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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句子对齐的汉语句法结构推导的计算模型
∗
 

王厚峰+,  王  波 

(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A Computational Model for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Induction Based on Sentence 
Alignment 

WANG Hou-Feng+,  WANG Bo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Phn: +86-10-62753081 ext 106, E-mail: wanghf@pku.edu.cn 

Wang HF, Wang B. A computational model for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induction based on sentence 
alignment. Journal of Software, 2007,18(3):538−546. http://www.jos.org.cn/1000-9825/18/538.htm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unsupervised learning framework of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based 
sentences similarity. First, all sentence pairs in the Chinese sentence corpus are aligned, and each pair is partitioned 
into similarity segmentations and different ones which alternately occur, Then, aligned similarity segmentations or 
different ones are selected as potential constituent candidates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similarity priority or of 
difference priority respectively. As the boundary friction may be introduced in the later step, its disambiguation is 
further carried out. Finally, by inducing sentence constituent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are learned. In order to reduce 
word sparseness in the process, some words are replaced by classes in advance. Three forms of the sentence units, 
such as the sequence of words, the sequence of POS (part of speech)-tags and the sequence of words with POS-tag, 
are examined and the learned syntactic structures a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priority 
strategy achieves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similarity one, and the Fs are above 46% for all three forms, with 
the best one being 49.52%, which is better than those having been reported. 
Key words:  sentence alignment; unsupervised learning; boundary friction; similarity priority; difference priority;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induction 

摘  要: 基于句子的相似性,提出了无指导的汉语句法结构推导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汉语句子库的基础
上,通过句对之间的对齐,得到交替的相同片断和相异片断.然后,根据相同片断优先或相异片断优先策略,选取
相应的对齐片断作为句子成分候选,并对可能因片断交叉而导致边界摩擦的候选进行歧义消解.最后,通过逐步
归约句子成分,推导出汉语句法结构树.为了避免对齐过程中词的稀疏问题,还对部分具有明显规律的词事先作
了归类处理.分别以词、词性以及词联合词性作为句子基本构成单元,评测了推导的句法结果.测试结果表明:对
于 3 种构成单元,相异片断优先归约得到的结果的 F 值都超过了 46%,均优于相同片断优先归约所得到的结果,
最好的达到了 49.52%,好于已报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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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句法结构的语料库称为树库.树库建设是自然语言处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树库不仅可以
用于自动评测句法分析的结果,也是获取句法结构知识的重要基础.然而,完全通过人工来构造树库是一件十分
繁琐的工作,不仅耗时费力,开发人员也需要掌握足够多的语言知识,而且还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人为错误,特
别是不一致问题.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研究人员也开始尝试如何从大规模语料库中自动获取
句法知识,并构建树库. 

从给定的树库中推导出句法结构知识(或文法)的方法,称为有指导的学习方法.比较典型的有 Brill 的基于
变换的错误驱动方法[1]和 Pereira 的 Inside-Outside 方法[2].此外,Nakamura 采用增长式的方式,先构造一个正例
集和一个反例集,在已有的一个“小”的文法基础上,通过用 CYK 算法分析正例,补充新的规则;通过分析反例,自
动删减“不合理”的规则[3]. 

无指导的学习方法直接基于原始或者初级加工的句子,不使用人工加工后的结构信息或结构规则.这种方
法大体上分成两类: 

(1) 基于压缩的方法.压缩方法实际上是提取“公因子”,将多次出现的多词词串代之以“成分(或称为非终结
符)”.比较典型的有 Grunwald 的最小描述长度(MDL)方法[4]和 Wolff 的最小长度编码(MLE)方法[5].但已有的研
究表明,单纯的压缩方法在文法推导中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貌似“公因子”的词串,实际上
并不一定能够抽象为成分. 

(2) 基于分布(distrbution)的方法.按照Harris等语言学家的基本思想,当两个不同的词串所在的上下文具有
一致的分布特点时,它们很可能就具有了可替换的特点;此时,可以将两个不同的词串用一个非终结符表示.分
布方法可以分为局部分布和全局分布两种:局部分布只考虑某个词序列前后相邻的词的特征.如 Stanford 大学
Klein 和 Manning 的工作[6,7],他们以句子的词性标注序列作为输入,通过对词性(序列)的上下文(主要是相邻的
词)信息来判断两个词是否有相似.他们研究了依存结构和成分结构树的推导,分别对英语、德语和汉语进行了
测试,也是我们唯一看到的关于汉语句子结构推导的研究.英国 Sussex 大学的 Clark 用到了与此类似的思想[8],
在带有词性标注的语料基础上,根据词性的上下文分布将其聚类为非终结符,推导文法规则.Clark 在处理过程
中结合了MDL方法.他们的方法对英语测试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局部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只考虑前后相邻的信
息,在语料库不是非常庞大时比较适用;但在一个较小的窗口内,所得到的信息毕竟不够充分.例如,在英文中, 
“IN(介词)+DT(冠词)+NN(名词)”的模式,很可能将 IN+DT 归约一个结构(互信息值可能更大),而实际情况应该
是由 DT+NN 先结合.扩大词的左右窗口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将范围扩展
到整个句子.荷兰 Amsterdam大学的 Adriaans设计的 EMILE系统[9]和英国 Leeds大学 Zaanen的基于对齐的学
习都是以整个句子作为考察对象的[10,11].EMILE的基本思想是将一个句子看成 3部分:cl+e+cr,cl在 e的左部,cr
在 e 的右部,称为 e 的上下文.对于一个句子,e 可以取其中的任何词串,剩下的部分就形成其上下文.在文法推导
时,从句子库中抽取所有可能的模式,然后再进行聚类.而 Zaanen的思想与 Bilkent大学的 Cicekli等人在翻译模
板提取中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12],都通过多个相同片段和不同片断交错对齐的基本方法,只是 Zaanen进一步
推导出了句子的层次结构.Zaanen 研究了英语句子结构的推导,在结构推导中,不对英语句子作任何其他预处理
(如词性标注).这种思想虽然易于实现,但如果词的词性兼类现象比较严重,而训练语料又不足够大,即使是找到
了对齐,也不一定能保证是正确的对齐.如果事先对句子作适当的预加工(如词性标注和简单的语义归类),并加
入一定的对齐约束(如词性约束),则是可以减少明显不合理推导现象发生的. 

无指导句法推导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如 Smith就研究了模拟退火的方法[13]. 
本文受上述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受Zaanen与Bilkent方法的启发,提出了无指导的汉语句库构建和汉语句法

结构知识推导的方法.测试表明,该方法达到了较好的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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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法结构的学习框架 

1.1   基于句子对齐的相似度计算 

在自然语言中,相同的上下文可以用不同的词替换出现.当两个不同的词(或词组)出现在相同的上下文中
时,我们可以假设这两个词(词组)具有句法上的可替换性.要确定两个不同的词(或词组)是否出现在相同的上下
文中,可以简单地借助于句子之间的对齐来判断.下面,我们先引入几个基本概念和表示. 

设 S=a1a2…an是长度为 n的句子,其中,ai(1≤i≤n)是基本单元.如果以词为单位,则 ai代表句子中的词;如果以
词性为单位,则 ai代表句子中的词性.此外,也可以用带词性的词作为基本单元. 

例 1: 句法结构推导是一项困难的研究课题. 
将上面句子表示词序列,则为“S=句法 结构 推导 是 一 项 困难 的 研究 课题”;若表示为词性序列[14],

则为“S=n  n  vn  v  m  q  a  u  vn  n”.以词+词性表示,则为“S=句法/n 结构/n 推导/vn 是/v 一/m 项/q 
困难/a 的/u 研究/vn 课题/n”. 

定义 1. 如果句子 S=a1a2…an可以按基本单元顺序分段为 S=P1P2…Pk形式,其中, 

nmmkmmmimmmm aaaPaaaPaaaPaaaP
kkiii

...,...,...,...,...,... 21211212211 1112111 +++++++ −−+
==== , 

则称 P1P2…Pk是对 a1a2…an的片段划分,每个 Pi(1≤i≤k)称为一个片断. 

定义 2. 设句子 S和句子 T分别可以划分为片断序列 和 ,其

中: )且Q 和 不同时为空;除 P
12211 ... += k

S
kk

SS PQPQPQPS

S
iQ

12211 ... += k
T
kk

TT PQPQPQPS

T

1( kiQQ T
i

S
i ≤≤≠ S

i
T
iQ 1和 Pk+1可能为空外,其余的 Pi(1≤i≤k)不为空,则对 S和 T的这

种片断划分称为一种对齐;Pi(1≤i≤k+1)称为 S和 T关于这种对齐的相同片断, 和 (1≤i≤k)则称为该种对齐的 iQ

一对相异片断. 
对于给定的句子对,可能会存在多种可能的对齐模式.表 1给出了两个句子的 3种对齐结果. 

Table 1  Different alignment results between two Chinese sentences 
表 1  汉语句对之间的不同对齐 

Sentence 1 从 首都 北京 到 上海 
Sentence 2 从 上海 到 首都 北京 

[从]   [   ⇑   ]   [首都 北京]   [到 上海] Mode 1 
[从]   [上海 到]   [首都 北京]   [   ⇓   ] 
[从]   [首都 北京 到]   [上海]   [   ⇑       ] Mode 2 
[从]   [     ⇓      ]   [上海]   [到 首都 北京] 
[从]   [首都 北京]   [到]   [  上海   ] Mode 3 
[从]   [  上海   ]   [到]   [首都 北京] 

在表 1 中:符号“⇑”表示需要增加句子 2(sentence2)对应的片断;“⇓”表示需要删除句子 1(sentence 1)对应的
片断. 

当一对句子有多种可能的对齐时,需要选择“最合理”的对齐模式.为了度量合理性,我们采用了编辑距离最
小的策略.所谓编辑距离最小,是指将一个句子 S 转化为另一个句子 T 时所需编辑操作的代价最小.编辑的基本
单元随具体应用的不同而不同.在句法结构推导中,编辑的单元选取句子的基本构成单元,本文中可以是词、词
性、或者词+词性. 

将一个句子变化为另一个句子,有 4种基本的编辑操作,即插入、删除、替换和保持;当保持不变时,不需要
花费编辑代价.若以 cost(.)函数表示编辑代价,则插入、删除和替换所需的代价表示为 

• cost(X→Y):X替换为 Y的编辑代价; 
• cost(X→ε):删除 X的代价; 
• cost(ε→Y):插入 Y的代价. 
特别地,我们用 cost(X→X)表示单元直接复制,即保持不变. 
若以 D(i,j)表示为句子 S 的第 1~i 个基本单元到句子 T 的第 1~j 个基本单元的编辑代价,则代价的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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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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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i]表示句子 S的第 i个单元;T[j]表示句子 T的第 j个单元. 
我们使用的编辑代价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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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D(i,j)中的 i,j分别为 S和 T的长度(如词的个数)时,其值表示将 S变化为 T的最小编辑代价. 
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的对齐都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一些特殊情况也不能保证完全合

理.例如,在表 1所示的 3种对齐模式中,“模式 1(mode 1)”具有的公共子串长度和最大,所需的编辑代价为 4,其余
的两种对齐模式(mode 2和 mode 3),其编辑代价都为 6.虽然“模式 1”的代价最小,但是,这种方案显然不甚合理.
从形式看,两个句子中的“首都北京”是通过较大的位移才对齐的.因此,如果将相对位移较大的两个相同的词串
赋以较高的代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样的对齐[10].这可以通过在编辑距离计算中引入位移代价因子来实
现.于是,可以简单地将编辑代价值修改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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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表示基本单元 u在句子 v中的位置索引;|S|,|T|分别表示句子 S和 T所含基本单元数目. v
u

1.2   句子成分的假设和结构规约 

在句子对齐后,其相同部分与相异部分一定交替出现.此时,对应的相同部分与对应的相异部分就形成关
联.如果以相互关联的不同部分作为句子成分进行归约,这种策略便称为相异片断优先(difference priority).相异
片断优先的基本假设可以从 Harris 的可替换思想中发现.与此类似,也可以考虑将相同部分作为句子成分进行
归约,即相同片断优先(similarity priority).相同片断优先的基本假设则是:多次出现的词串很可能就代表一种相
对固定的结构,此时,可以将其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成分看待.图 1分别对两种规约策略作了实例说明. 

 
 
 

a. 张三 十分 喜欢 [北京] X2 

b. 张三 十分 喜欢 [上海] X2 

Difference prioritya. 张三 十分 喜欢 北京 

b. 张三 十分 喜欢 上海 

 
 
 

a. 张三 喜欢 首都 北京 

b. 李四 十分 怀念 首都 北京 

Similarity priority
a. 张三 喜欢 [首都 北京] X1 

b. 李四 十分 怀念 [首都 北京] X1 

Fig.1  Two kinds of sentence constituent selections 
图 1  两种句子成分选择 

在图 1 中,中括号表示的内容被抽象成为成分,分别用变量 X1和 X2表示.变量实际上表示的是非终结符.随
着归约的不断进行,变量的数目也将不断增加,句子的层次结构也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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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变量的重复引入,我们使用如下两种策略: 
其一,有结构的句子对无结构句子的泛化处理,即把存在的非终结符类型作为无结构句子中的片断类型.如

在下面的例子中,“美国纽约”泛化为变量 X2: 
 
 
 

a. [张三 喜欢 [北京]X2 ]X1 

b. [张三 喜欢 美国 纽约 ]X1

a. [张三 喜欢 [北京]X2 ]X1 

b. [张三 喜欢 [美国 纽约]X2 ]X1

其二,两个有结构句子的变量的归并处理,即把可替换部分的类型用相同的非终结符号标识,同时更新系统
中相应的变量表示.如下面例子中,变量名为 X3的“美国纽约”与变量名为 X2的“北京”归并为统一的 X2: 

a. [张三 喜欢 [北京]X2 ]X1 

b. [张三 喜欢 [美国 纽约]X3 ]X1 

 a. [张三 喜欢 [北京]X2 ]X1 

b. [张三 喜欢 [美国 纽约]X2 ]X1  
经过对齐和结构归约,就可以层层引入句子成分,其基本框架见算法 1. 
算法 1. 汉语树库的学习算法. 
对汉语句库中的每个汉语句子 s1 

对该汉语语句库中与 s1不同的每一个句子 s2 
对齐 s1和 s2 
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同片断和不同片断 

根据相同片断优先法则或相异片断优先法则引入非终结符号 

1.3   汉语文法的获取 

当句子的层次结构生成之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概率上下文无关语法.在文法表示上,我们把双亲节
点作为产生式左部(LHS),把该节点对应的所有子女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连接,作为产生式的右部(RHS).产生式(s)
的概率计算方式为:该产生式出现的次数除以与之有相同左部的所有产生式数目. 

 
|)()(:|

|)()()()(:|)(
sRHSsLHSGs

sRHSsRHSsLHSsLHSGssP
=′∈′

=′∧=′∈′
=  (3) 

2   边界摩擦消歧 

句子对齐中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边界摩擦. 
定义 3. 设有 3 个句子 S1,S2和 S3,P和 P′是 S1分别与 S2和 S3对齐时形成的两个片段,如果 P≠P′,但 S1中的

同一基本单元 ai同时出现在 P和 P′中,则称基本单元 ai在两种对齐中发生了边界摩擦. 
直观上看,边界摩擦是指对齐部分存在部分重叠的成分.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给出了符号化的 3 个句

子,其中的大写字母 A,B,C,D,E表示片断,相同字母表示相同片断. 
句子(1):  A  D 
句子(2):  B C D 
句子(3):  B  E 
图 2(a)给出了句子(1)和句子(2)的对齐,其对应关系为 A↔[B C],D↔D;图 2(b)给出了句子(2)和句子(3)的对

齐,其对应关系为 B↔B,[C D]↔E. 
当上述两种对齐都出现时,句子“B C D”中的 C就发生了摩擦:此时的 C是与左边的 B结合成[B C]还是与

右边的 D 结合成[C D]?当一个句子和多个句子对齐时,很容易出现边界摩擦的问题,如下是出现辩解摩擦的 3
个具体例句: 

他   喜欢 吃 红 苹果 
李四 爱   吃 红 葡萄 
张三 爱   吃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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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可以和左边的“爱”联合形成片断,也可以和右边的“红”联合形成片断. 

 

 

 
B  [C D]   ↔   B   E A   D   ↔   [B C]   D 

(a)                                    (b) 

Fig.2  Two kinds of alignments 
图 2  两种对齐 

为了消解边界摩擦歧义,我们根据片断出现的概率大小进行抉择.设 P 是某个片断(如上面的[B C]或者[C 
D]),U是所有可能的对齐片断集合,freq(P)表示片断 P在实例中出现的次数,freq(U)表示 U中的所有元素出现的
次数总和,于是 

 
)(

)()(
Ufreq

UPfreqPobPr ∈
=  (4) 

公式(4)的基本假设是:片断出现的次数越多,其独立性也越强,表明对该片断的划分也就越合理. 

3   实  验 

3.1   测试语料 

测试的语料来自我们收集的汉英双语句对库,主要包括科普读物、新闻报道、新概念英语等.从约 5 万句
对中抽取出汉语句子,其长度绝大多数在 10 个词左右,少量句子达到了 15 个或 15 个以上的词.这样的限制,主
要是为了避免结构过于复杂.此外,去掉了不完整的、口语化的句子,剩下的基本都是完整的单句.最终的测试集
共有句子 5 506个,其中 5 000个没有结构信息,506个句子通过手工加工构造出了句法结构.带结构的句子主要
用作评测比较的参考答案.但在学习时,我们去掉了 506 个句子的结构信息,与 5 000 个句子一起作为学习的 
样本. 

在句法知识学习之前,我们使用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分词和词性标注[14]工具对所选的语料作了

预处理.我们的测试分别以词、词性和词+词性作为句子的基本构成单元进行对齐. 
由于句子中单元在表层上可能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规律性,因此我们对这些单元事先作了归类处理.例

如:“人名”在不同的例子中,形式上并不一定相同,但是作为语言单元,“人名”彼此具有可替换的特点,我们将这
样的词(或多个词)直接归类.在测试中,我们对如下词作了归类: 

• 表示人的词,包括人名、表示人的普通名词以及人称代词归类为“人名词/np”; 
• 数词或数量词归类为“数字词/m”; 
• 时间词(序列)归类为“时间词/t”; 
• 地名(序列)归类为“地名词/ns”; 
• 机构名归类为“机构词/nt”; 
• 其他专有名词归类为“专名词/nz”. 

3.2   结果与分析 

评测主要针对 506 个句子,判断推导的句子结构与人工标注的结构有多少是一致的.人工构造的句法树共
有 2 562个内部节点.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引入如下符号: 

S=a1a2…ai…aj…an是含有 n个基本单元的句子(1≤i≤j≤n); 
A_IN(S)是句子 S经过自动推导所得到的句法树的内部节点集合; 
M_IN(S)是句子 S经过手工标注的句法树得到的内部节点集合; 
Coverage(node)表示句法树的一个内部节点 node所覆盖的基本单元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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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4. 设 A_node∈A_IN(S),M_node∈M_IN(S).如果 Coverage(A_node)=ai…aj且 Coverage(M_node)=ai…aj,

则称节点 A_node和节点 M_node是一致的. 
我们定义的节点一致性 ,不考虑节点的非终结节点名是否一样 ,即忽略掉了节点标记 .这种评估方法与

D.Klein 的方法是一样的,也是目前无指导句法推导评测中采用的方法.当然,在推导句法结构时,每个内部节点
是有标记的,我们以数字编码来表示. 

定义 5. 设 C(corpus)表示评测的句子集合,P(precision)表示自动推导的句法结构的准确率,R(recall)表示自
动推导的句法结构的召回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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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和 R的基础上,我们也引入了调和平均值 F,即 

 
RP

PRF
+

=
2  (7) 

首先,我们针对对齐后的相同片断归约方法进行了评测,结果见表 2. 

Table 2  Results of structure induction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similarity priority 
表 2  相同片断优先归约的测试结果 

Sentence unit P (%) R (%) F (%) 
Word 53.57 36.34 43.30 

POS (part of speech) 53.15 34.93 42.16 
Word with POS 53.57 36.34 43.30 

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词为单元”和以“词+词性”为单元,其测试结果完全一样.其主要原因在于测试的
语料出现兼类的词非常少,因此,增加词性并没有增加区分性.此外,按照相同串规约优先的原则,有词性区分的
情况正好不被归约. 

我们也针对对齐后的相异片断归约的结果作了评测,结果见表 3. 

Table 3  Results of structure induction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difference priority 
表 3  相异片断优先归约的测试结果 

Sentence unit P (%) R (%) F (%) 
Word 49.62 43.87 46.57 

POS (part of speech) 49.63 49.41 49.55 
Word with POS 49.71 43.64 46.48 

在表 3 中,以“词”为句子的单元和以“词+词性”为句子单元的结果非常近似,这同样是因为词的兼类现象较
少.但是,“词+词性”的 P值最高.可见:联合词性之后,在提高准确率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另外,我们还看到:以“词
性”为基本单元得到的 F 值最好,似乎与我们想象的以“词+词性”应取得更好的结果相矛盾.其主要原因是语料
的规模不足够大,许多“词+词性”都只是出现一次,有较大的稀疏性,因而不容易体现出“共性”.只用词性,则避免
了这一问题. 

两组结果进一步表明:基于相异片断优先的策略,其 F 值明显要高于相同片断优先的测试结果.虽然后面一
组结果(见表 3)的 P 值相对低一些,但 R 值高很多.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相同上下文中,不同片断具有可替
换的特点.相反地,由于语料规模有限,多词相同的片段并不很多.为了更直观地加以比较,我们从测试语料中选
择了一个句子“飞机/n  大概/d  三 m  点/q  半/m  到/v”,以树结构的形式表示(如图 3所示),3棵树分别表示
手工构造的结果、相同片段优先和相异片断优先推导的结果.两种推导策略都是以“词+词性”为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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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erence answer                (b) Result by using similarity priority        (c) Result by using difference priority 
(a) 手工结果                        (b) 相同优先策略                       (c) 相异优先策略 

Fig.3  Result comparison among manual tree, tree based on similarity priority and difference priority 
图 3  手工树与基于相同优先策略树、相异优先策略树比较 

图 3 表明:片断相异优先导出的树结构与手工构造的结果非常相似.特别是两种结构究竟哪个更好,可能也
有不同看法. 

汉语句法结构自动推导的研究并不太多.我们看到的仅仅是 Stanford 大学 Klein[7]的研究.他从滨州树库
(Upenn)中选择了长度不超过 10个词的 2 473个汉语句子,以“词性”为句子的基本单元,对多种策略和策略的组
合进行了测试,得到的最好测试结果是,P=35.9%,R=66.7%,F=46.7%.从数值来看,我们的 F值更好,而且我们所选
取的句子并没有严格地将词数限定在 10个以内. 

D.Klein 曾在英语语料 ATIS 上针对 Zaanen 的 ABL 方法进行过测试,得到的结果是 P=43.6%,R=35.6%, 
F=39.2%[7].ABL方法与我们的方法中“以词为单位”的“相异片段优先归约”类似.从表 3看出:这种方法并不是最
好的;但相比英语语料 ATIS 的测试结果,我们的结果值更好.我们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英语语料 AITS 可能没
有我们测试的句子规范,我们测试的句子基本上是完整句子;二,我们对部分词进行了归类处理,这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噪音干扰.当然,语料不同,特别是语言不同,并不能作简单数值的等同比较. 

4   结论与今后的工作 

本文提出了基于对齐的汉语句法结构自动推导的无指导学习框架,是汉语句法结构自动推导的一种尝试.
我们分析、比较并实现了相同片段归约优先和相异片段归约优先的两种规约方法.通过我们的语料测试,相异
片段优先归约得到了更好的实验效果.在相异片断优先策略中,以“类”(词性)作为基本单元,又得到了明显好的
R 值.由此可以看到:在有限的语料中,归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选择更加合适的类,将是我们要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 

今后的工作包括 3个方面的内容:(1) 进一步改进现有的模型,特别是要加强归类处理;(2) 构造更大规模的
树库,以便更准确地测试系统性能;(3) 基于对齐的单语言结构知识获取,也是双语翻译模板获取的基础.我们将
结合汉英双语,并充分利用双语关系,研究双语翻译模板自动获取的方法. 

致谢  感谢吴云芳博士和彭爽博士为句法树的构造所提供的帮助!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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