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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意图性的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研究与展望
奚雪峰１），２），３）　孙庆英１）　周国栋１）

１）（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０）
２）（苏州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３）（苏州市虚拟现实智能交互及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　篇章话题结构分析主要针对篇章的意图性，是篇章语义分析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从整体层次上分析出
篇章结构及其构成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并利用上下文理解篇章．篇章分析既需要研究篇章的基本构成单元，更需
要研究基本构成单元之间的篇章关系．然而当前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重心大都集中在词法和句法领域，而忽略了
对篇章内在规律的研究，缺乏对篇章话题结构展开有效分析的系统理论方法，这就极大阻碍了基于篇章语义分析
的相关应用．本文首先从篇章衔接性和连贯性两个基本特征入手，讨论了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从
理论体系探索、语料库构建和计算模型三方面展开详细综述，分析对比了各类理论、资源及其模型的特点．其中，理
论部分代表性的工作包括语域加衔接理论，Ｈｏｂｂｓ模型，修辞结构理论，ＰＤＴＢ体系，意图结构理论，宏观结构理论
等；资源部分主要工作有修辞结构篇章树库、宾州篇章树库、ＭＵＣ语料、ＡＣＥ评测语料、ＡＲＲＡＵ、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和篇
章图库等；在计算模型方面，主要围绕上述理论和技术资源展开相关研究；随后，特别讨论了汉语篇章话题结构的
最新研究进展．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分析探索了基于主述位理论的篇章微观话题结构表示体系，并描述了相应语料
库资源的构建及其一致性检验；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形式化表示为一个三元组，其主要特征是一种链式结构，链结点
为篇章基本话题（子句），其内部的主位或述位为连接端，连接端之间通过微观话题联接建立起连接关系，其实质是
一种语义关联，体现篇章之间的衔接关系．最后，本文还对篇章话题结构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总结展望．

关键词　篇章话题结构；篇章理论；语料库标注；计算模型；篇章意图性；篇章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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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能够让机器自动理解篇章含义是自然语言处理

的终极目标．认知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概念依存理论（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１］开启了篇章理解研究的先河，脚本
方法（Ｓｃｒｉｐｔ）紧随其后，用于分析理解某种具体的
场景“故事”．通过对内容的简化处理，类似脚本方法
的技术思想已经在信息抽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领域得到成功应用．然而脚本方法的缺陷是对领域
所在场景存在过度依赖，导致脚本的构建需要随时
同步场景变化．这对于有些无法表示为场景的篇章
而言，很难采用该类方法加以分析理解，因而进一步
需要更为通用及开放的结构来表示篇章．为达到此
目的，探寻篇章的基本特征来寻求解决之道不失为
可行方法．

篇章的七个基本特征［２］已经被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的研究者广为接受，其中前四个基本特征，即连贯

性（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衔接性（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意图性（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及信息性（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更是有力地促进
了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发展［３１０］．通过分析篇章的
衔接性和连贯性，可以发现篇章表层的形式表示；而
通过分析篇章的信息性和意图性，则可以挖掘篇章
的语义特征；同时，后两者的分析过程，也可以与前
两者关联起来综合考虑．例如，从内容表示角度，篇
章的信息性注重新旧信息的变化推进，强调在符合
衔接和连贯的特点下，如何恰当地向读者传递新信
息．相比于传递新信息的篇章信息性，篇章意图性则
更加关注作者通过传递新信息后所产生的某种期望
影响，这也反映了读者对篇章的理解程度．因此，篇
章的意图性与篇章理解存在密切关系．

篇章的话题结构充当了篇章意图性的表示形
式；而话题结构本身，又通过篇章的连贯性和篇章的
衔接性，分别实现了表达和内容两个层面的表示形
式．篇章连贯性和衔接性这两个基本特性，对于以中
文为代表的汉藏语系，以及以英文为代表的印欧语
系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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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体现篇章的整体性，是篇章中句子级的关
联，采用句子间的语义连接来表示篇章的关联［１１１２］．
而衔接是一种词汇级的关联，采用词汇（或短语）之
间的语义关联来表示篇章中各语言单元之间的关
联．从表达和内容两个角度，通过篇章的连贯性和衔
接性的共同作用，篇章的意图性得以体现，即作者所
要表达话题的正确性和可理解性得到保证．本文结
合篇章衔接性和篇章连贯性研究，从篇章意图性角
度，重点探讨篇章话题结构．

２　问题与挑战
篇章分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自然语言处

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主要任务是从整体层次上分
析出篇章结构及其构成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并利
用上下文理解篇章．篇章分析既需要研究篇章的基
本构成单元，更需要研究基本构成单元之间的篇章
关系．根据不同的篇章分析目的，篇章单元及其关系
可以表示为不同的篇章基本结构，如篇章修辞结构、
篇章话题结构等．

作为篇章分析的基本概念，Ｂｅａｕｇｒａｎｄｅ和
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２］将篇章定义为连续的系列语段或句子构
成的语言整体单位．通常，自然语言中有意义的最小
单位是词；词可以构成短语、语块和句子；句子又可
以构成段落，并最终形成篇章．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篇章不是构成单元的无序堆砌；只有当构建的整
体单位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表达完整的思想和意
图时，才能称之为篇章．如下给出例１和例２加以对
比说明．在例１中，尽管每个独立子句语义正确，句
法完整，但是顺次连接在一起并不能够表示篇章．其
原因在于，这些子句所表达的意义彼此没有关联，难
以形成一个整体，也无法表达明确的中心话题（或称
为主题）．与此相比，例２中的句子，尽管有些句子的
句法成分缺失（图中用【】符号表示缺失的成分），然
而借助于句子之间的意义关联，可以构建形成一个
以“李四”作为核心主题的语言整体，因而构成了一
个篇章．

例１．　尽管安娜出生在加拿大，但今天天气不
好，并且苏州的枇杷上市了，因此，自然语言处理研
究迎来了发展高峰期．

例２．　ａ李四比较年轻，‖ｂ【】〈而且〉工作经验
也不足，｜｜｜ｃ【】学历又不高，｜ｄ但是【】不论做啥事
情，｜｜｜ｅ他都认真负责，‖ｆ所以，领导非常器重他．

上述例２所表示的篇章，能够表达完整的思想

和意图．通常思想和意图的整体性表现为一个话题，
该话题体现了思维的放射性与表达的线性之间的有
机联系．“思维的放射性”指的是一个话题（或称主
题）由若干子话题（或称基本话题）构成，而“表达的
线性”则是指各分话题的排序应符合思维的逻辑性
和次序性．

在篇章分析中，话题在形式上往往表示为某种
篇章的基本构成单元，并通过递归组合，基于不同层
面的逻辑关系联接，形成不同层次的结构实例．如
图１所示，基于篇章修辞结构关系，可以得到与例２
相对应的篇章层次化结构．

图１　例２的篇章修辞结构实例

如例２所示，基本篇章单元采用字母加以表示，
其中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层次由不同个数的“｜”表
示．如“｜”代表最高层组合关系，“‖”表示次一级层
次．具体而言，图１中的最高层是转折关系，由基本
篇章单元ａｂｃ和ｄｅｆ两个组合构成；随后，ａｂｃ单元
和ｄｅｆ单元递归分层又分别得到篇章的次一级关
系，即递进和因果关系；最后，再次分层组合，最终形
成并列和条件两种最底层篇章关系．如上例子可见，
篇章单位是相对分层的：最底层由各基本篇章单元
组成；集成底层的篇章基本单位，构建次高级的；重
复组合，不断产生更高级的篇章单位，最终表示成一
种树形结构［２］．在此组合过程中，关键是多种连接关
系的存在，其形式上可以表示为某种可见的连接词，
如”既…又…”；也可以直接缺省，如例２中的“〈而
且〉”就是这种省略情况．

上述篇章基本结构（也称为篇章修辞结构）的分
析结果对篇章话题理解非常重要．只有很好地分析
出篇章的修辞结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篇章话题．
例如，在问答系统（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中，通过
例２中的因果关系，不难自动抽取得出相关问题的
答案：“领导非常器重他”的原因是“不论做啥事情，
他都认真负责”．又譬如，对于自动文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而言，根据图１中最高层的“转折”
关系，可以得出“基本篇章单元ｄｅｆ的组合”比“基本
篇章单元ａｂｃ的组合”更重要；而对于次一级“因果”
关系而言，“基本篇章单元ｆ”可能比“基本篇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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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的组合”更重要；如此层层推进，最终可以得到该
段篇章的核心话题，即为“基本篇章单元ｆ”．当然，
上述推进过程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篇章关系传递性
及中心指向原则．

综合篇章分析的主要任务（即篇章语义分析）以
及篇章的定义来看，篇章的话题理解实质上是篇章
分析的核心任务．从形式上，篇章话题理解又表现为
篇章基本结构、及其基本单元之间关系的篇章话题
结构分析，两者的研究交叉在一起，密不可分．

篇章话题存在完整性，通常一个话题（或称主
题）由若干子话题（或称小主题）构成．不同篇章基本
结构及其关系的研究，可以提供不同层面的篇章理
解．根据图１所示例２的篇章修辞结构，我们尽管能
够在问答系统中提供为什么“领导非常信任他”的答
案（即回答“Ｗｈｙ”问题），但是如果需要提供“‘他’是
谁？”这样的问题答案（即回答“Ｗｈｏ”问题），那么
图１所示的篇章基本结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时，
需要我们构建如图２所示的篇章话题指称结构来解
决该问题．通过其所含的指称链接关系，我们就能够
回答问题“‘他’是谁？”中的“他”即指“李四”．

图２　例２的篇章指称结构图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与上述篇章修辞结构类
似，单一的指称结构也只能够解决“Ｗｈｏ”这一类问
题，对“Ｗｈｙ”问题无能为力．显然，对于需要解决包
含５Ｗ问题（Ｗｈｏ，Ｗｈｙ，Ｗ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Ｗｈａｔ）的篇
章话题理解而言，迫切需要联合不同类型（不同粒
度／不同层次）的篇章结构（如篇章修辞结构、篇章话
题结构等）共同来解决不同类型的篇章理解问题．其
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通用的基本结构
可以解决所有篇章话题理解问题？如果没有通用结
构，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篇章话题理解，是否分别存在
不同粒度的基本篇章结构可以解决问题？不同粒度

的篇章话题结构分别对应可以解决哪些类型的篇章
理解问题？不同粒度的篇章话题结构之间的关系又
如何？如果存在通用结构，那这种通用结构如何表
示？如何实现针对不同类型问题的篇章理解？诸如
此类问题，都是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主要困惑，需要
进一步研究解决．

３　研究现状分析
篇章话题结构分析归属于篇章分析的研究范

畴．下面结合篇章分析，分别从篇章话题结构的理论
研究、资源建设、计算模型等方面，分析国内外研究
现状．
３１　理论研究

西方语言篇章分析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篇章
连贯性和篇章衔接性的研究，代表性的工作包括：
语域加衔接理论（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３］，
Ｈｏｂｂｓ模型［４５］，修辞结构理论（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ＲＳＴ）［６７］，ＰＤＴＢ体系（Ｐｅｎ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１３１４］，意图结构理论（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Ｔ）［８］，宏观结构理论（Ｍａ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１５］，言外行为理论（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１６］，心理框架理论（Ｆｒ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１７］，主位推进理论（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１８１９］．

实际上，篇章衔接性和篇章连贯性的研究往往
是融合在一起的，无法完全独立分开研究．例如，上
述主要侧重篇章衔接性研究的语域加衔接理论，同
时也系统解释了篇章连贯性，为后来者对篇章连贯
性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帮助，譬如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即
是通过深化与补偿语域加衔接理论，提出了“言外行
为理论”．同样得益于语域加衔接理论中的层次和级
阶理论，Ｍａｎｎ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在他们提出的用于研
究篇章连贯性的修辞结构理论中说到，不同层次的
功能块组成的篇章，其功能上的统一性反映了篇章
的连贯性．因此，不同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
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有的主要偏重篇章连贯性，有的
比较偏重衔接性，还有的则关注上述两者融合后表
现出的篇章意图性特点．下面分别从理论研究的不
同侧重点分类加以分析说明．
３．１．１　篇章连贯性理论研究

（１）Ｈｏｂｂｓ模型．主要研究连贯性，提出篇章单
元及其之间的连接关系是组成篇章结构的基本部
分．其中，子句、句子、句群和篇章本身，都能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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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单元；而连接关系是指篇章单元间的语义关联
性，它定义了并列、结果、阐述和时机在内的１２类关
系．在此基础上，篇章表示理论（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和分段篇章表示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对Ｈｏｂｂｓ模型
中定义的篇章关系进行了扩充［２０２１］．

（２）修辞结构理论（ＲＳＴ）．是一种基于树状结
构的模型，早期应用于计算机文本自动生成，目前主
要作为篇章结构和功能描述研究的理论基础．同
Ｈｏｂｂｓ模型相比，ＲＳＴ主要也是侧重篇章连贯性
的研究，它定义了４大类、２５小类用来连接篇章基
本单元的修辞关系．其中，两个被连接的篇章基本单
元中主要的那个被命名为“Ｎｕｃｌｅｕｓ”，次要的那个被
命名为“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如果两个连接的篇章单元存在并
列关系，没有主次之分，则这种关系被命名为“多核
（Ｍｕｌｔｉｎｕｃｌｅａｒ）”关系．

为了有利于篇章计算，ＲＳＴ定义的句子内部结
构篇章单元（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Ｕｎｉｔｓ，ＥＤＵ）最
小可以由短语或语块（Ｓｐａｎ）构成．ＥＤＵ间的语义
关系具有开放性和良好的扩展性．在ＲＳＴ构造出来
的树形结构中，叶节点、非叶节点、弧线和垂直线分别
表示ＥＤＵ单元、连续文本块、修辞关系和核心语块．
这里的“核心”与ＲＳＴ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之一———
核心性有关．核心性是指篇章由辅助单元和核心单
元构成，具有不对称性．ＲＳＴ的另外两个概念分别
是“制约因素”和“效果”，前者表示辅助篇章单元及
核心篇章单元至少有一个具有制约特性，从而表明
命题存在的必要性；后者表示篇章关系的解释机制，
即可以用关系达到的效果反向解释关系本身［１１］．

（３）ＰＤＴＢ体系．将源自修辞结构理论的篇章
修辞关系作了改进，把它划分为首层、第二、第三层，
每层又分别定义４、１６、２３类关系．其中，主要的核心
是篇章修辞关系连接词．例如，区分篇章关系是否为
显式或隐式的依据，即为是否包含显式的连接词．又
如，ＰＤＴＢ在标注包含隐式篇章关系的篇章单元之
前，首先人工添加连接词用来表示当前隐式的篇章
语义关系．此外，ＰＤＴＢ没有把短语，而是把从句作
为最小篇章单元，也是实用性大大增强的一个重要
因素［１１］．

（４）宏观结构理论．强调要从微观结构连贯和
宏观结构连贯两个方面表示篇章的连贯性．微观结
构连贯体现篇章中单个句子或多个句子所表达的话
题存在彼此关联，形成同一的体系结构［２１］．宏观结
构连贯表明篇章总体话题与低一级的话题两者在语

义结构上趋向一致．宏观结构理论认为，微观结构连
贯是从句子内部角度表示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顺序关
联；而宏观结构是从篇章全局角度表示上下句子分
层后的总体关联；当一个篇章同时满足上述两种结
构的连贯时，才算是一个连贯的篇章．

（５）心理框架理论．强调连贯的心理属性．认为
连贯是篇章使用者利用背景或百科知识对语篇进行
阐释的结果，是篇章的语言形式衔接所带来的一种
感觉．心理框架理论同时认为采用一些知识模型也
可以表示背景知识的存在，如框架（Ｆｒａｍｅ）、情节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计划（Ｐｌａｎ）等．那么此时，只要这些背景
知识模型，能够在篇章中找到相一致的表达意义，就
可以形成统一的相互联系，这就构成了连贯的篇章．

（６）主位推进理论．认为连续的主位推进有助
于构建连贯的篇章．这种连续表现为相关联的单位
之间都通过相似的成分连接起来［２１］．如果篇章缺乏
这一成分，主位推进链就会中断，导致语篇衔接上的
缺口，造成不连贯现象发生［２２］．篇章的连贯性依赖
连续的主位推进；而关联单元通过相似成分连接则
反映了篇章的衔接性，因此，主位推进理论实际上包
含了对篇章连贯性及篇章衔接性的融合分析研究．
３．１．２　篇章衔接性理论研究

（１）语域加衔接理论．主要研究篇章的衔接性，
提出语域（情景语境）可以是衔接含义的有效补充，
两者联合构成一个篇章概念［３］．具体来说，一个合理
的篇章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篇章的各
个组成部分必须具有语域一致性，即有与篇章外部
的情景相联系的连续的意义；二是篇章内部的各个
组成部分之间必须是粘结在一起的，即由衔接纽带
连接起来．语域加衔接理论提出判断一个篇章之所
以是篇章的关键，是要看这个篇章是否一致连贯；而
衔接则是保障篇章一致连贯的重要方法．衔接在篇
章与语域上的一致性，可以表示出篇章内部从句关
系的连贯性．

衔接被定义为词汇和语法两类，第一类包含搭
配、重复、上下义词等；第二类包含省略、替代、照应
（指代）、连接词等．此外，他们把语域概念分为语场、
语旨和语态，并特别提出语域能够对衔接起到有益
补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衔接的形式表示，即形成
衔接纽带的衔接词，是研究的重点．

（２）言外行为理论．提出衔接是句子及其所表
达话题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篇章的连贯是这些
话题言外功能的表现．这一理论是在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和
Ｈａｓａｎ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地深化与补偿；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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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前提是Ａｕｓｔｉｎ和Ｓｅａｒｌ创立的言语行为理
论［２３２４］．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语是一种行为活动，我
们使用语言开展交流活动就是一个以言行事的过
程．该理论认为篇章是交际行为的方法，是由多个部
分行为组成的序列；连续的、有意义的言语行为序列
所构成的篇章就是连贯的篇章．
３．１．３　篇章意图性及其他理论研究

（１）意图结构理论（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话题序列、目的结构和焦点状态是组成篇章结
构的三大重要模块．

意图结构理论由Ｇｒｏｓｚ和Ｓｉｄｎｅｒ最早提出［８］，
他们认为篇章是包含意图的，原因在于篇章的作者
就是怀有表达自身意图的目的开始写作的．所以，篇
章意图的解释应该和篇章内容一样纳入篇章结构理
论的研究范畴，因而意图结构完全可以成为篇章结
构理论的基础．Ｍｏｓｅｒ和Ｍｏｏｒｅ研究表明，意图结
构理论和修辞结构理论之间存在共性，如意图结构
中的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和修辞结构理论中的核
（Ｎｕｃｌｅｕｓ）相对应［２５］．

（２）其他理论．语言篇章模型（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ＬＤＭ）则以句法分析为指导，通过使用重写
规则建立篇章结构分析模型［２６］．
３２　资源建设

目前篇章话题结构的资源建设主要与篇章连贯
性和衔接性相关，包括修辞结构篇章树库（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ＲＳＴＤＴ）［２７］、
宾州篇章树库（Ｐｅｎ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ＰＤＴＢ）［２８］、
ＭＵＣ①（Ｍｅｓｓ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语料、
ＡＣＥ②（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评测语料、
ＡＲＲＡＵ［２９］、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３０］和篇章图库（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３１］．
３．２．１　篇章连贯性资源建设

（１）修辞结构篇章树库ＲＳＴＤＴ．共包含３８５篇
文章，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标注，于２００２年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ａｔ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ＬＤＣ）正式发布．ＲＳＴＤＴ严格定
义了篇章基本单元ＥＤＵ，其主要包含：担任状语成
分的从句、定语从句、后置的名词修辞短语、或将另
外ＥＤＵ分割开的从句及非谓语动词短语；剩余作
为主语、宾语以及主要动词补语的从句，全都在
ＥＤＵ范畴之外．

（２）宾州篇章树库ＰＤＴＢ．由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美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ｉｎｏ（意大利）
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英国）联合标注，于
２００６年由ＬＤＣ正式发布初版，并于２００８年发布
ＰＤＴＢ２．０版，包括了华尔街日报的２３０４篇文章．

ＰＤＴＢ具体标注四类篇章关系：一是显式／隐式连接
关系（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二是基于实体的
关系（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三是替代词（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四是无连接关系（Ｎ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对
于显式、隐式篇章连接关系和替代词类别，ＰＤＴＢ标
注的信息包括篇章连接关系、关系连接词及其论元
结构、属性信息等．关系连接词包括主从连接词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如“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ｈｅｎ”
等）、并列连接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如
“ａｎｄ，ｏｒ”）和篇章副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如
“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三大类．篇章连接关系出现
在两个论元之间；与连接词关系密切的称为Ａｒｇ２，
另一个称为Ａｒｇ１；两个论元出现的顺序，与连接词
间的距离都比较灵活，可在两个句子（子句）之间出
现，或者跨越多个句子（子句）等．
３．２．２　篇章衔接性资源建设

指代消解是自然语言处理在篇章衔接性方面的
主要研究问题．“指代”是一种存在于篇章中前后两
个语言单位之间的特殊语义连接关系；而确定两者
的过程即称为指代消解［３２］．下面介绍用于指代消解
的主要语料资源．

（１）ＭＵＣ语料．是一个由美国政府赞助，以实
际文本理解为目标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的第六和第
七届，都把指代消解作为评测任务之一．相应评测采
用的语料即为ＭＵＣ语料，该语料通过指代链方式
形成指向特征．

（２）ＡＣＥ评测语料．ＡＣＥ也是美国政府支持的
自然语言处理重要会议．语料评测起始于２０００年，
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引入中文语料．其中的指代信息也是
采用指代链的方式加以标注而成，每个指代链独立
编号并被记录在文件中，而同一个指代链上的实体，
它们的指代关系都相同．ＭＵＣ和ＡＣＥ评测语料为
面向衔接关系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语
料资源，但是它们通过指代形成的语料衔接关系资
源中，仅仅标注了显式实体指代，而忽略了对隐式实
体（或称为省略）的指代标注．

（３）ＡＲＲＡＵ语料库．由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ｅｎｔｏ
（意大利）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ｓｓｅｘ（英国）针对较难处
理的指代问题，联合建立的指代标注语料库．该语料
包括对话、说明文和新闻报道，不仅标注了实体指
代，也标注了抽象指代（如事件、行为指代），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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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汉语部分．
（４）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项目．由ＢＢ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美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
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美国）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美国）相互合作创立
的．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Ｃｏｒｐｕｓ５．０版是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项目的
最新版本，除了包含早先发布版本的所有内容（之前
分别发布了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多个版本）之外，还添
加英文核心文本（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
书》）．根据来源，语料可以分为来自英语通讯社、中
国通讯社、中国广播新闻、英语广播新闻等，累计包
含２９０多万个词．其中英语通讯社以华尔街日报为
主，中国通讯社以新华社为主，中国广播新闻主要包
括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电视系
统等，英语广播新闻也是主流的如美国广播公司、
ＣＮＮ、ＮＢＣ的公共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因
此能够确保标注语料的权威性．

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Ｃｏｒｐｕｓ５．０是一个标注三种语言
（中文、英语和阿拉伯文），同时包含结构信息（语法
特征及谓词结构）和浅层语义谓词（实体指代信息和
共指语义特征信息）的权威语料库．其中的语法结构
来源于宾州树库（ＰｅｎｎＴｒｅｅＢａｎｋ）中的语法结构部
分，而谓词结构则来自于ＰｅｎｎＰｒｏｐＢａｎｋ的谓词论
元结构．可以用来表征的语义形式包括名词和动词
的词义消歧、连接本体的词义和共指关系．汉语部分
还标注了部分零指代信息，但仅标注了主语位置的
零指代；而汉语的零指代种类很多，且每一类别都有
其自身的特点，这就制约了汉语零指代消解的研究．
３．２．３　篇章意图性理论研究

为克服子句间的多种篇章关系不能被树模型的
篇章结构有效表达的缺陷，Ｗｏｌｆ和Ｇｉｂｓｏｎ提出了
通过图结构表示篇章的方法［３１］，并研究了篇章图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ＤＧＢ）的构建问题；同时以
该结构标注了１３５篇文章．他们主要分为三步：首
先，根据标点符号将篇章分为基本单元（句子／子
句），称之为篇章段（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然后，再
根据标点符号和话题，将上述基本单元归并成组
（Ｇｒｏｕｐ），每一个组都集中表达了某个话题；最后，
确定基本单元、组之间的连贯关系（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３３　计算模型

基于不同理论体系和相应语料库，近年来国际
上开展了很多研究工作，下面我们就按研究的不同
角度分别展开介绍．

３．３．１　篇章连贯性计算模型
（１）基于ＲＳＴＤＴ的研究
立足ＲＳＴＤＴ理论开展的篇章基本结构研究

主要包含ＥＤＵ识别和篇章连接关系生成两个子任
务［３３］．其中，ＥＤＵ的识别负责对文本进行切分，提
取出ＥＤＵ，即构造生成的修辞结构树的树叶；连接
关系的生成则采用自底向上的方法生成修辞结构树
中的功能节点，并为每一节点确定一个最可能的修
辞关系．

ＥＤＵ识别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工作，取得很
好性能．代表性的工作包括：Ｓｏｒｉｃｕｔ和Ｍａｒｃｕｓ［３４］最
早采用概率模型狆（犫｜狑，狋）（这里的狑表示为单词，狋
代表句法树，犫为变量，取值为犫∈｛边界，非边界｝），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并采用数据平滑算法对文本
进行切分，在自动句法分析树上的实验获得了犉值
为８３．１％的ＥＤＵ识别效果，采用标准句法树则识
别效果犉值达到８４．７％；但是，他们的方法没有包
含线索词，因此还无法对复杂句子的边界展开准确
辨识［３５］．Ｈｅｒｎａｕｌｔ等人将文本切分问题看成序列化
标注问题，基于条件随机场（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ＣＲＦ）模型，采用文本中的单词词义、词性和
词汇中心词等词汇和句法信息特征，实验结果犉
值达到９４％［３６］．受此启发，Ｖａｎｅｓｓａ提出一种基于
ｌｉｎｅａｒｃｈａｉｎＣＲＦｓ的两阶段ＥＤＵ分割模型，实验结
果相比文献［３６］高出１个百分点，取得当前最好结果
９５％［３７］，与人工篇章分割的效果（犉值为９８％）较为
接近．总体而言，目前在基于ＲＳＴＤＴ上进行的
ＥＤＵ识别效果，准确率较高，进一步提升空间有限．

篇章连接关系的生成方面，代表性的工作包括：
Ｓｏｒｉｃｕｔ和Ｍａｒｃｕｓ采用概率模型生成句子级别的篇
章结构［３４］．基于全自动方法获得的基本篇章单元
和句法分析树生成无关系类别标记和有关系类别标
记（１８类）的篇章结构树的犉值分别为７０．５％和
４９．０％；而基于正确的ＥＤＵ和标准的句法分析树，
生成无关系类别标记和有１８类关系标记的篇章结
构树的犉值分别为９６．２％和７５．５％，与人工评测
的性能非常接近．ＬｅＴｈａｎｈ等人同时研究了文本级
别和句子级别的篇章结构的生成［３８］；针对句子级别
的篇章结构生成，借助标准句法信息和线索词对句
子篇章单元进行切分，并生成句子级篇章结构，最终
获得含１４类关系的句子结构树的犉值为５３．０％，
生成含１４类关系的篇章结构树的犉值为３９．９％；
针对文本级的篇章结构，他们将文本的相邻句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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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组织信息融入搜索算法中，借助搜索方法完
成文本级篇章结构的生成．ＤｕＶｅｒｌｅ和Ｈｅｌｍｕｔ给
出了一种基于ＳＶＭ的篇章结构分析方法［３９］，采用
较大的特征空间，生成的篇章结构树与文献［３８］包
含的关系类别一样，但犉值大幅度提高，达到了
４８．１％．文献［４０］联合传统的特征向量以及来自非
标注数据中的特征共现向量，综合应用于ＲＳＴＤＴ
下非频繁出现的篇章关系的识别任务，取得了
１８．９％的宏平均犉值；后续有些研究引入了更为丰
富的语义特征［４１４４］．

（２）基于ＰＤＴＢ的研究
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篇章语料，ＰＤＴＢ语料积

极推动了篇章分析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
ＣｏＮＬＬ２０１５ＳｈａｒｅｄＴａｓｋ也选择基于ＰＤＴＢ开展
浅层篇章分析任务［４２］．采用ＰＤＴＢ开展的篇章分析
任务主要包括显式和隐式两种篇章关系识别，具体
可分成针对显式篇章关系的篇章连接词识别、连接
关系识别和关系论元抽取；针对隐式篇章关系和
ＡｌｔＬｅｘ关系的连接关系识别；针对篇章关系的属性
识别．

①显式篇章关系研究
在连接词识别领域，已有的研究工作包括：

Ｐｉｔｌｅｒ等人基于最大熵模型分析了在连接词消歧中
句法特征的有效性［４５］．在此基础上，Ｌｉｎ等人额外补
充了相关句法信息，进一步提高了连接词消歧性
能［４３］．当前连接词识别性能整体较高，在标准句法
树和自动句法树上分别取得９５％和９３％的犉值．

在连接关系识别领域，已有的相关工作包括：基
于朴素贝叶斯方法，Ｐｉｔｌｅｒ等人［４５］融合连接词和句
法信息用于识别第一层的显式连接关系，取得了
９４．２％的精准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随后，基于最大熵模
型，Ｌｉｎ等人［４３］又采用连接词的上下文特征开展了
第二层的显式连接关系类型识别，在标准句法树和
自动句法树上分别取得８６％和８０％的犉值．

关系论元抽取领域，已有的相关工作包括：面向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类型的连接词所构成的句内论元，
Ｄｉｎｅｓｈ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的树形减法（Ｔｒｅｅ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算法实现自动抽取［４６］，但该算法的缺
陷在于仅适用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类型的连接词，其它类
型效果不佳．受到该算法的启发，Ｌｉｎ等人首先利用
机器学习方法完成覆盖论元最小子树的识别，然后
借助Ｄｉｎｅｓｈ的树形减法算法在识别出的子树中完
成论元抽取［４３］．Ｌｉｎ等人的这一方法为关系论元抽
取技术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然而该系统的抽取性能

比较依赖于第一步最小子树的识别；如果最小子树
所覆盖的论元中含有非论元，则会影响到最终论元
抽取的质量．

②隐式篇章关系和ＡｌｔＬｅｘ连接关系研究
相比显式篇章关系分析，隐式关系和ＡｌｔＬｅｘ关

系的识别更具挑战性．Ｐｉｔｌｅｒ等人对ＰＤＴＢ语料的
分析发现，显式篇章和隐式篇章关系的数量基本上
属于各占半壁江山，但显式篇章关系所包含的歧义
不多，大约仅占２％，而且存在确定的连接词，因此
相对较为容易识别［４７］．某种角度来看，对隐式篇章
关系识别的效果决定了整个篇章结构关系分析的
成败．

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
从隐式关系涉及的论元中直接获取相关信息进行关
系类别的判定；一类是考虑到显式关系识别中连接
词的决定性地位，借助各类外部资源首先进行隐式
关系的连接词恢复，再结合连接词进行关系类别的
判定．

第一类方法的代表性工作包括：针对隐式篇章
关系的识别，Ｐｉｔｌｅｒ等人研究了多种语言信息的有
效性［４５］，实验发现，动词类型、动词短语的长度、
情感倾向、情态动词、上下文语境和词法信息等特
征对识别篇章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方法
在ＰＤＴＢ语料库上识别第一层４种隐式关系，即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的
准确率分别为５６．５９％、６７．１％、６０．２８％、６１．９８％．
Ｌｉｎ等人［４８］没有对词进行分类，而是根据统计信息
获取词对特征，并利用成分结构信息、依存句法信
息和上下文信息，以联接篇章关系的词语作为谓
词，把谓词所引领的子句、句子等单位，一并归为待
识别论元，在ＰＤＴＢ语料库上识别第二层隐式关系
获得了４０．２％的准确率（隐式关系中出现频度较高
的１１类）．与文献［４５］相比，Ｂｉｒａｎ和Ｍｃｋｅｏｗｎ通
过引入词对（ＷｏｒｄＰａｉｒ）特征［４９］，在ＰＤＴＢ篇章语
料库上对第一层４类隐式关系的识别准确率分别取
得６１．７２％、６１．５２％、６０．９３％、６８．０９％，除第２类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关系外，其余均超出文献［４５］．

第二类方法的代表性工作包括：Ｚｈｏｕ等人提出
一个无指导的方法，基于语言模型首先恢复了隐式
关系的篇章连接词，之后统计连接词对应的篇章关
系，从而直接判定隐式关系［５０］．Ｈｏｎｇ等人提出一个
用于隐式关系识别的无监督的跨论元的推理机
制［５１］．首先借助Ｗｅｂ中的海量信息构建大量可比
较的论元对，然后借助这些可比较的论元对进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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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词的恢复，最后再根据连接词完成隐式关系类别
的判定．Ｘｕ等人研究分析了篇章浅层语义信息和基
于态度韵的句子级情感信息对隐式篇章关系识别的
贡献，在此基础上采用树核方法利用ＰＤＴＢ２．０语
料库开展的实验表明显著提升了隐式篇章关系的识
别性能［３３］．Ａｔｔａｐｏｌ和Ｎｉａｎｗｅｎ发现［４２］，在通过删
除显式连接词的方式构建隐式连接词训练数据时，
并不是所有显式连接词都能被直接删除；某些显式
连接词如果武断地被删除，反而影响隐式篇章关系
的识别性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两条规则用于实
现可删除显式连接词训练数据的筛选，提高了系统
性能．

③篇章关系的属性识别
篇章关系属性是指文本中与篇章关系对应的提

供额外信息的从句．Ｌｉｎ等人把篇章关系属性的跨
度问题作为分类问题加以研究［４３］：首先从文本中利
用句法和标点符号特征提取小句；然后利用当前小
句及其前后小句的词汇化特征进行属性的精确识
别；最终在标准句法树和自动句法树上分别取得了
７９．６８％和４２．５９％的犉值．Ｋｏｎｇ等人结合线性标
注和子树抽取技术，提出一种新方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５２］，相比于Ｌｉｎ等人的系统［４３］，在
标准句法树上的犉值提高了１．８％；而在自动句法
树上的犉值则扩大了６．７％．Ｗａｎｇ和Ｌａｎ［５３］使用
Ｓｋａｄｈａｕｇｅ和Ｈａｒｄｔ提出的模型［５４］列举出所有候
选属性，并在Ｌｉｎ等人的基础上构建篇章关系属性识
别系统［４３］，在自动句法树上取得犉值为６８．２７％．
３．３．２　篇章衔接性计算模型

（１）指代的相关研究
在英语指代消解研究方面，由于自然语言处理

的应用需要，特别是ＭＵＣ和ＡＣＥ的推动，指代消
解问题引起了广泛地关注，研究方法也从基于规则
的方法过渡到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主要方法有：
①配对方法，根据各种词汇、上下文、位置等特征，
构建指定实体是否指向另一实体的分类器［５５５９］．由
于这种方法忽略了指代的传递性和先行词候选间的
竞争信息，性能受到了一定限制；②实体表述方法，
根据上下文信息判断候选词与某类表述集是否表示
现实世界的同一个实体．这一模型将当前的候选词
与已经归好类的表述集合配对，不仅根据单个先行
词候选来选取多种特征，还考虑整个已归类集合的
相关特征［４０，６０６１］；③排序方法，依据多种特征计算
所有候选词与指示词指向同一实体的可能性，选择
得分最高的作为先行词［６２６５］．

与英文指代消解相比，汉语指代消解起步较晚，
目前尚处于跟进发展阶段．早期张威等人［６６］采用优
先和过滤算法，基于句焦点集实现了汉语元指代消
解；鉴于元指代形式标记比较明显，机器识别准确率
较高，其中元指代词识别的查全率（犚值）达到
９２．５％，准确率（犘值）达到８９％．王厚峰等人［６７］基
于规则方法，分别从语义及领域知识角度开展汉语
人称代词的指代消解研究；针对汉语中“他”、“他们”
和“她”三类人称代词的消解性能分别达到了
９１．７％、７１．８％和８８．５％的准确率．周俊生等人［６８］

提出一种基于图划分的无监督指代消解方法，用于
汉语名词短语消解及人称代词消解，其在ＡＣＥ语
料上的实验结果犉值分别达到６２．０５％、７９．３６％，
与有监督方法性能相当．Ｎｇａｉ等人［６９］给出的在
ＡＣＥ２００５ＢＮＥＷＳ语料上的汉语名词短语消解最
佳犉值性能为７７．２％．孔芳等人［７０］提出基于树核
函数，使用中心理论、融入语义角色和集成竞争者相
关信息三个方面，动态扩展结构化句法树来提升中
英文代词消解性能的方法，在ＡＣＥ２００５ＢＮＥＷＳ语
料上的最佳犉值性能达到７９．３％，优于相同语料上
的同类系统［６８６９］．

上述研究都是针对面向实体的指代，目前中文
事件指代相关研究很少．主要参考实体指代的方法，
采用多种特征，针对事件代词和事件名词进行
消解［７１］．

（２）省略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省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空语类的

识别恢复以及零指代消解．在英语空语类识别恢复
方面，将空语类的识别和恢复看作句法分析的一个
子任务，将它集成到句法分析中或看作句法分析的
后处理工作［７２７４］．

汉语空语类的识别和恢复工作有：Ｙａｎｇ和Ｘｕｅ
提出组合词汇和句法信息进行汉语的空语类恢复，
在标准句法树上性能较好，犉值达到８９％，但在自
动句法树上［７５］，汉语空语类的恢复性能下降至
６３．２％．Ｃａｉ等人［７６］将空语类的恢复集成到汉语句
法分析中，在自动句法树上的性能较文献［７５］有了
一定的提升，犉值达到６７．０％．Ｋｏｎｇ和Ｚｈｏｕ提出
了基于小句的汉语空语类识别方案，使得汉语空语类
识别在自动句法树上的性能犉值提升至７４．６％［７７］．
零指代现象是汉语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各种语言中
零指代现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汉语指示词的省略可
发生在主语、宾语等任意位置，而且没有任何标志，
因此省略的指示词的识别成了汉语零指代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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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瓶颈．关于汉语零指代消解的探索较少，代表
工作有：Ｃｏｎｖｅｒｓｅ在中文树库ＣＢＴ语料上针对
“ＮＯＮＥｐｒｏ”这种类型的空语类进行了零元素
的标注［７１］，并探讨已知零元素情况下，在标准句法
树上的指代消解方法．Ｋｏｎｇ和Ｚｈｏｕ给出了一个完
整的汉语零指代消解框架［７８］，包括零元素识别、零
元素待消解项识别和零元素消歧，并针对三个子任
务分别给出了结构化特征方法的解决方案；其在
ＣＴＢ６．０中文语料上构建的基准系统自动实现三个
子任务的性能犉值分别为６３．７８％、５９．５４％、４５．０６％．
宋洋等人采用全局规划刻画了面向零指代项的识别
和消解这两个子任务的关联关系，并基于马尔可夫
逻辑网构建了统一处理模型，用来进行两个子任务
的联合推断与学习；在给定标准零元素的情况下，零
元素消歧性能犉值达到６５．９６％［７９］．Ｚｈｏｕ和Ｌｉ基
于成分候选和块依层方法研究汉语零元素的恢
复［８０］，在ＣＴＢ５．１语料库上比当前最好系统犉值
性能提高了１．２９％．
３．３．３　篇章意图性计算模型

这部分的研究极少［８１８２］，代表性工作是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等人在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上的相关工作［８２］，他们对Ｇｒａｐｈ
Ｂａｎｋ进行了分析，认为篇章连接词和两个句子间的
跨度距离是高效识别显式和隐式篇章关系的关键
因素．
３４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

当前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一般以句子为单位，主
要聚焦在词法、句法以及句子内部的语义分析层面，
对篇章内在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英语篇章话
题结构分析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汉
语的特殊性，难以直接应用于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
析．中英文语言特点的最大不同在于，中文重意合，
省略多；英文重形合，结构相对完整．有学者认为这
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源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崇尚逻辑规范，注重主体和客体的独立性，
因而在语言上就表示为讲究形式严密，自成系统．而
东方文化信奉和谐相处，强调主体和客体的融合，因
此在语言上就表现为讲究意会贯通，忽略了过多的
形式桎梏．所以，这也就带来了中英文篇章话题结构
分析中的策略有所不同．例如刘礼进标注了小规模
汉英篇章平行语料库［８３］，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比分析
了采用话题结构描述汉英宏观语义结构功能时所存
在的差异性．

根据中英文语言特点的最大不同，我们可以将
英文篇章分析方法分成“结构完整敏感型”和“非结

构完整敏感型”两类方法．前者假定的分析策略，是
认为所处理的每个英文篇章，结构是否完整对性能
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假定篇章逻辑结
构上都是完整的，语言成分没有缺失；而后者，则假
定篇章结构是否完整对分析性能没有影响或影响很
小．我们在借鉴英文分析方法的时候，直接继承第一
类方法所带来的性能并不一定理想，例如在标注中
文篇章语料库时，由于汉语中大量连接词的缺省，完
全采用ＰＤＴＢ标注体系就表现为不太适应［６３］．另一
方面，继承第二类“非结构完整敏感型”的分析策略
及方法开展篇章结构分析的结果较好，因而比重较
高．篇章结构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指代消解的研究
就属于这种情况．众所周知，英文指代消解的研究经
历了基于规则的方法到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过渡，
目前机器学习中采用的配对方法、实体表述方法以
及排序方法，都属于“非结构完整敏感型”，因而在汉
语指代消解中也被广泛沿用［６８７０］．

尽管我们把英文篇章话题结构分析方法分成了
两类典型方法，并且也强调，我们的继承主要是面向
第二类继承，但是这个继承策略也并非一成不变．或
者换句话说，某种情况下，当满足假定策略时，第一
类英文篇章分析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继承的．

从中英文语言现象来说，目前中文存在的非完
整性结构特点是在自然语言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
的，具有其“存在合理性”；但是从机器计算的角度来
看，语言的完整性对语义理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实质上，中文中存在的缺省、零指代等非完整结构的
情况，非常有必要将其补充完整．显然，结构完整的
篇章更有利于计算机开展分析处理．

如果中文的篇章结构能够补充完整，则上述第
一类“结构完整敏感型”的英文篇章结构的分析方法
也就能够借鉴继承应用到中文分析中来．

但是，这种继承的难点也就产生了，即如何补充
完整中文篇章结构的缺失部分？中文篇章中的这种
缺失，如省略、零指代等，更多依赖于上下文环境、极
为泛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的常识、约定俗成的规则等，完
全是从深层语义角度来加以关联．并且这种依赖并
非静止不变，随着社会文化发展，不断有新的热词、
新的典型社会背景知识加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过程．因此，要把“重意合”的、成分缺省的中文篇章
结构补充完整，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从语言学角度，在汉语篇章话题研究方面，为了
阐释汉语中的主语和谓语结构，Ｃｈａｏ（赵元任）最早
引入说明和话题两个概念［８４］．随后，Ｔｓａｏ（曹逢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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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由话题构成的话题链（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ｉｎ）［８５］
在控制小句连接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同小句内话
题的代词化和省略的过程，可以通过外延的话题语
义来加以控制连接，从而构成链式结构．这种语义上
的连接，主要包含零指代（ＺｅｒｏＡｎａｐｈｏｒ，ＺＡ）、代词
指代（ＰｒｏｎｏｕｎＡｎａｐｈｏｒａ，ＰＡ）和名词指代（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ａｐｈｏｒ，ＮＡ）等形式．其中，以零指代构建话题链的
过程，通常认为具有最好的可计算性［８６］．近年来，还
有研究者把话题链从句子拓展到句群和篇章层面，
使得话题链由表示相同话题的系列语句构成［８７］．周
强构建了多种类型的话题说明关系集，提出一种基
于话题链的汉语复句连贯性描述机制［８８］．

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篇章
分析的长期研究，汉语篇章话题分析的研究刚刚起
步，目前主要处于理论体系探索和语料库资源建设
阶段．

（１）汉语篇章理论
就篇章结构而言，从基本篇章单元、篇章结构的

组织、篇章关系的分类，连接词及其分布样式等，汉
语与英语相比均有不同．因此围绕汉语篇章结构分
析，就不能直接或完全使用面向英语篇章结构分析
的篇章理论，如ＲＳＴ和ＰＤＴＢ体系等．

就汉语而言，复句句群理论来源于本土研究，最
早用于汉语句子层面的分析；但是徐赳赳［８９］对比研
究了复句句群理论和ＲＳＴ理论，发现两者研究的对
象、内容、方法及其表现形式等都有相通之处，因而
推断在篇章分析层面，复句句群理论应该还有很大
的潜在应用价值．

此外，宋柔等人针对汉语篇章话题结构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广义话题结构的概念和相
应的表示方法［９０９２］；并提出了“话题的不可穿越性”
和“话题句的成句性”两个广义话题结构性质．依据
这一理论，他们以标点句为基本篇章单位，开展了汉
语篇章的话题结构标注工作．这一研究成果是汉语
篇章分析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２）汉语篇章语料库及计算模型
与英语相比，由于大规模高质量的适于汉语篇章

分析的标注语料严重缺乏，制约了相关篇章话题计算
模型的研究，近年来建立汉语篇章语料库资源日益成
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相关工作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针对汉语话题结构的篇章标注．宋柔课题
组基于他们提出的广义话题结构的概念，把标点句
看作基本篇章单位，开展了汉语篇章的话题结构标

注工作，已标注了《围城》、《鹿鼎记》和其它语料（涉
及章回小说、现代小说、百科全书、法律法规、散文、
操作说明书等语体），共约４０万字［９１］．其数据仍在
修订整理中．其中，《鹿鼎记》第一回的广义话题结构
标注及其说明已经在网上公开发布（ｈｔｔｐ：／／ｃｌｉｐ．
ｂｌｃｕ．ｅｄｕ．ｃｎ／）．

二是在参考ＲＳＴ和ＰＤＴＢ体系的基础上，结
合汉语复句和句群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汉语篇章结
构的标注体系进行探索．代表性工作有：乐明［９３］根
据ＲＳＴ理论，面向汉语篇章结构，结合汉语句群和
复句理论开展了标注探索，主要工作包括以标点符
号为边界，定义了篇章修辞结构分析的基本单元；定
义了４７种汉语修辞关系集用于区分核心单元；定义
了篇章结构标注的具体规则；在此基础上，选取来自
大陆主要媒体中的９７篇财经评论文章开展了修辞
结构标注，探索了中文篇章分析中采用ＲＳＴ的可行
性．Ｘｕｅ分析了汉语中篇章连接词的分布情况，并对
汉语篇章连接词的意义消歧和变形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他采用类ＰＤＴＢ标注体系，面向中文树库篇章
连接词标注问题，尤其是显式连接词标注开展了标
注实践及相关研究［９４］．在此基础上，Ｚｈｏｕ和Ｘｕｅ在
ＰＤＴＢ标注系统下对来自中文树库的９８个文件进
行了标注，并对汉语和英语在该体系下的差异进行
了分析［９５］．汉语句子中由于缺省较多连接词，因此
无法直接采用面向英语的ＰＤＴＢ体系开展相关研
究．Ｈｕａｎｇ和Ｃｈｅｎ提出一种弹性的汉语篇章结构
标注框架并完成了网上标注系统的开发；结合此标
注框架及ＰＤＴＢ体系，标注者完成了隐式或显式、
跨句及句内等篇章关系，以及情感信息的标注［６３］．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挺教授的课题组选取ＬＤＣ发布
的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４．０中的５２５篇汉语文本按照ＰＤＴＢ
体系进行了分句、复句和句群三个层次的篇章关系
的标注［９６］．标注内容包括显式篇章关系的关系连接
词、关系元素和关系类别信息；以及隐式关系的可插
入的连接词和篇章关系类别信息．他们将篇章关系
分为时序、因果、条件、比较、扩展和并列等六类，标
注的关系连接词共有１４７２类．

苏州大学自然语言处理课题组结合ＰＤＴＢ和
ＲＳＴ体系的优势，在充分考虑汉语篇章特点的基础
上［９７］，将基本篇章单位和连接词分别采用树结构的
叶子节点及中间节点的形式加以表示．高级篇章单
位相对分层：最底层由各基本篇章单元组成；组合底
层的篇章单位，构建次高级的篇章；重复组合，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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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更高级的篇章单位，最终将汉语篇章修辞结构
表示成一棵篇章结构树［１１１２］．在此方案的指导下，该
课题组标注完成了中文树库上５００篇文章的篇章修
辞结构，其中涉及基本篇章单位、篇章结构边界、篇
章连接词、篇章分层关系及主次篇章单位等．

４　研究展望
４１　主要问题及研究趋势

从上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到，相对西方语言，汉语的篇章研究刚刚起步，目前
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研究趋势．

（１）针对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理论指导体
系还不够完善．如何更好地参考英语篇章理论（如
ＲＳＴ和ＰＤＴＢ），并融合汉语的复句、句群、广义话
题结构等本土理论，是逐步建立汉语篇章话题结构
分析理论的有效途径．

（２）适用于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大规模标
注资源非常缺乏．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或基于英语篇
章分析理论体系，或基于汉语的复句、句群理论和广
义话题结构理论，对标注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资
源库展开了研究，但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

（３）面向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关键研究十
分匮乏．适用于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

尚未完全建立，相关的标注资源缺乏，因此很难大规
模有效地进行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４２　我们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本文第２节所述，篇章基本
结构的表示粒度对篇章话题结构分析至关重要．鉴
于此，我们在前期构建的基于连接依存树表示汉语
篇章修辞结构的基础上，又借鉴主述位理论、英语修
辞结构理论和宾州篇章树库体系的优点，参考汉语
复句和句群的研究成果，结合汉语本身特点，分析了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的表示模型：首先基于主述位理
论构建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实体的形式化表示模式；
其次基于主位推进理论，搭建话题上下文关联模式；
最后，融合上述实体／关联构建了汉语篇章话题结构
的表示体系．其中，根据汉语特点定义了汉语篇章话
题结构表示模型的关键元素：篇章基本话题（子句）、
篇章微观话题结构（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Ｓｃｈｅｍｅ）、篇章微
观话题结构的主位（Ｔｈｅｍｅ）和述位（Ｒｈｅｍｅ）、篇章
微观话题联接（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ｎｋ）、篇章微观话题
链（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ｉｎ）．

综合基于连接依存树表示的汉语篇章修辞结构
和基于微观话题链表示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我们
构建了面向意图性的篇章话题结构表示体系，如图３
所示．针对此种篇章话题结构表示形式，从形式化表
示及可计算角度，给出如下定义．

图３　例２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表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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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形式化表示
（１）基于主述位理论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形式

化表示
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形式化表示为一个三元组；

其主要特征是一种链式结构，链结点为篇章基本话
题（子句），其内部的主位或述位为连接端；连接端之
间通过微观话题联接建立起连接关系，其实质是一
种语义关联，体现篇章之间的衔接关系．

定义１．篇章基本话题（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ｐｉｃＵｎｉｔ，ＥＤＴＵ）是最小的独立表达意图性的单
位，通常是一个含主谓的独立句子．

例３．（ａ）两名巴基斯坦飞行员登上飞机．
（ｂ）两名巴基斯坦飞行员登上飞机开始准备起飞．
上述例３（ａ）表示一个基本话题，主语是“两名

巴基斯坦飞行员”，谓语是“登上（飞机）”；而例３（ｂ）
则包含了两个基本话题，主语相同，谓语分别是“登
上（飞机）”和“开始（准备起飞）”．

在图３表示的例２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中，篇
章基本话题共有６个，分别以ａ～ｆ标注．这里所提
到的篇章基本话题结构，从形式上与我们前期有关
篇章修辞结构中所标注的篇章子句是一致的，这也
有利于开展篇章修辞结构与篇章话题结构的联合
研究．

定义２．篇章微观话题结构（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Ｓｃｈｅｍｅ，
ＭＴＳ）是一个三元组，

犕犜犛＝（犛狀，犛狀＋１，δ狀），
其中，犛狀∈｛犜∪犚｝，犛狀＋１∈｛犜∪犚｝，犜为一个篇章
中的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的主位（Ｔｈｅｍｅ）集合；犚
为同一个篇章中的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的述位
（Ｒｈｅｍｅ）集合；δ狀∈Γ，Γ为同一个篇章中的微观话
题联接（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ｎｋ）的集合．

有关主位、述位以及微观话题联接的定义见下
述定义３和定义４．

例４．（ａ）这张条子是安娜留的，（ｂ）她刚才来过．
上述例４中，篇章基本话题（ａ）与篇章基本话题

（ｂ）之间即通过微观话题联接构成一个篇章微观话
题结构．其中，“是安娜留的”是基本话题（ａ）中的述
位，而“她”则是基本话题（ｂ）中的主位．有关微观话
题结构中的主位和述位的概念，见如下定义３．

定义３．篇章微观话题结构中的主位（Ｔｈｅｍｅ），
是指包含在一个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之中的谓词
前面的成分，一般包含主语；谓词及其后的剩余部
分，即为述位（Ｒｈｅｍｅ）．

上述例４中，基本话题（ｂ）的主位“她”与基本话
题（ａ）的述位中的“安娜”形成回指照应．这里的回指
照应即为一种语义关联，形成微观话题联接（Ｍｉｃｒｏ
Ｔｏｐｉｃｌｉｎｋ），见如下定义４．

定义４．　微观话题联接（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ｎｋ）是
一种上下文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内主述位之间语
义关联的表示，体现篇章之间的衔接特性，主要包含
照应、省略、替代、重复、同义／反义、上下义（具体与
抽象）、局部／整体、搭配．

上述定义４所述词语间的联接，实质是篇章内
衔接的一种表示方式，即词汇衔接．功能语言学创始
人Ｈａｌｌｉｄａｙ采用两类手段定义篇章衔接性：一为词
汇衔接，二为语法衔接．同时还认为后者也是实现篇
章连贯性的重要机制之一．我们同意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观
点，并且认为，篇章话题的联接，需要体现语篇的连
贯性，因此，本文所定义的基于词汇衔接的微观话题
联接适用于篇章微观话题结构联接．

照应．指的是一个主述位作为另一个基本话题
中主述位的参照点，如例５中的人称代词“他”指前
面出现的“彼得”．

例５．　彼得有一个妻子，非常爱他．
省略．指的是把一个基本话题中的主述位省去

不提，是一种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并使语篇上下
紧凑的一种语法手段．如例６中，“看到一只猫”前省
略了“我”．

例６．　我早上出门，看到一只猫．
替代．指的是用替代词去取代基本话题中的主

述位，替代词的语义来自于所替代的成分．
重复．指的是基本话题中的主述位多次出现，

如例７中的“熊”．
例７．　安哥拉碰到了一只熊，这只熊显然非常

饥饿．
同义／反义．指的是关联上下两个基本话题结

构中的主述位是一对同义词／反义词．
上下义．指的是表示抽象和具体关系的两个基

本话题中的主述位．如例８中，“生物”对“动物”的
界定．

例８．　动物／是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物／多
以有机物为食料，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现代汉
语词典》第２６０页）

局部／整体．指的是一个基本话题中的主述位
是另一基本话题主述位的局部表示．如下例９中的
“面”，“身”，“头发”，“嘴”和“手”，可以同上文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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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男子”形成局部与整体的语义关系．
例９．　前面走来一名中年男子，他满面红光，

一身名牌，头发又光又亮，嘴里叼着“红塔山”，手中
拿着大哥大．（顾文绮《找头》）

搭配．指的是词汇同现，即一组语义上有联系
的词汇关联上下基本话题结构中的主述位．例如下
面两组词：（冰，雪，白色）和（夜晚，星星）．

在图３表示的例２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中，篇
章微观话题结构共有５个，分别以微观话题联接（图
中箭头）相关联，可以表示为（犜１，犜２，δ１），（犜２，犜３，
δ２），（犜３，犜４，δ３），（犜４，犜５，δ４），（犜５，犚６，δ５）．从研究
内容来看，首先，微观话题联接涉及多种语义级关
联，体现篇章衔接性，有待重点研究关联的可计算
性；其次，英语属于语法制导的印欧语系，语法与语
义直接对应，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语法与语义相距
较远，与英语体系不同，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也有必
要开展针对性的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研究．

定义５．　篇章话题结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ｏｐｉｃ）由狀
（狀１）个篇章微观话题结构（ＭＴＳ）组成，且篇章微
观话题结构（ＭＴＳ）之间也通过篇章微观话题联接
（ＭＴＬｉｎｋ）相关联．

上述定义５中所指篇章话题结构（ＤＴ）与篇章
微观话题结构（ＭＴＳ）构成一类整体与部分的组合
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通过ＭＴＬｉｎｋ联接起来．实质
上，篇章话题结构是一种递归定义，可以表示为：

①篇章微观话题结构是篇章话题结构；
②通过篇章微观话题联接（ＭＴＬｉｎｋ）相关联的

两个篇章话题结构也是篇章话题结构；
③篇章话题结构，当且仅当有限次地使用上述

规则①和规则②所构成．
定义６．　在一个篇章话题结构（ＤＴ）中，多个

相关联的篇章微观话题联接（ＭＴＬｉｎｋ）构成了一个
篇章微观话题链（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ｉｎ）．

在图３表示的例２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中，δ１，
δ２，δ３，δ４，δ５构成了一个篇章微观话题链．

（２）基于主位推进模式的汉语篇章话题链体系
构建

主位推进模式直观地反映了篇章话题演变关
系，将其应用于汉语篇章话题链的识别即可构建一
个完整的篇章话题结构体系．我们把篇章话题演变
关系作为一个独立模块进行研究，资源标注部分同
时也涉及话题结构体系．两者的关系在于，在标注资
源上对篇章基本话题进行话题链的识别，即可获得

篇章话题动态演变模型．如何运用这个篇章话题结
构体系，取决于不同使用者对标注资源的具体应用
目的．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对话题链进行形
式化表示，从而获得一个逻辑性强，并且应用广泛的
篇章话题结构体系．

图４提出了我们采用的四种主位推进模式．与
传统主位推进模式表示不同的是，我们在判断上下
子句之间的主述位关系时，不仅包含传统主述位语
义相等关系，而且还提出了包含其它具有篇章之间
衔接关系的微观话题联接（ＭＴＬｉｎｋ）的概念（详见
上文定义４），即主述位之间只要形成微观话题联
接，上下句之间的关联关系就能成立．

图４　我们拟采用的四种常用主位推进模式
（Ｉ）放射型（平行型或主位相同型）．各个子句的

主位相关联，而述位各不相关，Ｔ２→Ｔ１．
例１０．　两个绑匪（Ｔ１）躲藏了起来（Ｒ１），他

们（Ｔ２＝Ｔ１）捂住了哈利的嘴巴（Ｒ２）．
上述例１０中，第二句中的主位，即人称代词“他

们”与上一句中的主位“两个绑匪”，存在回指照应关
系，构成一个微观话题联接．

（ＩＩ）集中型（述位相同型）．后一句的述位和前
一句的述位相关联，Ｒ２→Ｒ１．

例１１．　孩子们（Ｔ１）笑了（Ｒ１），然后他们的
母亲（Ｔ２）也笑了（Ｒ２＝Ｒ１）．

上述例１１中，上下句述位包含“笑了”，存在重
复关系，构成一个微观话题联接．

（ＩＩＩ）延续型（主位线型发展型）．前一句的述
位或述位的一部分与后一句的主位形成关联关系，
Ｔ２→Ｒ１．

例１２．　我们的小区（Ｔ１）是一个大公园（Ｒ１），
公园里（Ｔ２＝Ｒ１）长满了各种花草（Ｒ２）．

上述例１２中，后一句的主位中核心词“公园”，
包含在前一句的述位中，构成一个微观话题联接．

（ＩＶ）交叉型．后一句的述位与前一句的主位形
成关联，Ｒ２→Ｔ１．

例１３．　这只小狗（Ｔ１）非常可爱（Ｒ１），小朋
友们（Ｔ２）都非常喜欢它（Ｒ２＝Ｔ１）．

上述例１３中，后一句的述位中核心词“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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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句主位“小狗”存在回指关系，Ｒ２→Ｔ１，构成一
个微观话题联接．

在图３表示的例２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中，
５个篇章微观话题联接，其中４个联接采用了第（Ｉ）
类主位推进模式，即主位同一型；１个联接采用了
第（ＩＶ）类主位推进模式，即交叉型．
４．２．２　篇章微观话题资源库构建

根据上述篇章话题结构体系，我们在项目组
前期标注的来源于中文宾州树库新闻类文档的篇
章修辞结构文本基础上，基于一种自顶向下和后向
搜索联合的标注指导思想，借助人工标注和机器辅
助相结合的方式，追加与篇章衔接性相关的照应、省
略和替代等标注信息并进行微观话题结构及微观话
题链的识别标注，构建了汉语篇章话题结构语料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ｏｐｉｃＣｏｒｐｕｓ，ＣＤＴＣ）．

（１）标注策略
对于ＣＤＴＣ的标注策略，总体指导原则是：一

切从便于篇章理解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标注规
范；充分利用自动标注缩小标注范围，采用手工标
注提高标注准确度．根据主述位篇章微观话题结
构和基于主位推进模式的微观话题联接机制，在
一定规模的语料上试标注，针对包含照应、省略、
替代等微观话题联接的标注及微观话题链识别提
出具体的标注规范．标注规范注重可操作性，分别从
判定原则、动态联接方法等方面入手制定，并给出例
子详细说明，初步制定标注规范．进一步在较大规模
语料上，实施和验证标注规范的科学性，适当做出调
整，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汉语篇章话题结构标注
规范．

为保证标注质量的同时，又能迅速扩大标注规
模，我们结合自举学习（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和主动学习
（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方法，机器推荐人工修正，半自动
构建标注资源．

主动学习有两种主流方法：不确定性方法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ＵＳ）、专家询问委员会方法
（ＱｕｅｒｙＢ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ＱＢＣ）．其中，不确定性方法
利用一种度量机制来评估学习器输出结果的置信
度，并选择置信度低（或者叫做不确定）的样本加入
训练集．我们采用基于不确定性的主动学习方法，并
结合自举学习方法进行语料的构建．同时，我们结合
基于多视图的半监督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单视图分
类置信度高的样本．算法１给出了我们的基本算法
流程．

算法１．　半自动资源标注算法．
输入：少量标注语料ＲＬ
输出：新标注的语料ＮＬ
步骤：
１．设置迭代次数为犖．
２．利用ＲＬ训练学习器Ｆ１．
３．利用Ｆ１测试非标注语料Ｕ．
４．分别选择打分最高的犖１个正、负样本构成样本集犃１．
５．分别选择打分最低的犕１个正、负样本构成样本集犅１．
６．将样本集犃１加入到新标注的语料ＮＬ．
７．人工标注样本集犅１，并加入新标注语料．
８．返回步骤２，重复执行上述步骤，直至达到迭代次数犖．
９．输出标注的语料ＮＬ．
虽然自举学习和主动学习方法分别在机器学习

领域有广泛研究，但如何将这两种方法有效结合的
研究极少．这或许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２）标注流程
在ＣＤＴＣ语料库标注时，首先导入我们前期已

经完成的篇章修辞结构标注处理的语料，作为需要
话题结构标注的生语料，然后利用计算机辅助工具
生成语料的可视化篇章结构，以辅助人工分析话题
结构；通过人工分析识别主述位，寻找候选主述位，
建立话题链接关系．为评估多人标注完成的语料是
否达到一致性要求，我们利用一致性检验方法完成
了相应的一致性计算，并统计分析了所完成的标注
语料结果．此外，为了克服手工标注生文本费时费
力，且容易出错的问题，我们设计开发了汉语篇章微
观话题结构计算机辅助标注系统（如图５所示），功
能模块包含有篇章结构预处理、计算机辅助可视化
结构生成、语料半自动标注、标注结果生成、语料自
动统计和一致性自动计算等．其中在核心功能语料
半自动标注模块中，还细分为微观话题结构中主述
位标注、微观话题链识别标注等操作．

图５　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结构标注平台处理流程
（３）质量评估
在语料标注过程中，尽管不同标注者遵循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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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规范，但依然存在由于个体主观性差异而导致
标注语料结果的不一致．一致性检验即用来验证这
种差异程度，并反映问题的本质难易程度．常用的一
致性检验方法是Ｋａｐｐａ检验［９８］．

Ｋａｐｐａ检验借助观察一致率（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和偶然一致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ｙｃｈａｎｃｅ）两个参数来计
算犓犪狆狆犪值，用来反映标注语料的一致性．犓犪狆狆犪
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犓犪狆狆犪＝狆０－狆犮１－狆犮，
其中，犘０表示观察一致率，犘犮表示偶然一致率．
犓犪狆狆犪值∈［－１，１］．在评估一致性时，如果犓犪狆狆犪
值超过０．７５，一般认为标注一致性较好；如果犓犪狆狆犪
值不大于０．４，则表明一致性较差．为符合常规要
求，我们采用Ｋａｐｐａ方法来检验语料标注质量．

我们以篇章基本话题（子句）为单位，当微观话
题结构中的链式结构，即链式结构两端的主位或述
位完全相同时，认为微观话题结构的标注结果一
致．在语料上分别计算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主／
述位（Ｔｈｅｍｅ／Ｒｈｅｍｅ）以及微观话题结构（ＭＴＳ）的
犓犪狆狆犪值．表１给出了语料库的标注一致性检验．
所有识别项目的犓犪狆狆犪值均大于０．７５，因此，我们
认为该语料的标注结果是可靠的．

表１　标注一致性检验
识别项目 犓犪狆狆犪

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识别 ０．９１
主／述位（Ｔｈｅｍｅ／Ｒｈｅｍｅ）识别 ０．８３
微观话题结构（ＭＴＳ）识别 ０．８１

目前，ＣＤＴＣ共包含５００个文档，２３４２个自然
段落，６６４８个自然句子，１０６４０个子句构成篇章基
本话题（ＥＤＴＵ）；一致性检验表明ＣＤＴＣ能够充分
体现汉语篇章话题分析问题本身的难度，并为相关
研究提供语料资源支持．
４．２．３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计算模型关键技术研究

篇章话题存在完整性，通常一个话题（或主题）
可能由若干子话题（或称基本话题）构成．如果希望
准确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就必须从上到下整
体把握篇章话题．为了达到此目的，清楚地识别出篇
章层次结构组成，并找出其中组成结构的关联关系，
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思路．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划
分出篇章基本话题（话题句），识别出基本话题中的
主位和述位，然后识别出微观话题联接，最后构造出

篇章话题结构链．在此过程中，需要结合篇章话题语
义和上下文信息，判断微观话题之间的衔接关系类
型，并根据篇章中主位推进模式，得到篇章的主要话
题．因此，需要研究：

（１）基本话题的边界识别
篇章基本话题结构的边界识别对于篇章话题结

构分析非常重要．面向英语的基本篇章单元识别研
究工作开展的较早，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尽管在篇章
层面，英语和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在基本话题识
别这一层面存在较大的共性．未来或许可以借鉴英
语基本篇章识别方法，结合汉语基本话题的特点，采
用词法、句法、谓词等信息进行基本话题的边界
识别．

（２）篇章微观话题结构的识别
篇章微观话题结构是一个三元组，主要包括篇

章基本话题中的主位和述位的识别、以及前后基本
话题之间的联接识别．汉语重意合，在子句中会大量
出现缺省主语（或宾语等）的情况，因此也带来了包
含主语的主位（或包含宾语的述位）的缺省．我们把
这种情况称为隐式主位或隐式述位现象；对应则称
为显式主位或显式述位．显式主位或述位的识别比
较容易确定，问题是隐式主位或述位的确定．由于汉
语中此类隐式现象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对于隐式主
述位的确定及其微观话题联接关系的确定就成为未
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为便于后文展开说明，这里我
们特别将包含隐式主述位的微观话题联接关系命名
为“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

（３）篇章话题的链式结构自动分析
篇章话题的链式结构自动分析的主要任务是：

基于主位推进模式，分析出篇章中话题结构及各微
观话题结构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重点研究主述位
理论在篇章话题结构分析中的作用，解决篇章话题
结构全局性优化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主述位理
论的微观话题结构与传统主题模型不同的是：传统
主题模型从词频角度入手分析篇章整体话题，而基
于主述位理论的微观话题结构分析的是基本话题
句．两者对话题的分析粒度不同．

（４）篇章微观话题联接关系的判断
篇章微观话题联接关系的判断，需要结合关系

本体和上下文信息，判断联接关系的类型，如照应、
省略、替代等．联接关系的类型体现话题之间的衔接
性．未来可以研究如何将主述位推进模式中的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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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价机制，推广到微观话题结构的语义关联性，体
现话题结构本体的关联关系．
４．２．４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标注实例分析

结合主述位理论、ＲＳＴ、ＰＤＴＢ、汉语复句理论、
汉语句群理论和广义话题结构理论等的研究，我们
提出用主述位构建微观话题链的形式表示汉语的篇
章话题结构．其标注规范如图６所示，具体标注说明
如下：

（１）ＴＹＰＥ表示标注对象的类型是实体或事件
或联合；

图６　ＣＤＴＣ标注规范

（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表示当前标注是“主位”或“述位”；
（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表示当前标注是否初次出现，

即是否处于话题链的开始位置；
（４）ＫＥＹ表示当前标注类型：复合主／述位、辅

助主／述位、核心主／述位；
（５）ＲＴＹＰＥ表示当前标注是否属于“非零”或

是“零结构”；
（６）ＵＳＥＴＩＭＥ表示当前标注所用时间，由标注

软件自动计时；
（７）ＵＮＩＯＮ指示当ＴＹＰＥ类型为ｕｎｉｏｎ时，所

包含的各个联合指称单元ＩＤ号．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介绍我们标注方

案中标注的篇章话题结构内容．
例１４的篇章经标注后，采用ｘｍｌ标记对标注

后如图７中标注实例所示，图８表示其结构实例．其
中字母所标记的语段表示篇章基本话题（ＥＤＴＵ），
Ｔｎ前面的语段表示主位，Ｔｎ后面的语段表示述位，
用Ｒｎ表示；各篇章基本话题通过连接主述位的微
观话题联接组合后形成微观话题结构，进而再通过
组合形成更高一级篇章话题结构（其组合过程也是
微观话题联接构建微观话题链的过程）；如此层层组
合，最后形成中心篇章话题结构，并且形式上表现为
微观话题链．从图８可知，例１４所示篇章最后可以
由两条微观话题链表示（由图中指向中心圆的两条
链领衔），并形成整个篇章的核心话题．

图７　例１４及其微观话题结构标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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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例１４的微观话题结构实例图

基于微观话题链的标注方案，我们标注的篇章
话题结构信息有：篇章基本话题单元，篇章微观话题
结构（含联合主／述位，核心主／述位），篇章微观话题
联接及其联接关系类型、篇章话题结构（一种层次化
的链式结构）．
４．２．５　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分析平台探索

基于上述标注方案和已标注的资源库，提出汉
语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分析平台主要由以下几个模块
构成：

（１）基于标点消歧和成分筛选的篇章基本话题
边界识别

关于篇章基本话题边界的识别，研究方向可以
从句子分割和主构成成分识别两个视角展开．

①句子分割视角
相比英语，汉语中的长句比例较高，有时标点符

号承担了基本篇章单位的分割功能．其中，相关统计
表明，逗号是分割基本篇章单元最为常用的一种标
点符号．在前期对篇章修辞结构基本单元划分的研
究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选择逗号做为篇章基本话
题边界识别的主要依据．

根据逗号在汉语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差异，可以
分层表示为不同类型，如图９所示．首先根据是否可
以标记篇章基本话题单元，将逗号一分为二，分别表
示为篇章基本话题单元可标记逗号（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和基本话题单元不可标记逗号（ＯＴＨＥＲ）；其次，根
据待分割的篇章单元之间的关系，又将可标记逗号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分为两类并列关系篇章单元的分隔
逗号（ＣＯＯＲＤ）和从属关系篇章单元的分隔逗号
（ＳＵＢＯＲＤ）；再有，基于逗号在句法树上所属的不
同层次，又将ＣＯＯＲＤ逗号分为用于分隔句子边界
的逗号（ＳＢ）、用于分隔两个并列ＩＰ结构的逗号
（ＣＯＩＰ）、用于分隔两个并列ＶＰ结构的逗号（ＣＯＶＰ）
和用于分隔动词与长宾语的逗号（ＣＯＭＰ）四类逗

号；同时，基于句法角色不同，又将ＳＵＢＯＲＤ逗号
分为用于分隔附属从句和主句的逗号（ＡＤＪ）、用于
分隔宾语中并列ＩＰ结构的逗号（ＯＢＪ）两种类型．

图９　多类逗号示意图
如上所示，我们所采用的逗号分类体系显然与句

法关系密切，所以，可以在完成句法分析的基础上，通
过提取逗号所处上下文的词汇、句法等信息进行基于
机器学习方法的逗号消歧，并最终根据逗号消歧的结
果进行篇章基本话题单元（ＥＤＴＵ）的分割．

②主构成成分识别视角
篇章基本话题单位识别性能对后续篇章话题

结构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篇章基本单位至少包含
一个谓语部分，我们首先可以借助语义角色分析
（ＳＲＬ）提取语句中的多个谓词论元结构，将每个谓
词论元结构构成的最小单词串看作主构成成分，基
于这些成分，探究它们是不是一个ＥＤＴＵ，最后基
于标点信息对生成的ＥＤＴＵ进行最终确认．

例１５．　尽管浦东开发区制定的法规性文件还
不太完善，有些只是试行规定，有待经过实践有效性
检验，但这种法制建设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快速
保障的做法，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肯定，他们认
为，到浦东开发区投资建设有条件，讲法制，利益能
得到有效保护．

借助ＳＲＬ提取的谓词论元结构，我们可以得
到下列８个成分：

Ａ．［浦东开发区制定的法规性文件］
Ｂ．［经过实践有效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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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法制建设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快速保障］
Ｄ．［他们认为，到浦东开发区投资建设有条件，

讲法制，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
Ｅ．［［Ａ］还不太完善］
Ｆ．［但这种［Ｃ］的做法，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

的肯定］
Ｇ．［［Ｅ］有些还只是试行规定］
Ｈ．［［Ｇ］，有待［Ｂ］］
基于这８个成分提取它们各自的上下文信息，

我们可以进行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ＥＤＴＵ识别．
（２）基于有监督和无监督联合方法开展的篇章

微观话题结构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相关研究表明，零指代识别

是一项挑战性极高的任务．而篇章微观话题结构识
别中，因识别的联接关系中也包含指代等衔接，类似
零指代识别，同样存在难度．而且相比英语，汉语中
的零指代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对整个汉语篇章话题
结构分析性能影响也就更大．所以，对于隐式主／述
位的确定及其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的识别就
成为该部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认为可以采取
有监督和无监督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开展有关篇章
微观话题结构识别的研究．

有监督方法．利用标注资源对显式篇章主／述
位开展处理机制研究，为隐式篇章主／述位联接的确
定产生正反训练语料，产生隐式篇章主位联接确定
模型．

无监督方法．借助搜索引擎确定隐式篇章主位
述位联接关系．给定语段对，分别取一个短语构成一
个具有一定语义联系的短语对集合，利用搜索引擎
查询相应短语对，获取查询反馈中两者之间可能存
在的显式篇章主述位联接分布以及上下文语境，在
此基础上建立精准的推理模型，给出相应的隐式篇
章主位述位联接关系判断结果．其本质是利用大规
模语料（例如ＷＥＢ），判断给定语段对可能存在的主／
述位联接，提高隐式篇章话题结构关系识别的性能．

具体探索高性能汉语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
系识别的分析方法可以开展如下探索：

①基于上下文结构信息和语义相似度方法进
行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的识别

隐式主位之所以省略主位，是因为上下文已经
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对话题的语义理解不存在歧义．
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语料发现：微观话题隐式联接
关系涉及的两个篇章基本话题在构成结构、构词以
及语义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例如前文给

定的例１４中，片段“吸取先进国家及深圳等特区的
发展经验，聘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包含两
个ＥＤＴＵ，它们都缺少微观话题联接单元（即存在
篇章基本话题中的主位或述位），句法结构存在极高
的相似度，而在构词及语义上，“吸取…发展经验”和
“聘请专家学者”，这两个表述的语义也关系密切．因
此，可以首先基于上下文结构和语义相似度进行微
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的识别．

这一工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借鉴
前期的研究成果，进行适用于篇章微观话题隐式关
系识别的结构化特征树自动获取方案和上下文语义
相似度计算方法研究：前期针对指代（实体和事件）
消解任务，进行结构化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的深入
研究（这是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已结题的两个国家自
然基金的核心工作：基于句法结构和语义信息的指
代消解研究，＃６１００３１５３；篇章衔接性分析：指代、省
略及其消歧研究，＃６１２７２２５７），提出了结合句法和依
存两类信息动态获取结构化特征的多种方案；还提
出了一个将谓词论元结构看作局部语义信息的表现
形式，将实体指代链看作全局语义信息的一种表现
形式，借助多种方式将全局和局部信息相集成的基
于实体指代链的上下文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在此
基础上，未来可以针对篇章微观话题隐式关系识别
任务开展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针对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识别
任务，探讨高效的上下文表示形式：高效体现在两方
面：充足性和低冗余性．上下文仅考虑逻辑语义关系
涉及的两个ＥＤＴＵ是否足够？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
相邻两个ＥＤＴＵ同时构建实体、事件和话题缓冲队
列，借助实体链、事件链和话题链来充实上下文，从
而更准确地进行隐式联接关系的识别．

②基于篇章关系互补性的篇章微观话题隐式
联接关系识别研究

尽管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识别是我们课
题组提出的一个新任务，除了笔者所在课题组的前
期初步研究外，尚无其他研究工作．但因为与其它自
然语言处理任务存在相似性，可以借鉴其它任务的
处理思路．例如，在篇章关系的识别中，因为语料资
源缺乏，一些研究者提出通过去除显式关系中的连
接词来构建隐式篇章关系语料的思路，并基于这些
语料对隐式关系的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某种意
义上，若显式关系中的连接词不能去除，则它们恰好
构成了隐式关系的负例．借鉴该方法，未来可以通过
区分篇章微观话题显式联接中的主位或述位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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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与不可删除，以及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添加
的主位或述位是否符合自然语言的表达习惯，从连
贯性的视角出发，从正反两方面基于这两种关系间
的互补性对篇章微观话题隐式联接关系的识别进行
研究．

（３）基于主位推进模式的篇章微观话题联接识别
篇章微观话题联接识别可以作为序列化标注问

题加以处理．对于该类序列化标注问题中，首先确
定需要使用的标注集合．依据话题联接采用的常
用主位推进模式，将话题联接分成四类：主位相同
型、述位相同型、主位线型发展型和交叉型．借鉴
中文分词及短语识别的标注集合，使用５个标注
符：Ｔ，表示主位相同型，即当前句子的主位与相邻
上文句子中的主位或主位的一部分相关联；Ｒ，表示
述位相同型，即当前句子的述位与相邻上文句子中
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相关联；Ｌ，表示主位线型发
展型，即当前句子的主位与相邻上文句子中的述位
或述位的一部分相关联；Ｘ，表示交叉型，即当前句
子的述位与相邻上文句子中的主位或主位的一部
分相关联；Ｏ，不属于联接关系．确定了标注集合
后，就可以分别从词、句、段落、篇章等方面抽取多
种特征信息，借助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微观话题联接
的识别．

（４）基于整数线性规划和结构化感知器的全局
优化研究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器由相互作用的多个模
块构成，以传统的级联方式进行组合必将产生错误的
传播和相互作用利用不足的问题．对此提出的解决
方法是首先独立地构建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器的
各个模块，然后借助整数线性规划（Ｉｎｔｅｇｅｒ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ＬＰ）和结构化感知器（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ＳＰ）框架进行平台的全局优化研究．

①基于ＩＬＰ的全局优化研究
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器的各个模块独立地获

得各自的结果，并未考虑彼此间的不一致．可以将这
个全局优化问题看作一个带约束条件的优化问题，
基于ＩＬＰ任务的方式进行建模：输入各个模块获取
结果时的置信度，并根据各模块间的相互关系设定
一系列约束条件，最终找到符合约束条件的最佳结
果，达到全局优化的目标．

针对基于主／述位理论的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结
构体系中的显式主／述位及联接关系识别两个子任

务，可以首先实现一个基于ＩＬＰ的全局优化方案；
之后，借助这一方案实现多系统集成．

②基于ＳＰ的全局优化研究
针对基于主述位理论的汉语篇章微观话题结构

分析器，进一步提出一种基于结构化感知器的全局
优化方案．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２）提出的结构化感知器（ＳＰ）算法
扩展自线性感知器（Ｌｉｎｅａ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主要用于
结构化预测问题．该算法首先调用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求解
输出最优标注序列；随后，通过将输出的最优标注序
列与标准标注序列对比反馈来训练模型参数．训练
结束后，对每次迭代后产生的中间参数求平均值，以
缓解过拟合现象．该算法实现难度不高，并且运行速
度和准确度也有较好表现，已经应用于当前如句法
分析、词性标注的结构化预测等众多自然语言处理
问题中．

整个篇章微观话题结构分析平台通过结构化感
知器来训练模型．感知器训练的过程是一个在线学
习（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过程，具体见算法２．

算法２．　结构化感知器学习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犇＝｛狓犻，狔犻｝狀犻＝１；最大迭代次数犜
输出：模型参数狑
步骤：
１．设置模型参数狑＝０．
２．ｆｏｒ狋＝１：犜ｄｏ
３．　ｆｏｒ（狓，狔）ｉｎ犇ｄｏ
４．　狕＝犱犲犮狅犱犲（狓，狔，狑）
５．　　ｉｆ狕！＝狔ｔｈｅｎ
６．　　　狑＝狑＋犳（狓，狔）－犳（狓，狕）
对于每个实例，感知器算法在每次迭代过程中，

通过解码算法确定当前模型参数下最优解犣：
犣＝ａｒｇｍａｘ

狔∈犢（狓）
狑·犳（狓，狔） （１）

其中犳（狓，狔）表示实例犡在解狔下的特征向量．如
果犣不正确，模型层数按如下规则进行更新：

狑＝狑＋犳（狓，狔）－犳（狓，狕） （２）
４．２．６　同类篇章话题结构模型比较及应用分析

从基本单元、联接词、关系表示结构等方面，将
我们提出的基于ＭＴＳ构建的汉语篇章ＣＤＴＣ语料
库体系与ＰＤＴＢ中文标注体系以及汉语广义话题
结构体系进行比较，结果表明ＣＤＴＣ体系吸收了
ＰＤＴＢ体系和广义话题结构体系的优势，具有合适
的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粒度，可以满足篇章话题结构
分析的需求．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８８７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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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同类汉语篇章话题结构体系比较
项目 广义话题结构体系ＰＤＴＢ体系 ＣＤＴＣ体系

基本单元以标点句为基本分
析单元

谓词论元
结构

含主谓结构的
独立标点句，通
常是小句．

话题结构
表示 广义话题和话题小句ＰｒｏｐＢａｎｋ

基于主述位理
论的微观话题
结构

话题联接
表示 动态生成堆栈模型

基于词义
的本体和
指代关联

基于主位推进
模式的微观话
题联接

篇章结构
表示 线性叠加模式

基于连接
词和论元
的结构树

采用自顶向下
切分的微观话
题链结构

当然如果面向应用，目前的语料库规模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但是，如果出于利用语料库分析发现语
言现象，总结语言规律这样的目标来看，目前的语料
库规模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初步标注的５００篇文章，
共２３４２个自然段落，６６４８个自然句子，１０６４０个子
句构成基本单元．

语料库的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利用语料库分析发现语言现象，总结语言规律
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扩大语料规模，在不
同领域验证语言规律的过程；第三阶段，进一步扩大
语料规模，为具体应用提供充分的语料资源．从研究
阶段来看，本文综述所讨论的语料库资源建设及其
语言模型计算，尚处于第一阶段．这一方面是遵循语
料库研究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由于篇章话题结
构的复杂性及研究难度，难以快速逾越，还需要持续
深入一个时期的研究．

同时，从目前实际面向应用的典型语料库建设
来看，在语料规模和覆盖领域两个方面都有不同建
设特点．例如语料标注规模并非很大的知名语料库
就有修辞结构篇章树库、篇章图库等．修辞结构篇章
树库ＲＳＴＤＴ共包含３８５篇文章，由美国南加州大
学标注，于２００２年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ＬＤＣ）正式发布，为修辞结构理论ＲＳＴ研究提供了
研究资源．篇章图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ＧｒａｐｈＢａｎｋ，ＤＧＢ）
是根据Ｗｏｌｆ和Ｇｉｂｓｏｎ提出的图结构表示篇章的方
法加以标注的语料库，共标注了１３５篇文章，用作篇
章结构分析的语料资源．

相对而言语料规模比较庞大的典型语料库也
有，如宾州篇章树库ＰＤＴＢ，包括了华尔街日报的
２３０４篇文章，于２００８年正式发布，共标注四类篇章
关系．ＯｎｔｏＮｏｔｅｓ语料库包含广播和脱口秀节目、新
闻、网络日志、电话用语等各种体裁的语料；根据来
源，语料可以分为来自英语通讯社、中国通讯社、中

国广播新闻、英语广播新闻等，累计包含２９０多万个
词．其中英语通讯社以华尔街日报为主，中国通讯社
以新华社为主，中国广播新闻主要包括中国中央电
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电视系统等，英语广
播新闻也是主流的如美国广播公司、ＣＮＮ、ＮＢＣ的
公共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因此能够确保语
料来源的权威性．

上述不同规模和覆盖领域的语料库资源，事实
上都在自然语言处理的不同研究领域、不同阶段发
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能否达到应用需
求，是衡量所建设的语料库领域和规模大小是否合
适的可行标准．

从后续应用来看，基于篇章话题结构的分析结
果，在自动摘要、文本分类、信息抽取和机器翻译等
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比如在自动摘要中，通过
话题结构的主述位推进，可以反映话题的变化规律，
从而推断作者表达的意图及重点内容，为自动摘要
提供素材．又如在文章体裁分类中，不同体裁的文章
所采用的篇章话题结构推进模式是不同的，其中蕴
含着某种结构规律，这个可以为体裁分类提供新的
特征．又如在机器翻译领域，统计翻译方法可以考虑
词对齐、短语对齐，子句对齐，那是否也可以基于主
述位结构的对齐方法呢？基于主述位结构的对齐反
映话题的变化规律，能够从篇章层面提供更为准确
的语义对齐．

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也将逐步开展第二阶段
研究．届时计划首先要扩展不同领域的标注语料；其
次，逐步增加语料规模．

５　结　论
综上所述，相比于词法分析、句法分析研究，在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篇章分析研究相对滞后．特
别是汉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形成有效的理论体系，相应语料库资源建设薄
弱，关键技术研究严重滞后．

众所周知，汉语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相比有很大
的不同，无论是篇章结构和意图表达方式，还是句法
结构、事件描述方式和话题表述方式等方面都有较
大的差异．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篇章话题
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建立一定规模的适用于汉语
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资源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汉
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的计算模型，实现高性能的汉
语篇章话题结构分析．这对面向汉语的自然语言处

９８７２１２期 奚雪峰等：面向意图性的篇章话题结构分析研究与展望

《
 计

 算
 机

 学
 报

 》



理相关的诸多应用如自动文摘、信息抽取、机器翻译
等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并为推动自然语言处理进
一步向自然语言理解发展做好基础准备．

致　谢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富有建设
性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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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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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２２
（３）：４０９４１９

［２６］ＳｃｈａＲ，ＰｏｌａｎｙｉＬ．Ａｎ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ｅｅ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Ｈｕｎｇａｒｙ，１９８８：５７３５７７

［２７］ＣａｒｌｓｏｎＬ，ＭａｒｃｕＤ，ＯｋｕｒｏｗｓｋｉＭ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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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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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学报，２０１３，２４（５）：１０２２１０３５）

［３４］ＳｏｒｉｃｕｔＲ，Ｍａｒｃｕ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ａｒ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ｎｄ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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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礼进．英汉篇章结构模式对比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１６６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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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曲承熹．汉语篇章语法．潘文国等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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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建国．论话题的延续：基于话题链的汉英篇章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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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ｏｈａ，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４：２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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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ｉ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ｌｅｖｅｌ
ｅｖ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ｔｕｄｙ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ｐａｒ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ｓｕｃｈａｓＡＣＬ，ＥＭＮＬＰ，Ｃ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ＪＣＡＩ，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
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犃狌犱犻狅，犛狆犲犲犮犺犪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犐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犳狋狑犪狉犲（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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