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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tences Analysis in HNC theory is called Semantics Analysis of Sentences Category 

tSA9： ．h hkh，tb Se雠en Caxeg~ry 吼  w 1I b determined at hfst．and the type o{~emaatic 

Chunh  wil1 be obtained and their lnner const[tut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SC．E(igen)Semantic Chunk 

is very important tar SCAS It is similar to tradifiona[predicate formal[y，bu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m in meaning 【n this paper．w~I1 state main idea of SASC by analyzing features and consti 

tutes 0f E—chunk 

Keywords V—concept，E—semantic chunk，Predicate．Sentence category 

1 引言 

在一个句子中t谓语起 着极 其重要的作 用；多年 

来 ．无论是 以句法分析为主的 自然语言处理 ．还是 语 

义分析为主的 自然语言理解 ．都把对谓语的确定作为 

句子分析的关键因素。首先，从句 子的构成形式上看， 

可以通过 谓语的类型，判断句子是无宾语 ，单宾语，还 

是双宾语 甚至是小句作宾语 ；其次 ．从意义上看 ，又可 

以通过它得到句子的主语和宾语所具备的基车语义信 

息．是人还是物．是具体概念还是抽象概念 ，或者 ，从格 

的角度讲 ．是施事格还是受事格等 I-tNC理论 同样肯 

定谓语所起的作用，同时认为 ，一方面“谓语”的内涵过 

泛，另一方面对谓语 的复台构成缺乏j军层 的揭示。为 

此，它引入了表示特征的E(igen)语义块基元的概忠， 

由它构成特 征语义块 EK。同时还弓『入了三类广 义对 

象语义块基元：A(Actor)，B(oBject)，c(Content)，分 

别表示作用者，对象和内容，三者与特征语义块基元一 

起共同构成广义对象语 义块的表示式。特征语 义块与 

广义对象语义块一起 ，共 同构成句子的主语义块 。 

特 征语义块大体上相 当于语言学中所指 的“动词 

谓语”，至于投语中的非动词充任谓语的情况，HNC统 
一 将 之定义为状 态甸的 504甸类 ，相应的谓语 由称为 

SC的语义块充任。由于具有EK块(即动词作谓语)的 

句子具有广瑟的代表性，而且在构造上和内涵上都非 

常复杂．困此在语言信息处理上需要着重讨论。本文将 

针对具有 EK的这类句子．着重阐述 HNC特征语义蚨 

的特点及其发现和验证策略 ；并从语义上和形式上 比 

较与谓语的差别，进而揭示旬类分析的主要思想 

2 句类及有关的基本概念 

为了建立 自然语言的理解体系 HNC理论提出 了 
一 系列新思想。从句子来看 ，HNC理论认为，它所表选 

的概念在脉络上应该前后一致，要求句子的各个词之 

间既要符台格式上的规范，叉要受意义上的约束。相应 

地 ，对句子的分析既应该从句子格式的角度又要从词 

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的角度来判断其 是否满足要求t 

总之，就是要检验其概念联想脉络的合理性 。 

什么是句子格式 ，句子究竟有多少格式?这是几十 

年来 ．语 言学家和计 算语言学家一 直苦苦迫寻的问 

题0 。HNC理论从概念联想脉络的角度提出了7十基 

率句类和57十基车子句类，并通过大量语料考察发现 ， 

任何句子均可 通过这些句类 (包括子类 )或者这些甸 

类的混合来表示 ]，从而为计算机自动处理语言提供 

了严格的形式规范。 

HNc理论将句子的下一级单位定义为语义块，语 

义块又分 为主语义块、辅语义块和主辅两可的语义块 ； 

各类语义块的基元是固定的。主语义块基元有4种，它 

们构成句子的主体，形成句子的核心意义，而辅语义块 

既不依赣于句类，也不对句子的整体意义构成实质性 

影响t它们由通常意义下的一部分状语组成。HNC理 

)本文受“95”重大项目和“973 项目资助．壬厚峰 箭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计算语言学和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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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发现 ，基本句类 (包括于类 最多可 有 4个主语义 

块 ，标准 (或规范)句于至少包含2十主语义块 ，具体类 

型和数 目均 由句 粪确定 因此．在 HNC体系中 ，确定 

旬类就成了分析句于的关键 如何确定句粪，它们叉该 

如何表征 ?这就不能不提到 E块 

根据 HNC的考察，各句类的标 准格式从形 式上 

可 以写成 

JKI+EK+∑JKi (1) 
一  

其 中，2-,JKi的个数与 JK1一起不超过三十，JK表示 

广义对象语义块 。EK代表句类 ，如为 X时，表示作用 

句{为 T时 ，为转穆句⋯⋯ 它既奂定了该粪中 JK 的 

个 数，又奂定了 JK的具体意义 (如，某十 JK是 XA， 

TA，xB，TB，还是 XC，TC等) 

那么，又该如何确定 E块 呢?这需要引入 v概念。 

如 果说 HNC通过 句类对 句于进行 了成 功的语 义 分 

类t通过概念层次网络提供了描述词汇的符号体系 ，那 

幺t这两十层面的相互关联则是通过由 v概念 向 E语 

义块映射来实现的 。 

HNC理论所提出的概念层次网络符号是对概念 

的一种有效划分，为词义的描述提供了手段 ，但为了更 

完整地描述词汇 ，还需要考虑形态特征 这是 HNC理 

论提出抽象概念五元组 (v，g，u，。，r)的意 图所在，v就 

丧示动态特征_1] 每一 内涵在不同的情况下可 能表现 

为不 同的外部形态 ；例如 ，HNC将80定义为一般 思维 

活动，但当这一概念表现为“动”的特征时，就用 v80表 

示 ，如 思考”；如果本身表示的是抽象概念这一“静”的 

特征，则用 g80表示 ，如“思维”{如果 表示的是思维活 

动的结果 ，即，通过思维活动产生了某种效应，则表示 

为 r80，如“想法” 虽然 HNC从 五个侧面对概念作 了 

划分 ，但并不一定每个概念都具有与五十形态特 征对 

应的词 ，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偏好 

当概念层次网络符号与形态符号结合起来描述具 

体诃时 ，既可以表示词的概念意义，又可 以表示诃 的 

。词性”。上面所给的“思维”， 思考”和“想法”依次相应 

于名词 ，动词和名词，它们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但是 ， 

这 三个词具有的彤 态符号是不一样的，固此 HNC所 

表 示 的“词性”(也称为概念类别 )与通常所说 的词性 

(如名词 )又有所区别。 

HNC理论无论是从句类的角度 ，还是从词层面的 

角度始终把握着一种 动”的思维哲理。从内涵上讲 ，提 

出了。作用一效应”链 +实际上进是从事物的动态过程 

来对每一环节进行描述的。从形态上讲 ，也反映了一种 

动态规律 ：一切事枷柞赴在劝态炭展和 变化的过程(v) 

之 中 ，但必 须 有相对 静止 的 观察 点 ，变化 的 源头 用 (g) 

表 示 ，变 化 过 程 中 J盐然 件 琏 着 出现 莱 些 属 性 和 特 征 

f Lt)．在 产 生 顺 变之 前 ．必 然喜 有量 值 (￡)的 变化 和 积 

采 ．其站果 越 定喜 产 生 某种效 应 r．效应 以成 珩新 

的源头⋯⋯ 这一过程循环拄 复，以至无 穷 由此可 

看出，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形态上．概念都存在着一种 

天然的交叉点 

如何实现 v概念 向 E语 义块的映 射呢?过 又是 

“作用一效应”链 句类按照这一规律划分，表示基元概 

念的超级语义网络也按这 一规律划分 当某一词条具 

有 v特征 ，且又是一般作用性概念时，所对应的句类就 

是一般作用句 。这是 HNC从词汇层面 向句类层 面映 

射的基本点。 

但是，从 v到 E的映射并不完全 一一对应 ，概念 

意义上的交叉性和词本身的多义性是造成一对多的主 

要原因。例如“撤 回”，既是作用型概念又是效应 型概 

念，说 明如下 ： 

倒】 a)我们撤回 了部队。b)部队撤回了 

其 中，a)所强调的是“撤 ”这一作用 ；而 b)强调 的则是 

。回”这一结果。对于概念意义与句类 间的一对 多映射 

甚至不一致映射 ，HNC在词库上作 了特殊描述 。关于 

多映射的选一处理 ，HNC只需要利用基本句类知识和 

词的个性知识即可 在例la)中“撤 回”作为作用 句，首 

先是因为它满足作用性 的标准句类格式； 

A+ X+ B (2) 

同时，我们在词知识库中可以规定，当“撤回”映射 

为作用句时 ，作用的对象是不可省略的。这就排除了例 

lb)作为作用句省略 B的可能。反过来 ，也可以肯定例 

lb)是效应句而非作用句 ： 

YB+Y (3) 

象这样 ，通过基本句粪知识对语义块的数 目和类 

型的要求这 一共 性以及词知识库 所给的特殊个性知 

识 ，就可以完成由 v向 E语义块 的映射 上面 的 x和 

Y均是 E块所表示的具体含义。 

5 E语义块的内涵和构成 

在 以 句法”分析为主的句子分析 中 ，为了有救地 

确定句子结构，首先需要寻找到谓语并确定与之相关 

的宾语 ，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对动词进行细分类 。目前， 

大多数系统将动词划分为H个子类 ：非谓语 劝词 ：vg； 

不厦 转 动词 ：vgo；接 体 宾 ：vgn；接 形 宾 ：vga；接 连 宾 ： 

vg ；接 盟 宾 ：vgd；接 小 自：vgs；接 兼 语 ：vg】；连 砷动 词 ： 

v ；朴 劝 御 ：vc；情 态 砷 御 ：vd；系 动 词 ：vi；“是 ”动 词 ： 

vy；“有 动词 ：vh。不难发现．这种分类主要考虑的是句 

法固紊。由于语言十分灵活 ，在 不同的情况 下，同一十 

动词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很大区别。 

倒2 a)张先生教我们 b)张先生教教 学课。c)张 

先 生教我 们 小鞋 。d)张先 生教我 们 小硅敷 学课 。e)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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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教 我 们 小 鞋 画 母 画 。 

从上述例于所使用的动词 教”，不难看出 ．有如下 

二 个特 点 

◇所接宾语的形式一样 ，但宾语的 内涵确存在很 

大 的差异 在例2a)、b)中，虽然“教”所接的都是单宾 

语 ，而且均为体词 ，但其概念是不一样的，一者为对象 ， 
一

者为内容。接上述分类所给的l4个细类 ，并不能作这 

一 区别 ，若想区别这一情况 ，势必会增 加动词细类 ，使 

词性集增大。 

0动词 自身的内涵一样 ，但所接 的宾语的形 式不 
一 样。上述例子中的“教 ”出现了接体宾(vgn)、接双宾 

(vgd)和接兼语 (vgj)的不同形式。这无疑增 加了词性 

标注的复杂度和难度。例2c)的“教 所接 的究竟是双宾 

语还是单宾语呢?不适当考虑语 义而作判断具有一定 

困难 如果将名词 小珐 改为名词 数学”，情况就发生 

了变化。这是否需要对名词作进一步的细分? 

即使准确标定词性 ，在分析时也会 出现困难。在例 

2d)中的两个宾语的分界线的划分就存在歧义 ，e)也有 

类似的问题 

从意义上讲 ，上述5个甸子 的 教 ”都表 示传授知 

识 ，即传授者将信息(知识)传输给接收者 ，这就必然关 

涉到3个对象以及一个 传输”行为 三个对象是 ，传授 

者，接收者和传输的内容 ，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判断． 

传授者和接收者必须是人(包括高等动物 )，而传 输的 

内容多为抽象概念，在 HNC上表示为 ： 

RB1+R0l1T3}3l+TB+TC (4) 

这是关系信息转移旬的句类形式，R011T3是 E块的具 

体含义，表示关系信息转移 这一表示式也表明 ，对应 

的句子属于4块句。然而 t4个主块并不一定必须同时出 

现在实际句子 中，很多情况下可 以省略后两个广义对 

象语义块之一 由于各类语义块有明确的语义要求 ，即 

使某语义块缺省，也不难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容易发现 ，倒2a)所省略 的是 

第二宾语——传授的内容 ；而在 b)中省略的则是 第一 

宾语——“接收者”；c)并不表示出现双宾语 ，而是省略 

了传授的内容( 我们小孩”整体作为接收者)，因为句 

中没有可作为内容的部分出现；由此也可以推断 ，d)中 

的分界就在“小臻 与 数学课”之间{同样 e)中 TC一 

画+图画” HNC理论引入的广义对象语义块 C具有 

非常灵活的表现形式，作为 TC表示的传输内容，既可 

以由抽象概念表示，也可以由一个句子表示(HNC称 

由一个句子表示的块 为块扩)，还可 以由句蜕来表示 

(如果一个句子通过结构上的变换，不再满足 主谓结 

构 ，则称为句蜕 ) e)实际上就是块扩 不过 ，这 里的块 

扩 由 TB+TC共 同构成 这是 R011T3型混合句类 的 

基车特征t也称为基本句类知识 这项知识是概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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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于共性知识，在概念知识库中单独描连，与具体 

词无关 。 

省略是句于中常见的语言现象 由于这种现象会 

使得词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旬法分析的统 

计模型和规则模型，增加处理的复杂性 ，降低系统的性 

能 块扩和句蜕 同样会导致这种情况 。对动词而言 ，表 

现在兼类数增加 但句类分析并不害怕这种现象 ，就象 

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 ．尽管 一个词也会出现多个意义 ， 

且表示为 v，同样涉及到多选一的同题 ，但多选一可以 

根据实际的现场信息与基本句类这一共性和词本身具 

有的个性联合解决 如上一节所给的例1 

通过上面的讨论 ，我们发现 ．仅仅从句法的角度对 

动词分类是不蝣的，那么，为什么不在分类中加入语义 

成分呢t如果这样做 ，必然会使动词的下一级于类更加 

复杂，使词性集膨胀 ，从而增加词性排歧的难度和复杂 

性 

除了意义和搭配上的区别外 ，在构成上，E块与动 

词谓语也有区别 E块除了其动词外 ，还包括与之相关 

的前后附加信息 ．其一般表示式为 】： 

EK—QE+EQ +E+ EH+ HE (5) 

等号左边 的 EK表示特征语义块整体 ，右边 的 E 

表示特征语义块基元 ，也称为特征语义块要素 (在不引 

起混淆的情况下 ．我们将不加区分地使用 E)；其中 ， 

EKn— EQ土 E+ EH (6) 

为 E块的核心部分 _f (Q，H 取自汉语拼音的“前 ．后” 

的声母符号) 通常以如下四种形式出现： 

EKn= E (7) EKn— EQ+ E (8) 

EKn— E+EH (9) EKn— EQ+ EH (10) 

例3 a)我 们对他们 的不 良行 为应 谊干以枇 评。 

(干以一 批评一 EQ+E) 

b)张 医生 马上 曲孛小姐做 手 术 。 

(做 +手 术一E+EH) 

c)我们 要 贯彻执 行 党的方 针政 策 。 

(贯 栅 + 执 行 EQ+ EH) 

由例3b)可以看到，核心部分不仅有动词 ．也可以 

有名词 也就是说 ，可以包括某些动宾结构或 VP。 

对于附加部分 ，HE与通 常所说 的“述补 结构中 

的补语有相似之处 ，但是表示时态的助 词 着 ．了，过 ” 

以及表示趋向的诃“起来，出去，去”等也属于HE中的 
一 种(在 HNC上称为 hv)；“状 心 结构中的状语则与 

QE有相似之处，但 由短语结构充任的状语不属于 QE 

(它们大都形成 HNC中称为的辅块)，某些不足以作 

为发现核心 E的副词也不属于 QE。QE是发现 E核心 

的激活信息，它们主要 由情态(上例 中的 应该”)，时态 

(上例中的“马上”)和逻辑态(如“正是”，“历来”)组成。 

HNC通过在意义上对句子分类，通过在构形上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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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可以澈活核心 E的附加部分，为棱心 E的假设和检 

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下 一节将根据 E的特征给出其 

判断 策略 

4 全局 E的确定策略 

E两节的讨论 ，我们可 以看到 ，E块具有如下三 

个特征 ： 

(1)意义特征 E块由具 有 v特征的词 充任 ，具体 

的 E类型由相应 的词所 具有的概念意义确 定：如倒1 

中的 x和 Y，例2中的 R011T3 

(2)格式特征 E的具体意义挟定着句 类 ．也就擞 

定 了语义块的类型和数 目t式 (2)表示为3块句，式 (3) 

表示为2块句，式(4)表示为4块句；它还唯一地确定了 

E语义块与各广义对象语 义块之间以及广义对象语 义 

块相互之间在语义上的搭配关系 这种关系并不随语 

义块的省缺而被破坏 省缺是常见的语言现象 ，在句类 

指导下 ，省缺部分可以判断，甚至可以根据上下文子 

恢复。 

(3)构成特征 E具有通用的构成表示式，它是识 

别全局 E的关键 

E语义块的三大特征为句中全局 E的确定和句类 

分析提供 了条件 。句 类分析与句法分析 在处理步骤上 

的明显不同是 ，甸 类分析采用 了假设一检验方式 ，而句 

法 分析则采用了短语构成(或分解 )方式。甸类分折的 

基本步骤如图1。基本流程 中的前三步，实际上就是 E 

块的确定过程 ： 

檎 入 输 出 

图l 句类分析的基本流程 

预处理f也称感知) 是为全局 E的假设做 准备 

的 ．主要完成三项工作 。 

·分段处理 ．如果相邻的两个汉字(可能包括前后 

的汉字)不能成为一个词 ．那么瑚 邡的设宇之 间就存 

在分段符-分段处理就是寻找汉字 申的所有分段符过 

程 ； 

·词的假定，相邻的两个分 段符之间的部分称为一 

个段。对每个段．按段长为奇数和偶数原则假定词—— 

偶段优先考虑双字词．奇段优先在 奇位置考虑单宇词 ； 

·从假定的词中标记具有 v．】概念特征的所有诃 ．1 

类概念 中有三类激活信息，一是语句规范格式的主语 

义块标记符 ，二是辅语 义块的标记符．三是特征语义块 

的 QE。 

句类假设 是根据上述预处理假设全局E，主要 

包括： 

·排除不能充任全局 E的词 (如“的 和 指示代词 

所指的 v概念的词)； 

·对剩余的 v概念的词 ，进行优先性排队 ，根据式 

(5 ，如果某个 v概念的词含有的前后附加成分越丰 

富，则作为垒局 E的优先性越高(E的构成特征) 

·根据排队结果及 v对应的概念意义(E的意义特 

征 )．假设垒局 E 

句类检验 根据假设的旬类，检验各语义块之间 

是否满足搭配关系(E的格式特征 )。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句子可能会有多 v，而且 

可能会有多个 E被假定 ，甚至有几个 E被检验通过 ． 

但最终会有不同的优先级 ，有的还会通过语 义块构成 

来 否定。为了说 明分析过程 ，我们将简要地 分析饲2和 

仞 3a) 

例2a)--d)只有一 个 v，报据前 面分析 ，各句很容 

易假设为(4)式表示的句类并通过检验 对例2c)就受 

到 二个 v“教”与 “画”的 干扰，但根据 v的 排队原 则 
— — “在尾尾优先 ，其余首优先”，尾 部没有 v，应优先 

假 定“教 为全局 E。同样符合式(4)井容易通过检验 

反过来 ．即使假定“画 为全局 E．由“画”的概念意义 ， 

对应的句类为作用性句类： 

A+ X+ B (U ) 

由诃本身的个性知识可以判断，A是不能由原型句蜕 

(即块扩形甸蜕)来充当，也可以否定 画”为全局 E 

对侧3a】有“应该”作为 qE， 于 作 为 Eq，真正 

起作用的是 由“批评 ”为 E。根据 批评 的概念意义 ．对 

应若转移作用句 ，标准格式为 ： 

TA+T3X+B (12) 

对应的规范格式为： 

TA+ B+ T3X (】3) 

其中．B的前移是 由主语义块指示符“对 引导的(标准 

格式向规范格式的转化均由指示荇弓I导)．根据共性和 

个性知识的要求 ，TA必须是“人”，B可 以是“人 或抽 

象概念或者两者同时出现，不难看到．检验符合条件 

有关 E块的排队和排除的详细讨论见文[1] 

总结 HNC理论是一种新理论，也是自然语言处 

理的一种新思路 基于这一体系的句类分析 ，E块的判 

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针对这一中心点 ．简要地 

与句法分析上的“动词谓语 作了比较 ，分析了 E块的 

特征 ．意义及其形态构成 ，井以此为出发点 ，给出了 E 

块判断的基本策略。 

(下 转第25页) 

· 6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满足Pq(M)一石 一△一 由于 M 中的图都是好 

1 1 

的，故 (M)= 7；就意味着 p(M)一 7；。所 以算法 

1 

A能在分布 p(图上的均匀分布)的图 G的 因子成 

功找出大团 由此可得下面的结论 ： 

结论3 假设对 8>0，k≤<2—8)logz ·存在 个 

确定性多项式时间算法 A．在 由分布 P 导 出的 图中 

拽k-团，且概率为 I_<q(n)为多项式)，则必存在多 

项式 ‘n)，使得算法 A在由分布 p导出的图中找 k 
1 

团，且概率为 a 
． 

在随机图中找大团是难的这一假设下，上述 结论 

表明当团K的大小足够大时，例如把{log 大小的 

团随机插 ^到随机 图 G产 生 G ，在 Gt中找任何 大团 

仍是难的。由此我们就可构造单 向函数 f：f：GX G， 

这里 6是 n个顶点的圈结合，而 则是所有 k个顶点 

的集合(即{1，2，⋯，n})的所有子集全体)。f(G，K)是 

对图 G的改动 ，使得所插入 的子图完全 由 K导出，显 

然由 K是容易得到新图 0 一f(GtK)，而由fiG．K)要 

高概率地求 出 K，则在随机图中找大团是难的假设下， 

将是难的，因此 f符合 单向函数的准 则。当然 由 G和 

GJ可容易得到 K，利用这一特性我们就可构造一个具 

有分级权限的秘密密钥管理模式 。其依据就是在随机 

图中随机插入任意常量个团 Kt，K ．，．K 生成 ，把 

{K，)作 为秘密密钥 ，而 G 作 为公 开密钥。P 生成随机 

图G并在 G上随机插人团 K 产生图 G 送给 P；，P。在 

Gt上随机插入团 K。产生图 G：送给 P ，继续这个过程 

直到 P⋯P 在G 上随机插入团K 产生图G 作为公 

开密钥 。由于 Pt知道 G，故 P_可 得到 P⋯P，⋯，P 的 

秘密密钥(虽然 P 不知道这些密钥是哪个成员)t而其 

他成员则不可能得 到 P 的秘密密钥 一般地 ，P 可 

求出所有 P．(J>1)的秘密密钥 由此即得分缎密钥管理 

模式。 

结语 用格的归约理论可以分析研究计算部分密 

钥位与整个密钥位的计算复 性 ，研究公钥密码系统 

的安全性，而 团问题应用于密码系统更是 为计算密码 

研 究拓展了方向 但 目前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怎样建 

立 一个实用的基于格 归约密码 系统，是否能利用团问 

题直接建立一个 钥密码系 统。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 

们不断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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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是非常复杂的，其处理也是十分困难的 

虽然在理论 上，HNC已经显示 出了强大 的解模 糊能 

力，但是否有真正的实用价值 ，需要做 大量的验证工 

作 值得庆幸的是 ，由国家语委和“95”重大攻关课题所 

资助的覆语音一字流转换 系统 ，经过测试 ，与 HNC理论 

上 的预期基本吻合。这使得 拄们更加满怀信心去实现 

“973 资助的“英一祝 互译系统的研究。 

本 文所给的许多思想已经在“语音一字流转换”系 

统中实现。因此 ，本文的形成也是 HNC联合攻关组共 

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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