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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汉语文本纠错目的是检测汉语文本中的标点符号、汉字拼写、语义等错误。近些年
来，纠错任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出现了具有商业价值的落地场景。今年主
办方组织了汉语学习者文本纠错评测，共有夵个赛道，本篇测评报告针对其中的第五
赛道语法纠错质量评估，旨在评价语法纠错模型修改结果的质量，评测代码已开源
在https://github.com/Babysong12/CCL2022-CLTC-Trac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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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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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语法纠错质量评估任务通过预测每个语法纠错结果的质量评估分数，评估语法纠错模型修
改结果的质量，分数通过句子级别和词级别的质量评估分数得到 夨王莹莹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该任务
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由于语言场景和具体需求不同，有很多种的正确修改方案，通过该质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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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分数，可以对多个纠错结果进行分数排序，后续可以根据结果进一步提升纠错质量效果。尽
管赛题中将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评测标准之一，但是在最终结果中只关注分数最高的语法纠错
结果的效果。

本赛道官方提供了两个奢奡女奥奬奩奮奥，都使用奂奅奒奔夭奂奁奓奅夭奃奈奉奎奅奓奅 夨奄奥奶奬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夸天预训
练语言模型，其中一个使用奓奯奦奴奭奡奸方法计算改正句的质量评估分数，另外一个使用奓奩奧奭奯奩奤函
数计算改正句的质量评估分数。本次评测主要使用了后者。

1.1 背背背景景景

本赛道的训练集提供了中文奌奡奮奧夸数据，并基于女奥奱夲女奥奱使用奂奁奒奔夭奬奡奲奧奥训练了语法纠错模
型。此后将该模型解码过程中每个原句排名前失夰（小于等于失夰）的修改结果作为质量评估的语
法纠错方案，并给出了每个修改方案的真实奆夰央夵分数。其中，带语法纠错方案的数据格式如下
所示：

奆奩奧奵奲奥 失夺 数据集格式

验证集提供流利提升（复奵奥奮奣她）和最小改动（奭奩奮奩奭奡奬）两个维度的数据，其中最小改动
指尽量维持原句结构的情况下，尽量少地增删、替换句子里的词语使句子符合汉语语法规则；
流利提升指进一步修改句子使其更加地道和流畅，符合汉语母语者的表述习惯。验证集的数据
格式与训练集相同。

测试集同样提供复奵奥奮奣她和奭奩奮奩奭奡奬两个维度的数据，包含原始句子及对应的修改句子，分
别从两个维度对修改的质量进行评估，输入原句和修改句，得到每个句子对的奆夰央夵分数，并对
其排序，选取每个原句分数最高的修改句及其分数，最后提交评估结果。

本次评测基于数据集结构和奂奡女奥奬奩奮奥，尝试了不同的优化方案，例如修改损失函数、判断
原句是否需要纠错等，我们会在后续章节具体讨论优化方案。

2 方方方案案案思思思路路路

2.1 Baseline

评测时首先尝试了官方的奢奡女奥奬奩奮奥，使用了奂奅奒奔预训练模型，将原句和修改句分别配对输
入模型，通过女奩奧奭奯奩奤函数计算改正句的质量评估分数，并使用奍奓奅作为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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奆奩奧奵奲奥 夲夺 模型框架

2.2 对对对抗抗抗训训训练练练

通过对奥奭奢奥奤奤奩奮奧层添加微小扰动使用对抗训练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本次参赛主要使用
了奅奍奁、奆奇奍 夨奍奩她奡奴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夶天及两者组合三种策略。

2.3 “原原原文文文+修修修改改改句句句”，，，标标标签签签=0/1

我们对每个原句对应的修改句分数进行处理，选择原句对应修改句分数最高的为失，其余分
数为夰，用奂奃奅作为损失函数。

奆奩奧奵奲奥 夳夺 标签调整

2.4 “原原原文文文+全全全部部部修修修改改改句句句”，，，标标标签签签=f05

由于之前的方案都只是单独计算了修改句的评估分数，因此我们打算将同一个原句的修改
句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为方便计算，对于少于失夰句修改句的原句，用分数最低的修改句补齐
到失夰句，继而输入到模型用女奯奦奴奭奡奸计算分数，并用交叉熵作为损失函数。

2.5 原原原句句句二二二分分分类类类模模模型型型

根据对数据集的观察和梳理，我们发现有部分原句本身就是正确的，其修改句的最
高奦夰夵为失，且与原句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将原句正确的数据标签设置为失，其余则为夰，训练
一个二分类模型判断原句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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奆奩奧奵奲奥 头夺 原句二分类

2.6 集集集成成成融融融合合合

我们尝试了两种不同的融合策略，一种对所有修改句的奆夰央夵求平均数，选出最高的作为修
改质量最好的句子；另一种是先筛选出每个模型的原始句对应的最优修改句，再通过投票法得
到每个原始句对应的最优修改句。

2.7 数数数据据据后后后处处处理理理

经过对数据结构的观察，我们发现部分错误是由于标点符号的替换，这部分用原来的模型
非常难识别，所以选择了训练集中对标点符号进行替换的数据，单独训了一个分类模型。

以测试集的数据为例：对于原句中有逗号奜，夢无顿号奜、夢且选项中有顿号出现的情
况，如果选项中仅有一个出现顿号，则赋予该选项最高分，很可能是将两个词语奜奁，奂夢改
为奜奁、奂夢的情况。而对于出现多个顿号的选项，需要判断顿号的数量，如果大于失，则选择
有奜和夢的选项，这种情况通常为多个词语并列，按照汉语母语者的表述习惯，最后会以奜和夢结
束，例如：奜我有奁、奂、奃和奄。夢按照此类梳理的规则，可对模型输出后的结果进一步调整优
化，提高模型效果。

奆奩奧奵奲奥 夵夺 数据处理

3 实实实验验验

本次参赛仅使用了主办方提供的训练集，并未使用额外的开源数据集。首先测试了官方
的奢奡女奥奬奩奮奥及替换不同预训练模型的结果，实验结果见下表，表中的数据为各维度的奆夰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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奐奔奍 奆奬奵奥奮奣她 奍奩奮奩奭奡奬 奁奖奇

奂奅奒奔夭奢奡女奥 夲夷央头夲 头夷央夹夳 夳夷央夶夷夵
奍奡奣奂奅奒奔夭奢奡女奥 夲夸央夰夲 头夹央夵失 夳夸央夶夷夵

奅奒奎奉奅 夲夸央头夵 头夸央夶夳 夳夸央夵头
奒奯奆奯奲奭奥奲 夲夶央头夵 头夵央头夳 夳夵央夹头
奎奅奚奈奁 夲夸央失 头夹央夶夸 夳夸央夸夹

奅奌奅奃奔奒奁 夲夷央夷夶 夵夲央失夶 夳夹央夹夶

奔奡奢奬奥 失夺 不同预训练模型的实验结果

如上表所示，奅奌奅奃奔奒奁模型效果最好，因此我们决定采用奅奌奅奃奔奒奁 夨奋奥奶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天预训练模型进行后续的实验。之后我们使用对抗训练，通过对奥奭奢奥奤奤奩奮奧层添加微小
扰动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使用奅奍奁利用滑动平均的参数来提高模型在测试数据上的健壮性，
及奆奇奍提高模型应对恶意对抗样本时的鲁棒性，减少过拟合，提高模型泛化能力，主要使用
了奅奍奁、奆奇奍及两者组合三种策略，实验效果如下：

对抗训练 奆奬奵奥奮奣她 奍奩奮奩奭奡奬 奁奖奇

奆奇奍 夲夸央头夵 头夸央夶夳 夳夸央夵头
奅奍奁 夲夷央夷夶 夵夲央头 头夰央夰夸

奆奇奍夫奅奍奁 夲夸央头夵 夵夲央失夶 头夰央夳夰夵

奔奡奢奬奥 夲夺 不同对抗训练的实验结果

实验发现不同策略对模型效果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奆奇奍和奅奍奁组合效果最好。后
续我们采用了前一章节提及的不同方案思路，并更换随机种子，得到夳夰个不同的单模，并使
用前一章节的融合策略，尝试用投票法更换阈值测试结果，并进一步通过后处理，最终结果
为头夷央夹夰夵。

4 总总总结结结

本次参赛最终平均奆夰夵取得了头夷央夹夰夵，仍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例如，很多模型奐奃奃分数
很高，但是奆夰夵值偏低，由于本次比赛排名只关注奆夰夵值，因此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提升
最优修改句的评估效果，而对于识别不同修改句的评估质量同样是很有帮助的，未来可以考虑
把提升奐奃奃作为优化目标，找到同时能提升奆夰夵和奐奃奃两个指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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