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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命名实体和新词
、

术语的翻译对机器翻译
、

跨语言检索
、

自动问答等系统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

但是这

些翻译很难从现有的翻译词典中获得
。

本文提出了一种从中文网页中自动获取高质量双语翻译对的方法
。

该方法

利用网页中双语翻译对的特点
,

使用统计判别模型
,

融合多种识别特征自动挖掘网站中存在的双语翻译对
。

实验

结果表明
,

采用该模型构建的双语翻译词表
,

T O P I 的正确率达到 82
.

1%
,

DI 3P 的正确率达到 94 5 %
。

文中还提

出了一种利用搜索引擎验证 {民选翻译的方法
,

经过验证
,

T O P I 的正确率可以提高到 84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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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
,

互联网己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
。

近几年
,

中文成为

了世界上网页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语种
。

据百度数据显示
,

到 05 年底
,

中文网页总数达到约 24

亿
。

互联网上的中文资源越来越丰富
。

同时
,

由于国际化需要
,

越来越多的中文网站成为双语网

站
。

许多网站都加入了双语甚至多语信息
。

互联网己经成为获取双语或多语翻译资源的巨大来源
。

双语翻译词典是重要的翻译资源
。

由于易实现和翻译词典的可读性
,

基于词典的方法在很

多机器翻译应用
,

如跨语言检索中仍被广泛采用
。

但是传统的双语词典通常不包含新词术语以及

人名
、

地名等命名实体的翻译
,

而这些词的翻译对于机器翻译
、

跨语言检索
、

自动问答等系统的

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

利用互联网丰富的资源
,

研究大规模
、

高质量的双语翻译对自动获取方法
.

`

木课题得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

项目批准号 6 0603 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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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经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

前人在双语翻译资源获取方面做了很多尝试
。

搜索引擎
、

双语平行语

料库和中文网页是获取双语翻译资源的主要来源
。

本文研究了一种有效的从中文网页中获取高质

量双语翻译对的方法
。

该方法利用网页中双语翻译对的特点
,

使用统计判别模型
,

融合多种识别

特征自动挖掘中文网页中存在的双语翻译对
。

实验证明
,

使用该方法可以获得高质量双语翻译对
。

2 相关工作

在获取双语翻译知识方面已经存在一些研究工作
。

hz an g口!
,

Huan g sl[ 提出利用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来获取双语翻译知识
,

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

构造查询词交给搜索引擎
,

在返回结果中
,

利用统计方法获得对应翻译
。

恻门的方法可以获得较
好的翻译

,

但是由于搜索引擎的限制
,

这种方法不易用于获取大规模双语翻译资源
。

双语平行语

料库己被用于构建大规模双语翻译词典
。

物即 g 4[ ls11 从句子对齐的双语语料库中训练双语命名实

体之间的多特征的统计对齐模型
,

然后利用统计对齐模型进行双语翻译对的抽取
。

实验证明
,

他

们的方法效果令人满意
,

然而高质量的双语平行语料库不太容易获取
。

张永臣 11 ]利用词间关系矩

阵法从特定领域非平行语料中抽取双语词典
。

其中种子词的选择对抽取结果影响较大
,

抽取出来

的双语词典的质量一般
。

hz agn
6[]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

在中文网页中
,

如果英文出现在括号中
,

那么周围的中文很可

能是其对应的翻译
。

她将出现在括号中的英文前面的中文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前面的中文出现

在书名号或者引号当中
,

例如
, “

东亚奇迹
”

( Eas t sA ia Mhac le )
,

((4 民行保密法 ))( Bank s 。万 e卿CtA ),

「独立公投 J ( in d e pe n den ce er fe er n d切 nr ); 另一种是前面的中文不出现在书名号或者引号中
,

如

据考克斯新闻社 ( C ox ~
s s
ver iee )

。

具有这样特征的中文网页是一个获取大量双语翻译对的潜

在来源
。

C ao 门在大规模的中文网页上做了相应研究
。

他们训练一个音译对齐判别模型用于音译

对的抽取
,

然后训练一个翻译判别模型用于翻译对的抽取
。

然而网页内容的复杂性影响了音译判

别模型的效果
,

例如博格斯 ( oT m B u 嗯15 )
,

前面的中文往往只是英文中一个单词的音译
。

确定

用于音译对齐判别的中文和英文
,

不仅繁琐而且容易出错
。

此外
,

日文名也不能用于音译对齐判

别
。

实验结果显示
,

也门抽取出来的音译对和翻译对正确率较丫氏
,

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

本文与 c ao 川的研究相似
,

希望能够在中文网页中抽取双语翻译对
。

与 ca 。闭的工作不同的

是
,

本文采用统计判别模型 eP er e potr n 对候选翻译进行训练和识别
,

其优点是可以有效地融合多

种特征
。

实验证明本文方法有效提高了双语翻译对抽取的正确率
。

3 双语翻译对获取

3
.

1 术语定义

本节开始将要使用的术语有
:

候选行
,

是指中文网页中的一行中文
,

其中有英文出现在括号中
。

固定格式翻译对
,

是指在候选行中
,

当英文出现在括号中时
,

其前面的中文出现在书名号

或者引号中的中英文翻译对
。

候选翻译单元
,

是指候选行中抽取出来的不包含非法翻译字符 (如
。 ,

! 等 ) 的中文文字
。

候选翻译对
,

是指从候选翻译单元生成的用于翻译判别的中英文
。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

在候选行 那就是他要承担责任
.

这也正是丹尼尔
·

布东 ( Dan iel

B ou ot n) 中
,

候选翻译单元是 这也正是丹尼尔
·

布东 ( D an iel B ou ot n)
,

可能产生的一个候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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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对是 布东 ( D田吐e lB o ut o n )
。

3
.

2 候选翻译对生成
从一个候选翻译单元中抽取正确的双语翻译对

,

可以归结为中文边界划分问题
。

因为英文

己经出现在括号中
,

要找到正确的翻译对
,

只需在英文前面的中文中划分出正确的边界
,

边界之

内的中文就认定为英文的翻译
。

为了找到正确的边界
,

我们使用中文分词工具对候选翻译单元的

中文进行切分
,

然后组合切分得到的词构成候选翻译对
。

例如
,

经过切分后的候选翻译单元是足

球 / 教练 / 佐 / 夫 ( oz lf)
,

那么可以构成下面四个候选翻译对
:

( l) 夫 oZ if (2准夫 oZ lf (3)

教练佐夫 z of f (4 )足球教练佐夫 Z ol fo 可以看出
,

一个候选翻译单元可以生成多个候选翻译对
。

这样
,

我们就把中文边界划分问题转化为从多个候选翻译对中选择正确的翻译对问题
。

当前中文

分词系统具有很高的精度
,

因此
,

候选翻译对中基本上会包含正确的翻译
。

3
.

3 翻译判别模型

翻译判别模型是一个基于多特征的判别式模型
。

设 S 是 N 组候选翻译刘
.

的集合
。

气表示第

i组第 j个候翻译对
,

其特征表示为五s(夕
。

is, 的得分如公丸 1)所示
:

coS er (s,.
,
卜艺f(t s,,

,

)、 人 ( l )

元*是加夕对应的权值
。

K 是总的特征个数
。

翻译判别模型计算各组中每个候选翻译对的得分
,

然后以得分最高的候选翻译对作为翻译对抽取的结果
。

3
.

4 特征选择

我们对候选翻译单元的中文部分进行分词
、

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识别
,

并选取了以下特征
:

1
.

候选翻译共现频率
。

在生成候选翻译对时
,

洲门将具有相同英文翻译的中文放在一起统
计

。

某候选翻译和英文的共现频率越高
,

它越可能成文该英文的翻译
。

2
.

候选翻译的长度
。

候选翻译的长度是指候选翻译包含的汉字个数
,

长度过长或过短
,

其

成为英文翻译的可能性就越小
。

3
.

是否是命名实体
。

如果某个英文是一个命名实体
,

那么候选翻译中的命名实体就很可能

成为其翻译
。

4
.

是否包含
“ .,)

。

在外国人名全称的翻译中
,

往往会包含
·

符号
。

这是外国人名中姓和名

的分隔标志
。

如果候选翻译中包含这个符号
,

该候选翻译有可能包含了外国人名的全称翻译
。

这

个特征可以保证外国人名全称的翻译不会丢失
。

5
.

候选翻译首词的词性
。

以名词
、

形容词等开头的候选翻译成为对应英文翻译的可能性比

以介词
、

连词等开头的候选翻译大
。

6
.

候选翻译前一个词的词性
。

在中文里面
,

尤其是中文网页中
,

对于特定的词性而言
,

如

介词
、

连词
、

助词等
,

其后面的中文成为相应英文的翻译的概率较大
。

7
.

候选翻译前一个词
。

在中文网页中
,

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暗示信息
,

其后面的中文是对

应的英文的翻译
。

比如墓地组织高级指挥官利比 ( A bu aL iht al
一

iL ib )
,

已经与英国航空 〔B iirt hs

A i r li n e s )
,

其中
, “

指挥官
” 、 “

与
”

就带有很好的暗示信息
。

3
.

5 模型训练

洲门利用感知机来训练翻译判别模型
。

对于频率特征
,

我们将其离散化
,

转换成二值特征
。

将翻译实例出现的频率分为 7 个等级
:

3 12



等级 l 是出现 l 至 2 次
,

等级 2 是出现 3 至 5 次
,

等级 3 是出现 6 至 8 次
,

以此类推
,

最后等级

7 是出现 18 次以上
。

这样
,

频率的特征函数如公式仅)所示
。

if x 的频率等级是 1

e l义

(2 )
In
ù

r

!l
一一Xfk

对于长度特征
,

采用类似的离散化方法
,

将其转换成二值特征
。

这样
,

整个模型使用的全

是二值特征
。

由 3
.

2 节的叙述可以知道
,

一个候选翻译单元会产生多个候选翻译对
。

由于刻门将具有相同

英文的候选中文翻译放在一起统计
,

其产生的候选翻译对的数目可能会很大
。

而在众多的候选翻

译对中
,

只有一个正确翻译对
,

因此训练数据是倾斜的
,

不利于感知机的训练
。

为了克服训练数

据倾斜问题
,

我们将训练过程看成一个类似于重排序的过程
。

首先将具有相同英文的训练实例划

为一组
。

在每轮训练中
,

对子每组训练实例
,

计算其中每个训练实例的得分
,

然后选出得分最高

的实例
。

如果得分最高的训练实例是正例 (即正确翻译对 )
,

则继续进行下一组实例训练
,

不调

整参数
;
如果是负例

,

则调整权值参数
。

整个训练过程迭代进行
,

直到满足收敛条件
。

训练过程

如图 l 所示
:

输入
:

训 练 实例 集 5
.

(=1 1… N )

输 出 :

权 值 向量万

1
.

初 始 化权 值 又’ ` = l ( k = 一
,

2
二 K )

2
.

of r i = 1 t o N

3
.

计算 第 i组 每 个 训 练 实例 得 分 s c or e (s
、 ,

)

4
.

q = a r g m a x S e o r e
(

s ` .

, )

i f
s ` .

,

是 负例

设 .s,
,

是 正 例

义亡“ = 又汀+ 。 ( *f ( s
, . ,

) 一 fk (
s ` .

,

) ) k = l
,

2… K 。 = 0
.

0 0 1

重 复步骤 2直至 收敛

图 l 翻译判别模型训练

4 实验

4
.

1 数据准备

实验使用的网页数据分为训练网页数据和测试网页数据
。

训练网页数据来自 《联合早报 》
、

《欧洲时报 》
、

《华盛顿观察报》 三个网站
。

测试网页数据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和训练网页数据一

样
,

来自于 《联合早报》 网站
。

为了测试翻译判别模型的性能
,

另一部分来自于与训练网页数据

米源不同的
“
星岛环球网

” 。

表 l 显示了实验的网页数据情况
。

!!!!!
·

来源源 大小小

}}}
训练网页页 《联合早报》 《欧洲时报》 《华盛顿观察报》》 1

.

6 0

}}}

{{{
狈,试二二 《联合早报》》 8 35 M

{{{
“““

星岛环球网
””

: 58 M

lll
表 l 实验网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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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预处理

对于训练网页数据
,

首先抽取候选行
,

然后从中获得固定格式翻译对
,

接着进行候选翻译

单元抽取
。

在生成候选翻译对前
,

我们使用 IC CT L A S 对候选翻译单元的中文进行分词
、

词性标

注和命名实体识别
。

最后生成候选翻译实例
。

对测试数据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

4
.

3 翻译判别模型训练和测试
训练实例集包含了人工标注的 29 夕53 个训练实例

。

按照图 1 所示的训练方法进行模型训练
。

在每轮迭代训练之前
,

我们随机产生 N 组训练实例的训绷 l匝序
,

这样可以避免训练数据过拟合

问题
。

实验中
,

迭代收敛条件是前后两次训练的正确率的差值小于阐值 .0 00 01
。

开发实例集一共包含 19
,

66 1个实例
。

由于在训练过程中
,

每轮迭代时训练实例的顺序都不

同
,

所以每次训练产生的模型也不同
。

开发集就是用于从训练得到的多个模型中选取最佳的训练

模型
。

另外
,

实验的目的是从中文网页中抽取双语翻译对
。

对抽取出来的双语翻译对质量的评价

客观上表现了翻译判别模型的性能
,

所以实验中不使用测试实例集
。

表 2 显示了不同特征集合的训练结果
。

我们发现
,

在候选翻译识别中
,

首词词性特征 (盯 )

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

去掉首词词性
,

正确率下降了 6
.

1个点
。

长度特征 ( LE] 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

去掉长度特征
,

正确率下降了 4
.

1个点
。

接下来
,

去掉前一个词的特征伊助
,

正确率下降了

3
.

2 个点
。

去掉是否是命名实体的特征仆正 )带来了 3 个点的正确率下降
。

频率特彼F )Q 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

去掉该特征
,

带来了 .2 7个点的正确率下降
。

前一个词词性伊刀的特征所起的作用较

小
,

去掉该特征使得正确率下降了 1
.

5 个点
。

最后
,

是否包含
·

的特征(D O乃起到的作用最小
,

去掉该特征
,

正确率只下降了 .0 3个点
。

我们认为
,

该特征的主要作用在于获取外国名字的全称

翻译
,

在候选翻译对方面的判别能力不如其他特征
。

,了O产.、óO八75697472

征以下PP特钵.IIA胁-uA开发集正确毅%

76
.

0

7 3
.

3

71
.

9

73 .0

撇IIA匆姗加

AllA初

表 2 不同特征集合的训练结果

4
.

4 翻译对抽取

利用上面训练得到的翻译判别模型
,

我们在测试网页数据上进行了两组实验
,

测试抽取的

翻译对的正确率
。

第一组实验的网页数据的来源和训练数据相同
,

来自于 《联合早报》 网站
。

经过预处理
,

得到了 l
,

181 个固定格式翻译对
。

经验证
,

准确率为 98
.

400/
。

使用翻译判别模型
,

引门从剩下候
选翻译对中抽取了 5

,

118 个翻译对
。

随机选择了 600 个翻译对进行人工验证
,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

不
。

为了验证翻译判别模型的健壮性
,

在第二组实验中
,

洲门使用了与训练网页数据来源完全

不同的网页数据
。

该组实验的网页来自于
“

星岛环球网
” 。

预处理后
,

得到 666 个固定格式翻译

对
,

经验证
,

准确率为 %
.

900/
。

使用翻译判别模型
,

刻门从剩下的候选翻译对中共抽取了 4, 2 67

个翻译对
。

随机选择 600 个翻译对进行人工验证
,

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

表 3 和表 4 中
,

翻译对正确率是指从候选翻译对中抽取出来的翻译对的正确率
。

对于多译

的英文
,

如果抽取出来的中文是其中的一个翻译
,

就认为该翻译对正确
。

T O PN 是指每个翻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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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分最高的前 N 个的中文翻译作为翻译抽取结果
。

在表 3 中
,

T O P I 的翻译对正确率达到了

78
.

5%
。

oT 3P 的翻译对正确率达到了 93
.

7%
。

表 4 中 oT IP 的翻译对正确率达到 79 名%
,

oT 3P

的翻译对正确率达到了 89
.

700/
。

翻译对的质量令人满意
。

两组不同的实验表明在不同来源的中文

网页中我们的方法可以抽取高质量的双语翻译对
。

附录 A 是我们获取的双语翻译对的一些实例
。

翻译对正确率 (% ) 翻译对正确率 (% )

7 8
.

5

89
.

7

93
.

7

ID P I

ID P Z

I D P 3

7 9
.

8

86
.

7

89
.

7

表 3 《联合早报》 网站翻译对质量 表 4
“
星岛环球网

”
网站翻译对质

另外
,

抽取的双语翻译词表的正确率是指加上固定格式翻译对后总的翻译对的正确率
。

第

一组实验中
,

T O IP 的总正确率为 82
.

1%
,

TO P 3的总正确率为 94 .5 %
。

第二组实验中
,

OT PI 的

总正确率是 82
.

1%
,

T O P3 的总正确率是 90
.

6%
。

5 翻译对后验证

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到
,

oT 3P 的翻译对正确率比 oT IP 的正确率高出很多
。

这意味着
,

使

用第 3节介绍的翻译判别模型从中文网页中抽取翻译对
,

绝大部分的正确结果都在得分最高的前

3 个候选翻译中
。

相对而言
,

T O P I 的正确率比较低
。

那么对翻译判别模型抽取出来的候选翻译

结果进行验证
,

选出正确的结果
,

提高 TO P I 的正确率
,

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本节介绍一种

借助搜索引擎进行后验证的方法
,

其思路来源于跨语言检索领域中解决 O o v 翻译问题的方法 l2]
。

我们使用第
一

组实验中随扫U选择的 600 个翻译对作为初始抽取结果
,

其中每个英文包含得

分最高的 3个中文翻译
。

后验证的过程就是利用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
,

从这 3个候选中文翻译中

选择正确的翻译
。

验证过程如图 2 所示
。

输入
: 6 00 组实验数据

,

每组包含英文及其3个中文候选翻译

输出
: 6 00 组实验数据

,

每组包含英文及其中文翻译

对于每组实验数据下
,

气表示第 j个候选翻译 ( i 二 L 二 6 00
.

j
二
1

,

2
.

3)

fo r J= 1 t o 3

使用吼
.

J

和英文 e构成查询词
,

交给搜索引擎
,

取返回的前 100 个结梁

统计气在返回结果中的出现频戮
.v( 气

,

) = 、 0理c(,
,

)十 刀
·

护人

=l agr ~ .v( 气
,

〕
,

取 q
,

为英文 e的中文翻译

图 2 后验证过程图

图 2 中
,

~ 叼表示候选翻译 ic, 在翻译判别模型下的得分
。
协是出现频率的调整因子

,

目的是将出现频率的值调整到合适的数量级
。

实验中取 p 闭
.

0 0 1
。

p 是出现频率的加权系数
,

它

的值使用类似于最小错误率训练的方法进行调整
。

实验中 p =0 .4
。

经过后验证
,

对这 600 个翻译

对重新进行人工验证
,

oT PI 的翻译对正确率为 81
.

7%
。

可见
,

后验证提高了 TO PI 的正确率
。

6 未来工作展望

未来的下作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
:

3 15



l
、

在 3 2节中
,

我们提到
,

从候选翻译单元中抽取正确的翻译对
,

就是中文边界划分问题
。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将英文前面的中文进行分词
,

然后逐个组合
,

形成多个候选翻译对
,

再从候选

翻译对中选出正确的翻译对
。

然而
,

中文分词的错误
,

会造成候选翻译对中不包含正确的候选翻

译对
。

例如 传奇/匆幻 /师幻刀考麟印菲归别id c o ppe币 e ld)
,

中文分词的错误造成不能抽取正确

翻译对
。

研究不使用中文分词的边界划分方法
,

将留给下一步的工作
。

2
、

木文对利用搜索引擎进行后验证的方法进行了初步尝试
,

实验证明
,

这种方法能够提高

双语翻译对抽取的正确率
。

但是后验证方法的效果还有待改进
。

搜索引擎返回结果的处理
,

包括

词频统计
,

噪声去除问题等
,

将对后验证方法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

7 结论

本文提出了从中文网页中抽取双语翻译对的有效方法
。

我们 目前只处理有英文出现在括号

中的中文网页
,

暂不考虑其他情况
。

首先
,

对具有上述特点的中文网页进行预处理
,

然后对候选

翻译单元的中文进行分词
、

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别
,

最后得到候选翻译对
。

洲门训练一个翻译判

别模型
,

并使用这个模型从候选翻译对中抽取翻译对
。

实验结果表明
,

翻译判别模型对于不同来

源的中文网页是健壮的
。

抽取的翻译对正确率高
,

质量令人满意
。

此外
,

我们还提出了利用搜索

引擎进行翻译对后验证的方法
。

经过后验证
,

抽取的翻译对的正确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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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获取的双语翻译对实例

类类型型 中文文 英文文 类型型 中文文 英文文

人人名名 阿当
·

阿济兹兹 八岌坛m A力zzz 地名名 罗尼湾湾 R以如恻 Bayyy

中中中川昭一一 S加记拓 N出卿仍仍仍 阿巴拉契亚中心 山脉脉 Cen tr al A P州舰h iannn

组组织机构名名 统一俄罗斯党党 U而让d Rus s该P即勺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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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术语语 新加坡式英语语 S in g l is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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