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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领域多来源文本的汉语依存句法数据标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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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年来，依存句法分析由于具有表示形式简单、灵活、分析效率高等特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为了

支持汉语依存句法分析研究，国内同行分别标注了 几 个 汉 语 依 存 句 法 树 库。然 而，目 前 还 没 有 一 个 公 开、完 整、系

统的汉语依存句法数据标注规范，并且已有的树库 标 注 工 作 对 网 络 文 本 中 的 特 殊 语 言 现 象 考 虑 较 少。为 此，该 文

充分参考了已有的数据标注工作，同时结合实际标注中 遇 到 的 问 题，制 定 了 一 个 新 的 适 应 多 领 域 多 来 源 文 本 的 汉

语依存句法数据标注规范。我们制定规范的目标是准确刻画各种语言现象的句法结构，同时保证标注一致性。利

用此规范，我们已经标注了约３万句汉语依存句法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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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依存句法分析的目标是给定输入句子，构建一

棵依存句法树，捕捉句子内部词语之间的修饰或搭

配关系，从而 刻 画 句 子 的 句 法 和 语 义 结 构［１］。图１
为一棵依存句法树的示例。其中，＄表示一个伪词，
指向句子根节点。作为依存树的最基本单元，一条

依存弧包含三要素：核心词（父 亲）、修 饰 词（儿 子）
和依存关 系 标 签。例 如，（我←有，ｓｕｂｊ）这 条 依 存

弧表示“有”为核心词，“我”为修饰词，依存关系标签

为ｓｕｂｊ（主语）。在此约定依存弧的方向由核心词指

向修饰词。一棵合法的依存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①单核心，即每个词只有一个核心词；②连通，即＄
可沿弧的方向到达任何词。与短语结构句法相比，
依存句法的优点是：①结构扁平，形式简单，容易理

解，因 此 更 适 合 普 通 人 标 注；②适 用 于 不 同 语 言；

③通过依存关系标签可以直接表达词语之间的句法

语义关系。因此，在过去十多年里依存句法分析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１　依存句法树示例

近几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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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依存句法分析准确率也有了显著提高。
以ＣｏＮＬＬ－２００９汉语标注评测数据集为例，基于传统

离散特 征 的 模 型 最 好 准 确 率（ＬＡＳ）为７８．５１％［２］。
斯坦福大学Ｃｈｅｎ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提出一个基本的利用

前馈神经网 络 进 行 移 进 归 约 分 类 的 依 存 句 法 分 析

方法，准 确 率 为７７．２９％［３］。Ｚｈｏｕ等［４］在Ｃｈｅｎ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的方法中增加了全局正则化和概率优 化，
这一思路后来被谷歌采用并做了更好的网络优化，
准确 率 达 到８０．８５％ ［２］。斯 坦 福 大 学 Ｄｏｚａｔ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提出在基于图的依存句法分析中，利用深

层双线性神经网络进行依存弧分值预测，准确率达

到惊人的８５．３８％［５］。
虽然基于深度学习的依存句法分析方法在标准

测试集上取得了８５．００％的准确率，然而众所周知，
当处理有别于训练数据的文本时，依存句法分析的

准确率 会 急 剧 下 降。２０１２年 谷 歌 组 织 的ｐａ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ｂ评测，面 向 邮 件、博 客、问 题 答 案、新 闻 组、
评论五个来源的英文网络文本，标注了小规模评测

数据，命名为Ｇｏｏｇｌ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ｅｂ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评测

结果发现，在英文新闻文本测试集上最高准确率为

９１．８８％，而在英 文 网 络 文 本 上 的 准 确 率 只 能 达 到

８３．４６％［６］。谷歌２０１６年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在英

文新闻文本测 试 集 上 的 准 确 率 为９２．７９％，在 英 文

网络文 本 上 的 准 确 率 为８７．５４％，仍 然 有 约５％的

差距［２］。
和英文相比，面向汉语网络文本的依存句法树

构建进展更为迟缓，研究工作由于缺少一定规模的

训练和评价数据而搁置。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目前依存句法分析

的最大挑战不 是 算 法 和 模 型 的 创 新①，而 是 如 何 提

高不同类型的网络文本上的依存句法分析准确率。
考虑到自动领域移植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我们认

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数据标注。即对不同类型

的网络文本，分别标注一定规模的训练和测试语料。
然而，现阶段依存句法树库的构建却存在很多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依存句法树库大部

分是由短语结构树库基于规则自动转换而来。知名

度很高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ＵＤＴ）②

中包含了几十种语言的依存句法树库。然而，大部

分语言都只有短语结构句法树库，需要通过基于规

则的方法自动将短语结构转成依存结构，同时指定

依存关系标 签。经 过 仔 细 研 究，我 们 认 为 ＵＤＴ的

依存句法结构和关系标签并没有考虑人工标注的需

求，无法作为一个严格的标注规范指导人工进行高

质量的标注。例如，在４５种依存关系标签中，存在

一些实际标注中很难区分的关系标签。
（２）目前还没有一个公开、完整、系统的汉语依

存句法树标注规范。哈尔滨工 业 大 学 在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ＬＤＣ）③上 发 布 了 一 个５万 句 的

汉语依 存 句 法 树 库，本 文 称 之 为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ＨＩＴ－
ＣＤＴ）［７］。邱立 坤、金 澎 等 标 注 了 一 个 大 规 模 的 汉

语依存句法树库，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发布这个数

据，本文称之为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ｙ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ＰＫＵ－ＣＤＴ）。同 时，他 们 对 ＨＩＴ－
ＣＤＴ标注规范进行了扩充，以便将依存结构转为短

语结构［８］。然而，这两个树库并没有公开发 布 一 个

完整、系统的标注规范。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适应多领域多来源文本的

汉语依存句法数据标注规范。按照此规范，我们已

经标注了 约３万 句 依 存 句 法 树 库，并 将 其 命 名 为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ｒｅｅ－
ｂａｎｋ（ＳＵ－ＣＤＴ）”。最新的标注规范（不断更新）和

最新树库（不断扩大）我们将发布在ｈｔｔｐ：／／ｈｌｔ．ｓｕ－
ｄａ．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ＵＣＤＴ。

１　编制标注规范的考虑因素

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多领域多来源文本，不断积

累、构建大规模的依存句法树库。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科学（满足语言学理论）、系统

（条理清晰、容易掌握）、完整（覆盖各种语言现象）的
标注规范，作为整个工作的基础，从而提高不同标注

者之间的一致性，保证标注质量。本 文 第 二 作 者 于

２０１０年夏，主持了哈工大 ＨＩＴ－ＣＤＴ树库的整个标注

过程。本文提出的标注规范充分借鉴了哈工大标注

规范，同时吸取了ＨＩＴ－ＣＤＴ标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在此，标注规范编制的初衷和考虑因素总结如下：

（１）针对汉 语，设 计 一 个 尽 可 能 精 简 的 依 存 关

系标签集合。依存关系标签数量过多，会大大增加

标注难度。例如，目前 ＵＤＴ的依存 关 系 标 签 有４０
多种。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后认为，ＵＤＴ中关系标签

９２

①

②

③

如何将语义知识，如动词和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加入到深

度学习模型中，也是很有挑战且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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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个问题：①主要面向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设

计；②关系标 签 分 类 过 细，实 际 标 注 时 区 分 难 度 很

大。哈工大标注规范一共只有１４种依存关系标签，
我们 进 一 步 精 简。例 如，哈 工 大 规 范 中 左 附 加

（ＬＡＤ）和右附加（ＲＡＤ），只是根据依存弧的方向区

分，因此合并为一个附加关系（ａｄｊｃｔ）。

（２）设计一 个 完 整 的 依 存 关 系 标 签 集 合，充 分

刻画汉语的不同语言现象。我们在哈工大标注规范

的基础上，增 加 了 一 些 关 系，如ａｐｐ（称 呼）、ｅｘｐ（进

一步解释）、ｆｒａｇ（片段）等，以刻画不同语言现象（口

语化、不规范表达，甚至病句）。目前我们的规范包

含了２０种依存关系标签，如表１所示。

表１　依存关系标签汇总表

关系标签 说明 例句 标注结果

ｒｏｏ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ｒｏｏｔ（根节点） 我 爱 妈妈 ＄ →
ｒｏｏｔ

爱

ｓａｓｕｂｊ－ｏｂｊ　 ｓａ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同主语同宾语） 图３例句 建立
ｓａｓｕｂｊ－ｏｂ

→
ｊ

健全

ｓａｓｕｂｊ　 ｓａ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同主语） 图３例句 建立
ｓａｓｕｂ

→
ｊ

改进

ｄｆｓｕｂｊ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不同主语） 图３例句 建立
ｄｆｓｕｂ

→
ｊ

提高

ｓｕｂｊ　 ｓｕｂｊｅｃｔ（主语） 我 爱 妈妈 我
ｓｕｂ
←
ｊ

爱

ｓｕｂｊ－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主 谓 谓

语中的内部主语）
他 确实 头 疼 头

ｓｕｂｊ
←

－ｉｎ
疼

ｏｂｊ　 ｏｂｊｅｃｔ（宾语） 我 爱 妈妈 爱
ｏｂ
→
ｊ

妈妈

ｐｒ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谓语） 命令 他 扫地 他
ｐ
→
ｒｅｄ

扫地

ａｔ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定语） 国家 主席 国家←
ａｔｔ

主席

ａｄｖ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状语） 非常 喜欢 非常←
ａｄｖ

喜欢

ｃｍｐ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补语） 洗 干净 手 洗
ｃｍ
→
ｐ

干净

ｃｏ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并列结构） 鲜花 和 掌声 鲜花 →
ｃｏｏ

掌声

ｐｏｂｊ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介宾） 在 家 看书 在
ｐｏｂ
→
ｊ

家

ｉｏｂｊ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间宾） 给 他 书 给
ｉｏｂ
→
ｊ

他

ｄ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字结构） 这 是 他 的 他←
ｄｅ

的

ａｄｊｃｔ　 ａｄｊｕｎｃｔ（附加成分） 我 走 了 走
ａｄｊ
→
ｃｔ

了

ａｐｐ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称呼） 老师 ，你 好 老师
ａ
←
ｐｐ

好

ｅｘｐ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进一步解释） 普京（俄罗斯 总统） 普京
ｅｘ
→
ｐ

总统

ｐｕｎｃ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标点） 我 爱 妈妈。 爱
ｐ
→
ｕｎｃ。

ｆｒａｇ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片段） 你，我，中国。 你
ｆｒａ
→
ｇ

我
ｆｒａ
→
ｇ

中国

　　（３）以谓语为核心，尽可 能 丰 富 地 刻 画 复 杂 句

子内部结 构。哈 工 大 规 范 使 用 一 个 独 立 结 构 关 系

（ＩＳ）来标注并列谓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细化为

ｓａｓｕｂｊ（同主语）、ｓａｓｕｂｊ－ｏｂｊ（同主同宾）和ｄｆｓｕｂｊ（不

同主语）三种依存关系标签，从而更深入地表示句子

内多个 谓 语 之 间 的 关 系，并 为 上 层 语 义 分 析 提 供

支持。
（４）适应不同分词粒度。由于汉语中由词素组

成词，由词组成短语时，界线很模糊，因此学术界对

于分词的粒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我们在规范制

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并给出一些不同分

词粒度下 的 标 注 示 例。例 如，“走 向 世 界”中，如 果

“走向”作为一个词，那么“世界”为宾语；如果作为两

个词，那么“世界”是“向”的介词宾语，“向”作为补语

修饰“走”。
（５）尽可能准确地刻画语义结构。在满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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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阐述的具体规则的前提下，选择最能准确表达语

义关系的依存树。如图２所示，“预计”的主语省略，
而不是“教学楼”，将“教 学 楼 明 年 竣 工”标 注 成“预

计”的宾语从句，这样才最能准确表达语义。这种存

在交叉弧的依存树又称为非投影树。我们发现，由

于汉语语序灵活，一小部分句子的确需要用非投影

树标注。

图２　非投影树示例

（６）当两种标注都满足规范，且符合语义时，我

们一定会明确规定一个优先顺序，帮助标注者选择，

从而有效提高标注一致性。
随着标注实践的进行，我们会深入研究实际标

注中遇到的问题，积极与其他专家交流，不断学习语

言学论著，持续完善和更新我们的规范。

２　依存关系标签详细介绍

此规范目 前 包 含 了２０种 关 系 标 签，分 为 三 个

大类：
（１）谓 语 对 应 的 依 存 关 系 标 签：ｒｏｏｔ，ｓａｓｕｂｊ－

ｏｂｊ，ｓａｓｕｂｊ和ｄｆｓｕｂｊ，此类依存关系标签全部为右

弧，用于标注主要谓语关系；
（２）单 句 内 部 主 干 关 系 标 签：ｓｕｂｊ，ｓｕｂｊ－ｉｎ，

ｏｂｊ，ｐｒｅｄ，ａｔｔ，ａｄｖ和ｃｍｐ，用于标注汉语句子中的

主谓宾定状补关系结构；
（３）单句内部其他关系标签：ｃｏｏ，ｐｏｂｊ，ｉｏｂｊ，

ｄｅ，ａｄｊｃｔ，ａｐｐ，ｅｘｐ，ｐｕｎｃ和ｆｒａｇ，用于辅助标注汉

语句子的其他关系结构。
以下将对这些依存关系标签逐一展开介绍。

２．１　谓语对应的依存关系标签

汉语中谓语是用于说明或陈述主语的动作或状

态。动词、形容词、名词、介词、主谓结构等都可以充

当谓语。

ｒｏｏｔ（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ｒｏｏｔ，根节点）：规定句子的第一

个主要谓语 以ｒｏｏｔ关 系 修 饰 伪 节 点＄。因 为 句 子

是可以嵌套的，即可以有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定语

从句等，所谓“主要谓语”是指句子最顶层的一个或

多个谓语，而不是在从句中的谓语。

ｓａｓｕｂｊ－ｏｂｊ（ｓａ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同 主 语 同

宾语）：规定当两个同级的谓语共享主语和宾语时，
后一个谓语以ｓａｓｕｂｊ－ｏｂｊ关系修饰前一个谓语。

ｓａｓｕｂｊ（ｓａ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同 主 语）：规 定 当 两 个 同

级的谓语共享主语但不共享宾语时，后一个谓语以

ｓａｓｕｂｊ关系修饰前一个谓语。

ｄｆｓｕｂｊ（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不同主语）：规定当两

个同级的谓 语 具 有 不 同 主 语 时，后 一 个 谓 语 以ｄｆ－
ｓｕｂｊ关系修饰前一个谓语。

２．２　单句内部主干关系标签

用于标注主谓宾定状补结构。

ｓｕｂｊ（ｓｕｂｊｅｃｔ，主语）：主语是谓语的描 述 对 象、
施事或受事。由于这三种情况属于语义的范畴，并

且区分起来对标注者的要求过高，因此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不对其进行详细区分，具体介绍见第４节中

对主语和宾语的明确规定。

ｓｕｂｊ－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ｐｒ－
ｅｄｉｃａｔｅ，主谓谓语中的内部主语）：句子中一个主谓

短语整体作为谓语，称为主谓谓语［９］。以ｓｕｂｊ－ｉｎ专

门标注主谓谓语的内部主语。

ｏｂｊ（ｏｂｊｅｃｔ，宾语）：和主语类似，宾语是谓语的

受事或施事，但通常位于谓语的后面。

ｐｒ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谓语）：用来刻画汉语中独特的

兼语结构，如图１所示。

ａｔ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定语）：定语是名词或代

词的修饰成分，通常位于核心词的前面。

ａｄｖ（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状 语）：状 语 是 动 词 或

形容词的修饰成分，通常位于核心词的前面。

ｃｍｐ（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补语）：补语是动词

或形容词的修饰成分，通常位于核心词的后面。

２．３　单句内部其他关系标签

ｃｏｏ（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并 列）：多 个 句

法功能相同的词（非谓语）并列在一起，通常中间会

用“和”“与”或 顿 号 连 接，我 们 规 定 后 一 个 词 以ｃｏｏ
关系修饰前一个词，形成波浪状。

ｐｏｂｊ（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介宾）：介词和宾语构

成介宾短语时，宾语用ｐｏｂｊ关系修饰介词。

ｉｏｂｊ（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间 宾）：“给／送／授 予／称

呼／叫”等动词后面可以跟两个名词性宾语，为了区

分，第 一 个 宾 语 称 为 间 接 宾 语，以ｉｏｂｊ关 系 修 饰

动词。

ｄｅ（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字结构）：“的”字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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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词或代词明显省略的情况，例如，“我喜欢红色

的”，修饰词“红色”以ｄｅ关系修饰“的”。

ａｄｊｃｔ（ａｄｊｕｎｃｔ，附加成分）：句 子 中 没 有 实 际 意

义的、只是为了让句子结构完整、或者讲起来更有韵

味（抑扬顿挫）的词，统一标注为附加关系。

ａｐｐ（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称呼）：口 语 中 句 子 最 前 面 对

人的称呼语，以ａｐｐ关系修饰句子第一个主要谓语。

ｅｘｐ（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进一步解释）：汉语中常用括

号中的内容或者冒号后面的内容，对前面的词、短语

或句子进一步 解 释 说 明，规 定 解 释 性 的 内 容 以ｅｘｐ
关系修饰被解释的内容。

ｐｕｎｃ（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标点）：规定标点以ｐｕｎｃ关

系修饰核心词。

ｆｒａ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片段）：网络文本中出现的不符

合语法、支离破碎的病句，后一个成分 以ｆｒａｇ关 系

修饰前一个成分，形成波浪状。

３　标注规范的几点重要创新

同主语关系：从 句 法 的 角 度 看，谓 词 是 句 子 中

最重要的词。和英语不同，汉语中可以使用标点符

号直接将几个谓语句连成一个句子。如何确定多个

谓语之间的搭配关系，是标注规范必须妥善回答的

问题。哈工大规范使用独立结构关系（ＩＳ）和并列关

系（ＣＯＯ）来标注多个谓语之间的关系，然而实际标

注中很难把握其界线，标注者甚至需要考虑多个谓

语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导致很多分歧。
根据目 前 学 术 界 的 标 准，多 个 谓 语 词 之 间 的

逻辑语义关系，属 于 语 义 和 篇 章 分 析 的 范 畴，因 此

一般作为语义和 篇 章 分 析 任 务 的 处 理 对 象。我 们

的规范的主要 目 标 是：在 保 证 标 注 一 致 性 和 质 量

的前提 下，充 分 刻 画 句 子 的 句 法 结 构。而 多 个 谓

语之间的 逻 辑 语 义 关 系 确 实 太 复 杂 了，因 此 我 们

的规范明确规定不 考 虑 多 个 谓 语 句 之 间 的 语 义 逻

辑关系，仅 仅 考 虑 句 法 关 系。根 据 多 个 谓 语 是 否

共享主语 和 宾 语，细 分 出 三 种 依 存 关 系 标 签：ｓａ－
ｓｕｂｊ、ｓａｓｕｂｊ－ｏｂｊ和ｄｆｓｕｂｊ，以 便 更 深 入 地 表 示 多 个

谓语之间的关系。这 样 不 仅 可 以 标 注 出 句 子 的 谓

语信息，同时为上 层 语 义 标 注 和 分 析 提 供 支 持，示

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同主语关系示例

　　我们规划未来在目前句法结构的基础上，进一

步标注语义信息，即作为一个新的语义标注任务，制
定规范，进而人工标注。而不是尝试在一个任务下

把所有的信息都标注上。
内部主语关系：赵元任先生提出“汉语句子里

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ｔｏｐｉｃ）和述语（ｃｏｍ－
ｍｅｎｔ），而不 是 施 动 者（ａｃｔｏｒ）和 动 作（ａｃｔｉｏｎ）”的 观

点［１０］，引发了汉语研究的新一轮思考。石定栩先生

的文章中讲到“大部分语言学家主张主题和主语都

是汉语句子的成分，而且具有不同的句法地位（省略

原文中的引用）。不过，对于主题和主语的定义及其

在句法过程中的地位，则还没有定论。常见的做法

之一是将主题或主语的功能和分布情况一一列举。
然后以这些功能和分布作为标准，判断某一成分是

主语还是主题。”［１１］

从以上 讨 论 可 以 看 出，汉 语 中 主 题 和 主 语 的

区分，是非常困难 的 事 情，需 要 很 强 的 语 言 学 专 业

背景和细腻的语 感。哈 工 大 标 注 规 范 采 用 了 回 避

和简化的策略，将 主 题 也 当 作 主 语，允 许 一 个 谓 语

具有多 个 主 语，如 图４所 示。我 们 延 续 哈 工 大 标

注规范的策略，不 区 分 主 题 和 主 语，从 而 保 证 标 注

者的一致性。

图４　哈工大规范双主语标注示例

按照哈工大规范，“慌张”对应两个主语“奶奶”和“心里”，并

且将谓语“慌张”和“打转”以ＣＯＯ标注为并列。

俞士汶先生等在其《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

解》前言（第２版）中提到：“在 主 谓 结 构 中，不 仅 主

语可以由另一个主谓结构来充任，而且谓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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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另一个主谓结构来充任（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主谓

谓语句’或‘主 谓 谓 语 短 语’）。”［９］这 一 观 点 在 朱 德

熙先生的《语法讲义》［１２］中也得 到 印 证。受 这 种 观

点的启发，我们提出ｓｕｂｊ－ｉｎ这 个 依 存 关 系 标 签，专

门标注主谓谓语 的 内 部 主 语。虽 然 我 们 不 刻 意 区

分主题和主语，但 在 很 多 情 况 下，ｓｕｂｊ－ｉｎ可 以 标 注

出主谓谓语的 内 部 主 语（一 般 是 谓 语 词 的 主 语），
而ｓｕｂｊ可以 标 注 出 主 谓 结 构 的 主 语（一 般 是 句 子

的主题）。如图５所示，“奶 奶”实 际 上 是 整 个 句 子

的主题，同时也是主谓谓语“心 里 很 慌 张”和“泪 水

在打转”的主语；“心里”是“很 慌 张”这 个 谓 语 词 的

主语；“泪水”是“打 转”这 个 谓 语 词 的 主 语。对 比

图４和图５，我们认为ｓｕｂｊ－ｉｎ带来 几 点 优 势：①将

主谓谓语 动 词 的 主 语 和 句 子 的 主 题 区 分 开；②方

便刻画多 个 谓 语 的 同 主 语 关 系；③体 现 主 谓 谓 语

整体作为一个 组 块 的 信 息（传 统 依 存 结 构 实 际 上

没有组块信息）。

图５　苏大规范双主语标注示例

按照我们的规范，“奶奶”是主谓谓语“心里很慌”和“泪水在

打转”的 主 语，并 且 以ｓａｓｕｂｊ将 两 个 主 谓 谓 语 标 注 为 同 主 语 关

系；“心里”是“很慌张”这个谓语词的主语；“泪水”是“打转”这个

谓语词的主语。

自从增加了ｓｕｂｊ－ｉｎ这个依存关系标签后，我们

标注实践时发现，符合“Ｎ１＋Ｎ２＋谓语”结构的句子

（其中Ｎ１ 和Ｎ２ 分别表示两个名词），通常都适合标

注为含 有ｓｕｂｊ－ｉｎ结 构（Ｎ１←谓 语，ｓｕｂｊ；Ｎ２←谓

语，ｓｕｂｊ－ｉｎ），因此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主述位理论

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句子同样也可以按照传统

的ａｔｔ结构标注（Ｎ１←，ａｔｔ；Ｎ２←谓语，ｓｕｂｊ），两种

标注之间的界线很难区分，我们既不能规定全部标

注为ａｔｔ，也不能全部标注为ｓｕｂｊ－ｉｎ。为了提高标注

结果一致性，我们明确规定当两种标注方法都适用

时，只有下面两种情况标注为ｓｕｂｊ－ｉｎ：
（１）标注为ｓｕｂｊ－ｉｎ，可以进一步捕获同主语关

系，如图５所示；
（２）标注为ｓｕｂｊ－ｉｎ，可以避免交叉弧的出现，如

图６所示。
除以上两种情况外，我们的规范将这种结构标

注成（Ｎ１←，ａｔｔ；Ｎ２←谓语，ｓｕｂｊ）

对主语和宾 语 的 明 确 规 定：我 们 了 解 到，从 语

图６　标注ｓｕｂｊ－ｉｎ避免交叉弧示例

若标注为（公司←效益，ａｔｔ；确实←不佳，ａｄｖ），会

产生交叉，所以标注为ｓｕｂｊ－ｉｎ。

言学角度上看，“施事”和“受事”属于语义范畴，而主

语和宾语属于句法层面，并且目前句法分析标注规

范通常都只标注到句法层面。我们在哈工大依存树

库标注中发现，对主语进行语义上的细分有时候非

常困难，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经济发展

得很快”这个句子中，有的标注者认为 “经济”是“发

展”的对象（即受事），有的标注者则认为“发展”是对

“经济”的状态的描述（即描述对象），标注一致性很

低。因此我们要求标注者根据焦点词和谓语的相对

位置，选择ｓｕｂｊ或ｏｂｊ。也就是说，在实际标注过程

中，标注人 员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不 用 区 分“施 事”和“受

事”，直接将谓语前面的作为主语，谓语后面的作为

宾语，如图７所示。

图７　对主语和宾语的明确确定示例１

当“施事”和“受事”同时在谓语的左边或右边出

现时，为了避免一个谓语有两个主语或两个宾语，我
们要求标注者严格区分“施事”和“受事”，将“施事”

标为主语，“受 事”标 为 宾 语，如 图８所 示。我 们 发

现，这种情况在实际标注中遇到的概率非常低，并且

标注者很容易区分 “施事”和“受 事”，歧 义 很 小，一

致性很高。

图８　对主语和宾语的明确确定示例２

兼语结构 的 标 注：兼 语 结 构（Ｖ１＋Ｎ＋Ｖ２）是

汉语中的一种非常独 特 的 语 法 结 构，其 中 Ｎ是 Ｖ１
的宾语，同时又是Ｖ２ 的 主 语。为 了 准 确 表 达 这 种

结构，我们引入ｐｒｅｄ这个关系标 签，打 破 主 语 修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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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语的 惯 例，让 谓 语 Ｖ２ 直 接 修 饰 主 语 Ｎ，如 图１
所示（有→同 学，ｏｂｊ；同 学→叫，ｐｒｅｄ）。和 ＨＩＴ－
ＣＤＴ中（有→同 学，ＤＢＬ；有→叫，ＶＯＢ）的 标 注

形式相比，我们认为ｐｒｅｄ的引入，让 语 义 上 更 为 紧

密的Ｎ和 Ｖ２ 直 接 连 接，因 此 是 一 种 更 好 的 表 达

形式。
复合名词短语内部结构的标注：汉语中有很多

形如“Ｗ１Ｗ２Ｗ３”的复合名词短语，名词“Ｗ３”是整个

短语的核心词，难点在于其内部的结构如何标注，即
需要确定（Ｗ１←Ｗ２，ａｔｔ）或（Ｗ１←Ｗ２Ｗ３，ａｔｔ），这

里可以把“Ｗ２Ｗ３”看成一个词。我们的规范首次明

确规定了复合名词内部标注的优先级规则：仔细分

析内部的语义搭配强度（Ｗ１←Ｗ２Ｗ３，ａｔｔ）ｖｓ．（Ｗ１
←Ｗ２，ａｔｔ）；如果两个标注强度没有明显的差别，则
优先标注成（Ｗ１←Ｗ２Ｗ３，ａｔｔ），如图９所示；如果两

个标注强度有明显的差别，则按照标注强度标注，如
图１０所示。

图９　复合名词短语内部标注示例１
（全国←常 委 会，ａｔｔ；人 大←常 委 会，ａｔｔ）的 修 饰 强 度 和

（全国←人大，ａｔｔ；人大←常委会，ａｔｔ）没有明显 的 差 别，所 以

规定标注为前者。

图１０　复合名词短语内部标注示例２
（俄罗斯←总统，ａｔｔ；总统←普京，ａｔｔ）的修饰强度 要 高 于

（俄罗斯←总 统，ａｔｔ；俄 罗 斯←普 京，ａｔｔ），所 以 规 定 标 注 为

前者。

４　汉语依存句法树标注规范的标注实践

为了更好地支持依存句法分析树的标注，我们

自２０１４年起开发了一个标注系统，并根据实际需求

不断完善。此 标 注 系 统 中 主 要 设 计 了 三 种 核 心 角

色：①标注人员，标注分配的任务，也可以对专家的

答案提出投诉；②审 核 专 家，对 两 个 标 注 人 员 标 注

不一致 的 任 务 进 行 审 核，并 确 定 唯 一 答 案。需 要

注意的是，同 一 个 标 注 任 务 的 两 个 标 注 结 果 中 只

要有一 条 依 存 弧 不 相 同，就 会 触 发 审 核。审 核 界

面中会把 不 相 同 的 地 方 突 出 出 来，以 方 便 标 注 人

员对比；③高级专 家 处 理 标 注 人 员 的 投 诉 任 务，确

定最终答案。
图１１给出了一个任务（句子）的标注流程。首

先，标注系统会将一个任务随机分配给两个标注人

员标注。标注完成后，如果两个标注结果完全一致，
那么就认为已确定答案，流程结束。如果两个标注

结果至少有一条弧不一致，就会触发审核机制，系统

会将这个任务随机分配给一位专家进行审核，确定

唯一答案。进而，标注系统会将审核过的答案，反馈

给出错的标注人员进行学习。学习过程中，如果标

注人员对答案不认可，可以提出投诉。如果没有出

现投诉，那么就认为已确定答案，流程结束。如果出

现投诉，系统会将投诉任务随机分配给一位高级专

家，确定唯一答案。标注人员投诉、审核专家审核及

高级专家处理投诉时，可以把各自的理由写出来，从
而实现非常有效的异步沟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

在线下通过在线聊天工具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搜

集反馈、修改答案、完善规范。

图１１　标注流程图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人工付出，一方面我们开发

了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在线标注系统，减轻了数据标

注管理者的负担；另一方面对于选取的数据，我们采

用局部标注的方式，即只选择句子中模型置信度较

低的一定比 例 的 词，进 行 标 注［１３］，从 而 节 省 标 注 时

间和成本，并且增强标注者的注意力。同时，在一批

新的数据批次中我们会将以前标注过的有答案的任

务作为地雷混入，我们称之为地雷机制。我们放入

地雷有两 大 作 用：①自 动 评 价 标 注 人 员 的 标 注 情

况；②进一步检查之前的标注结果，以便提高标注答

案质量。标注的过程中，随着规范的更新，也需要更

新以前的标注结果。

总之，我们希望标注系统设计和标注流程管理

处处从提高质量的目标出发，并且最大程度减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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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注管理者的工作，将数据管理尽可能科学化、系
统化，为大规模数据标注提供便利。

为了持续标注大规模的依存句法数据，我们组

织了几十位 苏 州 大 学 本 科 生 作 为 兼 职 数 据 标 注 人

员。首先我们向标注人员详细介绍我们的规范以及

标注系统的使用。进而，标注人员系统学习标注规

范，并且在标注系统上模拟训练。最后，标注人员进

行真实数据标注工作。经过一定时间考察，我们会

选择标注质量高的标注人员作为审核专家。到目前

为止我们通过标注系统共标注了约３万句依存句法

数据，数据的来源见表２。

表２　数据来源说明表

来源 领域 句子数

哈工大ＣＤＴ 《人民日报》、小学课本 约１万句

ＰＣＴＢ７
新闻（杂志、广播）、广播

对话、讨论组、博客
约１万句

阿里内容搜数据 淘宝头条 约１万句

　　我们通过对句子的标注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发

现，和最终答案相比，标注者的平均依存弧准确率为

８７．６％，标 注 者 之 间 的 平 均 依 存 弧 一 致 率 为

７６．５％。而标注者之间平均句子级别的一致率只有

４３．７％，即５６．３％的 句 子 需 要 审 核 专 家 进 一 步 检

查。这表明了句法标注工作的困难性，以及为了保

证标注质量，需要严格双人标注的重要性。

５　结语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适应多领域多来源文本的

汉语依存句法数据标注规范，以指导大规模实际标

注工作。该规范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一

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设计了２０个依存关系标签，
适应于多领 域 多 来 源 文 本 的 汉 语 依 存 句 法 数 据 标

注，且可以尽可能准确地刻画大部分汉语文本的句

子级句法结构；同时，该规范对很多难以理解并区分

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实际标注结果

表明，根据我们的标注规范，可以达到较高的标注一

致性。
未来我们会按照该规范持续标注多领域多来源

文本，提高依存句法分析准确率，也为领域移植研究

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我们会总结实际标注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和更新。目前的规范可

以满足表２中数据的标注需求，但是未来如果遇到

规范不能涵盖的语言现象，我们会增加新的依存关

系标签，扩充我们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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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度特性［Ｊ］．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７，２１（６）：５２－５８．
［１２］　刘知远，郑亚 斌，孙 茂 松，等．汉 语 依 存 句 法 网 络 的 复

杂网络 性 质［Ｊ］．复 杂 系 统 与 复 杂 性 科 学，２００８，５
（２）：３７－４５．

［１３］　Ｃａｎｃｈｏ　Ｒ　Ｆ　Ｉ，Ｓｏｌｅ　Ｒ　Ｖ．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２６８
（１４８２）：２２６１－２２６５．

［１４］　Ｃａｎｃｈｏ　Ｒ　Ｆ　Ｉ，Ｓｏｌｅ　Ｒ　Ｖ，Ｋｏｈｌｅｒ　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Ｅ，２００４，６９
（５）：０５１９１５．

［１５］　Ｍｏｔｔｅｒ　Ａ　Ｅ，ｄｅ　Ｍｏｕｒａ　Ａ　Ｐ，Ｌａｉ　Ｙ　Ｃ，ｅｔ　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Ｅ，２００２，６５（６）：０６５１０２．

［１６］　青海省科技查新检索咨询中心．基于复杂网络的藏文基

本单位统计特征研究［Ｒ］．ＱＨ－１００９０－Ｎ，２０１６－１２－２１．
［１７］　Ｅｒｄｏｓ　Ｐ，Ｒｅｎｙｉ　Ａ．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ｇｒａｐｈｓ

［Ｊ］．Ｐｕｂｌ　Ｍａｔｈ　Ｉｎｓｔ　Ａｃａｄ　Ｓｃｉ，１９６０，（５）：１７－６１．
［１８］　Ｗａｔｔｓ　Ｄ　Ｊ．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３０）：２４３－２７０．
［１９］　Ｎｅｗｍａｎ　ＭＥＪ．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ＳＩＡＭ　Ｒｅｖ，２００３，４５（２）：１６７－２５６．
［２０］　Ｗａｔｔｓ　Ｄ　Ｊ，Ｓｔｒｏｇａｔｚ　Ｓ　Ｈ．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８，３９３：４４０－
４４２．

［２１］　Ｂａｒａｂａｓｉ　Ａ　Ｌ，Ａｌｂｅｒｔ　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２８６（５４３９）：５０９－５１２．

［２２］　Ｌｉａｎｇ　Ｗ，Ｓｈｉ　Ｙ，Ｔｓｅ　Ｃ　Ｋ，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２００９，３８８：４９０１－４９０９．

［２３］　才智杰．藏文自动分词系统中紧缩词的识别［Ｊ］．中文

信息学报，２００９，２３（１）：３５－３７．
［２４］　郭进利，汪丽 娜．幂 律 指 数 在１与３之 间 的 一 类 无 标

度网络［Ｊ］．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６（１０）：５６３５－５６３９．
［２５］　王林，戴冠中．复 杂 网 络 的 度 分 布 研 究［Ｊ］．西 北 工 业

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４（４）：４０５－４０９．

才智杰（１９７０－），博士研究生，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藏文信息处理、藏语自然语言处理。

Ｅ－ｍａｉｌ：Ｃｚｊｑｈｓｄ＠１６３．ｃｏｍ

孙茂松（１９６２－），博 士，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主 要

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

Ｅ－ｍａｉｌ：ｓｍ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才让卓玛（１９７０－），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人机语音交互、藏文信息处理。

Ｅ－ｍａｉｌ：ｃｒ－ｚｈｕｏｍａ＠

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

１６３．ｃｏｍ

（上接第３５页）
［１３］　Ｌｉ　Ｚ，Ｚｈａｎｇ　Ｍ，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Ｐａｒ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４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Ｌｏ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６：３４４－３５４．

郭丽 娟（１９９３－），硕 士 研 究 生，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句法分析。

Ｅ－ｍａｉｌ：ｌｊ＿ｇｕｏ０１１３＠ｑｑ．ｃｏｍ

李正华（１９８３—），通 信 作 者，博 士，副 教 授，主 要

研究领域为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分析。

Ｅ－ｍａｉｌ：ｚｈｌｉ１３＠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

彭雪（１９９４—），硕 士 研 究 生，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句

法分析。

Ｅ－ｍａｉｌ：６５４９０５４１７＠ｑｑ．ｃｏｍ

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