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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我们提出一个解耦的双阶段训练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能够更
好的利用实体词典，远程监督数据和人工标记数据，在三个中
文命名实体识别数据集的实验上，我们的方法都取得了最佳结
果，并显著超越其他基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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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通常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使用人工标注的数据，然而，数据标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金钱，这限制了标注数据的规模，形成了命名实体识别模型的性能瓶颈。

•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采用自动化的方法收集到大规模的实体词典和远程监督数据。
但是，实体词典缺少有意义的上下文信息，远程监督数据包含大量的噪声，所以直接使
用实体词典数据和远程监督数据会给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目标
• 更好的利用各种异构数据来提升命名实体识别的效果

 思路 
• 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BERT的二阶段解耦模型来更好的利用这些异构数据（实体词典，
远程监督数据和人工标注的数据）。

• 在预训练阶段，我们设计了Mention-BERT和Context-BERT来分别学习上下文无关的
实体词典和带噪声的远程监督数据。在微调阶段，通过对候选实体的预测，来对
Mention-BERT和Context-BERT使用人工标注的数据进行统一训练。

l Mention-BERT的预训练

• 模型包括一个Mention-BERT，一个Context-BERT和一个Global-Classifier.

• 对于输入句子，“篮协成立于1956年6月”，首先会被转化为一个〈MENTION, 
CONTEXT〉对: 〈“篮协”，“[MASK]成立于1956年6月”>，之后“篮协”会作为
Mention-BERT的输入， “[MASK]成立于1956年6月”会作为Context-BERT的输入，
最后Mention-BERT和Context-BERT的输出会被连接，并且输入到Global-Classifier
当中来得到最后的输出 (ORG).

• Mention-BERT希望能够捕获实体内部的结构信息，模型架构和传统的BERT相同，
是Transformer的encoder部分

• Context-BERT希望能够捕获实体的上下文信息，模型架构和传统的BERT相同，是
Transformer的encoder部分

• Global-Classifier希望能够综合实体的内部结构信息和上下文信息，模型架构是一个
全连接的网络

l Context-BERT的预训练

l 微调

• 我们在三个数据集上进行实验，使用P，R，F衡量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