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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

蒙古文整词输

入法重码词智能化选择输出方法与技术
”

研究项 目

取得了很大进展
。

1 研究成果

1
.

1 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庞大的蒙古文语料库

用课题组已有的 (蒙古文整词输入法 )输入完成

的语料 目前已可以满足各种不同 目的的研究
。

按照

文本文件计
,

语料库 目前 已达到几百种
。

按照不同

语言语体计
,

语料库 已达到几十种
。

按照整词字数

计
,

已接近几个亿
。

按照词条计
,

已接近几万词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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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码词获取方法的研究成果

由于蒙古文整词输入法发 明采取的是
“

整词音

节集合模糊编码方法
” ,

所以产 生重 码词的概率较

高
,

平均 为全词 的 10 %
。

重码词的概念是
:

输入码

一致
、

输出值不同的词
。

为了获得所有的重码词
,

我

们研究实现了一个
“

重码词获取软件
” ,

通过将其应

用于蒙古文整词 〔̀ 〕输入法输入完成的大量文本文件

数据 (语料库 )中
,

获得了所有的重码词
,

并按其不同

的聚合值
,

编成了 n 本
“

重码词词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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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码词搭配关系的研究成果

利用 已获得的
“

重码词词典
” ,

确定了重码词 11

种不同的聚合结构关系范示
。

根据研究资源与课题

批准完成时间
,

我们将其 中的二值结构范示和三值

结构范示确立为本次课题阶段的重点研究对象
,

确

定了具体的计算域
。

1
.

4 重码词知识表示的研究取得多项可持续成果

我们通过前一项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持续研究产

生的
“

蒙古语框架知识库
”

(该知识库在内蒙古蒙科

立软件公司的各种产品中 已得到广泛应用
,

正在取

得良好的技术效益 )的框架体系结构
,

提出了重码词

复杂特征知识的表示方法
。

复杂特 征具体给出方

法
:

在
“

蒙古语框架知识库
”

已有的属性字段上再增

加新的属性字段
,

实现了重码词复杂特征知识的表

示
。

在
“

蒙古语框架知识库
”

中新增加的字段具体包

括
:

多变体附加成分 2[] 字段 (嵌入后台 ;) 短语结构字

段 ;词类标注字段 ;句法成分字段 ;标点符号字段 ;施

事受事字段 ;重码词后项搭配规则字段 ;重码词前项

搭配规则字段等
。

通过这一方法
,

丰富了
“

蒙古语框

架知识库
”

的知识含量
,

为知识库完成后可能承担的

任务储备 了新的知识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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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码词选择方法的研究成果

通过研究
,

我们提出了词频概率关系选择方法
、

多变体附加成分组合关系选择方法
、

短语结构关系

选择方法
、

句法组合关系选择方法
、

语义组合关系选

择方法等 5 种不同的重码词智能化选择方法
。

( 1) 词频概率关系选择方法
。

这种方法是通过

重码词概率统计器
,

对整词生成器生成 出来的重码

词进行使用概率的统计计算
,

并根据计算结果对 当

前的重码词进行使用概率排序后
,

将结果交给输 出

端输出的智能化选择 [3 〕
。

( 2) 多变体附加成分组合关系排歧选择方法
。

这种方法是
,

通过对重码词后项词中是 否可以搭配

多变体附加成分
,

来确定选择或排除哪个 的智能化

选择方法
。

( 3) 短语结构关系排歧选择方法
。

包括固定短

语组合关系排歧选择方法
、

非固定短语组合关系排

歧选择方法
。

前者是根据固定短语组合关系排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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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句法关系排歧选择方法
。

包括
,

( i) 句法成

分排歧选择法
,

根据重码词在句子中承担的主要成

分的特点
,

来确定选择或排除哪个 ; ( ii) 词类组合关

系排歧选择方法
,

根据重码词前后搭配何类词的特

点
,

来确定选择或排除 ;( iii ) 标点符号排歧选择方

法
,

根据重码词后项是否搭配标点符号
,

来确定选择

或排除哪个
。

( 5) 语义关系排歧选择方法
。

通过对重码词前

后项搭配关系中是否存在
“

施事 /受事关系
”

确定选

择或排除哪个的智能化选择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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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得了贡码词选择实现技术研究成果

经研究
,

实现 了一个
“

屏幕抓词引擎
”

(工具软

件 )
,

该引擎可以把已经被输出的重码词的屏幕信息

以同步并行处理方式迅速传输给真实指针并行处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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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得了 《蒙古文整词智能 化输人 输出 系统

V4
.

0》软件著作权

基于以上所取得的多项可持续应用基础研究成

果
,

在课题预定的阶段里
,

完成了蒙古文整词输入法

重码词智能化选择输出技术
,

取得了《蒙古文整词智

能化输入输出系统 V4
.

0) 软件
。

蒙古文整词输入法

重码词智能化选择输出技术的最终成果表现为一软

件模块
,

该模块现被集成在 (蒙古文整词输入法》
,

构

成了内蒙古蒙科立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的《蒙古文整

词智能化输入输出系统 V 4
.

0 )
,

已获得国家软件著

作权
,

并列入 20 05 年度重点新产品计划
。

相关新技

术正在申报新的发明专利
。

资金投入
、

用较为有限的技术力量来解决全部问题
,

还有巨大的困难
,

甚至很大的技术风险
。

从课题 目

前的技术储备
、

研究条件等各方面综合情况看
,

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 l) 在技术层面上 目前只解决了
“

二值和三值

聚合关系重码词
” ,

还未解决
“

四值聚合关系
”

以上重

码词的选择方法与技术难题
。

( 2 ) 大部分选择集中在第一层次关系 (父关系 )

上
,

第二层次关系 (子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扩展
。

( 3 )
“

重码词后项前项混合搭配规则
”

的计算因

其计算复杂性 [’, “ 〕原 因
,

系统开销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技术问题
。

(4 ) 面向少数 民族 自然语言信息处理 5[] 的 自然

语言研究远没有成熟
,

例如
:

词类分类理论与体系
、

句法理论 〔7 ]与体系
、

语义研究成果 8[] 等基础研究方

面
,

可利用的东西不多
,

由此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

( 5 )
“

蒙古语框架知识库
”

还需进行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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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研究
,

我们发现
,

重码词智能化选择

输出方法与技术研究
,

是一项特别复杂的 人工智能

方法与技术研究
,

因此在较短时间内
、

用较为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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