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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型机器翻译研究获重要成果

陈肇雄 王英姿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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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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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 目简介

机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从一种自然语言 (源语言 ) 到另一种自然语言 ( 目标语

言 ) 的转换 (翻译 )
,

为此
,

就必须要有对源语言和对目标语言的了解
,

并要有一种好的处理

机制
,

在这种机制中
,

有着包括人类常识在 内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lj[
。

可以说
,

高性能机译研究

是涉及语言学
、

计算机科学
、

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
,

它几乎涉及了语言信

息处理的所有研究领域
,

是当前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
“

瓶颈
”
和突破 口之一 z[,

3〕
。

机器翻

译在技术实现上需要模拟人的复杂思维过程
,

理解各种语言学知识
,

并建立起复杂的推理计

算模型
,

以实现两种自然语言之间的转换
。

因此
,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实现高性能机译系统
,

被公认为是一个 国际性的技术难题
。

由于机器翻译是未来语言信息处理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

许多发达国家不惜为此投资巨金
,

把机译研究提高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高度予以支持
,

并开

展全国性和多国性的联合攻关
。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机译课题组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
“ 8 6 3” 专家组的大力

支持下
,

组织了全国七家主要研究单位的几十位机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

经过长达十年的

艰苦努力
,

在机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

创立了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体

系
,

并成功地开发了国际上第一个智能型英汉机译系统
,

该系统技术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

该项目的参加单位有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

中国科技情报所
、

中国科健公司
、

北

京科技大学
、

北京联大自动化工程学院
、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

总参第 61 研究所等单位
。

智能机器翻译研究项 目获 1 9 9 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其中基金课题
“

智能机器翻译

理论研究
” ,

重点研究了智能型机器翻译中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

为该获奖项 目的重要部分
。

2 智能机译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技术难点〔4一 `〕

人们对机器翻译存在着许多误解
,

其中之一就是把机器翻译技术等同于 电子词典
、

袖珍

型电子翻译机
,

如快译通等
。

事实上
,

机器翻译是一门高难度的交叉学科
,

一方面
,

机译技

术的发展会受到相关学科的限制
; 另一方面

,

机译技术的突破又可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

如
,

通过对智能型机器翻译的研究
,

可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

并可从应用角度

为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的研究提供基本依据
,

以促进计算机系统朝着具备知识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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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推理和友好用户界面方向发展
。

从语言学角度看
,

机器翻译要重点研究机器词典和语言文法等
,

包括词典中的语法信息
、

语义信息
、

以及与词条相关的一些语用特征的设置和选择等
,

以及与具体 自然语言相关的短

语
、

句子及文章的结构规律信息和这些信息的表示等
。

从计算机角度看
,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如何建立友好的软硬件支撑环境
,

包

括
:

为计算语言学工作者提供字典信息辅助或自动收集工具
,

文法规律辅助或自动发现工具
,

实现面向具体文法的和通用的语言分析处理机制
,

以及大型数据库和大型知识库等川
。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
,

主要是为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建立各种认知模型
,

研究人类语

言的本源特征
,

以便建立包括非语言学知识的 日常生活常识处理的计算模型
。

从数学角度看
,

主要是为自然语言处理提供数学基础
,

为各种文法分析机制
、

字典管理

机制和常识库系统的计算机实现提供效率上可行的算法理论等
。

总之
,

智能机译研究几乎包括了自然语言处理的所有核心技术
,

其处理对象是灵活多变

的自然语言
,

不但需要用一种机器能理解的形式化语言对人类的认知进行模型化
,

对无规则

的
、

无限的 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描述
,

同时还需要建立高效
、

多功能的计算机算法
,

对所表

示的知识进行推理
。

自然语言表示具有极大的模糊性
,

其所涉及的知识十分庞大
,

被公认为

国际性难题
。

国外一个机器翻译系统的建立大都要经历数年的理论研究
,

而仅仅从模型到实

用系统就需耗费数百万
、

千万甚至数亿美元
,

花 5 至 7年的时间
。

3 我国机译系统的技术水平

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
“ 8 6 3 ”

计划的支持下
,

完成了理论上和工程实现上的重

大突破
,

仅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6 万元和
“ 8 6 3 ” 计划的 44 万元人民币资助

,

便完成了

国外需数百万
、

千万以至数亿美元才能完成的系统开发工作
,

并形成了智能型机译理论体系
。

研制成功的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

在系统翻译正确率
、

译文可读性以及开发周期等方面

均有突破性进展
,

在国内外机译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

在国家科委组织并主持的鉴定会上
,

包

括中科院院士在内的一些著名专家一致认为旧
: “

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IM T / E c 研制组

创造性地提出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理论体系
,

在系统的开放性与一致性保证
、

复杂多义区

分
、

上下文相关处理
、

基于不完备知识的推理
、

多种知识的一体化分析
、

机译知识的获取和

应用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

应用该理论所涉及和开发的 IM T / E C 系统具有软件独立于具体文

种
,

智能化程度高
,

翻译速度快
,

占用空间小
,

准确率高
,

译文可读性好等优点
。

IM T / E C 系

统在理论基础
、

总体设计
、

系统实现和应用效果等方面
,

总体上已经超过国外同类系统
,

处

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 ”

目前
,

该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已经拥有 1 0
.

5 万条基本词汇
,

25 万个汉语对应词
,

15 0。 条通用规则
,

15 万条特殊规则和成语规则
。

表 1 列出了智能型机器翻译与传统机器翻译

在理论和技术上的比较情况
〔 ,

, “ 〕 。

4 重要创新

依据智能机译理论
,

我们设计和开发的 IM T / E C 系统
,

与当前国际上 比较成功的机译系

统相 比
,

具有以下理论和实现方面的重要创新和优点
仁̀」:



第 3 期 陈肇雄等
:

我国智能型机器翻译研究获重要成果 2 2 5

( 1 ) 总体设计
。

提出并实现了
:

开放式的总体结构
; 独立于具体文种的软件环境

;
适用

于语言分布式存贮的多包机译知识库结构
; 强有力的例外处理能力

;
高效的实现算法

。

( 2) 语言工程
。

研究如何把语言学知识和用于机器翻译的一些非语言学常识进行归纳和

形式化描述
,

以便适合于计算机处理
。

其中
,

语言学知识包括翻译过程需要用到的词法
、

语

法
、

语义以及语用等知识
; 而非语言学知识包括机译过程中常常涉及的学科分类

、

背景文化

知识以及专业知识等
。

具体创新工作有
:

适用于智能型机器翻译的 S C 文法体系
;
与 S C 文法

相适应的可变换层次词典结构
;
高度形式化的多级语言特征体系和固定结构规则

。

( 3) 翻译处理环境
。

研究如何应用形式化的语言学知识和非语言学常识
,

实现从源语言

输入到 目标语言输出的转化
。

这一过程包括词法分析算法
、

结构分析算法
、

上下文相关处理

以及 目标语言生成等分析和推理机制 的实现技术 9j[
。

我们的工作有
:

独立于具体语言的词法分

析算法
; 综合运用语法

、

语义
、

常识的一体化分析技术
;
基于超前与反馈分析的上下文相关

处理技术
;
基于不完备知识的智能推理技术

; 动态多路径选择技术
; 以及主特征相容合一匹

配技术
。

(4 ) 知识处理环境
。

研究如何提供一套有效的软件工具环境
,

帮助语言学家归纳语言知

识和简单的非语言学常识
,

实现这些知识的形式化描述
,

供翻译处理软件使用
。

我们的工作

包括
:

面向多用户操作的知识一致性保护机制
;
分散应用特殊规则的处理技术

;
单一形式的

知识表示形式
;
高效快速的知识信息压缩技术

; 面向对象的多包知识库结构
; 开放式的知识

获取环境
;
规则精炼及知识重组

。

(5 ) 系统开发环境
。

提出了高效的分散式语言工程实现方法
; 开放的系统软件环境

;
独

立于具体文种的软件支撑环境
;
高效处理算法的实现技术

。

表 1 传统机器翻译理论和技术与智能型的比较

技术类型 语法型 语义型 知识型 智能型

应用知识类型 语法知识为主 语义知识为主 常识知识为主 语法
、

语义知识及简单常识一体化

优点
较好保持源文结

构特点易于实现
便于多义区分 理解原文实现意译

有机综合语法语义型的优点
,

可实
现多路径交叉分析

不足 不便于多义区分
规则不易总结
系统很难实现

难以实现实用系统 新理论

应用范围

典型系统

早期系统

E U R O T R A

实用系统很少

O D AM T

无法推广实用

K B M T

已实际应用

IM T / E C

5 项目的产品化推广

项 目组开发成功的智能型英汉机译系统不仅开展了跨专业的全文翻译服务
,

还解决了机

器翻译系统在袖珍机的时空限制下难以实现的国际性技术难题
,

并成功地开发了世界上第一

部袖珍电子翻译机—
“

快译通 E C 8 6 3 ”

系列产品
。

目前产品有
:

( l) 智能型跨专业全文机

译系统
:

电力专业
,

海洋专业
,

商贸专业和计算机专业等
; (2 ) 多语种机器翻译系统

:

汉英

翻译系统
,

俄汉翻译系统
,

德汉翻译系统
,

英 日翻译系统
; (3 ) 袖珍电子翻译机产品系列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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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电译机8 6 3 H
,

快译通英汉 8 6 3 A
,

快译通英汉 8 6 3 B
,

快译通英汉 8 6 3 C
,

E C 60 0 o 和 E B S 0 0 0
。

6 科学意义及经济效益

该项 目的开展
,

促进了机译技术和相关学科的发展
,

培养了一批从事语言信息处理的科

研人才
;
发表专著 2 部

,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 论文 80 余篇
;
培养博士 8 名

,

硕士

近 20 名
。

该项 目创造出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为国家直接创汇 86 0 万美元
,

十年合同额为 2 4 4 4

万美元
。

7 今后的研究

计划在智能型机器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利用我们的技术优势和已形成的人才队伍
,

开

展以 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

( 1) 自动电话翻译的研究
,

该项研究已经起步
,

并 已取得阶段性成

果
; ( 2) 军事科技情报领域智能型机器翻译系统研究

,

首先开展航空
、

航天领域的机译研究
;

( 3) 信息高速公路上智能查询和实时翻译系统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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