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词性标注评测的汉语易混淆词类研究
——从趋向动词-方位词的混淆展开

A New Evaluation System on POS  



选题背景
Introduction

• 机器器词性标注是⾃自然语⾔言处理理诸多任务的基础，词性标注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句句法分析、
语义分析等下游任务。 

• 机器器词性标注的难点，是要解决易易混淆词类的问题，尤其是兼类词在易易混淆结构中的词性标注问
题。

我看到⻦鸟兽在树上⼭山⼝口那边乱作⼀一团，接着便便听到践踏芦苇的声⾳音，不不时传来枝条折断的嘎嘎声。  
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水稻⽥田，提倡果树上⼭山，⻥鱼塘下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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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上+n

（趋向动词-述宾式述语）

v趋+n实词性成分+f
（⽅方位词-⽅方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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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的词性易易混淆结构

• 相同：两者都在空间关系及空间运动描述中起重要作⽤用。鉴于空间结构同概念结构之间的映射
关系、空间结构在意向图式中的重要地位，对f-v两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研究⼈人类的认知

模型，推动机器器的多模态认知处理理。

① 扫描：认知科学上指在建构复杂场景时所做的认知处理理。（Langacker, 1987；转引⾃自张敏敏, 1998）

• 不不同：两者激活的意象图式有差异，扫描⽅方式  也不不同，这造成了了两者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因此，区分他们是很有价值的。


• 趋向动词主要激活路路径模式（path）；⽅方位词可以激活路路径模式，同时也可以激活容器器-内

容图式（inside-outside\container-contained等）、⽅方向图示（in-out\inside-outside\ front-

back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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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的词性易易混淆结构

• 趋向动词是次第扫描(equential scanning)，⽅方位词则是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对于

同⼀一个意象图式，次第扫描是依次处理理不不同时刻的每⼀一个状态，得到的结果随着时间变化，

如同⼀一段电影；总括扫描则是将每个时刻都投射到更更低维的空间，如同⼀一张叠印照⽚片。

• 不不同：两者激活的意象图式有差异，扫描⽅方式  也不不同，这造成了了两者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因此，区分他们是很有价值的。


• 趋向动词主要激活路路径模式（path）；⽅方位词可以激活路路径模式，同时也可以激活容器器-内

容图式（inside-outside\container-contained等）、⽅方向图示（in-out\inside-outside\ front-

back等）

①

王琦,郭锐.汉语趋向动词⽤用作⽅方向词现象初探[J].语⾔言学论丛,2013(01):70-102+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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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扫描：认知科学上指在建构复杂场景时所做的认知处理理。（Langacker, 1987；转引⾃自张敏敏, 1998）

• 趋向动词是次第扫描(equential scanning)，⽅方位词则是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对于

同⼀一个意象图式，次第扫描是依次处理理不不同时刻的每⼀一个状态，得到的结果随着时间变化，

如同⼀一段电影；总括扫描则是将每个时刻都投射到更更低维的空间，如同⼀一张叠印照⽚片。

• 具体到“上”这⼀一个f-v兼类词：


• 树/n 上/f：是总括扫描，识别的是空间要素(figure & background)之间的静态空间位置关系。


• 往/p 上/f 爬/v：是总括扫描，识别的是figure相对于background运动时的整体轨迹。


• 上/v 树/n：是次第扫描，识别的是figure相对于background的整个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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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f-v的词性易易混淆结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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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山 上⻋车 
上街  

上⽔水 上菜
上刺刺⼑刀 上弦 
上账 
上年年纪 
上课 

锁上
选上
镀上

v+v趋+n+去/来
（趋向动词-可与宾语组合）

求上⻔门
跑上⼭山
找上⻔门
冲上台
*⾛走上前

（趋向动词-述补式补语）（趋向动词-述宾式述语）

v趋+n v+v趋 p+f 实词性成分+f
（⽅方位词-⽅方位结构中）（⽅方位词-介宾式宾语）

树上 
桌上

*上半年年 
*上半场 
*上半城
*上册 
*上集
*上⼀一册 
*上⼀一集 
*上⼀一个

（指示词）

上有⽼老老，下有⼩小
欺上瞒下 

f
（⽅方位词-对举主语/宾语）

在上 
⾃自上⽽而下 
从下到上 
往上⾛走 
向上看

在树上 
在花钱上 
到天上去

*zs+(m+)q

介词 方位词 指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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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器词性标注是⾃自然语⾔言处理理诸多任务的基础，词性标注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句句法分析、

语义分析等下游任务。


• 机器器词性标注的难点，是要解决易易混淆词类的问题，尤其是兼类词在易易混淆结构中的词性标注问

题。从数据上看，汉语中不不到6%的兼类词造成了了机器器词性标注46~64%的错误。


• ⽅方位词和趋向动词的混淆，关系到汉语空间认知理理解的问题，在机器器的多模态认知处理理、机器器类⼈人

化研究等领域有先导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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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确定⽬目标词(token)

考察⽬目标词的分布

基于分布，组合⽬目标结构

基于⽬目标结构， 
搜集⽬目标⽂文本及其待标注语料料

标注

采⽤用描写、搜集、标注的⽅方法

产⽣生试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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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词
（多是单⾳音节⽅方位词）（多是单⾳音节趋向动词）

来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开

过来 *回来

∩

*去

典型的趋向动词
典型的⽅方位词

典型的趋向动词
典型的⽅方位词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1182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137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1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4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2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10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7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0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80次)

典型的趋向动词
p+f+vp结构(2次)

趋向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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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1,000,000余1-gram词级上下⽂文

⼈人⺠民⽹网

标注语料料

10个⽬目标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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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从⽂文学界辐射到社会上⼀一般阅读者 社会/n 上/v\f ⼀一般/a 阅读者/n
context实例例（简化版） ⽬目标⽂文本及其⾃自动词性标注⽬目标结构

该类板块股票将带领⼤大市上新台阶 ⼤大市/n 上/v 新/a 台阶/n
朗平的⾳音义是海海⾯面上平静的浪 海海⾯面/n 上/v\f 平静/a 的/u 浪/n
这时巷⼝口上灯光⼀一亮 巷⼝口/n 上/v\f 灯光/n
阳城乡⼀一位负责⼈人上县开会时 负责⼈人/n 上/v 县/n
是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文学史/n 上/v\f 许多/m 重要/a 事件/n
促成中国场地赛⻋车运动上⼀一个新台阶 运动/v 上/v ⼀一个/m 新/a 台阶/n
⼤大街上不不少⼥女女性都穿起了了短衫和短裙 ⼤大街/n 上/v\f 不不少/m ⼥女女性/n
对北北京武术运动上⼀一个台阶充满信⼼心 运动/v 上/v ⼀一个/m 台阶/n
旗杆上七丛⽩白⽑毛迎⻛风飘扬 旗杆/n 上/v\f 七/m 丛/q ⽩白/a ⽑毛/n
叫锯碗的钉上⼏几个⼩小铜钉 钉/v 上/v ⼏几/m 个/q ⼩小/a 铜钉/n
头上⼀一顶⻘青缎⼩小帽 头/n 上/v\f ⼀一/m 顶/q ⻘青缎/n
要在你们北北影上⼀一部电影 北北影/j 上/v ⼀一/m 部/q 电影/n

⿐鼻中闻到她身上阵阵幽⾹香 身上/s(f) 阵阵/q 幽⾹香/n
⺟母亲上个⽉月⼗十五做了了⼀一梦 ⺟母亲/n 上个⽉月/t(r)

但看到壁上种种奇妙招数 壁/n 上/v\f 种种/q 奇妙/a 招数/n

我就在这条街上上班 街上/s(f) 上班/v(v)
争取把上届所得的铜牌上上⾦金金⾊色 铜牌/n 上上/v ⾦金金⾊色/n

在乐器器和谱架上插上中国国旗 上/v\f 插/v 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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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检查考察标的：

    1. ⾃自动选定的这个⽚片段，是否值得拎出来作为考察标的？如果：

        1. ⾃自动分词与词性标注没有出错

        2. 考察标的与预期考察的评测项⽬目不不⼀一致

        3. 标注者认为没有考察的必要

        必须⾄至少满⾜足上⾯面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才能弃⽤用这条数据。

    2. 如果标注者认为需要调整考察标的，可以进⾏行行调整

2. 然后，标出这个⽚片段的正确切词和词性

    注意：

        1. 需要标注者考虑⽬目标token不不同的切分颗粒度，给出尽可能多的正确答案。不不同答案之间
⽤用“|”隔开

        2. 仅⽤用考虑⽬目标token不不同的切分颗粒度即可，不不⽤用考虑其他token的切分颗粒度。

        3. 如果不不宜将⽬目标token独⽴立切分为⼀一个清晰的语⾔言单位，则应该弃⽤用这条数据。例例如：“往
来”、“部下”等词不不宜分成“往/v来/v”、“部/n 下/f”，应该弃⽤用；“墙上”可以标为“墙/n 上/f”，可以保
留留。

3. 最后，检查⽬目标结构是否正确，如果错误请修改

    1. 如果⽬目标token在⽬目标⽂文本属于重复类型，则标reduplication

    2. 如果不不是reduplication，则判断最⼩小颗粒度的切分符合哪个⽬目标结构。如果⽬目标结构不不在清单
中，那么可以添加，添加须遵循以下要求：

        1. 添加的结构必须包含⽬目标Token

        2. 添加的结构必须使⽤用空格进⾏行行切分

        3. 上⼀一步中最⼩小颗粒度的切词，必须符合添加的结构；如果不不符合的话，应该弃⽤用这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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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问题
Problems

• P1：每个⽬目标结构中，⽬目标token的词性分布不不均。并且很多易易混淆结构更更多是由词带来的，⽽而不不

是由词性带来的。（例例如：上⼀一个项⽬目/上⼀一个台阶 vs   上 m q n）


• S：1. 需要更更细致地区分⽬目标结构，尽可能具体到词。2. 标注后要做总结，尽可能总结出模板，便便

于⽣生成。


• P2：⼀一⽅方⾯面待标注数据规模较⼤大（35775条数据待标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歧义结构没有搜索到


• S：1. 需要更更细致地区分⽬目标结构。2. 需要改进搜索算法。3. 扩⼤大语料料规模。



下一步
Todo

• Todo：


• 1. 组织标注。


• 2. 在正式开始标注之前，细化⽬目标结构（细化到上下⽂文具体的词），尽可能均匀数据分布，提⾼高

数据质量量，减少数据数量量。


• 3. 标注完成后要总结⽣生成模板，或精进搜索模板。


• 4. 跑基线。



面向词性标注评测的汉语易混淆词类研究
——从趋向动词-方位词的混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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