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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为带标志构件的现代汉语复句子类（有标复句）建立本体模型，奠定中文信息处理复
句层级的研究基础。 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关系标志与分句间的联系对标志构件进行句法分析，并在本体
构造方法框架的指导下，用 ＵＭＬ语言构造有标复句领域相关概念的本体模型。 与已有成果相比，改进的模型能
更精确、更深入地描写有标复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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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有标复句，它是现代汉语

复句的一个子类，是使用了关系标志，形成了特定句式的复
句［１］ 。 之所以选择有标复句作为研究对象，看中的正是此类
复句语表上出现的标志。 这一标志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可以
成为客观标准的形式实体，它的语法功能是连接分句，并标志
其相互关系［１］ ；它对计算机识别、处理句内短语起着关键作
用，并可以从深层控制分句间的逻辑关系［２］ 。 因此，选择有标
复句作为中文信息处理复句层级上的研究对象是可取的。 除
关系标志带来的优势外，有标复句还具有良好的概念层次结
构，而文献［３，４］的研究已证明本体在具有良好概念层次结构
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因此，将本体和本体理论应用到
中文信息处理复句层级上是可行且合适的。 但目前这方面的
成果并不多，主要体现在文献［５，６］中。 其中文献［５］分析了
复句的静态结构及它与小句的关系，并用面向对象本体建模方
法构造了小句元模型，且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复句静态本体
模型。 文献［６］则从本体基本建模元语出发构造了复句本体
模型。 虽然这些成果无疑将有助于复句的本体研究，但它们都
未能深入研究关系标志以及分句间的联系，而这些恰好在有标

复句中体现得比较直观，因此，本课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以
有标复句和关系标志为突破口，研究本体在复句句法分析领域
的深层应用。

1　本体及相关概念
近十年来，虽然本体研究的分支日趋完善，但与本体相关

的概念和术语却不尽一致，因此，在研究有标复句本体构造之
前，有必要统一以下本体及相关概念的定义。
定义 １　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它特指哲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对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进行系统的解释或说明，借此来抽
象客观事实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关联。
定义 ２　概念化（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它指某一概念系统

所蕴涵的语义结构，是对某一事实结构的一组非正式的约束规
则［７］ 。
定义 ３　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是对于概念化的明确表达［８］ 。
定义 ４　本体构造（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本体捕获、本体描

述、已有本体集成及对新生本体模型评估的一系列过程［９］ 。
定义 ５　本体理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它是一个逻辑理

论，用于说明一系列词汇的特定含义。 为达成描述概念化范畴
的目的，使用一系列逻辑语言来表达，但此语言必须基于其本

第 ２７ 卷第 ２ 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１０



体约定的限制，从逻辑语言中找出适当的特定模型来说明概念
化范畴的特定含义。

文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均以上述定义为准。

2　有标复句本体构造
2畅1　本体捕获

本体构造的第一步是本体捕获，即在领域专业知识的配合
下确定重要的概念和关系，给出它们的精确定义，并确定其他
相关术语［９］ ；具体到本课题，就是要对有标复句进行句法分
析，从中挖掘重要的概念和关系，并选取 Ｐｅｒｅｚ 等人定义的五
个本体元语（属性、关系、函数、公理、实例）来构造本体。

根据文献［１０］的观点，这种挖掘应该作用于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有标复句的实义构件，另一方面是有标复句的标志构
件。 文献［５，６］对复句实义构件的挖掘是扎实且深入的，考虑
到有标复句是复句的子类，它们的成果对有标复句的本体捕获
肯定是有价值的。 但它们没有挖掘能够体现有标复句特点的
标志构件，也没有分析标志构件与实义构件间的关系，因此它
们的成果对有标复句的本体捕获而言是不完善的，而如何将其
完善正是本文考虑的重点。

标志构件的核心构件是关系标志，分析关系标志时，除了
文章前言部分提到的关系标志的语法功能外，还应重点分析关
系标志的分类和语表形式。

文献［２］认为，关系标志应该分为篇章关系标志和分句关
系标志，理由是，虽然有些关系标志位于某一分句中，但所表示
的关系却超出了所位居的复句，且往往与前面的句子或段落甚
至篇章发生关系，因此应该与连接分句的分句关系标志区分开
来，称为篇章关系标志。

分析语表形式本质上就是分析关系词语，它包括分析关系
词语的范围，语法单位大小、类别、充当成分和是否是准标等
属性。

语法学中通常认为关系词语包括四类：ａ）句间连词，它们
通常连接分句，不充当句子成分，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
等；ｂ）关联副词，它们既起关联作用，又充当句子状语，如“就、
又、也、还”等；ｃ）助词“的话”，它表示假设语气，总出现在假设
分句末尾，标明分句间的假设结果关系；ｄ）超词形式，它们本
身已不是一个词，如“如果说、若不是、不但不、总而言之”
等［１］ 。

从上述关系词语的范围可知，关系词语语法单位所处的级
是不固定的，可能是词，也可能是比词大的单位。 例如“因为”
“所以”是词，而“与其说”“不如说”则是比词大的单位。 正因
为关系词语语法单位大小不固定，所以关系词语在词类系统中
的类别也不固定，可以是连词、副词、助词，还可以是多种类别
的组合。 例如“因为” “所以”是连词，“都” “就”是副词，“的
话”是助词，“还是”是副词＋判断动词。 关系词语类别的不固
定又导致关系词语在句中充当成分的差异，有的仅充当标明分
句关系的语法成分，有的却能在充当语法成分的同时兼做句子
成分。 例如在“无论 ｐ，都 ｑ”的句式中，“无论”只充当标明关
系的语法成分，“都”却既起关联作用又兼做状语。 虽然关系
词语是标志关系的语表形式，但有的关系词语并非与一两种关
系发生固定联系，不是典型标志，只能说是准标［１］ 。 除关系标
志这一核心构件外，标志构件还包括层次关系和复句类别两个

配套构件，它们和关系标志一起完成对整个有标复句的管控。
层次关系的主要属性包括：ａ）层次数，标志一个有标复句

由几层构成；ｂ）单层关系，标志有标复句中某一层的关系；ｃ）
层关系词语，标志某一层的关系由哪组（个）关系词语来表达。
有标复句句式类别由分句的第一层关系决定，第一层是什么关
系就将整个有标复句标志为什么句式，因此，复句类别的属性
值可以由层次关系的单层关系推导出来。

2畅2　本体描述
本体捕获的下一步工作是本体描述，即用合适的描述语言

来表达概念和术语［９］ 。 在选择描述语言时，考虑到本课题的
目的只是建立本体的静态元模型，并不需要描述动态交互，因
而可以采用成熟度较高的 ＵＭＬ。 当然，ＵＭＬ 是面向对象的建
模语言，它与本体建模之间存在一种映射，对于具体的映射规
则文献［１１］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说明，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只是
直接应用。 结合文献［５，６］的成果和上文的句法分析，可以认
定有标复句领域实义构件中需要描述的概念有五个，即词、短
语、句子语气、分句和分句组；标志构件中需要描述的概念有三
个，即关系标志、层次关系和复句类别。 考虑到文章篇幅，本文
只给出与文献［５，６］中描述有所不同的句子语气和标志构件
中概念的 ＵＭＬ类图及其说明，如图 １ ～４所示。

图 １中，句子语气类的序号是指某个句子语气对象在复句
中的线性位置，取值类型是整型；语气标点是指句子语气对象
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取值类型是枚举型，取值范围 ＝
｛，、；、。、？、！｝；是否是分句语气是指句子语气对象是分句语气
还是整个复句的语气，取值类型是逻辑型；第几分句语气是指
当“是否是分句语气”取值为真，即是分句语气时，句子语气对
象是第几分句的句子语气；句子语气类主要有两个操作，当
“是否是分句语气”取值为真，即是分句语气时，“组装成复句”
操作为空，当“是否是分句语气”取值为假，即是整个复句语气
时，“组装成分句”操作为空。
图 ２中，关系标志类的序号是指某个关系标志对象在复句

中的线性位置，取值类型是整型；关系词语是表示关系标志的
词语，取值类型是字符串型；标明关系是指本对象所标明的分
句之间的关系，取值类型是枚举型，取值范围＝｛因果、推断、
假设、条件、目的、并列、连贯、递进、选择、转折、让步、假
转｝［２］ ；第几层标志是指关系标志在复句中所处的层次，取值
类型是整型；是否是“准标”是指关系词语是否是典型标志，取
值类型是逻辑型；搭配标志序号是指与此关系标志对象共同形
成完整关系标志的标志对象的序号，取值类型是整型；词还是
超词是指表达关系标志的是词还是比词大的超词单位，取值类
型是逻辑型；关系标志的主要操作是分句管控。

图 ３中，层次关系类的序号表示其对象标志的是有标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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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几个层次，取值类型是整型；层次数是指有某一标复句
中共有几个关系层次，取值类型是整型；单层关系是指某一层
次的关系类型，取值类型是枚举型，取值范围与关系标志中标
明关系的取值范围一样。 层次关系词语，表示某一层关系用什
么词语来表达，取值类型是字符串型；层次关系的主要操作是
分句组管控。

图 ４中，复句类别的序号实际上表示的是对象所属有标复
句的序号，取值类型是整型；句式类别是指某一有标复句的关
系类别，取值类型是枚举类型，取值范围与关系标志中标明关
系的取值范围一样。 复句类别的主要操作是复句类别标志。
在考虑同类关系时，有两组泛化关系值得注意，如图 ５、６所示。

在泛化关系中，如果一般类特化出它的所有子类（不再有
其他的子类）时，这种泛化称为完全（ｃｏｍｐｌｅｔｅ）泛化，如果存在
某种具有公共父类的多重继承，这种泛化称为交叠（ｏｖｅｒｌａｐ唱
ｐｉｎｇ）泛化［１２］ 。 句子语气和复句语气、分句语气之间的关系就
是完全泛化，如图 ５所示；而关系标志和词关系标志、短语关系
标志、非短语超词标志之间就是一种交叠泛化，如图 ６所示。

考虑类间关系时，标志构件的类间关系是重点。 如图 ７ 所
示，在有标复句中，复句类别由层次关系中的第一层关系决定，
所以复句类别与层次关系之间是依赖关系；而每层层次关系也
最终由关系标志决定，因此层次关系与关系标志之间也是依赖
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的传递性也导致复句类别与关系标志之间
是依赖关系。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关系标志在标志构件中的核
心地位。

2畅3　本体集成
综合文献［５，６］的成果和本文的研究，可勾画出有标复句

本体静态元模型，如图 ８所示。

图 ８中的“倡”号表示多个意思，是“１⋯倡”的缩写，如短
语可由多个词组成，分句组可由多个分句组成等。 为使图看上
去更简洁，本文采用了缩写形式。 图中①表示“ ｉｓ唱ａ”关系，如
分句是一种实义构件；②表示“ｐａｒｔ唱ｏｆ”关系，如实义构件是复
句的组成部分；③表示“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唱ｏｆ”关系，如关系标志是分句的
一个属性。

2畅4　本体评估
在文献［９］中，Ｕｓｃｈｏｌｄ 等人提出了一个对所构造本体进

行评估的方法学框架，该框架列出了本体评估的三条基本原
则：ａ）对本体应用领域的分类是否完整；ｂ）本体描述与任务背
景是否无关；ｃ）新生本体和已有本体集成时重用率是否高。
依据上述三条原则对本课题构造的本体进行评估，可得出

如下结论：ａ）以实义构件和标志构件来对有标复句构筑单位
进行分类在语法学上是完整的，但如何将其映射到中文信息处
理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ｂ）本文用 ＵＭＬ描述的有标复句本
体的抽象程度是合适的，它既能保证与任务背景的无关性又可
以为下一步的具体应用奠定基础；ｃ）由于文献［５，６］和本课题
的研究都是在相同的语法学框架内展开的，在本课题的研究中
本体集成的重用率是较高的，但这也可能存在排斥其他理论框
架内已有本体的风险。

3　结束语
有标复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对其中的概念进行分析

并进行本体构造，目前在国内外都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 本文
在文献［５，６］的基础上尝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对标志构件
的句法分析，在本体构造方法框架的指导下，用 ＵＭＬ语言构造
了有标复句领域相关概念的本体模型，并对它们进行了相应的
评估。 这些在缺乏任务背景的前提下构造的本体并不能马上
应用于特定的任务，但它们的抽象程度以及和已有本体的兼容
性是合适的，相信经过进一步修正和扩充，必将成为面向信息
检索有标复句本体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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