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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与 WordNet 兼容的中文概念词典（Chinese Concept Dictionary,CCD）的结
构与构建方法，报告了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CCD 的研究与工程进展状况，并指出 CCD 在

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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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深
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人们急需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这不仅仅是计算机外壳更漂亮、各种

配件的性能更优良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自从计算机产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把它看作人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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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以至于今天计算机更多地被称为电脑。经过五十多年理论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今天的计

算机可以胜任复杂的计算、分析、控制和管理等工作，但是在智能方面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如何让电脑更接近人脑，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使人与计算机能更好的交流，这不仅是一

个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U）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人工智能问题、一个哲学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
吸引着人们去探讨，在机器翻译、自动文摘、文本分类、语音识别与生成、信息检索、信息提

取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外在这方面起步较早，有公认的评测机构，如由美国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署（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等资助的
MUC(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 、TREC(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 等，吸引了国际上
众多单位的参加，近年来我国也有部分单位参加了国际机构的评测。早在二十世纪 50年代我国
就对机器翻译有所研究，后来进入低潮。关于中文信息处理（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方面的技术从 80 年代起再一次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因特网（Internet）的普及，网上海量信
息潮水般的涌入，人们迫切希望计算机能自动地精选出所需的资料，并且希望得到的网页按照

相关度排序。但是目前的网络服务比如搜索引擎等还远没有达到人们的要求，常常是没有语义

分析，只是根据所给出的查询词串的逻辑组合机械地给出一系列匹配网页，造成垃圾信息过多。

因此，要想使计算机更聪明，使网络信息检索更智能，在自然语言特别是中文（本文中指汉语）

的理解和处理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 

二  概念和语义的表示 

人们在理解句子或文章时常常是通过分析其中关键词语或短语的概念及其语义关系来得到

整体语义的。语义是思维的体现者，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交际过程的中心

所在。语义问题涉及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逻辑学及数学（[11]）。
对语言的理解主要是概念和语义的把握。要实现计算机自动分析和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挖掘

语言中的知识，形式化地表示语言的概念和语义。目前语义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WordNet、
FrameNet、Mindnet，中文方面有董振东先生以义元方式描述概念的知网 HowNet（[8]）等。 
汉语是基于词汇（包括短语）的意合语言[9]，因此基于词汇的概念和语义的研究很有意义。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自 2001年 4月开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着手中文
概念词典（Chinese Concept Dictionary, CCD）的构建。CCD从关系语义学的观点出发，用同义
词集合（set of Synonyms, SynSet）来描述概念（concept），用概念间的关系（relation）来描述
语义，方便语义关系的表示和检索，有利于简单地实现语义距离的计算，特别是同义词集合（同

义关系）、上下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等的描述有利于概念的分级扩展，可以直接应用于机器
翻译、自动文摘、文本分类、概念检索和信息提取等方面的语义理解。 

三  CCD 的结构 

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人类的语言存在相对独立的句法规律，语
言的无限性可由产生式规则的递归使用体现出来。这些年计算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是：句法和语

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互构成约束。二十世纪初，一些哲学家开始了语义的形式化的研

究，如 Frege、Russell（Russell在[12]和[13]中分析了人类语义知识、逻辑推理的共性）、Wittgenstein
（[14]）、Carnap（[15]）等。进入 80年代，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和计算语义学开始走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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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并逐渐被大多数的计算语言学家接受。这些研究的基础假设是：人们对概念、语义、

知识的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目标是：构造用于描述自然语言语义的元语言，使之形式化

和可计算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词汇语义及其关系的形式化描述（属于词汇语义学研究范围），

并构建一部可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词典（属于计算词典学的研究范围）。目前，最为成功的

案例是 Princeton 大学的 WordNet（[6]）。为了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与国际标准接轨，北京
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构建的 CCD 继承了 WordNet 的主要结构、概念及语义关系，并针对中
文特点进行了调整和发展。 

Princeton大学认知科学实验室G. A. Miller教授、Fellbaum教授（心理学系）等人于 1983年
就开始了WordNet的设计与开发（真正有效的工作始于 1985年，美国海军研究室、美国国防高
级研究计划署曾为其提供过资金支持），历时近 20 年，现已完成WordNet1.7 的UNIX版本（PC
版本尚未推出），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在WordNet中，概念就是同义词的集合（SynSet，由
可替换性原则确定），上位关系（hypernymy relation）是名词（或动词）概念间的主关系，另外
还有一些辅助的关系（例如，名词概念间的对立关系、部分-整体关系等，动词概念间的反向假
设关系、致使关系等，详见附录一）。可以简单地认为，WordNet1是一部机读的（machine-readable）
语义词典，它通过同义词集合表示概念，通过概念间的关系描述英语概念之间复杂的网状语义

关系[5，6]。同义词集合SynSet是WordNet词库的基石，也是WordNet构成一个义类词典的根本
所在；关系指针代表了一个SynSet中的词与另一个SynSet中的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2002年 1月 21日至 25日，由全球WordNet联盟主办的第一届全球WordNet国际会议（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WordNet）在印度南方的文化古城Mysore召开，会议吸引
了超过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人参加，涉及语种 30多个。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作
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一家单位参加了次会议，于江生博士和刘扬同学报告了WordNet框架的
中文概念词典（CCD）的研究和构建工作[1，2，3，4]，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可。 

四  CCD的构建 

CCD的工作是以 1997年发布的WordNet 1.6版本为基础的。WordNet 1.6版本包含四类实词
的 99,642个概念节点（其中名词概念 66025个、动词概念 12127个、形容词概念 17915个、副
词概念 3575个）和超过 5×106个语义关系，形成了一张庞大的英语概念语义网络。其后台数据

主要存放在两类ASCII码字符文件中，一类是数据文件（.dat），一类是索引文件.（idx），分不
同词性存在相应的文件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汉语和英语在本体论（Ontology）和概念上
均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在构建CCD时，一方面从结构上继承了国际标准WordNet的概念及
其语义关系和词汇关系，另一方面，CCD又不仅仅是WordNet的简单汉化，而是根据汉语特点
和文化习惯进行了调整，并对WordNet自身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探讨（[10]）。CCD的知识表示反
映的是汉语的特点，主要面向的也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 
首先我们从名词做起，因为大部分的概念（特别是专业术语）都是名词（占 WordNet 总概

念数的三分之二），名词语义的描述可在各种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得到广泛而直接的应用。但是，

直接翻译 WordNet 的概念是不可行的。因为尽管 WordNet 的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都是 ASCII

                                                        
1 WordNet 1.0 版于 1991 年 7 月公布，并向学术界免费公开。WordNet1.6 可由Princeton大学WordNet 主页免费下载，地址

http://www.cogsci.princeton.edu/~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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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文本文件，可以编辑，并且理论上也是可以可扩展的，但由于索引文件和数据文件相关性，

实际上直接在原数据文件上编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编辑任何一个数据文件都可能造成错误

的偏移字节量，从而造成检索错误。在一个索引文件中，每个记录有一部分是一个或多个字节

的偏移量（Offset），每个偏移量指明一个 SynSet 在数据文件中的起始地址。检索 SynSet 或其
它信息的第一步一般是在一个或多个索引文件中搜索单词，以获得包含这个单词的所有 SynSet
的数据文件地址。 
我们在构建CCD工作中对WordNet的数据文件进行了改良和简化。首先抽取WordNet中的名

词初始义类概念的上下位关系信息，形成了 15个上下位关系树（参见附录三），并将每棵树的
信息分别存在独立的Access数据库文件中，便于利用数据库的管理工具对数据进行操作。同时
开发了构建CCD的可视化辅助构造软件（Visualized Auxiliary Construction of Lexicon, VACOL），
使后续工作可以在上下位树形关系上可视化地进行（[10, 16]）。然后将分解的数据库文件分派
给各个领域专家2，使他们在VACOL软件上并行工作。领域专家的主要工作是对SynSet中的英语
单词、注释、用例进行中文翻译，依据中英文不同的文化背景对WordNet的概念结构进行整理，
包括概念节点甚至整棵概念子树的增加、删除或位置调整以及WordNet中原有的多父亲节点、
孤立节点、语义指针冲突等问题进行了修正，同时也对WordNet 中缺少用例的概念增加了相应
的中文用例。接下来又对加工后的各数据库文件进行合并，对原有概念的语义关系直接继承

WordNet中的关系指针，形成一个面向中文的双语概念词典数据库。 

 
集浏览器和生成器为一体的 VACOL软件界面 

 
为了与 WordNet 格式兼容，我们最后将中英文分离，形成独立的中文概念词典数据库，并

把数据库格式的数据转写为WordNet格式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在数据转写中，我们先将指向
未包含概念的关系指针过滤掉，从而保证了 CCD 阶段成果的封闭性。然后根据实际的中文信
息重新计算了每个概念新的偏移地址，同时在数据库中保留WordNet原有老的偏移地址，这样
既可以保证 CCD中概念地址的正确，又可以随时得到 CCD与WordNet的对应关系。在数据文

                                                        
2 WoldNet概念涉及不同领域的知识，必须靠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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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生成过程中，我们还按照WordNet规范将各类关系指针规定了顺序，修正了WordNet中原
来存在的关系指针顺序不一致的问题。最后是根据数据文件生成索引文件，这里重新计算了中

文单词的义项个数，并根据其在数据文件中新的偏移地址建立了相应的地址索引列表。索引文

件是按照中文词的字符串顺序进行排序的。 
 截止 2002年 4月，项目组按期完成了总计多达 30,000个与WordNet兼容的双语概念的加

工，提取出了相对独立的中文概念词典，并且顺利通过了合作单位北佳公司的阶段考核和验收。

附录二给出了 CCD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的部分样例。 

四  CCD的应用 

CCD的构建，不仅在概念和语义的表示上靠近了国际标准，而且面向中文信息处理，因此，
在我所承担的其它项目中得到了直接的应用。首先，对概念的形式化描述和概念之间语义关系

简明的结构使得 CCD成为词义消歧（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WSD）的主要词典资源，并
可能在其它语义分析中得到应用。在机器翻译项目中我们所使用的语义词典也正在根据 CCD
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在我们的建立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术语库项目中，术语库的结构设计也

借鉴了 CCD语义关系表示的方法，即用上/下位、部分/整体、同义、同源、相关等关系指针来
体现术语间网状的语义关系，使整个术语库的术语之间结构明晰，并方便术语库的维护与扩展。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CD还用于我们的信息提取工作。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们的信息提取项目主要完成面向新闻的出访、会议等信息提取的原型设计，其中命名实体的

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的浅层分析技术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模板构建中，我们参考同义词词

林，直接借用 CCD 中有关概念的同义词集合及其上下位概念的词汇集合，提高了提取结果的
准确率和召回率。目前我们的信息提取工作侧重于基于网络的中文信息提取，正在与北京大学

计算机系网络实验室合作，着手“网上名人踪迹”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万维网（World Wide Wed, 
WWW）自 1994年开始登陆中国，短短几年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网络实验
室在李晓明老师的领导下，1996年推出了 “天网”，在国内中文搜索引擎方面享有很高的知名
度，特别是天网 FTP 检索在国内首屈一指。2001 年网络实验室又推出“燕穹”中国 Web 信息
博物馆，为国人了解中文网站的历史提供了可能。据“天网” 搜集的网页估计，目前中文（简体）
网页数已经超过 5000万，网上海量信息的涌现迫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搜索引擎，而目前中文搜
索引擎的服务还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检索结果中无关或无用的网页过多，大约有一半的

结果是无关的，80%用户仅对前 2 页的查询结果感兴趣。因此，提高网上信息检索的智能性，
按照用户关心焦点的相关度排序检索结果，提供个性化检索服务已势在必行。以上功能的实现

均需要中文信息理解和处理的技术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工作是根据不同类别的用户特征，

参考 CCD 结构，构建特征概念分级扩展的用户信息表，然后利用分级扩展的特征概念对搜来
的网页做相关度评价，最后给用户提供评价后的排序列表。此工作正在进行中，结果有待进一

步实验。 

五  结语 

CCD经历了近两年的艰苦工作，目前已初见成效，建成了含有近 30000个概念封闭的、经
过人工校对了的名词类双语语义辞典，探索出一条构建中文概念词典可行的模式，并且在我们

的词义消歧、机器翻译、术语库建设、信息提取、概念检索等工作中的得到了应用。 

 5 



但是要进一步完善 CCD还有大量的工作，概念的扩充和调整是下一步的基本任务，主要包
括新概念及其关系的自动获取，以及应用驱动的词典演化。WordNet是从 80年代中期开始创建，
其收录的概念目前看来不足以科技最新发展的需要；在概念的分布上也不甚平衡，比如动物、

医学等类过细，其它类又略粗；还有就是某些概念的分类与中文的习惯也有差异。要想使 CCD
真正成为一部实用的面向中信息处理的语义词典，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调整工作。 
语义词典是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也是让计算机逐渐智能起来的前提。CCD的构建，面向

中文信息处理，并同时与国际标准接轨，在中文语义词典及双语语义词典的构建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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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Wordnet中的关系指针符号及其含义说明 (WordNet Relational Pointers)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反义关系 

Antonym 

! 反义关系 

Antonym 

! 反义关系 

Antonym 

! 反义关系 

Antonym 

! 

下位关系 

Hyponym 

∼ 下位关系 

Troponym  

∼ 近义关系 

Similar 

& 导出形式 

Derived from 

\ 

上位关系 

Hypernym 

@ 上位关系 

Hypernym 

@ 关系型形容词 

Relational Adj. 

\   

部分关系 

Meronym 

# 蕴涵关系 

Entailment 

* 又见 

Also See 

ˆ   

整体关系 

Holonym 

% 致使关系 

Cause 

> 属性 

Attribute 

=   

属性 

Attribute 

= 又见 

Also See 

ˆ    

 

附录二：CCD结果部分样例 
1、 数据文件（NOUN.dat） 
00669606 11 n 02 开端 2 开始 2 007 @ 00653451 n 0000 ~ 00669813 n 0000 ~ 00669903 n 0000 ~ 00669997 n 

0000 ~ 00671206 n 0000 ~ 00671298 n 0000 ~ 00671394 n 0000 | 任何事物的开始;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00669813 11 n 01 初潮 0 001 @ 00669606 n 0000 | 女性的初次经期; "初潮标志青春期的到来" 
00669903 11 n 03 开始 3 起事 0 来临 0 001 @ 00669606 n 0000 | 开始或早期阶段; "冬季的来临"   

00669997 11 n 02 开端 3 初现 0 001 @ 00669606 n 0000 | 最初的时期; "文明的开端"   

00670080 11 n 01 原因 0 005 @ 00669089 n 0000 ~ 00670254 n 0000 ~ 00670475 n 0000 ~ 00670572 n 0000 ~ 

00670979 n 0000 | 为事物的开始提供原动力的事件; "寻找飞机失事的原因"   

00670254 11 n 01 前因 0 001 @ 00670080 n 0000 | 在一个事件之前发生的事件或原因; "战争的前因和后果"   

00670356 11 n 02 开端 4 序幕 0 001 @ 00669089 n 0000 | 作为前导事件，引导或介绍以后的事物; "一首歌揭开

了演出的序幕"   

2、索引文件（NOUN.idx） 
开头词 n 1 1 @ 1 0 00614881    

开始 n 4 3 @ ! ~ 4 0 00473204 00669089 00669606 00669903    

开尔文 n 1 1 @ 1 0 02170844    

开战借口 n 1 1 @ 1 0 00653684    

开明 n 2 2 @ ! 2 0 00591588 00594970    

开普勒天体运动定律 n 1 2 @ ~ 1 0 0047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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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CCD名词概念分类 
 
 
                                 动物 animal 
                 生物体          人物，人类 person 
                organism          植物 plant 

   实体   
    entity                            人工物 artifact 
                非生物体            自然物 natural object          身体，躯体 body 
                 object               物质 substance            食物 food 
 
                      属性，性质 attribute 
     抽象物           数量，价值 quantity 
     abstraction        关系 relation                  通信 communication 
                      时间 time 
      
                      认知 cognition 
     心理特征         情感，感觉 feeling 
     psychology feature  动机 motivation 
 
     自然现象 natural phenomenon        过程 process 

行动行为 activity 
事件 event 
团体，群体 group 
处所位置 location 
所有物 possession 
形状 shape 
状态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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