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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排歧（%&’( )*+,* -.,/01.23/4.&+5%)-）

是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中的一个困难问题。由于

多义词是任何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多义

词 中 诸 多 的 词 义 分 布 又 很 不 容 易 找 到 一 般 的 规

律，多义词的排歧涉及到上下文因素、语义因素、

语境因素，甚至还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而这

些因素的处理，恰恰是计算机最感棘手的问题。

早在机器翻译刚刚问世的时候，美国著名数

理逻辑学家 6/’78.99*9 在 $:;: 年就指出，全自动

高质量的机器翻译（<399= >34&0/4.?5 8.2@ A3/9.B
4=5 CD，简 称 <>8ACDE 是 不 可 能 的 ，他 说 明 ，

<>8ACD 不仅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理论原则上也是不可能的。他举出了如下

简单的英语片段，说明要在上下文中发现多义词

F*+ 的正确译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G&@+ H/, 9&&I.+2 J&’ @., 4&= 1&KL <.+/99= @*
J&3+( .4L D@* 1&K H/, .+ 4@* F*+L G&@+ H/, M*’=

@/FF=L
他的理由如下：

N.OF*+ 在这里只能翻译为 F9/=7F*+（“游戏的

围栏”），而绝对不能翻译为书写工具“钢笔”。

N..O要确定 F*+ 的这个正确的译文是翻译好这

段短文的关键所在。

N...O 要确定这样的正确译文依赖于计算机对

于周围世界的一般知识。

N.MO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知识加到计算机

中去。

可见，词义排歧问题一开始就困扰着刚刚萌

芽的机器翻译研究。

从 $:;: 年到现在，学者们在探索多义词排歧

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词义排歧的问题

距离彻底解决还非常遥远，但是，从这 #P 多年的

成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曙光。

词义排歧的方法归纳起来可以有如下几种：

词 义 排 歧 方 法 研 究

!"#$自然语言处理；词义排歧；选择限制；有指导的学习方法；无指导的方法

% &$本文全面总结了 #" 多年来在词义排歧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讨论和比较各种词

义排歧的方法：选择最常见义项的方法、利用词类进行词义排歧的方法、基于选择限制的方法、

鲁棒的词义排歧方法、有指导的学习方法、自力更生的词义排歧方法、无指导的词义排歧方法、

基于词典的词义排歧方法等。这些方法对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 $%%&’()"*+ ,’& -’&. /*0+* 12+345267382’0 9:/;<
!"#$ %&’()’

!"#$%&’() +/43’/9 9/+23/2* F’&?*,,.+2Q H&’( ,*+,* (.,/01.23/4.&+ N%)-O5 ,*9*?4.&+/9
’*,4’.?4.&+5 ,3F*’M.,*( 9*/’+.+2 /FF’&/?@5 3+,3F*’M.,*( /FF’&/?@

*+(,&-.,)D@* /34@&’ (.,?3,,*( .+ (*4/.9 4@* M/’.&3, /FF’&/?@*, J&’ 4@* %&’( )*+,*
-.,/01.23/4.&+ N%)-OR 4@* /FF’&/?@ J&’ ,*9*?4.&+ &J ?&00&+9=73,*( ,*+,*5 4@* /FF’&/?@ 3,.+2
ST) J&’ (.,/01.23/4.&+5 ,*9*?4.&+/9 ’*,4’.?4.&+ 1/,*( /FF’&/?@5 ’&13,4 %)-5 ,3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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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FF’&/?@*, /’* /99 M*’= .0F&’4/+4 J&’ 4@* +/43’/9 9/+23/2* F’&?*,,.+2 1=
?&0F3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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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机器翻译系统没有词义排歧的功能，

虽然机器词典中的多义词都列举出各种不同的义

项，但实际上只是选择排列在第一位的那个最常

见的义项。这样的办法虽然能够处理一些多义词，

达到一定的排歧目的，但是，词义排歧的效率不

高，这是早期机器翻译系统的译文质量低劣的重

要原因之一。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由于 &’( 最

常 见 的 词 义 是“钢 笔 ”，因 此 就 把 &’( 翻 译 成“钢

笔”，结果，)*’ +,- ./0 1( 2*’ &’( 就翻译成“盒

子在钢笔中”，弄出了笑话。

!%+,-./0-&12()*
有些多义词的词义与它们所属的词类有关。

不同的词义往往属于不同的词类。因此，如果我们

能够确定这些多义词的词类，词义排歧的问题也

就迎刃而解了。例如：

3/4’5当 3/4’ 是动词时，它的词义是“面对”；当

3/4’ 是 名 词 时 ， 它 的 词 义 是 “ 面 孔 ”。 在“)*’
*,60’ 3/4’0 2*’ &/78”中，3/4’0 前面为名词词组，

后面也为名词词组，可判定为动词，因而它的词义

是“面对”，整句的意思是“房子面对公园”。在

“9*’ &6::’; / :,(< 3/4’”中，3/4’ 前面是形容词，

可判定为名词，其 词 义 是“面 孔 ”，整 句 的 意 思 是

“她拉长了面孔”。

=/>5当 =/> 是助动词时，它的词义是“可以”

（在句子开头，第一个字母大写，在其他情况下，第

一个字母不大写），当 =/> 是名词并且第一个字母

大写时，它的词义是“五月”。在 “ =/> ? *’:&
>,6@”中，=/> 是助动词。因而它的词义是“可以”，

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助你吗？”在 “=/>
A/> 10 31702 ;/> ,3 =/>”中，=/> 是名词，因而它

的词义是“五月”，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五月一日是

五月的第一天”。

如果我们有一个高效率的词性标注系统，可

以正确地决定兼类的多义词的词类，那么，我们就

可以利用标注正确的词类，来决定多义词的词义，

从而达到词义排歧的目的。可是，当同一个词类的

多义词还存在多个不同的词义的时候，这种“以词

类决定词义”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判

定了词类之后，还需要对不同的词义进行选择。

例如，.,780 这个多义词可兼属动词和名词，

当它是动词的时候，它的词义是“工作”，当它是名

词的时候，它的词义可以是“工厂”，也可以是“著

作”。在句子 “=> ;/6<*2’7 .,780 1( /( ,3314’”，

.,780 处于名词词组之后，介词之前，可判定为动

词，因而它的词 义 是“工 作 ”，整 个 句 子 的 意 思 是

“我女儿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可是，当判定 .,780
为名词的时候，它的词义还没有最后决定，这就会

出现两难的尴尬局面。在“?2 10 / </0 .,780”和

“? 7’/; 2*’ .,780 ,3 9*/8’0&’/70”中，.,780 都可

以 判 定 为 名 词 ， 可 是 ， 我 们 还 决 定 不 了 前 句 中

.,780 的词义是“工厂”，后句中的 .,780 的词义是

“著作”。这时，我们还需要根据上下文的选择限制

来排歧。比如说，如果我们规定，.,780 与表示燃料

的名词连用，可判定其词义是“工厂”，当 .,780 与

作家的名字连用，可判定其词义是“著作”，那么，

我们就可根据这样的选择限制来进行词义排歧。

B%34!"5678&12)*
选 择 限 制 C0’:’421,(/: 7’0271421,(D和 语 义 类 型

的分类C2>&’ *1’7/74*1’0E是词义排歧的主要的知识

源。在语义分析中，它们被用来删除不恰当的语义

从 而 减 少 歧 义 的 数 量 。 最 早 研 究 选 择 限 制 的 是

F/2G 和 H,;,7C$IJBE。把选择限制应用于计算机处

理的是 K1702C$ILME。
例如，;10* 的排歧，试研究下面的一段话：

“?( ,67 *,60’N ’O’7> +,;> */0 / 4/7’’7 /(;
(,(’ ,3 2*’P 1(4:6;’0 ./0*1(< ;10*’0N” *’ 0/>0%
?( *’7 21(> 8124*’( /2 *,P’N =7% Q*’( .,780 ’3R
3141’(2:>N 0217S37>1(< 0’O’7/: 01P&:’ ;10*’0N 1(4:6;R
1(< +7/10’; &1<T0 ’/70 /(; 4*148’( :1O’70 .12*
<7’’( &’&&’70%（他说道，“在我们的房子里，每一个

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这些事情不包括洗碟子。”

在她的小厨房里，陈先生干得很有成效，他炒炸几

个简单的菜肴，包括炖猪耳朵和炒胡椒鸡肝。）

前句中的 ;10*’0 是用于吃饭的物理物C&*>01R
4/: ,+U’42E，后句中的 ;10*’0 则是菜肴。它们的选

择限制各不相同，前者是 ./0* 的 VW)?XY)（受

事），它应该具有可洗性（./0*/+:’），后者是 0217S37>
的 VW)?XY)（受事），它应该具有可食性C’;1+:’E。谓

词选择其歧义论元的正确含义，删除不能匹配的

含义。由此可见，使用选择限制实际上是一种“观

其 伴 而 知 其 意 ”（Z,6 0*/:: 8(,. 2*’ / .,7; +>
2*’ 4,P&/(> 12 8’’&0）的方法。

当谓词有歧义时，可以根据其论元（/7<6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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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来消除歧义。例如：

%&’’( )*&+& ,-. )*& )/0& .&+1&2 3+&&4 5
’/66&2 07..&’. 8+90 :&, ;&-’-42<（好，有时间来

品尝从新西兰来的绿唇蚌。）

%*/=* -/+’/4&. .&+1& >&41&+?（哪一个航班到

>&41&+ 去？）

%*/=* 94&. .&+1& @+&-A8-.)?（哪 一 个 航 班 提

供早餐？）

前 句 中 的 .&+1& 要 求 某 种 食 物 作 为 其 BCD
EFG:E，中句中的 .&+1& 要求地名或者团体作为其

BCEFG:E，后句中的 .&+1& 要求某种饭局作为其

BCEFG:E。如果我们确信 07..&’，>&41&+ 和 @+&-AD
8-.) 都是无歧义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它们的语义

来消除 .&+1& 的歧义。

#<!"#$%&’()
前面的方法是所谓“规则对规则”H+7’&I)9I+7’&

-66+9-=*J的 方 法 ，另 外 ，还 有 自 立 的 方 法 H.)-42I
-’94& -66+9-=*J。自立的方法是一种鲁棒（+9@7.)）
的词义排歧方法。鲁棒的自立的词义排歧方法依

靠词类标注来工作，力求把对于信息的要求减低

到最低限度，从而做到“自立”，让机器自己学习而

获得信息。

这种机器学习的方法，要求对系统积极性训

练，使得系统能够自行进行词义排歧。

要 进 行 词 义 排 歧 的 词 叫 做 目 标 词 H)-+3&)
,9+2J，目标词所嵌入的文本，叫做上下文H=94)&K)J。
输入按下面方式进行初始化的处理：

!输入文本一般应该是经过词类标注的；

!上下文可以看成是围绕目标词的长短不一

的语言片段；

!上下文中的单词，应该是经过词法分析的，

应该把变形词还原成原形词；

!文本最好是经过局部句法分析或者依存关

系分析，能够反映出题元角色关系或者其他语法

关系。

经过这样的初始化处理，输入文本要进一步

提炼为包含相关信息的特征的集合。主要步骤是：

!选择相关的语言学特征；

!根据学习算法的要求对这些特征进行形式

化描述（或者编码）。

大多数的学习系统使用简单的特征向量H8&-D
)7+& 1&=)9+J，这些特征向量采用数字或者词类标记

来编码。

用来训练词义排歧系统的语言学特征可以粗

略地分为两类：

!搭配特征（=9’’9=-)/94 8&-)7+&）；

!共现特征（=9I9==7++&4=& 8&-)7+&）。

搭配特征对目标词左右的上下文进行编码，

要求指出特定的、能反映这些单词的语法性质的

位置特征。典型的特征是单词、词根形式、词类等。

这样的特征往往能把目标词特定的含义孤立起来

以便处理。

例 如 ，C4 &’&=)+/= 37/)-+ -42 @-.. 6’-L&+
.)-42 988 )9 94& ./2&( 49) +&-’’L 6-+) 98 )*&
.=&4&( M7.) -. - .9+) 98 492 )9 3+/439 &K6&=)-D
)/94. 6&+*-6.<（电吉他和低音乐器演奏者站在一

旁，他并不是站在舞台的一部分，大概只是为了等

待外国佬的到来。）

我们取特征词 @-..（低音乐器）的左右两个词

以及它们的词类标记为特征向量，表示如下：

N37/)-+O::P(-42(QRQ(6’-L&+(::P(.)-42( SSTU
共现特征不考虑相邻词的精确的位置信息，

单词本身就可以作为特征。特征的值就是单词在

围绕目标词的环境中出现的次数。目标词的环境

一般定义为以目标词为中心的一个固定窗口，要

计算出在这个窗口中实词的出现频度。

例如，对于目标词 @-..，我们从语料库中选出

它的 P! 个共现词。然后标出它们在特定窗口中的

出现频度。

这 P! 个共现词是：8/.*/43( @/3( .9742( 6’-L&+(
8’L(+92( 69742( 297@’&( +74.( 6’-L/43( 37/)-+( @-42<

在 上 面 句 子 中 选 取 37/)-+ -42 @-.. 6’-L&+
.)-42 作为窗口，则其特征向量为：

N"( "( "( P( "( "( "( "( "( "( P( "U
根 据 这 样 的 特 征 向 量 ， 由 于 第 四 个 共 现 词

6’-L&+ 和第十一个共现词 37/)-+ 在特征向量中的

值都是 P，因此可以确定这个 @-.. 的词义是“低音

乐器”。

在鲁棒的词义排歧系统中，一般都把搭配特

征与共现特征结合起来使用。

V<*+,-./()
有指导的学习方法 HW76&+1/.&2 X&-+4/43 C6D

6+9-=*&.J 又可以再分为朴素的 T-L&. 分类法和决

策表分类法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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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 %&’() 分类法

使用朴素 %&’() 分类法*+&,-( %&’() ./&)),0,(12
时，不是去寻找某个特定的特征，而是在综合考虑

多个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词义排歧。这种方法实际

上是在给定的上下文环境下，计算一个多义词的

各个义项中概率最大的义项。计算公式如下：

)3&145&6 78)9:;
)!<
其中，< 是词义的集合，) 表示 < 中的每一个

可能的义项，: 表示输入上下文中的向量。

直接根据向量的计算公式是：

+
)3&145&6 7*);"7*-=9);

)!< =3$
$>>! 年，?&/( 等使用这个方法试验了 @ 个英

语的多义词（ABC’D A1B4D /&+AD /&+4B&4(D EF),C,F+D
)(+C(+.(）的词义排歧，正确率达到 >"G左右。

（!）决策表分类法

决策表分 类 法 8H(.,),F+ /,)C ./&)),0,(1);根 据

共现词的等价类的不同制定决策表，然后利用这

个决策表于输入向量，确定最佳的词义。

例如，可以制定如下的决策表来确定 I&)) 的

词义：

规则 词义

窗口中出现 0,)J # I&))K
)C1,E(A I&)) # I&))K
窗口中出现 4B,C&1 # I&))!
I&)) E/&’(1 # I&))!
窗口中出现 E,&+F # I&))!
窗口中出现 C(+F1 # I&))!
)(& I&)) # I&))K
E/&’ L : I&)) # I&))!
窗口中出现 1,-(1 # I&))$
窗口中出现 -,F/,+ # I&))!
窗口中出现 )&/5F+ # I&))$
F+ I&)) # I&))!
I&)) &1( # I&))$
其中，I&))$ 表示 0,)J 的含义，I&))! 表示 5BM

),. 的含义。如果检测成功，就选择相应的词义，如

果检测失败，那就进入下一个检测。这样一直检测

到决策表的末尾，其缺省值就是最大可能的词义。

这个决策表可用于从 I&)) 的 5B),. 含义中消

除 0,)J 的含义。第一项检测说明，如果在输入中出

现 0,)J，那么，就选择 I&))$ 为正确的答案。如果不

是这样，那么，就检测下一项一直到返回值为N1B(，

在决策表末尾的缺省值的检测，其返回值为 N1B(O
决策表中项目的排列根据训练语料的特征来

决定。$>># 年，P&1FQ)R’ 提出一种方法来计算决

策表中的每个特征值偶对的对数似然比值 8/F4S
/,R(/,JFFA 1&C,F2，根据计算所得的比值调整 <(+)(K
和 <(+)(! 在决策表的顺序，从而确定整个决策表

中特征值的排列顺序。计算公式如下：

78<(+)(K90,3-=2
TI) 8UF4 S 2

78<(+)(!90,3-=2

其 中 ，- 表 示 <(+)( 的 特 征 向 量 ，0 表 示 该

<(+)( 的绝对频度。

根据这个公式来比较个特征值偶对，便可以

获得一个排列最佳的决策表。P&1FQ)R’（K>>@）采

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 >VG的正确率。

@O!"#$%&’()*+
有指导的学习方法的问题是需要训练大量的

标 注 语 料 。W(&1)C 在 $>>$ 年 ，P&1FQ)R’ 在 $>>V
年，都分别提出自力更生方法 8%FFC)C1&EE,+4 TEM
E1F&.J()2。这种方法不需要训练大量的语料，而只

需要依靠数量相对少的实例，每一个词目的每一

个义项都依靠少量的标记好的实例来判别。以这

些实例作为种子8)((A2，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法来

训练语料从而得到初始的分类。然后，利用这些初

始的分类，从未训练的语料中抽取出大量的训练

语料，反复进行这个过程一直到得到较满意的精

确度和覆盖率为止。

这个方法的关键是从较小的种子集合出发，

创造出大量的训练语料。然后在利用这些得出的

大量的训练语料来创造出新的、更加精确的分类。

每重复一次这样的过程，所得到的训练语料越来

越大。而未标注的语料越来越少。

自力更生法的初始种子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

来产生。

$>>$ 年，W(&1)C 用简单的手工标记方法从初

始语料中获得一个小的实例集合。他的方法具有

如下 X 个优点：

$种子实例可靠，保证了机器学习有正确的

立足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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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现次数的分布（关联向量）可以看出这三

个 词 的 相 似 度 的 接 近 程 度 ：%&’() 与 *+&, 或 者

-+,(. 的 相 似 度 远 远 小 于 -+,(. 与 *+&, 的 相 似

度 。 也 就 是 说 ，-+,(. 和 *+&, 的 关 联 向 量 大 于

-+,(. 与 %&’() 的关联向量，也大于 *+&, 与 %&’()
的关联向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 与 *+&, 类

聚在一起，这个类聚是 /&,01 的标示，/&,01 的含

义显然应该是“银行”；把 %&’() 单独算为一个类

聚，这个类聚 /&,0! 的标示，/&,0! 的含义显然应

该是“岸边”。

经 常 采 用 的 方 法 是 凝 聚 法 2&33*+-()&’45(
6*78’()4,39。: 个训练实例中的每一个实例都被指

派给一个类聚，然后用自底向上的方式陆续地把

两个最相似的类聚结合成一个新的类聚，直到达

到预期的指标为止。

由于无指导的方法不使用人工标注的数据，

它存在如下的不足：!在训练语料中，无法知道什

么是正确的义项；"所得到的类聚往往与训练实

例的义项在性质上差别很大，各不相谋；#类聚的

数量几乎总是与需要消解歧义的目标词的义项的

数量不一致。

;6<7(’=( 在 $>>! 年和 1>>? 年，先后使用无指

导的方法来进行多义词的歧义消解，其结果与有

指 导 的 方 法 和 自 力 更 生 的 方 法 很 接 近 ， 达 到 了

!分析程序选出的实例不仅是正确的，而且

可以作为每个义项的意义原型；

!训练简单可行。

1>>@ 年，A&)+%80. 提出“一个搭配一个义项”

（B,( ;(,8( C() D+**+6&’4+,）的原则，效果良好。他

的 方 法 是 为 每 一 个 义 项 选 择 一 个 合 理 的 标 示 词

24,E46&’+)9 作为种子。例如，选择 F48< 作为识别

/&881 这个义项的种子，选择 C*&. 作为识别 /&88!
这个义项的种子。

下面是例子：

F48<GG/&881
H<( )(8(&)6<()8 8&4E ’<( %+)-8 8C(,E C&)’

+F ’<(4) *4F( 6.6*( 4, 876< F48< &8 I&64F46 8&*-+,
&,E 8’)4C(E /&88 &,E C&64F46 )+60F48< +) 8,&CC()J

（研究人员说，蠕虫在它们生命周期的一部分生活

在太平洋大马哈鱼和有斑纹的鲈鱼以及太平洋的

岩鱼或者甲鱼体内。）

;&’7)E&. -+),4,3 K &)48( &’ ?LMN &,E 6*460
+, “O-()46&P8 /(8’ 0,+%, F48<()-&,Q”3454,3 &ER
546( +, 6&’6<4,3 /&88 4, 6+*E %(&’<() F)+- ’<(
8(&’ +F & /&88 /+&’ 4, S+7484&,&J（星期六早晨我

?LM" 起床，询问“美国最有名的渔人”，怎样在大冷

天从 S+7484&,,& 的鲈鱼船的坐位上捕捉鲈鱼。

C*&.GG/&88!
T( ,((E -+)( 3++E ’(&6<()8 G )43<’ ,+%Q

’<()( &)( +,*. & <&*F & E+=(, %<+ 6&, C*&. ’<(
F)(( /&88 %4’< (&8(J（我们现在需要很多好老 师 ，

只要有五六个能够熟练地演奏低音乐器的就行了。）

O, (*(6’)46 374’&) &,E /&88 C*&.() 8’&,E +FF
’+ +,( 84E(Q ,+’ )(&**. C&)’ +F ’<( 86(,(Q U78’ &8
& 8+)’ +F ,+E ’+ 3)4,3+ (VC(6’&’4+, C()<&C8J（电吉

他和低音演奏者站在一旁，他并不是站在舞台的

一部分，大概只是为了等待外国佬的到来。）

A&)+%80. 选择种子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机器

可读词典；二是利用统计方法根据搭配关系来选

择。他对 1! 个多义词的歧义消解正确率为 >WJ@XJ
YJ!"#$%&’()*
无指导的方法2Z,87C()548(E [(’<+E89避免使

用通过训练得出义项标注28(,8( ’&334,39的语料，

只使用无标记的语料作为输入，这些语料根据它

们的相似度进行类聚。这样的类聚可以作为成分

的特征向量的代表。根据相似度得出的类聚再经

过人工的词义标注后，就可以用来给没有特征编

码的实例进行分类。

例如，英语多义词 /&,0 的义项分别为 /&,01
和 /&,0!，在没有经过训练的语料中，在一个上下

文中出现了 -+,(.， 在第二个上下文中出现了

*+&,，在第三个上下文中出现了 %&’()，它们在不同

上下文中与其他词的共现次数也就是它们的关联

向量，如表 1 所示：

· 语言信息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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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向量类聚的效果比早期机器翻译

系统使用的选择最常见义项的方法好得多。

%&!"#$%#&’()*
上述方法的最大问题是语料的规模问题。许

多词义排歧试验的规模只涉及 ! 到 $! 个词，最大

规模的词义排歧试验也只涉及 $!$ 个名词和 ’(
个动词 )*+, -.., /0012。因此，学者们想到了使用

机器可读词典)345678. 9.4:4;<. :75=7>849?2，采用

基于词典的词义排歧方法 )@75=7>849?AB4C.: DEF
E9>456.C2。这时，机器可读词典可以给词义排歧提

供义项以及相应义项的定义上下文。

$0%1 年，GH -.CI 首先使用词典中的定义来

进行词义排歧。他把多义词的各个义项的定义进

行比较，选择具有最大覆盖上下文的义项为正确

的义项。例如，在词组 E78. 5>8.（松球）中，5>8. 是

多义词，我们把词典中 E78. 的定义与 5>8. 的定

义进行比较如下：

E78. / I78:C >J .K.9+9..8 =9.. L7=6 8..:<. A
C64E.: <.4K.C（一种具有针状树叶的长

绿树）

! L4C=. 4L4? =69>M+6 C>99>L >9 7<<8.CC
（因为悲哀或者疾病而憔悴）

5>8. $ C><7: ;>:? L6756 8499>LC => 4 E>78=（圆

锥体）

! C>3.=678+ >J =67C C64E. L6.=6.9 C><7: >9
6><<>L（硬的东西或者空的东西）

N J9M7= >J 5.9=478 .K.9+9..8 =9..C（某些长

绿树的果实）

我 们 选 择 5>8.N 作 为 E78. 5>8. 中 多 义 词

5>8. 的正确义项，因为在 5>8.N 的定义中，.K.9F
+9..8 和 =9.. 两 个 词 与 E78./ 定 义 中 的 词 .K.9F
+9..8 和 =9.. 相重合。-.CI 从《傲慢与偏见》)O97:.
48: O9.PM:75.2和 DO 8.LCL79. 的文章中选取部分

语料进行试验，正确率达 Q(A’(R。

SH T.8C.8 和 TH -H B78>= 利用联机词典中的

单词的定义来消解英语介词的功能歧义。

例如，英语的 L7=6 这个介词，其功能可以表示

U*VWXYGZ*W（工 具 ），又 可 以 表 示 ODXWA[\（部

分A全体）关系，这就出现了功能上的歧义（54C.
43;7+M7=?）H在英语句子“U 4=. 4 J7C6 L7=6 4 J>9I”

中，J>9I（叉子）的定义为“48 78C=9M3.8= J>9 .4=78+
J>>:”，其中的 78C=9M3.8= 与 L7=6 的功能 U*VWXYF
GZ*W（工具）相同，故可判断 L7=6 在这个句子中

的功能应该是 U*VWXYGZ*W（工具），故此句的含

义应该为“我用叉子吃鱼”。

在英语句子“U 4=. 4 J7C6 L7=6 ;>8.C”中，;>8.
在机器可读词典中的定义是“4 E49= >J 48734<”，

在 J7C6 的定义中，有“4 I78: >J 48734<”，这与 L7=6
的功能 ODXWA[\（部分A全体）关系相同，故可判

断 L7=6 在这个句子中的功能是 ODXWA[\ 关系，

这样，这个句子的含义应该是“我吃带骨的鱼”。

这个方法的主要困难是词典中的定义往往太

短，不足以为词义排歧提供足够的上下文材料。例

如，在 D3.97548 6.97=4+. @75=7>849? 中，;48I（银

行）的定义里没有 :.E>C7=（存款）这个词，在 :.E>C7=
（存款）的定义中，没有 ;48I（银行）这个词，而这两

个词有很密切的联系。现在一些词典中有主题分

类代码（CM;P.5= 5>:.C），似乎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

词 义项数目 向量类聚词义排歧正确率 选择最常见义项正确率

=48I ] C % 0Q %"
E<48= ] C /N 0! 11
78=.9.C= ] C N 0N 1%
54E7=4< ] C ! 0Q 11
CM7= ] C ! 0Q Q#
3>=7>8 ] C ! 0! Q#
9M<78+ ! 0" 1"
K.CC.< ] C ’ 0! Q%
CE45. /" 0" Q0
=9478 ] C /" %0 ’1

+ !

0"R的正确率。不过，这种方法所试验的多义词的

数量规模都很小。

V56M.=^. 在 /00! 年还使用向量类聚的方法进

行词义排歧，比较了向量类聚的词义排歧与只选

择最常见义项的歧义消解结果见表 !。

· 语言信息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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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 因 为 %&’( 和 )*+,-./ 都 可 以 划 为 01（02,3
’,4.2-）这个主题。5665 年，78/9:.* 报告，他使用

了 ;<=10（;,’>4&’?- <.2/.,’&:@ ,A 1,’/*4+,:&:@
0’>B.-9C 56DE）的主题代码来消解歧义，把正确率

由 #DF提高到 D!G。

#H 多年来，自然语言处理在词义排歧方面虽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学者们的各种方法似

乎都很难判定 I&:JK.BB*B 在 56L6 年提出的在“/9*
%,M N&- .’ /9* +*’”中 +*’ 的词义应该是“游戏的

围栏”。可见，词义排歧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要

真正解决词义排歧问题，还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

努力。过去的成果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线曙光，尽管这一线曙光还是很微弱的，但它毕

竟是黎明前的曙光，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它预

示了自然语言处理事业光辉的未来。

! " # $

O5P 冯志伟Q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Q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566R
O!P I:,N’S T*/*: UQ C */ &BC V,:)J-*’-* ).-&4%.>8&/.,’ 8-3

.’> -/&/.-/.2&B 4*/9,)-C W’ +:,2**).’>- ,A X1; !6C
5665

OYP 7&B*C VQC 198:29C ZQC &’) [&:,N-(@C <QC X \*/9,) A,:
<.-&4%.>8&/.’> V,:) ]*’-*- .’ & ;&:>* 1,:+8-C W’
1,4+8/*: &’) K84&’./.*-C !RQ 566!

O#P ;*-(C \.29&*BC X8/,4&/.2 -*’-* ).-&4%.>8&/.,’^ K,N /,
/*BB & +.’* 2,’* A:,4 &’ .2* 2:*&4 2,’*S W’ T:,2**)3
.’>- ,A /9* 56ER ]W7<=1 1,’A*:*’2*S _*N [,:(S X--,3
2.&/.,’ A,: 1,4+8/.’> \&29.’*:@S 56ER

OLP [&:,N-(@S <&‘.)S a’-8+*:‘.-*) N,:) -*’-* ).-&4%.>8&3
/.,’ :.‘&B.’> -8+*:‘.-*) 4*/9,)-S ,’ T:,2**).’>- X1;
YYS 566L

组织机构代码实际上就是单位的身份证号码，它是由

国家授权的权威管理机构对我国境内依法注册、依法登记

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颁布发的一个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始终不变的代码标识。它同我国公民

身份证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代码标识”。不过前

者对组织机构，后者是对自然人。自然人的注册和标识工作

比较简单，新出生的自然人只要在公安部门登记就可以随

之获得身份证号，而组织机构则要由机构编制部门、工商部

门和民政部门统一赋码。另外，组织机构具有自然人不具备

的层次性的特点，即它可以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内设机

构，如总公司和分公司，几个组织机构按照一定的关系可以

组成联合体，如法人的联营；很多组织机构还可以跨地域甚

至跨国界成立联合机构。所以，组织机构代码的赋码工作及

其日常管理比起公民身份证来要复杂得多了。

究竟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来龙去脉、国内外情况，它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此项管理工作的具

体内容、运行方式及其推行的法律依据等等是如何，在新近

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的《组织机构代码系统工程》一书中

作了全面的介绍。该书以通俗而流畅的语言层层递进的清

晰条理，通过对国内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的介绍，以及运

用系统工作的思路对组织机构代码的重要作用、实践方法

和工作特点等的详细分析和说明，给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

宝贵知识。

全书内容由绪论部分、三大章和若干附件组成。绪论

部分介绍了“组织机构代码”的基本概念，国外一些管理水

平较高的国家推行对组织机构统一赋码制度的概况（以法

国“]Wb0_0 名录库”和美国“邓氏编码”为典型实例），以及

我国组织机构代码工作自 56E6 年起步至今的发展历程，并

阐述了系统工程方法对此项工作的指导意义。

第一章是对组织机构代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的综合介绍。首先阐述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内涵，指

出电子政务是当前我国信息化工作的重中之重，进而阐明

了组织机构代码在国民经济信息化中的基础性地位：它是

建立社会监管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有

效手段，并有助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建立以实名制

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

第二章全面而系统地讲解了组织机构代码系统工程

的实践方法，其内容包括：组织机构的分类、组织机构代码

的赋码对象、代码与组织机构代码的基本知识以及作为组

织机构代码系统工作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标

准规范等；组织机构代码的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和质量保证

工作，组织机构代码的载体（代码证书和 W1 卡）、网络与数

据库工作；推广应用、协调与宣传工作，经济运行方式，科研

工作和人员系统；电子身份认证（1X）工作；组织机构代码

各子系统和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系统的评价方法等。

第三章对组织机构代码系统的特点通过梳理，归纳出

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和稳定性这几大特点，并进

行了系统表述。

附录部分收入国务院、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其他有关

主管部门关于建立代码标识制度的五个文件。

该书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编，主编顾迎建。

全书近 YH 万字。作者从实践出发，既提供翔实的背景资料，

又融入科学和理性的思考。熔过程、方法与理论于一炉，既

是一本组织机构代码工作人员的系统化的教材，也是一部

适合大众需要的知识读物。

%&’(

一部系统化的教材和生动的知识读物

———《组织机构代码系统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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