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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义分析是当前计算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ꎬ也是促进自然语言处理迈向新的阶段的主要挑战ꎮ 在彝语言文字

信息处理中ꎬ对彝语语句的语义标注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ꎮ 研究选用特征结构理论框架ꎬ以彝语主谓谓语句的语义标注为

切入点进行初步探索ꎬ用形式化手段表示彝语主谓谓语句的十一种语义关系类型ꎬ并归纳整理出彝语主谓谓语句的特征结构

模型ꎮ 研究表明ꎬ特征结构理论标注效率和标注精度较高ꎬ可以比较全面的描述彝语的复杂语义信息ꎬ为探索适合彝语语言

事实的语义标注策略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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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义分析是指获取包括字、词、句子、篇章等各

级语言单位的语义信息ꎮ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ꎬ语
义分析主要包含两类任务:一是语义结构分析ꎬ旨
在探讨语义基本单位及其组合规律ꎻ二是语义内容

分析ꎬ即识别这些语言单位所描述的实体、事件及

各种关系ꎬ包括实体间关系、事件与实体间关系和

事件间关系等[１]ꎮ 自步入信息化时代ꎬ如何从原始

数据出发对其语义结构和语义内容进行规范和标

注ꎬ并结合预训练的语言模型ꎬ实现有效、深入、自
动的语义分析ꎬ是适应更为深入地研究语言和自然

语言处理系统的根本要求ꎮ 于是ꎬ“计算机语义标

注”和“计算机语义理解”等概念接踵而来ꎬ大规模

真实文本处理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本民族语言

的语义标注体系ꎬ使其以一种精度高、形式化、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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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方式呈现出来ꎮ
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ꎬ共有六大

方言区ꎬ是彝族人民思想交流、信息传播和文化沟

通的重要工具ꎮ 彝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是用计算机

对彝语语言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处理ꎬ即对字、
词、句、篇章的输入、输出、识别、分析、理解、生成等

的操作与加工[２]ꎮ 目前ꎬ彝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理

论和技术在字、词层面的分析比较成熟和完善ꎬ语
义层面上对知识资源的挖掘不断深入ꎬ并在应用开

发中逐渐达到实用化水平ꎮ 然而ꎬ随着彝语信息化

进程的迅速发展ꎬ彝语自然语言处理对语义知识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ꎬ面临着对真实文本的语义进行深

层次标注和分析的问题ꎬ这是制约彝语语义资源信

息数据库建设和计算机语义理解的主要难点之一ꎬ
阻碍着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向智能化、深层次分析

的方向发展ꎮ 因此ꎬ亟须探索一种适合彝语独特特

点的语义描写机制ꎬ完善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技术

的语义标注模型和理论ꎬ基于此面向真实文本构建

大规模彝语语义标注资源ꎬ实现彝语语义知识描写

的形式化和规范化ꎬ为彝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的语

义消歧、语义知识抽取、信息检索、自动问答、文本

蕴含及机器翻译等领域提供语言学知识和数据

资源ꎮ
特征结构是描述某些语言学实体局部信息的

一种表示方法ꎬ也是用于把信息约束加到可以接受

该信息的语言学实体的一种方法[３]ꎬ对于彝语自然

语言标注和处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本文尝试

借助特征结构理论对彝语主谓谓语句进行语义标

注ꎬ分析彝语主谓谓语句的内部语义关系和语义标

注模型ꎬ探讨适合彝语语言事实的语义表示形式和

有效的语义分析策略ꎬ为面向信息处理的大规模彝

语语义资源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ꎮ

二、彝语主谓谓语句的特征结构标注思路

(一)理论支撑

１.主谓谓语句

在语言学界ꎬ主谓结构谓语的格式是汉语里最

常见最重要的现象之一[４]ꎬ由此构成的“名１ －名２ －
动”这种陈述关系层层套叠的句式ꎬ一般都称为“主
谓谓语句” [５]ꎮ 它的一般语形可以表示为:Ｓ１＋Ｓ２＋
Ｖ / Ａꎬ其中ꎬＳ１ 指全句的主语ꎬ也称为“大主语”ꎬＳ２＋
Ｖ / Ａ 是整个句子的谓语ꎬ被称作“大谓语”ꎬＳ２ 充当

主谓短语的主语ꎬ也称作“小主语”ꎬＶ / Ａ 是主谓短

语的谓语ꎬ被称作“小谓语”ꎮ 主谓谓语句的研究成

果十分丰富ꎬ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其范围、句法特点

与功能、配价模式的分析上ꎮ 由于主谓谓语句的句

子成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语义关系ꎬ对其语义类型

的划分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ꎮ 朱德熙[６] 在«语
法讲义»中将主谓谓语句分出了七种语义类型ꎻ黄
伯荣、廖序东、陈昌来等[７] 根据大主语和小主语之

间的语义关系对汉语主谓谓语句进行了比较详细

的分类ꎻ袁毓林、张旺熹、吴中伟等一些学者也从不

同角度对主谓谓语句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语义分

析[８－１０]ꎮ 总体来说ꎬ学界对主谓谓语句这种特殊语

言现象的描写研究比较透彻ꎬ但随着信息处理技术

的发展ꎬ这些成果对于应用于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

还存在相当的困难ꎬ于是ꎬ一些学者对这类语句进

行了句法和语义的形式化研究ꎮ 缪建明、张全[１１] 尝

试在 ＨＮＣ 理论下ꎬ从计算角度形成主谓谓语句特有

的处理规则和专家处理系统ꎻ姚从军、罗丹[１２] 借助

组合范畴语法实现了汉语主谓谓语句的句法和语

义的推演ꎻ陈禹[１３]基于“基线 /加工”理论模型分析

了主谓谓语句的语言组构模型等研究为计算机处

理主谓谓语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ꎮ
彝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主谓谓语句ꎬ如«凉山

彝语语法»和«现代彝语概论»中将该类句式定义为

一种以主谓词组作谓语的句子ꎬ谓语主要是说明或

描写主语的[１４－１５]ꎻ«现代彝语»强调主谓词组做谓语

具有陈述作用[１６]ꎻ另外ꎬ陈国光、胡素华等也对彝语

的主谓谓语句进行了实例分析ꎮ 该类句式形式比

较灵活ꎬ语义关系复杂ꎬ具有特殊的表意功能ꎬ给彝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ꎮ 因此ꎬ
如何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彝语主谓谓语句进行语

义标注和形式化分析ꎬ是面向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

中语义资源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ꎮ
２.特征结构理论

在语言学理论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ꎬ国内外学

者都对“特征结构”进行过讨论ꎮ “特征”最初是语

音学中用来描述语音的方法论[１７]ꎮ 早期ꎬ布拉格学

派把音位作为一组区别性特征来分析ꎬ“ ＋”表示具

有某个特征ꎬ“ －”表示不具有某个特征ꎮ 每个音位

由若干区别性特征组成ꎬ如汉语音位 / ｐ /由[ ＋双唇、
＋清音、＋送气]等特征结合而成ꎬ其他音位至少有一

个特征与 / ｐ /相区别ꎬ由此看来ꎬ特征是音位学分析

中的最小单位ꎮ 雅可布逊等人把声学语音学的成

果应用到音系学分析中ꎬ提出了区别性特征的理

论ꎬ认为任何语言的语音中都存在若干最小区别

性ꎬ并根据发音状况把语音的区别归纳为十二对特

征ꎬ这些特征旨在揭示音位对比ꎬ本质上都具有偶

值性质ꎮ 通过这一套区别特征和一套音系学规则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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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作出分析归纳和描写

说明[１８]ꎮ 乔姆斯基和哈勒对十二对特征进行了增

减[１９]ꎬ之后这些区别性特征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

的增减变化ꎬ一些学者也用不同的特征去分析同一

种语言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句法学中有人尝试用特征来

描述句法结构ꎮ Ｃｈｏｍｓｋｙ[２０]在倡导的理论中进一步

推广使用了“特征”一词ꎬ形式句法理论(如 ＬＦＧ 和

ＧＰＳＧ)采用的复杂特征集类似于特征结构的描述

机制ꎬ对语言实体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自然语言的最

终建模ꎮ 冯志伟[３] 详细介绍了特征结构和把特征

结构的信息内容结合起来的合一运算ꎬ指出特征结

构是特征－值偶对的集合ꎬ其中特征是来自某个有

限集合的不可分析的原子符号ꎬ而特征的值或者是

原子符号ꎬ或者是特征结构ꎬ此外他还提出ꎬ特征结

构可以类型化ꎬ通过类型化的特征结构把约束放在

给定特征结构能够取值的类型上ꎬ也可以把它们组

织到类型层级体系中ꎬ以捕捉一般化的东西ꎮ Ｗｉｔｔ
等[２１]展示了如何用 ＴＥＩ 标记集来表示特征结构ꎬ以
作为语言注释资源的元表示格式ꎬ认为特征结构是

当今坚持不同语法理论的语言学家之间的一种常

见的表示形式ꎬ用 ＴＥＩ 标记集来表示特征结构可以

为后续算法处理开辟新的可能性ꎬ是语言数据可持

续性研究和保存工作的一部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中开始用

特征进行语义分析ꎬ提出了“语义特征”的概念ꎮ 学

界普遍引用和接受的是陆俭明的观点ꎬ认为语义特

征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同

一关键位置上的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ꎬ以说明某些

句式的独特特点[２２]ꎮ 他还指出语言研究要满足“数
字化”要求ꎬ以便于计算机存储、计算ꎬ那么语言和

语言研究成果的各个层面、各种单位、各种规则的

性质都必须用“特征”来加以呈现[２３]ꎮ ２００７ 年武汉

大学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尝试用特征结构理论进

行语义标注的研究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特征结构及其汉

语语义资源建设»一书提出的特征结构语义描述模

型和建构的大规模语义资源库在语义研究、自然语

言处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特征结构理论是

一种实用的语义分析策略ꎮ 一般来说ꎬ一个短语或

句子可表示成一个由实体、特征和特征值组成的三

元组集合ꎬ这个集合称为该短语或句子的特征结

构ꎬ找出短语或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并完

整地描述出有语义关系的词语对ꎬ是特征结构的根

本任务[２４]ꎮ 特征结构有三种属性:第一ꎬ它允许语

义的多重关联和交叉关联ꎬ即一个词可以和多个词

产生语义联系ꎻ第二ꎬ它允许递归和嵌套ꎬ即允许短

语或句子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和其他词语产

生意义关联ꎻ第三ꎬ它可以用特征结构图来表示ꎬ是
一种用概念和语义关系来表达知识的无向图ꎮ
(二)语料资源

本研究选用的语料均源自西南民族大学民族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中心历年来完成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

项目等所收集、整理的彝语语料ꎬ且主要以喜德语

音为标准音ꎬ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ꎮ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对语料进行调整ꎬ筛选出 １８６ 个彝语主谓谓语

句ꎬ其中ꎬ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语等组成部分之间

的语义关系比较复杂ꎮ 本文并不试图判定彝语主

谓谓语句究竟有多少语义关系类型ꎬ而是探索用特

征结构理论分析该句式的可行性ꎬ研究面向彝语自

然语言处理的语义表示方法ꎮ 对这 １８６ 个语句进行

语义关系划分ꎬ大致有十一种类型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彝语主谓谓语句语义关系分类表

序号 类型 代表例句

１
Ｓ１ 是受事ꎬＳ２ 是施事ꎬ
全句的语义关系是:受
事‖施事———动作

(这个字
你认识ꎮ)

２
Ｓ１ 是施事ꎬＳ２ 是受事ꎬ
全句的语义关系是:受
事‖施事———动作

( 我
彝语汉语都懂ꎮ)

３ Ｓ１ 和 Ｓ２ 具有领属关系 ( 我
的父亲身体很好ꎮ)

４ 谓语里有复指大主语 Ｓ１
的复指成分

( 小 王 我
告诉他了ꎮ)

５

Ｓ１ 表范围、对象、关涉
的事物ꎬ前面可以加介
词“对” “对于”ꎬ变成句
首状语

(这 件 事 情 我 有 些 不 同
想法ꎮ)

６ Ｓ１ 或 Ｓ２ 表时间
( 今 天

天气很好ꎮ)

７ Ｓ１ 或 Ｓ２ 表处所 ( 这
座城市我没有来过ꎮ)

８ Ｓ１ 或 Ｓ２ 表工具、材料等
语义成分 (这块布我用来做衣服了ꎮ)

９ Ｓ１ 与 Ｓ２ 可以是谓词性
成分ꎬ构成主谓关系

( 这
人说话粗鲁ꎮ)

１０ Ｓ１ 或 Ｓ２ 具有周遍性 ( 一
件礼物他都不买ꎮ)

１１ 谓语对 Ｓ１ 进行计量评
价ꎬ是一个数量结构

( 土
豆一斤三块钱ꎮ)

(三)研究方法

１.特征结构三元组表示法

语言的形式化实际上就是用一套符号体系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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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进行抽象的方法[２５]ꎮ 特征结构用来刻画

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ꎬ形式上可以将各种语

义特征用三元组描述ꎬ即 [实体ꎬ特征ꎬ特征值]ꎬ
例如:

[１] (红车子)可表示为:
[２] (她说我们上课)可表示为:

从例[１]可以看出ꎬ实体是“ (车子)”ꎬ特征

值是“ (红)”ꎬ特征“ (颜色)”并未出现ꎻ在例

[２]中ꎬ“ (她)”为“ (说)”的特征值ꎻ“
(我们上课)” 是 “ (说)” 的又一个特征值ꎬ 且

“ (我们上课)” 本身为一个特征结构ꎬ
“ (我们)”是实体“ (上课)”的特

征值ꎮ
分析所得特征的三元组表征方式具有以下特

点:１)便于计算机处理和表示ꎻ２)一对语义关联对

应一个特征三元组ꎻ３)不存在游离于关系之外的成

分ꎬ有语义关系的词都要标注ꎻ４)对词与词之间语

义知识的描述直观、自然、完整ꎻ５)三元组中ꎬ特征

和特征值都可为实体ꎻ特征词可以不出现ꎬ需根据

具体语言问题设计特征词表ꎻ特征值本身可以成为

一个特征结构[２５]ꎮ
２.特征结构图表示法

在计算语言学中ꎬ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式模型是

图ꎬ图的主要元素是节点和边ꎮ 一个特征三元组可

看作两个“点”和连接它们的“边”ꎬ其中的“节点”
表示实体或特征值ꎬ“边”表示特征ꎮ 特征一定是某

个节点的特征ꎬ这个节点就作为特征拥有者ꎬ另一

个节点就作为特征值[２６]ꎮ 于是一个特征三元组集

合可表示为一个特征结构图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特征结构图

图 １ 两个图同形ꎬ表现方式不同ꎬ反映了实体 Ａ
和特征值 Ｃ 之间的语义关系ꎬ实线表示实体 Ａ 的特

征 Ｂ 的值是 Ｃꎮ 例如:

[３] (我有一些不同

想法ꎮ)
它的特征结构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例[１４]的特征结构图

特征结构图具有以下特点:１)特征结构图是一

种不对称的无向图ꎬ动态描述语言成分的组合过

程ꎻ２)各种语义关系之间可以出现交叉、循环、多边

和回路现象ꎻ３)每个节点都为句子或短语中的词ꎻ
４)图示是一种抽象概念的形式模型表示ꎬ是构成树

库的基本元素ꎻ５)语义信息丰富ꎬ为计算机语义分

析解决语义知识表达问题ꎮ

三、彝语主谓谓语句的特征结构标注实例

分析

(一)彝语主谓谓语句特征结构标注举例

如上所述ꎬ研究确定了彝语主谓谓语句的十一

种语义关系类型ꎮ 下文主要依据特征结构理论对

各种类型的主谓谓语句语料进行语义标注ꎬ然后从

标注结果中选取 １１ 个句子为考察对象ꎬ细致描述其

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ꎮ 分析结果如下:
(１)第一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１]: (这个字你认识ꎮ)
句中大主语“ (这个字)”是受事ꎬ小

主语“ (你)”是施事ꎬ“ (认识)”为“ (你)”发
出的动作ꎮ 该句的原型句为“ (你认

识这个字)”ꎮ 原型句中的宾语变成了主谓谓语句

中的大主语ꎬ主语和谓语变成了主谓谓语句中的小

主语和小谓语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

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例[１]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２)第二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２]: (我彝语汉语都懂ꎮ)
句中 大 主 语 “ ( 我 )” 是 施 事ꎬ 小 主 语

“ (彝语汉语)”是受事ꎬ“ (懂)”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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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出的动作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

图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例[２]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３)第三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３]: (我的父亲

身体很好ꎮ)

句中大谓语“ (身体很好)”陈述说

明大主语“ (父亲)”ꎮ “ (身体)”和“
(父亲)” 有关ꎬ是 “ (父亲)” 的一部分ꎻ “

(好)”和“ (身体)”有关联ꎬ和“ (父亲)”
无直接联系ꎮ 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例[３]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４)第四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４]: (小王我告诉他了ꎮ)
大主语“ (小王)”是话题ꎬ大谓语是一个

主宾谓句ꎬ其宾语“ (他)”代指大主语ꎬ其特征结

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例[４]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５)第五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５]: (这件

事情我有些不同想法ꎮ)
大谓语是个完整的主宾谓句ꎬ大主语“ (事

情)”前面可以加上介词“对” “对于”等ꎬ且大主语

和小宾语有语义关系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

构图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例[５]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６)第六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 [ ６ ]: ( 今天天 气

很好ꎮ)
句中大主语是表时间的名词或短语ꎬ大谓语是

对大主语的陈述说明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

构图如表 ７ 所示ꎮ
表 ７　 例[６]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７)第七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７]: (这个城市我

没有来过ꎮ)
句中大主语是表处所的名词或名词短语ꎬ大谓

语是陈述说明大主语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

构图如表 ８ 所示ꎮ
表 ８　 例[７]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８)第八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８]: (这块布我用来做

衣服了ꎮ)

句中大主语“ (布)”是小谓语“ (做)”的
材料ꎬ大谓语是一个完整的主宾谓句ꎮ 大主语

“ (布)”和小谓语“ (做)”用介词“ (用)”
来联系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表 ９
所示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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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例[８]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９)第九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 [ ９ ]: ( 这 人 说 话

粗鲁ꎮ)
该类型中小主语由动词或动宾短语充当ꎮ 该

句大主语“ (人)”和小主语“ (说话)”构成

主谓关系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表 １０
所示ꎮ

表 １０　 例[９]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１０)第十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例[１０]: (一件礼物他都

不买ꎮ)
该句的原型句为“ ”ꎬ原型

句中的宾语变成了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ꎬ谓语变成

了主谓谓语句的小谓语ꎬ其特征结构三元组和特征

结构图如表 １１ 所示ꎮ
　 　 (１１)第十一种类型的特征结构标注分析

表 １１　 例[１０]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例[１１]: (土豆一斤三块钱ꎮ)
该句语义较复杂ꎬ“ (斤)”是实体“ (土

豆)”的特征ꎬ值为“ (一)”ꎻ“ (三块)”是土豆

的价格ꎬ“ (价格)”被隐藏了ꎻ“ (三块)”
也与“ (一斤)”存在语义联系ꎬ其特征结构三

元组和特征结构图如表 １２ 所示ꎮ
表 １２　 例[１１]的两种标注结果

特征结构三元组 特征结构图

(二)彝语主谓谓语句的特征结构模型

进行语言信息处理研究ꎬ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

基础工作就是建立自然语言的“语言模型”ꎬ以便于

计算机能对其进行相应的分析与计算[２７]ꎮ 根据对

彝语主谓谓语句的特征结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ꎬ在
十一种彝语主谓谓语句中ꎬ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

语之间的语义表征存在共性ꎬ因此ꎬ一些类型的彝

语主谓谓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关系表现形式ꎬ论文

研究经归纳概括ꎬ整理出了彝语主谓谓语句的四类

语义模型ꎬ如表 １３ 所示ꎮ

表 １３　 彝语主谓谓语句特征结构模型

类型 特征结构图 语义分析

大谓语陈述说明大主语:
Ｓ１＋Ｓ２＋Ｖ / Ａ

Ｓ１ 是实体ꎬＳ２ 是 Ｓ１ 的特征ꎬＶ / Ａ 是 Ｓ１ 的特征值ꎮ

如: (这个姑娘唱歌好听ꎮ)

宾语前置句首或位于主语
和宾语之间:Ｓ１＋Ｓ２＋Ｖ

Ｓ１ 是 Ｖ 的施事或受事ꎬ其可改写为:Ｓ２＋Ｓ１＋Ｖꎮ
如: (一个人我都不认识ꎮ)

复指:Ｓ１＋Ｓ２＋Ｓ３＋Ｖ

大谓语是完整的主宾谓句ꎬ宾语 Ｓ３ 复指大主语 Ｓ１ꎬＶ 和 Ｓ３、
Ｓ１ 都有语义关系ꎮ

如: ( 这 个 孩 子 同 学 都 心
疼他ꎮ)

大主语前面可以加介词:
Ｓ１＋Ｓ２＋Ｓ３＋Ｖ

大谓语是一个完整的主宾谓句ꎬ大主语 Ｓ１ 与宾语 Ｓ３ 有语义
关系ꎮ

如: (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见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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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彝语信息处理需要有什么样的语义知识? 应

借助哪种理论实现彝语语言知识资源的形式化表

达? 这是彝语言及其信息化、智能化研究当前面临

的重要问题ꎬ本文基于特征结构理论ꎬ尝试将特征

结构三元组和特征结构图的语义标注方法应用到

彝语主谓谓语句中ꎬ并根据标注结果建立彝语主谓

谓语句的语义表示和分析模型ꎮ 实践结果表明ꎬ该

理论可以比较完整地将彝语句子中所有具有语义

关系的词联结起来ꎬ其直观的句子形式模型描述方

式蕴含丰富的语义信息ꎬ是存储知识的基础ꎬ是语

言分析和理解从语义到形式的基点ꎬ能够为研究有

效的彝语语义标注策略和彝语的形式化表示提供

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ꎬ同时为彝语语言资源知识

库的建设和应用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和可行性

思路ꎬ对推动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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