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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复合构造是汉语词汇最常见的构词方式，它使得词汇内部的语义关系更为明显，也同
时具有较强的可分析性。另一方面，计算语言学领域通过大规模语料学习词向量来作
为词汇的语义表征。前人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词向量如何对下游任务起作用，或者词汇
之间的语义依赖，却较少关注词汇内部的语义关系，这对于以复合词构词为主、内部
结构可分析的汉语来说，不失为一个重要缺失。本文探究了复合词向量可否如实反映
两种语义关系：主导性和可组合性。前者表明复合词的哪一部分从语义上讲更加重
要；后者体现了整体的词义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部分的意义推导出来。本文的研究发
现通过词向量对于这两种关系的判断基本与语言学中的吻合。同时，通过对大规模词
汇词向量的词义发掘，可以推断出主导性和可组合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
于新词预测、语言教学、词典编撰等具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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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语素组成的复合构词方式0是汉语词汇最常见的构成路径，语言
学界已经从方方面面对它的形成机制做了研究，包括中心理论（表补衡衤衮补衳衳）蠨衐衡衣衫衡衲衤蠬 蠲蠰蠰蠰蠩，
构词和造词规则蠨葛本仪蠬 蠱蠹蠸蠵蠩，语素的自由度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蠴蠩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复合
词，其内部有一定程度的可分析性：词根之间、词根与整体词汇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结构和
语义关系，例如表示衜修饰蠭被修饰蠢的偏正结构。其中，语义主导性和组合性是两种突出的语
义关系：语义主导性（衬补衸补衭补 衭补衡衮衩衮衧 衤衯衭衩衮衡衮衣补）表示哪部分词根语素对于整体的语义更加
重要，起到更加主导的作用。例如，衜黑板蠢的右半部分语素衜板蠢的语义更为重要。语义组合
性（衳补衭衡衮衴衩衣 衣衯衭衰衯衳衩衴衩衯衮衡衬衩衴衹）1则表明整体的语义多大程度上可以由部分的词根语素推断出
来。例如，衜道路蠢比衜梦想蠢的组合性要更强。语义组合性较弱的词往往带有语义上的特异性
（衩衤衩衯衳衹衮衣衲衡衳衹）蠬即无法从字面去预测出整体的意思，这类词汇可以放入到一个词库（衬补衸衩衣衡衬）
中，也被称为词库词，另一种组合性高的词汇则不必单独列出，可通过词法规则地构造出来，
也被称为词法词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蠴蠩。

不同于语言学领域通过内省的方法判断复合词的语义关系，计算语言学领域利用分布式
语义假设蠨衈衡衲衲衩衳蠬 蠱蠹蠵蠴蠩，通过大规模语料库训练出一个语言模型，给每个词汇学习一个词向
量2。研究表明，这样训练出来的词向量可以反映一定的语义，例如，它可以用来计算词汇相
似性蠨衍衩衫衯衬衯衶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蠳蠩、寻找主题词蠨衘衵衮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蠷蠩，或者作为各类下游任务的初始化向
量蠨衋补衮衴衯衮 衡衮衤 衔衯衵衴衡衮衯衶衡蠬 蠲蠰蠱蠹蠩。一些工作蠨衂衵衩衪衴补衬衡衡衲 衡衮衤 衐补衺衺补衬衬补蠬 蠲蠰蠲蠳蠩也探讨了合成词中
的整体和部分的各种语义关系，包含可组合衸性和主导性。这些工作主要以英语等印欧语系的
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大多仅仅涉及到英语中的名词复合词，应用在中文的研究却较少。然而，
印欧系语言的词汇词形变化都很丰富，它们的构词以曲折和派生两种方式为主，合成词数量较
少，且常常用空格隔开（像衳衵衮衬衩衧表衴这样合并在一个词单位的较少），这些与汉语的高分析性、
派生构词的特点迥然不同，对于汉语的向量语义分析应该对合成词内部的语义关系予以高度重
视。

因此，对于以理解汉语语义为目标的词向量而言，它能否反映语言学中关于词内部的两类
关系是评估向量好坏的重要方面。本文首先利用一个已有的语言模型提取出来的词向量，通过
计算部分向量和整体向量间的相似性，利用两个指标行衍衄和術衔来分别量化语义主导性和语义
组合性。之后通过线性回归的方式，找出影响行衍衄和術衔的影响因素。最后，本文选择了词汇
的结构信息（即联合、偏正、动宾、动补等结构）作为语义主导性的测试场景，选择语素的自
由度以及是否进入词库这些特征来检验语义组合性，观察这些向量体现出来的语义关系，与语
言学的研究是否吻合，从而更好地衡量语言模型学习到的词汇向量是否学习到了这些知识。

本文研究有以下的贡献和结论：

• 通过行衍衄和術衔两个指标量化了汉语词汇内部的语义主导性关系和组合性关系。

• 找出了影响语义主导性和组合性的影响因素，包括词汇频率、词汇多义性、词汇及组成部
分的语素的具体程度等。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0汉语中的复合方式还包括操作在词上的词复合，本文参考朱德熙先生的定义，仅考虑词根复合的方式。
1心理语言学也将这个性质称作透明性（transparency）(Buijtelaar and Pezzelle, 2023)。
2由于词向量相当于嵌入在高维语义空间上的一个点，它又被称为词嵌入（word embed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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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了在不同词汇结构信息下的语义主导性和语义组合性，并发现它们的分布与语言学和
人类的直觉较为吻合。

• 测试了语素的自由程度和能否成为词库词对于组合性的影响，与语言学上的相关结论也较
为一致。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复复复合合合词词词的的的两两两类类类语语语义义义关关关系系系

复合词是心理语言学中热衷讨论的话题，主要原因是它们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往往可以
造出新的词汇，并且在语用过程中词汇化 蠨衇衡衧衮蠓补 衡衮衤 術衰衡衬衤衩衮衧蠬 蠲蠰蠰蠶蠩，发生语义特异性从而
进入到词库中，也因此复合词又被视为衜词库的后门蠢（衢衡衣衫衤衯衯衲 衩衮衴衯 衴表补 衬补衸衩衣衯衮）蠨衄衯衷衮衩衮衧蠬
蠱蠹蠷蠷蠩。许多语言学的研究探讨复合词和它们的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包含中心理论蠨衐衡衣衫衡衲衤蠬
蠲蠰蠰蠰蠩、语义的可组合性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蠴蠩等，同时也发现很多影响因素，包括词汇频率、语义透
明度等等蠨衇衡衧衮蠓补 衡衮衤 術衰衡衬衤衩衮衧蠬 蠲蠰蠰蠹蠻 衊衩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蠱蠻 衍衡衲补衬衬衩 衡衮衤 行衵衺衺衡衴衴衩蠬 蠲蠰蠱蠲蠻 衐补衮衮衩衮衧衴衯衮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蠴蠻 衂衵衩衪衴补衬衡衡衲 衡衮衤 衐补衺衺补衬衬补蠬 蠲蠰蠲蠳蠩。

汉语的复合词众多，有许多研究复合词内部的结构和语义的工作。结构方面，一直以来
就有两种说法蠨池昌海蠬 蠲蠰蠱蠹蠩，一派的观点蠨王力蠬 蠲蠰蠱蠵蠻 陆志韦蠬 蠱蠹蠶蠴蠻 朱德熙蠬 蠱蠹蠸蠲蠻 吕叔湘蠬
蠱蠹蠷蠹蠩认为词结构和短语结构是平行的，并归纳出偏正结构、动宾结构等句法也会采纳的分
类，如吕叔湘、朱德熙 蠨蠲蠰蠱蠳蠩认为衜双音词的构成跟短语相似蠢；另一派蠨刘叔新蠬 蠱蠹蠹蠰蠻 彭迎
喜蠬 蠱蠹蠹蠵蠩则持有相反观点，本文采用前者的观点，并对词汇进行了分类。语义方面则包括复合
词的认知机制蠨刘正光蠬 蠲蠰蠰蠴蠩、内部语素的词类鉴定和自由度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蠴蠩、词汇化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蠳蠩等。

2.2 词词词向向向量量量

计算语言学使用词向量来表征词汇的语义。衍衩衫衯衬衯衶等人 蠨蠲蠰蠱蠳蠩在其论文中引入
了街衯衲衤蠲衖补衣模型，该模型通过神经网络训练来学习词向量表示。这项工作通过高效的训练过程
（術衫衩衰蠭衧衲衡衭模型以及负采样）捕捉词语语义。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衐补衮衮衩衮衧衴衯衮等人 蠨蠲蠰蠱蠴蠩提出
的衇衬衯衖补模型，它结合了全局语料统计信息和局部上下文信息来生成词向量表示。衇衬衯衖补模型在
语义和语法任务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为词向量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针对处理未登录词和
具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词的挑战，衂衯衪衡衮衯衷衳衫衩等人 蠨蠲蠰蠱蠷蠩提出了衆衡衳衴衔补衸衴模型，该模型基于子词
级别的向量表示。通过对单词进行子词分解和向量化，衆衡衳衴衔补衸衴模型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些复杂
情况。上述模型都是静态词向量，没有考虑的词汇的多义性以及上下文的重要性。随着对上下
文的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衐补衴补衲衳等人 蠨蠲蠰蠱蠸蠩引入了衅行衍衯模型，该模型能够提供上下文相关的
词向量表示。衅行衍衯通过使用双向语言模型来学习词语在不同上下文中的表示，从而捕捉到词
语含义的多样性和上下文敏感性。近年来，基于衔衲衡衮衳衦衯衲衭补衲模型蠨衖衡衳衷衡衮衩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蠷蠩的预训
练语言模型引起了广泛关注。衄补衶衬衩衮等人 蠨蠲蠰蠱蠹蠩的衂衅衒衔模型利用大规模文本数据的预训练，
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衂衅衒衔通过学习上下文相关的词向量表示，极大
地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此外，衄衡衩等人 蠨蠲蠰蠱蠹蠩提出的衔衲衡衮衳衦衯衲衭补衲蠭衘行模型
对衔衲衡衮衳衦衯衲衭补衲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引入循环机制扩展了模型的上下文能力，从而在处理长文
本和长距离依赖关系时表现出色。本文的词向量模型衄術衇 蠨術衯衮衧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蠸蠩基于術衫衩衰蠭衧衲衡衭，
并增加了词汇位置信息，有效提高了模型性能和效率。

3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3.1 研研研究究究对对对象象象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双音节3汉语合成词，记做XY，其中X和Y分别表示它的左部分的
语素4和右半部分语素。其中，合成词包含占数量优势的复合词，也包含附加和重叠构词，这是
考虑到附加构词尽管没有很强的语义关系，它的缀部分的意义已经非常虚化了，但也可以作为
一种特殊的语义主导性关系，即，词根部分占据主要意义。而重叠构词则可以看作是两部分意
义主导性平均分配。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作为一种平凡（衴衲衩衶衩衡衬）情形，供研究参考。

3为了方便识别左右部分，本文仅考虑双音节。
4本文采用的语素的概念为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在汉语合成词中，一个字即为一个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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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衡衡衡量量量指指指标标标

参考前人研究蠨衂衵衩衪衴补衬衡衡衲 衡衮衤 衐补衺衺补衬衬补蠬 蠲蠰蠲蠳蠩，针对词向量5，语义主导性和语义组合性可
以利用相似性刻画。具体而言，以目标词w作为带有参数θ的模型f的输入，最终可输出一个d维
的词向量e：

e 蠽 f蠨w蠻 θ蠩. 蠨蠱蠩

针对任意两个词wi，wj对应的词向量ei，ej，可以通过一个相似度度量算子S来衡量它们的相似
程度，这里我们采用余弦相似度来表示：

S蠨wi, wj蠩 蠽 衣衯衳蠨ei, ej蠩, 蠨蠲蠩

值越大表示越相似，蠱表示最相似，蠰表示最不相似。
语义主导性（记做行衍衄蠬 L补衸衩衣衡衬 M补衡衮衩衮衧 D衯衭衩衮衡衮衣补）旨在求得XY中X抑或Y的语义更

加重要。本文基于如下的假设：与整体的语义更加相似的那部分，其语义更加重要。通过以下
的方式求得：

行衍衄 蠽 蠰.蠵 × 蠨S蠨Y,XY 蠩 − S蠨X,XY 蠩蠩 蠫 蠰.蠵 蠨蠳蠩

当右边相比左边占据绝对主导性时，S蠨Y,XY 蠩 蠽 蠱蠬 S蠨X,XY 蠩 蠽 蠰蠬 此时，行衍衄值为蠱，与之相
反当行衍衄值为蠰时，左边更加重要。行衍衄的值越大，说明右半部分更加具有语义主导性。
语义组合性（记做術衔蠬 S补衭衡衮衴衩衣 衃衯衭衰衯衳衩衴衩衯衮衡衬衩衴衹蠯T衲衡衮衳衰衡衲补衮衣衹）也是基于以下的假设：

整体的语义与各个部分都更加相似的时候，语义的组合性越强。通过如下的方式求得：

術衔 蠽 蠰.蠵 × 蠨S蠨Y,XY 蠩 蠫 S蠨X,XY 蠩蠩. 蠨蠴蠩

当術衔值为蠱时候，S蠨Y,XY 蠩 蠽 蠱蠬 S蠨X,XY 蠩 蠽 蠱，此时语义组合性最强，反之術衔值为蠰时，语义
组合性最差。即，術衔值越大，语义组合性越强。

4 实实实验验验过过过程程程

4.1 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

中中中国国国知知知网网网（（（HowNet）））蠺 知网（衈衯衷衎补衴）蠨衄衯衮衧 衡衮衤 衄衯衮衧蠬 蠲蠰蠰蠳蠩最早是由董振东和董强
先生在蠲蠰世纪蠹蠰年代设计和构建的一部更加适用于中文的语言知识库，它利用常见汉字构建出
最小的语义单元（即义原）集合，并利用它们对十几万的中英文词条进行语义标注。知网作为
一个大型知识库，体现在一方面，义原标注采用了较为结构化的方式来进行，即罗列属性和对
应的属性值（或也称为特征）以及复杂的语义角色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蠲蠵蠰蠰多个义原概念
之间也存在多种关系，例如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对义关系等。

4.2 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

DSG蠺 本文提取词向量的语言模型衄術衇参考的腾讯实验室的一篇工作蠨術衯衮衧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蠸蠩蠬
它通过引入一个方向向量，将词汇在上下文的位置信息融入到衳衫衩衰蠭衧衲衡衭模型中。它采用的语料
库是维基百科的文章，大约包含蠲蠰亿个词。最终提取出来的词汇有蠲蠰蠰万个，每个词汇对应一
个蠲蠰蠰维的向量。

4.3 数数数据据据准准准备备备

本实验从上述单词中选择双音节的词汇衘衙，并且衘和衙都出现在词汇库中的那些词，将
这个原始版本记做D。由于我们之后要利用知网中知识，我们从中找出那些出现在知网中的
词汇，并记做DH。为了提供更加衜极端蠢的例子，我们利用知网中的相似度算法 蠨行衩衵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蠱蠳蠩，将S蠨X,XY 蠩 蠽 蠱和S蠨Y,XY 蠩 蠽 蠱的那部分词汇挑选出来，记做DF。这些例子表明这些
词汇的相似度会偏向某一端。这三个数据库中词汇的数量可以参考表 蠱。其对应的所有实例已
经上传到网上6。
为了评估行衍衄和術衔的能否有效衡量相似性，本文通过它和知识库知网中反映的相似度

做一个对比。将公式 蠳和 蠴中的余弦相似度换做知网中求相似度的算法，也可以计算出相应

5本文称作的词向量中的词并非语言学意义严格的词，也包含语素，以下表述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者
6https://github.com/RyanLiut/Compound_Words

https://github.com/RyanLiut/Compound_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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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数量
行衍衄 術衔

均值 相关性 准确性 均值 相关性

D 蠳蠲蠵蠬蠳蠰蠰 蠰蠮蠴蠹 ± 蠰蠮蠰蠳 蠭 蠭 蠰蠮蠵蠱 ± 蠰蠮蠰蠲 蠭
DH 蠴蠹蠬蠴蠸蠱 蠰蠮蠵蠱 ± 蠰蠮蠰蠱 蠲蠲蠮蠷蠸 蠵蠱蠮蠱蠴 蠰蠮蠵蠰 ± 蠰蠮蠰蠱 蠲蠵蠮蠷蠶
DF 蠱蠱蠬蠴蠹蠵 蠰蠮蠵蠰 ± 蠰蠮蠰蠱 蠴蠴蠮蠰蠲 蠶蠹蠮蠷蠲 蠰蠮蠵蠲 ± 蠰蠮蠰蠱 蠸蠮蠶蠰

衔衡衢衬补 蠱蠺 不同规模的数据集下对应的行衍衄和術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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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衩衧衵衲补 蠱蠺 行衍衄和術衔在DF上的分布

的行衍衄和術衔值，将知网中计算出的这两个值和词向量余弦相似度计算出来的值求一个相关
度衃衏衒衒，可以反映二者的相关性。另外，我们也通过一个分类准确率衁衃衃来计算它和知识库
分类的差距：

衁衃衃 蠽
1{蠨行衍衄COS − 蠰.蠵蠩 × 蠨行衍衄HN − 蠰.蠵蠩 > 蠰}

N
蠨蠵蠩

其中衎表示样本总数。衁衃衃仅仅用来反映行衍衄的好坏。

5 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图 蠱中展示了行衍衄和術衔在DF上的数据分布，附录 蠷中显示出了D和DH在行衍衄和術衔上的
数据分布，并且它们通过了正态假设性检验，可以视作是一个近似的正态分布，我们也
将样本的分布模拟为一个正态分布。表格 蠱显示了词向量在不同的单词集合中的评估指
标衁衃衃和衃衏衒衒，可以看到DH在行衍衄的相关性和准确性上表现得没有DF得好，这可能是由
于原始的数据中X和Y的相似性较大（故，正态分布中的大多数样本都集中在中部），很多样
本无法准确确定哪部分更加相似。而提前根据知网选取的语义极端的样本，可以去除掉这部
分衜困难样本蠢，使得基于相似性的词向量可以有效判断出具有语义主导地位的部分。

对于语义主导性而言，判断准确性接近蠷蠰蠥，本文认为可以有效地反映词向量以及行衍衄计
算指标的可靠性，因此在之后的分析实验中，针对影响因素（蠵蠮蠲）和语义主导性（蠵蠮蠳）采
用DF。而针对语义组合性，DF上的相关性仅有蠸蠮蠶蠰蠥，具有很低的相关性，侧面反映了向量的
相似性计算过程和知识库（如知网）得到的相似性过程很不相同。

5.1 影影影响响响因因因素素素

语义主导性和语义组合性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从三个角度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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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行衍衄 術衔

系数 衰值 系数 衰值

衮衐衄 蠰蠮蠱蠰蠹蠸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蠱蠳蠲蠴 蠰蠮蠰蠰蠰
衮術补衭补衭补衳 蠰蠮蠱蠸蠵蠸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蠲蠲蠶蠲 蠰蠮蠰蠰蠰

衦衲补衱 蠭蠰蠮蠱蠷蠲蠶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蠰蠷蠲蠶 蠰蠮蠶蠴蠶
衳补衭补衦衲补衱 蠰蠮蠱蠸蠵蠸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蠲蠲蠶蠲 蠰蠮蠰蠰蠰

衣衯衮衣 蠭蠰蠮蠱蠷蠲蠶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蠰蠷蠲蠶 蠰蠮蠶蠴蠶
衣衯衮衣 衘 蠱蠮蠰蠷蠸蠰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蠶蠰蠱蠵 蠰蠮蠰蠰蠰
衣衯衮衣 衙 蠰蠮蠴蠱蠹蠷 蠰蠮蠰蠰蠰 蠱蠮蠶蠵蠶蠰 蠰蠮蠰蠰蠰
衩衳衄衩衣衴 蠰蠮蠴蠵蠰蠲 蠰蠮蠰蠰蠰 蠰蠮蠴蠵蠴蠵 蠰蠮蠰蠰蠰

衔衡衢衬补 蠲蠺 对于语义主导性和语义组合性的影响因素

• 多义性。多义性考虑词汇整体XY的多义程度。通过XY在知网中所包含的义项个数衮衐衄，
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义素的个数衮術补衭补衭补衳来量化表示。

• 频率。通过词汇在大规模语料中出现的频次7衦衲补衱和词汇在知网中第一个义项对应的义素的
频次和衳补衭补衦衲补衱来表示。

• 具体性。刻画词汇的具体程度8，使用衣衯衮衣，衣衯衮衣 衘蠬 衣衯衮衣 衙分别来表示整体的、左部分和
右部分的具体程度。

• 是否进入词库。该词汇是否进入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进入到汉语词典的词，其词义往
往更具有特异性，也有可能影响语义关系。记做衩衳衄衩衣衴。

通过提取出这些量化的值与相应的行衍衄值和術衔值做一个回归分析，可以得出那些变量对
于目标值有显著影响，从而初步得出哪些因素更加重要。表 蠲展示了这些信息，其中衰值表示该
因素为蠰的显著性，其值越小，就越不为蠰，该因素也越明显。可以看出，对于行衍衄而言，这些
因素都有影响，而对于術衔而言，除了频率和具体程度外，其他因素也都对语义组合性有影响。

5.2 语语语义义义主主主导导导性性性

本文重点分析了词汇的结构对于语义主导性術衔的影响。采纳之前工作蠨衚表补衮衧 补衴 衡衬蠮蠬
蠲蠰蠲蠱蠩的分类和标注，本文选取类型下样本量超过蠵蠰的蠶种结构类型，包含后缀结构蠬 连谓结
构蠬 状中结构蠬 述宾结构蠬 定中结构和联合结构。图 蠲蠨衡蠩展示了它们的语义主导性分数的均值，
以及对应数量，蠨衢蠩展示了两两之间的显著性差异，其中差异显著的对应位置用星号做了强调。
可以发现，同语言学知识类似，后缀情况下左边的语义要占据主导地位，而相比部分之间衜势力
均衡蠢的联合结构，衜修饰蠭被修饰蠢的状中和定中的右边要占据语义主导地位。

5.3 语语语义义义组组组合合合性性性

语义组合性術衔体现了部分的语义多大程度可以预测整体的语义，借助于前人 蠨董秀芳蠬
蠲蠰蠰蠴蠩关于半自由语素的研究蠺半自由语素介于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之间，是不可以单用，但与
一些成分结合之后就可以出现在一些典型的句法环境中，而与这些成分结合的可以是一个独立
的词，因而这个语素似乎具有了独立的词的地位，例如衜学校蠢中的衜校蠢可以出现在衜此校蠢中，
成为一个典型的名词用法，而衜此蠢后往往可以跟独立的名词，例如衜此病蠢。因此衜校蠢可以认为
是一个半自由语素。

本文认为一个半自由语素和一个独立成分构成的词汇，要比它作为一个粘着语素构成的词
汇，语义组合性更强，因为它的各个部分的活动性都更强，更像是一个短语，例如衜此校蠢的组
合性要比衜学校蠢的组合性更强，我们针对前人研究中的半自由语素（主要参考动词性和名词性
半自由语素）衘，根据与它结合的另一部分衙的词类C，找到语料库中更多这样的词汇（称为半

7词 频 是 从150亿 规 模 的 语 料 中 提 取 出 来 的 ， 参 考https://www.plecoforums.com/threads/
word-frequency-list-based-on-a-15-billion-character-corpus-bcc-blcu-chinese-corpus.5859/

8词汇具体程度通过前人工作得知(Xu and Li, 2020),用1-5之间的数值表示，越小表示越具体

https://www.plecoforums.com/threads/word-frequency-list-based-on-a-15-billion-character-corpus-bcc-blcu-chinese-corpus.5859/
https://www.plecoforums.com/threads/word-frequency-list-based-on-a-15-billion-character-corpus-bcc-blcu-chinese-corpus.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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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衩衧衵衲补 蠲蠺 不同结构类型下的行衍衄分布及其差异显著性

自由词），同时找出不在C中的词类的衙，作为衘实现为粘着语素的另一部分，称为粘着词。通
过对于半自由词和粘着词内的平均術衔值，来分析词向量可否反映出前述的假设。

表 蠳列出了以半自由语素为词根，对应的半自由词以及粘着词，由于这些半自由语素都处
于词的右半部分，为节约空间，词汇举例时候只列出了它的左半部分。同时，我们也输出了相
应词汇集合的術衔均值，用蠪号表示差异显著。从表中可以观察到，除了衜择蠢和衜擅蠢两个语素对
应的两类词，半自由的组合性小于粘着的，其余的都是半自由词的大于粘着词的，并且在很多
实例中都是显著差异。这反映了词向量捕捉到了半自由语素的粘着程度更低，语义更加规则的
特点。

6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探讨了大规模语料中学习到的词向量是否可以捕捉到汉语复合词中的两类语义关系：
语义主导性和语义可组合性。通过不同词汇结构的差别和半自由语素构成了两类词的差异，本
研究说明了模型得出的词向量可以反映语言学上得到的这两类语义关系。通过线性回归，我们
发现了影响这两类语义关系的影响因素，这可以启发后续对于复合词更深入的理解。

6.1 未未未来来来工工工作作作

本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探讨基于相似度的行衍衄和術衔是否可以全面反映语义主导
性和语义组合性，影响两类语义关系的影响因素对计算语言学相关的启发，以及复合词的这些
特点如何有效地帮助我们处理中文的语言数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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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附附录录录

7.1 LMD和和和ST在在在另另另外外外两两两个个个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上上上的的的分分分布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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