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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述（Paraphrase）是自然语言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它集中反映了语言的多样性。复述研究的对象

主要是有关短语或者句子的同义现象。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各种底层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对复述技术的需求

也越来越强烈，因此有关复述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英文和日文方面，复述技术已经被成功的应用到

信息检索、自动问答、信息抽取、自动文摘、机器翻译以及文本水印等多个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效地提高了

这些系统的性能。本文主要对复述实例库的构建、复述规则的抽取以及复述的生成等几方面的 新研究进展进

行详细的综述，并简要介绍了我们在中文复述方面进行的初步研究工作。在文章的 后一部分，我们对复述技

术的难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并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句子复述（改写）；复述语料库；复述抽取；复述生成；综述 

中图分类号：TP391.2 

Survey on Paraphrasing Technology 

LI Wei-Gang, ZHANG Yu, LIU Ting, LI She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boratory,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Abstract: Paraphras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natural language which captures core aspects of variability in 

language. The study of paraphrase is about the synonymy phenomena of phrases or senten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undation technology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search on paraphrase has been recently received growing 

attention. Currently, paraphra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NLP fields, such as, information retrieval, 

question answering,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utomatic text summariz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ext watermark,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systems. This paper will mainly survey several aspects as followed: paraphrases 

corpus construction, paraphrases rules extraction, paraphrases generation and paraphrase evaluation. And some of our 

work about paraphrase is introduced in the next section. At last, some challenges, together with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paraphrasing technology are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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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G.M.Olson 提出判别计算机

是否理解自然语言的四条标准分别是：问答、文摘、

复述和翻译。他认为，计算机只要达到了以上标准

的一条，就可以说它能够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复述

研究作为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标准之一，其研究价

值可见一斑。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各项底层技术的不 
 
 
 
 

断成熟和发展，复述作为自然语言中一种非常普遍

的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复述在

国内也有学者称为改写 [1] ，其英文名称是

Paraphrase，该词的名词解释是“解释，释义等”。

尽管“同义词”也属于一种广义的复述，但是在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复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短语以

上，句子以下”的语言单元，不涉及简单的词汇级

同义问题，也不涉及到段落级的改写问题。目前国

外对复述的研究较多，他们所处理的语言大部分是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435020）资助 
**： 作者简介：李维刚，1979 年生，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自动问答，句子复述等. Email: lee@ir.hit.edu.cn； 张宇，男，1972 年生，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自动问答，信息检索，文摘和抽取；刘挺，男，1972 年生，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李生，男，1943 年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 



英语和日语，有关中文的复述研究相对较少，处于

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复述的

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首先介绍复述的定义，第三部

介绍复述实例语料库的构建方法，第四部分介绍复

述规则的各种抽取方法，第五部分介绍复述的生成，

第六部分介绍我们在中文复述方面进行的初步工

作， 后一部分对目前复述研究存在问题及发展方

向进行了展望，并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2 复述的定义 

很多学者试图给复述一个精确的定义，早在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语言学家 Halliday 和 De 
Beaugrande 等人就曾经给出复述的定义[5, 10]，他们

认为复述保留了“概念上的近似等价”，但是互为复

述 的 两 个 短 语 或 者 句 子 的 可 替 换 程 度

（Interchangeability）一直是一个没有确切标准的问

题。Barzilay 等人把复述看作为传达相同信息的可

替换形式，主要研究怎样抽取复述[2]。Oren Glickman
等人则认为复述现象反映了语言多变性的核心，表

示对应到相同意义的等价表达[17]。 
在分析了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复述

研究的对象、复述和相似度概念的区别以及复述的

分类等几方面来阐述复述的概念，以更好的理解复

述的内涵。 

2.1 复述研究的对象 

复述（Paraphrase）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有关短

语或者简单句的同义现象，据此，我们可以将复述

研究分为两个任务： 
(1) 在大规模的相关语料库中抽取短语或者

简单句复述实例，构建复述实例语料库，并对复述

实例库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包括词汇对齐等； 

(2) 在深加工的复述实例库的基础上研究复

述的生成技术，包括从中抽取复述规则并应用规则

到生成上，以及利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复述生成的研

究等。 

所谓短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

语法规则构成的语法单位，简单句是指只含有一套

主谓结构的句子。一般情况下，第一个任务主要是

完成复述实例语料库的构建和加工，为复述的生成

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个任务称为复述的生成，也

就是将给定的一个短语或者简单句转换为另外一种

形式并且保持含义不变的短语或者句子的过程。 

尽管有关词汇、复杂句甚至段落也有复述现象，

但是我们认为，有关短语和简单句的复述在整个复

述技术本身的研究以及复述的应用研究中起着承上

启下的关键作用。通过短语复述或简单句复述的分

解过程可以获得同义词，通过组合过程则可以获得

更复杂的复述。因此本文着重介绍有关短语和简单

句级的复述研究现状。 

2.2 复述和相似度概念的区别 

为了更清楚的理解复述的概念，我们将复述和

相似度的概念做一比较。复述的研究对象是短语和

句子的同义现象，互为复述的两个短语或者句子意

义是相同的，而相似度的研究对象是短语和句子的

相似现象，两个相似度很高的句子可能意义完全不

同。 
两个句子是否为复述和相似度大小没有必然

的联系。如在自动问答系统中，如果问“毛泽东的

生日是哪天”，不能回答“周恩来的生日是 1 月 8
日”，尽管这两句话的相似度非常高，但他们不能称

为复述；同样，用于文本水印中，也不能把文本中

的“我吃了晚饭”转换为相似度很高的“我吃了早

饭”。 当然，相似度也有很多的用途：在英语辅助

写作系统中，如果知道“吃水果”的翻译方法，我

们可以利用相似度计算知道“吃香蕉”和“吃水果”

的相似度很高，因此起到了辅助写作的作用；在文

本分类和聚类中，常常计算文本的相似度，把相似

的文本放在一类中。 
 
 

图 1 复述实例句对 

和相似度不同，复述要解决的是同义问题，对

于下面的例子，由于句（2）比句（1）含有附加的

信息“伟大领袖”，因此这两个句子就不能称之为复

述。但是句（1）和句（2）的片断“毛泽东的生日

是 1893 年 12 月 26 日”就可以组成一个复述。从上

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对于局部同义的现

象，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到复述。所谓局部

同义是指一个句子中的某个片段和另一个句子中的

某个片段意义相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大部

分的复述都是从类似的局部同义的局对中抽取出来

的。 

毛泽东出生于 1893 年 12 月 26 日。           （1）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是 1893 年 12 月 26 日。 （2）



2.3 复述的分类 

Bazilay等人根据复述的粒度不同，将复述分为

词汇级、短语级和句子级三类。根据复述是否可以

被分解，可以将复述分为原子级的复述和复合的复

述[2]。而Chutima等人把常用的复述现象归纳为六类
[31]，分别是： 

(1) 同义词：用一个词的同义词替换该词； 
(2) 语态：主动和被动语态的转换； 
(3) 词性的变化：比如把一个名词用作动词，

或者其它词性之间的变化； 
(4) 断句：把一个长句分割成几个短句； 
(5) 定义：用一个词的定义替换该词； 
(6) 句子结构的变化：用不同的句子结构表达

相同的意义； 
Rinaldi 等人也进行过类似的划分[41]。不同类别

的复述其研究方法也不同，相应的可以用在不同的

应用上。由于复述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有关复述的

研究被广泛的应用到多文档文摘、自动问答系统、

信息检索、信息抽取、机器翻译等领域。 

2.4 复述的形式化定义 

“复述”既用于表示转换一个短语或简单句从

而得到其同义短语或简单句的过程（Paraphrasing），
又常常用于表示该过程产生的结果（Paraphrase），
本文将一个结果意义上的复述定义如下：假设两个

短语或简单句 A，B，若满足以下条件：(1) A，B
为同一种语言的短语或简单句且字面不完全相同；

(2) A，B 分别是结构上稳定的短语或者简单句；(3) 
A，B 所表达的含义相同。则称 A 为 B 的一种复述，

反之亦可，称句对{A，B}为一个复述句对，简称一

个复述。 
特殊的，如果 A，B 分别是一个词语，则{A，

B}则称为一对同义词。性质（1）主要区别于双语

句对，性质（2）确定了复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短

语以上，简单句以下”的所有语言片段，而其他的

比如同义词现象以及段落复述不是本文综述重点，

性质（3）是{A，B}成为复述的必要条件。 

3 复述实例的获取 

在目前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并没有专门复

述资源的积累，但是却存在着很多包含复述的潜在

资源。比如一个外文名著对应的两个或者多个不同

的译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等相关的资源。对

于这些文本为同一种语言，文本之间有信息的重叠，

Barzilay 又将由这种文本组成的语料库称之为*相关

语料库[25]。因此如何从这些相关资源中抽取复述的

实例，构建复述实例语料库成为研究复述现象的一

个基础工作。目前大部分有关复述的研究也都集中

在此，研究的目标语言多是英语和日语。 
复述实例就是不含有任何变量的原始短语或者

句子复述，而复述规则是含有变量的一系列复述模

板。前者可以直接从相关语料库中获取，而后者则

需要一定的抽象知识，这些规则可以用到复述生成

上。文献[2]将复述的获取方法大致分为有三种，第

一种方法是手工获取复述，第二种方法是利用现有

的语言学资源获取复述，第三种方法则是利用相关

语料库获取复述。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将复述

获取又称之为复述抽取，本文对此不加区分。本节

详细介绍复述实例的获取，下一节介绍复述规则的

获取。 

3.1 手工获取复述 

和其它资源一样，复述实例获取的第一种方法

也是手工获取[12, 20]。如果仅仅获取复述实例，这种

方法实现起来较为简单，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是获取复述规则，则一般需要语言学家来支持，

手工获取复述规则的代价相对较大，当获取的复述

规则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规则的冲突等弊端。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知识工程的弊端，并且这种传统

的手工生成的复述规则往往都是应用相关的，不易

扩展，通用性也不好。目前这种获取方法只是作为

辅助手段，用到一些复述获取的评价上[2, 36]。 

3.2 利用现有语言学资源获取复述 

利用现在已有的语言学资源也可以获取复述。

针对英语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WordNet[16], 
MindNet[19]等类似的资源。中文里类似的资源则可

以利用同义词词林、知网等，但是利用语言学资源

抽取出的复述大多是单词级的，根据本文规定的复

述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这种方法由于受到资源本

身的限制，导致了这种方法的受限。 
另外，该方法在获取复述的时候也存在着相应 
 *：也可称为比较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 



的问题，比如，利用 WordNet 抽取复述，如果仅仅

利用同义词作为复述，可能不够充分，这就需要一

种将 WordNet 中的关系映射到复述的方法。哪些关

系可以映射为复述？这在 WordNet 里并没有规定，

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同义词才可以作为复述[13]，而

另一些学者则放松了这种限制，规定了其他一些相

似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复述[27]。 
利用现有的语言学资源抽取复述显然受到很

多的限制，因此有的学者就通过首先构建语言学资

源，然后从构建的资源中在获取复述。比如

Pereira[18], Hatzivassiloglou[11] 和 D.K. Lin[35]等人就

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们在构建资源的时候利用了

分布假设（Distributional Hypothesis），其基本思想

就是出现在相同上下文中的单词的意义也可能相

同。这种方法虽然一定程度的扩展了资源，但是该

方法抽取出的候选单词却不一定是复述，比如“香

蕉”和“苹果”作为水果的不同品种经常出现在相

同的上下文[35]，但是他们的意义完全不同，不能互

为复述。而这种方法更为严重的一个限制就是只能

抽取同义词。在后来的研究中，Lin 等人推论了分

布假设，提出了扩展分布假设能够提取出句子级的

推理规则[36]，这个将在后面详细介绍。另外基于语

言学资源的复述方法中，还有的学者利用词典抽取

复述[21]，但是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3.3 基于语料库的复述获取方法 

基于语料库可以抽取出多种知识资源，比如

Wu 和 Zhou 等人结合词典、双语语料库和大规模单

语语料库多种资源，从中抽取同义词，进行了有意

义的研究[50]。本文中基于语料库的复述获取有两层

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相关语料库中抽取复述实例，

尤其是短语和句子级的复述实例[25-26, 29, 34, 42-43, 47]，

又称之为复述实例的获取；第二层含义是在利用一

定语言学资源的基础上，首先经过一系列的自然语

言底层技术的处理，对复述实例进行一定程度的泛

化和抽象，使之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然后从中直

接提取出复述规则，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复述规则

的获取[30-32, 39, 41, 42, 44, 45]。本节主要介绍有关短语和

句子复述实例获取的研究现状。 

3.3.1 基于译文相关语料库的复述实例获取方法 

很容易理解，两个作者对同一内容的不同翻译，

其表达的意义一定是相同的。Barzilay 等人第一次

提出利用译文相关语料构建复述语料库的方法[2]。

她共搜集了三本名著的各两个译本和一本名著的三

个译本（http://www.sls.csail.mit.edu/~regina/par/），
利用一个经典的句子对齐技术[8]获得了译文复述语

料库，共有 44,562 个复述实例句对。不过在文献中，

作者提到获取句子级的复述实例只是为后续的抽取

同义词和复述规则起到搜集语料库的作用。有关基

于语料库进一步处理的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

细介绍。图 2 是一个具体的复述实例句对： 

 

 

图 2 复述实例句对 

3.3.2 基于相关新闻语料复述实例获取方法 

Shinyama 等人利用了一年的两份日文报纸[42]，

两篇文档之间的相似度只有超过一定阈值才作为抽

取复述实例的输入。其判断两个句子是否互为复述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命名实体在互为复述的句子中

相同，相应的如果两个句子中含有超过一定数量的

命名实体，那么这两个句子则可以组成一个复述实

例。Barzilay 则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 Newsblaster 系
统每天在多个新闻网站上下载新闻，然后对新闻分

类、聚类，并保证聚类以后获得的每一类包含的文

章都是关于同一事件的[26]。从同一类的每两篇文章

对中抽取复述实例句对，要求每一个句对中包含的

相同单词数大于一定阈值才可以作为候选的复述。 
但是利用这种方法抽取出的新闻复述实例有着

先天的缺陷，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抽取出的实例

库不平衡，不能抽取出那些含有较少相同单词的复

述实例。针对从新闻语料中抽取出的复述实例不平

衡的问题，Bill Dolan 等人提出一种无指导抽取复述

实例方法 [29]。他利用启发式策略把在同一类中新闻

文章的第一个句子（可能是摘要的句子）两两组对，

形成候选复述，然后设置一些过滤策略以获得 后

的复述。利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一些字符相似度较

低，但是意义相同的复述。 

3.3.3 基于大小百科全书获取复述实例 

Barzilay 等 人 利 用 大 不 列 颠 百 科 全 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和大不列颠基础百科全

书（Britannica  Elementary）作为相关语料库，从

中抽取复述实例，也就是对齐单语相关语料库的问

题[25]。和平行语料库对齐方法不同，文章作者采用

采用的方法是利用上下文信息，结合文档的主题结

People said “The Evening Noise is sounding, the sun is 
setting.”  
“The evening bell is ringing,” people used to say. 



构信息学习段落匹配规则，再通过局部对齐细化匹

配的段落，搜索 优的句子对作为复述。 
除了上面提到的相关语料库之外，不同作者编

写的同一个人的传记，医学文献上对同一种疾病的

不同描述，等类似语料都是有待挖掘的非常有价值

的资源，目前还没有看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复述抽

取的相关研究，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非常

有价值的。 

4 复述规则的获取 

相对来说，复述规则的获取比复述实例的获取

要困难一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Graeme Hirst[49]

对复述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他认

为下面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个是复述知识的表示；

一个是复述知识的获取。对应到复述规则获取上来，

第一步就是明确规定复述规则的表示，如何表示一

个规则，第二步就是怎样获取复述规则。如何将一

个复述实例抽象泛化成复述规则正是这一部分研究

的主要内容。 

4.1 基于译文语料库的复述规则的抽取 

Barzilay 利用词性序列表示复述规则。她主要

利用译本相关复述实例库抽取复述规则，采用

Co-training 方法进行复述规则抽取，分以下四步：1）
对齐句子中相同的单词组成初始的种子锚点；2）学
习有效的上下文特征；3）学习新的复述；4）新的

复述扩展锚点集合学习更多的上下文特征。所谓锚

点就是确定的复述词对，这些锚点起着两个作用：

第一，锚点被用来学习新的上下文规则；第二，锚

点可直接用在规则里，因为这些规则包含了上下文

单词的等同信息。在抽取复述规则的过程中，这种

方法作为一个二元分类器，确定给定的一对短语是

否是一对复述。抽取出的规则表示形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Co-training 方法抽取出来的规则表示形式 

Ali等人借鉴了D.K. Lin[36]和Barzilay[2]的方法，

提出了基于句法路径抽取结构复述的方法。Barzilay
的方法利用译文语料库，抽取复述规则，要求锚点

和待抽取的复述必须是相邻的。而 D.K. Lin 的方法

则利用大规模的单语语料库，计算两个句子的句法

结构（路径）之间的相似性，抽取出相似的路径作

为复述规则，但是抽取规则的数量较少。Ali 利用

译文相关语料库，通过计算复述实例中对应锚点句

法路径的相似性[32]，抽取出平均长度更长的复述规

则，并且能够捕捉那些长距离的依存关系，对文本

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和挖掘。 

4.2 基于相关新闻语料库的复述规则抽取 

新闻复述语料库主要是利用同一天对同一事

件的不同报导，这些不同报道中含有相同的事实信

息，因此可以从中抽取出复述。Shinyama等人在信

息抽取应用中抽取复述规则来支持信息抽取模式
[43]，当信息抽取系统只提供一个模式的时候，其他

的模式就可以根据复述推导出，从而复述能够提高

信息抽取的准确率。他抽取的复述规则如图4所示： 
 
 
 

图4 Shinyama等人抽取出来的规则形式 

其基本假设是，命名实体在不同的复述之间是

相同的，比如地名，数字，人名等。该方法对复述

规则的表示主要是将对应的命名实体泛化成变量抽

象成信息抽取模式。 

4.3 基于大规模单语语料库复述规则的抽取 

Lin等人利用大规模单语语料库，计算句子的相

似句法路径获取推理规则(Inference Rules)，严格来

说，推理规则不完全等同于复述规则，比复述相对

来说更宽泛一些[15, 36]。比如：“X caused Y”和“Y 
is blamed on X”就是一对推理规则。 

Richardson曾利用路径作为特征来计算单词之

间的相似度，提出一个基本假设：出现相同上下文

的单词的意义也倾向于相同或相似，还有一些算法

利用单词两侧固定的窗口作为他的上下文，有的算

法利用依存关系作为上下文等。而Lin利用单词的相

似性作为特征来计算路径的相似性，提出一个扩展

的分布假设：如果两条路径倾向于连接相同的上下

文，那么这两条路径的意义也倾向于相同。作者在

PERSON1 shadowed PERSON2. 
PERSON1 kept his eyes on PERSON2. 



1G的大规模单语语料库上，在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

的基础上，抽取候选的句法路径，计算路径之间的

相似度， 相似的路径作为推理规则被抽取出来。

抽取出的结果和TREC-QA评测用到的问题人工获

取的复述进行比较，发现抽取出很多人工没有列出

的丰富的复述规则。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复杂度较大，

获取的复述类型有限。 

4.4 基于多种语料库资源的复述规则抽取 

Hua Wu和Ming Zhou等人利用大规模的单语语

料库结合一个有限的双语语料库，从中抽取<turn on, 
OBJ, light>和<switch on, OBJ, light>类似的复述规

则（作者本人称之为同义搭配），解决了单独利用大

规模语料库或者小规模双语语料库导致的低准确率

或者低召回率的问题[52]。其具体解决办法是首先基

于大规模单语语料库和一部单语词典获取候选的同

义搭配，然后利用这些候选同义搭配的第二语言的

译文选择 终合适的统一搭配。该方法基于这样的

一个假设：如果两个搭配的译文是相似的，那么这

两个搭配就是同义搭配。他们利用一个大规模语料

库和一个小规模的双语语料库训练一个统计翻译模

型获得候选搭配的译文。测试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

为74%和64%，试验结果证明了翻译信息在选择同

义搭配对时非常有效。 

5 复述的生成 

 复述的生成就是将给定的一个短语或者句子

转换为另外一个表达相同含义的短语或者句子的过

程。而前面所述的复述实例语料库的构建，复述规

则的抽取等都给复述的生成提供了支持。下面给出

一个简单的例子，输入一个句子：“这本书多少

钱？”，复述生成系统可能的一个正确输出是“这本

书的价格是多少？”。复述生成作为更深层次的研究

内容，成为众多研究者强烈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3, 

24, 40, 43]。其中以 Barzilay 的多重序列对齐方法[24]、

Bo Pang 等人的基于句法对齐方法[3]和 Chris 等人的

统计机器翻译模型方法[40] 为典型。 

5.1 基于多重序列对齐的复述生成方法 

Barzilay 等人提出了一种称之为多重序列对齐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简称为 MSA)的句子

级复述生成的方法[24]。首先从未标注的相关语料库

中搜集结构相似的句子，多重序列对齐方法从搜集

到的这些句子集合中学习一系列的由“词格子对”

(Word Lattice Pair)表示的复述模式集合，然后应用

这些模式生成新的复述。多重序列对齐方法主要有

三步： 
(1) 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上计算 Lattices——以

图表示——寻找一组结构相似的句子； 
(2) 识别两个语料库中互为复述的 Lattices；识

别过程检查两个 Lattices 中是否有相似的论元

(Argument)； 
(3) 给定一个待复述的句子，匹配 Lattice 并利

用该 Lattice 对应部分生成复述的结果。 
该方法和以往直接抽取复述的方法不同，其侧

重点在生成，不仅抽取复述规则，而且自动决定潜

在的相关规则，并把这些规则应用到一个新的句子

上，生成形式多样的复述。另外，该方法能够生成

灵活的复述类型；而只利用相关语料库和较少的知

识资源。该方法的缺点是其用到的测试语料必须是

与训练语料密切相关的语料。比如，在文献[24]中
作者提到，训练语料是有关中东冲突的新闻语料，

而测试语料是有关中东冲突的后续新闻语料，如果

测试语料和训练语料是不相关的，那么这种方法的

性能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5.2 基于句法对齐的复述生成方法 

Bo Pang 等人描述了一个从具有相似语义的句

子集合中建立一个有限状态自动机（单词 Lattices）
的基于句法对齐的复述生成算法[3]。这些有限状态

（FSAs）是一种很好的复述表达方式，能够生成未

见过的句子复述。作者用到的语料是在语言资源联

盟（LDC）获得的，这些语料原是用来支持机器翻

译评价的。有 105 个新闻片段，共 993 个句子，由

11 个不同的翻译引擎译成英文，因此每个句组都包

括 11 个语义等价的译文，这些译文两两组合都可以

组成复述。他们去除了含有长度大于 45 个单词的长

句子的句组。该算法共分为三步： 
(1) 对一个句组中的所有句子进行句法分析，

把每一个句子的句法树合并到一个句法森林里；合

并的过程是一个自顶向下的过程； 
(2) 从句法森林里抽取有限状态自动机，也就

是将句法森林映射到一个有限状态自动机的过程；

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自顶向下的在句法森林的每一

个合并的节点上创造一条可选择的路径，两个节点



之间的不同路径被认为是一个复述； 
(3) 利用自低向上对齐的限制形式压缩句法

森林，这里作者称之为挤压过程； 
从理论上讲，有限状态自动机的开始节点和结

束节点之间的每一条路径都对应着同一个语义表

达，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句子表

达同一个意思，数量非常庞大，因此里面不可避免

的含有很多错误的句子。为了过滤掉这些噪声，作

者在句法树合并阶段和 后的复述实例生成阶段，

采用了关键词校验等一系列技术。但是，由于所用

语料库的限制，并且依赖于句法分析的准确性，该

方法能够生成的复述类型也是有限的。 

5.3 基于统计机器翻译模型的复述生成方法 

Chris等人把复述的生成过程看成是一个统计

机器翻译的过程，和传统的统计机器翻译技术唯一

不同的是在复述的生成过程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

是同一种语言[40]。根据统计机器翻译技术我们可

知，必须有一个一定规模的复述实例语料库作为统

计机器翻译的训练集。Chris用到的语料库主要是从

互联网上搜集的，从相关新闻中抽取出的复述语料

库[29]。 
利用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克服了许多任务相

关的抽取方法的困难， Brazilay 曾提到统计机器翻

译技术由于所用复述语料库的噪声以及规模的问题

而不适合于复述的生成任务[2]，主要是因为，复述

语料库规模太小带来了严重的数据稀疏问题。但是

Chris 提到利用大规模的语料库一定程度的解决了

Brazilay 遇到的问题。并结合了复述生成问题的自

身特点，引入了短语知识库。但是，Chris 等人用到

的语料库规模还远远不够大。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复述的大部分研究仍然处

于复述的获取阶段，对于真正的复述的生成还有很

长的一段距离。 

6 中文复述语料库的构建 

尽管复述技术已经被成功的应用到多个应用领

域，但是大部分都是关于英语或者日语的研究，有

关中文的复述研究相对较少，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因此，为了将复述技术有效的利用到中文自然语言

处理研究中来，我们对中文复述进行了针对性的初

步研究。 
目前主要进行了复述实例语料库的构建工作，

借鉴 Barzilay 等人提出的利用名著的不同译本的方

法[2]，构建复述语料库。我们利用外国名著的多个

中文译本，并对多个译本进行句子对齐，获得句子

级的复述实例，从而构建一个大规模的中文复述语

料库。和 Barzilay 所用到的语料库不同，我们的多

个平行译本都是从网络上直接得到，包含有很多噪

声信息，其主要特征如下所示： 

(1) 一般是篇章对齐的，但是绝大部分篇章没

有严格的段落对齐；段落对齐往往是句子对齐技术

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给后续的句子对齐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 
(2) 存在着翻译模式客观的复杂性，也就是

说，源语言的一句话可能被翻译成两句话或多句话； 
(3) 由于译者对原文意译的程度不同而存在

着不同的翻译风格，导致对源语言同一句话翻译后

的句子长度有着很显著的差异。 
这些不规则特征的存在，导致传统对齐方法对

这类文本都有着一定的局限，尤其是这些文本没有

严格的段落对齐，严重影响了下一步句子对齐的精

度。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句子长度和位置信息

相结合的新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假设：对齐

的两个句子分布在两篇文本的相似位置，并且两个

句子的长度之比倾向于等于两篇文本的整体长度之

比。结合单语平行文本的特点，有效解决了没有明

显段落边界文本的对齐问题，为构建大规模重述语

料库提供了支持。目前，已经构建了一个 50,000 对

复述实例[47]。这些复述实例将有效的支持进一步的

有关复述规则的抽取以及复述的生成等研究。 

7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尽管有关复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由于语言的灵活性以及复述这种语言现象自身

的特征，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深入的研究： 
(1) 目前复述研究所用到的语料库绝大部分

都是小规模的语料库，因此从形式各异的相关语料

库中抽取规范的复述实例，从而构建一个大规模的、

平衡的、知识丰富的复述语料库，将会给后续的复

述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2) Graeme Hirst[49]也曾提过，复述规则的表

示和抽取是复述研究的难点之一。目前，由于没有

对句子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有关复述规则的抽

取研究都还停留在非常简单的初始阶段，如何构建

一种合理的复述规则的表达方法并自动的获取复述

规则将成为复述研究的一个重大挑战； 



(3) 复述实例的统计生成模型的构建。复述生

成作为复述技术研究的高级阶段，将利用到各种知

识资源及自然语言处理的各种底层技术，如何将多

种知识资源有效的统一到一个综合生成模型中去，

从而解决复述的生成问题，将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4) 复述的评价将有效的促进复述技术的发

展，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价模型能够足够好的模拟人

工评价是解决评价问题的关键。对于复述的评价，

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不过借鉴机器翻译的评价

方法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5) 复述技术的成熟离不开自然语言处理各

种知识资源的支持和底层技术的成熟。具体到中文

上，分词、词性标注、未登录词识别、词义消歧、

句法分析以及语义分析等底层关键技术还没有完全

成熟，因此怎样利用这些不完全成熟的技术促进复

述的研究，并如何将复述研究的成果带动底层技术

的发展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6) 对于复杂句的复述现象，直接处理起来会

比较困难。将复杂句转换为短语和简单句，首先进

行短语和简单句的复述，然后通过一定的融合方式，

终获得复杂句的复述，将是一个实际可行的手段。 

8 结论 

本文从复述的定义，复述实例的抽取，复述规

则的抽取以及复述的生成等几方面对复述技术进行

了综述。我们知道，目前有关复述的大部分研究仍

然处于复述的获取阶段，对于真正的复述生成技术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处理的语言还主要是英文和

日文。对于中文复述的研究，更是处于一个起步阶

段，根据前文所述，有关中文复述的研究目标首先

是要构建一个多种类型的大规模中文复述实例语料

库，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复述规则的获取、复述

的生成以及复述的各种应用研究。相信随着自然语

言处理各项底层技术的成熟，复述技术将会得到较

快的发展，而复述技术的发展也必将促进自然语言

底层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终，复述这种语言现象

的本质将会被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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