一个
重要环节，篇章主次关系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篇章的
主要内容和次要内容，进而理解篇章主题思想、展开
思路和主要内容．

篇章局部的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篇章全局，只
有在整体上把握篇章主旨才能更好地分析篇章主次
关系，而研究篇章主次关系，也能更好的认识和理解
篇章的中心主题和展开思路，更有效的挖掘篇章的
宏观主题和篇章各部分之间的语义关联，并为自然
语言处理的相关应用，例如主题抽取、自动文摘和问
答系统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首先介绍什么是篇章主次关系，分析为什
么研究篇章主次关系；其次，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
介绍目前篇章主次关系在理论体系、语料资源和计
算模型等三个方面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代
表性工作；然后，分析篇章主次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对应的研究策略；最后，分析并讨论篇章
主次关系未来的一些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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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篇章主次关系
２１　什么是篇章主次关系

篇章主次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篇章内部的
主要内容和次要内容之间的关系，或者篇章与篇章
之间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其中，主要内容是
指篇章中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而次要
内容是指篇章中居于辅助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
部分．

一个篇章关系一般包含两个篇章单位，这两个
篇章单位同属一个关系层，如果其中一个篇章单位
能够概括它所在关系层主旨和内容，能代表其所在
关系层与外界发生关系，则这种关系为单核关系；如
果两个篇章单位同等重要，则这种关系为多核关系．
例如，在陈述举例关系连接的两个篇章单位中，一
个是陈述项，一个是举例项，举例项是为陈述项服务
的，因此陈述项是该篇章关系的核心，陈述举例关
系是单核关系；在并列关系中，篇章单位可以有两个
或多个，并列关系的核心可能会由一个或多个篇章单
位来充当，即并列关系可能是单核关系，也可能是多
核关系．

在微观角度，篇章主次关系表现为，句子与句子
之间、句群与句群之间的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在宏观
角度，篇章主次关系表现为，段落与段落、章节与章
节之间的主要和次要的关系．下面以具体的例子来
进一步说明篇章主次关系的含义．

我们以宾州汉语树库（Ｐｅｎ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
ＣＴＢ）［１４］中的３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微观主次关系的
含义（出自ｃｈｔｂ＿０００１，《上海浦东开发与法制建设同
步》，例子中ａ、ｂ、ｃ、ｄ、ｅ、ｆ、ｇ为基本篇章单位的编号）：

例１．ａ尽管浦东新区制定的法规性文件有些比
较“粗”，ｂ有些还只是暂行规定，ｃ有待在实践中逐步
完善，｜ｄ但这种法制紧跟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做法，
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好评，ｅ他们认为，到浦东新
区投资办事有章法，ｆ讲规矩，ｇ利益能得到保障．

这个例子中，以“｜”划分前后两个篇章单位，其
中后者表达的语义信息“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好
评”比前者“法规性文件有些比较‘粗’”更重要，因此
本例是一个单核关系，核心在后，属于“让步关系”．

例２．ｄ但这种法制紧跟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做
法，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好评，｜ｅ他们认为，到浦
东新区投资办事有章法，ｆ讲规矩，ｇ利益能得到
保障．

这个例子中，以“｜”划分前后两个篇章单位，后
一个篇章单位进一步阐述了前一个篇章单位中提到
的“国内外投资者的好评”，因此本例是一个单核关
系，核心在前，属于“解说关系”．

例３．ｅ他们认为，到浦东新区投资办事有章
法，｜ｆ讲规矩，｜ｇ利益能得到保障．

这个例子中，以“｜”划分３个篇章单位，这３个
篇章单位之间语义表达上并无主次之分，因此本例
是一个多核关系，属于“并列关系”．

这３个例子在篇章关系分析的同时也展现了篇
章主次关系自顶向下，逐层分析的过程，篇章结构分
析完成后，该篇章可以用一个完整的依存树结构来
表示，如图１的连接依存树所示．在该依存树结构
中，叶子节点为基本篇章单位，非叶子节点为篇章关
系．带箭头的分支指向篇章关系中的主要部分，不带
箭头的分支指向次要部分．

图１　例１～３的连接依存树表示

在图１的依存树结构中，依箭头指向可以发现，
叶子节点ｄ是该段最主要的篇章单元，在抽取文本
摘要时可以将此句作为信息抽取重点．结合该篇章
的话题，抽取“上海浦东新区这种法制紧跟经济和社
会活动的做法，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好评”作为该
篇章的文本摘要，是非常贴切和恰当的．由此可以看
出，篇章主次关系为文本摘要应用研究提供了有效、
便捷的手段．

我们再以ＣＴＢ中的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篇章宏
观主次关系的含义．

例４．在ｃｈｔｂ＿００１９《宁波保税区建设成就显著》
这个篇章中，有如下段落．
ａ新华社宁波二月七日电（记者胡宏伟、柴骥

程）总面积二点三平方公里的宁波保税区，经过三年
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
ｂ宁波保税区是中国十三个保税区之一，于一

九九二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目前，保税区的各项
功能已初具规模，开发水平在中国各保税区中名
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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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据统计，至去年年底，宁波保税区累计完成进
出口贸易额八点一二亿美元，仅去年一年通过保税
区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达三点六五亿美元．目前，
区内已有十个保税仓库，仓储面积达八万多平方米；
仅去年一年，区内储有货物就达二十六点二七亿元
人民币．
ｄ随着从今年四月开始中国对保税区外有关特

殊政策的调整，保税区免证、免税，保税政策的稳定
性优势显得更为明显，国内外一大批实业加工项目
相继在区内落户．到去年十二月底，区内已累计设立
企业一千六百一十四家，总投资达十二亿美元，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二百六十家，实际利用外资一点一三
亿美元．另外，众多国内企业也通过保税区与国际市
场接轨．
ｅ为了在运行机制上与保税区相配套，宁波保

税区率先在中国实施了企业依法注册直接登记制的
试行一站式管理，一次性办理．同时，保税区大力抓
好区内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体系建设，为实现现代
化管理创造良好的配套条件．

图２显示了例４的宏观篇章结构．在该篇章结
构树中，叶子节点表示篇章中的段落，内部节点表示
段落之间的关系，箭头指向表示篇章主次关系．在这
个篇章中，段落ｂ介绍了“宁波保税区”的批准设立
情况和目前的发展情况，是段落ａ中“宁波保税区已
取得丰硕成果”这个事件的背景，因此，段落ａ与段
落ｂ之间构成了“事件背景关系”，描述事件的段落
ａ是主要内容，描述背景的段落ｂ是次要内容．段落
ｃ、ｄ和ｅ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段落ａ中提及的“已
取得丰硕成果”，这三个段落之间是“并列关系”，而
它们构成的整体解说了由段落ａ、ｂ构成的整体，形
成“解说关系”，因此由段落ａ、ｂ构成的整体更重要．

图２　例４的宏观篇章树结构表示

２２　如何判别篇章主次关系
在篇章中判断篇章单位的重要性离不开篇章全

局，单纯看一个篇章关系中的两个篇章单位往往难
于直接判断哪个重要．比如因果关系，可能是“结果”
重要，也可能是“原因”重要，究竟哪个更重要需要根

据篇章的全局结构和语义做出判断．另外，篇章单位
的主次区分还与语序有关，同一篇章关系中，主次地
位可能因语序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因果关系中，因
果项语序颠倒后，可能导致篇章主次关系的变化．下
面以一组“因果关系”的实际例子对主次关系的判别
加以说明．

例５．去年初浦东新区诞生的中国第一家医疗
机构药品采购服务中心，正因为一开始就比较规范，
｜运转至今，成交药品一亿多元，没有发现一例回扣．

这个例子中，以“｜”划分前后两个篇章单位，表
达了因为“采购服务中心一开始就比较规范”，所以
“成交药品一亿多元，没有发现一例回扣”的含义，强
调了事件的“原因”，因此在该例中主要篇章单位是
前者，原因项．

例６．随着中国对大运河的整治，运河航道状况
得到极大改善，｜许多企业纷纷看好这条“黄金水
道”，积极在此投资建厂，沿河企业星罗棋布．

这个例子中，以“｜”划分前后两个篇章单位，表
达了因为“运河航道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所以“许多
企业积极在此投资建厂”的含义，强调了事件的“结
果”，因此在该例中主要篇章单位是后者，结果项．

一般来说，在篇章中，每一个关系层，总有一个
子句、句子或段落，能够概括该关系层的内容，与上
下文联系更加紧密，并且更紧扣篇章的主题，这样的
子句、句子或段落就是这个关系层的主要部分．根据
篇章主次关系的定义和上述特点，归纳篇章主次关
系的３个基本判断标准：（１）是否能概括它所在关
系层的内容和意图，是否能代表所在篇章关系层与
外界发生关系；（２）与上下文的联系程度是否紧密；
（３）是否符合篇章主旨，与篇章主题的关联程度是
否紧密．符合这３个标准的篇章单位即为所在关系
层的主要篇章单位．

在例２中，篇章单位ｅ、ｆ和ｇ，都是对ｄ“受到了
国内外投资者的好评”内容的解释说明，即ｄ更能代
表这个篇章关系层与上下文发生关系；同时，在ａ、
ｂ、ｃ组成的整个篇章单位和ｄ、ｅ、ｆ、ｇ组成的整个篇
章单位之间，构成“让步关系”，核心在后，因此篇章
单位ｄ在整个篇章中表达最为重要的含义，更符合
篇章的主旨，更符合篇章想要表达的对“浦东新区制
定的法规性文件”这个事件的正面评价的意图．因
此，根据篇章主次关系的判断标准，篇章单位ｄ是整
个篇章中最主要的部分，表达最重要的篇章语义．在
图１的连接依存树结构中，也可以依据箭头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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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到最重要的篇章单位ｄ．
在例４中，篇章单位ｃ、ｄ、ｅ分别从宁波保税区

的贸易额与仓储建设、政策调整和信息化建设这３
个方面解说了宁波保税区“已取得丰硕成果”，它们
之间是并列关系，没有主次之分，因此ｃ、ｄ和ｅ同等
重要．全篇中，段落ａ最能表达“宁波保税区建设成
就显著”的篇章主题（也是该篇章的标题），因此段落
ａ是这个篇章中最重要的篇章单位．
２３　为什么要研究篇章主次关系

根据２．１章节对什么是篇章主次关系的阐述以
及例１～４的篇章结构分析过程，可以了解到，篇章主
次关系对篇章结构的构建、篇章语义的理解和篇章主
题的识别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研究篇章主次
关系，有利于分析篇章的中心主题，有利于分析和构
建篇章的整体结构，有利于理解篇章的语义信息．

例如２．１章节中的例４，根据篇章结构和篇章
主次关系可知，段落ａ是全文最重要的段落，并且结
合文章的标题，可进一步验证段落ａ符合篇章的主
旨，与篇章主题的相关程度更高．因此，可以直接抽
取段落ａ作为全文的摘要．

尽管篇章主次关系的识别和分析对篇章分析有
着重要的作用，已有的研究却一般只是将篇章主次
关系分析看作篇章修辞结构分析中的一个辅助环
节，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考虑到篇章主次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针
对篇章主次关系研究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
把篇章主次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通
过深入探索篇章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以及它们之间
的交互作用，建立理论体系、建设语料资源、构建计
算模型，将有效的提高篇章主次关系的识别性能，进
而更准确地分析篇章结构，更深入地理解篇章语义，
相应的研究成果可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应
用中．

３　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篇章级语料库（尤其是ＰＤＴＢ和

ＲＳＴＤＴ）的不断建设，以及一些国际学术评测（例
如ＣｏＮＬＬ２０１５、ＣｏＮＬＬ２０１６等）的大力推动，篇章
结构分析发展迅速，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活跃
的研究方向之一．

篇章结构的研究分析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角
度．微观篇章结构是指篇章中的一个句子内部的结

构或两个连续的句子之间的结构，宏观篇章结构是
指更高层次的结构，表现为句群、段落和章节之间的
结构．

微观角度的篇章结构理论主要包括浅层衔接理
论［１５］、Ｈｏｂｂｓ模型［１６１７］、修辞结构理论［１８２２］、宾州篇
章树库理论［１４，２３２５］、意图结构理论［２６２７］、信息结构理
论［２８］、主位述位理论［２９］、ＤＬＴＡＧ理论［３０］、句群理
论［３１］、复句理论［３２３３］和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
理论［３４３５］等．宏观角度的篇章结构理论则相对较少，
主要包括篇章模式［３６］、超主位理论［３７］和篇章宏观结
构理论［３８４２］等．

篇章主次关系作为篇章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融合在篇章结构的研究中．其理论体系的研
究，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７５年，Ｇｒｉｍｅｓ［４３］在他的研究中
首次提出了衔接关系的论元有主次之分．之后在微
观角度和宏观角度各有一些理论体系逐渐构建起
来．例如在微观角度方面，Ｍａｎｎ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８］在
他们创立的修辞结构理论（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ＲＳＴ）中指出，修辞关系连接的两个或多
个篇章单位之间存在主次之别，形成“核心卫星”
结构，其中，能够表达篇章主要信息的篇章单位称
作“核心（Ｎｕｃｌｅｕｓ）”，而表达次要信息，对“核心”起
到支撑作用的篇章单位称作“卫星（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宏观
角度，ｖａｎＤｉｊｋ［３８］提出了篇章的宏观结构理论，他认
为宏观结构是篇章整体上的高层次的结构，表达篇
章的主题思想．语料资源和计算模型的研究，在微观
角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修辞结构篇章树库是
目前篇章主次分析的重要资源，相关的计算模型研
究也较多；反观宏观角度，相关研究则相当匮乏，既
没有语料资源构建的实践，也没有计算模型的相关
研究；更没有研究者将微观和宏观统一为一个整体，
并基于统一的整体构建相应的理论表示体系、语料
资源和计算模型．

综上所述，已有的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可以分
为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现有研究涉及微观主次关
系的理论、资源和模型相对丰富，而宏观主次关系还
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模型．
３１　篇章微观主次关系
３．１．１　理论体系

涉及篇章微观主次关系的篇章结构理论研究主
要有：浅层衔接理论、修辞结构理论、意图结构理论
和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其他的一些篇
章结构理论，如Ｈｏｂｂｓ模型、宾州篇章树库理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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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理论和复句理论等未涉及篇章主次关系．本章节将
简要介绍涉及篇章微观主次关系的理论体系研究
现状．

（１）浅层衔接理论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５］的浅层衔接理论是最早研究篇章衔

接关系的理论体系．浅层衔接理论指出，“当篇章中
的某个成分的解释依赖于篇章中另一个成分的解释
时，这两个成分之间就产生了衔接关系”；衔接方式
通常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大类，其中语法衔
接手段包括指称、省略、替代和（逻辑）连接，连接又
划分为增补型（Ａｄｄｉｔｉｖｅ）、转折型（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原
因型（Ｃａｕｓａｌ）和时间型（Ｔｅｍｐｅｒａｌ）四类，词汇衔接
手段包括词汇的重复和搭配．

Ｇｒｉｍｅｓ［４３］在深化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浅层衔接理论时
考虑非词汇化的命题关系，给出了更详细的衔接关
系类别，此外，Ｇｒｉｍｅｓ首次提出了衔接关系的论元
有主次之分，并明确的指出，并列（Ｐａｒａｔａｃｔｉｃ）关系
的论元同等重要，而主从（Ｈｙｐｏｔａｃｔｉｃ）关系的论元
有主次之分．

（２）修辞结构理论
Ｍａｎｎ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８２２］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创

立了修辞结构理论（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
ＲＳＴ）．修辞结构理论是他们在系统功能理论的框架
下，提出的关于篇章生成和分析的理论．三十多年
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人员建设了语料资源、
构建了计算模型和修辞结构理论对篇章结构分析的
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修辞结构理论认为篇章各小句
不是杂乱无章的堆放在一起的，而是由小句之间的
修辞关系关联在一起，较小的功能块通过修辞关系
组成更大的功能块．修辞结构理论从系统功能的角
度出发，通过对句子与句子之间的修辞关系的研究，
聚焦篇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修辞结构理论通过篇
章修辞关系的描写，反应篇章生产者的交际意图和
中心思想．

修辞结构理论共定义了４大类２５小类修辞关
系，例如环境（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关系、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
关系、解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ｏｏｄ）关系、对照（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关
系、阐述（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关系、让步（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关
系、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关系和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关
系等．每个修辞关系可以连接两个或多个篇章单位，
详细规定了在分析修辞结构时需要做出的各种具体
判断．ＲＳＴ运用一套专门的术语来描述篇章的关系
结构：（１）文本范围（Ｓｐａｎ），指篇章结构中具有修辞

结构和功能完整的文本跨度，两个独立的文本范围
根据其在修辞关系中的地位，分为“核心文本范围”
和“卫星文本范围”；（２）篇章单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ｉｔ），
指构成文本范围的表层篇章单位，一般是子句；（３）关
系定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两个文本范围之间修
辞的定义和判断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条件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包括核心文本范围限制条件、卫星文
本范围限制条件及这两种文本范围联合限制条件；
二是效果（Ｅｆｆｅｃｔ），指作者运用该修辞关系所希望
达到的效果及效果轨迹．

图３以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关系为例展示修辞关系
的定义．证据关系连接的两个文本范围中，核心文本
范围陈述观点，卫星文本范围为之提供证据支持．使
用证据关系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是提高读者对核心文
本范围的相信程度．
关系名称：证据关系
核心文本范围限制条件：读者可能认为核心文本范围的可
相信程度不足
卫星文本范围限制条件：读者认为卫星文本范围的可相信
程度较强
核心卫星文本范围限制条件：通过对卫星文本范围的理解
增强读者对核心文本范围相信程度
效果：增加读者对核心文本范围的相信程度
效果轨迹：核心文本范围

图３　ＲＳＴ中证据关系的定义

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修辞关系连接的两个或
多个文本范围并不是对称的，而是存在着主要和次
要的区别，形成一种“核心卫星”的结构，其中，“核
心（Ｎｕｃｌｅｕｓ）”是主要文本范围，而“卫星（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是次要文本范围，“卫星”文本范围为“核心”文本范
围表达的信息服务，辅助读者了解、理解和相信“核
心”文本范围所表达的内容．文本范围存在主次之分
的修辞关系称为“单核（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关系，例如
背景关系（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证据关系（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和目
的关系（Ｐｕｒｐｏｓｅ）等；文本范围之间没有主次之分的
修辞关系称为“多核（Ｍｕｌｔｉｎｕｃｌｅａｒ）”关系，例如序
列关系（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和对比关系（Ｃｏｎｔｒａｓｔ）等．

当两个以上的文本范围形成修辞关系时，就
构成了“树”结构，即修辞结构树．在ＲＳＴ结构树中，
叶子节点代表篇章单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ｉｔ），在连接篇
章单位的弧线上标明文本间的修辞关系，水平线
表示文本范围（Ｓｐａｎ），垂直线对应的文本范围为
该修辞关系的“核心”．为清晰起见，我们举例加以
说明，图４展示了例７～９对应的ＲＳＴ树分析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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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例７～例９对应的ＲＳＴ篇章树

例７．（１）Ｔｈｅｙａｒｅｈａｖｉｎｇａｐａｒｔｙａｇａｉｎｎｅｘｔ
ｄｏｏｒ；（２）Ｉｃｏｕｌｄｎ’ｔｆｉｎｄａｐａｒｋｉｎｇｓｐａｃｅ．

在这个例子中，核心小句（１）陈述观点，卫星小句
（２）为之提供证据，通过“Ｉｃｏｕｌｄｎ’ｔｆｉｎｄａ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提高“Ｔｈｅｙａｒｅｈａｖｉｎｇａｐａｒｔｙａｇａｉｎｎｅｘｔ
ｄｏｏｒ”的可相信程度．该例为“证据关系”，其ＲＳＴ结
构如图４（ａ）所示．

例８．（１）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ｃａｓｅｏｆ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ＦｅｖｅｒＩｈａｖｅｅｖｅｒ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ｗａｓａｆｅｗ
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ｇｏ；（２）ｗｈｅｎＩｖｉｓｉｔ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ｗｅｓｔ．

在这个例子中，卫星小句（２）为核心小句（１）设
定了时间框架．该例为“环境关系”，其ＲＳＴ结构如
图４（ｂ）所示．

例９．（１）Ｐｅｅｌｏｒａｎｇｅｓ；（２）ａｎｄｓｌｉｃｅｃｒｏｓｓｗｉｓｅ；
（３）Ａｒｒａｎｇｅｉｎａｂｏｗｌ；（４）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ｗｉｔｈｒｕｍ
ａｎｄｃｏｃｏｎｕｔ；（５）Ｃｈｉｌｌｕｎｔｉｌｒｅａｄｙｔｏｓｅｒｖｅ．

在这个例子中，这５个小句之由序列关系连接，
表示这５个动作是顺序进行的，５个小句都是核心
小句．该例为“序列关系”，其ＲＳＴ结构如图４（ｃ）
所示．

（３）意图结构理论
Ｇｒｏｓｚ和Ｓｉｄｎｅｒ［２６２７］认为，篇章是具有意图的，

因此篇章分析不能只考虑篇章的结构，还应理解
篇章所要表达的意图，在他们提出的篇章结构中，
包括３个方面，分别是语言结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意图结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和焦点状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

根据Ｇｒｏｓｚ和Ｓｉｄｎｅｒ对篇章结构的定义，篇
章意图（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ＤＰ）由篇章段意图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ＤＳＰ）分解和表达，显
示出篇章意图的层次性特点．同一个意图层，如果

ＤＳＰ１有助于表达ＤＳＰ２，则ＤＳＰ２占主导地位，并称
之为支配关系（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支配关系与修辞结构
理论中的“核心卫星”结构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主
次关系在篇章意图层上的定义．

（４）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
Ｌｉ等人［３４３５］在针对连接依存树［４４］和篇章结构

分析研究［４５５０］的基础上，吸取了修辞结构理论的树
形结构和篇章主次关系，参考了宾州篇章树库对连
接词的处理方式，同时结合汉语复句和句群理论，
提出了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ｒｅｅ），该理论对完整的篇章结
构（包括篇章单位、连接词、篇章结构、篇章关系和篇
章主次）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描述．

在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中，叶子节点
表示基本篇章单位（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ｉｔｓ，
ＥＤＵｓ），内部节点为连接词（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由连接词
连接的基本篇章单位组合称为篇章单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Ｕｎｉｔｓ，ＤＵｓ）．各子句之间通过连接词形成更高一级
的篇章单位，层次组合直至形成一棵完整的篇章结
构树．连接词既可以表示篇章单位层次，也可以表示
篇章单位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一个连接词可以连
接两个或多个篇章单位，篇章单位根据在篇章中的
重要程度可分为主要篇章单位和次要篇章单位，主要
篇章单位代表所在关系层整体与外界发生关系，而次
要篇章单位辅助主要篇章单位意义的表达．例１０是
一个汉语篇章，图５是根据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
结构理论构建的篇章结构树．

图５　例１０的篇章结构连接依存树表示

例１０．ａ张三才３０出头，ｂ（而且）既没有什么
学历，ｃ又没用多少新的工作经验，ｄ但是不论干什
么，ｅ他都非常认真，ｆ所以，处长总是把一些重要的
任务交给他．

图５中的字母标记的叶子节点表示基本篇章单
位，内部节点为连接词（在显式篇章关系中为连接
词，在隐式篇章关系中为添加的连接词），内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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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连接的子句称为篇章单位．各级篇章单位通过连
接词组合后形成高一级篇章结构，进而形成完整的篇
章结构树．连接词的层级地位可以反映篇章结构，连
接词本身对应篇章关系．篇章单位通过连线的指向
性可区分篇章单位的主次地位，带箭头的篇章单位
为主要篇章单位，而不带箭头的则为次要篇章单位．

判断主要和次要篇章单位的时候需要根据考虑
篇章单位能否概括它所在关系层的内容和意图，与
上下文联系是否紧密以及与篇章主题的相关程度如
何，在该例中通过篇章单位ｄ、ｅ对张三“非常认真”
这个特点的描述，阐述了篇章表达意图“处长总是把
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原因，而篇章单位ａ、ｂ、ｃ
形成的整体与篇章单位ｄ、ｅ、ｆ形成的整体通过连接
词“但是”连接，构成转折关系，显然，相对于“张三”
的不足相比，作者更强调“他”的“认真”，ｄ、ｅ、ｆ形成
的整体是主要篇章单位，ａ、ｂ、ｃ形成的整体是次要
篇章单位．
３．１．２　语料资源

目前涉及到篇章主次关系语料资源并不多，其
中英语的篇章语料库主要包括修辞结构篇章树库
（ＲＳＴＤＴ）和篇章图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等．
而汉语的篇章语料库建设相对较晚较少，主要包括
借鉴ＲＳＴ标记的汉语篇章语料库（ＣＪＰＬ）和基于连
接依存树的汉语篇章树库（ＣＤＴＢ）．

（１）修辞结构篇章树库
修辞结构篇章树库ＲＳＴＤＴ（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５１］是以修辞结构理论
（ＲＳＴ）为基础的篇章语料库，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
大学和华盛顿国防部联合标注，２００２年由ＬＤＣ发
布．ＲＳＴＤＴ标注了３８５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文章
长度从３１个词到２１２４个词不等，平均每篇文章
４５８．１４个词，语料总词数达到１７６０００个，标注的
ＥＤＵ总数为２１７８９个．

ＲＳＴＤＴ的标注分为两大步骤，分别是ＥＤＵｓ
的划分和篇章结构的构建．ＲＳＴＤＴ定义子句为篇
章的ＥＤＵｓ，并利用词汇和句法线索来辅助ＥＤＵｓ
的划分．邻接的ＥＤＵｓ通过篇章关系形成篇章结构，
修辞结构理论给出了４大类２５小类修辞关系，并明
确指出这是一个开放关系集，这意味着读者可以扩
展修辞关系集，定义其他修辞关系类型．ＲＳＴＤＴ标
注了５３种单核关系和２５种多核关系，分成１６个组
别，每组具有相同的修辞功能［１８１９］．

（２）篇章图库
Ｗｏｌｆ和Ｇｉｂｓｏｎ［５２］认为基于树结构的篇章结

构表示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有效表示句子之间
存在多种篇章关系的情况．因此他们提出用图结构
来表示篇章，并参考Ｈｏｂｂｓ模型建立了篇章图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①．篇章图库的标注来源是
美联社新闻专线和华尔街日报，一共标注了１３５篇
文章的图结构．

（３）借鉴ＲＳＴ标注的汉语篇章语料库
乐明［５３５４］以ＲＳＴ理论为指导，同时参考了汉语

复句和句群理论，进行了汉语篇章结构语料（财经评
论，ＣＪＰＬ）标注的尝试，完成９７篇人民网财经评论
文章的修辞结构标注，标注了篇章单位、连接词、连
接词的位置、修辞关系和连接词所在ＥＤＵ的核心
性等内容．

在该篇章语料库中，汉语修辞关系集有１２组
（例如并加关系组、选择关系组、对立关系组、条件关
系组、原因关系组和背景关系组等）４７种汉语修辞
关系，每个修辞关系都有后缀来区分该关系的篇章
单位的核心性地位，例如“解答Ｎ”表示解答关系中
起核心作用的篇章单位；“解答Ｓ”表示解答关系中
起卫星作用的篇章单位；“解答Ｍ”表示解答关系中
每个篇章单位都是核心成分，也表示该解答关系是
一个多核关系．在该语料库中，乐明应用删除测试和
替换测试来区分篇章单位的核心性地位，如果一个
修辞关系的两个篇章单位难以判断谁是核心，就标
注为多核结构．为检验独立标注的一致性，运用
ＳＰＳＳ对１０篇语料的修辞关系进行了一致性测算，
其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６３８．

乐明的研究是汉语篇章语料库的建设上进行的
有益尝试．该语料规模比较小，尚未有基于该语料的
计算模型研究．

（４）基于连接依存树的汉语篇章树库
Ｌｉ等人［３５］以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为基

础，构建了汉语篇章结构语料库（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ＣＤＴＢ）．ＣＤＴＢ采用自顶向下的标注策
略，对每一段内容先找出其最上层关系，然后递归地
对切分后的内容进行标注．目前ＣＤＴＢ共有５００个
文档，全部来自宾州汉语树库（Ｐｅｎ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ｅｅ
Ｂａｎｋ，简称ＣＴＢ）［１４］，每个段落标注为一棵连接依
存树，共有效标注２３４２个篇章（段落）．ＣＤＴＢ标注
内容包括：连接词、连接词位置、连接类型、关系类
型、中心位置、子句切分位置、子节点和父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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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ＴＢ共标注篇章关系７３１０个，其中显式关系
１８１４个，隐式关系５４９６个，篇章结构层次最大为９
层．篇章主次关系中，单中心关系３５５５个，多中心关
系３７５５个．单中心关系中，中心在前２１０８个，中心
在后１４４７个．

ＲＳＴＤＴ和ＣＤＴＢ的结构相似，但因其语言和
构建方法不同，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的区别有：
（１）在基本篇章单位定义上，ＲＳＴＤＴ可以是短语
或者子句，ＣＤＴＢ的基本篇章单位一定有标点作为标
志，一般是小于或等于句子的单位，即子句；（２）在连
接词的处理上，ＲＳＴＤＴ没有考虑连接词；ＣＤＴＢ参
考ＰＤＴＢ对连接词的处理方式，将连接词作为谓词

连接篇章单位；（３）在篇章关系的定义上，ＲＳＴＤＴ
给出修辞关系的类别定义；ＣＤＴＢ则将关系和连接
词区分开，给出了一个通用的关系分类；（４）在结构
表示上，ＣＤＴＢ和ＲＳＴＤＴ均可构建完整的篇章结
构树；（５）在篇章单位主次区分上，ＲＳＴＤＴ在修辞
关系定义中明确限定核心和卫星的判断标准，
ＣＤＴＢ根据全局重要性区分主次，属于同一种关系的
两个篇章单位主次可能并不相同，例如“之所以……
是因为……”和“因为……所以……”都是因果关系，
但是“之所以……是因为……”的更强调原因项，而
“因为……所以……”的更强调结果项．ＲＳＴＤＴ和
ＣＤＴＢ更直观的对比情况汇总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犚犛犜犇犜与犆犇犜犅的对比
类别 ＲＳＴＤＴ ＣＤＴＢ　

基本篇章单位 短语式子句，一个关系有一个或多个子句子句，自顶向下切分，一个关系有两个或多个子句
连接词 没有考虑连接词 标识显式连接词和是否可删；添加隐式连接词
篇章关系 给定语义类别并进行标注 用连接词代表关系；将连接词映射到关系体系上；标注连接词及其属性
结构 可以构建完整篇章结构树 可以构建完整篇章结构树；自顶向下分割
主次关系 由修辞关系类别决定 由全局意图决定，与关系无直接关联

３．１．３　计算模型
在上述的语料资源上，针对篇章主次关系计算模

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结构篇章树库（ＲＳＴＤＴ）
和基于连接依存树的汉语篇章树库（ＣＤＴＢ）上，这
是因为在这两个语料库上明确标注了微观的篇章主
次关系．

（１）基于ＲＳＴＤＴ的篇章主次关系计算模型
由于修辞结构理论明确定义了篇章微观主次关

系（“核心卫星”结构，以及单核关系、多核关系），因
此英文的篇章主次关系计算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
基于修辞结构篇章树库的篇章结构分析中．然而，现
有研究并没有将篇章的“主次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
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篇章修辞结构分析的一个
辅助环节．本章节将概要的介绍这些计算模型．

基于ＲＳＴＤＴ的篇章结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
子任务，分别是：基本篇章单位ＥＤＵｓ的划分和篇
章结构的生成．

ＥＤＵ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ｉｔｓ，基本篇章
单位）划分子任务主要是对篇章文本进行正确切割，
相关研究较多．Ｓｏｒｉｃｕｔ和Ｍａｒｃｕ［５５］采用概率模型结
合最大似然估计和相应的数据平滑算法进行文本切
分，他们的算法称为ＳＰＡＤＥ，在标准句法树上获得
了８４．７％的犉１性能．Ｔｏｆｉｌｏｓｋｉ等人［５６］利用句法和
词汇等特征对进行ＥＤＵｓ的分割，在自动句法树上
取得了８４％的犉１性能．Ｈｅｒｎａｕｌｔ等人［５７］将ＥＤＵｓ

的识别转化为序列标注问题，利用词汇、词性标注、
中心词、句法等特征，采用ＣＲＦ模型取得了９４％的
犉１性能．目前基于ＲＳＴＤＴ的ＥＤＵｓ划分任务准
确率已经比较高，提升空间不大．

而篇章结构生成方面，性能则不够理想．Ｓｏｒｉｃｕｔ
和Ｍａｒｃｕ［５５］在ＳＰＡＤＥ算法中，利用语法和词法信
息进行句子级的篇章结构分析，其犉１性能达到
４９．０％，主次关系识别犉１性能为３０．９％．Ｈｅｒｎａｕｌｔ
等人［５７］实现了基于ＳＶＭ的篇章结构分析器ＨＩＬ
ＤＡ．该分析器对篇章单位切分和关系识别使用
ＳＶＭ训练了分类器，采用贪婪的自底向上的方法构
建篇章结构树，完整结构树识别的犉１值为４７．３％．
ＬｅＴｈａｎｈ等人［５８］在句子级别，采用句法信息和线
索短语等信息生成篇章结构；在篇章级别，将相邻的
句子信息和结构信息融入到集束搜索（Ｂｅａｍ
Ｓｅａｒｃｈ）算法中，从而降低了篇章结构生成的搜索空
间，其犉１性能为５３．７％，主次关系识别犉１性能为
４７．１％．Ｄｕｖｅｒｌｅ等人［５９］利用词汇、结构化成分和句
法等特征进行篇章结构分析，取得了４８．１％的犉１
性能．Ｆｅｎｇ和Ｈｉｒｓｔ［６０］在ＨＩＬＤＡ的基础上，增加
了语言学特征，其篇章结构生成的犉１性能为
５５．８７％．Ｊｏｔｙ等人［６１］在他们前期句内篇章结构分
析［６２］的工作基础上，分别应用句内和句间两个动
态ＣＲＦ模型，构建句子级别和篇章级别的分析器，
使用句子级别的子树、滑动窗口和ＣＫＹ算法自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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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构建篇章结构树，结构识别性能犉１为
５５．７１％．Ｊｉ和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６３］参考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做法，采用线性变换将表面特征转化
成隐空间进行移进规约，使得主次关系识别率达
到７１．１３％．

在研究了Ｓｏｒｉｃｕｔ等人、ＬｅＴｈａｎｈ等人、Ｈｅｒ
ｎａｕｌｔ等人和Ｊｏｔｙ等人的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工作
后，能够发现篇章主次关系的识别与篇章结构生成
具有强关联，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如表２所示．这也
充分说明了篇章主次关系识别之于篇章结构生成的
重要性．

表２　基于犚犛犜犇犜的篇章主次关系识别性能
文献 篇章主次识别

准确率／％召回率／％犉值／％
篇章结构生成
犉值／％

Ｓｏｒｉｃｕｔ和Ｍａｒｃｕ ５４．０ ２１．６ ３０．９ ４９．０
ＬｅＴｈａｎｈ等人 ４７．８ ４６．４ ４７．１ ５３．７
Ｈｅｒｎａｕｌｔ等人 ６１．９ ５８．３ ６０．０ ４７．３
Ｊｏｔｙ等人 － － ６８．４ ５５．７

（２）基于ＣＤＴＢ的篇章主次关系计算模型
相对于英文篇章结构分析在ＲＳＴＤＴ（发布于

２００２年）上的相关工作，汉语篇章单位主次关系的
分析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晚．其原因是，现有的汉语篇
章语料资源构建工作都晚于英文的篇章语料资源，
如前文３．１．２章节所述，乐明借鉴ＲＳＴ标注的汉语
篇章语料库发布于２００８年，Ｌｉ等人基于连接依存
树的篇章树库发布于２０１４年，这两个语料库对微观
的主次关系进行了标注，并且目前仅有ＣＤＴＢ上有
相关的计算模型研究．

Ｌｉ［３４］在ＣＤＴＢ语料库上构建了一个自底向上
的汉语篇章结构分析平台，该平台包括子句识别、连
接词识别与分类、隐式篇章关系识别和篇章单位主
次识别等部件，最终输出一个完整的篇章结构树，其
中子句识别在标准句法树上获得９５．１％的犉１性
能，连接词识别的犉１性能为６９．３％，隐式篇章关系
识别的犉１性能因果类３２．４％、并列类７７．３％、解
说类５１．８％，篇章结构识别在自动识别子句和自动
句法树上的犉１性能为４６．４％．Ｃｈｕ等人［６４］利用上
下文特征、词与词性特征和词对特征等进行了汉语
篇章主次关系识别的研究，针对中心在前、中心在
后、多中心这３种类型的主次关系，识别性能犉１值
分别为５１．５８％、５３．５９％、５４．６４％．
３２　篇章宏观主次关系
３．２．１　理论体系

从宏观角度看篇章，篇章的整体结构与篇章体裁
和篇章模式紧密相关，不同的体裁的展开形式是不同

的，如新闻类篇章常用“总分”或“事件评论”的结构
来展开，而法院庭审的篇章核心框架则常常由“何方
式、何因、何事、何据、何推断……”的结构构成．

图６是一个新闻体裁的图式结构（出自ｖａｎ
Ｄｉｊｋ在１９８８年的论著）［４２］．该结构中有两个主体部
分：总述（Ｓｕｍｍａｒｙ）和报道（Ｓｔｏｒｙ），总述包含标题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和导语（Ｌｅａｄ）两个部分，而报道包括情
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与评论（Ｃｏｍｍｅｎｔｓ）两个部分，并通过
一个从上而下的层级顺序展示了假拟的新闻篇章的
宏观结构．其中，标题和导语反映全文的中心话题，
情景是对中心话题的详细描述（包括事件、结论、环
境和背景等内容），评论是记者对新闻事件的看法与
评价．

图６　假拟新闻图式结构（出自ｖａｎＤｉｊｋ在１９８８的论著［４２］）
相同的体裁下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即不同

的篇章模式．篇章模式是篇章组织的宏观结构，
Ｈｏｅｙ［６５］将篇章模式定义为“构成篇章关系的组
合”．篇章宏观模式与特定环境与篇章体裁有关，表
达特定的意图．经过反复使用，各种体裁形成了各自
特定的、程式化的篇章组织结构和语言特征，这些结
构模式和特征是同一领域的共同承认和遵守的规
约．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常见的篇章模式有“问题
解决模式（Ｐｒｏｂｌ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提问回
答模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主张反主张
模式（Ｃｌａｉｍ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ａｉｍＰａｔｔｅｒｎ）”和“一般特殊
模式（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ｔｅｒｎ）”等［６５６７］．图７（ａ）
和图７（ｂ）分别表示了“问题解决模式”和“主张反
主张模式”的篇章模式．

“问题解决模式”一般包括４个部分，分别是
“情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解决办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和“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其中“问题”和
“解决办法”是必备的部件，是篇章的核心，而其他部
分，例如对现象或情景的描述、对解决办法的评价等
都是可选部件，相对于必备部件来说，可选部件代表
篇章中的次要信息．“主张反主张模式”一般由“情
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主张（Ｃｌａｉｍ）”和“反主张（Ｄｅｎ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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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问题解决模式和主张反主张模式

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主张”和“反主张”是该模式的
核心和必要成分，而其他部分都不是必备部件．从宏
观角度来看，不同的篇章模式由不同的主要部分和
次要部分构成，篇章主次关系的判别也需参考不同
篇章模式的结构特点．

篇章宏观主次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
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ｓｅ的超主位理论和ｖａｎＤｉｊｋ的宏观结
构理论．

（１）超主位理论
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ｓｅ［３７］把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２８２９］功能语法理

论的“主位述位”和“已知信息新信息”概念映射到
篇章分析层面，指出了篇章的每个段落都有一个“主
题句（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ｔｅｎｃｅ）”，从篇章的角度看，这个主题
句可以被看作是段落层的主位，即“超主位（Ｈｙｐｅｒ
Ｔｈｅｍｅ）”，而超主位再向上还有“宏观主位（Ｍａｃｒｏ
Ｔｈｅｍｅ）”，它是更高层次的主位（例如篇章的标题），
宏观主位之上还可以类推下去更高层次的宏观主位
（例如书籍的目录）．超主位和宏观主位，即宏观角度
的主要信息，能帮助读者理解多篇章间的目录、篇章
的主题和段落的主要内容．超主位后出现的是新信
息，被称为“超新信息（ＨｙｐｅｒＮｅｗ）”，超主位由其后
的超新信息进一步解释、证明和发展，超新信息把该
段落的内容推向一个新起点．比“超主位超新信息”
更高一层的还有“宏观主位宏观新信息（Ｍａｃｒｏ
Ｎｅｗ）”．

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ｓｅ把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主位新信息”
结构放大到篇章层次上，形成波浪式的和有层级的
“主位新信息”、“超主位超新信息”以及“宏观主位
宏观新信息”结构．

（２）宏观结构理论
篇章宏观结构理论由ｖａｎＤｉｊｋ［３８４２］提出，该理

论较为系统地描述了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的层次关

系：微观结构是篇章中的一个句子内部的结构或两
个连续的句子之间的结构，表现的是篇章内部连续
语句之间的语义连贯；而宏观结构是更高层次的结
构，表现为篇章的主要思想、推进脉络和整体上的语
义连贯，从宏观上约束了篇章内各部分之间的关联．

宏观结构理论指出，篇章的连贯性表现为两个
层次：微观结构连贯和宏观结构连贯．微观结构连贯
指线性或顺序性连贯，篇章中句子或一系列句子表
达的命题意义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连续的统一
体．宏观结构连贯指总摄全篇的总主题所代表的语
义结构由次级的主题共同蕴含，并层层分解，形成统
一的整体．只有同时满足微观连贯和宏观连贯时，才
能构成整个篇章的连贯．

篇章宏观结构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的特点．篇
章各级的宏观结构都是由相对于较低层次的单元组
合而来．因此篇章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宏观结构．从
微观结构到宏观结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导过程．
图８给出了篇章宏观结构分析的一个过程．

图８　篇章宏观结构

在篇章宏观结构图中，犘１，犘２，犘３…表示较低层
次的组合单元，而犕犽

犼表示一个宏观单元，上标犽表
示层次，下标犼表示宏观单元在当前层次的顺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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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次结构中，上层的单元涵盖下层单元的内容，
上一层单元的结构和语义都是由它对应的下一层单
元的共有命题组成的，依据宏观规则逐层推导各层
篇章单元的主要信息，形成上一层篇章单元，直至最
上层犕狀，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篇章宏观结构．如果在
整个篇章的结构最上层有一个或一组命题能够包含
整个篇章的命题，那么这整个篇章便是连贯的，最上
层的命题表达的就是整个篇章的宏观语义结构．
ｖａｎＤｉｊｋ提出了４条宏观规则来解决由微观结

构向宏观结构推导的问题．（１）删除规则．删除两个
或多个相关联篇章单位中不重要的信息；（２）选择
规则．如果一个篇章单位（犘１）的所表述的语义内容
蕴含在另一个篇章单位（犘２）中，那么选择犘２而舍弃
犘１；（３）概括规则．用高一级的概括性抽象概念代替
具体的表示部分特征的概念；（４）归总规则．把事件
中属于同一个经验框架的信息用表述该经验框架的
信息单元来覆盖．其中删除规则和选择规则在实践
中比较好操作，因为在篇章中存在被保留或选择的
子句，仅需识别并选择主要的，舍弃次要的．而概括
原则和归总原则被概括或归总出来的子句在原篇章
中并不存在，要求对篇章的语义有更深入的理解，才
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这４条宏观规则的形式化建模
也是一个难点．
３．２．２　语料资源和计算模型

目前，尚未有相关文献涉及篇章宏观主次关系
语料资源的构建和计算模型的研究．

４　存在问题和研究策略
通过对篇章主次关系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发

现，篇章主次关系的识别和分析，有利于理解篇章的
中心主题、核心重点、展开思路和论据支撑作用等，
也有利于挖掘篇章整体语义连贯及篇章内各部分之
间的关联．然而，尽管目前在微观和宏观的角度都有
理论研究，但尚未有研究把微观和宏观的主次关系
看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从整个篇章的角
度来看，微观主次关系和宏观主次关系相辅相成：在
宏观主题和宏观结构的框架之下，篇章通过微观结
构逐步推进和展开；而微观结构的形式和内容，也是
为整个篇章的主旨和意图服务的．因此将微观和宏
观主次关系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整体，更加符合篇
章结构和语义分析的需求．

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理论体系、

语料资源和计算模型这三个方面进行．通过对已有
研究的分析，我们总结出篇章主次关系研究中目前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研究策略．

（１）理论体系方面
尽管１９７５年在Ｇｒｉｍｅｓ的研究中就已经提出了

篇章衔接关系连接的单元存在主次之分，之后的研
究中，微观角度有修辞结构理论，宏观角度有超主位
理论和篇章宏观结构理论，但是尚没有统一的理论
表示体系．微观和宏观角度的篇章主次关系的侧重
点不同：微观篇章主次结构的侧重点是句子内和句
子间的修辞关系，不同的修辞关系，其对应的“核心”
与“卫星”也不同；而宏观的主次关系侧重于研究段
落间、章节间的主要和次要关系．因此，微观和宏观
主次关系的层次和判别方法都有一定的差异．

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的特点不同，也应采用不
同的策略．微观层面，句子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两个
或多个篇章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借鉴修辞结构理
论和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和判
断；宏观层面，段落间的逻辑关系不像句子间那么紧
密，相对松散，侧重于段落间、章节间的关系以及段
落与篇章主题的关联，可以结合篇章宏观结构等理
论，并融入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篇章模式，进行篇章
结构分析和主次关系识别研究．

在判定篇章主次关系时，应对篇章的主题和主
要内容有充分的认识，把握局部原则和全局原则．局
部原则是指判定的篇章单位能够概括它所在关系层
的主要内容或意图，并且与上下文联系紧密；全局原
则指判定的篇章单位在符合局部原则的同时，需要
结合全文的主旨来判定．

针对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的特点，借鉴篇章宏
观结构理论、修辞结构理论等，可以归纳出一个微观
和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关系的结构化表示体系．在
该体系中，用篇章结构树的形式来表示篇章的层次
关系，自顶向下地构建一个由篇章的标题、章节、段
落、微观结构、篇章单位和基本篇章单位等构成的多
级篇章结构．其中，第一层为篇章标题层，第二层为
章节层（可根据语料的实际情况而设定），第三层为
段落层，段落以下的层次为微观结构层．上层结构与
下层结构之间的连线表示其层次之间的整体与部分
间关系；同级结构之间的连线表示其依存关系，并利
用箭头的方向表示各级篇章结构间的主要和次要关
系．图９表示了一个微观和宏观统一的多层篇章主
次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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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结构

在这个多层结构中，篇章标题层、章节层和段落
层的主次结构属于宏观结构，而微观结构层相对复
杂，可应用基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来构建．
微观结构的连接依存树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描述，这
里不再赘述，参见３．１．１章节和图１（例１～３的篇
章结构连接依存树表示）．

通过构建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关系表示
体系，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篇章结构，进而更方便分析
篇章内容．在构建该篇章结构树的具体分析方法上，
引入微观篇章结构分析方法和扩展修辞结构分析方
法；在宏观结构分析中引入和扩展宏观结构理论分
析方法；宏观结构分析能够指导微观结构的识别，而
微观结构中的关键词和线索词等信息也将辅助宏观
结构的生成．

（２）语料资源方面
英语篇章语料库修辞结构篇章树库（ＲＳＴＤＴ）

标注了篇章微观主次关系，即篇章单位的“核心性
（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ｔｙ）”，借鉴ＲＳＴ标注的汉语篇章语料库
（ＣＪＰＬ）和基于连接依存树的汉语篇章树库（ＣＤＴＢ）也

分别对篇章微观主次关系进行了标注．但尚没有语
料资源对篇章宏观主次关系进行标注和分析．

鉴于此，构建一个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篇章语料
库非常必要．进行微观和宏观主次结构的标注研究，
不仅能够为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奠定基础，
并且能为基于主次关系的篇章结构分析研究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我们已进行了篇章主次关系语料库的初步标注
工作，根据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关系表示
体系，从宾州汉语树库（Ｐｅｎ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
ＣＴＢ）中抽取部分文章作为语料来源．在宏观角度，
研究篇章主题、段落话题、章节间关系和段落间关系
的标注方法、策略和结构．微观角度与ＣＤＴＢ的微
观主次关系标注结合起来，研究子句间关系和微观
结构，进而建立一个微观与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关
系标注体系．语料建设采用自顶向下的标注策略，从
宏观上把握篇章整体结构，以宏观结构的标注约束
微观结构标注．

我们初步标注了９７个篇章的宏观篇章结构（选
取ＣＴＢ语料中前１００篇，去掉段落数为１，不能形
成段落间关系的３篇），共标注了５３３个段落之间
４３３个关系（其中多元关系都转换为二元关系保存），
平均段落数为５．４９段／篇，最大段落数为１３段．
表３为标注语料资源的统计数据．

在宏观篇章关系定义上，我们借鉴ＣＤＴＢ定义
的篇章关系，根据语料的实际情况，整理选用调整了原
有的关系定义，形成了三大类（并列类、因果类和解说
类）１５种（如并列关系、顺承关系、原因结果关系、解说
关系和评价关系等）宏观的篇章关系，如图１０所示．

表３　初步标注语料统计数据
文档
总数

段落
总数

平均段落数
（段／篇）

最大段
落数

最小段
落数

句子
总数

平均段落长度
（句／段）

段落关系总数
（多元关系转换为二元关系）

９７ ５３３ ５．４９ １３ ２ １３３９ ２．５１ ４３３

图１０　宏观篇章关系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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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标注工作显示：（１）树型结构是篇章
结构较好的形式化表示方法，不仅能够有效的表示
篇章的层次关系，还能直观表达篇章主次关系；（２）
由于篇章关系类型较多，对主次关系的判断也存在
多种可能，因此当前的标注工作仍是相当主观的，标
注时需要对整个篇章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３）篇章结构、篇章关系和篇章主次关系的标注之
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制约性，例如背景关系中，背
景的重要性一定低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在主次结
构中处于次要地位；（４）篇章的篇幅越大，对篇章的
理解难度就会越大，标注的一致性也相应的越低．

（３）计算模型方面
英文篇章主次关系的分析方法主要集中在基于

ＲＳＴＤＴ的篇章结构分析中，其中主次关系的识别
作为篇章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性能
最好的是Ｊｉ和Ｅｉｓｅｎｔｅｉｎ的篇章结构分析模型，其
主次关系识别性能为７１．１３％．相对于英文篇章分
析，汉语篇章分析更具挑战．因为从语句衔接方式上
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而汉语多用
“意合法（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也就是说英语多在句法形式
上使用连接性词语将句子或子句衔接起来，而汉语
不一定依赖连接性词语而更多的是依靠意义上的衔
接．汉语篇章主次关系分析的计算模型研究较为缺
乏，Ｃｈｕ等人基于ＣＤＴＢ语料库进行了初步的汉语
篇章主次关系研究，其识别率低于５５％．上述计算
模型都是针对篇章微观主次关系的识别，采用的研
究方法也比较单一，主要利用词汇、句法等特征，利
用最大熵和支持向量机等进行分类训练，没有利用
更为有效的语义信息．

相对而言，由于篇章宏观主次关系的复杂性，目
前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索，尚未有相应的
计算模型．因此深入研究宏观主次关系的分析方法
非常必要．深入探索从微观结构到宏观结构的语义
转换规则，在ｖａｎＤｉｊｋ提出的四条宏观规则的基础
上，考虑将宏观规则转化成形式化的表示方法和计
算模型，用以从微观结构层次的推导出更大的篇章
单位，直至推导出篇章宏观结构和篇章主题．

根据本文前期研究，主次关系的识别，对于篇章
结构和内容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篇章结构分析的性能．因此，在微观主次关系和宏
观主次关系计算模型的研究基础上，探索微观和宏
观主次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一个微观主次关
系和宏观主次关系联合学习的计算模型，将有利于
充分利用微观和宏观的特点，提高篇章主次关系识

别性能，进而提高篇章结构、篇章语义的分析性能．

５　未来研究方向
从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来

看，篇章结构分析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研
究热点和重点，而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尽管在理论
体系、语料资源、计算模型方面都还不够完善，但其
重要性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基
于此，本文总结归纳了篇章主次关系未来的一些研
究方向，供读者参考．

（１）篇章主次关系的基础研究
目前篇章主次关系的基础研究还不够完善，特

别是宏观角度的研究更加匮乏，因此构建一套针对
篇章主次关系的完整研究体系，包括理论体系、语料
资源、计算模型，是非常必要的．

微观角度，由于句子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侧重于
篇章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借鉴修辞结构理论和基
于连接依存树的篇章结构理论进行篇章结构构建和
主次关系分析；宏观角度，段落间的逻辑关系不像句
子间那么紧密，而是侧重于段落间、章节间的关系以
及与篇章主题的关联，可结合篇章宏观结构理论（例
如，将ｖａｎＤｉｊｋ的宏观规则进行系统化、形式化建
模）、主述位结构理论、信息结构理论等，并融入不同
体裁文章的篇章模式，进行篇章宏观结构分析和段
落主次关系的研究．结合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的特
点，以宏观结构的分析指导微观结构的识别，以微观
结构中的关键词、线索词等信息辅助宏观结构的生
成，形成统一的整体，发挥各自的优势，可相互促进
微观和宏观主次关系分析性能的提高．

（２）基于篇章主次关系的篇章结构分析
在篇章主次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篇

章关系识别和篇章结构生成等篇章结构分析的研究
成果，探索这些任务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制约关系，构
建联合学习的计算模型，可进一步提高篇章结构分
析的整体性能．

篇章结构分析可分为子句识别、连接词识别和
分类、隐式篇章关系识别、篇章主次关系识别以及篇
章结构树构建等子任务．其中子句识别和连接词识
别这两个子任务的性能已经比较好，达到９０％以
上，而隐式篇章关系识别、篇章主次关系识别和篇章
结构树构这三个子任务的性能却在５０％～６０％之
间，因此当前篇章结构分析的重点和难点是隐式篇
章关系识别、篇章主次关系识别和篇章结构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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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三个子任务之间存在相互的促进作用，可采
用联合学习的方法将这三个子任务结合起来，找出
子任务之间的相互约束关系，降低错误传递和子任
务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单独进行各个子任务的工
作时容易忽略一些跨子任务的全局性的特征，通过
对全局参数的调节，利用联合学习进行任务的整合，
将有利于篇章结构分析获得更好的性能．

（３）基于篇章主次关系的篇章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模型和系

统，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形式语言，使计算机能够理解
和使用自然语言，能与人类进行无障碍的沟通．语义
分析分为词汇级、句子级和篇章级三个层次，目前词
汇级和句子级的语义分析都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并在统计机器翻译、自动问答和信息抽取等领域中
得到了应用，而篇章级语义分析还停留在初始阶段．

篇章级语义分析不仅需要理解篇章中信息的组
织结构方式，获取篇章中包含的信息，还需要在词汇
分析和信息抽取的基础上分析篇章中句子段落之间
的内在逻辑结构关系，并以此来构建整个篇章的组
成架构，最终理解整个篇章表达的语义信息．

篇章是一个多平面，多层级的语言体系，词汇、
句子、段落和章节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和互相
协调，取得语义的一致性，才能具有较好的衔接性和
连贯性，也就是说词、句和章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整个
篇章的语义结构．

词汇系统内部词汇义位之间的语义关系表现为
聚合关系，而篇章中的词汇义位之间的语义关系除
了聚合关系以外，还表现为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在词
典中已经确定了语义关系，相对固定；而组合关系很
多情况是特定语境中表现出来的语义关联，是一种
非固定的关系．因此需要在上下文环境中寻找词汇
义位之间的语义关联，并形成由中心词汇构成的核
心语义场．在同一篇章内，这些词汇通过义位的相互
渗透和相互制约，取得语义的一致性，词汇和句子之
间的关联方式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篇章语义．

篇章级语义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篇章结构的理
解，更好的理解篇章的语义，而主次关系的识别，对
于篇章结构和语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语义
分析的角度，更重要的语义信息来源于篇章的主要
部分，而非次要部分，最能代表篇章主要思想的内容
来源于最主要的篇章单位．

因此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将通过更准确的构
建篇章结构，把语义分析的重点定位在主要篇章单
位上，从篇章主题和宏观结构出发把握篇章重点，并

根据上下文的词汇义位分析语义关联，再结合词汇
级和句子级分析的研究方法，这或将给篇章级的语
义分析带来新的进展．

（４）基于篇章主次关系的应用研究
篇章是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结构分析清楚了，文

章的核心部分自然更方便找到，因此，可以充分考虑
上下文信息，利用微观和宏观统一的主次关系语料，
对整个文档集进行建模，构建一个层次化主题模型．
基于这个层次化主题模型，可进一步进行篇章主题
抽取和自动文摘的应用研究，以期提高篇章应用的
效率和准确率．

目前对文档进行主题模型建模的常用方法包
括ＴＦＩＤＦ方法、潜在语义分析（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６８６９］、概率浅层语义索引（ｐｒｏｂａｂｉ
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ｐＬＳＩ）［７０］和浅层狄
利赫雷分配（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７１］
等．传统ＬＤＡ模型只能在词汇层进行主题分析．因
此，可考虑在扩充ＬＤＡ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标注的
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篇章主次关系语料，对整个文档
集进行建模，形成一个层次化主题模型，该模型将包
括篇章单位、段落、文档和文档集合等层次．图１１表
示了该层次化主题模型．

图１１　层次化主题模型的图形化表示

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分别体现文档集合与文档、
文档与段落以及段落与篇章单位之间的主题关系，
揭示不同文本单元主题之间的层次关系，并有效利
用段落间的关联强度、篇章主次结构等信息．这个模
型将直接有助于主题抽取应用研究．

自动文摘根据文摘选取方式不同可分为抽取型
文摘和理解型文摘．由于理解型文摘对语言生成技
术要求较高，目前的方法难以付诸实用，因此抽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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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是主要的研究方向［７２７４］，采用的方法以基于统
计的方法居多．由于基于统计的方法本质上是考虑
了句子的词汇特征（例如关键短语、单词和短语的词
频等），没有考虑句子间结构关系和文档的主题分
布，忽略了文档与文档之间的信息，因此自动文摘的
系统性能出现了瓶颈，生成的摘要信息冗余大、主题
分布不均衡．

将层次化主题模型应用到自动文摘的应用研究
中，运用句子间结构关系、文档间主题关系等信息，
结合已有的以基于词汇的统计方法，通过定位篇章
中最重要的章节和段落，并以这些章节和段落的主
要信息为自动文摘的信息来源，以期提高自动文摘
应用的效率和准确率．

６　小　结
篇章主次关系是篇章结构分析的重要环节．我

们研究发现，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理
解篇章的结构和语义，并为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提
供有力的支持．然而，已有的研究一般只是将篇章主
次关系识别看作篇章结构生成的一个辅助环节，篇
章主次关系研究不仅未受到足够重视，并且成为了
篇章结构分析的一个瓶颈．因此，本文将篇章主次关
系从篇章结构识别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
究对象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针对篇章主次关系这个研究内容，探讨了
什么是篇章主次关系以及为什么要对篇章主次关系
进行研究，然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详细阐述了
篇章主次关系在理论体系、语料资源和计算模型等
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研究策略和初步方案，最后展望了篇章
主次关系未来的研究方向．

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
究的基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将直接影
响到语料资源的质量和计算模型的性能，最终影响
到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性能．语料资源是基于统计
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基础资源，构建一个高质量、
大规模的语料库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因此，
针对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重点是构建一个微观和宏
观统一的理论体系，并建设相应的汉语篇章主次关
系语料资源，打好坚实的研究基础．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研究篇章主次关系对篇章结构分析和篇
章语义理解的影响，从而提高篇章分析的整体性能．
篇章分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自然语言相关应用提供

服务，因此可将篇章主次关系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主
题抽取、自动文摘和问答系统等应用研究中，以期得
到更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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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ｎ
（ＢＫ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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