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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机器翻译瓶颈及研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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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是翻译人员利用多种计算机

翻译软件，将源语言（Source Language）文件，转换成另外一种
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或者多种目标语言，翻译人员借助计
算机器翻译一直是人工智慧领域中的重要研发方向。机器翻译进
行翻译时涉及到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如中文、英文等）
的加工合成，几乎已经覆盖自然语言处理的所有技术，并且有较
为明确具体检测手段，可以当做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发项目。
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机器翻译若要占领翻译市场，就必
须要面对来自人工翻译者的挑战。按照机器翻译的流程，翻译成
品要译者人工润色和审核，这部分的人力成本将会占实际运作成
本的大部分。也就意味着能够节省的时间必须多到一定程度，机
器翻译才能达到实用化的阶段。在理想情况下，人工润色尽量无
须参照原文，直接进行修饰即可。 

机器翻译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式（Direct）、转换式（Transfer）
及中介语（Interlingua）三大类，实操一般都是采用转换式。转
换式机器翻译流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析、转换和生成。自
然语言处理最大的难处，在于自然语言本身复杂更新较快，而且
例外繁多。因此机器翻译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两大项：
（1）文句中歧义（Ambiguity）；（2）语法不合设定（Ill-formedness）
现象。自然语言的语法和语意中需通过上下文线索加以判断。以
下是两类问题： 

问题一，歧义。就是一个句子有多种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知不觉地充满了歧义句。虽然人们可以根据常识正确判断句
意，但是对于依照文字规则来理解句子的计算机翻译软件来说，
这就是一个歧义句。在做句子分析时，几乎在每一个环节（如断
词、句法分析、语意分析等）都可能出现歧义。单个字或者词的
解释往往会因前后的内容产生不同的意思。除此之外，判断句义
依靠的线索在不同范围。因此在机器翻译过程中，若采用线性流
水式的处理程序（Pipelined Architecture），则前面的模块则无法
做出确定性的（Deterministic）判断，而须尽量多地保留候选者，
而让后面的模块进行处理。所以，最终判断的时机应尽量延后，
在累积足够信息后，再选择要使用的方法。这样才不会在开始就
把正确的译法排除到考虑范围之外。 

问题二，所谓的语法，是语言学家，依靠目前拥有的大量语
料，归纳总结出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不完整的，往往有许多
的例外。而且语言是一直在变迁的，无法要求语言的使用者，每
字每句都合乎这些人为加工订定的文法，自然地也难以避免这样
的情况出现在翻译稿件中。这些与设定语法的例子不符的地方包
括不明的字汇，如新生的专有名词，和旧字新法的。这些现在部
分来自单纯的疏失，例如错字、漏字、赘字、转档或传输时产生
的乱码，或是不慎混入的标签（tag），也有些是已被大众所接受

的字汇和语法。理想化的机器翻译，必须能够处理这些与设定语
法不符的问题。 

如何解决上述的歧义或语法问题，则需要大量知识。这些大
量知识的管理，分类，储存和应用，是建立机器翻译时最大重点
和难点。我们首先要将这些包含在语言学之内（intra-linguistic）、
跨 语 言 学 的 （ inter-linguistic ）， 以 及 超 乎 语 言 学 之 外
（extra-linguistic）的知识抽取、表达出来，解释上述的语法和歧
义问题，而且还要维护这个庞大的知识库。所以，我们要建立的
知识库必须包罗万象，吸收涵盖各领域、各层面的知识。它本身
就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作。也就是说知识库的建设维护是机器翻
译系统开发最大的瓶颈。 

一般来说知识的取得，和我们表现知识的方式有着紧密的联
系。知识表现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存在形式。其一就是加入知
识库的规则，规则系统是由事先以人力建立好的大量规则所构
成。在进行机器翻译时，翻译软件根据这些规则，进行二择判断，
进行分析、转换和生成步骤，最后给出明确答案。这种方法被机
器翻译广泛采用。它的优点在于贴近人的直觉，容易理解，遵循
已有的语言学知识和规则，充分利用已有的经验和研究结果。逐
渐使其参数化，不同的语言现象用几率扫描进行描述，积累量足
够大时，语言模型就自然建立起来。其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过参数，
让计算机翻译软件在不同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偏好进行解释和
加工，依靠参数估算任务给计算机翻译软件进行。 

机器翻译的未来，研发高品质的翻译系统，需要的知识库是
巨大并且琐碎的。对于知识的获取和管理，是机器翻译系统研发
的瓶颈。近些年来，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发，已经渐渐地由规则库
的方式转变成为参数化方式，并且其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也
逐渐成为了主流。随着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计算机硬件性能的大
幅提升，机器翻译软件已经突破了计算能力和记忆容量的限制。
与此同时，人们生活和语言的发展使得语料库的规模也在爆炸似
的增长，由译者来制定和模拟模型，利用计算机的处理优势进行
语料库的加工，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学习效率，降低知识获取和
管理的难度。这也是对机器翻译研发瓶颈的突破。放眼未来，如
果能构建精准的模型，提高语言融合的锲合度，利用合适的规则
抽取语料库中相关的知识，可以在专业特种行业领域发挥巨大的
作用，提供高品质的翻译。如此一来，机器翻译最终可以拥有广
泛的实用化领域和空间，也必将占有相当大的翻译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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