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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問答系統

Green於1996年開發了一個名為BASEBALL的系統

回答與美國大聯盟有關的問題，如各場比賽的得分、
參賽隊伍、地點、日期等資訊

該系統以IPL語言撰寫，執行在硬體資源相當有限的
IBM 7090主機上

僅能處理無子句的簡單問題

例子：
使用者鍵入：Did the Tigers play the Red Sex in July?

系統搜尋資料庫後答覆：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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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系統橫跨多個資訊領域

問答系統是個整合性的研究，與其相關
的研究領域包括：

資訊檢索

自然語言處理

資訊擷取

機器學習

邏輯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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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系統分類

以領域知識分類
開放領域、限制領域

以語言分類
單語：中文、英文、日文⋯

跨語：中英、英中⋯

以知識媒體分類
資料庫、FAQ、新聞、Web

以問題類型分類
仿真陳述(factoid)、清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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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問答系統

ASQA: Academia Sinica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ASQA-FAQ: FAQ問答

ASQA-FQ: 新聞仿真陳述問答

ASQA-WEB: Web仿真陳述問答

BeQA: 生物知識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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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AQ
找出知識庫中與使用者問句最相近的常問問題
(FAQ)，取出相對應的答案後呈現給使用者

例如：
請問如何坐公車到中研院？

FAQs
FAQ1: 問中研院交通

FAQ2: 問單位聯絡方式

FAQ3: 問單位員工

FAQn: ⋯⋯⋯⋯

FAQ1最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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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a.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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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Q
分析使用者問句後，到文件庫中選取相關性高
的文件，經過專有名詞分析處理取得候選答案，
排序後送出

例如：
問題：誰是美國總統

相關文件1：美國/LOC總統布希/PER表示⋯⋯

相關文件2：胡錦濤/PER與美國/LOC總統會面⋯⋯

候選答案過濾排序：
1. 布希

2. 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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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

‧組織名

‧地點

‧人名

‧組織名

‧地點

專有名詞辨識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王建民拿下今年球季第十五勝，多項紀錄分居美國大
聯盟前茅，不但台灣人喜歡談他，連美國媒體，亦興
起「王建民熱」。這也沒啥高深道理，只因為王建民
是以棒球場上的成績，贏得各方尊敬。

王建民的15勝，是亞洲投手在大聯盟單季排名第三，
落後於日本野茂英雄的16勝、南韓朴贊浩的18勝。但
王建民是大聯盟二年級生，野茂英雄闖蕩多年後，如
今棲身於小聯盟；朴贊浩雖仍在大聯盟，不過戰績沒
那麼輝煌了，反倒是王建民大有機會改寫亞洲前輩的
成績。說王建民能為亞洲投手在大聯盟寫歷史，絕不
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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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角色標記
Semantic Role Labeling (SRL)

Chinese PropBank:

[arg0 我][argm-adv 已經][rel 打][arg1 電話][arg2 給斯恩特]

[arg1 這些算盤][arg0 產業界自己][rel打]的[argm-ext最精]

[arg1 鮑薩]被[arg0 泰森的鐵拳][rel打]得[arg2 爬不起來]

[arg0 他][argm-tmp 晚上]則到體育場[rel打][arg1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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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Q架構與流程

SVM

InfoMap

Question ProcessingQuestion Processing

AutoTag Mencius

ME

Lucene AutoTag

Passage RetrievalPassage Retrieval Answer RankingAnswer Ranking

Mencius

Filter

word indexword index char indexchar index documentsdocuments

Passages

QType

Segments QFocus, QLimitations Answer Candidates

Answers

Answer ExtractionAnswer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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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Q問題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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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Q正確率

37.5

44.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Correct Answer Accuracy

Correct+Unsupported

Answer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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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FQ分類與模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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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WEB
與ASQA-FQ處理的問題相同

將Passage Retrieval模組置換成搜尋引擎

Question ProcessingQuestion Processing

Search EngineSearch Engine Answer RankingAnswer Ranking

Web DocumentsWeb Documents

Answer ExtractionAnswer Extraction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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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QA
(Biomedical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生物醫學文獻數量的激增，資訊檢索、整合與歸內對
生物學家來說日益重要

問答系統提供自然語言溝通介面，方便生物學家或一
般使用者自然而快速地在大量文章中搜尋出精準的答
案

BeQA採用了專為生物文獻量身打造的NERbio專有名詞
辨識(NER)與BIOSMILE語意角色標記(SRL)元件

實驗結果顯示，BeQA能達到Top-1 51.9%答題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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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QA流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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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1st/9 in the NTCIR5 CLQA Chinese Question Answering Contest 
(44.5%)
6th/32 in the TREC Genomic IR Contest (24.5%)
5th/21 in the CoNLL-2005 Semantic Role Labeling Contest (74%)
1st/13 in the WS CityU closed track of the SIGHAN 2006 Word 
Segmentation Contest (97.2%)
2nd/10 in the WS CKIP closed track of the SIGHAN 2006 Word 
Segmentation Contest (95.7%)
2nd/8 in the NER CityU closed track of the SIGHAN 2006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Contest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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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需面對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圖書館數位化
瀏覽：實體圖書館 網路圖書館
服務：圖書館員 冰冷電腦
解決方案：以語言理解為基礎的智慧型介面

館藏數位化
使用者如何在龐大的數位典藏中找到資料
數位典藏品的長久保存與取得
典藏品之互通、學習與共享
解決方案：Metadata訂定與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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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iano,WWW 
2006

智慧型介面智慧型介面

語言理解語言理解

MetadataMetadata

Metadata擷取Metadata擷取

傳統邏輯推理傳統邏輯推理



25

知識表達
知識的Sensor

一個概念有許多的面向，對於這些個別面向瞭
解的「總和」可以看成對這個概念理解的程度

如何瞭解某某人？

我們以對一個概念的FAQ來看要表達這個概念
的方式

我們建構了「知識地圖」，將抽象知識表達成
其中的「座標」，再由電腦將FAQ準確地對應
到這些座標上，來模擬「理解」的達成

其中最重要的概念就是context 和
resolution



概念理解
電腦概念理解的實務性定義：

假設每個概念都associate一個題庫

電腦針對題庫的random測試能達到標準即算理解

這個定義的主要貢獻：利用智慧型的知識管理，
可以將『理解』轉化成知識庫的『檢索』

概念理解的背後需要一個powerful知識系統

可能的應用範圍

中文檢索
自動答詢系統
中英混合字串檢索(容錯)
英文改錯（文法、語意）
文件摘要
文件自動分類

交談系統（dialogue）
email自動過濾、回覆
語音輸入後處理
英漢翻譯
數學、英語教學
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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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表達系統要能夠同時處理的問題

Event frames

中文人名、機構名、地
名、時間

未知詞

多重語意樹

global 同義詞，local 
同義詞的機制

中文詞組（複合詞）、
短語、句型

英文字尾、時態變化

英文詞組、短語、句型

scenario 理解（以影像
辨識的概念來進行語言
分析）

動態知識表達（理解一
個事件之後，並『執行』
其內容）

Script,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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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座標」(I)
以GIS為例，一般抽象的知識要使用怎樣的「座標」
才比較容易搜尋？

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很高，不同的人可能有不同的解釋方
式

「台大」可否當成座標？
台大校本部，台大圖書館，台大醫院

「中央研究院」可能就比較合適

目前搜尋引擎普遍使用的是「關鍵詞」
在許多情況，關鍵詞不夠細緻，以致於找到的文件相關
性不夠高

理想的知識座標是能讓我們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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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座標」(II)
如何在大範圍的知識座標中帶出較小的
知識座標？

這牽涉到概念的描述方式
如何描述「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描述概念必須用到自然語言，但是如何處理
自然語言意義模糊的問題？

必須「聚焦」，先限定大的context，再由
其中限定較小的context。如此，一層層地
階段性描述，才容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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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ap (資訊地圖)
在我們設計的概念理解模式下

理解 ←→ InfoMap的正確搜尋

要電腦幫人類正確地搜尋資料，必須提供一個良好的
guidance。

我們提出的新工具─資訊地圖
描述資訊的廣度、深度以及相互關係。在性質上是抽象的，
但功能上則類似於地理地圖。

資訊地圖將一個概念的相關概念做進一步的分類。也
就做一個概念與相關概念的結構描述

概念描述必須Context sensitive. 找到了中研院之後，
才有可能找到（中研院的）資訊所。



股票的Info MAP
事件

上市、下單…

分類

依類股分類、單位分類…

屬性

券商、股價…

型成分類
階層

另外一群
相關概念台積電的股票如何買賣？

概念分類 如何 事件

台積電的股價是多少？

概念分類 的 屬性



請問中研院資訊所所長的電話請問中研院資訊所所長的電話

Result of Top 1~5 FAQ

ASQA-FAQ系統背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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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Metadata
數位典藏計畫Metadata工作小組FAQ：

Metadata記載有關資料的元素或屬性(名稱、大小、資
料類型等)、有關紀錄或資料結構(長度、欄位、行列
等)、或有關資料的資料(位置、關聯性、擁有者等)。
Metadata可以包含有關背景、品質和狀況、或資料特
徵等的描述性資料。
功用

對數位典藏品的提供者、擁有者與管理者來說， Metadata可
以協助儲存、控制、管理、散布和交換數位資源。
對數位典藏品的使用者來說， Metadata可以協助搜尋、辨識、
選擇、詮釋、獲取和使用數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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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與內容資訊擷取

現行Metadata幾乎都是「表面」的資料 (如作者、類
別、品質等)

資訊擷取是問答系統成功的關鍵，也是未來「內容」
Metadata能否成功的關鍵

「內容」Metadata可能包括如標記某文章所記載「事
件」、文章人物間的「關係」等等。

「內容」Metadata使得館藏資料搜尋方式更彈性、更
容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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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Metadata

雖然現階段Metadata都仍在將傳統館藏
Metadata數位化階段，但更豐富的
Metadata為未來系統與研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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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標準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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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標準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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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標準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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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問答系統有各種不同類別

問答系統整合多個研究領域

問答系統為建構智慧型介面之基礎

專有名詞辨識與語意角色標記研究，可
提供未來metadata標準與自動標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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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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