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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藏语短语句法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功能语义信息线 索，采 用 在 藏 语 短 语 句 法 树 库 的 基 础 上 加 入 语 义 角 色 标

注的方法，并融合事件触发词信息，对藏文信息进行抽取，并 通 过 实 验 进 行 了 对 比 分 析。本 文 事 件 特 征 融 合 与 已 标 注 信 息

对藏文信息抽取有帮助，本文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藏文信息抽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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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抽取是从文本中自动地抽取主要信息，并以结构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信息抽取［１］作为信息处理

领域的关键技术，在信息检索［２］、自动问答［３］、文本挖掘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融合句法信息和功能语

义信息的藏文信息抽取算法可实际运用到藏文舆情监控、藏文文本关联检测、藏文热点话题识别与跟踪等

信息安全系统中，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对藏文数据库和知识库的自动生成、藏文问答

系统、藏文信息检索等领域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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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研究

事件抽取工作要追溯到２０世纪中叶，Ｚｅｌｌ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对科技文献作分析，进行了信息抽取的工作，并建

立了相应的索引［４］。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的ＡＣＥ评测会议的召开，使得信息抽取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信息抽取的内容涉及各行各业，抽取的方法也囊括了绝大部分的机器学习算法［５］，信息抽取的研究从

面向特定领域发展到开放领域，使得抽取到的信息更加全面［６］。事件抽取需要语料库的支持，袁毓林［７］研

究了事件抽取的语义资源建设；赵妍妍等［８］提出了基于触发词和二元分类技术相结合的事件类别识别；许

荣华等［９］定义了一种事件融合框架ＴＥＦＦ，根据各类元事件在主题事件中的作用，将主题事件以层次化的

形式表示；于洪志等［１０］采用命名实体的同现频率来计算藏文实体间的关系；Ｊｉ　Ｈｅｎｇ等［１１］研究了跨文档

事件提取和跟踪以及其评价标准；丁效等［１２］研究面向音乐领域的事件抽取，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的语 言 技 术 平 台（ＬＴＰ）上；金 明 等［１３］通 过 规 则 加 词 典 的 方 法 进 行 藏 文 命 名 实 体 识 别；Ａｌａｎ

Ｒｉｔｔｅｒ等［１４］研究面向Ｔｗｉｔｔｅｒ的开放域事件抽取，将事件抽取技术进一步实用化；徐涛等［１５］在李响等［１６］

的研究基础上，将复句分析等规则与 ＭＥＭ相结合，研究了藏文自动断句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事

件抽取工作。目前信息抽取工作可与其他应用结合，出现了很多成果，例如：邹博伟等［１７］对不确定性信息

进行抽取；高庆宁等［１８］利用文档模型对网页进行抽取；刘春梅等［１９］针对开源论坛网页进行了抽取。很多

研究成果都表明，信息抽取技术呈现多方位、多方向的发展。

２　藏语功能语义分析

２．１　藏语词性标注及句法规律

藏语跟汉语的语序有所不同，汉语采用的语序是主谓宾格式，藏语采用的是主宾谓格式，谓语后置是

藏语最显著的特点。

为了构建藏语短语句法树库，本文将藏语的实词和虚词分别进行细化标记，如表１所示。
表１　藏语短语树库词性标记集

Ｔａｂ．１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ｒｅｅ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

普通名词—ＮＮ 人名—ＮＲ 时间名词—ＮＴ 机构名称—ＮＯ 地名—ＮＳ 辞藻词—ＮＥ

佛教梵语—ＮＦ 数词—ＣＤ 量词—Ｍ 副词—ＡＤ 连词—ＣＣ 方位词—ＬＣ

感叹词—ＩＪ 人称代词—ＲＲ 指示代词—ＲＺ 疑问代词—ＲＹ 不定代词—ＲＢ 终结词—Ｅ

拟声词—ＯＮ 成语词—Ｉ 习惯语—Ｌ 缩略词—Ｊ 格助词—Ｐ 动词—ＶＶ

２．２　融合语义信息的藏语短语树库举例

按照表１的标注，借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语树库（宾州大学汉语树库，ＣＴＢ）关于短语层次的标注规

范，本文构建了面向藏文事件的藏语短语句法树库。短语句法树如图１及图２所示。

在目前藏语句法树库的构建中，依存句法相对比较多，但是依存句法体现更多的是词和词的依赖关

系，本文着眼于藏语短语句法，以图１和图２的样例为标准，对藏语的实词、虚词分别进行人工标记。将经

过人工标记的２　０００句 语 料 库 作 为 训 练 语 料 库，对 测 试 语 料 库 进 行 解 码，然 后 辅 助 以 人 工 校 对，采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的方法，逐步扩展藏语短语句法树库。

３　融合语义特征的藏文信息抽取模型

３．１　触发词识别

信息抽取首先要识别触发词即句子中核心动词，藏语动词一般处于一个句子的末尾，是整个句子的核

９１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６（２）

图１　藏语事件短语句法树库结构样例一

Ｆｉｇ．１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ｒｅｅ　ｓｔｕｒｃ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ｎｅ

图２　藏语事件短语句法树库结构样例二

Ｆｉｇ．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ｒｅｅ　ｓｔｕｒｃ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ｗｏ

心，从位置上来看，藏语动词的识别相对于其他成分要容易，但是很多动词并没有出现在训练语料中，很多

属于未登陆词。例如，“ （尊重老师）”，假设“ （尊重）”没有在训练语料中作为事

件触发词出现，就不易识别出这是一个事件。但是，“ （尊敬）”和“ （尊重）”词义相近，基于

此，本文基于藏语动词词典，并基于词典触发词进行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自动扩充事件触发词，尽可能多

地覆盖各种类型事件的触发词。藏语词语语义相似度，采用词语向量空间模型，利用藏语词汇的上下文语

境进行统计描述，词语的上下文可以为词语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信息。首先，选取一组特征词，然后根据这

组词在语料中的出现频率以及ＴＦ－ＩＤＦ值，计算这一组特征词与每一个词的相关性，得到一个特征词向

量，最后，利用向量之间的相似度作为两个词的相似度。
获取种子触发词与其信息的类别组成一个二元组（ｔｒｉｇｇｅｒ，ｔｙｐｅ）。如：（主席，Ｐｅｒｓ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构建

“藏语种子触发词—信息类别”二元对照表，二元对照表两列分别为事件的触发词和信息类别。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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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种子触发词—信息类别”对照表

Ｔａｂ．２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ｍａｔ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种子触发词 信息类别

（倒闭）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ｃｌａｒ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抗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ｔｔａｃｋ

（逃离）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示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表２中第一列表示的意义是种子触发词，第二列表示的意义是每一个触发词的信息类别，每一个触发

词对应着唯一的一个信息类别，并且该表的触发词涵盖了所有的信息类别。将信息类别标注为不同的符

号，采用最大似然概率算法获取识别模型参数，则状态转移矩阵的参数获得为：

Ｔａｉｊ＝
ＴＣｉ，ｊ

∑
Ｎ

ｉ＝１
ＴＣｉ，ｋ

，１≤ｉ，ｊ≤Ｎ，

其中ＴＣｉ，ｊ 是所有符号对应状态ＴＳｉ 到状态ＴＳｊ 的次数，在语料 库 中 代 表 种 子 触 发 词 到 信 息 类 别 的 频

率。

Ｔｂｊ（ＶＫ）＝
ＴＥｊ（ＶＫ）

∑
Ｍ

ｉ＝１
ＴＥｊ（Ｖｉ）

，１≤ｊ≤Ｎ，１≤ｉ≤Ｍ，

其中ＴＥｊ（ＶＫ）是ＶＫ 在状态ＴＳｉ 中的发射频率，Ｔｂｊ（ＶＫ）是发射概率之和的比重。

ＴＰｉ＝
Ｉｎｉｔ（ｉ）

∑
Ｎ

ｊ＝１
Ｉｎｉｔ（ｊ）

，１≤ｉ≤Ｎ，

其中Ｉｎｉｔ（ｉ）是状态ｉ开始的总个数。

３．２　语义角色标注

Ｃ．Ｊ．Ｆｉｌｌｍｏｒｅ的框架语义学认为，命题中的格包括：①施事格－Ａｇｅｎｔｉｖｅ；②工具格－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③承 受 格－Ｄａｔｉｖｅ；④使 成 格－Ｆａｃｔｉｔｉｖｅ；⑤方 位 格－Ｌｏｃａｔｉｖｅ；⑥客 体 格－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⑦受 益 格－
Ｂｅｎｅｆａｃｔｉｖｅ；⑧源点格－Ｓｏｕｒｃｅ；⑨终点格－Ｇｏａｌ；⑩伴随格－Ｃｏｍｉｔａｔｉｖｅ。在藏语句法规律的基础上，参

照框架语义学关于格框架的分类，本文以施事、受事、时间、地点、方式等５种藏语功能语义学线索为研究

内容。
用“谓词—论元角色”的结构形式，对句中的每个谓词（动词性谓词或名词性谓词等）标注出句子中谓

词的相应语义角色成分，主要论元角色：施事者ＡＧＲ０－ＳＵＢ、受事者ＡＲＧ１－ＯＢＪ；辅助论元角色：时间

ＡＲＧＭ－ＴＥＭＰ、地点ＡＲＧＭ－ＬＯＣ、方式ＡＧＲＭ－ＭＮＲ，将语义信息融入到句法结构树中，如图１及

图２的短语层次表所示，进行训练，句法分析器采用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Ｐａｒｓｅｒ。

４　实验及评测

４．１　实验设置

语料库选取：藏文文本分类语料库，包括历史、文学、宗教、修辞、哲学、政治６大类的１　２００篇文本，其
中１　０００篇作为训练文本，２００篇作为测试文本。

结果评测方案：本文以抽取的藏文信息结果，跟标准答案库对比分析，采用准确率（Ｐ）、召回率（Ｒ）和

Ｆ 值进行综合评测。

Ｐ＝
正确抽取的属性个数

实际抽取到的属性个数×１００％
，Ｒ＝

正确抽取的属性个数
应抽取到的属性个数×１００％

，Ｆ＝
２×Ｐ×Ｒ
Ｐ＋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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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实验方法及结果

本文实验分别以词性标注方法、触发词识别方法、词性标注融合触发词方法、语义角色标注融合触发

词方法进行对比。
词性标注方法：仅采用藏语词汇的词性标注方式，例如动词 标注为ＶＶ，名词标注为ＮＮ；
触发词识别方法：以模型识别的结果作为信息抽取模型的输入，得到信息抽取结果；
词性标注融合触发词方法：前两种方法的结合，并与单独的方法进行对比；
语义角色标注融合触发词方法：即本文的方法，触发词作为事件特征，语义角色信息作为藏语本体特

征，如图１、２所示，统一标注于树库中。
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藏语信息抽取结果分析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方法 Ｐ　 Ｒ　 Ｆ

词性标注 ６０．５２　 ５７．６３　 ５９．０４

触发词识别方法 ６５．３４　 ５３．２６　 ５８．６８

词性标注＋触发词 ６８．７４　 ６２．３４　 ６５．３８

触发词＋语义角色标注方法 ７６．７８　 ７５．３２　 ７６．０４

４．３　结果分析

由表３可以看出，仅采用词性标注的方法和仅采用触发词识别的方法整体Ｆ 值都比较低。可见，仅

使用词典信息以及词性标注方法对于藏文信息抽取工作贡献率不高，原因在于无论词典还是词性标注方

法，更多关注于客观知识，没有将藏语语言学的信息融入到模型中。而前两种方法的融合Ｆ 值并没有大

幅度的提升，这也验证了先验知识或是人工知识对于模型效率的增加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语义角色标注信息融合触发词，也就是本文的方法，对于藏语抽取工作，在整体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上

都有所提升，由此可见，融合藏语句法以及语义的语言学信息，对于藏语信息处理任务有所帮助。此外，信
息抽取也跟句法分析的准确率有很大关系。基于语义角色标注的藏文信息抽取模型要依赖于藏语短语句

法分析模型的准确率，尤其是长句子的句法分析的准确率。

５　结语

融合事件特征及语义信息的藏文信息抽取模型，在事件特征的基础上融合了功能语义学的信息，即藏

文语义角色标注技术，从而为藏文信息的抽取提供支持，本文同时可以为研究藏语信息抽取工作提供一个

基线系统，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将是对触发词的语义相似度进行计算，扩充触发词集合，从而更好地为信息

抽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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