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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异义词机器辅助识别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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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形异义词是叙词表编制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文章从叙词表的结构特征出发，提出机器辅助下

同形异义词的两种识别方法，一是基于统一概念范畴的识别方法，二是利用不同词表词间关系进行识别，其中，

基于词间关系的识别方法包括从等级关系、用代传导和相关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识别。同时对这些方法的使用条

件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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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叙词表是以规范化、受控的和动态性的叙词作为

基本成分，以参照系统显示词间语义关系，并通过叙词

的字顺表和辅助索引，用于标引、存储和检索文献的一

种情报语言词汇表[1]。在叙词表中，概念通常由术语表

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可以通过多

个术语来表达。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个领域

内的知识、概念、术语不断地交叉渗透，经常会遇到一

个术语表达多个概念的现象。不同领域的叙词表都是

编制机构根据本领域的需求以及叙词表的使用目的进

行编制的，在编制过程中，专业概念的遴选与其他领域

相对独立，因此，在编制综合性叙词表时，常常会出现一

个术语表达多个概念的现象。这样，如果使用该词对相

关文献进行标引和检索时，由于该词含义的模糊性，标

引和检索的实用性就会下降，这就给工作人员和用户带来

很大的困难。而在编制专业叙词表时，由于专业叙词表的

用户是面向特定领域的，出现一个术语表达多个概念的

几率比较小。因此在编制和修订综合性叙词表时，需要

借助计算机将这些术语识别出来，进而进行相应的处

理，使其符合叙词表一词一义的原则，之后再对这些术

语进行概念归并、选取优选词、建立词间关系等。

国际标准ISO 25964-1[2]中对计算机辅助下的叙词

表编制与构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叙词表编制时，术语

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结构化术语和非结构化术语。其

中，结构化术语主要来源于现有的叙词表。那么，在对

这些叙词表按照领域进行重新编制和修订时，就可能会

出现同形异义词。由于重新编制和修订叙词表时，会涉

及到大量的术语，单纯靠人工判断，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如果能够借助计算机，先将同形异义词识别出

来，再结合人工判断，则会大大提高编表的效率。本文

结合项目实践和相关标准，研究机器辅助下叙词表编制

过程中同形异义词的识别方法。

2 同形异义词相关研究

国际标准ISO 25964-1[2]和国家标准GB 13190-1991[3]

对同形异义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ISO 25964-1中，

同形异义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拼写相同，但是具

有不同的含义，有时也指同音异义词[2]。例如：“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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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表示银行，也可以表示河岸；“parks”既可以表

示公园，也可以表示停车场；“weights”和“waits”读

音相同，但前者表示重量，后者表示等待。在国际标准

及1991年的国家标准中，对同形异义词的处理方式作出

了类似的规定，即在叙词之后用括弧加限定词注明该词

使用的学科或场合[2,3]。

2014年修订的《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

（以下简称《汉表》）[4] 以及2015年启动的《汉语主题

词表（自然科学卷）》，概念选词是该工程的重要工作

之一，在进行概念选词时，涉及到了同形异义词的识别

与处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研究项目“面向

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超级科技词表和本体建设”中，超

级科技词表是由基础词库、规范概念集和范畴体系三

个层次的知识组织体系组成，其中基础词库主要解决

不同词表等异构数据的同构化表示，而同形异义词的

识别与处理也是该项目要解决的问题之一[5]。

对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同形异义词的识

别与处理两方面。针对同形异义词的识别，刘伟为了解决

在一词多义的情况下，无法区分互联网中不同词义的同义

词这一问题，提出一种针对互联网同义词搜索结果按照词

义聚类的方法，该方法不依赖任何领域的知识，并且在

聚类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参与[6]。针对同形异义词

的处理，常春从“牛腿”一词出发，讨论了自然语言中存

在的同形异义词现象，并对不同叙词表中同形异义词的

处理方法进行了对比，综合性词表通常在术语后面添加

含义限定，而专业领域叙词表中，则可添加可不添加[7]；

范增杰除了利用传统叙词表中采用加注的方法进行概念

含义界定之外，还尝试利用复合叙词方法在兼顾叙词表

规范和用户使用便利性的前提下处理一词多义问题[8]；薛

春香对传统叙词表针对多义词或同形异义词的控制一般

采用添加括号限定词的方法提出质疑，这种词形结构与

自然语言语序迥异，普通用户在网络检索中不可能使用

这种形式，并提出将原来括号加限义词的方式改成结合

限义词形成自然语序词组、先组式词组，或通过与释义词

典为每个叙词添加定义的方法来明确词义[9]；王知津从

用户实用视角来解决信息检索中的同形异义词问题[10]；左

惠凯对专有叙词在构建本体中同形异义词词间关系的解

决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11]；李丹亚

等对UMLS（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中的同形异义词概

念进行了处理，如果两个来源词表使用同一名称表达了

不同的概念，则保留来源词表的词义，并说明哪个涵义

来源于哪个词表[12]。从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对同形异义

词的识别研究的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同形异义词的人工

处理方面，因此，本文主要结合项目实践，对计算机辅

助下同形异义词的识别方法进行梳理。

3 同形异义词识别方法

3.1 基于统一概念范畴进行同形异义词的

识别

3.1.1 统一概念范畴识别方法

通常情况下，各个来源叙词表分别具有自己的范畴

表，《汉表》基于《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13]，对分类表

进行了全面修订和重新编制；超级科技词表的范畴体

系是在借鉴或复用现有范畴体系的基础上确立的，超

级科技词表主要包括理、工、农、医四个领域的术语，

其中，工学领域的范畴体系是基于《中国图书资料分类

法》[13]制定的，同时借鉴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14]，在

课题研究过程中，通过机器辅助分类功能，在专业人员

干预下，基本上为每个专业术语赋予一个或几个统一的

范畴号。在本方法中，将各个来源叙词表中的概念，参

考原来的范畴表，重新给定统一的《汉表》或超级科技

词表一个或几个范畴号。通常情况下，一个术语给定一个

范畴号，当同一个术语具有两个或以上的范畴号时，需要

借助计算机将其识别出来，然后再根据词间关系进一

步确定其是否为同形异义词。基于概念范畴识别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情况：

1）在相同领域，表示不同概念的同形异义词。

例如：“低压”对应的分类号为O35，O44，都属于O
数理科学、化学类。其在《航空航天医学主题词表》[15]中

的分类号为O35，属于力学类，而在《电力主题词表》[16]

中对应的分类号为O44，属于物理学类，根据分类号

可以初步判断其可能为同形异义词。再根据词间关系

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可以发现“低压”在《航空航天医

学主题词表》[15]中的属项为“压力”，表示在同一高度

上中心气压低于四周的大气涡旋，是个气象术语；而

在《电力主题词表》[16]中的属项为“电压”，表示对地

电压在250V以下的电压，是个电力术语。“glasses”
对应的中图分类号分别为TB，TS，都属于T工业技术

大类。“glasses”在《Inspec Thesaurus》[17]中对应的

中图分类号为TB工程技术（总论）类，在《ProQuest 
Thesaurus》[18]中对应的中图分类号为TS轻工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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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活服务业类。根据词间关系可知，“glasses”
在《Inspec Thesaur us》[17]中的用项为“glass”，表

示玻璃；而在《ProQuest  T hesau r us》[18]中用项为

“eyeglasses”，表示眼镜。

2）在不同领域，表示不同概念的同形异义词。

例如：“气孔”在《生物学主题词表》[19]中对应的范

畴号为Q，属于生物科学类；在《钢铁工业主题词表》[20]

中的范畴号为T,属于工业技术类。根据其词间关系，

可以发现“气孔”在《生物学主题词表》[19]中的代项为

“保卫细胞”，是植物表皮所特有的结构，是植物用来

与外界交换气体的器官；而在《钢铁工业主题词表》[20]

中，“气孔”的代项是“气泡”和“针孔”，是铸造生产中常

见的缺陷之一。“mouse”在《ProQuest Thesaurus》[18]中

对应的中图分类号T工业技术类，在《APT Australian 
Pictor ial Thesaurus》[21]中对应的中图分类号是S农
业科学类。根据其词间关系，“mouse”在《ProQuest 
Thesaurus》[18]中的用项为“cursor control devices（光

标控制装置）”，表示鼠标；而在《A PT Aust ral ian 
Pictorial Thesaurus》[21]用项为“mice（老鼠）”，表示

动物老鼠。

这样，通过给定统一的范畴号，如果一个词具有多

个范畴号时，在计算机辅助下就可以将潜在的同形异义

词识别出来，然后借助术语的词间关系进一步判断其

是否为同形异义词。

3.1.2 概念范畴识别方法使用效果

在编制叙词表时，不同的国家采用的范畴体系不

同。英文图书常用的分类法为DDC，中文图书常用的分

类法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而在“十二五”科技支

撑计划研究项目中，英文超级科技词表的范畴是基于

DDC体系修订而来的。尽管国家出版了《汉语叙词表编

制规则》，但是对叙词表采用何种范畴体系并未作过多

说明，只是说明范畴号的给定需要根据术语所在的范畴

而定，而各领域的叙词表都是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编制

的，不同种类的叙词表采用的范畴体系也不尽相同。在

根据概念范畴识别同形异义词时，先比较术语的一级类

目，当一级类目相同时，再看其二级类目、三级类目等。

当叙词表采用的范畴体系相同或类似时，识别出来的同

形异义词才是有效的，而且范畴类目越大，识别效果越

好；反之，如果是相同类目下的细微差异，通过范畴不

同去识别同形异义词的效果不太理想。

3.2 基于词间关系识别方法

叙词表拥有大量的术语及丰富的词间关系，并通

过这些词间关系来表达概念语义关系。如果一个术语

在不同叙词表中分别具有不同含义的分项、属项、用

项、代项或参项时，那么这个术语很可能是同形异义

词。根据同一术语在不同叙词表中所具有的词间关

系，可以判断出术语的具体含义，进而判断该术语是否

为同形异义词。基于词间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主要根

据叙词表中的等级关系、等同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

3.2.1 基于等级关系识别方法

等级关系，也称属分关系，是指不同专指度的上位术

语与下位术语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术语具有不同含义的上

位术语或下位术语时，这个术语可能是同形异义词。

例如：“出血”在《航空航天医学主题词表》[15]中的

属项是“症状和体征、病理过程”，是个医学术语，表示血

液自血管或心脏外流；而在《印刷专业汉语主题词表》[22]

中的属项是“版面设计”，是印刷业术语，指加大产品外

尺寸的图案，在裁切位加一些图案的延伸，专门给各生

产工序在其工艺公差范围内使用，以避免裁切后的成

品露白边或裁到内容。“Workshops”在《Thesaurus of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Librarianship》[23]

中的属项是“meetings”，表示专题讨论会或研究会；

而在《APT Australian Pictorial Thesaurus》[21]中的属

项是“industrial buildings”，属于工业建筑类，表示车

间或工作坊。

“根”在《数学汉语主题词表》[24]中的分项为“复

根、二重根、多重根、实根、虚根”等，表示方程的

解，是个数学术语；而在《生物叙词表》[18]中的分项为

“根毛”，是植物的营养器官。“spring”在《RAPRA 
Thesaurus》[25]中的分项为“air spring（空气弹簧）、

tension spring（拉伸弹簧）、 plate spring（钢板弹

簧）”等，表示弹簧；而在《ProQuest Thesaurus》[18]中

的分项为“vernal equinox（春分）”，表示春天。

基于等级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主要是根据术语的

属项或分项进行识别的。当术语的属项或分项具有不

同的含义时，那么该术语可能为同形异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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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于用代传导识别方法

基于用代传导识别同形异义词，主要依据的是不

同叙词表中某术语的等同关系。等同关系，也称用代关

系，是指概念上相同或相近的一组术语，选其中一个术

语为优选词，其它术语为非优选词，优选词与非优选词

之间就构成了等同关系。当一个术语在不同叙词表中分

别具有用项或代项时，通过用代传导将这些用项或代

项联系在一起，再判断该术语的用项或代项的含义是

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该术语可能为同形异义词。 
例如：“将军”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6]中的用

项是“大黄”，是一味中药；而在《军用主题词表》[27]中

的用项是“将官”，多用于称呼军中的将级军官。通过

用代传导，“大黄”和“将军”就会构成一组同义词，事

实上，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样通过用代传

导就可以识别出“大黄”是同形异义词。同样，基于用

代传导也可以识别英文中的同形异义词，“docking”在

《Thesaurus of Scientific,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t e r m s》[28]中的用项是“spacec r a f t  dock i ng(航天

器对接)”，而在《Aquat ic Sciences and Fisher ies 
Thesaurus》[29]中用项是“berthing（靠泊）”，通过用代

传导，“spacecraft docking”和“berthing”就会构成一

组同义词，但是前者表示的是航天器轨道上的对接，后

者表示的“入船坞”，很明显这两者并非同义词，这样就

可以通过用代传导识别出“docking”是同形异义词。

以上两个例子是通过术语的用项进行用代传导识

别的，通过术语的代项也可以进行用代传导识别某术

语是否为同形异义词。“轨道”在《中国铁路叙词表》[30]

中的代项是“铁路轨道、线路上部建筑”，指用条形

钢材铺成的供火车、电车等行驶的路线；而在《航空

科技资料主题表》[31]中的代项是“轨道运动、周期轨

道”，表示天体在宇宙中运行的路线，显然这两者并不

是同义词。“cells”在《Government of Canada Core 
Subject Thesaurus》[32]中的代项是“animal cells、
human cells、plant cells”，表示生物学领域的细胞；而

在《Typography and Graphic Design Thesaurus》[33]中

的代项是“tab entry”，表示与生物学无关的单元格。

这样通过用代传导可以识别出“cells”为同形异义词。

因此，在根据用代传导识别同形异义词时，需要考

虑术语的用项或代项。当术语的用项或代项分别具有

不同的含义时，该术语可能为同形异义词。 

3.2.3 基于相关关系识别方法

相关关系指概念间除了等级关系外，具有重要语

义联系的词间关系。当一个术语具有不同含义的参项

时，需要判断其是否为同形异义词。

例如：“翻译”在《教育主题词表》[34]中的参项为

“译文、机器翻译、翻译标准”，表示把一种语言信息

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常见的如汉译英，英

译汉等；而在《生物学主题词表》[19]中的参项“终止密

码子、信使核糖核酸、起始密码子、遗传密码”，表示

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中的第一步，是个生物学术语。

“tables”在《Thesaurus For Graphic Meterials》[35]

中的参项是“Dining room”、“Eating & drinking”
和“Dressing table”，表示桌子；而在《Government 
of Canada Core Subject Thesaurus》[32]中的参项是

“Statistical”，表示工作表、表格。

不同叙词表中的同一术语可能具有不同的词间关

系，因此在根据词间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时，需要先判

断术语的词间关系有哪些，若只有等级关系，则可以采

用基于等级关系的识别方法；若存在多种词间关系，则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一种或多种词间关系相结合的

识别方法，能够准确的识别出同形异义词。

3.2.4 词间关系识别方法使用效果

在根据词间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时，基于等级关系

的识别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使用用代传导识别

同形异义词时，需要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全称与缩

略语，全称与缩略语在构建叙词表时互为用代关系。不

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在编制本领域叙词表时，采用了本

领域使用频繁的缩略语作为入口词，提高入口率，在一

些叙词表中，缩略语还可以作为优选词存在。在叙词

表编制时，会遇到词形相同的缩略语来表达不同的概

念，因此，缩略语在计算机检索中，性质上等同于同形

异义词，这时需要根据缩略语的全称来判断该术语是

否为同形异义词。另外，使用相关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

时，有的术语在不同的叙词表中具有很多个参项，这时

需要详细查看每一个参项，看不同叙词表中该术语的

参项含义是否有交叉，如果没有交叉，则该术语很可

能为同形异义词；反之，则可以借助其它词间关系进

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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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叙词表编制时，同形异义词的识别可借助计算机

软件进行。将不同叙词表的完整结构录入计算机中，并

用统一的范畴号和用、代、属、分、参符号进行表示，这

样可以通过计算机批量识别出拼写相同的术语，然后

从统一概念范畴、不同词表词间关系角度人工判断该

术语是否为同形异义词。在根据统一概念范畴识别同

形异义词时，当一个术语在不同叙词表中的范畴号都用

统一的范畴号进行表示后，如果该术语仍具有两个或

多个范畴号时，则该术语可能为同形异义词。根据词间

关系识别同形异义词，主要从等级关系、用代传导和相

关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别考虑术语的属项和分项、用

项和代项以及参项，当术语在不同叙词表中分别具有不

同含义的属项、分项、用项、代项和参项时，该术语可能

为同形异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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