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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匹配任务数据集之间的泛化性和迁移性，并尝试探索如

何利用这些大量的数据集到新的领域中；并且试图在低资源情况下取得不错的效果。

表一 相关数据集描述

实验数据集

论文摘要 论文简介

泛化性分析

迁移性分析

论文结论

本文在十个数据集上，使用两种深度学习模型对短文本匹配的

泛化性和迁移性进行了详尽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影响泛化能

力的因素主要有匹配的类型和匹配数据集的来源，合适的迁移

（在源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即使是BERT这种预训练模型，也

能在目标数据集带来提升。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数据集之间泛化

性和迁移性趋势并不保持一致，将数据集进行简单的混合能带

来更好的泛化能力和迁移能力，并且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目标数

据集的训练量。最后我们考虑到如何将这些现有的数据集应用

到新的领域和少量样本的情况下，发现在目标数据集只有100个

样本的情况下，使用混合的数据集在BERT模型上进行预训练，

性能只下降了5%。

自然语言理解中的许多任务，比如自然语言推断任务
，机器问答和复述问题，都可以看作或者转换为短文
本匹配问题。大量数据集的涌现促进了短文本匹配任
务的进步，但是很少有研究去分析这些数据集之间的
泛化性和迁移性，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集应用到新的
领域。该文使用深度学习模型ESIM和预训练语言模型
BERT在十个通用的短文本匹配数据集上进行了详尽的
实验。我们分析了数据集之间的泛化性和迁移性，通
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了影响数据集之间泛化性的因素
，并且我们发现即使是BERT这种在大规模语料预训练
过的模型，合适的迁移仍能带来性能提升，最后我们
发现在混合数据集预训练过的模型有较好的泛化能力
和迁移能力，并且在新的领域和少量样本情况下，性
能平均只降低了百分之五。

低资源情况下

数据集 规模 来源 类型

SNLI 570k 网页文档 自然语言推断

MNLI 433k 网页文档 自然语言推断

QNLI 130k 维基百科 自然语言推断

MSMARCO 120k 维基百科 问答

QQP 400k 网页文档 复述问题

WNLI 1k 书籍 自然语言推断

RTE 3k 网页新闻 自然语言推断

SciTail 27k 书籍 自然语言推断

MRPC 4k 网页新闻 复述问题

WikiQA 30k 维基百科 问答

SciTail WNLI RTE MRPC

MT100K 87.3 56.3 71.8 72.0

SELF 94.9 56.3 67.5 85.2

表五 MT100K在100个样本上的实验结果

我们发现在少量样本（只有100个）情况下，MT100K的平均性
能只比全量的小数据集低5%。因此在短文本匹配领域，对于新
的领域的数据集，我们可以首先将其他领域的数据集等量混合，
然后使用BERT模型在混合的数据集预训练之后，再进行少量的
目标样本标注和训练，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结论1：由表二可知，两种模型的泛化性在大数据集上表现较差，BERT
模型要比ESIM的泛化性更强；MT100K指将大数据集取20K简单进行混合

结论2：由图一
可知，泛化性主
要与数据集的任
务类型和数据集
来源有关，且受
任务类型的关系
更大一些

结论1：由表四可知，即使在数据
集很大的情况下，合适的预训练仍
然能够有所提升。

结论2：由图二可知，在MT100K上进
行预训练（蓝色曲线）的结果曲线
要比在迁移效果最好的源数据集训
练的曲线（绿线）不仅更加平滑，
性能也有所提升，说明多个数据集
的融合能提高模型的迁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