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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问答系统中基于主题和焦点的问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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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答系统应该能够用准确、简洁的语言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问题理解是问答系统的首要的分析工作，

分析的结果的正确率直接影响后续处理。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问题的主题和焦点的问题理解的方法，该方法以

问题的疑问词、句法分析、问题焦点、问题主题在知网中的首义原作为问题分类特征。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

对提高分类的准确率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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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can answer the users’ questions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ise and concise 
language. Question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imary work of question answering. The precision of Question analysis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following processing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ew method of questio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users’ question theme and focus. This method by which the interrogative words, syntax analysis, question focus 
words and the first semenes of the question topic in HowNet have used as classification feature. Experiment result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can bring about a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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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愈来愈多

地通过互联网为人们所利用，人们经常借助搜索引擎

进行搜索。然而，目前的搜索引擎存在不少的弊端，

传统的搜索引擎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自动问答系

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自动问答系统是当今信

息检索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它的输入是用自然语言

描述的句子，返回的结果是用户所需的直接答案。例

如，如果我们想知道谁是美国现任总统，在现在的搜

索引擎中，我们首先输人关键词“美国总统”，然后再

在返回的文档中，查找究竟是谁是现任的美国总统。

而在自动问答系统中，我们输入的是“谁是现任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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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系统返回的便是其精确答案。可见，自动

问答系统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能更快的找出用

户所需的信息。可以说自动问答系统是未来的新一代

搜索引擎。 
自动问答系统主要包含三个模块[1]:问题理解，文

档检索和答案抽取。其中问题的理解是问答系统首先

进行的分析工作，这个阶段分析的结果对后续阶段的

处理有很大的影响。目前，问答系统回答问题的准确

率都不是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问答系统

“理解”用户提问不准确。在中文问答系统中，问题理

解首先要对问题进行词法分析，然后根据问题句所询

问的内容，确定问题的类型、提取出问题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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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问题的类型等因素对问题进行适当的扩展。本文

首先对用户问句的预处理及进行词法分析和句法分

析，找出用户问句的主题和焦点，然后根据用户问句

的主题在知网中的义原和焦点完成对用户问句的分

类。 
 
2 知网 

知网（HowNet）是一个以汉英双语来表示概念与

概念之间以及概念的属性之间关系的知识库[2],它是一

个网状的知识系统。知网将客观世界中的词汇所代表

的概念分为四大类：实体、事件、属性、属性值，并

通过义原来标注概念。在知网中，义原是最基本的、

不易于再分割的意义的最小单位，在知网中每一个概

念是通过一组义原来表示的。义原间存在 8 种关系：

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对义关系、属性

—宿主关系、部件—整体关系、材料—成品关系、事

件—角色关系。这些义原以上下位关系为主干，形成

树状结构分别存放于相应的义类文件中。在知网中对

于概念的定义采用知识描述语（Knowledge Database 
Mark –up language,KDML） 来描述。KDML 对概念的

定义采用 DEF 语义表达式，DEF 描述了词语详尽的语

义特征，如：生日：DEF={time|时间：Timesect={day|
日},{ComeToWorld|问世：time={~}}}。词语在知网中

的首义原是指该词语在 DEF 定义中出现的第一个义

原，例如，“生日”的首义原就是“time|时间“。它能较

好地表达出该词语所对应概念的主要语义信息[3]。 
 
3 用户问句的预处理 

关于用户问句的预处理，主要的操作就是对用户问

句进行词法分析。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

的语言成分”[4]，但汉语的语素和单字词，合成词和短语

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它是以字为基本的书写单位，因

此，中文词语分析是用户问句处理的基础与关键。而中

文词语分析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词语粗切分，切分排

歧与未登录词识别、词性标注、句法分析[5]。 
目前中文词语分析采取的主要步骤是[6]:先采取最

大匹配、最短路径、概率统计方法、全切分等方法，

得到一个相对最好的粗分结果，然后进行歧义消解，

关于歧义消解，从构成形式上看，歧义有两种[7]：交

集型歧义，组合型歧义。设 A、B、C 为汉字字符串，

交集型歧义是指在汉字字符串 ABC 中，AB 和 BC 都

可以组成一个词；组合型歧义是指切分 AB 和 A／B
都能分作词。单从分词结果上看歧义字段还可以分为

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确定分法的歧义切分字段：第二

类是不确定分法的歧义切分字段，即在不同的语境种，

会出现不同的切分结果。比如：字段：“集中”在不同

的语境种会有不同的切分结果。在句子“全校师生集中

在学校操场上开会”中“集中”是一个词；但是在句子

“自然数集中的所有质数构成的集合”中“集中”就不是

一个词。歧义消解完成进行未登录词识别，未登录词

是指那些在词典中没有收录的但又确实是词的词，又

称新词。如人名、地名、机构名、产品名、简称、省

略语等。目前对未登录词处理的方法是采用预处理策

略，对词先进行分析处理，经分析是人名、地名还有

机构名，对他们进行适当地标记处理。 
词性标注的任务就是根据一个词在某个特定句子

中的上下文，为这个词标注正确的词性。其实质是研

究词语所表现的语法功能的聚合关系，它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是词性歧义(词性兼类)和未登录词词性的确定.
词性自动标注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因

为在汉语中广泛存在着一个词语的词性多于一个的歧

义现象。目前词性标注方法主要有三种[6]：基于规则

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混合方法。在上述三种方

法中，基于统计的词性标注方法用的最为普遍，是目

前词性标注的主流方法。 
本文没有设计自己的词法分析系统 ，而是采用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词法分析系统。 
对用户问句进行句法分析是指在给定的文法下来

分析自然语言的层次结构，它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中

心问题之一，它是在词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

利用哈尔滨式业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提供的汉语句法

分析器，对用户问句进行句法分析，找出用户问句的

主语和宾语。如“谁是小偷”的句法分析结果如下： 
 
 
 
 
 
 
其中“谁”是主语，“小偷”是宾语。本文根据需要将利

用句法分析所得问句的主语或宾语作为问句的主题。 
 
4 问句的主题和焦点的确定 
4.1 疑问词和疑问词短语 

在汉语疑问句中包含疑惑和询问两种意义，通常

既有疑惑也有询问，但也可以无疑而问，如反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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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句。提问的手段，有语调、疑间词、语气词或疑

问格式等，有时只用一种手段，有时兼用两三种，但

其中语调是不可少的。疑问句可以根据上述表示提问

的手段特点，一般分成四类：是非问句、特指问句、

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判断一个句子是不是疑问句要

涉及到语调，语气助词，疑问词等[8]。其中最重要的

是疑问词。下表列出了常见的的疑问词类型表： 
表 1 疑问词类型表 

类型 疑问词及疑问词短语 例句 

人物 什么人 /谁/哪个人/何人/哪些人 谁发明了电灯 

地 点 
什么地方/什么地点/哪里/哪儿/何

处 
黄山在哪里？ 

时间 
什么时间/什么时候/何时/哪个时

候/何时 多长时间/多 少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

么时候成立的？ 

数量 多少/几 中国有多少人？ 

原因 
什么原因/哪些原因/什么因素/哪

些因素/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大地

震？ 

方式 

哪些方法/哪些方式/哪些算法/哪

些途径 

什么方法/什么方式/什么算法/什

么途径 

怎样/怎么/怎么样/如何 

什么方法可以准确地

预测将要发生大地

震？ 

其他 —— —— 

有时我们将一些询间目的明确的词语与疑问词合

并，称为疑问词短语。在本文中我们将一个问句中的

的疑问词和紧跟疑问词后没有别的修饰词的名词一起

作为疑问词短语[8]。 
比如：哪个人提出了人工智能？ 
在这个问句中将“哪个人”作为疑问词短语。 

4.2 问句的主题和焦点的确定 
疑问句中的焦点是指由问题找到的相关性质和实

体，它往往就是问句的主要内容，它能比较准确地反

映该问句涉及的知识范围[9]。抽取提问焦点，有助于

确定问句的类型和答案的内容范围，综合其他信息为

问题检索出相对准确的答案。那么问题焦点是怎么确

定的呢？通过对大量的疑问句的分析，可以得出疑问

句中的问题焦点就是该疑问句中的疑问词或疑问词短

语构成的。当疑问句中的疑问词后是非名词或没有别

的词时，则该疑问句的问题焦点就是由疑问词构成的；

若紧跟疑问词后是名词，则该疑问句的问题焦点就是

疑问词和疑问词后的名词构成的疑问词短语构成的。

比如： 
2009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是多少？ 
问题焦点：多少 
中国第一次卫星发射发生在什么时候？ 
问题焦点：什么时候 
疑问句中的主题是指问题的对象或者事件，它是

一个问句的概念主体[9]。它的作用是能够完整、深刻

地揭示问题的内容和中心。我们可以从问句论述的主

题直接检索所需资源，主题可以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

容直接查找，凡是和所研究问题的主题内容相关资源

都会被集中起来，反馈给用户，而且这一查找十分方

便快捷。一般疑问句中的主题可根据以下方法确定： 
(1) 在疑问词位于句子末尾的问句中，主题是由问

句的主语构成的。如： 
2009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是多少？ 
问题主题：奖金 
中国人第一次太空慢步发生在什么时候？ 
问题主题：太空慢步 
(2) 而对于“谁是……？”、“什么是……？”、“哪

个是……？”等疑问词后为动词“是、为”等问句中主题

是由该问句中的宾语构成的。如： 
什么是人工智能？ 
问题主题：人工智能 
谁是现任美国总统？ 
问题主题：现任美国总统。 

 
5 问题分类 

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往往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所

以不论是英文自动问答系统还是中文自动问答系统一

般都有问题分类。在英语中问题分类相对简单，而对

于汉语，问句的提问方式灵活多变，这就使得汉语中

的问题分类要复杂得多。在中文自动问答系统中，常

用的问题分类主要依靠的是句子中的疑问词，但各个

疑问词对问题的辨别能力是不同的。例如，如果问句

中出现疑问词“哪里”“哪儿”，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

问题类型为“询问地点”；如果问句中含有“谁”，就可

以判断出问题类型为“询问人”。为了叙述方便，将这

样的疑问词为专有疑问词。但如果问句中出现“什么” 
“哪” “哪个” “哪些”等疑问词，因为很多问题类型中都

可能出现这些疑问词，称这些疑问词为通用疑问词。

由通用疑问词构成的疑问句，如果依靠疑问词就不能

判断出问题类型[10]。例如对于问句:人工智能是谁提出

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提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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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是谁提出的? 
2）什么人提出了人工智能? 
3）哪个人提出了人工智能? 
4）人工智能是何人提出的? 
显然，上述 4 个问句问的是相同的问题，但如果

采用常用的依靠疑问词的问题分类的方法，它们将被

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返回的答案也可能因为采用不同

的搜索策略而不同。而本文提出了依据问句的焦点和

主题对问题进行分类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分类的错

误。比如在上述问句中，问句 1 的焦点是“谁”，主题

是“人工智能” 
问句 2 的焦点是“什么人”，主题是“人工智能” 
问句 3 的焦点是“哪个人”，主题是“人工智能” 
问句 4 的焦点是“何人”，主题是“人工智能” 
我们可以依据这四个问句的焦点就可直接判断出

它们是同一类型的问句。有一些问句仅依靠问句的焦

点还不能确定问句的类型，要将问句的焦点和主题相

结合才能判断出问句的类型。比如：林肯、奥巴马、

里根这三人中哪一个是美国现任领导？在该问句中焦

点是“哪一个”，而主题是“美国现任领导”。显然根据

该问句的焦点并不能确定问句的类型，但是根据该句

的主题“领导”在知网中的首义原（领导的首义原是：

human|人）可以判断出问题类型为“询问人”。还有一

些由通用疑问词位于句尾的问句，比如：地球上地震

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类的问句的类型也是由问句的主

题和焦点共同确定的。 
通过对大量问题的观察和统计，本文归纳出了根

据问句的焦点和主题判断问题类型的判断规则如下： 
(1) 如果问句是由专用疑问词构成的，则可直接由

问句的焦点确定问句的类型。 
(2) 如果问句是由通用疑问词构成，并且疑问词后

紧跟着名词，则可由问句的焦点确定问句的类型。 
(3) 如果问句的通用疑问句位于句子末尾或疑问

词后紧着动词，则可由主题和焦点共同确定问句的类

型。 
 
6 实验和实验分析 
6.1 实验 

本系统使用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检索实验室提

供的问句集，共选取了 4500 个问句。从中选取了 900
个问句，并对一些问句进行人工扩展，共 1600 个问句

作为测试集，剩下的 3600 个问句作为训练集。对训练

集中的问句进行人工类型标注，并抽取出大类特征模

型和小类特征模型，人工分类共分为 7 大类，每个大

类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义了一些小类，共 60 个小类[11]，

如下表： 
表 2 本文的问题分类体系 

大类 

(Coarse) 
小类(Fine) 

人物 

(HUM) 

特定人物  团体机构  人物描述  人物列举 

人物其他 

地点(LOC) 星球 城市 大陆 国家 省 河流 湖泊 山脉 

大洋 岛屿 地点列举 地址 地点其他 

数字 

(NUM) 

号码 数量 价格 百分比 距离 重量 温度 

年龄 面积 频率 速度 范围 顺序 数字列

举 数字其他 

时间 

(TIME ) 

年 月 日 时间 时间范围 时间列举 时间

其他 

实体(OBJ) 动物 植物 食物 颜色 货币 语言文字 物

质 机械 交通工具 宗教 娱乐 实体列举实

体其它 

描述(DES) 简写 意义 方法 原因 定义 描述其它 

未知 

(Unknown) 

未知 

另外还通过人工方式构造了专用疑问词集和通用

疑问词集。 
实验性能采用的评价标准是分类准确率，可用如

下公式求得: 

分类准确率=
测试集中总的问题数

题数测试集中正确分类的问 *100%   

在实验中，我们利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检索

研究室提供的词法分析器和句法分析器,对测试集中

的每一问句,通过分析器的分析,得到问句的每一个词

语及其词性和问句的主语、谓语、宾语。然后根据前

文提到的方法，利用训练集、专用疑问词集、通用疑

问词集等，顺序完成以下操作： 
① 焦点的确定 
如果疑问词后紧跟着名词，则焦点是由疑问词和

名词组成，否则焦点就是疑问词。 
② 主题的确定 
如果疑问词位于句子的末尾，则主题是句子的主

语，否则主题是句子的宾语。 
③ 问句的分类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1 年 第 20 卷 第 6 期 

 60 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如果疑问词是专用疑问词或由通用疑问词后紧跟

名词，则可由问句的焦点，根据人工标注的大类特征

模型和小类特征模型得也该问句所属的大类和小类；

否则，由问句的主题、主题在知网中的义原和问句的

焦点，根据大类特征模型和小类特征模型判断出该问

句的所属的大类和小类。 
通过实验，利用上述分类准确率公式分别对表 2

中的大类和小类的分类准确率进行评价，得出的实验

结果如下表： 
表 3 基于焦点和主题的分类的实验结果 

类别 准确率 

7 大类 88.36% 

60 小类 80.19% 

6.2 实验结果分析 
由表 3 可以看出，当使用基于焦点和主题对用户

问句进行分类时，能够取得较好的实验结果，其中 7
个大类的分类准确率最高可以达到 88.36%，而 60 个

小类的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 80.19%。同时对实验中出

现错误问题分类进行分析后发现，主要由以下原因造

成的： 
(1) 分词和词性标注造成的错误。对于一些新词和

岐义词等常出现分词或词性标注的错误。比如问句：

“自然数集中的所有小于 1000 的质数集中在一起是多

少个？”，分词系统将该问句中的两个“集中”都划分成

一个词，显然这是不正确的。 
(2) 知网（HowNet）是一个以汉英双语来表示概

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的属性之间关系的知识库，它

是一个语义词典。一方面由于它上面的词语是有限的，

所以有一些词在知网上是没有的，从而不能确定其首

义原；另一方面本文在一些问句类型的确定是利用主

题词在知网中的首义原，这也会产生错误。比如问句：

“怎样才能取得博士学位？”中的“博士”一词在知网中

的首义原是：human|人，显然在该问句它并不是指人。 
(3) 句法分析析造成的错误。由于句法分析到目前

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所以也会造成分类的错

误。比如对于一些接近于口语含有多个动词的复杂问

句就容易造成分析的错误。 
(4) 对于一些在问题集很少出现的特殊问句，比如

“黄山凭什么闻名于世？”，在分类时就很容易出现错

误。 
 
 

7 总结与展望 
从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焦点

和主题的问题理解能够取得较好的性能，不管是大

类的分类准确率，还是小类的分类准确率都取得较

好的效果。目前，问题理解仍然是自动问答系统中

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下一步的我们将对本文提出

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对实验中出现错

误的分类进行分析和改进，使分类的准确率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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