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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自然語言的應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中英翻譯、文件辨識等系統。

在這些應用系統中，詞庫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新詞不斷的產生，會影響以

詞庫為基礎的應用系統效能。因此在本論文裡，我們將建構一個二階段新詞萃取機制。

在第一階段利用構詞學的原理建立三音詞萃取法則用以萃取三音詞，再以非詞彙篩檢

法則來過濾掉非詞彙字組以減少第二階段的分辨量。第二階段的則以詞組間的特徵統

計資訊，利用類神經網路作新詞的進一步的辨認。從實驗的結果可知我們所設計的篩

檢與萃取法則將可迅速地萃取新詞。此外我們並探討特徵資訊的選取與多寡對作新詞

的辨認成效影響。 

 

1. 緒論 

在許多以自然語言處理為導向的文件擷取系統，常是以詞庫來輔助系統，以提升效率。

然而藉由人們的使用需求，新詞將不斷地產生、增加，因此新詞的萃取技術發展也就

日顯重要。  

 以中文語料而言，新詞的萃取方法多與斷詞程序相連結。先將語料作切割再合併

切割過短的字組形成長字組，經由篩選機制過濾掉可能非為詞彙的字組，最後再對有

疑義的字組予以處理。目前所發展的技術可分為統計式與法則式。  

 統計式的方法多是利用語料中詞彙的組成或特徵資訊，並以統計法則計算作為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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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原則。例如，相關度(association) [Sproat90]是以相互關連度(mutual information) 

[Church90]為基礎，並加入字元出現順序性的考量，用來衡量字組中字元與字組間的

相關程度。骰子矩陣(dice matrix) [Smadja93, 96]亦是以相互關連度為基礎，改進字組

的組成字元出現機率都很低的時候，相互關連度值會過大的問題。Smadja 等人利用骰

子矩陣進行連字(collocation)的抽取與兩種語言間連字的翻譯。相對頻率(relative 

frequency) [Wu93]是將字組出現頻率正規化的統計式特徵，利用可能度比率模組結合

相互關連度與相對頻率，作英文的複合詞萃取。熵(entropy) [Tung94]可用來考量字組

與語料中相鄰字元間的相關程度，Tung 利用熵作新詞萃取，並應用到文字辨識系統

中。這些統計式的方法多以門檻值來判讀詞或非詞彙。雖然，詞的特徵資訊統計值，

如相關度、熵等，通常都較非詞彙的統計值高，但是統計值高的卻不一定是詞。因此

Wu[93]建立可能度比率模組，結合不同的特徵統計資訊，以考量字組是為詞彙或非詞

彙的機率。Chang[97]除建立可能度比率模組，更進一步結合斷詞程式作遞迴式的中文

新詞的萃取。  

另一方面，法則式的萃取模組則是利用構詞學與構句學的理論，配合語意資訊或

詞性進行萃取，例如詞性標籤(part of speech tag)等。Yeh[91]利用馬可夫模式斷詞，再

使用語意與語法的分析選取最適當的斷詞。Lin[93]先作斷詞然後利用構詞學的法則修

正斷詞的結果，並以可能度比率模組來萃取新詞，增加斷詞與辨詞的效能。Nie[95]使

用 maximum-matching 與經驗法則來作斷詞。將斷詞的結果再利用構詞學的方法萃取

三音詞，並且利用構詞學中不具語意功能的字元刪除候選字組。Chen[97]利用詞性標

籤建立法則，並利用一部份已經切割好的語料作為訓練資料，用以挑選法則。 

有別於上述的萃取技術，本篇論文將利用構詞法則和字組間的特徵統計值，直接

從字組庫中而不考量斷詞程序來萃取出新詞。我們主要針對二、三音詞作萃取對象並

希望能快速地將其挑選出。在本論文裡，我們將建構一個二階段新詞萃取機制。在第

一階段利用構詞學的原理建立三音詞萃取法則用以萃取三音詞，再以非詞彙篩檢法則

來過濾掉非詞彙字組以減少第二階段的分辨量。第二階段的則以詞組間的特徵統計資

訊，利用類神經網路作新詞的辨認。從實驗的結果可知我們所設計的篩檢與萃取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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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迅速地萃取新詞；而不同的特徵資訊與多寡也將影響類神經網路作新詞的辨認成

效。 

本篇論文除了緒論外第二節將介紹所提的系統概觀。第三節將介紹法則式辨認模

組及一些構詞學的基本原理，包括詞的主要構成方式，與詞的一些特性。訂定詞彙萃

取法則，與非詞彙辨認法則，進行詞彙的萃取與非詞彙字組的辨認，並作實驗與分析。

第四節將描述我們所應用的類神經網路辨認模組及分析統計式特徵，並以實驗結果作

驗證。 

 

2. 系統概觀 

本系統主要包含兩個模組，一是法則式辨認模組，另一是類神經網路辨認模組，如圖

2-1。首先我們為了提供類神經網路辨認模組統計式特徵，先計算字組的統計式特徵，

建立特徵資料庫，然後利用系統詞庫將已知詞從字組庫中去除。在法則式的辨認模組

中，我們利用構詞學的原理訂定三音詞萃取法則，然後來萃取三音詞，再利用非詞彙

辨認法則來過濾屬於非詞彙的雙字組與三字組，經過法則式辨認模組之後，尚有一些

無法決定是屬於詞彙或是非詞彙的字組，再交由類神經網路辨認模組結合統計式特徵

資訊來作最後的判斷屬於詞彙或非詞彙。 

 

3. 法則式辨認模組 

3-1 詞的基本定義與構成 

由於有些字組是屬於詞彙或是非詞彙，若我們不加以明確的定義，則難以評估系統的

效能。因此我們參考語言學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中文詞庫小組（以下簡稱詞

庫小組）訂定的分詞標準，對詞加以定義。 

在構詞學中詞素(morpheme) 是語言系統中具有語意或語法功能的最小的單位

[Thompson 92]。有些詞素可以獨立而自由使用，如中文的『我』、『你』、『人』等等。

這些稱為『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 不加任何附著詞素的自由詞素稱為『詞根

(root)』。而有些詞素則永遠不可以單獨使用，稱為『附著詞素(bound morpheme)』。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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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詞素也叫做詞綴(affix)，附在詞根前面的叫做『前綴』(或稱『詞頭』prefix)，例如

『可微分』，『可』即屬於前綴;附在詞根後面的叫『後綴』(或稱『詞尾』suffix)，例如

『正規化』，『化』即屬於後綴;加插在詞根中間的稱為『中綴』(或稱『詞嵌』infix)。 

 

 

 

 

  

 

 

 

 

 

 

 

 

 
 

 

根據中文詞界研究與資訊用分詞標準中對詞的定義[詞庫小組]，詞為『一個具有

獨立意義，且扮演特定語法功能的字串應視為一個詞』。根據詞性分類，則詞可以大略

分為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定詞、量詞、介詞、方位詞、連接詞、語助詞等類。

其中，動詞與名詞因為可具有詞組形式，所以有複合詞的認定問題。並且動詞、名詞

是屬於『開放性詞集』[謝國平 86]，可能有新詞產生，因此在認定上困難度較高。『開

放式詞集』是指可能會有新詞產生的詞集稱之，而『封閉性詞集』則是幾乎不可能有

新詞產生的詞集。 

圖 2-1：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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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構成方式有許多種，比較重要的有『衍生(Derivation)』與『複合(Compounding)』

兩種構詞方式[謝國平 86]。『衍生』是以衍生詞綴與詞根組合而成衍生詞的過程，例

如『工業化』、『可微分』皆是衍生詞。『複合』則是指兩個詞併在一起構成另一個詞的

過程，例如『遊戲』與『樹』是兩個詞，新詞『遊戲樹』可由此二詞合併得到。除了

『衍生』與『複合』之外，詞的構成方式尚有許多，以下列舉幾種『略語(Acronym)』、

『溶合 (Blending)』、『反向構詞法 (Back-formation)』、『借字 (Borrowing)』、『簡縮

(Abbreviation)』…等[謝國平 86]。 

對於難以決定該歸於複合詞或是片語的詞組，我們依據中文詞界研究與資訊用分

詞標準中所定的兩條基本原則與六條輔助原則加以分類[詞庫小組]。此外，我們對出

自外來語翻譯的新詞認定，一方面考慮其在漢語的語意與語法，另一方面亦考慮原文

的語意與語法，例如『能隙』(energy gap)一詞，每次在語料庫中出現都是其他詞的部

分字組如『光能隙』(optical energy gap)，由於『能隙』明顯具有獨立的語意，因此認

定為新詞。又例如『直方』每次在語料庫中出現都是『直方圖』(histogram)的部分字

組，在原文中 ’histo’ 此字串在原文中並不是一個詞，而是一前接詞綴，有組織的意

思，且『直方』在漢語中並無獨立的語意與語法，因此認定為非詞彙。對於化學式構

成的新詞認定方面，我們將化學式視為不可切分的單位，因此化學式的部分字組一律

視為非詞彙。 

 

3-2 萃取法則 

由於一般二音詞可以容易地從統計資訊萃取出來[Sproat90]，因此，本法則模組主要是

針對新詞的三音詞部分提出萃取法則。萃取法則主要是依據衍生式構詞與複合式構

詞，將我們所切分出來的字組中符合詞與複合詞頭、複合詞尾、衍生前綴、衍生後綴

的字組視為詞。由於有一些組成詞素是屬於自由詞素或是附著詞素，各文件上的定義

有所出入，但其與詞的組合都可歸為衍生詞或複合詞。 

 根據[詞庫小組]所附的語法詞綴、衍生詞綴、接頭/接尾詞一覽表，衍生前綴與接

頭詞共有五十個，衍生後綴與接尾詞共有四百五十七個。由於我們使用詞彙萃取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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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想快速的將易於辨認出屬於詞彙的字組，所以我們觀察語料中經常出現的複

合詞，挑選適合的衍生前綴與接頭詞有『主』、『副』、『非』、『多』、『超』、『子』、『單』、

『雙』等共八個。挑選衍生後綴與接尾詞有『化』、『性』、『度』、『機』、『器』、『法』、

『式』、『率』、『值』、『體』、『表』、『型』、『量』、『集』、『圖』、『碼』等共十六個。我

們的詞彙萃取法則可以定義為以下兩條法則: 

 (三音詞萃取法則一): 

若三字組(c1c2c3)，其中 c1c2 屬於雙音詞且 c3 屬於衍生後綴或接尾詞者，並且

三字組(c1c2c3)出現於語料中，其部分字組不得每次與相鄰字元構成雙音詞或三

音詞。 

(三音詞萃取法則二): 

若三字組(c1c2c3)，其中 c2c3 屬於雙音詞且 c1 屬於衍生前綴或接頭詞者，並且

三字組(c1c2c3)出現於語料中，其部分字組不得每次與相鄰字元構成雙音詞或三

音詞。 

 

3-3 篩檢法則 

詞常常因為語法功能相同而分為好些詞集，例如『開放性詞集』和『封閉性詞集』。『開

放性詞集』包涵名詞、動詞、形容詞、及副詞，新詞往往出於此類 [謝國平 86]。反之

『封閉性詞集』包涵介詞、連詞、冠詞等。這些詞類幾乎不會有新詞產生。以我們將

字組分類來說，開放性詞集有可能與其他詞素結合成為新詞，封閉性詞集由於具有較

固定的語法功能，與其他詞素構成新詞的機率較低。雖然，我們將詞分為『開放性』

與『封閉性』，但並不保證封閉性的詞集不會有新詞產生。我們可利用封閉性詞集與其

他詞素結合產生新詞機率較低的特性，加以訂定非詞彙字組的篩檢法則。 

首先我們定義『封閉字集』以利於我們進行將字組篩檢。對於單字詞素能與其他

詞素構成新詞的機率很低者我們稱為『封閉字』。『封閉字』的集合為『封閉字集』。我

們所挑選的封閉字不一定來自封閉詞集，而是依據以下原則： 

（封閉字挑選原則一）必須與其他詞素構成新詞的機率很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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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字挑選原則二）挑選語意與語法功能簡單固定者。 

（封閉字挑選原則三）盡量挑選出現頻率高者，因為這樣才能將較多的字組歸類。 

原則一是我們挑選封閉字的最主要依據，因為若一中文字與其他詞素構成新詞的機率

低，才符合封閉性的原則;原則二是因為語法與語意功能具有多種用法者，由其所產生

新詞的機率不一定低;原則三是基於效率的考量，相對而言，通常出現頻率高者，有較

多的字組可依照非詞彙篩檢法則將之歸為非詞彙。 

 根據上述三個原則，我們挑選的封閉字有『和』、『與』、『或』、『且』、『及』、『而』、

『此』、『本』、『是』、『其』、『了』、『的』、『之』、『於』、『為』等十五個字。 

首先『和』、『與』、『或』、『且』、『及』，這些字的詞性都是屬於連接詞，而且語法功能

都相當明確且簡單。由連接詞的語法功能可知這些字會符合原則一與原則三。然而單

字詞可能有兩種以上的語意或語法功能，例如『暖和』、『或然率』、『苟且』等，但這

些情形大部分是詞庫中已經存在的詞，或是出現的機率很低。 

『而』、『此』的語法及語意功能較為固定。『本』則有較多語意上的變化如『樣本

數』、『超本文』（超本文會根據衍生詞構詞規則，歸為詞彙），然而，『本』在我們的語

料中單字的出現頻率是屬於出現頻率高的單字，且主要仍以『冠詞』的詞性出現，因

此將『本』加入封閉字集中。『是』在我們語料中單字出現頻率是屬於高出現頻率單字，

且語意語法固定，所以加入封閉字集。『其』的詞性歸於代名詞，之外用法『其他』、『其

餘』。由於『其』的語意語法固定，與其他詞素結合為新詞的機率低，所以亦加入封閉

字集。至於『了』我們視為構形詞綴如在『吃了』，並不改變語義。而『的』、『之』可

視為修飾語與中心語之間的分隔標記且其使用頻率上高所以亦加入封閉字集。『於』、

『為』則視為介詞。我們基於易於處理一律將『動詞＋於』、『動詞＋為』、『動詞＋成』

視為非詞彙。 

因此我們將字組歸為非詞彙的法則，即 

(非詞彙字組篩檢法則一): 

字組中包含{和、與、或、且、及、而、此、本、是、其、了、的、之、於、為}

者則歸為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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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封閉字將非詞彙字組篩檢出來以外，我們又使用另一簡單而有效率的非詞彙篩

檢法則稱為部分詞彙篩檢法則： 

 
(非詞彙字組篩檢法則二): 

若一字組在語料庫中每次出現的情形，其部分字組皆與相鄰字元形成雙音詞或三

音詞者，則歸為非詞彙。 

 

3-4 實驗與分析 

我們所使用的語料庫是由交通大學圖書館的中華碩博士論文查詢系統，所下載的資訊

相關系所的 3,646 篇碩博士論文，來自資訊工程研究所、資訊及電子工程研究所、資

訊科學研究所、資訊教育研究所、資訊管理技術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電子與資

訊工程技術研究所、電機與資訊工程研究所等不同系所。在語料庫 3,646 篇碩博士論

文中共有 1,163,928 字，包括 2680 個不同的字，本論文針對雙音詞與三音詞作新詞萃

取，經字組抽取後共有 1,058,078 個雙字組與 956,046 個三字組，其中不同的雙字組共

有 110,258 個，不同的三字組有 344,585 個。字組出現次數超過四次且不存在於系統詞

庫中的雙字組與三字組各 22,172 個與 32,119 個。我們使用教育部所發展的詞庫作為系

統詞庫來過濾已知詞，其中包含有 48,330 筆雙音詞，11,558 筆三音詞。 

 我們分別定義了新詞萃取正確率與召回率，非詞彙字組篩檢正確率與召回率，來

衡量系統的效能： 

萃取為新詞之總數

萃取正確之總數
新詞萃取正確率=  (3.1) 

新詞之總數

萃取正確之總數
新詞萃取召回率 =  (3.2) 

數篩檢為非詞彙字組之總

篩檢正確之總數
非詞彙字組篩檢正確率=  (3.3) 

非詞彙字組之總數

篩檢正確之總數
非詞彙字組篩檢召回率=  (3.4) 

 

實驗中，三字組庫中所有的三音新詞共有 1246 個，經由詞彙字組萃取法則所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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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組共有 761 個三字組，其中正確的共有 707 個新詞，例如，壓縮率、門檻值、超

媒體、子集合等; 錯誤的的共有 56 個錯誤，例如，利用圖、行程式等，因此新詞萃取

正確率是 92.9％，召回率是 56.74％如圖 3-1。 

造成詞彙字組萃取法則錯誤的原因，是因為雙音詞與接頭詞、接尾詞、詞綴的結

合，在語料中並不一定會構成正確的句法結構。根據萃取錯誤的三字組與前後文的關

係，可以將錯誤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萃取錯誤的三字組中其部分字組是屬於另一雙音

詞或三音詞。因為萃取錯誤的三字組中的部分字組是屬於一新詞，並非所有的新詞皆

是由詞庫中的詞與詞綴、接頭詞或接尾詞的結合而成，例如『四元樹』、『波茲曼』等。 

在尚未歸類的字組中有許多可以經由法則式非詞彙篩檢法則正確地篩檢出來，因

此我們先利用法則式非詞彙篩檢法則將一些可正確歸類的字組篩檢出來。雙字組庫中

原本有 22172 個雙字組，其中 21399 個非詞彙雙字組。根據兩條非詞彙篩檢法則，將

15884 個雙字組篩檢出來，其中 15882 個正確篩檢，正確率 99.99%，召回率 74.22％

見圖 3-2。經過三音詞萃取法則之後，剩下 31358 個三字組，其中包含 30858 個非詞

彙三字組，依據兩條非詞彙篩檢法則篩檢出 21231 個三字組，其中有 21213 個正確的

篩檢，正確率 99.92，召回率 68.74％見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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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法則式三音詞詞彙萃取正確率與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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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雙字組非詞彙篩檢正確率與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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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三字組非詞彙篩檢正確率與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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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類神經網路辨認模組 

4-1 倒傳遞網路 

由於詞的構成方式頗為複雜，且各中文字可能具有特殊的使用情形，因此若要以純法

則式的辨認方法來判斷分類，必須要建立起很多的法則。另一缺點是建立的法則需考

量不同的語料庫的特性。因此在第二階段的篩選時讀我們乃以字組間特徵值做為辨詞

依據。 

由於類神經網路中倒傳遞網路(multi-layer feed-forward with back propagation)具有

學習正確率高、理論簡明[Zurada 92]，因此我們可將所挑選的特徵統計值做為此網路

的輸入，建構成詞彙與非詞彙的分類器。我們使用具有一層隱藏層的倒傳遞網路，並

且與輸入層是完全連接(full connect)且與輸出層亦是完全連接。在神經元的架構中，我

們使用雙曲線正切函數(hyperbolic-tangent function)作為轉換函數。此函數具有微分容

易的優點，可配合差距法則調整神經元間的權重，此函數當自變數趨於正負無限大時，

函數值趨近於常數，其函數值域在[-1,1]之間。 

4-2 特徵選取 

統計式的特徵經常用到字組的出現機率，因此先定義字組的出現機率，再說明各種統

計式的特徵。本論文將利用出現頻率來評估字組的出現機率如下 

∑
=

j

ij

ij
ij

GT
GTGP

)(
)()(  

其中 T（Gij）表示長度為 i 的第 j 個字組 Gij 的出現次數。字組間的特徵有 

(1) 相對頻率(relative frequency count)[Wu 93]是將字組的出現次數除以所有字組

的平均出現次數如公式(4.2)。 

 

 

其中 rij 是指長度為 i 的字組庫中的第 j 個字組，fij是 rij 的出現次數，Ki是指長度為 i

的字組庫中所有字組的平均出現次數。一般的情況來說，相對頻率越高的字組，可能

是屬於詞類的機率越高。 

(4.1)

i

ij
ij

K
fr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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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度(Association)[Sproat 90]定義如下：  

 

 

其中 P(a)、P(b) 分別代表中文字 a 與 b 的出現機率。P(ab)代表雙字組 ab 的出現機率。

此統計特徵有一缺點，當 P(a)、P(b)都很小的時候，A(ab)容易變得很大。三字組的相

關度 A(abc)定義為： 

 

 

其中 P(a)、P(b) 、P(c) 分別代表中文字 a、b 與 c 的出現機率，P(abc)則代表三字組 abc

的出現機率。 

(3) 骰子矩陣 [Smadja93, 96]的定義如下： 

)1()1(
)1,1(2),(2
=+=

==
=

yPxP
yxPyxD                    

 

其中 P(x=1,y=1) 是中文字 y 緊跟著中文字 x 出現的機率，P(x=1)與 P(y=1)則分別是中

文字 x、y 出現的機率。由上式可發現骰子矩陣與相關度很像，當 P(x=1)與 P(y=1)都

很小的時候，則骰子矩陣是比相關度好的評量標準。三字組的骰子矩陣定義如下： 

 

)1()1()1(
)1,1,1(3),,(3
=+=+=

===
=

zPyPxP
zyxPzyxD  

 

其中 P(x=1,y=1,z=1) 是中文字 z 緊跟著 xy 出現的機率，P(x=1)、P(y=1)與 P(z=1)則分

別是中文字 x、y、z 出現的機率。 

(4) 熵(Entropy) [Tung 94]是用來衡量字組與其相鄰字元的關係。若是有一字組的

相鄰字元出現的分佈很亂，則可以想見在此字組很可能是一個詞。熵的定義如下： 

 

 

)()(
)(log)( 2 bPaP

abPabA
×

= (4.3)

)()()(
)(log)( 2 cPbPaP

abcPabcA
××

= (4.4)

(4.5)

(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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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a)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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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_L(Gi)與 H_R(Gi)分別代表字組 Gi 的左熵與右熵，LN(Gi)與 RN(Gi)分別代表字

組 Gi 的左相鄰字元集合與右相鄰字元集合，P_L(Cj)與 P_R(Cj)則分別代表字元 Cj 在

Gi的左相鄰字元集合的出現機率，與右相鄰字元集合的出現機率。 

從實驗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字組的相對頻率與骰子矩陣的特徵值都落在值域的

最小百分之五，尤其骰子矩陣幾乎全都落在 0 到 0.05 之間，這樣的分佈幾乎顯不出字

組的差異性。而二字組的相關度分佈情形相當接近高斯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

左熵與右熵除了特徵值為 0 的個數較多之外，其餘的分佈較為平均。因此我們首先以

相關度、左熵與右熵作為系統的輸入特徵。若要考慮自動特徵選取的問題可以參考循

序 向 前 選 取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 Generalized “Plus l-Take Away r” 

Selection[Devijver 82]。若是原來特徵值分佈情形不佳的情形，可以透過一些轉換函數

例如高斯函數(Gaussian Distribution)、雙彎曲函數(Sigmoid function)、雙彎曲正切函數

(Hyperbolictangent function)來將值域與分佈情形加以轉換。利用自動特徵選取以獲得

更好的系統效能是未來需要再加以研究的。 

 

4-3 實驗與分析 

在實驗中我們乃是以所提的倒傳遞網路辨識器和可能度(Likelihood)模組做分析比較

[Duda 73]。可能度是評估在某一特定的情形下事件發生的機率。我們使用的可能度比

率模組主要是修改 Wu [93]所提出用於抽取英文複合詞的模組。Wu 所選取的統計式特

徵為相對頻率與相關度，因此利用雙變數的高斯函數的分佈作為可能度比率模組的機

率分佈。以下是 Wu 所使用的詞類與非詞類雙變數機率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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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和 R 是代表相關度與相對頻率的變數。假設 A 和 R 都是屬於高斯分佈，而μa

是詞類字組的相關度平均數、μ’
a 是詞類字組的相關度平均數，μa是詞類字組的相對

頻率平均數、μ’
a是詞類字組的相對頻率平均數，σa是詞類字組的相關度標準差，σ’

a

是非詞類字組的相關度標準差，σr 是詞類字組的相對頻率標準差，σ’
r 是非詞類字組

的相對頻率標準差，r 是詞類字組相關度與相對頻率的相關係數，r’是非詞類字組相關

度與相對頻率的相關係數。定義了機率函數後，將機率函數套入對數可能度比率模組，

若是 logλ小於門檻值 Tlrm則是屬於非詞類，若是 logλ大於 Tlrm則屬於詞類，在本系

統 Tlrm的預設值是 0。 

 我們所選取的特徵是相關度、左熵與右熵，因此我們使用多變數的高斯函數來作

為可能機率函數[Duda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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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代表一個行向量[A LH RH]t，A、LH 與 RH 分別代表相關度、左熵與右熵的變

數，並假設此三變數是屬於高斯分佈，μ是代表詞類字組的特徵平均值，μ=[μA μ

LH μRH]t，μA μLH μRH 分別代表詞類字組的相關度、左熵與右熵的平均值，μ’是

代表非詞類字組的特徵平均值，μ’=[μ’
A μ’

LH μ’
RH]t，μ’

A μ’
LH μ’

RH 分別代表非

(4.9d) 

(4.8b) 

(4.9a) 

(4.9b) 

(4.9c) 

(4.9e) 

(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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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類字組的相關度、左熵與右熵的平均值，Σ是代表詞類字組特徵的相關係數矩陣，

Σ’代表非詞類字組的特徵相關係數矩陣。 

 我們利用在 3.4 節定義的正確率與召回率來評估系統的效能，另外以加權式正確

召回率(weighted precision recall,WPR)做為衡量， 

,召回率W正確率W加權式正確召回率 21 ×+×=                 (4.10) 

其中 W1 與 W2 皆設定為二分之一。 

 我們以亂數選取三分之二的字組作為訓練資料，分別使用可能度比率模組與類神

經網路模組進行新詞萃取。我們使用相關度、左熵與右熵作為統計式特徵，並且利用

多變數高斯函數作為可能度比率模組的機率分佈，計算訓練資料的平均值與相關係數

矩陣，可得到高斯函數的參數，套入高斯函數後可得到可能度比率模組。 

在類神經網路萃取模組方面，由於相關度的值域比左熵與右熵大許多，因此我們

先將此三種特徵作一簡單的值域轉換，將特徵的值域轉換到[0.05，0.95]及[-0.95，

-0.05]。因為 0 在倒傳遞網路中，是沒有作用的，因此避開 0。若是特徵 X 的值永遠大

於零，則使用以下的轉換函數 

 

05.0min)(
minmax

05.095.0)( +−
−
−

= xxf  

 

否則使用此函數 

05.0)(
max

05.095.0)( +
−

= xxf , if x ≧ 0 

05.0)(
max

05.095.0)( −
−

= xxf , if x < 0 

 

因為我們首先只使用三種特徵，所以輸入層的節點個數是三個，輸出值亦只有一個，

我們使用的轉換函數是雙彎曲函數其值域為[-1，1]，若是輸出值大於 Tmlff 則視為詞彙，

若是輸出值小於 Tmlff 則視為非詞彙類別，系統預設的 Tmlff 是 0。 

圖 4-1 是調整不同門檻值 Tmlff 與 Tlrm時，類神經網路模組與可能度比率模組雙音

(4.11a) 

(4.11b) 

(4.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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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萃取正確率與召回率的變化情形。在雙字組的新詞萃取方面，當高召回率的情形時，

類神經網路模組的正確率優於可能度比率模組;而當低召回率的情形時，可能度比率模

組的正確率則優於類神經網路模組。 

 
圖 4-1 雙音詞萃取效能比較圖 

 

在三音詞的萃取方面，類神經網路模組在門檻值為預設值時，略優於可能度比率

模組。觀察圖 4-2，發現類神經網路模組與可能度比率模組於三音詞的萃取能力並無

明顯的優劣分別。 

由於三字組中其二字組的資訊是有意義的因此在類神經網路模組三字組 c1c2c3 新

詞萃取中除了原本使用的相關度、左熵與右熵的三個特徵外，我們另加入其部分字組

c1c2 與 c2c3的相關度、左熵與右熵作為特徵，特徵個數增加為九個。在表 4.1 和圖 4-3

可知以特徵數的增加確實可提高分辨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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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三音詞萃取效能比較圖 

 

 

 

 可能度比率模組 類神經網路模組 

（三種特徵） 

類神經網路模組 

（九種特徵） 

正確率 16.32％ 13.68％ 18.97％ 

召回率 59.3％ 63.32％ 77.89％ 

加權式正確召回率 37.81％ 38.5％ 48.83％ 

表 4-1 三音詞萃取效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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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三音詞萃取效能比較圖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個兩階段的中文新詞萃取技術，可應用於中文文件處理系統，將語料中

有意義的新詞萃取出來。實驗數據的分析顯示利用構詞學的方法確實能有效的將三音

新詞萃取出來，並且正確地將大部分非詞彙字組過濾掉。另一方面利用類神經網路結

合各種統計式資訊來萃取新詞，可彌補構詞法則的侷限性。最後我們亦探討特徵的選

取對於萃取的影響，並與可能度模組比較。從實驗的結果我們得知三音詞中二字組特

徵的加入確實能提高三音詞新詞的正確率與召回率。 

本論文的後續研究方向主要有特徵的自動選取。在使用類神經萃取模組時，選取

的特徵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系統的效能，在本論文使用分析其值域分佈情形來作特徵

選取。但是當可使用特徵很多，導致難以逐個分析時，則需利用特徵自動選取來解決

這個問題。與此問題相關的還有特徵的值域轉換問題，當各種特徵資訊的值域範圍相

差太大時，就需要特徵的值域轉換，避免系統被少數幾個特徵所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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