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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面向在线研讨的言语行为分类研究中 ,前指发言类型 即与当前发言形成回复关系的前一条

发言的言语行为类别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但是由于在测试集上前指发言类型是未知的 ,因此如何合理

利用前指发言的类型信息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本文以 一 语料为例 ,证实了发言类型的高低

层次和分类器的运行顺序对分类效果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多阶段分层的分类方法 , 可以

给出一个合理的前指发言层次和分类器运行顺序 。在盲测集上的运行结果证实了这组优选的参数能够稳定

一致地提高 一 语料上各言语行为类别的分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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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在线研讨的言语行为分类研究中 ,许多学者认为前指发言类型 即与当前发言形成回复关

系的前一条发言的言语行为类别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 。例如 ,如果前一条发言的

言语行为是问题 ,那么下一个发言的言语行为是回答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是由于在测试集上前指发

言类型是未知的 ,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前指发言的类型信息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很多言语行为分类体系都是分层的 , 比如 等发展的

〕和 发展的针对技术论坛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

在分层体系中 ,一个高层言语行为类别可能会包含若于个低层言语行为类别 。例如 , 可能进

一步包括 一 、 一 、 一 一 等几种类型 。通常高层类型的分类准确率要
比低层类别高 ,这是因为高层类别包含更少的类型数量 ,因此错分的概率会降低 。因此 ,本文关注的

第一个问题是 ,通过引人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让前指发言的类型依赖于高层类型 意味着更加

抽象的类型信息和更加准确的分类结果 是否会比低层类型 意味着更加具体的类型信息但是更加不

准确的分类结果 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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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机器学习算法 如支持向量机 本质上都是一个二元分类器 ,因此需要为每一个类型分

别构造一个分类器 ,而不能同时标记所有的类型 。由于分类器必须串行工作 , 因此前一个分类器输

出结果的精度就会影响第二个分类器的分类效果 。另外 ,各类别对其他类别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 ,

无依赖的分类器应该先于有依赖的分类器运行 。因此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分类器的运行顺序

问题 。

综上所述 ,本文研究前指发言类型信息应用于言语行为分类时遇到的两个关键问题如下 。

前指发言类型的高低层次是否对分类结果有影响 如果有 ,如何优选

分类器的运行顺序是否对分类结果有影响 如果是 ,如何优选分类器运行顺序

为了回答这两个研究问题 ,本文首先以一个 一 语料为例构造了一个分层的言语行为分

类体系 ,然后设计了一组实验 ,来检验前指发言类型的高低层次和分类器的运行顺序对分类效果的影

响 ,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阶段分层的方法来确定合适的前指发言层次和分类器运行顺序 。最

后 ,在盲测集上检验了所提方法的效果 。

相关研究

, 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有很多言语行为分类体系都具有分层的特性 。例如 等发展的

」包括两层标注 ,高层说 明发言的一般类型 , , ,

, 等 ,低层则在更多的细节上描述发言 。每个高层类型可能有好几个子

类型 ,例如 可以进一步分成 , , 等 , 则可以进一

步分成 一 , , , 等 。在低

层标注中,总共有 个标签 ,各类别在大小上差别很大 。

川发展 了针对技术论坛 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这个类别包括 两个大 的分类

, 和 个单独类 , 和 。进一步的 ,

又包含 个子类 , , , 和 ,而 进

一步包含 个子类 , , , 和 。除此之
外 , 等川也发展了一套描述网络论坛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包括陈述 、礼貌用语

、一般疑 问 一 、行为动 机 、特殊 疑问

、接收回复 、开放式问题 一 、致谢

、从句问题 、拒绝 回复 、不确 定 回复

和口头提问 共 个类别 。

基于转换的学习

基于转换的学习 一 , 首先由 仁引人 。由于它克服了传统

人工获取规则的局限 ,自动地从训练语料库中学习反映语言学知识规则 ,因此迅速在中文分词叫 、实

体识别 和停顿指数预测川中得到应用并获得成功 。 算法基于一个规则集 ,通过将这个规则集

依次应用于数据来将一些标签转换为另一些标签 。

规则是由有监管训练的方式得到的 。给定一个标记过的训练语料 ,首先从模板产生所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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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然后用迭代的方式来选择最高 每一轮中那些能够使精度提高最快的规则被选中 。这个过程一

直持续到某一个停止条件得到满足 ,而最常见的停止规则是引人任何新的规则对 目标函数都没有明

显的改善 。

等在 年将基于转换学习的方法用于解决会话行为标记 问

题 。̀。 等使用的是在 和 川的研究中所用过的语料 ,定义了 种不

同的会话行为 ,训练集包括 个对话共 条发言 ,测试集包括 个对话共 条

发言 。为了提高算法的效率 ,他们提出用蒙特卡罗法来随机选择规则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等报告在测试集上的分类准确率为 ,最高准确率为 。进一步的 , 等 〔̀。」将结合

蒙特卡洛优化的 算法应用于 语料来识别言语行为类别 。除了常规使用的 特征

如临近的发言和言语行为类别 外 ,他们还是用发言者信息 、标点信息 、特征词等作为特征 。他们取

得了 的精度 。

支持向且机

支持向量机仁'乙”〕是一种比较好的实现了结构风险最小化思想的方法 ,它的机器学习策略是保持

经验风险值固定而最小化致信范围 。支持向量机通过核函数将向量映射到一个更高维的空间 ,在这

个空间里建立有一个最大间隔超平面来将两类样本点分开 。

和 〔“」使用了支持向量机对 语料进行了言语行为分类 。他们使用的类别比较

简单 ,只包含问题类 和回答类 ,在 和 上分别获得了 和 的准确率 。

等 〔̀ 〕进行了根据发送者的意图 如请求开会 、传递信息等 对邮件进行言语行为分类的研究 ,并且对比

了机器学 习方 法 。研 究结果 显示 , 对 于 一 分 类 问题 , 支持 向量机 在 叩 、

和 类别上效果最好 ,而 决策树 在 、 和 类别上效

果更好 。类似的 , 盯 和 记 '口结合线性支持向量机和隐马尔可夫模型在 语料上

进行言语行为分类 ,并且获得了比前人研究更好的结果 。

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为了充分利用分层言语行为分类的优势 ,本文以 一 语料为例构造一个包含高层和低层

两个层次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本案例所使用的语料数据来 自一个叫做 的在线研讨系

统 ,在这个研讨系统内学生可以讨论与课堂内容相关的技术问题 。 系统是 系统的

一个变种 ,用户登人 系统后 ,可以像正常的论坛一样发表帖子 。帖子按照回复关系组织成
。用户在发言的时候有两种选择 创建一个新的主题或者回复一个已经存在的帖子 。这样在

一个主题内 ,用户发布的帖子就以树状的形式组织起来 ,除了根节点以外 ,其余每个帖子都有唯一的

父节点 。

在进行正式工作之前 ,语料中涉及系统问题的帖子 如报告磁盘空间配额不够 和幽默类的帖

子被全部删除 ,因为它们和教学无关 。我们聘请 了 位本科生 、 位硕士生和 位博士生作为专

家 ,经过若干次充分的小组讨论之后 ,最终给出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总结在表 中 ,包括 大类

小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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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括号中为科恩 值

高高 层 类 别别 低 层 类 别别 描 述述

一类诸如“ ”的提问 ,问题可以包括定义 、概念等 ,也包括括

询问时间 、地点和原因等信息的提问。不包括询问建议和如何做的问题 。。

注注注注意 , “ ,,这类问题应该属于 ,而不属于

询问如何做某项任务 ,或者如何才能完成某一 目标的提问 。也包括询问问

建议或可选方案的提问 。通常是一个关于任务或过程的提问问

证实某个主意或看法提问 。也包括询问是否被允许做某事的提问 ,例如如

“ … ”, “ … ”, “ … ”, “

…”等等
询问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发言者认为对某事不清楚或者糊涂 。发言者认为某事缺乏理解或者不可可

理解解发言者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感觉很奇怪怪

发言者发表的看法 、主意 、建议或主张 ,但是对 自己发表的意见不是很肯肯

定 。例如“ … ”, “ … ” , “ … ” , “ … ”,,

““““ … ”等 。发言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陈述对他所提看看

法法法法 、主意 、建议或主张的不确定程度 。通常来说 , 的发言者是学生生

发言者给出的解决一个问题的建议或方法 。发言者通常对自己发表的意意

见非常肯定 。也包括老师或助教的指导导

对一个 提问的肯定回答 。如果回答表达了一种赞同的态度 ,那么么

应该被看做 ,而不应该是

对一个 问题的否定回答 。如果回答表达了一种不赞同的态度 ,那那

么应该被看做 ,而不应该是 几

用提问的方式给出解决问题的线索或暗示示

对前面的发言表示认可可

对于前面发言者给出的建议致谢 。注意 这里不包括在提问的时候期望望
回回回回答的致谢谢

通常是老师对某个学生回答 的评价 。通常出现在一个帖子或句子的开开
始始始始 ,或者紧跟在一个人名的后面面

发言者赞同前一个发言的观点 。这里的前一个发言可能是提问或回答 ,,
对对对对前一个发言的引用可能是显式的 ,也可能是隐式的的

对建议的方案奏效的陈述述

发言者对前一个帖子部分赞同同

发言者反对前一个发言的观点 。这里的前一个发言可能是提问或回答 ,,

对前一个发言的引用可能是显式的 ,也可能是隐式的的

有很多统计指标可以用来确定评估者间信度 ,本研究采用科恩 。假设两个评估者把 个

东西分到 个互斥类 ,科恩 就是测量两个评估者间一致程度 〔”」,即

。一 。
一 。

式中, 。一习 “,称为观测一致率 。一艺 ,称为期望一致率,即两次检验结果由于偶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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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一致率 。其中 ,丸 二 、 , 一 , , , 和 `分别为第 个格点所对的行合计和列合计 ,

为总列数 。当两个评估者完全一致时 , 。一 ,此时 值为 。当观测一致率大于期望一致率时 ,

值为正数 ,且 值越大 ,说明一致性越好 。当观察一致率小于期望一致率时 , 值为

负数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比较少见 。根据边缘概率的计算 , 值应在一 之间 。一般认为

值大于 时一致性较好 , 叩 介于 。 之间时一致性一般 , 小于 时一致

性较差 。

标注者间信度 科恩 值 标注在每个类别后面的括号里 。所有高层言语行为类别的

值都超过了 ,因此可以认为高层类别是定义 良好的 。所有低层言语行为类别的 值除

外都超过了 ,并且 的 值也接近 ,因此可以认为低层类别是定义良好的 。

其中 、 、 、 、 、 、 、 和 的

值超过了 , 、 、 、 、 的 值超过了 ,

、 的 值超过了 。 。 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言语行为

类别分类的难易程度 。总共标记了 条发言 ,其中 用于训练集 , 用于盲测集 。

特征选取

在归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语料特征 ,本文提出了六个用于言语行为分类的特征 见表 。

表 言语行为分类所用特征

特特 征 名 称称 描 述述 例 子子

元语法及其其 , , , 一 , “ ,, , “ ,, , “ ,, “ … ” ,,

位位置置 一 和 一 及出现的位置置 “ … ,, , 。, , 眼, ,

发言在 是不是第一个帖子 、是不是最后一个帖子等等 第一个帖子 、最后一个帖子 、既是第一个又是最最

中中的位置置置 后一个帖子子

前 一 个 发 言言 当前发言回复的帖子的言语行为类型型 、 、 、

的的言语行为类型型型型

发言者类型型 关于发言者身份的信息息 学生 、老师

发言者变换换 前一个发言和后一个发言的发言者是不是是 变换 和不变换
同同同一个人人人

发言长度度 发言包含字符数的多少少 一 个 字 、 个字 和和
、 个字以上

元语法及其位置

本研究中的 元语法包括 , , , 一 , 一 和

。 , 和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最常用的特征 ,因此在本研究中也把它们作

为特征 。同时还注意到 ,不连续的词 短语 的组合对于识别言语行为非常有效 ,例如将 “ ”和 “ ”

联合起来就是识别 很好的标识 。但是由于在语料中 “ ”和 “ ”是分开标注的 ,仅仅用

, 和 都无法抓住这一特征 。因此引人了 一 , 一 和

一 来抓住同一句子内不同特征短语之间交叉产生的特征 。典型的例子有 “ 】”,
“ ”等 。

仅仅有 元语法还不够 ,因为 元语法处于不同位置时 ,具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 ,当 “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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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开头时很可能具有 的言语行为关系 ,但是位于句子的其他位置 如中间或结尾 时则一

般没有 的言语行为关系 。在本研究中区分两种 元语法位置 ,第一种是 一 在句子中

的位置 第二种是 一 所在的句子在整个帖子中的位置 。

发言在主题中的位置

指示发言在主题中所处的位置 ,如是否第一个题的第一个帖子 ,是否主题的最后一个帖子等 。位

置对识别某些言语行为类别比较有效 。例如 ,主题中的第一个帖子一般都是问题类 的

言语行为 ,而 或 类的言语行为一般都出现在靠近主题结尾的位置 ,用来结束一个主题的

讨论 。

前指发言的言语行为类别

指示当前发言回复的帖子的言语行为类型 。例如 ,如果一个帖子包含问题类 的言

语行为 ,那么下一个帖子的言语行为是回答类 可能性就很大 。

发言者信息

关于发言者身份的信息 。一个学生给的回答通常都不是很肯定 ,因此是 的可能性较大

而老师给的回答通常是 的可能性很大 ,并且 通常是老师用来表扬学生的 ,学生的发言

不大可能包含言语行为类别 。在本研究中 ,仅仅区别学生 和老师 。

发言者变换

指示前一个发言和后一个发言的发言者是不是同一个人 。本研究识别两种发言者变换的情况

变换 和不变换 。

发言长度

指示发言包含字符数的多少 。本研究将发言长度分为 个字 、 个字

和 个字 以上 。

基于分阶段和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方法

基于分阶段和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实验优选结构参数的方法 。该方法通

过设计和执行一组实验来观察各结构参数对分类结果的影响程度 ,并通过不断剪枝来确定最优的结

构参数 。假设有一个分层的言语行为类别体系 ,一共有 。 个高层言语行为类别和 个低层言语行为

类别 。对于一个给定的高层言语行为类别 , 一 , …, ,有 个对应的低层言语行为类别

, 一 ,̀ …, 、,并且艺 , ,一, 。基于分阶段和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方法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皿

确定每一个高层类别和低层类别的分类难度 。这一步的目的是获得各类别分类的难易程度 ,

以便尽量让容易分类的分类器先运行 。

分别确定高层言语行为分类和低层言语行为分类时的最优前指层次 。这一步的目的是通过

探索语料数据的结构特点 ,获得最优前指层次信息 ,以便让分类器充分利用分层言语行为体系的

好处 。

用基于转换的学习方法获得不同言语行为类别之间的依赖关系 ,并结合 的结果 ,从而让准

确和无依赖的分类器先运行 ,让不准确和有依赖的分类器后运行 。

为了避免分类器 串行工作时分类准确程度的干扰 , 以上实验在测试集上运行时都是从金标

而不是从分类器的输出 获取 信息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一方法的使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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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选择的实验设计

为了优选分类器运行顺序和前指发言的层次 ,本文设计了一个 的实验 如表 所示 。这个

实验对分类的言语行为层次以及 的层次这两个变量进行组合 。本研究使用 一

一 的方法来测试每一组模型的优劣 ,交差验证得分 值 最高的一组对应的模型就是

最优模型 。

表 参数选择的实验设计

分分 组组 对离层 低层类别分类类 的层次次

第第 组组 高层类别别 高层类别别

第第 组组 高层类别别 低层类别别

第第 组组 低层类别别 高层类别别

第第 组组 低层类别别 低层类别别

根据两类错误的定义 ,记 为所有被标记为真的发言中实际为真的发言数 ,

为所有被标记为假的发言中实际为假的发言数 , 为所有被标记为真

的发言中实际为假的发言数 , 为所有被标记为假的发言中实际为真的发言数 。那么

精度 、召回率的定义如式 和式 所示 。

、少、户乃乙八产胜、了̀、

值是精度和召回率的加权平均 ,其定义如式 所示 。

, · ·

机器学习算法采用支持向量机模型 ,选择 软件包 。 一

。 支持很多种工作方式 ,根据任务的特点 ,选择 一 一

,核函数选择径向基函数 。该模型包含两个参数 和 。 是错误项惩罚参

数 ,用来调节目标函数中模型结构复杂度与经验风险之间的比重 ,因此又称为调整因子 。 对应径向

基函数中需要确定的参数 ,它反映了训练数据的范围或分布 ,又称为宽度参数 。给定训练数据后 ,通

过 自带的 记 脚本来获得最优参数 和 。

各类别分类的难易程度

各言语行为分类器的平均分类效果 , 值 如表 所示 。由于表 的内容较多 ,为了方便读者阅

读 ,将表 中的数据画成柱状图 见图 。

表 宫语行为各类别的分类难易程度

高 层 类 别 , 值 低 层 类 别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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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 、 来有所减少 ,而且变化形式相对增加 。

、 、 、 、 属于比较难分类的低层类别 。这些类别 ,有

的是因为变化形式太多 如 和 ,而有的则是因为训练集中样本数量太少 如 、

和 。 本来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容易分类的类别 ,但是不幸的是说

的方式太多 很多委婉的方式 。 、 、 、 和 由于

样本数量严重不够 ,因此不能正确分类 。

前指发言的层次

表 中各组配置下的言语行为分类结果如表 所示 。表 中将第 组和第 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

第 组和第 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并将效果较好的用黑体显示 。表 的结果显示 ,第 组全面好于或

等于第 组 。因此可以认为 ,对高层言语行为分类 使用高层类别更为合理 。这个结论是

符合常识的 ,因为高层类别的分类不需要引用更加细致的底层类别 。

表 不同的前指发言层次下言语行为分类结果 值

高高层言语行为分类类 低层言语行为分类类

类类别别 第 组组 第 组组 类别别 第 组组 第 组组
前指高层 前指低层 前指高层 前指低层

对比第 组和第 组的结果 ,发现除了 以外 ,第 组全面好于或等于第 组 。这意味着

对低层言语行为分类仍然是 使用高层类别更为合理 。这意味着使用粗糙的高层类别作

为前指发言的类型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

使用低层言语行为类别作为 效果不好的原因 ,可能是容易让模型过分依赖某一特定

的低层言语行为类别 。例如 , 可能导致一个 的回答 , 也可能导致一个

的回答 ,如果使用低层次言语行为类别 如 和 作为 ,则需要两条规则

才能捕捉到这一信息 ,增加了模型的复杂程度 ,从而降低其泛化能力 而如果使用高层言语行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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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作为 ,则只需要一条规则就可以捕捉到这一信息 ,并且增加了支持这一

规则的实例数量 。有鉴于此 ,在后续的研究中无论对高层还是低层类别进行分类时 ,都使用高层类别

作为 。

确定分类器运行顺序

通过在模板中包含前指发言类型的槽 ,基于转换的学习算法输出的规则可以包含对前指发言类

型的引用 〕。例如 ,下面的例子就是基于转换的学习算法生成的一条规则

一

反

二

助 卯

这个规则说明如果包含短语 “ ”,并且前一个发言的类型是 ,那么这条

发言就被判断为 。在这条规则中包含了对前指发言类型 的引用 ,当基于转换学习

算法输出一条这样的规则时 ,就认为 类型对 有一次依赖 。

通过基于转换学习输出的规则集 ,以及各类别分类的难易程度 ,可以画出高层言语行为类别的路

径依赖图 如图 所示 。图中的椭圆表示言语行为类别 ,连接椭圆的边表示言语行为关系间的依赖

关系 ,而边上标注的数字则表示类别依赖关系在规则集中出现的次数 。同时 ,还标明了每个高层类别

分类的难易程度 值 。例如 ,在图中可以看到从 有一个指向 的边 ,并且标

有数字 。这说明 依赖于 或者说 必须先于 被识

别 ,并且这种依赖关系在规则集中出现了 次 。图 中没有孤立点 ,除了 存在 自身依赖

外 ,没有其他任何循环依赖现象 即两个不同的言语行为类别相互依赖 。因此可以较容易地确定高

层类别分类为如下顺序 。

图 高层言语行为类别的路径依赖关系图

由于我们决定在低层言语行为分类中引用高层言语行为类别 ,因此在这里不再给出低层言语行

为类别的路径依赖图 。实际运行时让高层言语行为分类器先全部运行完 ,再运行低层言语行为类别

分类器 。低层类别之间在运行顺序上没有要求 。

系统评沽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的基于多阶段和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方法的有效性 ,本研究在盲测集上将多

阶段分层法与多个基准方法进行比较 。盲测集是在前面的训练中从未见过的数据 , 占整个语料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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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对于高层言语行为分类 , 比较以下两种基准算法 ①不使用 ②高层

随机顺序 即 选择高层言语行为类型 ,但是分类器运行顺序按照随机方式进行 。

类似的 ,对于低层言语行为分类 , 比较以下两种基准算法 不使用 ③低层

随机顺序 即 选择低层言语行为类型 ,但是分类器运行顺序按照随机方式进行 。

机器学习算法采用支持向量机模型 。表 展示了几种不同参数配置下的分类结果 。

表 不同的前指发言层次下言语行为分类结果 , 值

高高层言语行为分类类 低层言语行为分类类

类类别别 不使用用 商层层 多阶段段 类别别 不使用用 低层层 多阶段段
代 分层法法法 代 代 此 分层法法

随随随随机顺序序序序序 随机顺序序序

,

飞 , ,

从表 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

言语行为分类中前指言语行为类型对提高言语行为分类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加人前

指发言类型这一特征 ,可以提高 和 及其对应低层类别 的分类效果 。

和 是其中的特例 , 因为它的样本数量特别少 ,而且不依靠前指发言类 型来识别 。对于

和 及其对应的低层类别 ,引入前指发言类型这一特征对提高发言效果没有帮

助 。这是因为这些类别通常处于路径依赖关系图的起始位置 ,因此不依赖于其他任何类别 。

在 一 的语料上 ,通过构造合理的分层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前指发言这一特征使用高

层类别比使用低层类别能获得更好的分类效果 。由于目前很多言语行为分类体系都是分层的 ,这一

发现为提高分类效果提供了一种思路 。

分类器的运行顺序对于提高分类效果也有重要影响 。基于多阶段分层法确定的运行顺序可

以获得比随机顺序相同或更好的分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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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为了解决言语行为分类中应用前指发言类型的问题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阶段和分层方法

的言语行为分类算法 。首先构造一个分层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然后用一个例子说明了基于分阶段

和分层方法来选择前指发言类型和分类器运行顺序的方法 。最后评估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

本研究在 一 语料上验证了前指发言类型这一特征用于言语行为分类的有效性 ,发现前

指发言类型的高低层次和分类器的运行顺序对分类效果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本研究所提的基于多

阶段分层的方法可以给出一个优选的前指发言层次和分类器运行顺序 。在盲测集上的运行结果证实

了这组优选的参数能够稳定一致地提高 一 语料上各言语行为类别的分类效果 。

在本研究中 ,有一些类别 如 、 、 、 等 由于样本数

量太少 ,严重影响了分类的效果 。对于这类样本数量特别少的类别 ,需要谨慎处理 。如果这个类别有

特殊的语言学或管理上的意义 ,那么是需要保留的 否则就可以考虑将它们进行合并以增加实例

数量 。

当然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 ,系统评估时使用了在盲测集上一次运行的简单方法 ,因

此减少了评估样本的数量 ,并且得到的结论不具有严格的统计推断意义 。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

类似 一 的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来反复产生训练集和测试集 如产生 组训练集和

测试集 。在每一组训练集和测试集上运行本文所述的方法 ,最终的性能是在这 组测试集上的平

均性能 。 一 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严格的统计推断意义 ,但是对于本研究而言由于非常费

时而难以完成 ,因此可以作为后续研究考虑的一个内容 。

言语行为自动分类研究对于对话系统 、机器翻译和 自动问答系统中问题理解和意图判断具有重

要的意义 。言语行为的自动分类对于机器理解和刻画研讨势态尤为重要 。如果机器能够辨别出发言

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 ,就等于理解了用户基本的谈话意图 ,就可以据此来刻画研讨势态并做出适当的

反应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和具体的应用领域相结合 ,解决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例如 ,通过识

别出电子会议中用户发言的言语行为 ,就可以自动判断会议的研讨态势 如共识点 、争议点 、分歧

点 〔' 〕 ,对会议进行干涉 〕,甚至自动生成会议摘要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考虑将变参数贝叶斯模型

如 过程 应用于言语行为分类 。由于这类算法是非监督学习算法 ,不需要人工构建言语行

为分类体系 〔 」̀并标注语料 ,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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