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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尽管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取得显著进展，但其在复杂问题推理等领域还
面临着认知负荷问题，即大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需要记忆并处理大量信息。因此，如
何有效地减少语言模型推理过程中的认知负荷，缓解推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知过载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用于增强语言模型的推理能
力。该方法通过指引大语言模型生成常识知识和推理指导，让语言模型基于自我规划
来增强其推理能力，并通过与推理链结合的方式对模型的推理过程进行校准。与现有
方法不同的是，本文在不对大语言模型进行微调或使用外部工具的情况下，显著提升
了语言模型的推理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四种常见推理任务上性能显
著优于基线方法，同时相比传统的推理链模型，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推理能力较弱的模型
上也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通过结合大语言模型的自我规划和推理能力，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
法为提升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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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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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在自然语言处理及相关领域，大语言模型例如奃奨奡奴夭奇奐奔、奃奨奡奴奇奌奍、奍奩奮奩奃奐奍、文心一
言、通义千问夨奂奲奯奷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夻 奄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夻 奈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夻 奓奵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夻 奂奡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等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表明，随着模型参数规模的快速增长，语言模型展现出了
一种涌现现象，使其在许多自然语言任务上的性能都显示了其有效性，同时在很多推理、规划
任务中也展现了更为强大的能力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奡天。然而，尽管大语言模型在很多任务上表
现出色，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候，其多步推理能力仍然面临着重要挑战夨奖奡奬奭奥奥奫奡奭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夻
奈奵奡奮奧 奡奮奤 奃奨奡奮奧夬 夲夰夲夲天。

传统的基于思维链（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奔奨奯奵奧奨奴夬 奃奯奔）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天的推理方法在许多复杂的
推理任务，如：数学计算、关系推理等任务中展现了良好的效果。其通过指令指引大语言模型
对于给定问题进行一步步思考。在思维链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大语言模型在能够对问题的解决
思路进行规划，同时又能够针对分解后的子问题进行回答，形成一个子问题夭答案交融的推理
链结果。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奊奯奨奮 奓奷奥奬奬奥奲）于失夹夸夸年提出
认知负荷理论（奃奯奧奮奩奴奩奶奥 奌奯奡奤 奔奨奥奯奲她）夨奓奷奥奬奬奥奲夬 失夹夸夸天。他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在处理新信息
的过程中，其工作记忆的容量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高效地呈现信息，来降低
工作记忆的负荷量。考虑到语言模型的上下文学习能力和有限的上下文学习窗口夨奄奯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在思维链生成过程中常常会面临的认知过载的问题，即产生幻觉或无效推理过程。因
此，如何能够显著地降低大语言模型在思维链推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认知负荷问题，缓解可能出
现的认知过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奼奼一种基于自我规划的大语言模型推理增强方法，用于增强语

言模型的推理能力。该方法通过提示帮助大语言模型生成针对复杂问题的常识知识和推理指导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让语言模型通过自我规划来预演其推理过程。并通过与推理链结合的方式来降
低大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认知负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没有对大语言模型进
行微调或使用外部工具的情况下，显著提升了语言模型在多种推理等任务上的性能表现。具体
来说，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提示学习方法，通过大模型自身对给定问题的解决过程进行推演进而
对给定问题产生相应的问题推理指导（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 本文通过生成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基于思维链的推理模型在解决复杂问题中所
具有的认知负荷问题，提高了语言模型的推理的性能和可靠性。

• 本文通过实验验证了较大规模模型通过规划所产生的问题推理指导能够有效地指导较小规
模模型产生更加精准的结果，从而弥补了后者在推理任务上的不足。

我们的实验利用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来实现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并在四种常见推理任务奼奼语
言理解、多跳问答、时间推理、关系推理上性能显著优于传统的基于思维链的推理模型（实
现了平均约夲夥的提升）。同时我们通过实验证明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推理能力较弱的模型
（如奌奌奡奍奁夭夷奂夭奃奨奡奴和奌奌奡奍奁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上的泛化性，使其在自身推理能力较弱的条件下通
过自我规划实现超过失夰夥的提升。本文所有的数据和代码已在奇奩奴奈奵奢上开源。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复杂推理为基于语言模型构建大量应用程序提供了机会，从而使语言模型有机会成为下一
代奜操作系统夢夨奏奰奥奮奁奉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天。因此大语言模型应当在复杂推理任务上具有较好的逻辑推
理能力，并可以通过与工具、用户和外部环境的所有元素互动来完成复杂的指令。尽管大语言
模型在很多任务上表现出色，多步推理能力仍然是其短板之一夨奖奡奬奭奥奥奫奡奭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夻 奈奵奡奮奧
奡奮奤 奃奨奡奮奧夬 夲夰夲夲天。为了增强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先前的研究提出了多种方法：奎她奥等人
提出在生成最终答案之前，通过生成奜奓奣奲奡奴奣奨奰奡奤女夢（即中间步骤）来微调语言模型，让语言模
型具备合成夯执行多步推理的能力夨奎她奥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天。推理链提示（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奔奨奯奵奧奨奴，奃奯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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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奜奌奥奴大女 奴奨奩奮奫 女奴奥奰 奢她 女奴奥奰夢之类的指令来引导大语言模型先给出推理步骤以及中间的结果，
通过推理链增强最终帮助大语言模型生成更加精准的结果。推理链模型在较大规模的语言模型
上表现出优越的性能，然而在较小模型上其效果表现差强人意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天。此外，诱
导语言模型生成推理原因需要构建大规模的数据集，或者仅使用少样本提示来牺牲准确性，
因此奚奥奬奩奫奭奡奮等人提出奓奥奬奦夭奔奡奵奧奨奴 奒奥奡女奯奮奥奲夨奓奔奡奒天夬 利用大语言模型的现有推理能力，在给出
答案之前迭代地生成高质量的推理原因夨奚奥奬奩奫奭奡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套奡奮奧和奈奵奡奮奧等人认为大语言
模型有自我改进答案的能力，提出奓奥奬奦夭奃奯奮女奩女奴奥奮奣她解码策略，利用奃奯奔生成多个推理路径和答
案，最终选择出现次数最多的作为最终答案输出夨套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奡夻 奈奵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

尽管使用高质量数据微调或少样本提示的方法显著增强了大语言模型的复杂推理能力，但
在实际业务或问题中，常面临数据量不足或质量较低的情况，且微调和少样本提示的方法泛化
性较低。为应对这一问题，奋奯奪奩奭奡等人证明大语言模型在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夭奃奯奔提示下仍然具有优秀
的推理能力夨奋奯奪奩奭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而推理链提示在较难的问题上通常会出现推理与答案不一致
的现象，为了克服从易到难的泛化挑战，奚奨奯奵等人提出奌奥奡女奴夭奴奯夭奍奯女奴的提示方法，即将复杂问
题分解为一系列更简单的子问题，然后按顺序解决它们夨奚奨奯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考虑到充分利用大
语言模型海量的参数知识，奌奩奵等人提出可以通过让语言模型生成知识作为额外输入来增强语言
模型的常识推理能力夨奌奩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天。

在大语言模型解决复杂问题时，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预训
练阶段记忆的带有噪音或错误的知识以及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缺乏先验知识，大语言模型可能
会出现生成文本不符合事实及不遵循原文的现象，即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夨奊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
为缓解这一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方法：检索增强被证明可以显著减少幻觉问题。进一步
地，奐奥奮奧等人提出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知识和语言模型自我反馈缓解大语言模型的幻觉夨奐奥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同时，许多学者认为提示大语言模型在给出答案之前给出分步推理的过程能够缓解
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夻 奙奡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夻 套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夻 奌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天，
但这种假设只有在生成的推理符合模型真实推理的情况下才成立夨奊奡奣奯奶奩 奡奮奤 奇奯奬奤奢奥奲奧夬 夲夰夲夰天。

然而语言模型生成的推理与其真实的推理过程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夨奔奵奲奰奩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天。对
此，奚奨奡奯等人提出奖奥奲奩奦她夭奡奮奤夭奅奤奩奴模型，其是一种知识增强的奃奯奔提示框架，能够让语言模型
利用外部知识编辑推理链来提高预测的真实性夨奚奨奡奯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奌她奵等人提出奆奡奩奴奨奦奵奬 奃奯奔，
通过将自然语言表示的推理过程转换为符号语言求解从而保证推理具有更高的忠实性夨奌她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虽然，上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大语言模型进行推理时，传统方法往往
需要语言模型同时处理问题规划和答案生成，可能导致认知过载的问题出现。为此，本文提出
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通过将语言模型的问题规划和答案生成进行解耦以期望提升大模型对复杂问
题的推理效果。

3 Self-Guide：：：融融融合合合自自自身身身指指指导导导的的的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推推推理理理增增增强强强技技技术术术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传统的思维链增强推理方法（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奔奨奯奵奧奨奴夬
奃奯奔）在具有较好的泛化性的前提下保持了良好的推理能力，但此方法在推理过程中需要同时
对问题进行规划和回答，模型在整个推理过程需要处理并记忆大量信息，受到语言模型推理时
间和自身能力的限制，语言模型通常会面临幻觉问题或无效推理，如何有效地减少思维链中的
认知负荷，缓解大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中出现的认知过载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图失所示，受到认知负荷理论夨奓奷奥奬奬奥奲夬 失夹夸夸天的启发，本文提出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来缓解在
传统推理链模型当中所面临的认知负荷问题。该方法融合了语言模型的自身指导对语言模型的
推理过程进行增强，将语言模型的推理过程解耦为问题规划理解和答案生成。总的来说，我们
首先介绍了基于大语言模型自适应问题规划方法（夳央失节），然后我们利用语言模型的自适应性
问题规划对其推理过程进行增强（夳央夲节）。

3.1 基基基于于于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自自自适适适应应应问问问题题题规规规划划划方方方法法法

对于给定的输入Q，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通过问题规划生成以及基于问题规划的大语言模型增强
两步方法提升大模型对于复杂问题的推理效果推理。该方法通过对传统推理链模型的问题规划
以及答案生成进行解耦，以缓解大模型进行复杂推理过程中所具有的认知负荷问题，最终提升
大模型的复杂推理效果。具体的提示模板在表夵中展示。

根据认知负荷理论，我们采用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的设定，使大语言模型可以自适应地针对给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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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你应该逐步分析患者的症状...超声检查显示右侧
肾积水和扩张的输尿管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可能性。
2.接着，你应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尿液分析最可能发现的内
容。尿液分析是一种常见的检测方法，它评估了...考虑到
症状和超声检查结果...血尿的存在表明尿液中有血液存在，
与剧烈的侧腹痛以及肾结石或阻塞的可能性一致。
3.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评估所提供的选项...为了更好地
理解症状，你应该了解尿酸结晶是尿液中常见的发现，考虑
到剧烈的侧腹痛症状和肾结石或阻塞的可能性，尿酸结晶在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尿液分析中被检测到。
4.根据这一分析，你认为哪个选项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1.首先，让我们分析这位56岁男性患者呈现
的症状...根据这些症状，很可能患者正在
经历肾结石或泌尿道某种阻塞，导致肾积水
和输尿管扩张。
2.接下来，让我们考虑尿液分析的选项：...
3.基于症状和发现，尿液分析中最可能发现
的是B.白细胞管型。这是因为阻塞和导致的
肾积水可能引起尿路炎症或感染，导致尿液
中存在白细胞，并有可能形成圆柱。

请逐步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

请提供对问题的详细分析。由于你的责任是
指导语言模型更好地理解问题，在你的分析
中，不要直接给出正确答案，而是逐步启发
语言模型理解并解决问题。

CoT

Self-Guide

问题：一名56岁男性患者出现了持续4天的严重右侧腰部疼痛，

向腹股沟延伸，伴有血尿，前往急诊就诊。超声检查显示右侧肾

积水和输尿管扩张。在尿液分析中最可能检测到的异常是什么？

选项：A. 葡萄糖 B. 白细胞管型 C. 椭圆脂体 D. 尿酸结晶

{CoT-log}。 
这是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可靠的分析：
{Self-Guide}。
请根据这个分析验证您的推理过程是否存
在错误，然后完善你的推理过程和答案。

推理过程：首先，考虑到症状和超声检查结果，很可能患者正在经历肾结石或泌尿道某种阻塞，导致肾积水和
输尿管扩张。剧烈的右侧腰部阵发性疼痛，向腹股沟放射，以及血尿的存在支持了这一推断。
答案：基于综合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尿液分析中最可能的发现是D.尿酸结晶。这是因为症状和超声检查
结果强烈暗示存在肾结石或阻塞，这与尿液中存在尿酸结晶相关联。

A

C

B

奆奩奧奵奲奥 失夺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概述。模型分为思维链模块（奓奴奥奰 奁），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自适应问
题规划方法（奓奴奥奰 奂）和基于问题规划的大语言模型推理增强方法（奓奴奥奰 奃）。其中背景知识
（奋奮奯奷奬奥奤奧奥）、问题理解（奕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和问题规划（奐奬奡奮奮奩奮奧）对应内容已高亮显示。

让大语言模型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形成规划。对于给定的问题Q，语言模型生成规划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具体来说，它提供了基于大语言模型自身经验的指导方针，帮助语言模型减少推理过程过程中
的无关认知负荷，从而将其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推理过程上。对于给定问题Q，我们通过大语言
模型生成任务解决规划：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夽 奇奥奮奥奲奡奴奥夨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奩奯奮 奇奵奩奤奥, Q天, 夨失天

其中，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奩奯奮 奇奵奩奤奥表示语言模型结合问题Q生成自适应问题规划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的过程，具体
提示词模板见表夵。通过这种方法利用大语言模型自适应地生成问题规划，以降低在复杂推理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认知负荷，并提高大模型在复杂推理任务上的性能。

如图失中步骤奂的输出部分所示，生成的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包含了背景知识（奋奮奯奷奬奥奤奧奥）部分作为
对问题进行合理推理的基础，根据问题的特定领域提供相关的先验知识。对于大语言模型而
言，它们已经通过海量的文本训练获取了广泛的知识，因此可以根据问题内容提供相关的背景
知识，以帮助模型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问题理解（奕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部分需要模型准确把握
问题的隐含信息、逻辑关系等，从而为后续的推理和解决提供基础。其关键在于从问题描述中
提取有效信息，并将其与第一部分奜背景知识夢相结合，形成对问题的全面把握，从而有针对性
地展开后续的推理和解决过程。问题规划（奐奬奡奮奮奩奮奧）部分是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中的关键内容，模型需
要根据前面对问题的知识和理解，制定出一套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合理的规划，模型可以避
免盲目地进行推理，而是有条不紊地按照既定的步骤逐步推进，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准确性。

3.2 基基基于于于问问问题题题规规规划划划的的的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推推推理理理增增增强强强方方方法法法

根据套奥奩和奌奡奮奨奡奭等人的实验结果，规模较小的模型往往不具备根据链式推理方法提供
推理过程的能力，如奌奌奡奍奁夭夷奂，奌奌奡奍奁夭失夳奂等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天。，即在推理过程中表现
出较高的内在认知负荷，当模型参数增大到大约失夰奂时，大语言模型才会逐渐表现出推理能
力夨奌奡奮奨奡奭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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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奇奐奔夳央夵模型有着优秀的基础推理能力，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种自适应的学习流程（见
图失）。首先，对于问题Q，我们让语言模型在独立思考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运用自身
的认知资源，自主解决问题，并生成初步答案推理链：

奃奯奔 夽 奇奥奮奥奲奡奴奥夨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奩奯奮 奃奯奔, Q天, 夨夲天

其中推理链生成指令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奩奯奮 奃奯奔为奜奌奥奴大女 奴奨奩奮奫 女奴奥奰 奢她 女奴奥奰夢。接下来，我们让大语言模型
利用公式失所产生的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对语言模型的原始思维链进行增强。具体地，我们让大语言模型
根据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重新审视和反思初始答案奃奯奔，修正推理过程中的错误，并根据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完善推
理过程和最终答案：

奇奵奩奤奥奃奯奔 夽 奔奥奭奰奬奡奴奥夨奃奯奔,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Q天, 夨夳天

其中模板如图失中步骤奃的输入部分所示。最终，语言模型通过结合独立思考和自我规划的学习
过程，生成信息密度更高且推理过程更缜密的答案。我们通过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自我规划在语言模型
推理过程中减少了其在推理过程中冗余的推理步骤，从而有效降低了推理过程中的无关的认知
负荷。这种方法旨在最大程度地发挥大语言模型的自主性和推理能力，并通过结合自我规划和
自我反馈来提高针对于复杂推理问题的学习效果和答案的质量。

4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计计计

在本节中，我们描述了实验中使用的数据集、基线、评估指标以及实现细节。

4.1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在实验中，我们采用了知识理解、多跳问答、时间推理以及关系推理四个任务来评估奓奥奬奦夭
奇奵奩奤奥模型在不同任务上的性能。由于奃奨奡奴奇奐奔的推理成本，对于数据集奍奍奌奕和奃奌奕奔奒奒，
我们在实验中随机抽取了夵夰夰个样本进行测试，这与之前的工作保持一致 夨奙奯奲奡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夻
奚奨奡奮奧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夻 奘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天。由于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和奄奡奴奥数据集的样本数量均小于夵夰夰，因
此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在这两个数据集的全集上进行了实验。
知知知识识识理理理解解解 知识理解任务旨在衡量模型在预训练期间获得的知识。我们应用MMLU（大规

模多任务语言理解）数据集夨奈奥奮奤奲她奣奫女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天，旨在通过对模型进行零样本或者少样本场
景下的评估，来衡量预训练期间获得的知识。这使得该基准更具挑战性，也更类似于我们评估
人类的方式。该基准涵盖夵夷个学科，涉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
其难度从初级水平到高级专业水平不等，既测试世界知识，也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科目
的细化和广泛性使该基准成为识别模型知识薄弱领域的理想工具。
多多多跳跳跳问问问答答答 我们考虑了数据集StrategyQA夨奇奥奶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失天。这是一个开放域问题数据

集，需要隐含的多步骤策略来回答，而回答问题所需的推理步骤隐含在问题中，应使用策略来
推断。比如对于问题奜亚里士多德使用笔记本电脑吗？夢，回答时隐含着需要分别回答以下三个
子问题奜失央亚里士多德生活于何时？夢奜夲央笔记本电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夢奜夳央子问题夲答案对应时
间在子问题失答案对应时间的前面吗？夢。
时时时间间间推推推理理理 我们采用来自BIG-bench基准测试夨奢奥奮奣奨 奡奵奴奨奯奲女夬 夲夰夲夳天的Date Understand-

ing数据集。这是一个日期推理的数据集，旨在通过询问日期来测试语言模型理解日期的能力。
它要求模型通过对相对时间段的计算，根据上下文推断日期。给定上下文，模型应该回答以下
问题奜套奨奡奴 奩女 奴奨奥 奤奡奴奥 奛奤奡她奝 奩奮 奍奍夯奄奄夯奙奙奙奙夿夢，其中奛奤奡她奝 可以是奴奯奤奡她、奴奯奭奯奲奲奯奷 等。虽
然这项任务对人类来说很容易，但对于许多语言模型却很困难，因此用来评估各种优化模型推
理的方法较有价值。
关关关系系系推推推理理理我们使用CLUTRR基准夨奓奩奮奨奡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失夹天，这是一个人物关系推理的数据集，

要求自然语言理解（奎奌奕）系统推断短篇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要成功完成这项任务，
既要提取实体之间的关系，又要推断出支配这些关系的逻辑规则。奃奌奕奔奒奒 允许通过评估逻
辑规则的保留组合来精确测量模型的系统泛化能力，并允许通过添加经过策划的噪声事实来评
估模型的鲁棒性。

4.2 基基基线线线

基于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的实验设定，我们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与不同的提示工程方法进行了对比。我
们的基线主要由标准零样本提示（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和链式推理方法（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奔奨奯奵奧奨奴，奃奯奔）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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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数数数 奣奨奥奣奫奰奯奩奮奴 奴奥奭奰奥奲奡奴奵奲奥 奴奯奰 奰 奭奡奸 女奥奱 奬奥奮 奭奡奸 奧奥奮 奬奥奮 奭奡奸 奢奡奴奣奨 女奩奺奥

设设设置置置值值值 奭奥奴奡 奬奬奡奭奡 夰央夲 夰央夹 夲夰头夸 失夲夸 夸

奔奡奢奬奥 失夺 奌奌奡奍奁大语言模型推理过程中的参数设置。

标标标准准准零零零样样样本本本提提提示示示学学学习习习（（（Zero-Shot）））：：：在不提供示例的情况下，对于给定的问题，通过给
定的指令让大语言模型直接输出预测答案。

链链链式式式推推推理理理方方方法法法（（（Chain of Thought, CoT）））：：：在标准提示方法夨奂奲奯奷奮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夰天的基础
上，研究人员要求大语言模型在输出最终答案之前，显式输出逐步的中间推理步骤来增强大模
型的常识和推理等能力。而这一系列逐步的中间推理步骤的内容就被称为链式推理方法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天。链式推理方法区别于传统的提示方法，实现了从输入到思维链再到输出的映射，
即<奉奮奰奵奴夭奒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奃奨奡奩奮夭奏奵奴奰奵奴> ，而不是从输入直接到输出的映射<奉奮奰奵奴夭奏奵奴奰奵奴>的方
式。另外，链式推理方法分为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夭奃奯奔与奆奥奷夭奓奨奯奴夭奃奯奔。本实验采用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夭奃奯奔作为
基线，不添加示例（即一些针对如何进行中间推理的示范内容），而仅在指令中添加奜奌奥奴大女
奴奨奩奮奫 女奴奥奰 奢她 女奴奥奰夢夨套奥奩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夲奢天，就可以使大模型表现出较强的零样本推理能力。

4.3 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Accuracy）））：：：我们使用准确率（奁奣奣奵奲奡奣她，奁奣奣）来评估不同任务中模型的性
能，这与先前的工作夨奘奵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头天类似。我们首先将大语言模型的输出和标准答案都转换为
小写，然后执行字符串匹配（奓奴奲奩奮奧奅奍）方法来计算每个模型预测结果和标准答案之间的准确
率。具体匹配规则见附录奂。

困困困惑惑惑度度度（（（Perplexity）））：：：对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不同规模语言模型上的泛化能力实验，我
们使用困惑度（奐奥奲奰奬奥奸奩奴她，奐奐奌）来评估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中的生成文本质量。对于词元化
的序列X 夽 夨x0, x1, . . . , xt天，序列X的困惑度为：

奐奐奌夨X天 夽 奥奸奰

{
−失

t

t∑
i

奬奯奧 pθ夨xi|x<i天

}
, 夨头天

其中奬奯奧 pθ夨xi|x<i天是根据我们的模型，第i个标记在前面的标记x<i的条件下的对数似然。通常
而言，奐奐奌越小，表示文本的上下连贯度越高，文本越通顺。

4.4 实实实验验验细细细节节节

对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即表夲，表夳以及表夶，我们通过奏奰奥奮奁奉 奁奐奉访问奃奨奡奴奇奐奔模型来评
估其性能。具体地，我们使用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作为推理的基础模型，并将奴奥奭奰奥奲奡奴奵奲奥设置
为夰央夲进行生成。对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奌奌奡奍奁模型上的泛化性实验，即表头和图夲，我们首先
使用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作为自我规划的生成模型，然后分别在开源大语言模型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
奃奨奡奴和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上评估生成的自我规划结果（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的性能，奌奌奡奍奁模型的参
数设定见表失。

5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在本节中，我们展示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整体性能。随后，我们通过消融实验证明了奓奥奬奦夭
奇奵奩奤奥方法的有效性。接着，我们深入分析了该方法在较小规模模型上的泛化能力，奓奥奬奦夭
奇奵奩奤奥方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机制的特征。最后，我们进行了案例分析。

5.1 Self-Guide模模模型型型整整整体体体性性性能能能效效效果果果

我们在表夲中呈现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在不同领域数据集上的综合表现。在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的实验
设置下，我们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与不同类型的基线进行了比较，包括标准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提示方法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和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设定下的链式思维提示方法（奃奨奡奩奮 奯奦 奔奨奯奵奧奨奴夬 奃奯奔）。

为了深入探究大语言模型如何通过自我规划来增强推理能力，我们采用了三种方法对大语
言模型的推理进行增强：让模型直接通过自我规划进行推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奎奯 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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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方法法法
多多多任任任务务务语语语言言言理理理解解解 多多多跳跳跳问问问答答答 时时时间间间推推推理理理 关关关系系系推推推理理理

奍奍奌奕 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 奄奡奴奥 奃奌奕奔奒奒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夵夶央夰 夶夸央夲 夵头央夰 夳夶央夶
奃奯奔 夶夶央夲 夷夲央夷 夶头央夹 夵夵央夶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 夨奎奯 奉奮女奴奲奵奣奴天 夶夵央夸 夶夹央夸 夶失央夶 头夷央头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 夶夷央头 夷夰央夲 夶失央夳 头夸央夸
CoT w. Self-Guide 68.8 74.3 66.9 56.4

奔奡奢奬奥 夲夺 各模型实验结果。其中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为我们的方法。在该实验中，所有方法均使用奧奰奴夭
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作为推理的基础模型。我们在附录展示了不同模型在奍奍奌奕数据集中不同领域上
的实验结果（表夶）。

方方方法法法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多多多任任任务务务语语语言言言理理理解解解 多多多跳跳跳问问问答答答 时时时间间间推推推理理理 关关关系系系推推推理理理

奍奍奌奕 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 奄奡奴奥 奃奌奕奔奒奒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奖奡奮奩奬奬奡 夵夶央夰 夶夸央夲 夵头央夰 夳夶央夶
奷央 奒奥复奥奣奴 夵夶央夶 头夷央失 夵失央夰 夲头央夰
奷央 奄奥奢奡奴奥 夶夰央夸 夶夷央夸 夵夵央夷 夳夸央夰
w. Self-Guide 67.3 70.2 61.3 48.8

奃奯奔

奖奡奮奩奬奬奡 夶夶央夲 夷夲央夷 夶头央夹 夵夵央夶
奷央 奒奥复奥奣奴 夳夶央夲 夵失央夰 夶夰央夲 夲夵央头
奷央 奄奥奢奡奴奥 夶夳央夲 夶夵央夳 夶失央夳 夳夶央头
w. Self-Guide 68.8 74.3 66.9 56.4

奔奡奢奬奥 夳夺 消融实验结果。在该实验中，所有方法均使用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作为推理的基础模
型。其中奓奥奬奦夭奒奥复奥奣奴为在大语言模型生成答案后自我反思更新答案，奓奥奬奦夭奄奥奢奡奴奥为让大语言模
型检查其他模型的答案后更新答案。

标准提示方法的基础上利用自我规划来增强推理过程并更新答案（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以及在链式推
理方法下利用自我规划来增强推理过程并更新答案（奃奯奔 奷央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

如表夲中实验结果所示，三种采用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进行推理增强的方法相比基线模型（奚奥奲奯夭
奓奨奯奴）在所有数据集上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提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模型奃奯奔 奷央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在所有数据集上均表现出最佳的性能。相较于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模型，我们的模型在所有数
据集上的平均准确率都有显著提升（夫夶央失至夫失夹央夸），而相较于基于推理链的推理增强模型，
我们的模型在所有数据集上的平均准确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夫夰央夸至夫夲央夶），证明了我们模
型在解决复杂推理问题时的有效性，同时说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能够通过自然语言表达语言模型的
所形成的自动规划，来缓解传统推理链中的认知负荷问题。

鉴于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模型本身具备较强的推理能力，因此，仅仅使用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进行自我
规划（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和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奎奯 奉奮女奴奲奵奣奴））的效果相较于推理链模型，其并没有表现出显
著提升。换言之，虽然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能够通过生成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的方式缓解大模型的认知负荷问
题，但是诸如推理链模型当中针对于每一步规划生成相对应的中间结果亦是至关重要的。

5.2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的有效性，即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所带来的性能提升是否是由于模型
通过自我规划提高了推理能力，而不是由于模型的二次推理调用所产生更好地结果，我们进行
了消融实验。

如表夳中所示，我们将我们的模型与不同的推理增强方法进行比较。我们以标准提示方法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和链式思维推理方法（奃奯奔）为基础答案（奖奡奮奩奬奬奡），并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基础
答案进行增强，包括自我反思（奒奥复奥奣奴）和对其他语言模型的推理过程进行检查（奄奥奢奡奴奥）。

如实验结果所示，相比基线方法，让大语言模型对自身推理进行自我反思（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奷央
奒奥复奥奣奴）时，相比较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模型，模型的推理能力略有下降（夭夲失央失到夫夰央夶）。而相比较推
理链模型（奃奯奔）时，自我反思（奃奯奔 奷央 奒奥复奥奣奴）模型的推理能力下降的更为明显（夭夳夰央夲到夭



计算语言学

方方方法法法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多多多任任任务务务语语语言言言理理理解解解 多多多跳跳跳问问问答答答 时时时间间间推推推理理理 关关关系系系推推推理理理

奍奍奌奕 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 奄奡奴奥 奃奌奕奔奒奒

LLaMA2-7B-Chat

奌奌奡奍奁夭奇奵奩奤奥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头头央夸 夵夹央夶 夲夸央头 夲夷央夲
奃奯奔 头夰央夸 夶夰央头 夳夲央夰 夳头央夶

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
奃奯奔 夵夲央夰 夶头央夷 夵夲央夹 夳夷央夶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头夸央夸 66.1 头头央夳 头夵央夰
CoT w. Guideline 53.0 夶夵央夵 54.9 45.6

LLaMA2-13B-Chat

奌奌奡奍奁夭奇奵奩奤奥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头夶央夸 夶夲央夲 夳夹央夰 夳头央头
奃奯奔 头夵央夶 夵失央夲 头夵央夷 夳夹央头

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
奃奯奔 夵头央夰 夶夲央夷 夵夹央夹 头夳央夰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夵头央夲 65.9 夵夷央头 头夶央夰
CoT w. Guideline 56.8 夶头央夹 61.6 47.2

奔奡奢奬奥 头夺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在不同规模语言模型上的泛化能力实验结果。其中奌奌奡奍奁夭
奇奵奩奤奥方 法 由奌奌奡奍奁模 型 独 立 完 成 推 理 问 题 ，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方 法 由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生
成奃奯奔和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在去除最终答案后指导奌奌奡奍奁模型解决复杂的推理问题。

头央夷）。而让语言模型对其他语言模型的推理过程进行检查并给出自身答案（奄奥奢奡奴奥）时，相比
较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模型，语言模型的答案准确率有所提升（夭夰央头到夫头央夸），但相比较奃奯奔模型，奃奯奔
奷央 奄奥奢奡奴奥模型的性能反而下降（夭失夹央夲到夭夳央夰）。

实验结果表明，相比奒奥复奥奣奴和奄奥奢奡奴奥的推理增强方法，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能够通过缓解大
语言模型的认知负荷问题来提升了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而不是仅仅通过自我反思
（奒奥复奥奣奴）以及自我检查（奄奥奢奡奴奥）以期望实现更加精准的推理过程。相比较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模
型，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使得语言模型在所有数据集上的推理能力提升了夫夲央夰到夫失夲央夲，甚至在部分
数据集中达到了和推理链模型相匹敌的效果。这证明了类似于推理链等诸多模型，其自我规划
的结果能够在处理逻辑推理问题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也是一种有效方法能够通过与推理链结合的方式来进一步提升模型效
果，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使得语言模型在所有数据集上的推理能力提升了夫夰央夸到夫夲央夶。这表明，使
用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所取得的提升并不是由于模型的二次推理或调用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模型通过
自我规划来对思维链进行校准，进而提升了大语言模型针对复杂任务的推理能力。

5.3 Self-Guide在在在不不不同同同规规规模模模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上上上的的的泛泛泛化化化能能能力力力

该实验展示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在不同模型上的泛化能力，如表头所示，我们利用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增
强推理能力较弱的大语言模型，如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奃奨奡奴和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使这些模型展现出
更强的推理能力。由于较小规模的奌奌奡奍奁模型基础推理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生成推理链并
解决复杂的推理任务。在本实验中，我们尝试将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视为教师模型，通过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
法中生成的奃奯奔和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来指导小规模语言模型解决复杂的推理问题（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
具体地，在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的方法中，我们首先利用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生成推理链和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在去
除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生成的推理链和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中的最终答案后，分别采用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生成的推
理链引导奌奌奡奍奁模型推理（奃奯奔），采用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生成的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引导语言模型进行推
理（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和同时使用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生成的奃奯奔和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来引导奌奌奡奍奁模型进行推理
（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

如表头所示，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方法在所有任务和数据集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性能，特
别是在多跳问答、时间推理和关系推理任务上。具体来说，与由奌奌奡奍奁模型独立完成推
理问题的方法比较（奌奌奡奍奁夭奇奵奩奤奥），在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我们的方法相比于标
准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提示方法，性能提升范围为夫夵央夹到夫夲夶央夵；相比于奃奯奔提示方法，性能提升范围
为夫夵央失到夫夲夲央夹。而在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相比于标准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提示方法，性能提升范
围为夫夲央夷到夫夲夲央夶；相比于奃奯奔提示方法，性能提升范围为夫夷央夸到夫失夵央夹。这些结果表明，通过
使用较大规模模型基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生成的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来引导较小规模模型，较大规模模型所
获得的丰富语义表示和推理能力可以有效地传递给原本推理能力较弱的较小规模模型，从而弥
补了后者在推理任务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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奆奩奧奵奲奥 夲夺 奌奌奡奍奁模型在使用不同提示方法时困惑度（奐奥奲奰奬奥奸奩奴她）的差异。

除此之外，在使用奃奨奡奴奇奐奔夭夳央夵模型的推理过程引导奌奌奡奍奁完成推理问题的方法中
（奇奐奔夭奇奵奩奤奥），基于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引导的学习方法相比于基于奃奯奔引导的学习方法，
其推理性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引导的模型
相比于奃奯奔引导的模型，性能提升范围为夫夰央夸到夫夸央夰。而在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引导的模型相比于奃奯奔引导的模型，性能提升范围为夫失央夷到夫头央夲。同时，随着模
型参数的不断减小，奃奯奔和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方法之间的性能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奃奨奡奴奇奐奔夭
夳央夵上的奃奯奔和奃奯奔 奷央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之间的夰央夸夥至夲央夶夥，到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奃奯奔和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方法之间的失央夷夥至头央夲夥，到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奃奨奡奴模型上的奃奯奔和奃奯奔 奷央 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之
间的夰央夸夥至夸央夰夥。这些结果表明由于模型的参数规模不同，其具有的认知容量也不同，推理
链通过一边规划一边进行解答的过程所带来的认知负荷问题在小规模的语言模型中得到了
放大。推理链中的问题解决思路难以适配到参数较小的模型当中。而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所产生
的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更类似于一种解题思路，其并未规定题目的具体解题方法，而是尝试引导模型考虑
到解题当中的必要知识、步骤等，能够更好地适配较小规模语言模型的能力，以此帮助模型产
生更好的生成结果。

为了更好地量化大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中的内在认知负荷，如图夲所示，我们采用
困惑度（奐奥奲奰奬奥奸奩奴她）来衡量语言模型在推理过程中生成答案的置信程度。如实验结果所
示，相比起其他的提示方法，使用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引导的模型在推理过程中困惑度显著降低，
且使用奌奌奡奍奁夲夭夷奂夭奃奨奡奴和奌奌奡奍奁夲夭失夳奂夭奃奨奡奴作为语言模型在所有数据集上奐奐奌值稳定始终
在头央夰左右（夭夰央夸到夫夰央头）。该现象证明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所产生的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能够更加容易地帮
助不同规模的语言模型更加精确地产生正确答案，减小模型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奓奥奬奦夭
奇奵奩奬奤奥方法能够为大模型指导小模型学习提供一种可能。不同于通过推理链进行蒸馏的框
架夨奈女奩奥奨 奥奴 奡奬央夬 夲夰夲夳天，通过生成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进行蒸馏能够更加适配小模型的学习过程，帮助匹
配较小规模语言模型的能力，进而能够更好地帮助其理解大模型问题解决思路、必要知识与规
划，而不是一味地模仿更大规模模型的较难的解题思路。

5.4 案案案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最后，我们在奍奍奌奕数据集中随机抽取了一个案例进行分析，以显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的有
效性。其他数据集中的案例分析详见附录奄。

如表夵所示，经过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方法增强后的模型的推理过程相比较推理链模型，其更加简洁
且信息密度更高，同时推理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更加缜密。具体来说，在我们选择的案例
中，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首先定位问题领域（医学临床诊断），结合问题所述症状提供了与超声检查、尿
液分析等相关的先验知识；之后提取问题内容（症状）的关键信息（血尿、右侧肾积水等），



计算语言学

问问问题题题：：：一一一名名名56岁岁岁的的的男男男子子子来来来到到到急急急诊诊诊科科科就就就诊诊诊，，，原原原因因因是是是他他他有有有4天天天的的的右右右侧侧侧腹腹腹部部部绞绞绞痛痛痛病病病史史史，，，疼疼疼痛痛痛还还还放放放射射射到到到腹腹腹股股股沟沟沟并并并伴伴伴
有有有血血血尿尿尿。。。肾肾肾脏脏脏超超超声声声波波波检检检查查查显显显示示示右右右侧侧侧肾肾肾积积积水水水和和和输输输尿尿尿管管管扩扩扩张张张。。。尿尿尿液液液分分分析析析最最最有有有可可可能能能发发发现现现以以以下下下哪哪哪项项项？？？
选选选项项项：：： A: 葡萄糖 B: 白细胞管型 C: 椭圆形脂肪体 D: 尿酸结晶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逐步分析和推理，并给出你解决问题时的思考和推理过程。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出出出回回回答答答
1.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这名56 岁男子的症状......根据这些症状，患者很可能患有肾结石或某种形式的尿
路梗阻，导致肾积水和输尿管扩张。
2.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尿液分析的选项：A......B......C......D......
3. 根据症状和检查结果，最有可能的答案是B.白细胞管型，因为......
步步步骤骤骤1：：：基基基于于于Self-Guide的的的自自自我我我规规规划划划
获获获取取取Self-Guide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你是一位知识渊博、耐心细致的教授，其职责是指导学生正确解决问题。以下是一个问题：{问题} 注意：因
为你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回答问题，所以你的分析应该循序渐进，请注意你的角色是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解决
问题，所以请不要给他们最终的结果。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Guideline
1. 好吧，让我们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病人的症状...超声波检查显示右侧肾积水和输尿管扩
张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2.现在，让我们来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尿液分析最有可能发现什么。尿液分析是一种常见的检查方法，用于
评估尿液中的各种成分，包括血液、蛋白质、葡萄糖以及不同类型的细胞和结晶。根据症状和超声波检查结
果...... 血尿的出现表明尿液中含有血液，这与腹部绞痛以及肾结石或梗阻的可能性是一致的。
3. 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对所提供的选项进行评估：A......B......C......D...... 而尿酸结晶是肾结石患者尿液
中常见的结晶，尤其是那些由尿酸组成的结晶。考虑到腹部绞痛的症状以及肾结石或梗阻的可能性，尿酸结
晶是本病例尿液分析中最有可能发现的。
4. 根据以上分析，您认为哪个选项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步步步骤骤骤2: 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生生生成成成
获获获取取取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CoT-log}
这是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可靠的分析：{Self-Guide}。
请根据这个分析验证您的推理过程是否存在错误，然后完善你的推理过程和答案。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
推推推理理理过过过程程程：：：首先，考虑到症状和超声波检查结果，患者很可能患有肾结石或某种形式的尿路梗阻，导致肾积
水和输尿管扩张。右侧腹部绞痛、向腹股沟放射的疼痛和血尿也支持这一推断。接下来，让我们对尿液分析
的选项进行评估：A. 尿液中的葡萄糖通常与糖尿病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B. 白细胞管型–虽
然表明有炎症或感染，但在本病例中可能不是最有可能的发现。C. 椭圆形脂肪体–与患者的症状和超声检查
结果没有直接关系。D. 尿酸盐结晶–考虑到患者有腹部绞痛的症状，以及肾结石或梗阻的可能性，尿酸盐结
晶是本病例最有可能的尿液检查结果。
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根据综合推理过程，本病例尿检最有可能发现的是尿酸结晶（选项D）。这是因为症状和超声波
检查结果强烈提示存在肾结石或梗阻，而肾结石或梗阻与尿液中存在尿酸结晶有关。

奔奡奢奬奥 夵夺 案例分析。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奍奍奌奕数据集中的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并
突出显示了答案和相关内容。这是一个经过翻译的中文版本。原始内容在表夷中展示。

将这些和先验知识结合，形成对整个临床病情的深入理解；最后根据深入理解，提供了从各
个选项开始的分析方案。在通过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得到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之后，模型能够首先清晰地给出针对
于整个问题的推理过程，其结合了奇奵奩奤奥奬奩奮奥所提供的理解内容并按照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从选项逐步剖
析，并结合初始的推理链进行反思与分析，最后直接给出了正确答案。这表明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充分利
用了模型自身的强大生成能力，使其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灵活地调整推理策略，从而更好地应对
各种复杂推理场景。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能够帮助大语言模型对思维链结果进行反思，引导大语言模型对
问题进行细致的解析，在处理复杂推理问题时能够通过形成知识密集的奇奵奩奬奤奬奩奮奥的相关内容，
以在处理复杂推理任务时降低大语言模型所面临的认知负荷问题。

6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了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常识知识和推理指导，让语言模型基于自我规
划来增强其推理能力的方法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在不对语言模型进行微调的同时显著增强了语言模
型的推理能力。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方法在四种常见推理任务奼奼语言理解、多跳问答、时间
推理、关系推理上性能显著优于基线。相关实验结果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模型可以通
过奇奵奩奬奤奥奬奩奮奥将较大规模语言模型的语言表示和推理能力有效地传递给原来推理能力较弱的较小
规模模型，同时显著地降低较小规模模型生成答案时候的不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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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奬奭夺 奇奥奮奥奲奡奬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 奰奲奥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奷奩奴奨 奡奵奴奯奲奥奧奲奥女女奩奶奥 奢奬奡奮奫 奩奮夌奬奬奩奮奧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失夰夳央失夰夳夶夰央

奍奯奲 奇奥奶奡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奋奨奡女奨奡奢奩夬 奅奬奡奤 奓奥奧奡奬夬 奔奵女奨奡奲 奋奨奯奴夬 奄奡奮 奒奯奴奨夬 奡奮奤 奊奯奮奡奴奨奡奮 奂奥奲奡奮奴央 夲夰夲失央 奄奩奤
奡奲奩女奴奯奴奬奥 奵女奥 奡 奬奡奰奴奯奰夿 奡 奱奵奥女奴奩奯奮 奡奮女奷奥奲奩奮奧 奢奥奮奣奨奭奡奲奫 奷奩奴奨 奩奭奰奬奩奣奩奴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女奴奲奡奴奥奧奩奥女央

奄奡奮 奈奥奮奤奲她奣奫女夬 奃奯奬奬奩奮 奂奵奲奮女夬 奓奴奥奶奥奮 奂奡女奡奲奴夬 奁奮奤她 奚奯奵夬 奍奡奮奴奡女 奍奡奺奥奩奫奡夬 奄奡奷奮 奓奯奮奧夬 奡奮奤 奊奡奣奯奢 奓奴奥奩奮夭
奨奡奲奤奴央 夲夰夲失央 奍奥奡女奵奲奩奮奧 奭奡女女奩奶奥 奭奵奬奴奩奴奡女奫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奵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央

奃奨奥奮奧夭奙奵 奈女奩奥奨夬 奃奨奵奮夭奌奩奡奮奧 奌奩夬 奃奈奉奈夭奋奕奁奎 奙奅奈夬 奈奯奯奴奡奮 奎奡奫奨奯女奴夬 奙奡女奵奨奩女奡 奆奵奪奩奩夬 奁奬奥奸 奊奡女奯奮 奒奡奴奮奥奲夬
奒奡奮奪奡她 奋奲奩女奨奮奡夬 奃奨奥奮夭奙奵 奌奥奥夬 奡奮奤 奔奯奭奡女 奐夌女奴奥奲央 夲夰夲夳央 奄奩女奴奩奬奬奩奮奧 女奴奥奰夭奢她夭女奴奥奰夡 奯奵奴奰奥奲奦奯奲奭奩奮奧
奬奡奲奧奥奲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奷奩奴奨 奬奥女女 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奤奡奴奡 奡奮奤 女奭奡奬奬奥奲 奭奯奤奥奬 女奩奺奥女央 奉奮 奔奨奥 夶失女奴 奁奮奮奵奡奬 奍奥奥奴奩奮奧
奏奦 奔奨奥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奆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奓奨奥奮奧奤奩奮奧 奈奵夬 奙奵奧奥 奔奵夬 奘奵 奈奡奮夬 奃奨奡奯奱奵奮 奈奥夬 奇奡奮奱奵 奃奵奩夬 奘奩奡奮奧 奌奯奮奧夬 奚奨奩 奚奨奥奮奧夬 奙奥奷奥奩 奆奡奮奧夬 奙奵奸奩奡奮奧
奈奵奡奮奧夬 套奥奩奬奩奮 奚奨奡奯夬 奘奩奮奲奯奮奧 奚奨奡奮奧夬 奚奨奥奮奧 奌奥奮奧 奔奨奡奩夬 奋奡奩奨奵奯 奚奨奡奮奧夬 奃奨奯奮奧她奩 套奡奮奧夬 奙奵奡奮 奙奡奯夬
奃奨奥奮她奡奮奧 奚奨奡奯夬 奊奩奥 奚奨奯奵夬 奊奩奥 奃奡奩夬 奚奨奯奮奧奷奵 奚奨奡奩夬 奎奩奮奧 奄奩奮奧夬 奃奨奡奯 奊奩奡夬 奇奵奯她奡奮奧 奚奥奮奧夬 奄奡奨奡奩 奌奩夬
奚奨奩她奵奡奮 奌奩奵夬 奡奮奤 奍奡奯女奯奮奧 奓奵奮央 夲夰夲头央 奍奩奮奩奣奰奭夺 奕奮奶奥奩奬奩奮奧 奴奨奥 奰奯奴奥奮奴奩奡奬 奯奦 女奭奡奬奬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奷奩奴奨 女奣奡奬奡奢奬奥 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女奴奲奡奴奥奧奩奥女央

奊奩奥 奈奵奡奮奧 奡奮奤 奋奥奶奩奮 奃奨奥奮夭奃奨奵奡奮 奃奨奡奮奧央 夲夰夲夲央 奔奯奷奡奲奤女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夺 奁 女奵奲奶奥她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失夲央失夰头夰夳央

奊奩奡奸奩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奓奨奩奸奩奡奮奧 奓奨奡奮奥 奇奵夬 奌奥 奈奯奵夬 奙奵奥奸奩奮 套奵夬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奈奯奮奧奫奵奮 奙奵夬 奡奮奤 奊奩奡奷奥奩 奈奡奮央
夲夰夲夲央 奌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奣奡奮 女奥奬奦夭奩奭奰奲奯奶奥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失夰央失失夶失夰央

奁奬奯奮 奊奡奣奯奶奩 奡奮奤 奙奯奡奶 奇奯奬奤奢奥奲奧央 夲夰夲夰央 奔奯奷奡奲奤女 奦奡奩奴奨奦奵奬奬她 奩奮奴奥奲奰奲奥奴奡奢奬奥 奮奬奰 女她女奴奥奭女夺 奈奯奷 女奨奯奵奬奤 奷奥
奤奥夌奮奥 奡奮奤 奥奶奡奬奵奡奴奥 奦奡奩奴奨奦奵奬奮奥女女夿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夰夰头央夰夳夶夸夵央

奚奩奷奥奩 奊奩夬 奎奡她奥奯奮 奌奥奥夬 奒奩奴奡 奆奲奩奥女奫奥夬 奔奩奥奺奨奥奮奧 奙奵夬 奄奡奮 奓奵夬 奙奡奮 奘奵夬 奅奴女奵奫奯 奉女奨奩奩夬 奙奥 奊奩奮 奂奡奮奧夬 奁奮奤奲奥奡
奍奡奤奯奴奴奯夬 奡奮奤 奐奡女奣奡奬奥 奆奵奮奧央 夲夰夲夳央 奓奵奲奶奥她 奯奦 奨奡奬奬奵奣奩奮奡奴奩奯奮 奩奮 奮奡奴奵奲奡奬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央 奁奃奍
奃奯奭奰奵奴央 奓奵奲奶央夬 夵夵夨失夲天夬 奭奡奲央

奔奡奫奥女奨奩 奋奯奪奩奭奡夬 奓奨奩奸奩奡奮奧 奓奨奡奮奥 奇奵夬 奍奡奣奨奥奬 奒奥奩奤夬 奙奵奴奡奫奡 奍奡奴女奵奯夬 奡奮奤 奙奵女奵奫奥 奉奷奡女奡奷奡央 夲夰夲夲央 奌奡奲奧奥 奬奡奮夭
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奡奲奥 奺奥奲奯夭女奨奯奴 奲奥奡女奯奮奥奲女央 奁奤奶奡奮奣奥女 奩奮 奮奥奵奲奡奬 奩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奰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女她女奴奥奭女夬 夳夵夺夲夲失夹夹奻
夲夲夲失夳央

奔奡奭奥奲奡 奌奡奮奨奡奭夬 奁奮奮奡 奃奨奥奮夬 奁奮女奨 奒奡奤奨奡奫奲奩女奨奮奡奮夬 奂奥奮奯奩奴 奓奴奥奩奮奥奲夬 奃奡奲女奯奮 奄奥奮奩女奯奮夬 奄奡奮奮她 奈奥奲奮奡奮奤奥奺夬
奄奵女奴奩奮 奌奩夬 奅女奩奮 奄奵奲奭奵女夬 奅奶奡奮 奈奵奢奩奮奧奥奲夬 奊奡奣奫女奯奮 奋奥奲奮奩奯奮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夳央 奍奥奡女奵奲奩奮奧 奦奡奩奴奨奦奵奬奮奥女女 奩奮
奣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夳夰夷央失夳夷夰夲央

奓奨奩她奡奮奧 奌奩夬 奊奩奡奮女奨奵 奃奨奥奮夬 奙奥奬奯奮奧 奓奨奥奮夬 奚奨奩她奵 奃奨奥奮夬 奘奩奮奬奵 奚奨奡奮奧夬 奚奥奫奵奮 奌奩夬 奈奯奮奧 套奡奮奧夬 奊奩奮奧 契奩奡奮夬
奂奡奯奬奩奮 奐奥奮奧夬 奙奩 奍奡奯夬 套奥奮奨奵 奃奨奥奮夬 奡奮奤 奘奩奦奥奮奧 奙奡奮央 夲夰夲夲央 奅奸奰奬奡奮奡奴奩奯奮女 奦奲奯奭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奭奡奫奥 女奭奡奬奬 奲奥奡女奯奮奥奲女 奢奥奴奴奥奲央



计算语言学

奊奩奡奣奨奥奮奧 奌奩奵夬 奁奬奩女奡 奌奩奵夬 奘奩奭奩奮奧 奌奵夬 奓奥奡奮 套奥奬奬奥奣奫夬 奐奥奴奥奲 套奥女奴夬 奒奯奮奡奮 奌奥 奂奲奡女夬 奙奥奪奩奮 奃奨奯奩夬 奡奮奤 奈奡奮奮奡奮奥奨
奈奡奪奩女奨奩奲奺奩央 夲夰夲失央 奇奥奮奥奲奡奴奥奤 奫奮奯奷奬奥奤奧奥 奰奲奯奭奰奴奩奮奧 奦奯奲 奣奯奭奭奯奮女奥奮女奥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失失夰央夰夸夳夸夷央

契奩奮奧 奌她奵夬 奓奨奲奥她奡 奈奡奶奡奬奤奡奲夬 奁奤奡奭 奓奴奥奩奮夬 奌奩 奚奨奡奮奧夬 奄奥奬奩奰 奒奡奯夬 奅奲奩奣 套奯奮奧夬 奍奡奲奩奡奮奮奡 奁奰奩奤奩奡奮奡奫奩夬 奡奮奤
奃奨奲奩女 奃奡奬奬奩女奯奮夭奂奵奲奣奨央 夲夰夲夳央 奆奡奩奴奨奦奵奬 奣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夳夰失央失夳夳夷夹央

奍奡奸奷奥奬奬 奎她奥夬 奁奮奤奥奲女 奊奯奨奡奮 奁奮奤奲奥奡女女奥奮夬 奇奵她 奇奵奲夭奁奲奩夬 奈奥奮奲她奫 奍奩奣奨奡奬奥奷女奫奩夬 奊奡奣奯奢 奁奵女奴奩奮夬 奄奡奶奩奤 奂奩奥奢奥奲夬
奄奡奶奩奤 奄奯奨奡奮夬 奁奩奴奯奲 奌奥奷奫奯奷她奣奺夬 奍奡奡奲奴奥奮 奂奯女奭奡夬 奄奡奶奩奤 奌奵奡奮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失央 奓奨奯奷 她奯奵奲 奷奯奲奫夺
奓奣奲奡奴奣奨奰奡奤女 奦奯奲 奩奮奴奥奲奭奥奤奩奡奴奥 奣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 奷奩奴奨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失失夲央夰夰失失头央

奏奰奥奮奁奉夬 奊奯女奨 奁奣奨奩奡奭夬 奓奴奥奶奥奮 奁奤奬奥奲夬 奓奡奮奤奨奩奮奩 奁奧奡奲奷奡奬夬 奌奡奭奡 奁奨奭奡奤夬 奉奬奧奥 奁奫奫奡她奡夬 奆奬奯奲奥奮奣奩奡 奌奥奯奮奩
奁奬奥奭奡奮夬 奄奩奯奧奯 奁奬奭奥奩奤奡夬 奊奡奮奫奯 奁奬奴奥奮女奣奨奭奩奤奴夬 奓奡奭 奁奬奴奭奡奮夬 奓奨她奡奭奡奬 奁奮奡奤奫奡奴夬 奒奥奤 奁奶奩奬奡夬 奉奧奯奲
奂奡奢奵女奣奨奫奩奮夬 奓奵奣奨奩奲 奂奡奬奡奪奩夬 奖奡奬奥奲奩奥 奂奡奬奣奯奭夬 奐奡奵奬 奂奡奬奴奥女奣奵夬 奈奡奩奭奩奮奧 奂奡奯夬 奍奯奨奡奭奭奡奤 奂奡奶奡奲奩奡奮夬 奊奥夋
奂奥奬奧奵奭夬 奉奲奷奡奮 奂奥奬奬奯夬 奊奡奫奥 奂奥奲奤奩奮奥夬 奇奡奢奲奩奥奬 奂奥奲奮奡奤奥奴奴夭奓奨奡奰奩奲奯夬 奃奨奲奩女奴奯奰奨奥奲 奂奥奲奮奥奲夬 奌奥奮奮她 奂奯奧夭
奤奯奮奯夋夬 奏奬奥奧 奂奯奩奫奯夬 奍奡奤奥奬奡奩奮奥 奂奯她奤夬 奁奮奮奡夭奌奵奩女奡 奂奲奡奫奭奡奮夬 奇奲奥奧 奂奲奯奣奫奭奡奮夬 奔奩奭 奂奲奯奯奫女夬 奍奩奬奥女
奂奲奵奮奤奡奧奥夬 奋奥奶奩奮 奂奵奴奴奯奮夬 奔奲奥奶奯奲 奃奡奩夬 奒奯女奩奥 奃奡奭奰奢奥奬奬夬 奁奮奤奲奥奷 奃奡奮奮夬 奂奲奩奴奴奡奮她 奃奡奲奥她夬 奃奨奥奬女奥奡
奃奡奲奬女奯奮夬 奒奯奲她 奃奡奲奭奩奣奨奡奥奬夬 奂奲奯奯奫奥 奃奨奡奮夬 奃奨奥 奃奨奡奮奧夬 奆奯奴奩女 奃奨奡奮奴奺奩女夬 奄奥奲奥奫 奃奨奥奮夬 奓奵奬奬她 奃奨奥奮夬
奒奵奢她 奃奨奥奮夬 奊奡女奯奮 奃奨奥奮夬 奍奡奲奫 奃奨奥奮夬 奂奥奮 奃奨奥女女夬 奃奨奥女奴奥奲 奃奨奯夬 奃奡女奥她 奃奨奵夬 奈她奵奮奧 套奯奮 奃奨奵奮奧夬
奄奡奶奥 奃奵奭奭奩奮奧女夬 奊奥奲奥奭奩奡奨 奃奵奲奲奩奥奲夬 奙奵奮奸奩奮奧 奄奡奩夬 奃奯奲她 奄奥奣奡奲奥奡奵奸夬 奔奨奯奭奡女 奄奥奧奲她夬 奎奯奡奨 奄奥奵奴女奣奨夬
奄奡奭奩奥奮 奄奥奶奩奬奬奥夬 奁奲奫奡 奄奨奡奲夬 奄奡奶奩奤 奄奯奨奡奮夬 奓奴奥奶奥 奄奯奷奬奩奮奧夬 奓奨奥奩奬奡 奄奵奮奮奩奮奧夬 奁奤奲奩奥奮 奅奣奯夋奥奴夬 奁奴奴她
奅奬奥奴奩夬 奔她奮奡 奅奬奯奵奮奤奯奵夬 奄奡奶奩奤 奆奡奲奨奩夬 奌奩奡奭 奆奥奤奵女夬 奎奩奫奯 奆奥奬奩奸夬 奓奩奭夓奯奮 奐奯女奡奤奡 奆奩女奨奭奡奮夬 奊奵女奴奯奮 奆奯奲奴奥夬
奉女奡奢奥奬奬奡 奆奵奬奦奯奲奤夬 奌奥奯 奇奡奯夬 奅奬奩奥 奇奥奯奲奧奥女夬 奃奨奲奩女奴奩奡奮 奇奩奢女奯奮夬 奖奩奫 奇奯奥奬夬 奔奡奲奵奮 奇奯奧奩奮奥奮奩夬 奇奡奢奲奩奥奬 奇奯奨夬
奒奡奰奨奡 奇奯奮奴奩奪奯夭奌奯奰奥女夬 奊奯奮奡奴奨奡奮 奇奯奲奤奯奮夬 奍奯奲奧奡奮 奇奲奡奦女奴奥奩奮夬 奓奣奯奴奴 奇奲奡她夬 奒她奡奮 奇奲奥奥奮奥夬 奊奯女奨奵奡 奇奲奯女女夬
奓奨奩奸奩奡奮奧 奓奨奡奮奥 奇奵夬 奙奵奦奥奩 奇奵奯夬 奃奨奲奩女 奈奡奬奬奡奣她夬 奊奥女女奥 奈奡奮夬 奊奥夋 奈奡奲奲奩女夬 奙奵奣奨奥奮 奈奥夬 奍奩奫奥 奈奥奡奴奯奮夬 奊奯夭
奨奡奮奮奥女 奈奥奩奤奥奣奫奥夬 奃奨奲奩女 奈奥女女奥夬 奁奬奡奮 奈奩奣奫奥她夬 套奡奤奥 奈奩奣奫奥她夬 奐奥奴奥奲 奈奯奥女奣奨奥奬奥夬 奂奲奡奮奤奯奮 奈奯奵奧奨奴奯奮夬
奋奥奮奮她 奈女奵夬 奓奨奥奮奧奬奩 奈奵夬 奘奩奮 奈奵夬 奊奯奯女奴 奈奵奩奺奩奮奧奡夬 奓奨奡奮奴奡奮奵 奊奡奩奮夬 奓奨奡奷奮 奊奡奩奮夬 奊奯奡奮奮奥 奊奡奮奧夬 奁奮奧奥奬奡
奊奩奡奮奧夬 奒奯奧奥奲 奊奩奡奮奧夬 奈奡奯奺奨奵奮 奊奩奮夬 奄奥奮奮她 奊奩奮夬 奓奨奩奮奯 奊奯奭奯奴奯夬 奂奩奬奬奩奥 奊奯奮奮夬 奈奥奥奷奯奯 奊奵奮夬 奔奯奭奥奲 奋奡奦夭
奴奡奮夬 夠奌奵奫奡女奺 奋奡奩女奥奲夬 奁奬奩 奋奡奭奡奬奩夬 奉奮奧奭奡奲 奋奡奮奩奴女奣奨奥奩奤奥奲夬 奎奩奴奩女奨 奓奨奩奲奩女奨 奋奥女奫奡奲夬 奔奡奢奡奲奡奫 奋奨奡奮夬 奌奯奧奡奮
奋奩奬奰奡奴奲奩奣奫夬 奊奯奮奧 套奯奯奫 奋奩奭夬 奃奨奲奩女奴奩奮奡 奋奩奭夬 奙奯奮奧奪奩奫 奋奩奭夬 奊奡奮 奈奥奮奤奲奩奫 奋奩奲奣奨奮奥奲夬 奊奡奭奩奥 奋奩奲奯女夬
奍奡奴奴 奋奮奩奧奨奴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奋奯奫奯奴奡奪奬奯夬 夠奌奵奫奡女奺 奋奯奮奤奲奡奣奩奵奫夬 奁奮奤奲奥奷 奋奯奮奤奲奩奣奨夬 奁奲奩女 奋奯奮女奴奡奮奴奩奮奩奤奩女夬 奋她奬奥
奋奯女奩奣夬 奇奲奥奴奣奨奥奮 奋奲奵奥奧奥奲夬 奖奩女奨奡奬 奋奵奯夬 奍奩奣奨奡奥奬 奌奡奭奰奥夬 奉奫奡奩 奌奡奮夬 奔奥奤奤她 奌奥奥夬 奊奡奮 奌奥奩奫奥夬 奊奡奤奥 奌奥奵奮奧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奌奥奶她夬 奃奨奡奫 奍奩奮奧 奌奩夬 奒奡奣奨奥奬 奌奩奭夬 奍奯奬奬她 奌奩奮夬 奓奴奥奰奨奡奮奩奥 奌奩奮夬 奍奡奴奥奵女奺 奌奩奴奷奩奮夬 奔奨奥奲奥女奡 奌奯奰奥奺夬
奒她奡奮 奌奯奷奥夬 奐奡奴奲奩奣奩奡 奌奵奥夬 奁奮奮奡 奍奡奫奡奮奪奵夬 奋奩奭 奍奡奬奦奡奣奩奮奩夬 奓奡奭 奍奡奮奮奩奮奧夬 奔奯奤奯奲 奍奡奲奫奯奶夬 奙奡奮奩奶
奍奡奲奫奯奶女奫奩夬 奂奩奡奮奣奡 奍奡奲奴奩奮夬 奋奡奴奩奥 奍奡她奥奲夬 奁奮奤奲奥奷 奍奡她奮奥夬 奂奯奢 奍奣奇奲奥奷夬 奓奣奯奴奴 奍奡她奥奲 奍奣奋奩奮奮奥她夬
奃奨奲奩女奴奩奮奥 奍奣奌奥奡奶奥她夬 奐奡奵奬 奍奣奍奩奬奬奡奮夬 奊奡奫奥 奍奣奎奥奩奬夬 奄奡奶奩奤 奍奥奤奩奮奡夬 奁奡奬奯奫 奍奥奨奴奡夬 奊奡奣奯奢 奍奥奮奩奣奫夬 奌奵奫奥
奍奥奴奺夬 奁奮奤奲奥她 奍奩女奨奣奨奥奮奫奯夬 奐奡奭奥奬奡 奍奩女奨奫奩奮夬 奖奩奮奮奩奥 奍奯奮奡奣奯夬 奅奶奡奮 奍奯奲奩奫奡奷奡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奍奯女女奩奮奧夬 奔奯奮奧
奍奵夬 奍奩奲奡 奍奵奲奡奴奩夬 奏奬奥奧 奍奵奲奫夬 奄奡奶奩奤 奍夓奥奬她夬 奁女奨奶奩奮 奎奡奩奲夬 奒奥奩奩奣奨奩奲奯 奎奡奫奡奮奯夬 奒奡奪奥奥奶 奎奡她奡奫夬 奁奲奶奩奮奤
奎奥奥奬奡奫奡奮奴奡奮夬 奒奩奣奨奡奲奤 奎奧奯夬 奈她奥奯奮奷奯奯 奎奯奨夬 奌奯奮奧 奏奵她奡奮奧夬 奃奵奬奬奥奮 奏大奋奥奥奦奥夬 奊奡奫奵奢 奐奡奣奨奯奣奫奩夬 奁奬奥奸
奐奡奩奮奯夬 奊奯奥 奐奡奬奥奲奭奯夬 奁女奨奬奥她 奐奡奮奴奵奬奩奡奮奯夬 奇奩奡奭奢奡奴奴奩女奴奡 奐奡奲奡女奣奡奮奤奯奬奯夬 奊奯奥奬 奐奡奲奩女奨夬 奅奭她 奐奡奲奰奡奲奩奴奡夬
奁奬奥奸 奐奡女女奯女夬 奍奩奫奨奡奩奬 奐奡奶奬奯奶夬 奁奮奤奲奥奷 奐奥奮奧夬 奁奤奡奭 奐奥奲奥奬奭奡奮夬 奆奩奬奩奰奥 奤奥 奁奶奩奬奡 奂奥奬奢奵奴奥 奐奥奲奥女夬 奍奩奣奨奡奥奬
奐奥奴奲奯奶夬 奈奥奮奲奩奱奵奥 奐奯奮奤奥 奤奥 奏奬奩奶奥奩奲奡 奐奩奮奴奯夬 奍奩奣奨奡奥奬夬 奐奯奫奯奲奮她夬 奍奩奣奨奥奬奬奥 奐奯奫奲奡女女夬 奖奩奴奣奨她奲 奈央 奐奯奮奧夬
奔奯奬奬她 奐奯奷奥奬奬夬 奁奬奥奴奨奥奡 奐奯奷奥奲夬 奂奯奲奩女 奐奯奷奥奲夬 奅奬奩奺奡奢奥奴奨 奐奲奯奥奨奬夬 奒奡奵奬 奐奵奲奩夬 奁奬奥奣 奒奡奤奦奯奲奤夬 奊奡奣奫 奒奡奥夬
奁奤奩奴她奡 奒奡奭奥女奨夬 奃奡奭奥奲奯奮 奒奡她奭奯奮奤夬 奆奲奡奮奣奩女 奒奥奡奬夬 奋奥奮奤奲奡 奒奩奭奢奡奣奨夬 奃奡奲奬 奒奯女女夬 奂奯奢 奒奯奴女奴奥奤夬 奈奥奮奲奩
奒奯奵女女奥奺夬 奎奩奣奫 奒她奤奥奲夬 奍奡奲奩奯 奓奡奬奴奡奲奥奬奬奩夬 奔奥奤 奓奡奮奤奥奲女夬 奓奨奩奢奡奮奩 奓奡奮奴奵奲奫奡奲夬 奇奩奲奩女奨 奓奡女奴奲她夬 奈奥奡奴奨奥奲
奓奣奨奭奩奤奴夬 奄奡奶奩奤 奓奣奨奮奵奲奲夬 奊奯奨奮 奓奣奨奵奬奭奡奮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奓奥奬女奡奭夬 奋她奬奡 奓奨奥奰奰奡奲奤夬 奔奯奫奩 奓奨奥奲奢奡奫奯奶夬 奊奥女女奩奣奡
奓奨奩奥奨夬 奓奡奲奡奨 奓奨奯奫奥奲夬 奐奲奡奮奡奶 奓奨她奡奭夬 奓奺她奭奯奮 奓奩奤奯奲夬 奅奲奩奣 奓奩奧奬奥奲夬 奍奡奤奤奩奥 奓奩奭奥奮女夬 奊奯奲奤奡奮 奓奩奴奫奩奮夬
奋奡奴奡奲奩奮奡 奓奬奡奭奡夬 奉奡奮 奓奯奨奬夬 奂奥奮奪奡奭奩奮 奓奯奫奯奬奯奷女奫她夬 奙奡奮奧 奓奯奮奧夬 奎奡奴奡奬奩奥 奓奴奡奵奤奡奣奨奥奲夬 奆奥奬奩奰奥 奐奥奴奲奯女奫奩
奓奵奣奨夬 奎奡奴奡奬奩奥 奓奵奭奭奥奲女夬 奉奬她奡 奓奵奴女奫奥奶奥奲夬 奊奩奥 奔奡奮奧夬 奎奩奫奯奬奡女 奔奥奺奡奫夬 奍奡奤奥奬奥奩奮奥 奂央 奔奨奯奭奰女奯奮夬 奐奨奩奬
奔奩奬奬奥奴夬 奁奭奩奮 奔奯奯奴奯奯奮奣奨奩奡奮夬 奅奬奩奺奡奢奥奴奨 奔女奥奮奧夬 奐奲奥女奴奯奮 奔奵奧奧奬奥夬 奎奩奣奫 奔奵奲奬奥她夬 奊奥奲奲她 奔奷奯奲奥奫夬 奊奵奡奮 奆奥夭
奬奩奰奥 奃奥奲夓奯奮 奕奲奩奢奥夬 奁奮奤奲奥奡 奖奡奬奬奯奮奥夬 奁奲奵奮 奖奩奪奡她奶奥奲奧奩她奡夬 奃奨奥奬女奥奡 奖奯女女夬 奃奡奲奲奯奬奬 套奡奩奮奷奲奩奧奨奴夬 奊奵女奴奩奮 奊奡她
套奡奮奧夬 奁奬奶奩奮 套奡奮奧夬 奂奥奮 套奡奮奧夬 奊奯奮奡奴奨奡奮 套奡奲奤夬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奃奊 套奥奩奮奭奡奮奮夬 奁奫奩奬奡 套奥奬奩奨奩奮奤奡夬 奐奥奴奥奲
套奥奬奩奮奤奥奲夬 奊奩奡她奩 套奥奮奧夬 奌奩奬奩奡奮 套奥奮奧夬 奍奡奴奴 套奩奥奴奨奯夋夬 奄奡奶奥 套奩奬奬奮奥奲夬 奃奬奥奭奥奮女 套奩奮奴奥奲夬 奓奡奭奵奥奬 套奯奬奲奩奣奨夬
奈奡奮奮奡奨 套奯奮奧夬 奌奡奵奲奥奮 套奯奲奫奭奡奮夬 奓奨奥奲奷奩奮 套奵夬 奊奥夋 套奵夬 奍奩奣奨奡奥奬 套奵夬 奋奡奩 奘奩奡奯夬 奔奡奯 奘奵夬 奓奡奲奡奨 奙奯奯夬
奋奥奶奩奮 奙奵夬 契奩奭奩奮奧 奙奵奡奮夬 套奯奪奣奩奥奣奨 奚奡奲奥奭奢奡夬 奒奯奷奡奮 奚奥奬奬奥奲女夬 奃奨奯奮奧 奚奨奡奮奧夬 奍奡奲奶奩奮 奚奨奡奮奧夬 奓奨奥奮奧奪奩奡
奚奨奡奯夬 奔奩奡奮奨奡奯 奚奨奥奮奧夬 奊奵奮奴奡奮奧 奚奨奵奡奮奧夬 套奩奬奬奩奡奭 奚奨奵奫夬 奡奮奤 奂奡奲奲奥奴 奚奯奰奨央 夲夰夲头央 奇奰奴夭头 奴奥奣奨奮奩奣奡奬
奲奥奰奯奲奴央

奂奡奯奬奩奮 奐奥奮奧夬 奍奩奣奨奥奬 奇奡奬奬奥她夬 奐奥奮奧奣奨奥奮奧 奈奥夬 奈奡奯 奃奨奥奮奧夬 奙奵奪奩奡 奘奩奥夬 奙奵 奈奵夬 契奩奵她奵奡奮 奈奵奡奮奧夬 奌奡奲女 奌奩奤奥奮夬
奚奨奯奵 奙奵夬 套奥奩奺奨奵 奃奨奥奮夬 奡奮奤 奊奩奡奮奦奥奮奧 奇奡奯央 夲夰夲夳央 奃奨奥奣奫 她奯奵奲 奦奡奣奴女 奡奮奤 奴奲她 奡奧奡奩奮夺 奉奭奰奲奯奶奩奮奧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奷奩奴奨 奥奸奴奥奲奮奡奬 奫奮奯奷奬奥奤奧奥 奡奮奤 奡奵奴奯奭奡奴奥奤 奦奥奥奤奢奡奣奫央

奋奯奵女奴奵奶 奓奩奮奨奡夬 奓奨奡奧奵奮 奓奯奤奨奡奮奩夬 奊奩奮 奄奯奮奧夬 奊奯奥奬奬奥 奐奩奮奥奡奵夬 奡奮奤 套奩奬奬奩奡奭 奌央 奈奡奭奩奬奴奯奮央 夲夰失夹央 奃奌奕奔奒奒夺 奁
奤奩奡奧奮奯女奴奩奣 奢奥奮奣奨奭奡奲奫 奦奯奲 奩奮奤奵奣奴奩奶奥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奦奲奯奭 奴奥奸奴央 奉奮 奋奥奮奴奡奲奯 奉奮奵奩夬 奊奩奮奧 奊奩奡奮奧夬 奖奩奮奣奥奮奴 奎奧夬
奡奮奤 奘奩奡奯奪奵奮 套奡奮夬 奥奤奩奴奯奲女夬 奐奲奯奣奥奥奤奩奮奧女 奯奦 奴奨奥 夲夰失夹 奃奯奮奦奥奲奥奮奣奥 奯奮 奅奭奰奩奲奩奣奡奬 奍奥奴奨奯奤女 奩奮 奎奡奴奵奲奡奬



计算语言学

奌奡奮奧奵奡奧奥 奐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奡奮奤 奴奨奥 夹奴奨 奉奮奴奥奲奮奡奴奩奯奮奡奬 奊奯奩奮奴 奃奯奮奦奥奲奥奮奣奥 奯奮 奎奡奴奵奲奡奬 奌奡奮奧奵奡奧奥 奐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夨奅奍奎奌奐夭奉奊奃奎奌奐天夬 奰奡奧奥女 头夵夰夶奻头夵失夵夬 奈奯奮奧 奋奯奮奧夬 奃奨奩奮奡夬 奎奯奶奥奭奢奥奲央 奁女女奯奣奩奡奴奩奯奮 奦奯奲 奃奯奭奰奵奴奡奴奩奯奮奡奬
奌奩奮奧奵奩女奴奩奣女央

奙奵 奓奵奮夬 奓奨奵奯奨奵奡奮 套奡奮奧夬 奓奨奩奫奵奮 奆奥奮奧夬 奓奩她奵 奄奩奮奧夬 奃奨奡奯 奐奡奮奧夬 奊奵奮她奵奡奮 奓奨奡奮奧夬 奊奩奡奸奩奡奮奧 奌奩奵夬 奘奵她奩 奃奨奥奮夬
奙奡奮奢奩奮 奚奨奡奯夬 奙奵奸奩奡奮奧 奌奵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失央 奅奲奮奩奥 夳央夰夺 奌奡奲奧奥夭女奣奡奬奥 奫奮奯奷奬奥奤奧奥 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奰奲奥夭奴奲奡奩奮奩奮奧 奦奯奲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奵奮奤奥奲女奴奡奮奤奩奮奧 奡奮奤 奧奥奮奥奲奡奴奩奯奮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失夰夷央夰夲失夳夷央

奊奯奨奮 奓奷奥奬奬奥奲央 失夹夸夸央 奃奯奧奮奩奴奩奶奥 奬奯奡奤 奤奵奲奩奮奧 奰奲奯奢奬奥奭 女奯奬奶奩奮奧夺 奅夋奥奣奴女 奯奮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央 奃奯奧奮奩奴奩奶奥 女奣奩奥奮奣奥夬
失夲夨夲天夺夲夵夷奻夲夸夵央

奍奩奬奥女 奔奵奲奰奩奮夬 奊奵奬奩奡奮 奍奩奣奨奡奥奬夬 奅奴奨奡奮 奐奥奲奥奺夬 奡奮奤 奓奡奭奵奥奬 奂奯奷奭奡奮央 夲夰夲头央 奌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奤奯奮大奴 奡奬奷奡她女
女奡她 奷奨奡奴 奴奨奥她 奴奨奩奮奫夺 奵奮奦奡奩奴奨奦奵奬 奥奸奰奬奡奮奡奴奩奯奮女 奩奮 奣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奰奲奯奭奰奴奩奮奧央 奁奤奶奡奮奣奥女 奩奮 奎奥奵奲奡奬
奉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奐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奓她女奴奥奭女夬 夳夶央

奋奡奲奴奨奩奫 奖奡奬奭奥奥奫奡奭夬 奁奬奢奥奲奴奯 奏奬奭奯夬 奓奡奲奡奴奨 奓奲奥奥奤奨奡奲奡奮夬 奡奮奤 奓奵奢奢奡奲奡奯 奋奡奭奢奨奡奭奰奡奴奩央 夲夰夲夲央 奌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 女奴奩奬奬 奣奡奮大奴 奰奬奡奮 夨奡 奢奥奮奣奨奭奡奲奫 奦奯奲 奬奬奭女 奯奮 奰奬奡奮奮奩奮奧 奡奮奤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奡奢奯奵奴 奣奨奡奮奧奥天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夰夶央失夰头夹夸央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奄奡奬奥 奓奣奨奵奵奲奭奡奮女夬 契奵奯奣 奌奥夬 奅奤 奃奨奩夬 奓奨奡奲奡奮 奎奡奲奡奮奧夬 奁奡奫奡奮奫女奨奡 奃奨奯奷奤奨奥奲她夬
奡奮奤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央 夲夰夲夲奡央 奓奥奬奦夭奣奯奮女奩女奴奥奮奣她 奩奭奰奲奯奶奥女 奣奨奡奩奮 奯奦 奴奨奯奵奧奨奴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夰夳央失失失夷失央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奄奡奬奥 奓奣奨奵奵奲奭奡奮女夬 契奵奯奣 奌奥夬 奅奤 奃奨奩夬 奡奮奤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央 夲夰夲夲奢央 奒奡奴奩奯奮奡奬奥夭
奡奵奧奭奥奮奴奥奤 奥奮女奥奭奢奬奥女 奩奮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奙奩 奔奡她夬 奒奩女奨奩 奂奯奭奭奡女奡奮奩夬 奃奯奬奩奮 奒奡夋奥奬夬 奂奡奲奲奥奴 奚奯奰奨夬 奓奥奢奡女奴奩奡奮 奂奯奲奧奥奡奵奤夬 奄奡奮奩 奙奯奧奡奴奡奭奡夬
奍奡奡奲奴奥奮 奂奯女奭奡夬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夬 奄奯奮奡奬奤 奍奥奴奺奬奥奲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夲奡央 奅奭奥奲奧奥奮奴 奡奢奩奬奩奴奩奥女 奯奦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夰夶央夰夷夶夸夲央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奄奡奬奥 奓奣奨奵奵奲奭奡奮女夬 奍奡奡奲奴奥奮 奂奯女奭奡夬 奆奥奩 奘奩奡夬 奅奤 奃奨奩夬 契奵奯奣 奖 奌奥夬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夲奢央 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奰奲奯奭奰奴奩奮奧 奥奬奩奣奩奴女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奁奤奶奡奮奣奥女 奩奮
奮奥奵奲奡奬 奩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奰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女她女奴奥奭女夬 夳夵夺夲头夸夲头奻夲头夸夳夷央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奄奡奬奥 奓奣奨奵奵奲奭奡奮女夬 奍奡奡奲奴奥奮 奂奯女奭奡夬 奂奲奩奡奮 奉奣奨奴奥奲夬 奆奥奩 奘奩奡夬 奅奤 奃奨奩夬 契奵奯奣 奌奥夬
奡奮奤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央 夲夰夲夳央 奃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奰奲奯奭奰奴奩奮奧 奥奬奩奣奩奴女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奚奨奩奰奥奮奧 奘奵夬 奚奨奥奮奧奨奡奯 奌奩奵夬 奙奩奢奩奮 奌奩奵夬 奃奨奥奮她奡奮 奘奩奯奮奧夬 奙奵奫奵奮 奙奡奮夬 奓奨奵奯 套奡奮奧夬 奓奨奩 奙奵夬 奚奨奩她奵奡奮 奌奩奵夬
奡奮奤 奇奥 奙奵央 夲夰夲头央 奁奣奴奩奶奥奲奡奧夺 奒奥奶奥奡奬奩奮奧 奴奨奥 奴奲奥奡女奵奲奥女 奯奦 奫奮奯奷奬奥奤奧奥 奶奩奡 奡奣奴奩奶奥 奬奥奡奲奮奩奮奧央

奓奨奵奮她奵 奙奡奯夬 奊奥夋奲奥她 奚奨奡奯夬 奄奩奡奮 奙奵夬 奎奡奮 奄奵夬 奉奺奨奡奫 奓奨奡奦奲奡奮夬 奋奡奲奴奨奩奫 奎奡奲奡女奩奭奨奡奮夬 奡奮奤 奙奵奡奮 奃奡奯央 夲夰夲夲央
奒奥奡奣奴夺 奓她奮奥奲奧奩奺奩奮奧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奡奮奤 奡奣奴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失夰央夰夳夶夲夹央

奏奲奩 奙奯奲奡奮夬 奔奯奭奥奲 套奯奬奦女奯奮夬 奂奥奮 奂奯奧奩奮夬 奕奲奩 奋奡奴奺夬 奄奡奮奩奥奬 奄奥奵奴奣奨夬 奡奮奤 奊奯奮奡奴奨奡奮 奂奥奲奡奮奴央 夲夰夲夳央 奁奮女奷奥奲奩奮奧
奱奵奥女奴奩奯奮女 奢她 奭奥奴奡夭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奯奶奥奲 奭奵奬奴奩奰奬奥 奣奨奡奩奮女 奯奦 奴奨奯奵奧奨奴央

奅奲奩奣 奚奥奬奩奫奭奡奮夬 奙奵奨奵奡奩 套奵夬 奊奥女女奥 奍奵夬 奡奮奤 奎奯奡奨 奇奯奯奤奭奡奮央 夲夰夲夲央 奓奴奡奲夺 奂奯奯奴女奴奲奡奰奰奩奮奧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奷奩奴奨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央 奁奤奶奡奮奣奥女 奩奮 奎奥奵奲奡奬 奉奮奦奯奲奭奡奴奩奯奮 奐奲奯奣奥女女奩奮奧 奓她女奴奥奭女夬 夳夵夺失夵头夷夶奻失夵头夸夸央

奊奩奮奴奩奡奮 奚奨奡奮奧夬 奘奩奮 奘奵夬 奎奩奮奧她奵 奚奨奡奮奧夬 奒奵奩奢奯 奌奩奵夬 奂奲她奡奮 奈奯奯奩夬 奡奮奤 奓奨奵奭奩奮 奄奥奮奧央 夲夰夲头央 奅奸奰奬奯奲奩奮奧
奣奯奬奬奡奢奯奲奡奴奩奯奮 奭奥奣奨奡奮奩女奭女 奦奯奲 奬奬奭 奡奧奥奮奴女夺 奁 女奯奣奩奡奬 奰女她奣奨奯奬奯奧她 奶奩奥奷央

奒奵奯奣奨奥奮 奚奨奡奯夬 奘奩奮奧奸奵奡奮 奌奩夬 奓奨奡夌奱 奊奯奴她夬 奃奨奥奮奧奷奥奩 契奩奮夬 奡奮奤 奌奩奤奯奮奧 奂奩奮奧央 夲夰夲夳央 奖奥奲奩奦她夭奡奮奤夭奥奤奩奴夺 奁
奫奮奯奷奬奥奤奧奥夭奥奮奨奡奮奣奥奤 奣奨奡奩奮夭奯奦夭奴奨奯奵奧奨奴 奦奲奡奭奥奷奯奲奫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夳夰夵央夰夳夲夶夸央

奄奥奮奮她 奚奨奯奵夬 奎奡奴奨奡奮奡奥奬 奓奣奨奿奡奲奬奩夬 奌奥 奈奯奵夬 奊奡女奯奮 套奥奩夬 奎奡奴奨奡奮 奓奣奡奬奥女夬 奘奵奥奺奨奩 套奡奮奧夬 奄奡奬奥 奓奣奨奵奵奲奭奡奮女夬
奃奬奡奩奲奥 奃奵奩夬 奏奬奩奶奩奥奲 奂奯奵女奱奵奥奴夬 契奵奯奣 奌奥夬 奥奴 奡奬央 夲夰夲夲央 奌奥奡女奴夭奴奯夭奭奯女奴 奰奲奯奭奰奴奩奮奧 奥奮奡奢奬奥女 奣奯奭奰奬奥奸
奲奥奡女奯奮奩奮奧 奩奮 奬奡奲奧奥 奬奡奮奧奵奡奧奥 奭奯奤奥奬女央 奡奲奘奩奶 奰奲奥奰奲奩奮奴 奡奲奘奩奶夺夲夲夰夵央失夰夶夲夵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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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方法法法
多多多任任任务务务语语语言言言理理理解解解(MMLU)

全部 人文伦理 社会科学 理工科 其他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夵夶央夰 头夷央夲 夶夷央夸 头夶央夳 夶夸央夳
奃奯奔 夶夶央夲 夵夹央夰 夷头央夸 夶夳央头 夷失央夳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 夶夵央夸 夵夷央头 夷夳央夹 夵夵央头 82.7
奚奥奲奯夭奓奨奯奴 奷央 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 夶夷央头 62.6 夷夲央夲 夶失央夲 夷夷央夶
CoT w. Self-Guide 68.8 夵夸央头 76.5 65.9 夸夰央夲

奔奡奢奬奥 夶夺 不同模型在奍奍奌奕数据集中不同领域上的实验结果。其中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为我们的方法。
在该实验中，所有方法均使用奧奰奴夭夳央夵夭奴奵奲奢奯夭失失夰夶作为推理的基础模型。

附附附录录录

A 模模模型型型在在在MMLU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中中中不不不同同同领领领域域域上上上的的的性性性能能能

奍奍奌奕基准涵盖夵夷个学科，涉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其难
度从初级水平到高级专业水平不等，既测试世界知识，也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科目的细
化和广泛性使该基准成为识别模型知识薄弱领域的理想工具。我们在所有学科（奁奬奬），人文伦
理（奈奵奭央），社会科学（奓奯奣央 奓奣奩央），理工科（奓奔奅奍），和其他问题（奏奴奨奥奲）等多个领域
进行了实验（表夶）。

B 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细细细节节节

在执行字符串匹配（奓奴奲奩奮奧奅奍）方法来计算每个模型预测结果和标准答案之间的准
确率的过程中，具体地，我们首先将大语言模型的输出和标准答案都转换为小写。对
于奍奍奌奕和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数据集，我们提取大预言模型生成结果中的第一个单词作为模型预
测结果与标准答案进行匹配。对于奄奡奴奥数据集，我们提取出所有由数字、斜杠、数字、斜杠、
数字组成的模式串，在转换为标准日期格式（奍奍夯奄奄夯奙奙奙奙）后与标准答案进行匹配。对
于奃奌奕奔奒奒数据集，我们直接执行字符串匹配方法来计算每个模型预测结果和标准答案之间的
准确率。

C 英英英文文文原原原版版版案案案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我们在奍奍奌奕数据集中各随机选择了一个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并突出显示了答
案和相关内容。我们在表夵中展示了案例分析的原始输入和输出。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在正文中展
示了简略版的中文案例分析。

D 其其其他他他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案案案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我们在奃奌奕奔奒奒和奄奡奴奥数据集中各随机选择了一个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并突出
显示了答案和相关内容。由于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数据集需提交至奌奥奡奤奥奲奢奯奡奲奤进行评测，我们无法知
道单个例子的对错，因此不对奓奴奲奡奴奥奧她契奁进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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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问题题题：：：A 56-year-old man comes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because of a 4-day history of
colicky right flank pain that radiates to the groin and hematuria. Ultrasound examination of
the kidneys shows right-sided hydronephrosis and a dilated urete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most likely to be found on urinalysis?
选选选项项项：：：A: Glucose B: Leukocyte casts C: Oval fat bodies D: Uric acid crystals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Here is a question:{Ques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alyze and reason step by step, and give
your thinking and reasoning process while solving the problem.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出出出回回回答答答
1. First, let’s analyze the symptoms ... Based on these symptoms, it is likely that the patient is experiencing
a kidney stone or obstruction in the urinary tract, leading to hydronephrosis and dilated ureter.
2. Now, let’s consider the options for urinalysis:
A. Glucose in the urine i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and would not be expected in this case.
B. Leukocyte casts in the urine indicate inflammation or infection in the kidneys or urinary tract...
C. Oval fat bodies are associated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and would not be expected in this case.
D. Uric acid crystals are associated with gout, but they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symptoms ...
3. Based on the symptoms and findings, the most likely answer would be B.leukocyte casts, Because...
步步步骤骤骤1：：：基基基于于于Self-Guide的的的自自自我我我规规规划划划
获获获取取取Self-Guide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You are a knowledgeable and patient professor whose role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solving problems correctly.
Here is a question: {Question} Note: Since 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your analysis should think step by step, Please note that your role is to guide them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problem, so please don’t give them the final result.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Guideline
1. Alright, let’s break this down step by step. First, let’s consider the symptoms presented by the patient.
... The ultrasound examination showing right-sided hydronephrosis and a dilated ureter further supports
this possibility.
2. Now, let’s think about what would be most likely to be found on urinalysis in this case. Urinalysis is a
common test that evaluates various components of urine, including the presence of blood, protein, glucos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and crystals. Given the symptoms and the ultrasound findings, ... The presence
of hematuria suggests that there is blood in the urin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licky flank pai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kidney stone or obstruction.
3. Considering this, let’s evaluate the options provided:... Therefore, we can eliminate option D. uric acid
crystals are a common finding in the urine of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especially those composed of
uric acid. Given the symptoms of colicky flank pai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kidney stone or obstruction,
uric acid crystals are the most likely finding on urinalysis in this case.
4. Based on this analysis, which option do you think is most likely correct?
步步步骤骤骤2: 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生生生成成成
获获获取取取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CoT-log}
This is another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Self-Guide}. Please combine this reasoning process with your
reasoning processes, then give me a better reasoning process.
Generation Format: 1. Inference process: 2. Answer: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
Inference process:
1. First, considering the symptoms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it is likely that the patient is experiencing a
kidney stone or some form of obstruction in the urinary tract, leading to hydronephrosis and dilated ureter.
The presence of colicky right flank pain, radiating to the groin, and hematuria supports this inference.
2. Next, let’s evaluate the options provided for urinalysis: A. Glucose in the urine i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and would not be expected in this case. B. Leukocyte casts - While indicative of inflammation
or infection, it may not be the most likely finding in this case. C. Oval fat bodies -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ymptoms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presented by the patient. D. Uric acid crystals. Given the
symptoms of colicky flank pai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kidney stone or obstruction, uric acid crystals are
the most likely finding on urinalysis in this case.
Answer: Based on the combined reasoning processes, the most likely finding on urinalysis in this case
is uric acid crystals (option D). This is because the symptoms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strongly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a kidney stone or obstruction, which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uric acid
crystals in the urine.

奔奡奢奬奥 夷夺 案例分析。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奍奍奌奕数据集中的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并
突出显示了答案和相关内容。这是英文原始输入和输出内容，经过翻译的中文版本在正文表夵中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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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息息息：：：[Davis] played chess with his brother [Rick]. [Davis] was disappointed that his father, [Kent],
wouldn’t be at the play to see him perform. [Sharon] likes taking her son [Oliver] to baseball practice.
She also likes taking her son [Rick] to soccer practice. [Dorothy] made cookies with her grandson [Davis].
[Davis]’s father [Kent] is not allowed to eat sugar.
问问问题题题：：：How is [Dorothy] related to [Oliver]?
答答答案案案：：：grandmother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To solve the problem, Please think and reason step by step, then answer. Question: {Question}
Generation Format: 1. Reasoning process: 2. Answer: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出出出回回回答答答
Reasoning process:
1. [Davis] is the grandson of [Dorothy].
2. [Oliver] is the son of [Sharon].
3.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mentioned between [Dorothy] and [Oliver].
Answer: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Dorothy] and [Oliver] mentioned in the information.
步步步骤骤骤1：：：基基基于于于Self-Guide的的的自自自我我我规规规划划划
获获获取取取Self-Guide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You are a knowledgeable and patient professor whose role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solving problems correctly.
Here is a question:{Question} please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Note: Since 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your analysis should think step by step, Please note that your role is
to guide them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problem, so please don’t give them the final result.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Guideline
Step 1: Identify the family members mentioned in the story:
- Davis - Rick - Kent - Sharon - Oliver - Dorothy
Step 2: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the
story: - Davis is the grandson of Dorothy - Rick is the brother of Davis - Kent is the father of Davis -
Sharon is the mother of Oliver and Rick
Step 3: Identify any indirect relationships that may help us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rothy
and Oliver: - Davis is the grandson of Dorothy - Kent is the father of Davis - Sharon is the mother of
Oliver - Sharon is also mentioned as the mother of Rick
Step 4: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and how they might connect Dorothy
and Oliver: - Since Davis is the grandson of Dorothy, and Kent is the father of Davis, it means that Kent
is the son of Dorothy. This makes Dorothy the grandmother of Kent’s children, including Oliver.
Step 5: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identified, we can infer that Dorothy is the grandmother of Oliver.
Now,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can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rothy and Oliver.
步步步骤骤骤2: 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生生生成成成
获获获取取取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CoT-log}
This is a credible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Self-Guide}. Please verify your reasoning process for error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n refine your reasoning process and answer.
Generation Format: 1. Inference process: 2. Answer: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
Inference process:
1. Identify the family members mentioned in the story.
2.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the story.
3. Identify any indirect relationships that may help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amily
members in question.
4.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and how they might connect the two family
members in question.
5. Verify the reasoning process for err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fine if necessary.
Ans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Dorothy is the grandmother of Oliver.

奔奡奢奬奥 夸夺 案例分析。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奃奌奕奔奒奒数据集中的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
并突出显示了答案和相关内容。这是英文原始输入和输出内容。



计算语言学

问问问题题题：：：Jane was born on the last day of February in 2000. Today is her 16-year-old birthday.
What is the date yesterday in MM/DD/YYYY?”
答答答案案案：：：02/28/2016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To solve the problem, Please think and reason step by step, then answer. Question: {Question} Please
format the dat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MM/DD/YYYY.
Generation Format: 1. Reasoning process: 2. Answer:

原原原始始始推推推理理理链链链（（（CoT）））输输输出出出回回回答答答
Reasoning process:
1. Jane was born on February 29, 2000, which was a leap year.
2. Since today is her 16th birthday, we need to calculate the date 16 years ago.
3. 16 years ago from 2021 is 2005.
4. Since 2005 was not a leap year, February 29th did not exist. Therefore, her birthday would have been
on February 28th.
Answer: 02/28/2005
步步步骤骤骤1：：：基基基于于于Self-Guide的的的自自自我我我规规规划划划
获获获取取取Self-Guide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You are a knowledgeable and patient professor whose role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solving problems correctly.
Here is a question:{Question} please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Note: Since 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guide
students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your analysis should think step by step, Please note that your role is
to guide them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problem, so please don’t give them the final result.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Guideline
Step1: Determine the current date. Today is Jane’s 16th birthday, so we need to calculate the current
date. Since she was born on the last day of February in 2000, her birthday would be on February 29th,
2016 (since 2000 was a leap year).
Step2: Calculate yesterday’s date.To find yesterday’s date, we need to subtract 1 day from Jane’s birthday.
Since February 2016 has 29 days, we need to subtract 1 from 29 to get yesterday’s date.
Step3: Consider the month and year after subtracting 1 from 29.
Step4: Finalize the answer now that we have calculated yesterday’s date. By following these steps, we
can determine the date yesterday in MM/DD/YYYY format.
步步步骤骤骤2: 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生生生成成成
获获获取取取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的的的输输输入入入提提提示示示
{CoT-log}
This is a credible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Self-Guide}. Please verify your reasoning process for error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n refine your reasoning process and answer.
Generation Format: 1. Inference process: 2. Answer: MM/DD/YYYY.
得得得到到到的的的最最最终终终答答答案案案
Inference process:
1. The current date is February 29, 2016, as it is Jane’s 16th birthday and she was born on the last day
of February in 2000, which was a leap year.
2. To find yesterday’s date, we subtract 1 day from February 29, 2016, which gives us February 28, 2016.
3. Considering the month and year, yesterday’s date is February 28, 2016.
Answer: 02/28/2016

奔奡奢奬奥 夹夺 案例分析。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奄奡奴奥数据集中的例子来展示奓奥奬奦夭奇奵奩奤奥的效果，并突出
显示了答案和相关内容。这是英文原始输入和输出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