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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办公人员在进行文档写作时存在各种文本格式和内容错误的问题&设计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用

于辅助办公人员的写作和校对工作$分析办公人员的文本纠错需求&并进行文本格式与内容纠错方法研究$设计系统由写作模板

生成'文本格式纠错和文本内容纠错三个功能组成$首先&设计文本要素识别与检查算法并基于
.,*

技术实现文本格式校对$

然后基于
MR

_

"MR

_

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字词'语法和标点符号查错模型完成公文内容纠错&并根据办公人员工作需求建立纠错辅助

字库提升系统纠错准确率$最终&通过系统测试实验结果表明&设计系统能够极大地提升办公人员写作效率并减轻文本校对工作

负担%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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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格式纠错$内容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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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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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文档是现代重要的信息交换媒介&对电子文档进

行编辑排版'格式校对和内容检查是办公人员重要的日常

工作%随着电子文档应用越来越广泛&且在特定的办公场

合&固定版式文档的规范性和标准性标准越来越高(

%

)

%文

档格式排版繁琐且具有重复性&若办公人员对文档格式不

熟悉&将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无法保证排版质量%当办公

人员对语言掌握不足或工作疏忽大意时&电子文档中就不

可避免地会存在字词'语法和标点符号错误&这些错误严

重时会造成其他人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偏差(

"

)

%目前虽然存

在文本内容纠错技术&然而这些技术的纠错率比较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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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设计与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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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内容查错主要还是依赖办公人员细致的检查%为减轻办

公人员进行文档编辑写作时繁重的文本校对工作&并提升

文本内容纠错准确率&本文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

纠错系统&用来辅助办公人员的文档写作和文本纠错工作&

以提升办公人员的工作效率并确保文档内容的规范性和正

确性%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和技术实现对文档格式校对和文本

内容的纠错%文献 (

$

)和 (

+

)开展了对标准论文模板的

分析与设定&提出了毕业论文格式自动检查系统%文献

(

(

)实现了软件项目文档格式自动检查和修改&降低了文

档编写人员在文档格式编写的出错率%文献 (

0

)开发的

HEQT

文档格式自动排版系统&能够自定义文档的格式%随

着自然语言处理的迅速发展&中文文本纠错技术也愈加成

熟%文献 (

&

)将中文文本纠错技术分为基于字词混淆集而

形成候选字符串方法'基于概率统计分析上下文方法和基

于规则和固定搭配关系的方法等%文献 (

'

)结合二元语法

模型和散串技术&在混淆集中选出最优纠错候选集&提出

了一种基于窗口技术的校对方法%文献 (

)

)对句子进行分

词和词性标注解决字词错误&通过模式匹配解决搭配错误

问题&利用成分分析解决成分错误问题%文献 (

%#

)采用

规则与概率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文文本自动查错%文

献 (

%%

)构建专业领域词语搭配知识库&并设计基于语法

和词语搭配的双重中文文本校对算法%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迅速发展&现有文本纠错技术难以

适应多样性的纠错任务&近几年许多研究者纷纷将深度学

习方法引入文本纠错任务%深度学习算法自动编码器的自

主学习特征可以通过对语言模型的不断训练实现纠错(

%"

)

%

目前常用的基于深度学习纠错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序列模型

的纠错方法'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纠错方法和基于预训练模

型的纠错方法%文献 (

%$

)通过基于规则'统计和深度学

习网络结合的方式提升中文文本纠错率%文献 (

%+

)将神

经网络模型引入于中文文本纠错&并设计两个纠错子模块

检查中文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文献 (

%(

)提出基于注意

力机制的深度学习纠错方法&在非标注中文语料库上用降

噪编码器训练纠错模型实现字级别和句子级别纠错任务%

为实现文本的格式和内容纠错任务&本文提出设计一种基

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系统主要由文本格式纠

错和文本内容纠错功能组成&能够检查文本格式和内容错

误同时生成检查报告并通过一键校对实现文本自动纠错

任务%

?

!

文本自动纠错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

!

系统相关原理介绍

分析总结常见的文本格式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文

档结构错误*表现为固定版式文档缺乏一些文本要素&如

缺乏文档标题$

"

"正文段落格式不符合规范&表现为文本

段落缩进和行间距不正确等$

$

"文本格式不符合规范*表

现为文本的字体和字号不正确等$

+

"页码不符合规范*表

现为文档页码的对齐方式或字体不正确等%系统的文本格

式纠错功能主要基于
.,*

!

X8FGDO\DF85PEQD

;;

O85D:8E6F

"技

术实现的%

.,*

是微软用来拓展
2PP85R

功能设计的开发语

言(

%0

)

%

2PP85R

中元素都以对象形式表示出来&而
.,*

具有

特有的对象属性和方法&可用于表示
2PP85R

对象并对其进

行查询和调整(

%&

)

%对于固定版式的文档&文本要素组成及

对应格式是固定的%因此系统格式校对功能实现主要在于

识别出文档中的文本要素&根据格式要求检查并校对文本

的格式%此外
.,*

宏代码保存在 ,所有文档
BEQJDO!

TE:J

-中&可利用
=

U

:NE6

编程语言设计程序调取
.,*

宏

代码对
HEQT

文档进行格式校对%

分析总结常见文本内容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字

词错误*包括音似'形似和易错字词的错误$

"

"语法错

误*分为搭配错误和成分相关错误$

$

"标点符号错误*表

现标点符号冗余和半角全角标点符号误用$

+

"用语不符合

规范*主要是固定地名'人名'单位名称和专业用语使用

错误(

%'

)

%基于深度学习的序列模型是典型的自然语言处理

模型&它采用自循环的计算方式&从序列起始端开始计算

循环迭代一直计算到序列最后一个节点&以获取更多的特

征信息&从而提高模型分类和预测精度%序列模型常用于

机器翻译'语音识别'文本自动摘要和自动问答的任务处

理(

%)

)

&将其引入文本纠错任务中是将错误句子作为源文本&

正确句子作为目标文本&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一起作为训

练数据来训练文本纠错模型(

"#

)

%本文采用序列到序列模型

!

MR

_

"MR

_

&

FR

_

GR65R:EFR

_

GR65R

"来训练查错模型实现字词

和语法查错&标点符号纠错采用代码逻辑去判断%

MR

_

"MR

_

模型的思路表示从一个序列到另一个序列&输入和输出均

为序列&它有自由度高'方便灵活的特点&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处理文本序列数据的模型(

"%

)

%

?@A

!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办公人员在进行固定版式文档写作时&会因为不清楚

文档标准格式而造成写作效率低下且校对负担较大%即使

文档标准格式模板是固定的&办公人员在写作时的复制粘

贴'调整格式等操作也会使得文本格式不符合规范要求%

此外文档中会存在的一些字词'语法和标点符号的错误&

文本错误将严重影响到相关人员对内容的理解%因此本文

对文本格式和内容纠错方法进行研究&以实现对文档中字

体'段落格式和页码格式错误&以及文本中字词'语法'

标点符号和规范用语错误进行全方位的错误识别与自动校

对%根据办公人员文档写作和文本纠错需求&设计文本自

动纠错系统由三个功能组成&即文档模板生成'文本格式

校对和文本内容纠错功能%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

所示%

办公人员在起草文档时&利用文档模板生成功能选择

生成标准格式
HEQT

模板&在该格式模板的基础上进行文档

写作%当文档编辑完成时&利用文本格式校对功能对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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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系统设计框图

文档进行格式校对&最后利用文本纠错功能对文本内容进

行检查和纠错%本文设计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能够极大地

提升办公人员的工作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文本的规

范性和正确性%

A

!

文本自动纠错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A@?

!

基于
8H:

技术的文本格式校对

本文格式校对功能是基于
.,*

技术对
HEQT

文档解析

完成%使用
.,*

技术可以调用
HEQT

对象&获取
HEQT

文

档的文本信息和格式信息&并对文档页面'文本段落和字

体等格式进行调整%

HEQT

对象结构层次如图
"

所示&

*

;

W

;

O85D:8E6

是
HEQT

应用中最大的对象&它共包含四种对象&

它们分别为
1E5GJR6:

是文件类&

MROR5:8E6

是文字内容类&

,EE7JDQ7

是书签类&还有
?D6

K

R

是区域类%由于可通过不

同方式访问同一个对象&所以类之间存在各样的重叠%除

了这些属于顶层类型还有设置文本字体'段落等的格式的

类%使用
.,*

技术可以获取
HEQT

对象&分析对象格式信

息并对
HEQT

文档进行读写及格式调整%

图
"

!

HEQT

对象结构层次

本文研究固定版式文档的格式校对功能&即文档中文

本要素组成和要素格式是固定的%文本格式校对流程如图
$

所示%首先要对文档进行初始化设置&主要是删除文档中

的超链接'调整页面大小和页边距以及进行字体初始化设

置%接着要根据文本要素特点识别出文本要素所在区域并

插入书签&然后检查文本要素的字体和段落格式是否满足

标准格式要求&当不符合标准格式就修改文本要素的字体

和段落格式%对于不同文档类型&其文档结构是不同的&

主要表现为存在不同的文本要素&所以要根据文档类型对

文档结构做出调整%最后由于不同类型文档页码格式不同

且办公人员制作的文档页码常常不符合规范要求&因此删

除原来的页码重新插入符合标准格式的页码%

图
$

!

格式校对流程图

对于不同固定版式的文档如公司招投标文件'高校毕

业论文'期刊杂志论文和机关公文等&文档的文本要素组

成和格式标准相差很大%对这些文档格式进行校对&必须

通过分析文本要素特点&明确一篇文档都由哪些必要文本

要素组成&并根据文本要素特点设计相应的文本要素识别

方法%文本要素特点包括文本要素内容特点&如论文标题

一般含有 ,基于-' ,方法-和 ,研究-等词语$文本要素

格式特点&如论文标题字体字号和正文标题字体'字号不

同$本文要素位置特点&如论文标题一般位于首页的第一

行等等%结合文本要素的内容'格式和位置特点&设计方

法识别出文档中各文本要素的区域并插入对应名称的书签%

以标题为例&文本要素的定位流程如图
+

所示%即使文本

内容有了新的插入或删除操作&书签定位的位置和内容也

不会发生改变%后续文本要素的格式检查和校对都是对这

些书签的内容分析与格式调整&极大地简化程序&确保格

式校对的准确率%

识别出文本要素并在文本区域插入书签之后&就可以

对文本要素进行格式检查%以文档标题为例各文本要素的

检查流程包括如图
(

所示的部分%主要检查文本要素的字

体'字号以及段落的间距和对齐方式等&当文本要素格式

不符合要求&系统会以批注的形式展示在当前文档%

为便于对文本要素进行格式校对&系统利用
HEQT

文档

样式设置功能&将文本要素的样式保存为格式模板文档

F:

U

OR>TE:J

的内置样式%程序开始将文本要素的样式导入当

前文档&当检查到文本要素格式不符合要求就将文本要素

的格式设置为对应的样式&并对段落格式进行调整%对文

档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对文档中必要文本要素的调整&对文

档的结构调整只需根据文档类型寻找必要文本要素的书签

并进行增加或删减操作%一篇文档各文本要素之间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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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设计与实现
#

"%$

!!

#

图
+

!

标题定位流程图

图
(

!

文本要素检查流程图

空行的要求&对这些空行的调整主要是定位两文本要素区

域并进行删除和增添空行的操作%文档页码格式复杂且会

存在奇偶页码格式不一致或首页码不同的情况&而办公人

员在文档写作时一般不检查页码格式&因此系统必须对文

档页码进行校对%首先删除原来文档的页码&接着根据文

档要求设置是否奇偶页不同或首页不同&然后分别插入不

同区域的页码并进行格式设置%通过这种方式插入页码&

当文档新增或删减页时页码格式依旧符合规范要求%

A@A

!

基于
2'

T

A2'

T

模型的文本内容纠错

为实现文本内容纠错功能&系统采用深度学习模型来

训练中文文本纠错模型&并总结文档写作时的规范用语与

固定搭配&创建辅助词库以提升纠错准确率%文本内容纠

错流程如图
0

所示%首先对文本内容进行预处理&主要是

提取文档正文内容部分并把正文的每一段分别存放于列表

中%接着把预处理后的正文内容输入到预先训练好的算法

模型%然后算法模型对正文内容进行检测&若检测结果与

原文一致&则原文基本不存在内容错误&若不一致&则原

文可能存在疑似错误%此时模型会输出正文中可能出现的

字词错误'语法错误和标点错误的检测结果%然后系统查

找可能发生错误的文字与标点&并对其以批注的形式展示

在当前文档%最后一键纠错将会按照批注的纠错建议直接

替换错误文本%

图
0

!

内容纠错流程图

本文采用
MR

_

"MR

_

模型来训练字词和语法纠错模型%文

本纠错任务可以看作不同序列的转化过程&原来的句子是

源语句&正确的句子是目标语句&因此可以把
MR

_

"MR

_

模型

作为序列转化模型引入文本纠错%并且
MR

_

"MR

_

深度学习模

型相比于传统的规则和统计的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错误语

句到正确语句的转化过程%

MR

_

"MR

_

模型的底层结构是一个

S65ETRQW1R5ETRQ

的网络模型&其中
S65ETRQ

是编码器&它

会对输入的文本序列进行编码&使其变成长度一定的向量

表达%

1R5ETRQ

解码器对
S65ETRQ

编码器获得的长度一定的

向量表达进行解码&并将其转化为输出序列&解码和编码

器模型一般用循环神经网络 !

QR5GQQR6:6RGQDO6R:̀ EQ7

&

?BB

"模型&

S65ETRQW1R5ETRQ

的设计决定了
MR

_

"MR

_

模型

的核心功能(

"%

)

%

从统计概率学方面看&

MR

_

"MR

_

模型是在给定输入文本

F

的条件下&找出使条件概率为最大值的目标文本
L

&即使

条件概率
Z

!

L

%

&

L

"

&2&

L

'\

[

F

%

&

F

"

&2&

F

'

"最大&其中
F

%

&

F

"

&

2&

F

'

是给定的输入文本序列&

L

%

&

L

"

&2&

L

'\

是该给定文本

对应的输出序列&两个序列的长度
'

和
'\

不一定相等%我

们先使用训练的数据集对算法模型进行拟合&使句子对的

条件概率
Z

!

L

%

&

L

"

&2&

L

'\

[

F

%

&

F

"

&2&

F

'

"最大化%当训练的

模型对参数拟合完成之后&给算法模型输入文本&训练好

的
MR

_

"MR

_

模型就会寻找使条件概率最大的文本&并将其作

为模型的输出&计算公式如式 !

%

"所示*

Z

!

L

%

&

L

"

&2&

L

'\

[

F

%

&

F

"

&2&

F

'

"

2

6

'\

"

2

%

Z

!

L

"

[

E

&

L

%

&

L

"

&2&

L

"

5

%

" !

%

"

!!

从算法模型结构角度看&当向
MR

_

"MR

_

模型输入一个文

本序列后&

MR

_

"MR

_

模型的
1R5ETRQ

会通过本身
?BB

模型

对其进行编码&使文本序列成为长度固定向量&该向量包

含文本语义%如图
&

所示&可以将
S65ETRQ

编码器输出的隐

状态直接定义为语义向量&也可以对其先进行变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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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变换处理后的结果定义为语义向量%接下来
MR

_

"MR

_

模型会把该语义向量输入到
1R5ETRQ

解码器&

1R5ETRQ

解码

器会以该语义向量作为依据并计算&并得出一个长度不固

定的文本序列%在图
&

的常规
MR

_

"MR

_

模型结构中&语义向

量只作为一个
1R5ETRQ

解码器的输入数据&它并不参加
1RW

5ETRQ

解码器内部的后续计算%

图
&

!

常规
MR

_

"MR

_

模型结构

由于存在错误文本的句子在自动分词时会受到错误文

本影响导致分词错误%本文引入注意力机制 !

*::R6:8E6

IR5ND68FJ

"来解决分词时长序列到定长序列转化过程部分

信息丢失的问题(

""

)

%

*::R6:8E6

机制的本质是对给定目标通

过生成权重系数对输入加权求和&来识别输入中哪些对于

目标是重要的特征%将
*::R6:8E6

机制引入
MR

_

"MR

_

纠错模

型&可以加强编码端和解码端的对应关系%

*::R6:8E6

机制

把原数据看作键值对形式&根据给定任务目标的查询值计

算键值和查询值的相似系数&即得到向量值得权重系数&

之后利用权重系数对向量值加权求和得到注意力机制输出%

在
MR

_

"MR

_

纠错模型中加入
*::R6:8E6

机制来学习句子之间

的长距离依赖&计算公式为*

G&&J"&$="

!

)

&

/

&

2

"

2

%=

,

&JDd

!

)

/

)

"

2

!

"

"

式中&

/

代表词的键向量&

)

代表编码词的查询向量&

2

代

表值向量%通过计算权重得到注意力机制分布情况&从而

得到对于当前输出位置相对重要的输入位置权重&在预测

输出时相应地也会占较大的比重%即解码端自动选择与正

在生成目标词相关源语句的词汇&进而提升了模型纠错的

准确率%

基于
MR

_

"MR

_

文本纠错模型的纠错准确率会受到训练数

据集影响&因此要对训练语料预处理%先去除语料中非文

字符号&接着对句子进行分词编码$然后分析数据获取训

练数据的统计性信息&最后对句子重新排列以优化训练过

程%本文基于
MR

_

"MR

_

的纠错模型由编码器和解码器构成&

在解码端加入注意力机制分散对输入语句各个词的关注度

以掌握输入序列的细节信息&降低了错误文本对最终生成

结果的影响%由于解码器前一时刻输出影响当前时刻输入&

因此在模型训练时要清楚每一刻正确输入形式%那么对于

所有训练样本&训练结果应使得全部训练样本预测概率之

和最大&通过最大化似然函数获取最佳纠错模型%

本文内容纠错算法的流程如图
'

所示&首先&系统加

载并初始化算法模型&然后使用正则匹配方法&对正文部

分以中文标点符号的分句规则进行分句&待检测句子逐句

输入文本纠错模型&模型读入该检测句子后会计算并返回

一个算法认为正确的句子并与原句子进行对比&若两句相

同&则待检测语句没有错误$若两句不同&则待检测语句

可能存在疑似错误&算法将返回结果作为纠错建议%

图
'

!

内容纠错算法流程图

对于标点符号的错误&由于办公人员疏忽而多打了一

个标点符号&造成标点符号的冗余%本系统采用遍历循环

的算法遍历全文&定位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判断该位

置标点符号的数量&若出现两个以及以上的标点符号&判

断标点符号冗余&返回标点符号错误的位置并以批注的形

式显示出来%此外文档的标点大部分是全角符号&而办公

人员在写作时可能会误用半角的标点符号%本系统在遍历

全文标点的基础上&判断每个标点是否为半角&若判断结

果为半角标点&则返回标点错误的位置并以批注的形式标

注出来%

B

!

文本自动纠错系统测试结果分析

B@?

!

系统开发软硬件条件

本文采用
=

U

:NE6

编程语言&基于
.,*

技术和
MR

_

"MR

_

深度学习模型&在硬件设备为
H86TÈ F%#

的
0+

位操作系

统&处理器为
36:ROZEQR8(W&"##-

&内存为
'C

的计算机上

开发了一套文本自动纠错系统%系统界面如图
)

所示&主

要由模板生成'格式校对和内容纠错三个功能组成%办公

人员利用模板生成功能选择对应类型的文档模板&在模板

基础上进行内容写作&内容编辑完成分别利用格式校对和

内容纠错功能对文本进行格式和内容纠错&保证最终成稿

文档的规范性和正确性%

B@A

!

系统测试结果分析

将文本自动纠错系统应用到某机关的公文纠错工作中%

分析机关常用公文类型与格式要求&系统制作常见公文类

型
HEQT

版的格式模板供办公人员起草公文使用%以请示公

文为例&

HEQT

版公文模板如图
%#

所示%公文模板一般由

版头'主体和版记三部分组成&其中文本要素的段落与字

体格式是固定不变的&办公人员只需要在相应文本要素的

位置进行内容编辑即可%

办公人员在使用格式校对功能时先选择需校对的文档

及文档类型&再选择是否检查文档格式并对文档进行格式

校对%首先点击 ,选择文件-按钮打开需要格式校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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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

!

文本自动纠错系统界面

图
%#

!

请示公文模板

档&接着点击 ,选择公文类型-下拉框选择需要校对的文

档类型%若点击 ,开始检查-按钮&系统会打开文档检查

文本格式错误并生成批注&同时如图
%%

所示&会在 ,检测

信息-文本框显示格式检查的结果供用户参考%若点击

,保存结果-按钮&就会将 ,检测信息-框的内容保存为

>:d:

文件%若点击 ,格式校对-按钮&系统就会对当前文

档进行格式校对&并弹出 ,格式校正完成-提示信息框%

该功能减轻了办公人员格式校对的工作负担&并且通过分

析格式检查结果有利于了解文档常见的格式错误以加强办

公人员的写作规范性%

图
%%

!

格式检查的结果

以信函公文为例&图
%"

展示了文档格式校对结果的部

分截图%该截图展示了格式校对功能对文本要素的字体段

落格式以及空白段落的校对%在字体格式校对方面*调整

主送机关为楷体&一级标题为黑体等$在段落格式校对方

面*调整主体内容第一段为两端对齐'首行缩进两字符的

格式&调整一级和二级的层次标题段落缩进两字符等$在

结构调整方面*在标题和主送机关之间插入一行空白段落%

系统的格式校对功能可以实现对文档写作中常见格式错误

的校对%

图
%"

!

格式校对结果图

文本内容检查功能无需选择文档类型%首先点击 ,选

择文件-按钮打开需要内容校对的文档&若点击 ,开始检

查-按钮&系统会打开公文文档检查公文内容错误并生成

批注%以通知公文为例&图
%$

展示了文本内容纠错的部分

截图%

图
%$

!

内容检查的结果

此时在 ,检测信息-文本框也会显示内容检查的结果

供用户参考%若点击 ,保存结果-按钮&就会将 ,检测信

息-框的内容保存为
!:d:

文件%若点击 ,一键纠正-按

钮&系统就会根据内容查错结果对当前文档进行内容纠错%

如图
%+

所示&内容检查文档以文本文档保存&文档内包含

了字词错误'冗余错误'标点错误的查错结果及纠错建议%

其中 ,侦查-是基于文档常出现文本错误建立的自定义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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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库而检查出来的文本错误%内容纠错功能保证了文档内

容正确性&通过将内容检查的纠错建议加入到用户自定义

纠错库中有助于提升文本纠错准确率%

图
%+

!

内容检查文档的效果图

本文将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应用到机关

公文纠错工作中&通过对
$#

篇公文文档的纠错测试发现&

对文档常见格式纠错准确率在
0#h

以上&对文本内容纠错

准确率在
"#h

以上%该系统能够满足办公人员基本的文本

纠错需求&极大地提升办公效率并降低校对工作的负担%

C

!

结束语

随着信息化时代不断发展&电子文档应用越来越广

泛&面对电子文档复杂的格式和内容错误&需要文本自动

纠错系统作为辅助以减轻校对工作的负担%结合当前办公

人员的纠错需求并参考当前文本纠错技术&本文提出基于

深度学习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设计系统由文档模板生

成'文本格式纠错和文本内容纠错三个功能组成&实现生

成不同类型的标准格式文档模板&对文档进行格式校对与

内容纠错同时生成检查文档供用户参考纠错建议%本文首

先设计文本要素识别与检查算法并基于
.,*

技术实现文

本格式校对%然后基于
MR

_

"MR

_

深度学习模型训练字词'

语法和标点符号查错模型完成公文内容纠错%然而系统的

格式校对功能无法校对一些特殊的文本格式&如调整两行

标题居中对齐及分别设置不同行的缩进格式%此外可以通

过降低模型训练过程的过拟合或优化神经网络结构参数的

方式进一步提升文本纠错准确率%最终&通过系统测试实

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文本自动纠错系统的格式和内容纠错

率都基本了满足办公人员的纠错需求&极大地提升了办公

人员的写作效率和文本纠错的准确性&推动了电子办公时

代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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