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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衷通过分析现有词典匹 

现状及不足 ，据出了一 种基于 

方法，这种方接 旨在将词切分 

更加有效，同时，利用后加词 

一

、 引 言 

汉语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句子由一串汉 

字线性排列趋来，没有区分词的明显标记。 

而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 

成份【“， 自然语言处理的各个领域，包括 自 

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文献检索等，都要 

以词作为基本语言单位，而汉语处理中一个 

霉要的任务是词切分，即从由连续汉字串组 

成的甸 子中切分出逐个的词来。 

现有的词切分方法很多，如f2] 文 中 

所提到的逐词遍历法，最大匹配法，逆向最 

大匹配法，运用切分标记法，正向最佳匹配 

法，逆向最佳匹配诖等，这些方法本质上都 

是用一个捌典去匹配待处理材料，故统称之 

词典匹配法。上述各词典匹配法的主要不同 

在于；词典的不同，指词典的构造和所包含 

的信息不 同J处理文段的方向不同，即正向 

的或逆商的，匹配对象的截取方式不同，即 

减字方式或增字方式j确定初始结果的手段 

不同，即最大匹配或最小 匹配 。如前述逐 

词遍历法，词典中的词 由长 短顺序存放， 

称为颤序存放式，最大匹配法，词典采甩首 

字索引式结构，处理文段的方向为正向，匹 

配对象的截取方式为减字方式，初始结果取 

最大匹配j逆向最大匹配法，与最大匹配法 

的不同在于处理文段的方向为逆向}正向和 

逆向最佳匹配法的词典是按照词颓大小的顺 

序排歹0词条|切分标记法则在词典中的某些 

词上增加了切分标记信息。上述各法针对词 

典 匹配法中各个因素的不同考虑，都是为了 

提高切分的效率 和精度，由于后三种 因素的 

可选择精况有限，因此，诃典的设计就最为 

关键，事实上，词典的结构直 接影响到切分 

算法，因丽对切分效率影 响最大 。 

上述方法本质上都是词 典 匹 配 法，因 

此，都可能产生切分错误，从而，基于词典 

匹配法进行词切分，必然要涉及如何检出和 

纠正切分错误的问题。在【。】【 中谈到两种检 

错和纠错方挂，然而，这两种方法并不能圆 

满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这两种方法主要 

甩于调频统计上， 而本文希望研制一种作为 

汉语理解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 词 切 分 方 

法，现有方法就更显得不适宜了。下面，我 

们针对现靖强密 切分错误方法之不足，壤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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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理 中利用词法，句法。语义等不同 

的诳言知 1来检出切分错误的思想，并根据 

错误切分源只可能是可重切词的特点，设计 

了后加词典， 以提高纠错 效 率 。在 实 现部 

分，主要介绍了后加词典的结构，并 比较了 

这种词典与酋字索引式词典的切分和纠错复 

杂性 。 

二、句法语义分析协同汉语 

词切分的裣错与纠错方法 

一日i言中提到， 基于词典 匹配法的 汉语词 

切分，可 能会引起切分错误，因而，必须进 

行检错与纠错。现有一些检纠错方法的思想 

是t首先，找出具有多种切分的 句 子 或 字 

段，再和用特定规则或词条知识来判断正确 

切分。比如， 中提出的切分出所有形式解 

方法，此法首先假定词典是充分的，因而。 

可以切分出当前句子的所 有 形 式 解(详 见 

[5])，若形式解多于一十，则利用 “分 词 知 

识”(即一些特殊词涉及的多义字段在某些上 

下文环境中的正确切分规则)来确定一 种 正 

确的切分。叉如， [2]中提出的寻找交 集 字 

串法，根据 [2]中分析存在多义切分的 两 种 

字段，交集字段和多义组合字段，并列用词 

尾字构词法找出句子中交段为1的交集字串， 

再利用 纠错知识 (即作者搜集的一些高频 

率多义字段的正确切分规 则)来确定当前 交 

集字串的正确切分 。 

上述检纠错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a· 收集检纠错规则很困难，特别是，碓 以保 

证所收蠲剧集的充分挂，因而难以保证切分的正确 

性，这势必要影响理解机制的正确理解。 

b· 对理解机制来说，切分与句棱语义分析相 

分离．既增加了收集辁纠错规则的开销，也浪费了 

理解机制串大量曲句法语必知识 

． c· 橙纠切分错误时，先找出全部形式解，既 

增加了切分对的开销，也不符合^们捡纠切分错误 

对的 自然过程。 

擐此，为了使得检纠切分错误更加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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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数，并适应汉语 解的需要，我们设计 

了句法语义分析协同汉语侧切分的裣错与到 

错方法 ，其设 计 思想是：不设 计 专门的 “切 

分规则 ，而是利用理解机制所具 有的词法， 

句法和语义知识来帮助检查切分错误 ，或判 

断切分的正确性 具体办法是，为了使得理 

解机制更加接近人的理解过程，分析人理解 

语言的特点，发现人在理解时，仅 当遇到错 

误时，才去纠正，而不是先找出可能的不同 

理解。从中去确定一种正确理解。这样，我 

们在词切分时，不专门去找是否可能产生切 

分错误的字段，而是在词切分或句法语义分 

析过程中发现 了不合法的情形 时，再来进一 

步识别是否为切分错，若是，则纠正之。另 
一 方面，若理解过程 中没 有发现错误，即说 

明切分结果 “可理解”，那么就认为切 分 正 

确。由于在切分时，不J必判断其切分结果是 

否正确，那么， 当切分机制接受到一个切分 

失败的信息时，只需负责给出一 种 新 的 切 

分 。 

下面给出在词切分和句法语义分析中。 

利用谪法，句法或语义知识判断切分错误的 

规 则： 

擅膏鞠霸1 在切分时，若切分到一个非词字． 

则认为产生了切分错误。 

控错袅霸2 在句法分析时 若遇到不合语法限 

制 的词 ，且不存在一个不确定 的句法分析路径对， 

表明不是句法分析的错! 这时，亦判为切分错 

耸膏耀霸5 在语义分析时，若遏蓟不合语义限 

黼的词 ，且不荐在一个不确定的旬法分 析路径 时 

表明不是句法 或语义分析可以纠正的错 ，这时亦判 

为切分错。 

下面考察依据上述不 同检错规则捡出切 

分错误的例子： ． 

a． 切分时 ，检出切分错误的例。 

倒 发展中国家兔养殖业。 (误) 

发展中国家兔葬殖业。 (正) 

说明： 兔 为非词字，故产生切分错误 

b． 句法分析时，捡出切分错的侧 

侧 我让他 从前 门走。 (误) 
—— ～  

我让他从前门走。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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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切分时，先切出 第一种情况，但无法发 

现切分错误，因为缸个到分单位均为合法 

的词。但按照句法规则， 门 的位置出现 

名词是不合法的。 

c． 语 义分析时 ，捡出切分错误 的例。 

倒 ：他学会了解方程。 (误 ) 

他学 会了解方程。 (误) 

他学会了解方程。 (正) 

说明 ：第 —次切分，由于不合语义限制，故重 

切，第二次切分仍不合 语 义 限 制，再重 

切，第三次切分，得正确切分的句子 

发现了切分错误，下一步就 要 进 行 纠 

正。由于我们利用句法语义分析来判断切分 

的正确性，因此，切分机制的纠错，仅仅进 

行一次新的切分，即找出另一种切分结果， 

而不必保证切分的正确性。重新切分，指执 

当前发生切分错 误的地方回溯，找到最近的 

可 重切词，从它开始重切。着是采用 目前 已 

有的词典构造和切分方法，须首先向前逐个 

退字查找可 以重新切分的词，然后，再从它 

开始进行重新切分。若把可重新切分的词称 

为可重切词，便可根据可重切词 的 结 构 特 

点，构 造一种后加词典， 以提高查找可 重切 

词的效率。为此，我们给出一组定义： 

麾翔 (联接 l设s|，Sl，s{ 均为汉字串， 

若sl∥s2=s扣 即表示将两个汉字串S ，sj联接 成 
一 个更大的汉字串s3，则称s3为s 和S2 联 接，简 

记为sl s扣 

定义2． (子串) 设S，S 均为 字 串，若 存 

在汉字串Si，S：，(sl，s2可为空 串)，使 得S1∥SI 

∥s2=s，则称st为s的子串。 

定冀5 (前缀 子串) 设s ，s均为汉字串，若 

存在汉字串s1(s~可为 空)，使 得s ∥sl=s，~IJSt 

为S的前缀子串。 

定义d (后加子串) 设S ，S均为汉字串，若 

存在汉字串墨(薄鬲辩空)，使得s·∥St=s，则称St 

为ls的后 加子串 · 

定义5 (前缓词) 设w 为一个词，S为。一 个 

汉字串，若w s=w 世为一个词 ，则称w 为 

w 的前缀词 。 

定义B (直接前缓词)设w w 是 词，w 是 

w的前攘诃，若对任意S，，S，是S的前缀子 串，s 

≠s，W ∥s，不是词，则称Wp是S的直接前缀 词 

定义， (后加词， 设w为词，s为汉字 串，着 

w S；w 也为词，则w 为w的后加词。 

定义8 (直接后抑词 ) 没w ，W 是 词，若w 

是w 的直接前缀词，则w 是w 的直接后加 词。 

定义9 (可重切词> 若一个词 具有 前缀词 坝q 

这个谪为可重切词。 

定义10 (错误切分源)引起当前错误切分的第 
一 个 词为错误切分源。 

命量 词典匹配切分法中，错误切分源只可能 

出现在可重切词中。 

基此，可得如下启示，当发现切分错误 

时，似可以不必逐词退字前找错误切分源， 

若能直接判断可重切词， 刚效率 将 提 高 很 

多。如何能直接判断一个词是否为可重切词 

昵 ? 

在引言中，我们谈到影响词切分效率的 

一 个重 要因素是词典构 造，并谈到 目前 已有 

的三种构 造方式，顺序存放式，按词额存放 

式，以及首字索引式。顺 序存放 式 效 率 较 

低，不常用，词频存放式适用于对特定领域 

构大词 量正文进行词频统计，而首字索引 

式较好地平衡了时空开销，是 目前最常用的 

方法 。但无论何法，都无法直接判断可重切 

词，一种最容易想到的办法 是在首字索引式 

词典中的词上 增加是否为可重切词的标记， 

但这 不 是最好 的办 法。这 里， 我们 提 出一种 

后加词典法。利用前面定义的概念，我们刻 

划后船词典的结构如下t 

后加词典包括所有需要的单罕(成 词 或 

不成诃)及非单字的词，所有的单字顺 序 存 

放 ，以每十单字为根，构 造一棵树，树上每 

十结点是一个词或词素，它的儿子是其所有 

的直接后加词，它的父亲是其直 接 前 缀 词 

(可能是不成询的字)，可由图1描述； 

其中．((C )s )ŝ是 (Ci)Si的直接 后 加 

词 。 

很明显，利用这个词典，判断一个词是 

否为可重切词，只要判断其父结点是否为 词 

即可，阿时，_可直接取得该可重切诵的直接 

前缀词作为重新协分的结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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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字1(C】)⋯ 

单 字f(c )⋯ (c．)s 

单 字n(cn) l (c )s ((c
．)sJ)s± 

～ (CI)Sm··· 

图1 后加词典结构示意图。 

下面，再简单谈一下词切分与句法语义 

分析协同处理时，纠正了切分错误后，如何 

进行局部句法语义修正。 

已有的切分方法，均是完全独立予句法 

语义分析的，其结果是，有些隐台的切分错 

误要到句法语义分析阶段才会发现，一旦句 

法语义分析中发现了切分错误，交给切分机 

制后，句法语义分析均要 重做。由于切分错 

误没有向后延伸性Ⅲ，纠正切分错误也只会 

影响一句话的局部， 因而，句法语义分析也 

不必完全重傲，可以只做局部修正，以节省 

开锖。为此，我们提出词切分与句法语义协 

同处理的方法，雕每切分一个词，就进行句 

法语义分析，一旦发现切分错误，一方面， 

给出重切结果(若存在的话)， 另一方面，则 

要拽最小的须进行蔚部句法语义惨正的句子 

片断，进行局部重新句法语义分析。 

确定重分析片断的规则：将包含发现切 

分错的那个词与当前须重切的可重切词的最 

小语法树作为 重分析片断，着重切后的该句 

法子树不符台当前的句法语义分析规则，则 

重分析片断再扩大到包含该鼋切片断的最小 

句法 树。 

鉴予本文重点讨论词切分及其控纠错方 

法，句法语义分析的详细内容这里就不赘述 

了 。 

三、实现技术 

1． 逻●榧田 r 

图2给出了句法语义分析机制与词 切 分 

机 协同处理的逻辑框图，其巾各组成部分 

蚺 ～ 

句法语义 
舟析机制 

拾 出重切点 

词切舟与 

重切机制 

图2 句法语义分析与词切分协同处理逻 

辑框图 

的功能及信息交互为：词切分机制切分出一 

个词交句法语义分析机制，若切分失败，则 

通知重切机制找出重切 点，重切机制找出重 

切点通知切分机制重新切分，同时也通知句 

法语义分析机制找阐溯点}句法语义检查机 

制对当前句子进行句法语义楂查，若成功， 

则表明切分正确，请求切分机制切分下一个 

词，若失败，则通知 回稠机制进行回溯，若 

不是句法语义检查中的问题，剐 认 为 切 分 

错，通知重切点判断机制，请求 给 出 重 切 

点，以便重切和重分析 ’句法语义回粥机制 

的任务是找到重新进行句法语义分析的回溯 

点。 

2． 基于茸加谪典时诃切分与t谤机期 

这里主要讨论后加词典的实现以及基于 

加词典和首字索引式词典的词切分和纠错 

方法的复杂性 比较。 

后加词典用两个随机文件存放，一个文 

件存放 所有的首 字，存 取 采 用Hash树方法 

f ，另一个文件的变元是一个寄 放n／卜词条 

的姐块，每个首字的所有后加词树对应一个 

或多个 组块，对应予每一个词的所有直接后 

加词，仍按由长到短的顺序存放。 

这样 切分一个词的匿辩次 数，用詹加 

词典比用首字索引接略少，因为第二屋以上 

的后加词数量较少。而寻找作为当前重切点 

的可重切词的匹配次数，后加词典明显优壬 

首 字索引法，并且，重切点与出错点相距越 

． ． (下转l3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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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等，实现程序的臼动生成。 

4．针对具体应坩领域，设计有效的构件， 

带 动通 软件重 用的研 究。 

还有一些其他的柏关问题，有待进一步 

研究 ，但 是我们可以 期望 ，在 不久的将 来 ，对 

于软件重用技术及其相关 技术将 有较快的发 

展，将会使软件生产方式产生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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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优越性越大 。 

三、小结 

本文针对现有汉错词切分词典匹配法中 

检纠分错误方法的不足，特别是其独立于句 

法语义分析，难以作为汉语理解的有机组成 

部分的现状 。提出了在汉语理解中，利用词 

法，句法和语义知识帮助检出切分错潺的方 

法。初步解决了汉语理解与词切分结合起来 

的问题。同时，设计 了一种后加词典 ，以提 

高纠错时判断重切点的效率 当然，这种 结 

合句法语义知识检纠切分错误的方法尚待进 
一

步研究 ，另外，对于遇到新词，计算机如 

何处理， 也是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对 

汉语理解中的诃切分方法，提出了一些初步 

想法和观点。有些巳在计算机上实现。欠妥 

之处，尚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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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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