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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5O年 心，机器翻译被视 为一十纯粹的“解玛 闻 

g．基于经验的、概翠统计的方法在机群翻洋的研究 

中非常盛行 但是由-。当时计算毛『已性能和资源(如计 

算蘸度．存储存量 机器可读曲文本(语料"十分有 

限．对于这类方法的支持远远不够．因此过樊方法根 

快就被人们冷落了。随着乔姆斯基文法体系的建立， 

为机器翻译的研究提供 了一十坚实的理论基 础，基 

于规贝lf的第二代机器翻译 系统得到了迅速 发展．能 

力(Competence)模型得判 了凡ff1的极大关注，却忽 

视了对大量真实 语料的调查研 究。于是当遗娄 系统 

用于处理太规模 的真实语料时 ，人 们发现基于规jilf 

的礼器翻译系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主要 表现 

在 ： 

1．为 了描述复 杂的 自然语言 。文法规则的超 攥 

越来越大．人们在设计规 皿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 

带有主砚髓意性 。西此文法的维护和一致性的保证 

越来趣困难。人 们日益感到文法的产生应当基干大 

量的真实的语料．必须建立一一种基于语 料的支持 文 

法生成和维护的工具 f 

2．基于规 刚的 系统处理歧 卫的能 力差．规 则所 

表示的语言知识是 普遍的 、理性的和太牲度的 ．因而 

在分析 自然语言的句子时 ，常常会生成许 多分析树， 

尽管许 多悄巧的理 论为 消障歧 芷提 供了支持，忸进 

些理论的实际运 【{i却差强 人意 造或选种困境 的一 

个主要原西是逮娄系统忽视了语言中特殊的 经验 

性 的和小粒度的知识 。而这些 知识 对于消除歧 义起 

重簧作用} 

3．基于规则的系统表示和处理的词法，句法知 

识的 广虞和深度十分有限。由于缺乏对大 量语料的 

谰查 ．加上在系统设计龠『实现上的一些技术原因．这 

类 系统的 文洼规则的数量是有 限的．对于规 刚描述 

以外的语 句系统无法处理 。因而其灵活性较差 。 

正是由于基于规刚的机器翻译系统遇到 了这些· 

困难 ，人们认识到对大量语羊{的研究是必不可步 的。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计算机技术的迅建发展，计算机 

的速度、容量和觇器可读的大规 摸文本部为语料库 

的研究提哄了强有力的支持，基于概率统计的、经验 

性的机 器翻译方法再度唤起人 们的关注。基于概率 

统计的方法有利于表示搭言中持殊的、小柱度的知 

识 。善于处理语言的不确定性 。因此，将语料库技 术、 

概率统计 方法结合到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中成 

为当前研究的一大趋势 ． 

= 、语料库及其加工技术 

语料库是大 量的、能 ．丧某 一领域的语 言现象 

的真实语言材料的集台。̂ 们建立语抖库，是期望从 

中 获得对真实语言现象 和规律的认识 。晟啄始的语 

斜 如果不经过任何加工 ，对于机器翻译的研宠米说 

意卫币太 ．只有刍语料被加．=[之暗，蕴 岔在浯制中的 

语言知识被标识 出奄．凡0]寸能 在大 量的语 占现象 

·)悍刊靳3计划863 3 ．邮 06谭 的 ￡持 王挺 博士生，主爱研竞F向 努计算机轧件 丰fL 翮障 语H库讨 学等 阵托旺 

赖桎，饵r生导师，主《奸冠育 鸯计舜机轵件 凡 智能莓，史晓束 博 士．主《研 方向 智 藓Hl 件 机器翻淬等 

· 52·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总结 出规律井甩之于 机器窬f译的研甓．目前 对语 

1c；的加工主要有诵法标注 句法标往 、语义特征琢注 

和蔽语对应等． 

2．1 词法标洼 

诃 法馆注是对语料中的单词标以词类。诃 类的 

标注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基于规 则的标注方法 ．如 

BROWN语 科库 的标注乐统 TAGG1T，其准确率为 

77％；另一种是基于概率的方法 ，如 LOB语 料库的 

标注系统 CLAWS，其准 确率为96·97 后者比前者 

更准确，但是后者通常需要 有大量 已经标 注好的语 

料作为训练语料，从中袭取标注系统的概率参数 ，寒 

保证标注的准确率 。近年来 ，人们为了 克服这个困 

难 ，将隐古马尔斟夫 懈型(HMM)引入到标注研 究 

中，把诃类标注同题视为 已知一词列(即观察序 

列 )．如何 求出其 正确的诃类 序列 (即 隐藏状 志序 

列)。遗洋就可以把标注系统的参数 怍为 一十 HMM 

的参数用未标注 的语料进行训练 这种方法无需{fj 

耗大量的人力求标注训练语料，但训练过程中所需 

的计算较多，准确率也有所下降 。 

2．2 句法标注 

所谓句法标注，就是将语辑中的句法单 位标注 

出米，直观地说。就是标 出各个句子的语法分析树。 

这一过程与机器翻译 中的语法分析是一样的 。句法 

标洼通常有三种方 法。 

2．2．1 基于规则的标注方法 。使用语法规则及 

分析程序分析语料，以获取语法分析树．这种方法的 

好处在于使得标注的结果符合统一 的文法 +具 有较 

好的一致性．但是这种方法具有基于规 昊!『的系统的 

通病，一是消歧的能力差+分析的结果经常是多棵分 

析树 。必须用手工的方法对这些分析树进 行判断和 

挑选。耗费大量的人力，在标注大规模的语料库时， 

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二是该方法 不能处理文法覆盖 

范围以外的浯句．欢乏灵活性 

2．2 2 基于概率统计的标注方法 使用句法单 

位间的互现概率对语料进行旬法标注”一。其长处是 

对语料 的分析不嵌赖于文法规 则的设计。仅根据 句 

法单位之 间的相互信息垃 计米分析语料。该方 法在 

处理较短的句子时可 簌得较好的结果(在分析1 5 

词以下的句子时 ，其准确率可选98 )．但在处理较 

长的句子。尤其是带连词的鹱台句时 ．其准确宰 有所 

下 降(在甘析 30词 以下的 甸子时 ，其准 确 率 为94· 

95 )。另外，这种 方法要 F日已经 标洼好的语料 训练 

概率 参皴(Macus啊 BROWN语 料库进 行训练 干Ⅱ测 

试 j 

2．2．3 氍率统计与规则相结台的标注方法。将 

概率参数 引^到规则系缓 中，即使用基于规则的分 

析方法生成可能的语法分析树 ，用 概率传播来计算 

各个分析纣的可靠性，作为选择最佳树的标准 一般 

来说．我们可以给每一条规刑赋予一个 慨宰参数，如 

对于上下文无关文法，其规则形为， 

S~ NPVP(p) 

其中+ { 子该产生式的概率。Brisoe和 Caron提 

出了一种更精细的方法．录用广义 LR分析方法，将 

概率参数赋予 LR分析表的每一个动作项，而 不是 

文法规吒{。这种方法能揭示出 自然语言中小粒度的 

相关性 。 

2．3 语义特征标注 

对语料进行语义特征标注的前提是选掸一套语 

义特征。目前语 殳特征标洼研究教少．其根本原因在 

于人们对 于语义阉题的研究还很不成熟t对 于语义 

特征的选择与组织 ；丕存在较多争议．但是我 们应当 

看到，没有经过晤义加工的捂料所能反映的知识是 

有限的。对于 L器翻译来说，待心选择一套语义特征 

系统．井对语料库恬以语义特征，鄢么我们至少可以 

从中获得一些在机器翻译的消歧过程中非常有用的 

知识 ，各个单 诃的语 义特征集合 ，动诃与名词、形容 

词 副词之间的语义约柬条件等 ．而在目前的大 多数 

机器翻译系统中，这些知识都米源于系统的开发者， 

缺乏对真实语料的研究，知识的垒面性，系统性和真 

实性难以保证 。 

2．4 双语的对应(Bilingual Aligning) 

在两种语言的语料中建立源文和译文之间的对 

应关系．选种对应是多层次的。可以是文章与文章之 

间 段落与段落之间 句子与句子之 间、句法单位与 

句法单位之同、单词与单诃之何的对应。随着对应层 

次的深入 ．建立对应的难度越大．GB'e和 Church根 

据潭文中的转长句子对应的译文也较长的事实，提 

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使用统计方法的模型米建立双 

语(英、法)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模 

型恨据句子中字符的个数 ，使用动态规 划(Dynamic 

Programming)方l洼寻找 句子之 同的最佳对 庄关系， 

其准确率达到96N。这种 摸型的准确率含由于不同 

的双语而有所不同 另外，在建立句子 内酃单位之 

间的对应的研究方面．Brown提 出了一 乐刊基于概 

率统计的模型米建立单诃之同的对碰【． 

三 语料库对机器翻译的支持 

基于蝇则的 乐垃本身斩固有的缺陷堆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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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 日盏认识到将 语料库拄 术结 台到机器翻译 中 

来，对于克服这些困难是大有帮助的。语辩库可 以从 

多方面、以 多种方式为机器 翻译的研究提供支持 -主 

要有以下三大类 

1．基于双语语料库的，单纯使用统计方法的机 

器翻译。这种方法完全抛弃了规则．仅使用氍率统计 

来进行语言之间的翻译。根据 贝叶斯理论 ； 

Pr(T PS)一 

其中，s，T表示1源语和 日标语的句子 ．Pr(s)，Pr(T) 

分别表示 s，T在 各自语言中出现的溉率 ．Pr(s{T) 

梭解释为在 T出现 的情况下 -其对应的源语言句子 

为 s的概率。那幺．机器翻译可视 为r给 定源语句子 

S．通过计算来寻求一个 目标语 句子 T使得 Pr(TIs) 

为最大的过程 。即； 

T=ma删P TIsj一 x 

由于 s是给定的-上式可化为t 

T—maxPr(TjPr(S’T) 
T 

Brown在文[3]中提出了两个模型：1j用于计算 

Pr(T)的语言模型．其参数的值来源于 目标语的语料 

库I 2j用于计算 Pr(S。T)的翻译模型 ．其参数的值来 

源于潭语一目标语的双语语料库。翻 译模型要求在双 

语之间建立单词一级的对应 ．用这些语料训练模型 

的参数 。虽然选种方法的译 文准确率仅为48 ．但是 

若在其译文的基础 上进行译 后编辑生成正 确的 译 

文，剐比手工翻译硪步60 的工作量。 

2．基于语料 的讥助翻译 。由于现有的全 自动机 

器翻译 统的能力和』、们的实际要求 相距甚远t讥 

助翻译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t力求将现有的机器翻 

译成果用到实际系统中．尽量发挥计算毛『L的作用-最 

太限度地 支持』、工翻译 。浯料库 也为机助翻译提 供 

了有力支持 加拿大的 CIT[为政府的翻译局开发了 

扎助翻译系统 Translation Worksta~；on，该系统为 英 

法双语料库建立了句子一级的对应。用户在翻译的 

过程调到疑难的单诃，词组t可以通过对应关系．拉 

出语料库中包含这些单词和词组的句子及其译文· 

供用户参考 。 

3．语料库对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 系统的支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到．单纯的基于统计方法 

的机器翻译系统和单纯的基于规 刚的机器翻译系统 

都有长处和不足；前者能较好地处理语言中的不确 

定的，，J、粒度的知识 ．灵活性好 ，但不便于反映语言 

中确实存在的确 定的语法规律和语义知识 后 昔能 

较好地处理语言中的确 定的，太 粒度的知识·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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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分析方法较 丰富 ．但不能表示语言中的不确定 

的、小粒度的知识．灵活性差。因此将两种拄术结台 

起来应当是有益的 。语 料库研究的 辨起不应当视为 

基于规则系统的没落 ．直当用浯料库 技术来支持基 

于规 则的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在基于规则的 系统中 

结台语料知识和统计方法 ，以克限现有毛『L器翻译 系 

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语料库技术可以在 

下面四个方面妻持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 系统的研究 

和开 发 ； 

1 词典信息。机器翻译系统中的词典包含了毛『L 

器翻译过程 中所需要的词法、语法和语义佰息．这些 

信息对于消除歧义非常重要。词典的词汇的选取应 

当基于对大量语料的统计．这对于抖学地保证面向 

子语 言顿域的毛『L器翻译系统的词汇 量尤其重要。此 

外词典中的词的固定搭配 ，语义特征、单词之间的约 

柬条件等知识均可 通 过对语料进行加工 (如词法 

镓注 ，句法标注、语义特征标注等)．经过统计和提炼 

而来 。尤其是对 于一词 多义、一词 多类等情况 ．我们 

可以用从语料 中统计出各种词类 、词义的出现氍率 

“及 榴应的上下文的约束条件，为毛『L器 翻译 中的消 

歧提供依据。词典的知识 只有来源于大 量真实语辩 

才是真正可靠和全面的。 

2，文法规则。困扰基于规剐的毛『L器翻译系统 的 
一 个问题是 ．文法规吼{的规模往往很大 ，而且在处 理 

真 实而 复杂的语料时又 必须不断 地对文法进行扩 

充，修改-在设计和修改规则的过程中又常常带有很 

强的主观随意性 ．缺乏科学的依据 ，文法的一致性维 

护也根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以大量的语料为基础．建 

立一套界面友好的工具，支持』、t丁从语料中抽取文 

法规刚．由计算机辅助』、们按照一定的方式来设计 

文法 规则t完成一致性的维护，这个问题的解决就稍 

微容易一点 了。从语料中抽取文法规则是一个交互 

的过程t在这十过程中一个方便而有效的工具是必 

要的 。 

另一方面，在本文的语料库的句法标注一节中． 

我们看到概率参数可以赋予文法的规则甚至是 LR 

分 析表中的动怍 ．以表示不确定的、小粒度的知识 + 

而语料库则可以为这些参数提供最据。我们可以通 

过直接对标注过的语料进行缱计获得参数值．或者 

用语料逐步训I练 文法中的参数-使其进到最 比。 

3．目标语的生成 目标语生成规则的表 示和设 

计是机器翻译中的一个难点 语料库为我们提供 了 
一 条值得尝试的途径 ：通过在职语语料库中建立句 

子 内部的浯法单位一级的对应关 乐．找出婚语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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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黔} 、 |是 
， 

标语的对应的语法单位之间的位置变化关系．进而 

从中抽象出源语到 目标语的生成规则。这 种从语料 

中获取生成规则的方法对于提高机器翻译 系统 的模 

块性、可伸缩性非常有益。 

4．测试与评 驭溉语料库可以为机器翻译系 

统的测试与评价埠供平台 将机器翻译系统的源语 

句子的分析结果及译文，与语料库中的源谮和 目标 

语的对应关 系进行 比较 ，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评价。 

在这里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层次决定了 

语料库在测试和评价机器翻译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对应的层次越深 ，我们所作的评价就越准确。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四、一个 CBMT模型 

通过上面的分 折，我们可 以看到基于规 Ⅲ!f的方 

法和统计方 法都 各有优劣，因此 我们设计了一 种基 

予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研究模型(CBIvIT)，用 以将缱 

计方法与基于规则的方1岳结音(图t) 

知 识 获 取 

反 馈 信 息 

cm 檀型 

图1 

在CBMT模型中，我们将机器翻译 幕缓视为两 

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语言知识摸块，包括词典、源语 

警 髫嚎 
言语法规则 目标语生成规则等语言学知识 ，这些知 

识包 含了相关 的统计信息，是机器翻译 系统的 智 

能 部分}第二部分是翻译的执行模块，包括词法分 

析 语法分析，结构调整、目标语生成等过程(也可能 

包含中问语言处理过程1，这些过程使用语盲知识进 

行分析和推理，并与语言知识模块保持相互独立t这 

一 部分可视为机器翻译系统的 机槭 都分。基于这 

种思想，CBMT模型从加工后的语料库中获取语言 

知识．并与执行模块根结台形成机器积泽系统．由译 

文评价模块根据双语语料库作出评价，将有关的信 

息反馈到语料加工 模块 ，沿着知识 的漉 向对各个模 

块进行优化。 

在 CBMT模型中，语料的加工(标拄 建立对应 

关 系)是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所形成的机器翻译 

系统的质量{知识获取摸块是关键，它决定了我们能 

在多大程度上儿语料库中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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