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与应用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收稿日期!

"#"# #& &*

$

!

修回日期!

"#"# #" "&

%

作者简介!党莎莎!

&''&

"&女&山西临汾人&硕士&助教&主要从

事英语教学与翻译等方向的研究%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

/

!0123!&&4%+*"

$

5

6

!"#"#!#%!#((

!!

中图分类号!

78('&!&

文献标识码!

9

基于改进
VY3

算法的智能识别英语

翻译模型设计

党莎莎! 龚小涛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西安

!

+&##$'

"

摘要!广义最大似然比检测 !

SE@

"算法模型翻译识别结果存在数据点重合的情况&精确度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为了准确地

识别短语&设计了基于改进
SE@

算法的短语智能识别算法&该算法构建标记规模约
+%

万个英汉单词的短语语料库&使短语具备

可搜索功能&通过短语中心点构建短语结构&可获得词性识别结果&依据解析线性表的句法功能校正词性识别结果中的英汉结构

歧义&最终获得识别的内容$综合的测评结果上看&基于改进
SE@

算法识别精度
')f

以上&综合得分
'":(

分&该算法克服了

SE@

的弊端&相对统计算法和动态记忆算法提高了运算速度和处理性能&更加适合机器翻译任务&为在智能机器翻译领域提供

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智能识别$改进
SE@

算法$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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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伴随教育'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翻译应用

产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

*

&这些应用主要集中在学术文献'

搜索引擎等外文翻译方面%因此&机器翻译技术有着庞大

的市场应用需求&发展前景较好%以往的机器翻译技术或

多或少有些弊端&翻译的精准性太低&是阻碍机器翻译技

术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瓶颈%在实际的机器翻译产品测试环

节&比如百度'

S--SEK

翻译软件&翻译结果和实际专业

人工翻译的质量相差较大)

"

*

&暴露出现有的机器翻译水平

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翻译需求的状况&市场亟需一款高性能'

翻译准确率高的机器翻译技术%得益大数据的发展&许多

研究者寻求通过计算机辅助翻译 !

0?J

6

F5BL<3QBQ5L<1PD<X

53?1

&

R97

"来帮助完成翻译工作%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核心

思想是(翻译的结果通常被当成辅助性的参考&最后是由

用户来判断翻译的优劣&进行人工选择$另外一方面对语

料库的运用&能够把各个行业领域的词汇进行归类整理&

让翻译的质量得到改进&更加贴近用户的实际需求)

(

*

%合

理使用翻译频数较高的专业词汇语料库能够很大程度地'

较少重复'翻译工作量&而且还能极大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周亚婷)

%

*分析了英语篇章机器翻译符合单位属于句号

局的特性&其单位为
M7

小句&对其翻译单位体系中的

879

模型实现了英汉翻译的过程&实现面向篇章翻译英汉

小句语料库的建设&对其中的
879

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彰显了语料库的重要性%卢蓉)

)

*改进了传统基于规则

的机器翻译模型&使用基于语义网络的英语机器翻译模型&

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使用基于向量混合的短语合成语义

统计英语机器翻译方法&在翻译相似度模型的度量过程中&

使用余弦相似度计算方法获取两个向量的语义相似度&加

入加权向量法计算规则辨别两个相似向量的不同之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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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准翻译的结果&保证翻译的质量%黄登娴)

*

*克服了采

用管道式逐层分析技术对机器翻译进行解析&将切分的短

语单词与短语语料库对比分析词性和句法&进一步获得待

翻译的英文的句法结构的方法错误具有逐步传递和累积&

最终导致翻译准确率较低的弊端&设计基于知网的词汇语

义相似度以及对数线性模型&采用汉英依存树到串的方式

保存对应的双语语料&提供对语言依存结构化的处理&确

保汉英双语的对应关系&计算知网运算输入需要翻译句子

同实例库内源语言中词汇的语义相似度&进一步提高了翻

译的准确率&翻译结果具备较高的准确性%

经过对以上文献的总结&发现在翻译过程中某个句子

的短语包含的语义通常是这个句子中的核心内容&对短语

的智能识别是语言识别中重要的环节&其原理就是通过对

句子中的短语进行识别汇总&然后分析短语的词性和句法&

对照短语语料库进行翻译和自动组合&最终得到原文句子

的翻译结果)

+

*

%在机器翻译领域&短语的智能识别是关键

技术&可以满足翻译样本的选调'平行语料的精确对齐&

采用短语智能识别的技术能够有效减少语法上的歧义%结

构歧义是当前英语翻译领域中的难点&需要运用词性识别

算法来解决&本文使用基于改进的
SE@

)

$

*

!

=

B1BL<D3\BQ

J<Z3JFJD32BD3C??QL<53?

&广义最大似然比检测&简称

SE@

"算法的机器翻译算法&该算法构建标记规模约
+%

万

个英汉单词的短语语料库&使短语具备可搜索功能&通过

短语中心点构建短语结构&可获得词性识别结果&依据解

析线性表的句法功能校正词性识别结果中的英汉结构歧义&

最终获得识别的内容&确定翻译中短语的实际位置范围&

以期一定程度上缓解结构歧义在当前英语翻译领域中的弊

端&提高短语识别的效率%

@

!

短语智能识别算法

@C@

!

短语语料库构建

语料库在智能英语翻译模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

双语短语资料存储在语料库中&能够对汉语'英语中的短

词语的词性进行精准的标注&规范每个短语的功能&能够

大幅度地提高英汉机器翻译过程中的短语自动识别算法的

精确性和时效性)

'

*

&协助英汉机器翻译地更加准确%众所

周知&通常的英汉机器翻译都是将长句转换成多对短词语

形式&然后匹配语料库中的语料&采用打分算法评估翻译

后的上下文环境和相应的翻译短语的优劣&加大标记范围

等方法能有效提升得分&这也是一些新兴的算法创新的思

路&最终形成机器翻译的结果%所以&构建的短语语料库

的整体功效对机器翻译算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
&

对

短语语料库信息的流程进行了展示%

本文基于智能识别的英语翻译模型构造的短语语料库

包含了
+%

万个单词&能够满足构造
":"

万个句子'

&:"

万

个短语的需求&从图
&

中的短语语料库信息可以看出&短

语语料库是具有针对性的&本文选用的是英汉机器翻译的

短语语料库&分别对英汉的短语语料进行了标注&区分了

不同短语语料的时态$语料的标记方式由数据'层次和加

工方式三个部分组成&数据的类型是文本格式&层次选用

了词性和对齐的方式&加工方式采用人机主动沟通方式直

接互动&进行英文翻译的一系列常规流程操作&促使短语

语料翻译的准确性%

图
&

!

短语语料库信息流程

@CA

!

短语语料库词性识别

短语的词性识别是机器翻译智能识别算法中关键的核

心步骤&能够对大量的句子'短语'单词的语法歧义进行

处理)

&#

*

%通过对短语语料库中内容进行词性标注&每个语

句都会划分为数个单词&对于英文句子&每个单词都是独

立的存在&中文语句需要进行 ,分词-处理&处理后的单

词经过对齐处理后形成了短语&其间通过对翻译句子上下

文的判断会标记单词的词性&最后通过句法分析短语的依

存关系&形成句子的句法树%通过这种方法使得机器翻译

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升&另外还使得短语语料库的处理能

力得到显著增加%

SE@

算法是词性识别当中常用的一种算

法&主要用于判断短语前后文关系&其核心理论是基于动

态识别表单和无条件转移语句)

&&

*

%

经典的
SE@

算法每个步骤的运转都是使用多种移位指

令和精简的操作&期间的每个操作的开端和终端都是使用

特使的标准来展示%在进行短语翻译的过程中&当
SE@

算

法没有检测到语法歧义的状况&就会重新开始进行去重和

校准操作$如果检测到语法歧义&就需要使用句法分析的

几何结构线性表来对解析线性表进行调取&对短语的内容

展开识别&根据局部最优原则提供最优的内容&输送至不

同的识别通道中进行符号的识别&根据识别的结果选择最

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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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智能识别英语翻译模型设计
#

&*(

!!

#

通常情况下&由于
SE@

算法在词性识别的结果中存在

较大的偶然性&识别的数据点重合概率较高&仍然无法满

足现有的词性识别精确度)

&"

*

%本文对经典的
SE@

算法进行

了改进&提出使用短语中心来分析短语的结构&有效降低

了数据点重合的概率&提升了词性识别的精确度%改进的

SE@

算法对短语前后文的似然性计算借助四元集群来实现&

算法如式 !

&

"所示(

Y

A

4

!

#

K

&

#

/

&

!

&

"

" !

&

"

!!

在式 !

&

"中&

#

K

代表循环符号集群&

#

K

H

;

$

#

/

代表

终止符号集群&

#

/

H

;

且
#

/

与
#

K

中的元素不重合$

!

代表

开始符号集群&是
#

K

中的元素$

"

代表短语动作集群%

假设
,

是
"

中的任意动作且
,

又存在于
#

K

中&经过推

导可以得到式 !

"

"(

,

8

2

%

&

V

&

?

&

$

3 !

"

"

!!

在式 !

"

"中&

%

&

V

&

?

&

$

分别代表动作右侧符号'中心点

符号'约束值和标记方式&

%

和
V

同时位于
#

/

与
#

K

中&

$

可

位于
#

/

中&也可位于
#

K

中%

改进的
SE@

算法规定识别结果线性表最上面的符号与

%

一致&约束值
?

需为真&中心点符号
V

需数值&不能为空

值%只有达到了以上
(

个标准的识别结果&才是短语词性

识别的结果%

@CB

!

短语智能识别算法的校正流程

目前现行的英汉机器翻译算法中&对切分的短语与短

语语料库匹配得到的结果往往作为最终的机器翻译结果&

缺乏对短语所处的上下文环境的分析&过分依赖短语语料

库的词性分析&导致最终的翻译结果不够准确)

&(

*

%因此本

文进一步考虑对词性分析的结果进行校正处理%在对改进

的
SE@

算法进行词性分析校正的过程中&针对
SE@

算法

使用解析线性表对短语进行词性识别的结果中出现错误点

的状况&校正过程通过核对短语语料库中的标记内容进行&

详细的短语校正算法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智能识别算法校正流程图

从图
"

中可以看到归约与推进指标的关系&具体的关

系如表
&

所示%

在改进的
SE@

算法运行的过程中&对终止符展开更换

前&要先识别指针的类型&如果是规约指针&需要检测指

针的约束条件是否存在于短语语料库中$如果不存在&就

直接进入终止指针%终止指针一般会出现在有结构歧义的

后备点的位置上&当查询到终止指针后&就会形成短语结

构树&然后标记符号栈&研究后备点的中心点符号是不是有&

表
&

!

归约与推进指令的比较表

名称 相同点 不同点

归约

推进

两者作用接近&都是

要更换解析线性表中

的终止符位置%

归约表达的是之前的约束条件已经

没有效果或者是循环过程存在问题&

需要再次明确句法功能识别约束

条件%

推进表示的是正在进行的句法功能

识别中没有结构存在歧义的位置&短

语词性识别结果是准确无误的&这时

候就要选择接受指针进行留用%接

受指针和推进指针通常都会一起出

现&如果在流程中没有满足这个条

件&仅仅只是出现了某个指针&这就

说明循环出现差错或者算法有误%

然后就需要再次调出解析线性表&撤

回之前已经默认同意的词性识别

结果%

是不是放置在准确的语句结构上&如果没有或者放置不正

确&那算法就会调用出错指针&进行校正词性的识别

结果)

&%

*

%

A

!

模型验证

AC@

!

验证方案

为了验证改进后的
SE@

算法的实际英汉翻译效果&需

要进行相关的测评&展示改进的
SE@

算法的性能&测评的

英汉翻译任务主要性能指标包括(翻译精度'翻译速度'

更新能力%实验的测评小组由专业的英汉翻译人员'

(

台英

汉翻译机器和专业的评分人员组成&其中三台英汉翻译机

器的词性分析阶段算法分别选择的是统计算法'动态记忆

算法'

SE@

算法'改进的
SE@

算法%

测评的过程(三台英汉机器翻译对指定的
)#

条短语和

)#

条网络随机语句进行翻译&英汉翻译的专业人员同样对

对指定的
)#

条短语和
)#

条网络随机语句进行翻译&评分人

员通过对比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然后对三台英汉机器的

算法进行进行评分&评分的规则如表
"

所示%

表
"

!

评分规则表

项目 评分规则

识别精度
根据表达的内容是否清晰'语法结构是否正确&按满分

&##

分进行打分%

识别速度
算法的总识别时间乘以权值后进行求和&再除以短语

识别数量%

更新能力
算法的总更新时间乘以权值后进行求和&再除以短语

识别数量%

!!

注(各项分值权重为识别精度
#!$

&识别速度
#!&

&更新能力
#!&

%

ACA

!

实验结果

本次测评实验对
)#

条短语和
)#

条网络随机语句进行短

语识别&详细描述见
(:&

小节&详细的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

从图
(

的测试结果来看&无论是从识别精度'识别速

度'更新能力上&基于改进的
SE@

算法词性识别的机器翻

译都是同类最优的%从图
%

综合的测评结果上看&最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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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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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图
(

!

%

种英汉翻译算法评价结果

分是基于改进
SE@

算法
'":(

分&最低得分是统计算法

+*:$

分&动态记忆算法在最后的测试得分上与改进的
SE@

算法得分差异不大&两者的主要差距集中在更新能力方面

的得分%结合图
(

'图
%

&显然&改进
SE@

算法较其他算法

的性能优势明显%

本文的比对实验还采用了对实际翻译案例的实验&选

择 ,西安市物价局就牛肉面限价-语句进行翻译&最终得

到的基于统计算法'动态记忆算法'改进的
SE@

算法的机

器翻译和人工翻译译文的实验比对结果如表
%

所示%

图
%

!

%

种英汉翻译算法综合测试得分比较

表
%

!

翻译实例结果对比

翻译方法 翻译内容

统计算法
_3

0

<1BZ

6

D<31BQWBBI1??QDBPLBQF0B

(

?1D

A

WB0<FPB?I

5CBBZ0BPP3OB

6

L30B!

动态记忆

算法

_3

0

<1BZ

6

D<31BQ5C<5WBBI1??QDBPLBQF0B

(

?1D

A

WBX

0<FPB?I5CBBZ0BPP3OB

6

L30B310LB<PB!

SE@

算法
_3

0

<1

6

L30BWFLB<FBZ

6

D<31BQ5C<5WBBI1??QDBPLBX

QF0B

(

?1D

A

WB0<FPB?I5CBBZ0BPP3OB

6

L30BL<3PBP!

改进
SE@

算法

_3

0

<1

6

L30BWFLB<F

=

3OBP5CBBZ

6

D<1<53?1P?IWBBI1??X

QDBPLBQF0B

(

?1D

A

WB0<FPB?I5CBBZ0BPP3OB

6

L30BL<3PBP!

人工翻译

译文

_3

0

<1

6

L30BWFLB<F

=

3OBPBZ

6

D<1<53?1P?I

6

L30B0?15L?X

D?1WBBI1??QDBP

(

353P?1D

A

WB0<FPB5CBL<3PBPC<OB

WBB15??D<L

=

B!

从表
%

中可以发现&基于统计算法和动态记忆算法的

机器翻译对 ,物价局-这个词没有进行翻译&而基于改进

SE@

算法的机器翻译正确的翻译出来了%在对 ,做出解

释-&进行翻译的时候&只有基于改进
SE@

算法的机器翻

译和人工翻译译文最接近&可以明显地看到本文设计的基

于改进
SE@

算法的机器翻译对比统计算法和动态记忆算法

翻译得更加准确&识别精度可达了
')f

以上&达到了与人

工翻译同等级别的水平&表明了基于改进
SE@

算法在机器

翻译中的高效可行性%

B

!

结论

针对英语翻译领域中结构歧义的难点&同时克服了传统

SE@

算法在翻译模型中词性识别存在数据点重合的弊端&提

出了改进的
SE@

算法%改进
SE@

算法运用短语中心点来设

计短语的结构&依据解析线性表的句法功能校正词性识别结

果中的英汉结构歧义&从而有效缓解了传统统计算法和动态

记忆算法中识别结果精度不高的现状&为识别的短语指定了

最合理的位置%实验的结果表明&基于改进
SE@

算法的机器

翻译同其他算法相比&具有计算简单快捷'难度不高'实用

性更强的特性&适合英语机器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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