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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消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The State—of—the— Art and Future Aspects of W 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李 生 张 晶 赵铁军 姚建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哈尔滨150001)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state--of--the--art of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W SD)in the  tollowing 

aspects：the application ofWSD，representation of disambiguation knowledgetapproaches andtheir eval— 

ua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current widely-applied WSD approaches，compares their merits and short— 

ages．The direction further researches in W SD field has been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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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词义消歧及其应用 

词义是词汇在 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反映的特定语言 

现象。它能够 明确地表达该词汇在该语境下表达的语 

义属性如感知、行为和情绪等 ；表达该词汇与相关词汇 

之间的关系 ；并且表达该词汇所特有的知识及常识性 

的知识 ．透过词义 ，人们将能运用 自己的 思维描述该语 

言现象 ，对其进行推理 ，或者为指代词从上下文中找到 

指代物 

在 自然语言中 ．一十词汇往往存在多十词 义t称 为 

词 的多义性 倒如 ：Bank有“银行”、“河岸 的意 思。但 

是当词汇处于一定的语言环境 ，则 只有唯一的意 思 例 

如 ：“He slipped down the hank”中，bank的意 思是“河 

岸”。词 义消歧就是使计算机 自动为词汇 选择正确 意 

思 ．是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中词亨[级别上的最大难题 

词 义消歧不是 自然语言处理 的最终 目的 ，而是 自 

然语言 处理 中不可缺少 的一十环节 ．其应用至少 包括 

下述领域 J； 

机器翻译：机器翻译为源语言文本找到目标语的 

对等文本 。研 究表明：平均每十英语诃汇对应大约2 33 

十设 语译 文 每十俄 语词 汇存 在大 约三十 英文 译 

文n】．所以词汇的歧义现象是它面临的最 大难 题之一 。 

词义消歧为源语言 多义词找到目标语对应词汇 

信 息检索 ：通过关键 词查找信息时 t人们 只需要得 

到与该词汇某一个词义相关的文本 ．比如 -在通过单词 

“bank”查找财经资料时 ，词义消歧模块使系统检索 出 

词 义为 银行 ”的文本，忽略词义为“河岸”的文本。 

主题 内容分 析和文本处理 ：如文奉分 类 、信息抽 

取、自动文摘和辅助写作等 只有对文本 中的多义诃消 

歧 ．明确单词所表示的概念 ，才能正确分析文本及句子 

的 概 念和 主题 ． 

语 音处理和文语 转换 ：这类任务往往同时涉 及语 

音和文字的娃理 ．语音识别 中同音字 的识别和语 音台 

成中语 音的校正 ．文本的处理都离不开词义消歧。 

另外 ，当词义消歧被弓I入语法分析或句法分析中． 

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哇语法 或句法 的歧 义现象 ，缩 

小分析 的范围，从而改善分析性能 

由于词义消歧服务于不同 自然语言娃理任务，不 

同任务存在不同的要求 比如 ：机器翻译侧 重于用 目标 

词 的不同来 区分 词义 ，信息检索则 强调词表达 的概念 

及与其它词的近似度 ． 

词义消歧是 自然语言处理 中非常困难 的问题 t甚 

至曾被认为计算机不能解决 。但通过 研究-一些词义消 

歧方法 已经在一定范 围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就我们所 

知．除了 Stetinab]．Mihalcea_| 等少数 系统外 -多数 系 

统或者方法只针对某些词类实现词义消歧 

2 消歧知识的表示 

词汇是语言 的构成单位 t词 汇的使用需要遵循一 

定的语言规范．词义消歧是基于语言的知识工程-要想 

使计算机 具有象人一样 的词 义辨识能 力t就 必须把人 

使用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等语言知识 存储在计算机 中- 

并把人理 解语言 的过程形式 化．词义消歧 中常使 用的 

语言学知识可 归纳为 以下五种 ： 

(1)词性：多义词的词义有时分 属不同词性 -多义 

词 的词性标注称为兼类消歧 。对 于兼 类消 歧是 否隶属 

)车课题得到国家自熊科学基金资助(批准号 69775017)~国家“八六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基盎项 目资助(883—306一zt03— 

06-3和 863-306一zdl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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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词义消歧 ，研究者们看法不一致 

词义消歧的前端 

{2)词汇之间的关 系：如同义 

类属(ISA)、肯定和否定等。 

但兼娄消歧无疑是 

反义 、部丹和整体 、 

(3)词 义定义：词义定义通常说明了谤词义的出现 

条件和区别于其他词义的属性。 

(4)语 义原语 ：语义原语是 自然语言中能用来说明 

其他词汇的词 集合 

(5)语义之间的关系 ：按照语义属性聚类，得到词 

汇的统计特 征用于消歧 例如概念间的依存关系 

(6)其 他知识 ：如修辞学等。 

接 照乔姆斯基 的理论模式 ，人 的语言知识基础包 

括语法规则和词典两个部分。但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开 

放性 ，词汇和语法均非封 闭集合 ，处于变化中 语言学 

知识的表示方式将影响词义消歧的效果和效率 ，常用 

的表示有 

(1)详 细描述诃虹 在各十词义下的台法使用规范 ． 

形成选择约束 集台。消解歧 义时，通 过匹配词汇 的用 

法 t选择台适 的词义。这种方式下，需要相对槔入 的语 

义分析 

(2)描述词汇 之间的关联和参数选择 例如 ：在 

pot 的 COOKING VESSEL”词 义 和 dishwasher 的 

the MACHINE FOR WASHING DISHES”词义之间 

构造关 联，则可以对旬于“John put the pot Ln the dish— 

washer”中 pot”消歧 。 

(3)建立网络描述 词汇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可 以通 

过激活 和抑制 的网络节点搜索机制选择词义 】。 

5 歧义消解的上下文选择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看出 ：语言学知识描述 了词汇 

间的关系 ，歧义的产生源于词 所涉及的领域 、所处的 

结构等 因素。所 以．消解歧义的前提是为歧义词选择恰 

当上 下文 。 

上下文的概念是专 门针对多义词而言 的，所有歧 

义的消解都依赖于多义词上下文提供的信息 

对于上 下文对歧义词词义的影响 ．目前主要有两 

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上下文中每个词汇都对歧义诵 

诃义有影响，需要组台上 下文提供的所有特征用于消 

歧 ．在这种观 点的驱动下．人们 常用 Bayes数学模型 ． 

采用最小错误概率 函数选择词义 另 一种 观点认 为上 

下文提供的特征对于确定歧义词词义的贡献有差别 ， 

因而需要根 据与歧义词距离 、句法关系．搭配等关系选 

择使用上 下文特征，这种观点下．人们较多地采用互信 

息理论作为歧义消解的原理。 

选 择上下 文时 ．考虑较多的是上下文和待消歧词 

的距离 、句法关系 、搭配．语义关联等 ；因此 ．上下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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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常分为三种情况 ： 

(1)选择歧义词所在句子的一部分作为上下文 如 

句子 Have the students who missed the exalr~take it 

today ”．通 过 局 部 的 上 下 文 “the exam~ 将 能 确 定 

miss”的 词义 。 

(2)选择歧义词所在的整个句子作为上下文 如句 

子 It s hard to eat pizza with chopsticks．”，只有查看 

垒句，才能确 定 hard 的词义 。例如 Stetina 使用含有 

语义标往的 Brown语料库 ．运用整十句子作为待消歧 

词的上下支，消歧 正确率在8O．3 左右 

(3)选择 与歧义词有关的旬群作为上下文 。铡如 为 

句 子 Why are you wearil％g THAT”?中 的 指 代 词 

that 消歧 ．需要结台 与本 句相 关的其他 句子获得词 

义 。 

到 目前为止 ．人们较 多研究的是小范 围上下文信 

息、局部信息 领域知识 ，其它上下文信 息应用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但是 Gale等 人的研 究表明 ，大范 围的上 

下文 ，即使扩 大到一万个词的上下文 ，对词义消歧仍然 

有 用 J。 

4 词义消歧方法综述 

在上 下文范围确定之后 ．消歧方法 的选择是歧 义 

消解的关键 ，也是研 究最多的问题。知识获取是计算语 

言 学领域所面临的最 大瓶颈 选择消歧方 法的 目的在 

于选择有效 的方法 ，以获得有助于确定词义的上下 文 

特征或者知 识。根据 获墩知识 的方法 ，消歧的方法可 以 

分 四粪 ： 

(】)基于词典的消歧 。机读词典和义类词典提供 了 

有 关词汇用法及词义 的丰富知识 ，是词 义消歧的主要 

知识来源 

从 Ams[er等人 的研究开始 ，机 读词典 为研究者 

们所重视 ．并成为八 十年代词义消歧工 作的主 要知识 

源 基于机读 词典的典型方法是 ：利用单词在词典中不 

同义项 的定义t计算歧 义词的各词义的定义和上下文 

词虹 的词义定义覆盖 量[I]．选择覆盖量最大者 作为 当 

前词义 。 

遗憾 的是．这种方法 的正确率大约为50—7o 。主 

要原因在于 ：一、传 统基于机读词典的方法没有充分利 

用词典 中的短语 、示例等信息 二．机读 词典 中词义定 

义语句一般较 短．以致于很多情况下 ．无论歧义的哪 一 

种诃义的定义 与上下文单词的定义覆盖均为零 ；三．在 

实 际应用 中 ，不可避 免的组台爆炸也限制了方 法的使 

用 。另外 ，词典主要为人工使用而非机器开发而创 而 

且本身难免存在不协调处 带来 知识 自动抽取 的困难 ． 

如 何将机 读诃典 转化为机 循词典 (Machine tractable 

dictionary)．从 中学习词义消歧知识 并提高效率是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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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读词典方法的重点和难点． 

义类词典中的知识也被广'i芝用于词义消歧。和机 

读词典表选词义的方 法不同的是 ，义类词 典按照词义 

将词汇组织成层次结构 ，提供单词之间的关系 。Word— 

Net和 Roget’s是最著名的英语义类词典 ，《同义词词 

林 》和知 网啪是常用 的汉语义类资源。一种基于 Word— 

Net分类体系的经典方法是计 算歧义词及其上下文的 

概念密度 ．选择具有最 大概念密度的词 义作为当前词 

义‘l ，该方法无需标注 ．正确率80 左右。 

(2)基于规则的消歧。依赖语言专家的语言知识， 

构造规则库描述语言知识．分析歧义词及其上下文 ，选 

择满足规则条件的词 义。规则通常描述限制歧义词修 

饰的成分或修饰歧义词的成分 。例如，为动词书写其主 

语、宾语 以及其 他修饰语的语义特征的规则 ；为形容词 

和舟 词书 写规则 描述其修 饰的名词或短语 的语义特 

征 。既使上下文存在多个多义词 ．往往也只有一种词义 

组舍不违反规则限制 ，系统就选择这组词义。 

规则使系统很快 具有大量的语言知识 ，因此 ．该方 

法一直被 广泛地应 用 ．特别是基于转换的机器翻译系 

统．如 暗 尔 滨工 业 大 学 的汉 英 双 向 机 器 翻 译 系 统 

(BT863系统 )．采用分析生成一体化 的策略 ，在分析规 

则的右部就含有选择 词义的操作 ，一旦该规则被调用 ， 

规 则 右 部 的 词 义 消 歧操 作 被 自动 执 行。CMU 的 

KANT系统通过词法 、语法消歧规则及人机交互方法 

进行词 义消歧 。此外 ．SYSTRAN，EUROTRAN 等 著 

名的翻译系统都采用 基于规则的方法 ． 

由于规则通常由专家组织 ，因此有很大的主观性， 

知识不完备 ．而且难 应付领域的变化．如何维持规Ⅲ!J 

库的一致性和可扩充性 ，是该方法需要关注的问题。 

(3)基于语料库 的方法 。它的出现开辟了自然语言 

处理的新纪元 。近年来逐步 占据 主导地位 ，目前的词 义 

消歧研究 已经离不开语料库 的支持。从语料标注 的角 

度看 ．分 为有指导的方法和无指导的方法 。前者从含有 

词 义标注 的熟语料中收集捎歧知识 ．后者 从无 词义标 

注的生语料中收集消歧知识。 

基于语料库方法 以语料库作 为知识源 ，核心是从 

语料库 自动或半 自动学习挟定单诃词 义的上下文 ．从 

方法上看 ．可分 为基于统计和基于实例两类方法。 

基于统计 的方法从标注或未标注的语料 中统计支 

持歧义词用作不同词 义时的上下文证据 ，这些证据 用 

来对新辅 入句子 的歧 义词消歧 。常 统计 的特征有诃之 

间或词义之间的搭配。根据使用的语料库性质的不同 ， 

可分为：基于源语言的统计方法、基于目标语言的统计 

方 法、基于双语 的统计方法。尽管 实验规模不大 ．但该 

方 法正确率 比基于规则和基于词典 的方 法有 明显提 

高． 

基于潭语言的统计方法考查歧义词 与上 下文特征 

如词汇、语 义特征 、语素、复杂特 征 等的 同现 。Hearst 

统计语料库同现情况 ，辅以上下文的语法语义特征 ．结 

合有指导和无指导的方 法尝试对5个名词的消歧，正确 

率 多在80 一9O 左 右[I“。刘小虎建 立多上 下文特 征 

的 词义捎歧统计模型 ，对歧 义词 interest”消歧测试的 

正确率达到80 ”】。Yang[1 在语料中统计 HowNet中 

定义的义素同现频率情况 ，建立互信息评价函数，对汉 

语词汇作消歧。通过对人民日报语料实验，消歧效果良 

好 ，封闭测试 正确率 75 ，开放测试正确率7l 。其严 

重不足之处在于需 要手工书写规则 ．人工标 注大量 的 

词义 ，因此难 以大规模使用． 

基于 目标语同现的统计方法主要 思想为 ：假设 源 

语言 句子 S中有歧 义词 SW ，它有两个 目标语译 文 ： 

Twn和 Twm 从 S中选 取与 SWt搭 配 的非 歧 义词 

SW ，其译 文为 Tw ；在 目标语统计 的基础上 ，比较 概 

率 P(Twl1 ITw2)和 P(TW ITw2)，如 果 P(TWI]l 

Tw：)>P(TW ITw2)，则 SW 选择译 文 Tw Llt否 则 

选择 Tw =‘l目。该方法前提是源语亩 中单词的不 同词 

义可 以用不 同 目标语表示 。这种方法具 有两个优 点 ： 
一

、无 需对语料库进行词义标注 ；二、较好 的领域适 应 

性 ．赵铁军等人在此基础上优化算法 ，用于哈尔滨工业 

大学 BT863—2英汉机译 系统 ，译文选 择的正确 率 为 
75 【‘“ 

Gale[73应用大型并行英法语料 库 ，采用 统计方法 

对六十英语 单词研 究词 义消歧 ：duty、drug、land、lan— 

guage、position和 sentence．训练阶段首先利用词汇对 

齐的语料库 ，用与英语词汇对应 的法语译 文为英语歧 

义词标注词义 ．形成大量词 义标注的实例 ；然后 ，计算 

不同的词义下特征词出现 的频率 ；再计 算各个特征词 

对消歧 的贡献 ；测试 阶段 为辅入句子中的歧 义词选择 
一 十词义，在该词义下 ，输入句中所包含的特征词的贡 

献总和最大 。实验正确率在8z 和86 之间。该方法需 

使用庞大的实例集 ，要求每个词的每个词义至少1 50十 

实例 

对于小 规模 的词义消歧而 言，有指导 的统计方法 

往往能获得 高正确率 。但 由于缺乏 大量 已标 注的语料 

库 ，难 以大规模应用 。针对 这个同题 ．Mihalcea“ 曾提 

出利用 [nternet资源的解决办法 ．另外，由于获取对齐 

语料的技术尚不完善，语料库词义的自动标注也远没 

有选到实用 的要求 ，所以 当前词义消歧研 究大量集中 

于如何利用未标注的单语语料库或双语不对齐的语料 

库。 

基于实例的统计方法核心是 实例 问相似度度 量。 

如果二者距离小．它们就相似．比较成功的如 Hwee 

Tou Ng的 LEXAS系统 。该方法应 用 WordNet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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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词义定义．综合利用多种知识实现词义消歧．例 

如 ：上下文的词性 、歧义词的词法、同现词及一些句法 

关系等 通过』、工标注191十常用的歧 义词词义 ．得到 

192，800十实例。在训练 阶段 ，首先对 由含有歧 义词 w 

的句子构成的语料标注词义．系统从统计与歧义词距 

离为3左右的上下文和歧义词本身词性 、动宾句法关系 

和词形信息 ．构成特征矢量 对名词消歧 时．还抽取作 

该名词谓语 的动词。这些特征值组成的序列 构成 w 的 
一 个实例 ，每个训练句子提供一十训练实例 在测试阶 

段 ．LEXAS从包含 w 的新句子 中抽取出同样的特征 

矢量构成 w 的测试实例。通过比较训练实例，选择与 

测试实例最匹配的训练实例对应 的词义为 w 的词义 

通 过 在华 尔街 语 料 上测 试 ，消 歧平 均 正 确 率69 

Karov[】”通过循环地结合使用词汇之间及上下文之问 

的相似度，甚至可以处理数据稀疏问题，消歧正确率 

92 

(4)将各种方 法综合利用的方法 。经过多年尝试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倾向于综合多种方法以消歧。该 

方法组合多种知识和多种方法t获得更好的消歧性能。 

知识源的组 合扩展了消歧可能用到 的知识 i多种方法 

的组合可 以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的歧义现象。上面介 

绍的 LEXAS系统就是一十例子。Stevenson使用机读 

词典中提供的词义，结合词性、词义定义 、主题 类代码 

和选择约束 构成词义消歧决策 ，用于语料库的词义标 

注 ，正确率 94 黄 昌宁 和李 涓子 依托 《同 义词词 

林)的语 义类体系 ．应用无措导的学习方法使用大规模 

语 料库 ，构造语义 类的“分类器 ，用于词义消歧[】 。刘 

颖等』、在不同层面将不同的规则 ，如配价搭配规则、属 

性翩约规则和结构制约托则等 ，和基于 马尔可夫模型 

的 统 计 方 法 结 合 消 解 歧 义 ，消歧 正 确 率 在 92 左 

右_】 。恰当地引^机器学 习算法也将改善词义消歧效 

果 例如苛恩东使用以消歧矩阵为计 算背 景的贵心算 

法选择译文 

5 词义消歧结果的评价 

多年来 ，』、们在词义消歧领域做了大 量的研 究工 

作 ，列举实验数据 以证明某方法或某系统的消歧效果 。 

但 由于测试条件 不规范 ，̂ 们难以定量地对 比和评价 

各种消歧方法和系统 随着消歧研究日益增多，如何客 

观 比较和评价词义消歧方法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 

题 总的来说，造成评价困难的主要因紊有两十 ： 

(1)测试的词汇集 、训练语料殛测试语 料不统一 。 

Brown语料和 Penn Treehank常被用作词性标注和句 

法分析等 自然语 言处理任务的训练和测试语料 ，计算 

结果的正确率 。但 目前几乎投有为研究者们 广搓接纳 

的词义标注语料 ．人们自备语料测试词义消歧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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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的正确辜 ．得到的正确率因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的 

不同而不同，这样导致了现有的实验数据多数不具备 

可比性 

(2)词义正确与否的评价标准不同。自然语言处理 

中常用精确率作 为实验结果的评价标准。其定义如公 

式1所示 ： 

精确率 ； 

精确率是一种 完全匹配的评价方式 ．由于不 同的 

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对词义颗粒度的要求不同 ，完全 匹 

配 的程度 不能完全说明词义消歧系统 性能的好坏 。因 

而，仅仅使用精确率参数 ，不足以评价词义消歧系统和 

方法的优劣，消歧性能的好坏还需要考查所选词义与 

正确 词义 之 间的语义距 离．Resnik建 议使 用交 叉熵 

(cross entropy)作为另一十评价参数0 ，交叉熵被定 

义为 ： 

1 
一 寺 2 log；Pr̂(c I ，，conte．~，) (2) 

一 1 

其 中，N是测试用的词汇数量 ；PrA是采用算法 A后 多 

义词 在上下文 context。中获得正确词义的概率 

既然词义消歧 非自然语言 处理 的最终 目标 ．而 只 

是 为达到某 目的的一个中间过程 ，那 么词 义消歧可 以 

采 取两种 评价标准 ：(1)独立评价词义 消歧 ．不依赖于 

应 用领域 ；(2)不单 独地评价词义消歧 的效果 ，而是考 

察 其对 实现系统最终 目标的贡献 。比如词义消歧在机 

器翻译 系统中，对翻译性能的作用。 

总结 词义消歧问题是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个 

重要难题 二者有着几乎一样长的历史。本文从词义消 

歧及其 应用 消歧知识的表示 、常，，．方法盈效果评价等 

角度描述词义消歧的现状。 

本文列举了大量 当今普遍采 用的词 义消歧方 法 ． 

如基于词典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 、基于语料库的方 

法和综合的方法 ，但这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 

到 目前为止，许多方法仍处于探索的起始阶段 。无 

论哪种 方法都投有 很好地解决词 义消歧 问题 ，词义消 

歧还有待继 续曝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 ．词义消歧 叉 

回到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方法 和基于语料 的方法 。 

有 了越 来越充足的资源 ，消歧效果大 为改善。同时 ，』、 

们越来越多地探讨语义在词义消歧中 的应用 。尽管如 

此 ，词义消歧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仍是 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的难题之一。另外．如何在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中 

将词义消歧 与其 他技术结合起来 ．提高系统的整体性 

能 ，也 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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