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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互联网走入社会生活 ,网络聊天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沟通渠道 ,网络聊天语言便应运而生。这类语言的

日益丰富 ,给语言信息处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发现 ,困难主要来自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和动态性。本文借

助真实网络聊天语言文本 ,对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和动态性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纳 ,并设计了面向解决奇异性和

动态性问题的网络聊天语言文本识别与转换方法。我们先以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为基础建立网络聊天语言模型

和语言转换模型 ,通过信源 ∃ 信道模型实现网络聊天语言向标准语言的转换。但该方法过于依赖网络聊天语言语

料库 ,虽然能较好解决奇异性问题 ,但不能处理动态性问题。因此 ,我们进而以标准汉语语料库为基础建立文字语

音映射模型 ,对信源 ∃ 信道模型进行改进 ,最终有效解决了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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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etwork chat language becomes ubiquitous due largely to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Online chat now act s as am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communication , which in turn makes Network chat language

popular . Network chat language processing is important but difficult . The challenges mainly come f rom the anoma2
lous and dynamic nature of the new text genre. The two distinct features of Chinese Network chat language are in2
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Methods seeking to address the two features in Network chat language pro2
cessing are also proposed. We first develop a source channel model to convert chat language to standard language.

Unfortunately this method relies too heavily on chat language corpus rendering the method poor in addressing the

dynamic nature. We propose to int roduce phonetic mapping model const ructed with standard language corpus to the

source channel model. The extended method is proved effective in addressing the dynamic issue by our experim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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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聊天语言的现状和挑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 IC) 的统计 ,

到 2005 年 4 月底 ,我国上网用户已达到 1. 002 亿

人 ,网民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今天 ,每 13

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与它“亲密接触”,互联网正在成

为各界人士获取信息的主要通道。社会科学院

2005 年互联网报告[1 ]指出 ,我国网民平均每天上网

的时间是 2. 73 小时 ,单纯浏览网络论坛而不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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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只占 38. 6 %。这个比例说明 ,网民的上网行为

不仅仅是寻找信息 ,还包含了人际交流的活动。报

告指出 ,通常用来双向交流的交流工具有博客

(Blog) 、论坛 (BBS) 、微软 MSN、聊天室、ICQ 和电

子邮件 ,有68. 7 %的网民使用聊天室 ,66. 6 %的网民

使用 ICQ/ O ICQ/ QQ , 44. 8 %的网民使用 BBS ,

43. 9 %的网民使用微软 MSN。这些数据表明 : 随

着互联网进入社会生活 ,网络聊天逐渐成为一种重

要的沟通渠道。

网络聊天渠道的发展进一步方便了交流 ,也给

信息技术领域带来机遇。在商业应用中 ,越来越多

的客户服务/ 呼叫中心/ 网上教学[ 18 ,19 ] 日渐被互联

网聊天解决方案取代 ,聊天室 ,BBS 张贴 ,电子邮件

和手机短信等方案逐渐被商家采用 ,甚至在某些应

用中取代了电话这个传统交流工具。网络聊天语言

应运而生 ,并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群体语言。这

类语言的出现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 ,由于网络聊

天渠道大多可以免费使用 ,信息杂乱无章 ,因此被色

情信息、犯罪信息和恐怖主义传播者所利用 ,成为他

们扰乱社会安定、制造反社会活动的策划与讨论场

所[20 ,21 ] 。他们大量采用奇异的网络聊天语言 (黑

话) ,混淆安全监控人员的眼睛 ,这就造成了安全监

控任务的难题。再如 ,商业上提供基于聊天的客户

服务已经屡见不鲜 ,这些聊天记录同传统的电话记

录具有同样的价值 ,网络聊天语言的使用 ,阻碍了分

析研究人员获取重要信息。于是他们带着这些问题

求助于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希望通过语言分析处理

以“解码”这些奇异词汇[22～25 ] 。

中文方面 ,语言学家在中文网络聊天语言研究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文献[ 2～5 ]介绍了中文网络

语言的基本特征 ,文献 [ 6～11 ]对其造词法、语词类

型、语用特点及规范进行了探索 ,文献[ 12 ]指出了其

谐音现象 ,文献 [ 13～15 ]指出了其语言变异现象。

文献[ 16 ,17 ]则从交际和哲学高度对中文网络语言

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对中

文网络语言进行研究 ,指出处理难点所在 ,并提出适

当的处理方法。

我们先看下面三个网络聊天语言的例子 :

(1) 有木有[c1 ] 银[ c2 ]请我 7 饭 [ c3 ] (有没有

[ n1 ]人[ n2 ]请我 吃饭[ n3 ])

(2) 偶[ c1 ]稀饭 [ c2 ]这样的 GG[ c3 ] (我 [ n1 ]

喜欢[ n2 ]这样的哥哥[ n3 ])

(3) 隔 3 差 5[c1 ]来看你 (隔三差五[ n1 ]来看你)

(4) 细八细[ c1 ]又要 FB[c2 ]去 (是不是[ n1 ]又

要腐败[ n2 ]去啊)

这些例子中 ,括号里面给出的是每个网络聊天语

言例子对应的标准语言。我们用[ci ]代表网络聊天语

言词汇 ,[ ni ]代表对应的标准语言词汇。例如 ,“有木

有”对应着标准语言的“有没有”,“银”对应着标准语

言的“人”。类似的网络聊天语言词汇很多 ,在网络聊

天室、聊天记录和论坛 (BBS) 上随处可见。我们知

道 ,传统语言处理工具的对象是标准语言 ,假定分析

对象 (文本) 符合常规语法。这样 ,面对网络聊天语

言 ,它们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用 ICTCLAS[26 ] 处

理例 (1)的网络聊天文本 ,分词结果如下 :

有/ v 木/ n 有/ v 银/ n 请/ v 我/ r 7/ m 饭/ n

ICTCL AS 处理不了“有木有”这个网络聊天词

汇。当然这并不说明 ICTCL AS 的性能不强 ,而是

因为 ICTCL AS 不包含网络聊天语言的任何信息
(词条、规则和统计数据) 。我们再看 ICTCL AS 对

例 (2)进行词性标注的结果 :

偶/ b 稀饭/ n 这样/ r 的/ u GG/ n

ICTCL AS 将“偶”分析为 b (区别词) ,将“稀饭”

分析为 n (名词) 。但是实际上 ,“偶”在这里用作

“我”,应该为 r (代词) ,“稀饭”代表“喜欢”,应为 v

(动词) 。因之相对于标准词汇的“奇异”效果 ,我们

定义网络聊天语言的该特性为“奇异性”。网络聊天

语言的“奇异性”给文本分析和处理带来了困难。对

于处理“有木有”这样的奇异词汇 ,有人建议将它添

加到词典里就可以了 ,在处理“银”时 ,再将“人”这个

义项添加到标准词典里去。我们反对这样做 ,因为

标准汉语基本不会使用“有木有”这个词汇 ,也不会

用到“银”的“人”这个义项 ,只有在网络聊天环境中

才会这样用到。

有人建议将这些奇异的词汇用一个“网络聊天

语言词典”收集 ,通过查询就能够找出对应的标准词

汇。这个建议并不能奏效 ,原因有二 : 一 ,网络聊天

语言在用作标准词汇时导致歧义。例如“银”可以用

作网络聊天语言 ,代表“人”,也可以用作标准词汇 ,

表示“银”这种金属物质。这时 ,仅仅通过词典 ,很难

区别网络聊天语言和标准词汇 ,更不用说去区分网

络聊天语言的多种不同用法。二 ,通过仔细观察研

究 ,我们发现网络聊天语言变化很快 ,无法用静态的

词典去覆盖。典型地 ,去年使用的一些网络聊天语

言 ,今年就被淘汰了 ,同时被更多新的网络聊天语言

取代。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

性”。虽然不断更新“网络聊天语言词典”是一个解

决方法 ,但网络聊天语言变化快 ,要做到及时更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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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费时费力 ,而且这些花费永无止境。要解决“奇异

性”和“动态性”问题 ,只依赖一个聊天语料库 ,似乎

走进了死胡同。

中国有句俗语 :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认为再动

态的网络聊天语言也包含着相对静态的因素。我们

的细致观察最终证实了这一想法。我们发现 ,尽管

网络聊天语言文本千差万别 ,但绝大多数 (99 %以

上)中文网络聊天语言的产生都遵循着一个不变的

基本原则 ,即语音映射。网络聊天语言除了表情图

标外 ,极少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绝大多数都对应着原

始文字模板。例如“偶”对应着“我”,“稀饭”对应着

“喜欢”,都是通过方言语音映射得到的 ,而“隔 3 差

5”则直接对应了同音词“隔三差五”。可见 ,网络聊

天语言的产生具有明显的语音映射基础。

有了这把网络聊天语言处理的钥匙 ,奇异性和

动态性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借助真实网络聊天语

言文本 ,对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和动态性进行详

细分析和归纳 ,并初步设计了面向处理奇异性和动

态性问题的网络聊天语言文本识别与转换方法。我

们先以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为基础建立网络聊天语

言模型和语言转换模型 , 通过信源 —信道模型

(Source Channel Model)实现网络聊天语言向标准

语言的转换。但该方法过于依赖网络聊天语言语料

库 ,虽然能较好解决奇异性问题 ,但不能处理动态性

问题。因此 ,我们进而以标准汉语语料库为基础建

立文字语音映射模型 ,对信源 ∃ 信道模型进行改进 ,

最终有效解决了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问题。

2 　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与动态性

我们认为 ,网络聊天语言具有两个显著特性 ,即

奇异性与动态性。前者从网络聊天语言的表面就能

观察得到 ,是显性的 ,因而比较容易把握 ;后者需要

经过对不同时间段的网络聊天语言文本进行对比分

析才能得知 ,是隐性的 ,因而难于驾驭。我们首先通

过丰富的实例对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进行分析。

这些实例均来自 N IL 语料库[24 ] 。

2. 1 　奇异性

网络聊天语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奇异性 ,它看

起来奇特怪异 ,似乎是错别字却被重复使用 ,似乎是

语法错误却频繁出现。奇异性表现在词汇的使用和

表达方法两个方面。但篇幅所限 ,本文重点讨论网

络聊天语言在词汇使用上的奇异性。

在词汇使用上 ,网络聊天语言或者使用奇异词

汇 ,或者使用标准词汇的奇异意义。奇异词汇的使

用是网络聊天语言最初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网络聊

天语言文本语料库的 9 524 个“奇异”网络聊天语言

的形态进行观察分析 ,我们将网络聊天语言划分为

六类 ,如表 1 所示。

表 1 　网络聊天语言的六类形态

网络聊天语言形态 出现次数 比例 例 　　子 注 　　释

中文词汇 8 030 61. 8 % 稀饭直来直去。 “稀饭”=“喜欢”

中文短语 670 5. 2 % 细八细要开个会议 ? “细八细”=“是不是”

英文大写字母 2 119 16. 3 % PF 他们的做事态度。 “PF”=“佩服”

阿拉伯数字 1 021 7. 9 % 9494 ,该打。 “94”=“就是”

上述形态的混合形态 1 034 8. 0 % 8 错 ,怎么弄得 ? “8 错”=“不错”

表情图标 110 0. 8 % 天气真好 , ∶- ) “∶- )”=“愉快”

　　表 1 显示 ,在中文网络聊天语言中 ,使用频率

最高的还是词汇和短语。但是从统计数字来看 ,

英文大写字母也占据了很大比例。这并不是由于

中文网络聊天语言使用了英语 ,这些英文大写字

母大都是汉语拼音的声母缩写。例如 ,“PF”是“佩

服”的汉语拼音“pei4 fu2”的声母缩写。少数英文

大写字母是来自英语 ,例如“IN G”反映的是英文现

在进行时态在动词后面后缀“ing”,表示“正在”。

恰恰相反 ,许多中文网络聊天语言词汇却借用了

英文单词的发音 ,例如 ,“粉丝”是借用英文单词

“fans”的发音然后通过汉语拼音映射过来的 ,这种

现象被称为“音译”。音译词在中文网络聊天语言

中出现频率不高。

我们再对 12 983 个中文网络聊天语言词汇/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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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一步分析 ,我们发现奇异词汇的使用与标准词

汇奇异意义的使用具有表 2 所示的分布。

表 2 　奇异词汇和标准词汇奇异意义的分布

中文网络
聊天语言

词汇个数 比 　例 出现次数 比 　例

奇异词汇 224 64. 4 % 4 519 34. 8 %

标准词汇
奇异意义

56 16. 1 % 7 839 60. 4 %

其他 68 19. 5 % 625 4. 8 %

总计 348 100 % 12 983 100 %

　　表 2 显示 ,使用标准词汇奇异意义的个数占

16. 1 %的网络聊天语言在聊天语料库中出现了

7 839 次 ,占所有中文奇异网络聊天语言总数的

60. 4 %。这一现象表明 ,使用标准词汇奇异意义的网

络聊天语言占绝大多数。

我们认为 ,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给网络聊天

语言处理带了如下挑战 : 1) 网络聊天语言的使用

群体很大 ,覆盖面很广 ,想要穷举所有奇异网络聊天

语言并非易事。2) 网络聊天语言造成了歧义 ,尤其

是同时使用标准词汇奇异意义的网络聊天语言 ,这

给网络聊天语言处理带来巨大困难。

2. 2 　动态性

动态性反映网络聊天语言的变化。例如 ,去年使

用的一些网络聊天语言 ,今年就被淘汰了 ,同时又出

现了更多新的网络聊天语言。正如张普教授所说 ,

“流行语都有流行周期 ,流行一过有可能就不使用

了。”流行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

为了分析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 ,我们将两年

内的聊天文本语料根据时间划分为 4 个相等的子

集 ,每半年的聊天文本为一组 ,然后统计其中网络聊

天语言的重复使用状况。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网络聊天语言的使用重复率

语料组 200427 200521 200527 200621 平均

200421 0. 882 0. 823 0. 769 0. 706 0. 795

200427 — 0. 885 0. 805 0. 749 0. 813

200521 — 0. 891 0. 816 0. 854

200527 — 0. 875 0. 875

　　排除个别例外情况 ,总的趋势是 : 越早的子集

同越晚的子集重复使用的网络聊天语言越少。从

2004 年 1 月到 2006 年 1 月间 ,网络聊天语言改变

了将近 30 %。从平均使用重复率来看 ,这个趋势

也是明显的。我们完全可以假设 ,如果语料库能

够覆盖五年的网络聊天语言 ,我们以每半年的网

络聊天语言作为语料子集 ,这种趋势将会更加

明显。

我们认为 ,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带来如下挑

战 : 1) 新的网络聊天语言不断出现 ,建立在一个静

态字典或者一个静态语料库基础上的方法很难识别

新出现的网络聊天语言。2) 为了能及时捕获新出

现的网络聊天语言 ,需要创建越来越多的语料库 ,这

需要消耗很大的人力物力。这必然给基于语料库的

处理技术提出一个难题 ,即在时间滞后的语料基础

上学习 ,亦要取得一致的处理效果 ,其中技术难度

很大。

3 　网络聊天语言与语音映射

3. 1 　网络聊天语言的语音映射特点

　　我们认为动态的网络聊天语言包含着相对静态

的基本元素 ,我们的细致观察最终证实了这一猜想。

我们发现 ,尽管网络聊天语言文本千差万别 ,但绝大

多数 (99 %以上)中文网络聊天语言的产生都遵循着

一个不变的基本原则 ,即语音映射。网络聊天语言

极少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绝大多数都对应着原始文

字模板。例如“偶”对应着“我”,“稀饭”对应着“喜

欢”,都是通过方言语音映射得到的 ,而“隔 3 差 5”

则直接对应了同音词“隔三差五”。可见 ,网络聊天

语言的产生遵循明显的语音映射原则。有了这个语

音映射原则 ,无论网络聊天语言如何千变万化 ,本质

上的语音映射是稳定的、静态的。我们以语音映射

方法为尺度 ,对 2. 2 节所用的观察样本对网络聊天

语言的重复使用状况进行再次分析 ,统计结果 (表

4)表明 ,语音映射是动态网络聊天语言处理的钥匙。

表 4 　网络聊天语言语音映射方法的使用重复率

语料组 200427 200521 200527 200621 平均

200421 0. 987 0. 993 0. 989 0. 993 0. 991

200427 — 0. 993 0. 991 0. 986 0. 990

200521 — 0. 997 0. 992 0. 995

200527 — 0. 995 0. 995

3. 2 　语音映射模型形式化

为了便于语音映射模型的形式化描述 ,我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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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字2字映射模型。即三元组 :

CM ∶= < T , C , Prcm ( T/ C) >

　　其中 , CM 代表字2字映射模型 , T 代表网络聊

天语言字符 , C代表标准语言字符 , Pr cm ( T| C) 代表

字2字映射的概率。例如网络聊天语言“7”和标准

语言“吃”的字2字映射模型为 < 7 , 吃 , 0 . 127 > 。显

然 ,由于字2字映射模型只能通过对网络聊天语言

语料库的统计获得 ,概率参数严重依赖于网络聊天

语言语料库。

语音映射模型具有更强更广泛的映射表达能

力 ,它将语音映射引入字2字映射模型 ,即五元组 :

PM ∶= < T , C, pt ( T) , pt ( C) , Pr pm ( T | C) >

　　其中 , PM 代表字2字映射模型 , pt ( T) 代表网

络聊天语言字符对应的语音标记 , pt ( C) 代表标准

语言字符的语音标记 , Pr pm ( T| C) 代表语音映射模

型的概率。我们用汉语拼音表示中文语音标记。

例如网络聊天语言“7”和标准语言“吃”的语音映

射模型为 < 7 ,吃 , qi , chi ,0 . 357 > 。语音映射模型

不再依赖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它可以从标准语

言语料库抽取。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的作用只是

加强该模型对网络聊天语言的适应性。

3. 3 　语音映射模型参数估计

语音映射模型的参数估计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

一 ,字符映射空间从何而来 ? 二 ,语音映射概率如何

估计 ? 我们从标准汉语语料库抽取所有汉语字符 ,

同时将这些字符看作网络聊天语言字符的候选对

象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两种语言的字符映射空间。

由于字符空间的完整性依赖于标准语言语料库的覆

盖面 ,因此在实验中我们选择了当前覆盖面最大的

中文 GIGAWORD (CN GIGA)语料库。

既然我们认为是语音映射将标准语言字符和网

络聊天语言字符关联起来的 ,那么语音相似度自然

是语音映射模型的基本元素。我们开发了汉语拼音

相似度计算工具获得此相似度[25 ] 。为保证语音映

射模型能代表广泛的标准语言统计规律 ,我们在语

音映射模型的概率估计中考虑字符在语料库里的出

现次数。这样我们得到如下语音映射概率计算

公式 :

Pnaive ( A , A - ) =
( f rslc ( A - ) ×pys ( A , A - ) )

∑
i

( f rslc ( A i ) ×pys ( A , A i ) )

(1)

其中 , { A i } 是与字符 A 在语音上相似的字符集合 ,

A - 来自这一集合 , f rslc ( A i ) 表示字符 A i 在标准语

言语料库中的出现次数 , p ys ( A , A i ) 表示字符 A 与

A i 的语音相似度。

为了加强对网络聊天语言的适应性 ,我们使用

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来调整语音映射模型。于是 ,

概率计算公式 (1) 改写为 :

Pex tended ( A , A - ) =
f r N IL ( A - ) ×Pnaive ( A , A - )

∑
i

f r N IL ( A i ) ×Pnaive ( A , A i )

(2)

　　这里 , f rN IL ( A i ) 代表字符 A i 在网络聊天语言

语料库的标记文本中的出现次数。这样一来 ,如果

某些字符在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的标记文本中出

现 ,相应的语音映射模型概率将会得到提高。

由于使用了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必然出现数

据稀疏问题 ,也就是说 ,某些字符可能不出现在网络

聊天语言语料库的标记文本中。为此我们引入平滑

算子处理数据稀疏问题 ,对所有在网络聊天语言语

料库标记文本中出现次数为 0 的字符 ,用该平滑算

子取代其出现次数。这样公式 (2) 改写为 :

Pex tended ( A , A - ) =

sf ×Pnavie ( A , A - )

∑
i

f r N IL ( A i ) ×Pnaive ( A , A i ) + ∑
j

s f ×Pnaive ( A , A j )
　　i f f re N IL ( A - ) = 0 ;

f r N IL ( A - ) ×Pnavie ( A , A - )

∑
i

f r N IL ( A i ) ×Panive ( A , A i ) + ∑
j

s f ×Pnaive ( A , A j )
　　ot herw ise.

(3)

　　这里 ,所有字符 A j 在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的

标记文本中出现次数为 0。显然 ,概率计算的准确

度依赖于这个平滑算子。如果平滑算子太大 (超过

1) ,就会忽略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对该计算的影响 ;

如果太小 (等于 0) ,语音映射模型就容易过度适应

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我们采用 0 . 2、0 . 4、0 . 6 和

0 . 8 分别考察它们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同时利用标

准语言语料库对平滑算子进行评估。计算公式

如下 :

sf ( k) =
f rslc ( A k )

∑
j

f rslc ( A j )
(4)

　　这里 , f rN IL ( A j ) = 0 而且 A k ∈{ A j } 。可以看

出 ,在标准语言语料库出现次数越多 ,平滑算子值就

越大 ,反映了广泛的标准语言统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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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聊天语言到标准语言的自动转换

网络聊天语言处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从网络聊

天语言到标准语言的转换。本文描述两个方法 : 第

一个方法只利用网络聊天语言与语料库 ,通过原始

信源2信道模型 ,实现网络聊天语言的转换 ;第二个

方法引入语音映射模型以扩展原始信源2信道模

型 ,以解决动态性问题。

4. 1 　基于字2字映射的原始信源2信道模型

信源2信道模型是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技术中

的常用方法[27 ] ,我们采用该方法在字2字映射模型

的基础上实现对网络聊天语言的转换。该方法的基

本思想是搜索字符映射空间以得到最可能的字符转

换结果。根据 Bayes 法则 ,该条件概率被分解为字

符映射模型和语言模型 ,如公式 (5) 所示。

Ĉ - argmaxC p ( T | C) = argmax p ( C | T) p ( T)
p ( C)

)

(5)

　　其中 T = { ti } i = 1 ,2 , ⋯, m代表输入网络聊天语言文

本 , C = { ci } i = 1 ,2 , ⋯, n代表所有可能的标准语言文本映

射 , Ĉ 是最优映射转换结果。p ( C| T) 代表字符映射

模型 , p ( T) 代表网络聊天语言模型 ,二者均可从网

络聊天语言语料库中训练获得。

该方法采用字2字映射模型的典型方法 ,其局

限性是对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的过度依赖 ,数据稀

疏问题很严重。如果某网络聊天语言不在网络聊天

语言语料库中出现 ,就很难得到正确的转换结果。

这导致该方法无法应付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

4. 2 　基于语音映射的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

基于语音映射模型的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能够

很好解决动态性问题 ,这得益于语音映射模型的普

遍性。我们在公式 (4) 中插入语音映射模型 ,得到一

扩展的信源2信道模型 ,如公式 (6) 所示。

Ĉ = argmaxC p ( T | M , C)

= argmax p ( C | M , T) p ( M | T) p ( T)
p ( C)

(6)

　　这里 , M = { m i } i = 1 ,2 , ⋯, n代表 T = { ti } i = 1 ,2 , ⋯, m到

C = { Ci } i = 1 ,2 , ⋯, n语音映射集合。p ( C| M , T) 即所谓

网络聊天语言转换观察模型 , p ( M | T) 即语音映射

模型 , p ( T) 即网络聊天语言模型。

同基于字2字映射的原始信源2信道模型相比 ,

基于语音映射的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的搜索空间得

到充分扩大。例如 ,“银”在聊天语料库中仅被标记

用作“人”,因此用基于字2字映射的原始信源2信道

模型处理“银们散了”,搜索空间是{“人们散了”,

“银们散了”} ;而在基于语音映射的扩展信源2信道

模型中 , 搜索空间扩大为 {“因们散了”,“印们散

了”,“吟们散了”,“阴们散了”,“人们散了”,“银

们散了”} 。这显然提高了对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

的处理能力。

5 　实验与评测

5. 1 　实验数据

　　实验中我们用到两类训练语料库 ,即标准语言

语料库和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我们采用中文

GIGA WORD (CN GIGA) [28 ] 作为标准汉语语料库 ,

采用 N IL 语料库[24 ]作为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我们使用了四个测试集 T # 1～T # 4 ,均来自天

极论坛 (bbs. yesky. com)“大嘴区”。每个测试集包含

的聊天语句 500 句 ,时间戳在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中

的聊天语句之后 ,即 2005 年 8 月到 11 月。这样安排

测试集 ,目的是要比较网络聊天语言转换方法在不同

时间段测试语料上的性能 ,从而观察不同方法在处理

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和动态性上的效果。

5. 2 　评测指标

在网络聊天语言识别上 ,我们采用同未登录词

识别类似的评测指标 ,即准确率 ( p) 、召回率 ( r) 和

F21 指标 ( f ) 。这些指标的定义如下 :

p =
a

a + b
　r =

a
a + c

　f =
2 ×p ×r

p + r
(7)

　　其中 , a 代表正确判断为网络聊天语言的次数 ,

b代表错误判断为网络聊天语言的次数 , c 代表错误

判断为非网络聊天语言的次数。

在网络聊天语言的转换上 ,我们采用类似机器

翻译评测的指标 ,即精确度 ( ac) ,它的定义如下 :

ac =
正确翻译的句子个数
所有测试句子个数

(8)

5. 3 　实验 1 : 原始信源2信道模型( SCM)

训练过程是利用 N IL 语料库进行字2字映射模

型的参数估计。训练完成后 ,我们运行原始信源2
信道模型方法 ,分别处理四个测试集。实验结果如

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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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原始信源2信道模型的实验结果

测试集 p r f ac

T # 1 0. 834 0. 853 0. 843 0. 835

T # 2 0. 801 0. 816 0. 808 0. 802

T # 3 0. 772 0. 782 0. 777 0. 773

T # 4 0. 737 0. 765 0. 751 0. 736

5. 4 　实验 2 : 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 XSCM)

我们利用 CN GIGA 语料库和 N IL 语料库进

行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的参数估计 ,分别采用 0 .

2 、0 . 4 、0 . 6 、0 . 8 和语料库评估值作为平滑算子 ,

并分别处理四个测试集。实验结果如表 6 、表 7

所示。

表 6 　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的实验结果 (固定平滑算子)

测试集
sf = 0. 2 sf = 0. 4 sf = 0. 6 sf = 0. 8

p r f ac p r f ac p r f ac p r f ac

T # 1 0. 865 0. 874 0. 869 0. 864 0. 877 0. 891 0. 884 0. 876 0. 875 0. 890 0. 882 0. 874 0. 858 0. 871 0. 864 0. 857

T # 2 0. 865 0. 872 0. 869 0. 866 0. 882 0. 892 0. 887 0. 885 0. 881 0. 890 0. 886 0. 883 0. 862 0. 872 0. 867 0. 864

T # 3 0. 876 0. 869 0. 872 0. 877 0. 892 0. 884 0. 888 0. 894 0. 891 0. 883 0. 887 0. 892 0. 871 0. 866 0. 868 0. 872

T # 4 0. 868 0. 875 0. 872 0. 868 0. 884 0. 891 0. 887 0. 883 0. 881 0. 888 0. 885 0. 881 0. 866 0. 871 0. 868 0. 865

表 7 　扩展信源2信道模型的实验结果

(以语料库评估值为平滑算子)

测试集 p r f ac

T # 1 0. 891 0. 918 0. 904 0. 890

T # 2 0. 900 0. 911 0. 905 0. 900

T # 3 0. 904 0. 898 0. 901 0. 903

T # 4 0. 898 0. 911 0. 904 0. 895

5. 5 　讨论 1 : 方法性能对比

图 1 给出了不同方法在四个测试集上的 F21 指

数对比曲线。总体上看 ,在四个测试集上 , XSCM

方法在使用语料库评估值 ( XSCM2v) 作为平滑算子

时 ,都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 F21 指数达到 90 %以上 ,

网络聊天语言转化精确度也超过了 89 %。SCM 方

的 F21 指数在测试集 T # 1 上取得最好效果 ,即

84. 3 % ,比 XSCM 在测试集 T # 3 上取得的最差效

果 90. 1 %低 5. 8 %。从性能上看 , XSCM 方法比

SCM 方法更能准确处理奇异网络聊天语言。

图 1 　各种方法性能对比曲线。

5. 6 　讨论 2 : 平滑技术性能对比

我们接下来对几种平滑技术进行对比 ,图 2 给

出了在四个测试集上的 F21 指数对比曲线。我们发

现以语料库评估值为平滑算子时 XSCM 取得最好

效果 ,即 F21 指数最高为 90. 7 %。在固定平滑算子

中 ,当 s f = 0. 4 时 , XSCM 效果略好于 s f = 0. 6 ,但

超过 s f = 0. 8 约 2 %。总起来看 ,若采用固定平滑

算子 ,取值在 0. 4 和 0. 6 之间某值时 ,XSCM 性能达

到最高。

图 2 　各种平滑技术对比曲线。

5. 7 　讨论 3 : 处理动态聊天文本的健壮性

各种方法在处理动态聊天文本的健壮性可从图

1 看到明显对比。我们发现 ,使用各种平滑算子的

XSCM 方法都取得了相对平稳的性能。这是因为

XSCM 使用了语音映射模型 ,该模型在动态网络聊天

语言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四个测试集的时

间戳距离 NIL 语料库的越来越远 ,XSCM 方法仍能利

用稳定的语音映射对动态网络聊天语言进行有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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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 SCM 方法不能适应网络聊天语言的变化 ,导

致其性能急剧下降。这一实验结果有力地证实了语

音映射模型在网络聊天语言处理中的重要意义。

5. 8 　错误分析

本部分我们给出两类典型错误 ,并分析导致错

误的主要原因。

错误21 : 歧义网络聊天词汇

例 1 　我还是 8 米

例 1 中 , XSCM 方法没有找到网络聊天词汇 ,

而正确的答案是“我还是不明”。这是由于网络聊天

词汇“8”和“米”都包含歧义 ,当“8”出现在“米”前面

时 ,“8”被识别成数字 ,而“米”被识别成度量单位。

这时 ,若不通过上下文 ,很难发现这两个网络聊天词

汇。在我们的实验中有 93 个类似错误 ,这样的错误

只有通过基于上下文的话语分析才能得到有

效解决。

错误22 : 非语音影射网络聊天词汇

例 2 　忧虑 ing

XSCM 方法无法识别例 2 中的“ing”,而正确的

答案应该是“(正在)忧虑”。这是因为网络聊天词汇

“ing”并非产生于语音影射 ,而是来自英文的现在

时态表示。统计发现 ,大约有 1 %的网络聊天词汇

不是通过语音影射创造的 ,例如表情图标 (emoti2
con)就是典型的一种。幸运的是 ,这些网络聊天词

汇通过基于词典的方法就可以处理。因此在实用系

统中 ,我们另外开发一个模块 ,专门用于处理非语音

影射网络聊天词汇。

6 　相关工作

中文网络聊天语言从 2005 年开始受到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人员的重视。夏云庆等[23 ] 在“N IL Is

Not Not hing”项目中对网络聊天语言的奇异性进行

了分析和归纳 ,在小规模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的基

础上 ,设计实现了模式匹配、最大熵和支持向量机方

法 ,以 2004 年 12 月、2005 年 1 月和 2 月的网络聊

天语言为训练文本 ,在处理 2005 年 3 月的网络聊天

语言文本时 ,取得了 87. 1 %的 F21 指数。但是 ,这

些方法在处理更新的网络聊天语言文本时 ,性能急

剧下降。我们认为原因有二 : 一、现有网络聊天语

言语料库规模不足 ,数据稀疏问题严重 ,这些方法过

度适应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二 ,网络聊天语言变化

较快 ,即使有了大规模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也不能

有效解决动态性问题。

为了建立相当规模的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夏

云庆等[ 24 ]利用半年时间扩大了 N IL 语料库的规模。

为网络聊天语言处理研究提供了更多训练语料。为

了解决网络聊天语言动态性问题 ,夏云庆等[22 ] 引入

标准语言语料库 ,利用错误驱动方法 ,通过计算可信

度 ,来判别输入文本中的奇异网络聊天语言。实验

证明 ,这种方法对动态网络聊天语言文本具有较好

的适应性 ,也取得了同现有最好方法接近的网络聊

天语言识别性能。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错误驱动机

制无法实现对所识别的网络聊天语言进行转换。但

是这一实践给我们的宝贵启发是 ,标准语言语料库

对网络聊天语言处理 ,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

从标准语言语料库的相对稳定性 ,我们发现了语音

映射模型。

7 　结论

本文借助真实网络聊天语言文本 ,对网络聊天

语言的奇异性和动态性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纳 ,并设

计了面向解决奇异性和动态性问题的网络聊天语言

文本识别与转换方法。我们先以网络聊天语言语料

库为基础建立网络聊天语言模型和语言转换模型 ,通

过信源—信道模型实现网络聊天语言向标准语言的

转换。但该方法过于依赖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 ,虽然

能较好解决奇异性问题 ,但不能处理动态性问题。因

此 ,我们进而以标准汉语语料库为基础建立文字语音

映射模型 ,对信源2信道模型进行改进 ,最终有效解决

了网络聊天语言的动态性问题。实验证明 ,扩展信

源2信道模型在引入语音映射模型以后 ,不但处理网

络聊天语言奇异性的能力提高了 ,还实现了动态网络

聊天语言的健壮处理。我们还对解决数据稀疏问题

的平滑技术进行了评测 ,结论是 ,以语料库评估值为

平滑算子时 ,XSCM 取得了最好效果。

限于现有的网络聊天语言料库的规模 ,我们目

前还无法完成如下两个工作 : 一 ,既然标准语言语

料库被引入网络聊天语言处理技术 ,那么我们将面

对如下几个问题 : 聊天语料库的最小规模多大 ,才

能获得一致的满意性能 ? 标准语言语料库的规模是

不是越大越好 ? 当标准语言语料库在规模上同网络

聊天语言语料库实现多大的比率时 ,能够得到最好

的训练效果 ?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相当规模的网络聊

天语言语料库 ,是我们目前所无法完成的。二 ,尽管

语音映射模型引入后 ,动态性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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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能忽略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规模提高对网络

聊天语言处理的意义。另外 ,在语音映射模型的假

设之外还有 1 %的网络聊天语言需要特殊处理 ,那

么我们会问 : 大致需要多久以后 , XSCM 方法应该

在新的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上重新训练一次 ,才会

保持良好的处理性能 ? 这个工作也离不开相当规模

的网络聊天语言语料库。这两类问题将在我们未来

工作中得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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