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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语言学特征在中文实体语义关系 
抽取中的应用

风 罡

（河套学院 内蒙古通辽 015000）

【摘 要】 新时代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电子文本的巨大信息量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提高了信息提取的难度。中
文实体语义关系抽取是从纷繁复杂的文本信息中找出语言的语义关系并对其进行分类转化储存，这样人
们再进行查询时就可以做进一步分析研究，这将对语言学探究和信息抽取研究提供重要依据。而我们想
要从中文文本中获取信息，就要关注实体抽取和关系抽取的应用。因此，识别文本实体和根据上下文确
定、抽取实体间的语义关系变得越来越常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语言学特征，寻找合适的研究工具，在
中文实体语义关系抽取上将大大提高其准确率和效率。基于此，我们试分析传统信息抽取研究现状，并
探讨在新背景下中文实体语义关系抽取适合采用的方法及运用方向。

【关键词】 信息抽取；知识库；语义关系

DOI: 10.18686/jyyxx.v2i10.36673

也需要人工去进行标注，对人力成本要求也比较高，而

无指导方法不需要事先定义关系类别和人工标注数据，

不需要人工指导或干预，但是正确率较低，无法确定实

例所属类别。

2  基于特征向量的有指导学习方法

在这个信息极度膨胀的社会中，如何迅速有效地检

索获取信息已经成为人们迫切想解决的问题。机器学习

中基于语言学特征的指导学习方法是用以处理用户提出

的自然语言问题，抽取有效信息，最后以自然语言给出

答案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已知一些关系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从文本中解析、分类中文实体语义关系，对分词、

代词等信息抽取处理本文给出解决方案，并以内容提取

为主，语法分析为辅；对结果进行细致地标注；中间过

程允许用户进行修改，建立问题集合，方便机器学习；

回答的语言人性化，内容准确而形式多变。因此，本文

介绍了目前语言学领域关于中文实体语义关系研究上所

做的一些探索性工作，希望对后续的研究和工作者提供

一些参考和帮助，也为将来研究和开发全开放的语言学

与计算机技术的合作打好基础。

基于特征向量的有指导学习方法的标准流程包括从

训练文本提取到进行断句和分词，再到词法分析以及命

名实体识别，再到短语块分析以及句法分析及特征抽取、

模型文件以及测试文档。

准备工作是先从语料库中提取出文本文件，实体标

注信息和实体间关系。然后进行原文切分句子、断词处

理、分词处理、词性标记、语法标记等。为了提高效率，

通常会训练两个分类器，判断命名实体间是否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再送到第二个分类器，给实体分配关系类

别，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排除大多数的实体来加快分类

器的训练过程。另外，对每个任务可以使用 task-specific 
feature-set。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以分为轻量级实

中文语言学主要存在的词汇特点，如量词和句末语

气词；还有些句法，如句子之间的处理式等等。基于中

文语言学特征下的知识抽取也有适合的研究方法。知识

抽取通常需要涉及的是清楚的、符合事实的信息，而这

些信息抽取的难度取决于他们的来源和结构，因此对于

不同数据源进行的信息抽取方法各不相同，传统知识库

的方法效率较低并且容易产生误差，而机器学习方法可

以比较科学地根据人工干预的多少进行指导，在探索语

言学特征的同时也能提高中文实体间语义关系抽取的性

能。还有国外最新的一些新型学习方法也在试运行中，

结合语义抽取的研究经验来看，我们去探究新背景下的

新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1  传统语义关系抽取的方法及现状

语义关系抽取近年来成为自然语言理解研究的重要

研究方向。从语言学层面来理解语义关系，如美国前

任总统特朗普。实体“美国”和实体“特朗普”之间存

在雇佣关系。人们最开始都是采用知识库的方法解决中

文实体语义关系抽取的问题，但是知识库的构建需要大

量的专家团队日以继夜进行大规模的知识系统联系，而

且在此基础上，具有语言学专业技能的专家也都要准备

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成本，来进行知识库的

日常维系运作。因此，知识库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比较明

显的。

后来人们开始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这类方法首先

解决了专家建造知识库的难题，因为只需要先建立两个

实体间的关系系统即可，将任意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做

出与需要关系之间的对比，然后以此作为训练数据构造

分类器。机器学习的方法在人工干预过程中也要分有指

导和无指导的。这两种也各有利弊，通常机器学习算法

需要构造特征向量形式的训练数据。然后使用各种机器

学习算法，也叫做基于特征向量的学习算法。但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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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特征，包括实体前后的词、实体类型、实体之间的

距离等，中等量级考虑短语，重量级考虑实体间的依存

关系，实体间树结构的距离及其他特定的结构信息。

3  语言学特征在中文实体语义关系抽取中的应用

与世界其他国家语言相比中文语言学有个明显的特

征是缺少时态的表达，在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词序，介词

词组和动词的词序等方面还是比较特殊的。并且汉语中

很多词存在一个字和两个字的形式，比如，“煤 /煤炭”“蒜

/ 大蒜”等。这些词的两种形式在词义上基本没有区别，

但是由于汉语韵律和语法之间的某些特殊关系，这两种

形式在句子中很多时候是不能随便互换的。在信息抽取

这项技术背景下，中文语言学特征可以聚焦在词汇特征，

也是目前我们能够提取的最简单有效的特征，主要是对

词性的标记；而句法分析也是比较常见的中文语言学特

征之一，就是在词法分词对基础上生成一个句子的完全

句法脉络，以提取结构化信息以及为基本短语分析提供

基础。

下面先看基于句法分析的开放式中文实体关系提取

的几个简单句子，宾语可以不当作关系表述的一部分：

主谓宾关系：方小块生于重庆。这个三元组很明显

（方小块、生于、重庆）。动补结构，如“方小块洗干净

了衣服”，如果套用主谓宾关系就是：方小块洗衣服，但

是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状态，是方小块把衣服洗干净了，

“干净”是动词“洗”的补语，所以还应该提取出一个

三元组（方小块、洗干净了、衣服）；再比如状动结构：

妈妈非常喜欢画画，这句和上面有点像，主谓宾关系是

妈妈喜欢画画，“非常”用于修饰“喜欢”或者是“父

亲非常喜欢跑步”。下一个是介宾关系“方小块就读于

清华大学”如果直接把这个三元组抽取为（方小块、就

读、清华大学），很别扭，“于”和“清华大学”是介宾

关系，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就读于。（方小块、就读于、清

华大学）。再者是宾语前置关系：海洋由水组成，“海洋”

是“组成”的前置宾语，“由”是“组成”的状语，“水”

和“由”是介宾关系，所以上面的句子没有明确的主谓

关系，需要我们判断。抽出的三元组应该为（水、组成、

海洋）。

依存句法分析就是将句子分析成一棵依存句法树，

描述各个词语之间的依存关系，即指出词语之间在句法

上的搭配关系。有了上面所说的依存句法树，其实我们

只需要进行各种判断就可以了。先做出下面的一点说明，

就拿前文第一个例子来说。

原文：方小块生于重庆，这是分词结果；[ 方小块、

生于、重庆 ]，这是句法分析结果。抽取对应的语义关系

则是，方小块—（主谓关系）→生于；生于—（核心关系）

→核心；重庆—（动宾关系）→生于。为每一个词语都

建一个依存句法字典，对于分词后的每个词语都进行这

样操作。“方小块”和“重庆”，关系字典都为空。而对

于“生于”，关系列表里面既有主谓也有动宾，而自己本

身就是动词，主谓宾就出来了。直接从主谓关系中拿出

来词语作为 entity1，再拿上自己作为关系，最后拿出动

宾关系中的词语作为 entity2。很明确的三元组（方小块、

生于、重庆）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关于 Stanza 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目

前国内并不盛行，原因还是因为中文语言学有着相对明

显的特征，而词汇和句法分析的特点用外国的软件产生

的准确率还有待考证，所以目前国内对于中文语言实体

间语义关系提取还是比较信赖机器学习的方法。新时代

背景下，关于语言学实体语义关系探索的意义还是十分

深远的，目前人们工作学习社交社会活动都充斥着语言

运用的魅力，最主要的是中文语言在不同语境、语气、

情绪、人物关系等因素影响下会有十分详尽的语义关系

特征，这也是中文与英文最大的不同，中文实体语义关

系抽取的过程对了解语言学，更成熟的运用中文语言具

有深远的意义。再者关于这方面的方法研究还存在很多

问题，外国语言学研究工具如何与中文语言特征兼容也

是需要研究的方向，进而帮助中文语言学的发展。

4  结语

互联网科技和计算机技术让人们重视信息提取，如

何利用信息提取工具来获得有效信息的研究也越来越受

到关注。我们基于中文语言学特征进行的实体语义关系

提取是信息提取环节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后也将引起

更广泛的重视。下一步我们应该寻找更多有效的语言特

征进行实例验证，并探索更多新时代背景下的运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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