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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摘要  
近来，机器模型在以视觉为基础的对话中取得了令⼈⿎舞的结果。然⽽，现有的数据集往往包含不良的偏差
（biases），并且缺乏复杂的语⾔学分析，这使得我们很难了解当前模型对精确语⾔结构的识别程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设计了两个对策：⾸先，研究者关注OneCommonCorpus语料库（Udagawa和
Aizawa，2019、2020），这是⼀个简单但具有挑战性的对话数据集，在设计上包含尽量⼩的偏差。其次，研
究者基于空间表达（spatial expression）分析该语料库中的语⾔结构，并为600个对话提供全⾯可靠的标
注。

研究者的标注捕捉到了重要的语⾔结构，包括谓语-论元结构、修饰和省略语。在研究者的实验中，研究者通
过指代消解（reference resolution）来评估该模型对这些结构的理解。

结果证明，研究者的标注可以揭示基线模型在⼀些关键细节上的优势和劣势。总的来说，研究者提出了⼀个新
的框架和资源，⽤于研究视觉基础对话中细粒度的语⾔理解。

1 引⾔  
视觉对话（Visual Dialogue）是在视觉背景（visual context）下进⾏⾃然的、通常是⽬标导向的对话的任
务。



VisDial数据集（Das等，2017）

这类任务通常涉及两种类型的⾼级基础能⼒（advanced grounding）：符号接地（symbol grounding），它
连接了符号化的⾃然语⾔和连续的视觉感知；以及共同接地（common grounding），它指的是通过连续的
对话发展相互理解的过程。

视觉背景的连续性引⼊了涉及细微差别和实⽤性表达的、有挑战性的符号接地问题。有些进⼀步引⼊了部分可
观察性（partial observability），即说话⼈不共享完全相同的背景信息，需要⾼级的共同接地才能解决这类
复杂的误解问题。

尽管最近这些任务上取得了进展，但仍然不清楚哪些类型的语⾔结构可以（或不能）被现有模型正确识别，原
因有⼆。⾸先，现有的数据集往往包含不良的偏差，这使得在不识别精确的语⾔结构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预测
成为可能。其次，现有的数据集严重缺乏复杂的语⾔学分析，这使得研究者很难理解存在哪些类型的语⾔学结
构，或者它们如何影响模型的性能。

研究者专注于OneCommonCorpus语料库，这是在连续和部分可观察语境（continuous and partially-
observable context）下的⼀个简单但具有挑战性的协作指代任务（collaborative referring task）。在这个
数据集中，视觉语境保持简单和可控，以消除不希望出现的偏差，同时增强语⾔的多样性。总共收集了5191
段⾃然对话，并对指代表达（他们称之为markables）及其所指进⾏了充分的标注，这些可以被⽤来进⾏进⼀
步的语⾔学分析。

为了捕捉这些对话中的语⾔结构，研究者标注了空间表达，这些表达在以视觉为基础的对话中起到了核⼼作
⽤。研究者从现有的注释框架（Pustejovsky等⼈，2011a、2011b；Petruck和Ellsworth，2018；Ulinski等
⼈，2019）中得到启发，但也做了⼀些简化和修改以提⾼覆盖率、效率和可靠性。



OneCommonCorpus对指代消解的标注（左）及研究者对空间表达的标注（右）

2 OneCommonCorpus  
研究者的⼯作扩展了Udagawa和Aizawa（2019）提出的OneCommon Corpus。在原数据集中，对话者A和B
分别获得了⼀个稍微不同的、视⻆重叠的⼆维图像，每个⼈可以看到7个实体。由于其中只有⼀些（4、5或6
个）实体是相同的，这种部分可观察的（partially-observable）设定会带来复杂的误解和部分理解
（misunderstandings and partial understandings）。此外，每个实体只有连续（continuous）的属性（X
值、Y值、颜⾊和⼤⼩），这就引⼊了各种细微的（nuanced）和实⽤的（pragmatic）表达。

误解和部分理解示例

所有的实体属性都是随机⽣成的，以增强语⾔的多样性，减少数据集的偏差。两个亚⻢逊众包平台的标注者被
要求⽤⾃然语⾔在线⾃由交谈，以获得对相同实体的共同注意⼒。



OneCommonCorpus数据

OneCommonCorpus中精细表达（nuanced expressions）的统计

Udagawa和Aizawa（2020）进⼀步对数据集进⾏了指代消解⽅⾯的标注。具体来说，他们要求标注者识别指
代表达（referring expressions）即markables，和它们的所指。

在本⽂中，研究者从最新的语料库中随机抽出600段对话，对空间表达进⾏进⼀步的标注。

3 标注  

3.1 标注  

研究者的标注过程包括三个步骤：空间表达检测（spatial expression detection）、论元识别（argument 
identification）和标准化（canonicalization）。

A 空间表达检测

根据Pustejovsky等⼈（2011a、2011b）的定义，空间表达是 "明确指代⼀个物体的空间属性或物体之
间的空间关系的语⾔结构"。研究者⼤体上遵循这个定义，识别对话中所有的空间属性和空间关系表达。

为了明确区分，研究者将颜⾊、⼤⼩等实体层⾯的信息视为空间属性，⽽将位置和明确的属性⽐较等其
他信息视为空间关系。空间属性可以是形容词（"dark"）、介词短语（"of light color"）或名词短语（"a 
black dot"），空间关系可以是形容词（"lighter"）、介词（"near"）等等。



B 论元识别

研究者将识别出的空间表达式视为谓词（predicates），⽽将指代表达式（markables）标注为他们的论
元（argument）。

C 标准化

研究者最后对空间表达式和修饰语进⾏标准化。研究者只关注核⼼空间关系的标准化。

根据Landau（2017），空间语⾔中有2类关系：功能类（functional class），其核⼼含义为⼒-动态关
系（force-dynamic relationship）（如on，in）；⼏何类（geometry class），其核⼼含义为⼏何（如
left，over）。由于功能关系在这个数据集中不太常⻅，⽽且由于其模糊性和上下⽂依赖性⽽更难定义
（Platonov和Schubert，2018），研究者专注于以下5类⼏何关系和属性⽐较，包括总共24种可以明确
定义的标准关系。

Direction
requires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to 
be placed in certain orientation

left, right, above, below, 
horizontal, vertical, diagonal

Proximity
is related to distance between 
subjects, objects or other entities

near, far, alone

Region
restricts the subjects to be in a 
certain region specified by the 
objects

interior, exterior

Color 
comparison

is related to comparison of color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lighter, lightest, darker, 
darkest, same color, different 
color

Size 
comparison

is related to comparison of size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smaller, smallest, larger, 
largest, same size, different 
size

研究者对识别到的每个空间关系是否蕴含（imply）24种标准关系中的任何⼀种进⾏标注。每个空间关系
都可以蕴含多个标准关系（例如 "on the upper right "蕴含right和above），也可以不蕴含（例如 
"triangle "不蕴含上述任何关系）。

此外，研究者定义了6种修饰类型（subtlety, extremity, uncertainty, certainty, neutrality and 
negation），并将每个修饰语标准化为⼀种类型。例如，"very slightly "被认为是类型subtlely。

3.2 结  

标注⼀致性



标注⼀致性

标注数据统计

标注数据统计

4 实验  
任务设计



指代消解任务

模型设计

基线模型

实验结果（消融实验）



模型分析

为了详细研究模型的⻓处和短处，研究者分析了模型预测结果与核⼼空间表达的⼀致性。

空间属性



空间关系



进⼀步的分析



5 讨论和结论  
对以视觉为基础的对话的标注

可拓展的语⾔学分析框架

项⽬主⻚：https://github.com/Alab-NII/onecommon

讨论记录

https://github.com/Alab-NII/onecommon


讨论记录  
报告了收录在EMNLP 2020 findings的⼀⽚论⽂《针对视觉基础对话任务、基于空间表达的语⾔学分析（ 
Annotated Corpus of Reference Resolution for Interpreting Common Grounding）》，论⽂从NLP领域以
视觉为基础的对话任务（1）数据中存在偏差（biases），（2）缺少深⼊的语⾔学分析，两个问题出发，在
OneCommon Corpus数据集的基础上进⾏空间语义标注。与传统上分析模型在测试集上表现的正确率等统计
指标不同，作者将分析重点放在语⾔学视⻆上模型的表现（即空间语义标注情况）上。作者分析了模型对标注
体系⾥空间属性和空间关系两类标注对象的识别情况，其中对于空间属性，作者采⽤⽐较模型标注结果和⼈类
表现⼀致性的⽅法，对于空间关系，作者定义了有效（valid）和满⾜（satisfy）两步标准，依次计算了模型
对24类空间关系识别的有效率和满⾜率，据此分析得出模型在不同类别空间关系上表现情况的优劣。作者还
对修饰语分级考察，得出模型对强烈倾向修饰语（strong modification）的识别效果更好。

讨论记录

关于指代消解（reference resolution）任务，⼀般认为是纯⽂本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任务，
OneCommon Corpus修订后标注的图形与⽂字对应关系及据此提出的任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代消解
任务。

符号接地（symbolic grouding）问题是⼀个经典问题，主要涉及符号如何落地（grounding）、获得意
义的问题。

这篇论⽂的主要insight有⼆：（⼀）提出⼀个空间语义标注体系，（⼆）针对如何分析模型表现提出了
⼀个语⾔学视⻆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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