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卷 第 3期 

2009年 5月 

中文信息学报 

JOURNAL OF CHINESE INFORM ATION PROCESSING 

Vo1．23，NO．3 

M ay。2009 

文章编号 ：1003-0077(2009)03—0065-023 

汉英词语对齐规范 

赵红梅 ，刘 群 ，张瑞强 ，吕雅娟 ，隅田英一郎 ，吴翠玲 

(1．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 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90； 

2．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一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 ，日本 京都 619-0288) 

摘 要 ：该文介绍 了一个新的汉英词语对 齐规 范。该规 范以现有的 LDC汉英词语对 齐规 范为基础 ，对其进行 了较 

大的改进和扩展 ，特 别是提 出了一种全新的对 齐标 注方法 —— 将 词语对 齐区分 为真 对齐和伪 对齐 ，真对 齐又分为 

强对 齐和弱对 齐。这种 细化的标注方法能够更好地 刻画词语 对 齐的特 点。该规 范 已经 实际应 用于 大规 模 的人 工 

词语对齐标注中。我们对对齐标注的一致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 明，在该规范的指导下，标注者 内部和标注者间 

的对 齐都取得 了比较理 想的一 致性 ，两组 强 、弱 、伪三 种对 齐的 Kappa值 分 别 为 0．99、0．98、0．93和 0．96、0．83、 

0．68。最后 ，一个 简单的 实验初 步证 实了该规 范在 统计机器翻译 中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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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eline for Chinese-English W ord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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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guideline for Chinese—English word alignment．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Guidelines for Chinese—English Word Alignment(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2006)，we propose a completely dif— 

ferent classification for word alignment annotation：genuine link(involving strong link and weak link)and pseudo 

link．This explicit distinction can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cross—lingual word alignment．The proposedguide— 

line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a large—scale task for Chinese—English Word alignment，achieving good intra-and 

inter—annotator agreemenst at the Kappa coefficients of 0．99、0．98、0．93 and 0．96、0．83、0．68 for the strong link， 

weak link and pseudo link respectively．And a further experiment proves that such annotated word alignment is use— 

ful for SMT system．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translation；annotation guidelines for Chinese—English word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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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 词语对齐引起的机器翻译问题 

在统计机器 翻译 的训练过程中，基本上都采用 

GIZA++l_1 自动对齐工具进行不 同语种 间的词语对 

齐 ，这种做法导致 翻译 结果 经常出现如下问题 ：如 

汉英 翻译将“我国”统统译为“China”，这是一种指代 

混淆的问题 ，究其原因 ，主要是 由于 自动对齐只有一 

种对齐方式 ，没有将确定性 的对齐和不确定性 的对 

齐区分开。后来很多统计机器翻译研究开始转 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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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手工对齐，将手工对齐的语料视为黄金标准语 

料 ，也形成了一些 比较成型的手工词语对齐规范 。 

1．2 几个比较知名的手工词语对齐规范 

1)Blinker项 目标注规范1．0．4版l_2]：它是 Dan 

Melamed于 1998年 2月为宾州大学 Blinker项 目 

建立的，以《圣经》的英文和法文版作为对齐语料 ，这 

个规范 中几 乎所有 的对齐规则 和方法 都被后继 的 

LDC的 GALE汉英词语对齐规范所继承 ，包括我们 

后面要谈到的粘合的方法 ，规范中也 出现了我们所 

采纳的全连线的对齐方式 。 

2)ARCADE词语对齐标记规范 1．0版 ]：它 

是 Jean Vfironis于 1998年 4月为 ARCADE项 目词 

语系列 (word track)的开发而建立的 ，由于对齐 的 

性质特殊 (仅 限于对齐 句子 中一个 指定 的词 或词 

组)，它在 Blinker规范的基础上进行 了不少修改 ， 

它要求标记者针对对齐本身(正常翻译 、拼写错误 、 

非平行的联合)、对齐的可信程度(不满意到满意四 

个维度)或未对齐的种类 (指代表示 、改写或解释性 

的翻译)使用不 同的标签 ，还可 以添加评论。在规范 

中也使用了粘合的方法 。它的一个特点是很多部分 

都不要求对齐(包括各种 限定词和不在固定搭配中 

的动词后的介词等)，值得注意的是，指代表示在“不 

能对齐但需要标记”之列。 

3)LDC的 GALE汉英词语 对齐规 范 1．0版 

(以下简称 LDC规范)Ⅲ4]：是 LDC于 2006年 9月 

参考 了上面两个规范建立的，该规范内容比较全面， 

要求标注者在对齐 的同时标记“被 翻译”、“未被翻 

译”、“正确”和“不正确”标签 ，规范正式提出了粘合 

对齐的方式 (glue approach)。2008年 1O月该规范 

有了 3．0版[5]，较之第一版新版本变化不多，在变化 

的内容 中突 出 了最小 匹 配原 则 ，比如 “今 年 (this 

year)”要求将“今”对齐“this”，而不是“今年”对齐 

“this year”。 

以上几个规范普遍 2̈ 存在如下问题 ，这些 问题 

会产生一些不太合理的词组： 

1)都采用了粘合的对齐方式，但是没有区分粘 

合和被粘合的部分 ： 

如 ：张三 李四 写 的 书 。 

＼＼  
books written by Zhang San and Li Si 

抽提 出来的词组是 ：张三 by Zhang San 

2)除了 ARCADE规范外Ⅲ，其他规范都允许 

将指示代词对齐到被指代物 ： 

如：我 买 了 张 椅子 ，椅子 很 贵 。 

／ 
I bought a chair．That is very expensive． 

抽提出来的词组是：椅子 that 

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没有 区分不同的对齐方 

式 ，而对不同的对齐加 以区分正是我们提出的新规 

范 的特点。 

1．3 我们建立规范的思路 

手工词语对齐结果语料要真正成为黄金标准语 

料 ，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得到保证 ： 

1)有效性 ，即对齐结果真正能更好地为后继 的 

机器翻译流程所用 ，能为更佳的翻译质量提供最大 

的帮助。比如 ，LDC规范[4]中有如下的对齐方式： 

如 ：你们 是 我 今年 会见 的 第一 个 美国 

国会 众议员 代表团 

／  — ～ — ＼  

Y are the first U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that I have met this year 

这样势必抽出词组 ：代表团<>delegation that。 

这类词组和 1．2中我们提到的那些词组都属于 

短语表中的“鸡肋”，有 的或许能借助语言模型进行 

修改，但有的很难修改 ，因而直接影响了机器翻译的 

效果。 

2)一致性，对齐的一致性决定 了对齐结果语料 

本身的可靠性。对齐的不一致主要来 自于标注者之 

间及标注者 内部的差异 ，产生差异往往是由于对齐 

和标注的标准不一致和不明确造成的。 

如 ：我 叫 李 明 。 我 叫 李 明 。 

l f＼ I 
M y name is Li M ing． My name is Li Ming． 

上例是对同一句话不同的对齐标注者的对齐结 

果 ，很明显 ，不同 的对齐标注方 式会抽 出不 同的词 

组 ，这样 ，一方面会造成对齐结果 良莠不齐 ，如“我(> 

my name”这样的对齐方式就不太合理，而“我叫 

My name is”这样 的词组则 比较理想 ；另一方面也削 

弱了翻译概率的可靠性。 

为了增强对齐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必须有一部 

好的对齐规范作为指导，我们的规范做到了如下两 

点 ： 

1)针对统计机器翻译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 

新的对齐标注方式：真对齐和伪对齐。真对齐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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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对齐 ，伪对齐指不确定的、只在小范围内语义相 

通或语法相关的对齐。真对齐又分为强对齐和弱对 

齐 ，强对齐是词和词之间确定 的一一对齐 ，弱对齐是 

真对齐的词组中语义相关但不完全对等的词和词之 

间的对齐 。这种 明确 的对齐区分解决了以往 由于词 

语对齐而引发的翻译问题 ，增强 了对齐结果语料 的 

有效性 。 

2)在 LDC规范 4̈ 的框架下 ，进行 了大量的修 

改和补充，形成了一部 比较完善的对齐规范(以下简 

称为 ICT-NICT规范)，并 附加 了对齐指导手册 ，规 

范包括明确的对齐标注定义及 区分、较为完整的语 

言分类体系、丰富的对齐规则和实例 ，这个规范加上 

我们精细化的项 目质量管理 ，全方位地保证了手工 

词语对齐的一致性 。 

在该规范的指导下 ，我们完成 了 5．8万句对 的 

汉英词语对齐任务(包括 2．3万句对的篇章语料和 

3．5万句对的 口语语料)，随着工程 的不断进行 ，我 

们不断扩充和完善 了各种详 细的对齐规则 ，并配 以 

精心挑选的实例 ，力 图使规范能覆盖对齐 中遇到的 

各种语言现象 ，使得标注者在对齐过程 中处处有规 

可循 。另外 ，我们还将标注者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 

以及根据规范中的定义所作 的相关解答分类汇总成 

《汉英词语对齐指导手册》，作为规范的补充 ，每周更 

新发放给标注者作为参考 ，标注者在项 目初期 ，经常 

根据更新的规范对原先的工作进行修改。这种精细 

化的管理方式大大降低了对齐中容易出现的标注者 

之间及标注者内部 的差异 ，从而增强了对 齐结果 的 
一 致性 。 

我们将在 下面 的第二部 分介绍 ICT—NICT规 

范的几种对齐标 注形式，第三部分介 绍 ICT—NICT 

规范对齐规则的变化和扩展 ，第 四部分介绍对齐和 

标注一致性评价 ，第五部分是本篇的结语 。 

2 ICT-NICT规范的几种对齐标注形式 

词语对齐的 目的是为了抽提 出语义对等的词或 

词组(通过真对齐)，以及抽提 出其他对翻译有用 的 

信息(通过伪对齐)。在下面的对齐 图形 中，我们用 

粗线、细线、虚线分别代表强、弱、伪三种对齐。 

2．1 真对齐(强对齐和弱对齐) 

真对齐是词或词组汉 、英两部分在语 义完全对 

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对齐，这样的词或词组其汉、英两 

部分在一个 较大的范围或某个专 业领域 内可 以互 

译 ，互译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可以构成一部内容非常 

详尽的双向翻译词典(包括专业词典)的词条内容， 

比如“大选(>general election”、“有 麻烦 <>in trou— 

ble”，再比如商业领域的“完税(>duty paid”等都属 

于真对齐 。 

真对齐可 以进一步分为强对齐和弱对齐 ，解释 

如下 ： 

在对齐时 ，存在着词组语义完全对等 、但组成它 

们的词找不到语义对等部分的情况。 

如 ：去年 秋天 

／ l 
last autumn 

很明显 ，“去年”和“last”语义并不对等 ，但是词 

组“去年秋天”和“last autumn”语义却是完全对等 

的 ，属于真对齐，为了抽提 出这样 的词组 ，我们将词 

组中语义相关但不对等的部分之间建立的对齐标注 

为弱对齐标记 ，而不管词还是词组，词和词之间只要 

语义对等 、位置对 应而建立 的对齐都 叫强对齐 ，可 

见 ，弱对齐是专 门为词组 的真对齐而设的，而强对齐 

是词和词之间的一一对齐 ，强对齐 的词也可以构成 

词组的一部分 ，这样 的区分可 以帮助我们在翻译 的 

后面步骤中过滤掉很多垃圾词对(如 ：去年 <>last)， 

抽提出更多有用的对齐(如 ：秋天()autumn，去年秋 

天 (>last autumn)。 

2．2 伪对齐 

请看以下 A、B、C、D四种情况 ： 

A．如 ：美 国 总统 谈 美 国 与 东盟 关系 
／ 

， ，／

／ 

Clinton on U．S．一ASEAN Relations 

例句中如果“美 国 总统”和“Clinton”对齐 ，抽出 

的词组很可能使得其他句子中的“美国 总统”都翻 

译成“Clinton”，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将“我国”统统译 

为“China”，我们把这一类情况都归于指代关系的对 

齐(还包括指示代词和被指代对象 的对齐等)。 

B．上句中的“谈”和“on”在本例中语义对等 、位 

置对应 ，按说也可以对齐 ，但是这种对齐关系并不具 

有普遍性，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语境，比如标题。 

C．LDC规范 指 出：语言 中还存在着省 略和 

增加的现象，有一类省略和增加只是字面上的，原文 

和译文语义还是一致的(我们称为语义一致的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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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厦 门 加强 城市 建设 
＼＼

、 l 、
、、I 

Xiamen speeds up construction 

其中，construction可以理解为“城市 建设”。 

D．每种语言都有 自己特定的语法要求， 

如 ：他 买 了 一 本 书 

He bought a book． 

中文有量词“本”，英文没有相应的量词 ， 

如 ：天气 真 棒 啊 ! 

W hat a wonderful day! 

中文有句尾语气词“啊”，英文没有相应的句尾 

语气词。 

对比一下汉语和英语 ： 

表 1 汉英语法现象对比(★表示为某种语言特有) 

冠词 量 词 句尾语气词 时态助词 从句 先行 词 不定式标记 

汉语 ★ ★ 

英语 ★ ★ ★ ★ 

在 LDC规范中，或者将上面 的 C和 D用粘合 

的办法(glue approach)来进行对齐 ，比如将 C中的 

“城市”和“建设”粘合后再对齐到“construction”上， 

将 D中的冠词粘合到中心名词上，再对齐到名词 的 

对等部分 ，或者不进行对齐 ，只标注为“未翻译 和正 

确的”，如 D中汉语的句尾语气词。 

ICT—NICT规范借用了 LDC规范的粘合对齐 

方法，与 LDC规范不同的是：我们将粘合式的对齐 

区分出来 ，归为伪对齐一类 ，并且将 以上四种类型的 

对齐都并入伪对齐 。 

如 ：这 张 椅子 

this chair 

依 LDC规范的对齐结果 为：“这 张<>this”，依 

ICT—NICT规范的对齐结果避免 了本来译文比较确 

定的 this产生众多翻译的可能，如“这位 、这篇 、这 

本 、这辆⋯⋯”，这样将不确定的、依赖上下文语境 的 

伪对齐从确定的真对齐 中分离出来 ，避免了“眉毛胡 

子一把抓”，也避免了 A 中提到 的错误 ，使得对齐 的 

层次比较分 明；另外 ，伪对齐如“张()this”也不同于 

对齐到空(不进行对齐)，它不仅起到 了一个 “占位” 

的作用 ，为后继的翻译搜索提供 了方便 ，而且这个对 

齐信息本身在下一步的翻译流程中还可以结合上下 

文的词类信息、语义信息和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等 

加以利用，这种做法无疑增强了对齐结果的有效性。 

伪对齐分两种情况 ： 

① 语义相通 ：仅局限于小范 围(如：当前语句 

或特定的语境)内的、因语 义相通而建立 的词语 对 

齐 ，比如指代(A)、小范围内的语义对等(B)、语义一 

致的省略(C)等 ； 

② 语法相关 ：与特定语言 的语法要求 相关 的 

对齐 ，比如 D。 

ICT—NICT在 LDC规范 的基础 上重新定义 了 

伪对齐中的粘合方法 ：当某些词(主要是虚词、实词 

中的量词和代词)在 当前译文中找不到语义对等部 

分时 ，可以附着在跟其意义密切相关 的主词上(如 ： 

助动词附着在 中心动词上 ，限定词附着在 中心名词 

上等)，伪对齐到那个主词的对等部分上，这样的对 

齐方法叫做粘合。粘合的前提是该主词必须有可以 

对齐 的词 ，否则就只能对齐到空。 

伪对齐的部分完全不能用来作为翻译词典(包 

括专业词典)中的词条内容 ，但是可以为下一步的翻 

译搜索提供有效的帮助，是很有用的信息。 

因为真对齐要求被对齐双方必须在较大范围内 

可以互译 ，上例 中“张三”可以翻译成“Zhang”，但反 

过来的译文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是伪对齐；同样，“认 

为”和“said”语义也不完全对等 ，只是在小范 围内语 

义相通 ，所 以也是伪对齐 。 

2．3 全连线 

全连线是词组的一种对齐方式 ，主要用于这种 

情况：中文词组与对应的英文词组可以进行真对齐 

或伪对齐，但是词组内部有的词根本找不到可以独 

立对齐的部分 。 

如 ：华约 集团 拉脱维亚 与 中国 
7 

The W arsaW Pact The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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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的对齐方式 只能抽 出词组 的对齐 ，不能抽 

出单个词的对齐。 

2．4 对 齐到 空 

当一个词不能与对应译文中的任何词建立强、 

弱、伪对齐时 ，我们将之对齐到空。 

如 ：酒 店 有 理 发 师 吗 ?Is there a hair- 

dresser S in the hotel? 

上句的“ S’对齐到空 。 

3 对齐标注一致性评价 

为了评价 ICT—NICT规范的一致性 ，在项 目快 

结束时 ，我们让一名对齐人员 (标 注者 1)重新对齐 

了 1个多月前对齐 过的 110个 口语句子，然后又对 

齐了另一名对齐人员(标注者 2)对齐过的 100个 口 

语句子；因为人工对齐是在 自动对齐 的基础上进行 

的，为了考察对齐人员是否对 自动对齐结果有依赖 

性，我们在忽略对齐方式的情况下，分别计算了标注 

者 1的 110句对齐的第一次对齐结果和标注者 2的 

100句对齐结果分别和 GIZA++Ⅲ1]自动对齐结果 的 

一 致性；另外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篇章语料和口语语 

料的人工对齐结果和 GIZA++自动对齐结果 的一致 

性及其差异 ，计算 了 1．5万句篇 章语料(LDC语料) 

和 3．5万句 口语语料 (BTEC语料)的人工对齐结果 

和 GIZA++自动对齐结果在忽略对齐方式 的情况下 

的 Kappa系数和 Dice系数 ，以及以前者为标准答案 

的 GIZA++的对齐错误率(AER)L6]和各种对齐方式 

的召回率。由于我们允许对齐人员修改原文中的错 

误 (ig括切分错误)和放弃对齐 ，为 了保证被 比较的 

文件原文词串完全相 同，我们在统计 时将修改过原 

文和放弃对齐的句子排除在外，实际参加统计 的数 

据规模请参见表 1。 

表 1 各组实 际参加统计 的数据规模 

篇 章语料 口语语料 A11 A1g A12 A2g 

句对数 15 781 35 384 1O3 1O5 83 93 

汉语词数 416 372 3O9 506 866 884 684 794 

英语词 数 479 26O 334 O82 969 991 737 849 

我们采用 Kappa系数 和 Dice系数来评价对 

齐的一致性 ，分别考察 ： 

1)忽略对齐标注方式 的一致性 ：即将 强、弱 、 

伪对齐都视为一种对齐 ； 

2)区分对齐 标注 方式 的一致 性 ：即考察 强 、 

弱、伪三种对齐各 自的对齐一致性 。 

在计算 Kappa系数和 Dice系数时 ，在以汉语词 

串和英语词串构成 的矩 阵中(如表 2)，如果任意一 

对汉英词对(如“他 ()He”)符合指定的对齐要求 (如 

“强对齐”)，我们 就将它归为“T”类 ，如果 不符合指 

定的对齐要求或者没有对齐 ，就归为“F”类。 

Kappa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Kappa=(Po—Pe)／(1一Pe) 

其 中 Po、Pe分别为观察值和期望值 ，以表 3中 

的A、B、C、D来计算，A、B、C、D分别是符合相应条 

件的总次数。 

Po一(A+D)／n，Pe=l(A+B)×(A+C)+ (D 

+B)×(D+c)]／n ，其中 n—A+B+C+D。 

表 2 Kappa计算表 B 

他 去 北京 了 

He 

has 

gone 

to 

Beijing 

注：表 2小格中上面的横线表示标注 1的对齐，下面的横线表 

示标注 2的对齐，粗、细、虚线分别代表强、弱、伪三种对齐方式。 

表 3 Kappa计算表 A 

标 注 1 

T T 

T A B 

标注 2 L 
F C D 

如果我们要计算上例 中强对齐的 Kappa系数 ， 

那么 A一2，B===1，C一0，D一17，n一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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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7)／20----0．95，Pe=(3×2+17×18)／20 

--

--

0．78，Kappa=(O．95—0．78)／(1--0．78)一O．77 

Dice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Dice=2×I／(A1+A2) 

Dice系数只考虑非空对齐 的情况 ，其 中 A1和 

A2分别是两份对齐的“T”类 的数量 ，I是这两个对 

齐的“T”类的交集(相 同对齐)的数量 。 

如果我们要计算上例 中强对齐的 Dice系数 ，那 

么 A1—2，A2— 3，I一2，Dice一 2×2／(2+3)一 

0．8 

我们最终的实验结果如下： 

结论 ：(Dice系数 和 Kappa系数存在着极高 的 
一 致性 ，我们 以 Kappa系数为例) 

1)依据本规范进行 的词语 对齐的标 注者 内部 

和标注者之间的对齐一致性都 比较理想 ，两组强、 

弱 、伪三种对齐的 Kappa值分别为 0．99、0．98、0．93 

和 0．96、0．83、0．68，除标注者之间的伪对齐之外均 

超过了代表可靠程度好 的 0．8的阈值 ，而后者也达 

到了可以得 出“是一致的”实验性结论 的 0．67的阈 

值l_9 ；标注者 内部和之 间的强、弱、伪对齐的对齐一 

致性都呈递减趋势 ，符合我们的预期 ； 

表 4 标注者 内部和标注者之间以及与 GIZA++自动对齐的对齐一致性(口语语料) 

区分对齐方式 
忽略对齐方式 

强对齐 弱对齐 伪对齐 

Dice Kappa Dice Kappa Dice Kappa Dice Kappa 

A11 O．988 3 O．986 9 0．987 4 O．986 6 0．977 9 O．977 2 O．928 4 O．926 9 

A1g 0．78O 4 O．755 2 

A12 0．945 7 O．939 3 O．961 4 0．958 9 O．832 9 0．828 3 0．686 5 0．680 0 

A2g O．792 9 O．770 5 

注：A11是标注者 1内部的对齐一致性，Alg是标注者 1与GIZA++对齐的一致性，A12是标注者 1和 2的对齐一致性，A2g是标注者 2 

与GIzA++对齐的一致性。 

表 5 篇章语料和 口语语料的手工对齐结果与 GIZA++自动对齐结果 

的一致性及以手工对 齐为标准答案的 GIZA++的对 齐情 况 

在忽略对齐方式下 GIZA++ GIZA + GIZA++ GIZA++的 

与 GIzA++的对齐一致性 强对齐的 弱对齐的 伪对齐的 对齐错误率 

Dice Kappa 召回率 召回率 召 回率 (AER) 

篇章语料 0．655 6 O．644 9 0．872 9 O．588 5 O．17l 9 0．361 3 

口语语料 0．784 1 O．76O 4 0．952 4 0．623 9 O．339 8 O．217 7 

2)标注者 内部 的对齐一致性 明显高 于标注者 

之间的对齐一致性 ，尤其在伪对齐上更加明显(差值 

为 0．25)； 

3)由于在第一个实验中采用的都是口语语料， 

所以人工对齐结果与 GIZA++对齐结果之间存在着 

较高的一致性 (Kappa系数为 0．76左右)，在忽略对 

齐方式的基础上，标注者 1与 GIZA++之间的Kap— 

pa系数为 0．75，明显低于标注者内部的 Kappa系 

数 (O．99)，标注者 2与 GIZA++之 间的 Kappa系数 

为 0．77，明 显 低 于 标 注 者 之 间 的 Kappa系 数 

(O．94)，证 明标注者对 自动对齐结果的依赖程度不 

高 ； 

4)第二个 实验 中，GIZA++自动对齐结果与 口 

语语料 的人工对齐结果 的 Kappa系数为0．76，明显 

高于与篇章语料的人工对齐结果 的 Kappa系数 

0．64，以人工对齐结果为参考答案，口语语料的对齐 

错误 率仅 为 0．22，低 于 篇 章语 料 的对 齐错 误 率 

0．36，可见 GIZA++自动对齐工具针对 口语语料 的 

对齐优于针对篇章语 料的对 齐；GIZA++对齐结果 

对强、弱、伪三种对齐的召回率呈逐级递 减的趋势 ， 

符合我们的预期。 

4 初步的翻译实验及结果 

为了验证本规范 的有效性 ，我们用基 于短语的 

统计翻译模型做了一个初步的实验：以 3．5万依本 

规范对齐好 的 BTEC 口语 语料作 为训练语料 (共 

35 384个句对 ，369 587条对齐连线 ，其 中强对齐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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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弱对齐 占25．34 ，伪对齐占 2O．49 )，采 

用 MosesE 作为训练工具包 ，解码器采用 了 NICT— 

ATR自行开发的基于 Pharaoh u 的解码器 ，我们将 

Moses训练过程中 GIzA++双向对齐取交集、向邻 

边扩展这两个步骤的结果直接替换为手工对齐 的结 

果 ，实验中都采用 IWSLT 2005测试集作为开发集 

进行最小错误 率训练 (MERT)E ]，用 IWSLT 2008， 

2007和 2006测试集作为测试集 。实验结果如表 7， 

其中，采用全部对齐的模型为 BTEC(swp)，只采用了 

强、弱对齐没有采用伪对齐的模型为 BTEC(sw)。 

表 7 采用不同种手工对齐 的结 果与采用 GIZA++对齐结果的翻译 BLEU值对 比 

Model 2008 2007 2006 对齐连线 短语 表规模 

GIZA++ O．471 6 0．3O7 5 O．183 7 375 353 626 5O2 

BTEC (swp) O．489 0 0．333 2 0．203 6 369 587 661 104 

BTEC (sw) O．499 6 O．312 9 0．186 7 293 848 1 339 597 

结果 表 明，与 采 用 GIZA++对 齐 结 果 相 比， 

BTEC(swp)的总体 BLEU__】。 值提升了大约 2个百 

分点，与 GIZA++相 比，BTEC(swp)的对齐连线少 ， 

但短语表更大 ；通过 BTEC(sw)的结果可以看出伪 

对齐在降低短语表规模 、提高解码速度上作用非 常 

明显 。由于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 ，怎样 充分利用 

三种不同方式对齐的结果来提升翻译的质量?很多 

细节和策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5 结语 

从最初 的规范搭建 、语料库试对齐到规范的基 

本确立总共历时 3个月 ，其 间经过 了大量 的讨论和 

几次大的修改，后来的标注者在对齐过程中提出的 

各种细节问题使得规范 日臻完善 ，但远非完美 。我 

们准备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来提高这套对齐方式和规 

范的有效性 ，也欢迎同行们多多指正。 

致谢 

本规范的建立得到 了 NICT—ATR汉英词语对 

齐项 目的资助 ，在项 目的进展过程中，得到了 日本情 

报通信研究机构山本博史博士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刘洋 、黄赞、夏天以及所有参加这个项 目的 

对齐标注人员的帮助，在一致性评价实验数据方面 ， 

得到了新加坡信息研究院(I R)张民老师 的指正 ，我 

们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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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汉英词语对齐规范 

1 导言 

词语对齐的任务包 括 ：在一 个平行 语料 文本 中查 找词 

或词组的对应关系 ，并 对词 与词之 间的对应关 系 (即本 规范 

中的强对齐、弱对齐、伪对齐和对齐到空)进行判断和标注。 

本 规范是在 LDC汉英词语对齐 规范 (1．1版 )的框 架上 

建 立 的，并且 参 考 了 Blinker项 目规 范和 ARCADE项 目规 

范。 

2 本规范术语说明 

1)强对齐 ：源语言词 与相应位 置的 目标 语言词 之间在 

较大范围或某个专有领域内语义完全对等，二者可以互译， 

可以抽提出来构成双向普通字典或专业字典的词条义项 ，这 

样的对齐叫强对齐 ，它是真对 齐的一种 ，本规范 中用一 表示 

强对齐 。 

如 ：牛奶·一 milk 

2)弱对齐：为了词组整体的对齐而设立的单个词的对 

齐方式 ，表示组 成 对齐词 组 的词 与其 对应 的词 既不 是 强对 

齐，又不符合伪对齐的条件，但是为了抽提出词组又必须进 

行的对齐，它也是真对齐的一种 ，本规范用<一>表示弱对齐。 

如 ：香港 中央 图书馆 开 馆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Opens 

开一 Opens 馆<一 >Opens(弱对齐) 

伪对齐：伪对齐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仅局限于小范围 

(当前语句)因语义相通而建立的词语对齐，比如指代、语义 

一 致的省略等 ；一种是 与特定 语言 的语法要 求相 关 的对 齐 。 

比如找不到对等部分的量词的粘合等。本规范用(⋯>表示 

伪对齐。 

如 ：啊<⋯ )1 

4)对齐到空：当一个词不能与对应译文中的任何词建 

立 以上三种对齐时 ，我们将 之对齐 到空 ，本规 范用“<～ >()” 

来表示对齐到空。 

如：他 买 了 牛奶 和 大米 。 

He bought milk． 

和 (～>() 大米 (～>() 

5)粘合：某些词(除量词、代词之外，主要是虚词)在当 

前译文中找不到语义对等部分，这时可以附着在跟其意义密 

切相关 的主词上 (如 ：助 动词 附着在 中心动 词上 ，限定 词附 

着在中心名词上等)，伪对齐到那个主词的对等部分上，这样 

的对齐方式 叫做粘 合 。粘 合 主要用 于语 法 相关 的伪 对齐 。 

粘合的前提是该主词必须有可以对齐的词，否则就只能对齐 

到空 了。关于什 么样 的词 可 以粘合 ，以及 伪对 齐 到哪个 部 

分，请参照本规范相关章节的具体说明。 

6)实词：有具体意义的词。包括名词、处所词、方位词、 

时间词、区别词、数词、量词 、代词、动词、形容词等。 

7)虚词：虚词有的只起语法作用，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 

意义，如“的、把、被、所、呢、吗”，有的表示某种逻辑概念，如 

“因为、而且 、和、或”等等 。包括 副词 、介词 、连词 、助词 、语气 

词 、拟声词 、感叹词 。 

3 对齐的原则 

3．1 语义对等原 则 

在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源语言的一个特定 

的单词或句子往往有多种翻译译文 ，所有 这些译文都表 达 了 

同样的意思，即他们在语义上是对等的，只是选词和风格不 

同而 已。这样 ，每个这样 的译文都是 源语 言的单词或短 语的 

正确译文，都可以与源语言的单词或短语进行对齐。 

如 ：他 拒绝 了 他 的 提议 。 

(version 1)He refused his offer． 

(version 2)He declined his offer． 

(version 3)He said no to his offer． 

拒绝一 refused 

拒绝一 declined 

拒绝 <一 >said 拒绝<一 >nO 拒绝<一 >to 

如 ：难 受 死 了 

Extremely sad． 

死 (一 >Extremely 了<一 >Extremely 

注意 ：即使 在词性 和句子 结构方 面发 生 了变 化也 可 以 

将它们连线对齐 ： 

如 ：关 系 的 改善 

Improve relations 

改善¨ Improve 

如 ：德 国 领土 上 存在 占领 军 

The occupying armies existing in German territory 

上 ·-·in 

如 ：为 双方 在 领事 ，商业 和 其他 正式 代表 机 

构 的 活动 提供 便利 

to offer convenience to the activities of each other’S con- 

sular，commercial and other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institutes 

领 事一 consular 

3．2 位置对应原则 

除了满足语义对等原则之外，要对齐的译文还必须出现 

在与原文相应的上下文语境的合适位置。 

比如：某词在原文中不同地方出现了两次，但只有其中 

一 个有对应译文 ，另一 个没有 出现相应 的译 文，这 时应遵 循 

位置对应原则，将没有出现对应译文的词对齐到空(请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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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到的真对齐中的“并列同指”加以区分)。 

如 ：这个 问题 是 应 由 中国 人 自己 解 决 的 问 

题 

This issue is up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tO resolve 

问题 (第二个)<～ >() 

如：卢兹 说 他 一贯 支持 ⋯ ，并 遵循⋯⋯ 

Lutz said ，he ha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and he fol— 

lowed ··-··· 

卢兹一 Lutz 

()<～>he(第二个 ) 

3．3 最小匹配原则 

在本规范 中，严格遵循 词与词优先对 齐的原则 ：先考虑 

词一级 的对齐 ，然后才考虑 词组一 级 的对齐 ，除 了专有 名词 

外，真对齐尽量不采用全连线的对齐方式。 

如 ：最 大 的 便利 

as much convenience as possible 

最<--)as(第一个) 最<一>as(第二个) 

最<一 >possible 

大<一 >much 的<一 >much 

便利 convenience 

如：去年 下半年 

late last year 

去年<一>last 去年<一>year 

下半年<一 >late 下半年 <一 >year 

3．4 最大 匹配原则 

有时，为了保证双向语义对等，在进行一次连接时，被对 

齐的词需要多少就选取多少 。 

换言之，为了形成一个独立的语义单元 ，我们可能要尽 

可能多地选 取参 加连接的词 。这类情形主要有 固定 表达法 、 

成语(或习惯用语)、格言和带有连字符的单词，另外还有粘 

合得非常紧密的结构，比如动词短语，带前缀或后缀的结构 

等 。以下一对多 的情形就 是采用的最大匹配原则 。 

如 ：齐头并进 

Keep abreast with 

齐头并进 <一 >Keep 齐头并 进 <一 >abreast 齐 

头并进 (一 >with 

但是，如果可以找到词对词(内容词)的翻译，那么，对齐 

最好采用最小匹配(特别是针对那些直接从英语中借用过来 

的表达形式) 

如 ：条 条 大路 通 罗马 。 

A11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一 >All 大 路一 roads 通 <一 >lead 

通<一 >tO 罗 马一 Rome 

3．5 减少对 齐到 空 

如果一种语言的某个 片断在 另一种 语言 中找 不到对 应 

片段，也不能采用伪对齐，那么就把这些片断对齐到空，但是 

要尽量审慎地对待这种情况，尽量减少对齐到空的情况。 

4 工作步骤 

1)在真正对齐之前 ，标注者必须浏览源语言和 目标语 

言句子 ，以获得句子的大意 ； 

2)发现少量录入错误，如果容易修改的话，要先修改再 

进行对齐 ，并 添加句对注释 。 

如：他 说 你们 是 我 今年 会见 的 第一 个 国会 

众议 员 

He said，“They are the first US Congressional delega— 

tion that I have met this year．” 

应将“They”改 为“You”后 ，再对齐 ，并 添加句对注释 。 

3)发现 明显 的切 分错误后 ，要先修 改后再进行对 齐 ，并 

添加 句对 注释 。 

如：为此 我们 现 在 保证 

应在原文中将“现 在”改为“现在”后再进行对齐。 

如：外国 对 越 南 投资 增加 

应在 原文中将“越 南”改为“越南”后再进行对齐 。 

注意 ：同属于一个单词 的音译 汉字应该合在一起，如 

“约 翰”合成“约翰”，“普 京”合成 “普 京”；同属一 个英文 缩 

写 的字母要合 在一起 ，如“U．S．”合成“U．S．” 

在进行切分判断时，要判断它是两字词还是分开的两个 

词 ，可遵 循以下规则 ： 

1)共现频率高； 

2)在两个字之 间不能再插入任何其他 的字 ； 

那么这两个字就很 可能是一个两字词 ，而不是两个单 独 

的词 。 

4)以源语言句子为基础，从源语言句子开始，首先对实词 

进行连线对齐，实词全部处理完后 ，再对虚词进行连线对齐 。 

5)当所有语义对等的连接都做完后，剩下的词或短语 

或者伪对齐到其他部分上或者对齐到空。对于既不能真对 

齐又不能伪对齐的词语必须全部对齐到空节点上，一个词不 

能既对齐到空 ，又连接到其他非空节点上 。 

5 真对齐 

真对齐是词或词组在 语义完 全对 等 的基 础上 建立 的对 

齐 ，这样 的词或词组在 一个 较大的范 围或某个专业领 域内可 

以互译 ，可 以构成一部 内容 非常详 尽 的双 向翻译 词典 (包括 

专业词典)的词条内容，这样的词典包含同一个词或词组的 

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每种译法必须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真 对齐又分两种情况 ： 

1)强 对齐 

强 对齐的两部分的语义 在一 个较 大的范 围或 某个专 业 

领域 内是严 格对等的 。 

如 ：表示·一 said 

如 ：专用一 special 

如 ：其 产 品 经 香港 转 口 到 美 国 。 

Its products transfer from Hong Kong tO the US． 

转 口一 transfer 美<一 )the 美一 US 

2)弱对齐 

弱对齐是专 门为真对齐 的词 组 的组成成 分 而设 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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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语 义完全对等的词组 中，很 多组成成分 之间的对齐既不 

是强对齐 ，又不是伪对齐 ，这时我们为 了能抽提 出整个 词组 ， 

就必须将这些成分进行弱对齐。 

如 ：中国 的 

Chinese 

中国一 Chinese 的 (一 >Chinese 

如 ：篮球队 

basketball team 

篮球 队<--)basketball 篮球 队<一 >team 

如 ：去年 秋天 

last autumn 

去年 <一>last 秋天一 autumn 

真对齐中有以下现象值得注意： 

1)强 固定搭配 和专有名 词 

在强固定搭配和专有名词中，建议尽可能全部采用真对 

齐 ，比如限定词 或介 词 的对齐 建议 采用 弱对 齐 而不 是伪 对 

齐 。 

如 ：这里 将来 要 盖 一 栋 楼 。 

A building will be built here in the future． 

将 来<一 >in 将 来<一 >the 将来一 future 

如 ：一个 接 一个 

one by one 

一 个一 one 接 <一)by 一个一 one 

如 ：中国 银行 

rhe Bank of China 

中国一 China 银行一 Bank 

银行 <一 >the 中国<一 >of 

2)并列 同指 

在并列结构 中，当并列成分的共同部分被合在一起 翻译 

时，并列成分的各个相应的原文可以都对齐到合并后的译文 

上，这种处理方法在汉英两个方向上都适用。 

如 ：内地 的 专家 和 台湾 的 专家 

the experts from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专家(第一个)一 experts 专家(第二个)一 experts 

如 ：公务员 本地化 ，法律 本地化 

the localization of public servants and laws 

本地化(第一个)一 localization 本地化(第二个) 

·-·localization 

如 ：各 国 各 地 区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各国(一>all 各国<一)countries 

各(第二个)一 al1 

如：中国 的 经济 实力 和 综合国力⋯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中国一 Chinese 的<一 >Chinese 

中国一 China 的一  S 

3)动词短语 

动词短语是一个动词 联合一 个介词 或一个 副词 性小 品 

词 。 

它们以两个或多个词联合的方式出现。由于形成一个 

固定的含义时，这些小品词粘着性强，和它们的动词不容易 

分开，所以在本任务中，我们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 

如 ：指 出 

point out 

指 出<一 >point 指出<一 >out 

6 伪对齐 

伪对齐的前提条件：1)伪对齐是在无法找到真对齐的 

情况下进行的对齐，即找不到具有普遍性的语义对等部分的 

情况下进行的对齐；2)伪对齐必须语义相通或语法相关。 

伪对齐与真对齐的区别：伪对齐不是语义在较大范围 

上的完全对等，只是语义相通或语法相关，伪对齐的部分完 

全不能用来作为翻译词典(包括专业词典)中的词条内容。 

语 义相通表现在 ：伪对齐有时用 于一种指代表示 ，比如 

指代词与指代物之间的对齐；有时用于语义对等但另一边表 

达略有省略因而翻译不具备普遍性 ；有 时用 于仅局 限于某 一 

特定场合的翻译等，总之，虽然语义相通，但这类伪对齐的两 

个部分的翻译不具有普遍性，其语义对等关系只在当前语句 

或某种语境下成立 。 

如 ：张三 认 为 ， 

Zhang said 

张三 <⋯>Zhang 认为 <⋯>said 

注意：我们此处谈论的语义对等是双向的。如：“张三” 

可以翻译成“Zhang”，但反过来的译文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是 

伪对齐 。 

如 ：泽曼 透露 ， 

Zeman said that 

透露<⋯>said(语义不完全对等，对等关系只局限在当 

前语句中) 

语法相关表现在：该对齐是与特定语言的语法要求相 

关的对齐(主要是粘合式对齐)，如找不到语义对等部分的汉 

语的量词、英语的系动词、介词的对齐等等。 

6．1 语义相通 

6．1．1 指代关系 

6．1．1．1 职务与人名 

如 ：美 国 总统 抵达 大马士革 

Clinton arrives in Damascus 

美国(⋯>Clinton 总统(⋯)Clinton 

6．1．1．2 指代词与被指代对象 

如；卢兹 说 他 一贯 支持 中国 ，卢兹 也 遵循 ⋯⋯ 

Lutz said ，he ha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China，and he 

followed⋯ ⋯ 

卢兹 <⋯)he 

如 ：我 买 了 张 椅子 ，椅子 很 贵 。 

I bought a chair，that is very expensive． 

椅 子(⋯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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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文 中出现 了比较具体 的指示代词 ，对应 的中文没有 

特指时，指示代词伪对齐到对等部分： 

如：这次 演习 是 史上 同类 规模 最 大 、也 最 

复杂 的 军事 实验 。 

The exercise 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history and also 

the most complicated war game． 

同类 <⋯>its 同类 (⋯ >kind 

如 ：发展 其 在 华 业务 

expand its business in China 

其(⋯>its 

如 ：其 中 一个 人 

One ofthem 

其中(⋯>of 其中(⋯>them 

如 ；及其 

and its 

及其 <⋯>and 及 其<⋯ >its 

如 ：自己 的 

its own 

自己<⋯>its 的<⋯>its 

自己(一 >own 的<一 >own 

6．1．2 语义一致 的省 略或 增加 

为 了更好地理解语义一致 的省 略或增加 ，我们 区分 三种 

情形 ：词一级 、句子级和谈话级 

词一级 ： 

如 ：他 带来 了 书 

He brought his books． 

书<⋯>his 书一 books 

此例 中，原文中只有一个 词“书”，省 略 了“他 的”。仔细 

检查这种省略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他 的”在源语 言 中 

只是在词汇上省略了，但在语义上还是表达出来了。根据语 

义对等原则 ，我们可 以将 这种类型的省略或增加采用粘 合的 

方法进行伪对齐 。 

句子级 ： 

虽然词 在译 文或原文 中被 明显地省 略或增加 了 ，但是 从 

一 个句子级 上进 行考察 ，这种 省略或增加是充分和正确 的。 

如 ：屋子 很 大 。 

The room is big in dimension． 

大一 big 大 <⋯>in 大<⋯ >dimension 

在词汇或词一级 ，“in dimension”相对 于“big一 大”显得 

多余，但是 ，短语“in dimension”加进来是为了表达与“a room 

being big”稍有不 同的意思 ，是“big”意义 的一 个扩展 。所以 ， 

在这个意义上 ，当考虑 到主语 的时候 ，“in dimension”从 句子 

级的角度是可接受 的，同样可 以与“big”粘合后伪对齐到 

“大”上。 

如 ：厦 门 加强 城市 建设 

Xiamen speeds up construction 

建设一 construction 城 市(⋯ >construction 

如 ：最 惠国 待遇 

Most—favored nation trade status 

待遇<⋯ >trade 待遇¨ status 

如：德国 经济 开始 回升 

Economy in Western Germany begins recovery 

德 国一 Germany 德国<⋯ >Western 

如 ：会谈 将 于 明 日 继 续 在 北京 举行 

The talks are scheduled tO continue tomorrow 

继续 continue 举行 <⋯>continue 

谈话级 ： 

比如，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我们谈到了“中国篮球队”，在 

后面的句子里我们省略 了这个 短语中 的“中国”，虽然很 明显 

从 谈话的角度“篮 球 队”和“中国篮球 队”是指 一 回事 ，但 是 ， 

如果从 词一级或局部来考察 ，我们决不可 以说这两个 短语在 

语 义上是等价的 ，它们 只有 通过增 加谈 话线 索才是 等价 的。 

这 时 ，我们也可 以这样对 齐 ：篮球 队<⋯ >Chinese 

篮 球队<一 >basketball 篮球 队<一 >team 

注意 ：被省 略或 增加 的部 分只有 在 当前旬 对 中与对 应 

部分 的语义一致 ，才允许 建立伪 对齐 。如果二者隐含 的语义 

并不一 致，就只能对齐 到空。 

6．1．3 特殊语境下 的翻译 

只有在特定 的语 言环境下(如标题 )，对齐的两个部分 的 

语 义才是对等 的。 

如：美国 代表 谈 难民 问题 

American Delegate on Refugee Issues 

谈 <⋯ >on 

如 ：墨西哥 总统 访 问 上海 

M exican President in Shanghai 

访 问<⋯ >in 

6．1．4 中文原文 中出现英文 

当中文原文 中出现英文时 ，将 中文中的英 文部分进行伪 

对齐 。 

如 ：布鲁斯 ·史宾斯汀 (Bruce Springsteen) 

Bruce Springsteen 

B r u c e<⋯ >Bruce S P ri n g St e e n<⋯ >Springs— 

teen 

6．2 语法相关 

这种伪对齐是针对特定语言的语法要求而建立的对齐 

(主要是粘合式对齐 )。比如 ，汉 语 中有丰 富 的量 词 ，但英 语 

中没有这一词类 ，当遇到量词 的对齐时 ，不论词性 如何 ，只要 

能找到语义对等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进行真对齐，如“一杯茶 

a cup of tea”，“杯”可以强对齐到“cup”(虽然 cup是名词)，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汉语中的量词在英语译文中都找不到语 

义对等部分，这时我们就采用粘合的方式进行伪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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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语法现象对比(★表示为某种语言特有) 

冠词 量词 句尾语气词 时态助词 从句先行词 不定式标记 

汉语 ★ ★ 

英语 ★ ★ ★ ★ 

以上这些★部分如果找不到语义对等部分，都采用粘合 

的方式进行伪对齐。 

6．2．1 不定词 “t0” 

1)不定词“to”若能找到其对等的翻译，直接对齐就可 

以了。 

如 ：为 了 解决 问题 ，我们 讨论 了 一 下午 。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discussed the whole after— 

n oo n． 

为了一 to 

如 ：以 设法 解决 

To try to solve 

以 ¨ t0 

2)不定词“to”处在固定搭配中，应弱对齐到对应部分。 

如 ：继续 

continue to 

继续一 continue 继续<一 >to 

注意 ：to如果隶属 于某个 较 固定 的搭 配最 好放在 搭配 

中处理 ，而不是 粘着 在后 面的动词上 。 

如 ：坚决 

is determined to 

坚决 <一 >is 坚决一 determined 坚决 (一 >to 

3)其他情 况 ：粘合在其后 的动词上 。有时 ，一些词可能 

插在它们 中间，这时需要格外小心 。 

如 ：我们 希 望 他 继 续 努 力 ，迅 速 有 效 地 解 决 

问题 。 

W e hope he could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quickly and ef— 

ficiently solve the problem． 

解决 <⋯ >to 解决一 solve 

6．2．2 句尾语气词 

包 括帮助在 句尾形成感 叹的词 ，如 ：“呀”、“啊”、“畦” 

等 ，帮助在句尾形成疑问的词，如“吗”、“么”、“呢”等，可以 

与后面的标点符号粘合伪对齐到对应英文的标点符号上。 

如 ：天气 真 棒 啊 ! 

What a wonderful day ! 

啊<⋯ >! !一 ! 

但是，它们出现在句中表示犹豫或改变想法时，如果能 

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对应的片段，就真对齐，否则，对齐到空。 

6．2．3 量词 

虽然量词的选择是由其后的名词决定的，但考虑到量词 

与前面的数词或代词位置更加接近，粘合更加紧密，所 以量 

词一般伪对齐到其前 的数词或 指示代词 的对 等部 分上。 

如 ：他 买 了 一 本 书 

He bought a book． 

一 +一a 本 <⋯>a 

如：他 是 第一 个 提出 此 议案 的 人 

He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such a motion． 

第一一 first 第一 <一 >the 个<⋯ >first 

如 ：这 张 椅子 

this chair 

这一 this 张 <⋯>this 

注意以下三种情况 ： 

当表示单个事物、汉语 中省略了数词时，将量词直接伪 

对齐到英文中对等的数词上 。 

如 ：他 买 了 本 书 

He bought a book． 

本<⋯ >a 

当数词有多个时，量词粘合伪对齐到多个数词上。 

如 ：一千六百 万 名 

1 6 million soldiers 

名 (⋯>16 名<⋯>million 

如 ：二百四十多 家 

M ore than 240 

家 <⋯>more 家<⋯>than 

家 (⋯>240 

如 ：成千上万 名 

tens of 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 <一>tens 成千上万 (一 >of 成千上万 

<一>thousands 成千上万 <一 >of 

名 <⋯ >tens 名 (⋯>of 名 <⋯ >thousands 

名 <⋯ >of 

与中文量词 有关 的英 文“NP of”结构 ，of粘合 伪对齐 到 

量 词上 。 

如 ：一 例 回扣 

one case of kickback 

例一 case 例(⋯>of 

如 ：一 系列 

a series of 

系列一 series 系列 (⋯ >of 

如：第一 轮 投票 

the first round of voting 

轮一 round 轮<⋯ >of 

6．2．4 系表结构中多出来的系动词 

系表结构中系动词有对等部分则直接对齐到对等部分， 

没有对等部分则伪对齐到离它最近的表语上。 

如：她 又 高 又 苗条 。 

She is tall and s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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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is 

如：中方 愿 同 美方 共同 努力 增加 共识 。 

China is willing tO strive with the US tO 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愿 (⋯>is 

如 ：他 在 。 

He is in． 

在 <⋯>is 在一 in 

6．2．5 其他 

具体情形，请参考 11． 

7 全连线 

1)真对齐的全连线 

全连线的条件：词组与词组整体上语义完全对等，但是 

词组 内部 有的词根本找不到可 以独立对齐或粘合 的部 分(如 

词组一边有省略的情况)。真对齐的全连线全部采用弱对 

齐。 

专有 名词词组 

如 ：华约 集 团 (“集 团”译 文省略) 

the W arsaw Pact 

华约 <～ >the 华 约<一 >Warsaw 

华约 <～ )Pact 

集 团<～>the 集 团<一 >Warsaw 

集 团(～ >Pact 

如：高盛 (投资 )公司 

Goldman Sachs 

高盛 <一 >Goldman 高盛(一 >Sachs 

(<一 )Goldman (<一 >Sachs 

投资<一>Goldman 投资<一>Sachs 

)(一 >Goldman )<一 >Sachs 

公 司(一>Goldman 公 司(一 >Sachs 

如 ：新墨西哥 州 

New M exico 

新墨西哥 (一 >New 新墨西哥 <一 >Mexico 

州 <一)New 州<-- >Mexico 

普通词组 

如 ：以 ⋯为 基础 

on the basis of 

以<一 >on 以(～ >the 以(一 >basis 以(一 >of 

为(一 >on 为 (-- >the 为<一 >basis 为<一 >of 

基础 (一 >on 基础 (-- >the 基 础 <一 >basis 

基础<一 >of 

注意：如果一个专有名词或强固定搭配不用全连线，每 

个部分单独抽出来语义也对等，就不必全连线。但是如果有 

些部分单独抽出来不合适，最好还是采用全连线。 

2)伪对齐的全连线 

主要用于：整个词组到词组的对齐本身属于伪对齐、但 

其中词和词之间不能全部一一对齐的情况。全连线时全部 

采用伪对齐。 

如：拉脱维亚 与 中国 将 开展 积极 的 对话 与 合 

作 。 

The two countries will have active dialogue and coopera— 

tion． 

拉 脱维亚<⋯>the 拉脱维亚 <⋯>tWO 

拉脱维亚(⋯>countries 

与<⋯>the 与(⋯>tWO 与(⋯>countries 

中国《⋯ >the 中国(⋯ >tWO 中国<⋯>countries 

如 ：刘 华章 介绍 

The Financial Planner explained 

刘 (⋯>The 刘 <⋯ >Financial 刘<⋯ >Planner 

华章(⋯>The 华章(⋯>Financial 华章(⋯>Planner 

8 对齐到空 

对于找不到语义对 等部分 、且 无法 进行 伪对 齐的词 ，我 

们统一将之对齐到空。 

8．1 句 法性虚词 

对于“it”、“there”、“here”等词，当它们在句子中只起一 

个句 法作用 ，对句子 的意思没有贡献时 ，如果 没有对等部分 ， 

多出来的“it”“there”或“here”可以对齐到空。 

如：努力 准备 考试 很 重要 。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work hard for the exam． 

()<～ )It 

如 ：汽车 来 了 。 

There comes the bus． 

()<～ >There 

注意：当 there表“存在”出现在“there be”句型中时， 

there与 be都 参加对齐 (弱对 齐到 有／无／没有／⋯)： 

如 ：那 项 报导 无法 证实 。 

there is no way tO verify that report 

无法<一 )there 无法 <一 >is 

无法 <一 >no 无法 <一 >way 

如 ：从 那时 起 ，欧洲 政局 无 一 日 安宁 ，危机 

重重 。 

Henceforth，there has not bee~s a single day of peace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Europe，a crisis—ridden continent． 

无 (一>there 无<一 >has 无<一 >not 

无 <一 )been 

如 ：有 八十 美元 左右 的 包 吗 ? 

Are there any bags aroud eighty dollars? 

有 <一>are 有 (一 >there 吗<一 >are 

吗<一>there 

8．2 个人用词风格 

由于个人用词风格产生的插入或省略，与流派有关的插 

入和其他实际中的或谈话中的特点，比如，在广播对话中，有 

纯粹的口语式的插入 ，表示犹豫、改变话题或交谈 中个人的 

用词习惯，它们在语义上不重要，没有对应译文，应对齐到 

空 。 

如 ：那么 敌后 战场 呢 ，日本 为了 要 夺 权 ，巩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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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这个 占领 区 ，它 开始 那个 新 的战略 。 

W ell。o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in order tO 

take over，consolidate the area under its occupation，Japan 

began a new strategy． 

呢<～>() 这个 <～ >() 那个 <～>() 

8．3 对话 中的省略 

如：他们 的 基础 知识 差 ，出现 了 一些 错别字 ， 

无法 纠正 ，结果 落选 。 

They have poor basic knowledge， they wrote some 

wrong characters，and since there was no remedy，finally 

lost in the selection． 

()(～ >since 

8．4 翻译丢失 

当词或词串及其信息的译文都丢失时，如果在句子中占 

的比重不太，还不足以放弃对齐，修改起来又不方便时，可以 

对齐到空 。 

如 ：他 买 了 牛奶 和 大米 。 

He bought milk． 

和 <～>() 大米 <～>() 

8．5 译文选择 

在对齐时，有时一个词的译文在不同地方出现了两次或 

多次 ，如果 不是“并列 同指”的话 ，要避 免将 同一 个词 对齐 到 

不同的地方，而是要对齐到一个位置相应的地方，而剩下的 

不能对齐 的部分就对齐 到空。 

如：他们 相信 通过 逐步 微调 办法 ，把 银行 利 

率 调整 到 ⋯ ，将 ⋯ 

They believe that the strategy to fine tune the rate to ··· 

will··· 

应 ：微调 <～)() 调整 <⋯>fine 

调整H tune 

不 应 ：微调 <一 >fine 微调 (一 >tune 

调整H tune 

如果这样连线 ，tune这个词 既在“微调 (fine tune)”词组 

中，又 在“调整(tune)”中 ，势必造 成抽词组 困难 ，所 以这种情 

况要避免 。 

如 ：这个 问题 是 应 由 中 国 人 自己 解决 的 问 

题 

This issue is up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to resolve 

的 (～>() 问题 (第 二个)(～>() 

9 放弃对齐 

针对空 白的句子 、有一 半或一半 以上 不 匹配 的句 子 、翻 

译了一半或不到一半的句子、两边都是纯英文的句子、完全 

意译的句子 ，可使用“放弃对齐”按钮放弃对齐，并在“句对注 

释”栏中添加放弃的原因(空白、不匹配、未翻完、纯英文、意 

译等)，有其他放弃原因也请注明。 

如 ：这 实在 微不足道 ，不过 尽 力 而 已 。 

It is the least I can do． 

如：三 个 臭 皮匠，顶 个 诸葛 亮。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10 旬对注释 

1)如果发现任何潜在的问题 ，请在“句对注释”栏中添 

加 注释 。 

2)以下情况必须添加“句对注释”：录入错误、切分错 

误 、放弃对齐。主要是标明错在哪里、怎么改的、放弃对齐的 

原因(空 白、不匹配 、未翻完 、纯英 文、意译等)。 

如 ：巴西 宣布 基 磋 施 投资 计划 

Brazil Announces Investment Plan for 1998 

宜将“基 磋 施”改为“基础 设施”，再进行对齐，并在 

“句对 注释 ”栏 中记 录改 动情 况 ：“原 ：基 磋 施 现 ：基 础 

设施” 

l1 各种具体情况 

11．1 介词 

1)对于介词来说，如果有对等部分，直接对齐即可。 

2)对于英文部 分有 两个或 多个介 词 ，而 中文 部分 只有 

一 个对等介词 ，可以将两个介 词粘合 ，将 它们对齐 到另一 边 

的对等介词上；同样，当中文中有介词后缀时，也和前面的介 

词粘合，真对齐到对等的英文介词上。 

如 ：对 美 国 来 说 

To the US 

对一 tO 来 <一 >to 说<一 >tO 

如 ：在 近年 来 

In recent years 

在一 in 来 (一 >in 

如 ：在 桌子 上面 

On the table 

在 on 上面一 on 

如 ：遍布 在 这 片 热土 上 

have spread out all over this stretch of hot turf． 

遍布(一 )spread 遍布 (一 >out 

遍布<一 >a11 遍布<一 >over 

在<一 )over 上<一 )over 

3)对于一边有一个介词，而另一边没有对等部分的情 

形 ，分以下 几种情 况 ： 

1’强固定搭配：介词使用真对齐中的弱对齐 

如 ：我 同意 你 的 意见 。 

I agree with you． 

同意一 agree 同意(-- )with 

如 ：我 同意 你 的 意见 。 

I am in agreem ent with you． 

同意(一 >in 同意一 agreement 

同意<一 )with 

如：健康 状况 良好 

in good health 

健 康一 health 状况 <一>health 

状况<一 )in 良好一 good 

如：对 香烟 加以 规范(注意识别中文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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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 cigarettes 

对 <一>regulate 加 以<一 >regulate 

规 范++regulate 

2’弱固定搭配 ：将介词伪对齐到与它搭配的词的对等 

部分。 

如 ：尼加拉瓜 总统 结束 访问 芬兰 

Nicaragua president ends visit tO Finland 

访 问一 visit(名词) 访问<⋯ >tO 

如 ：目前 ，警方 正在 调查 事故 原因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is underway 

调查一 Investigation 调查 <⋯ >into 

对结构 比较松散的词组 ： 

如 ：芬 兰 向 埃及 提供 环保 援助 

Finland tO Provide Egypt W ith Environmental Aid 

向(⋯ >provide 提供一 provide 

提供 (⋯ >With 

3’介词后接地点、范围、方面、领域、时间类的词，介词 

没有对等部分且不与其他词构成固定搭配 

如 ：广州 成立 破产 法庭 

Bankruptcy Court Established in Guangzhou 

广州 <⋯>in 广州¨ Guangzhou 

如 ：世界 科学 大会 

W 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 

科学 <⋯ )on 科学+一Science 

如 ：他 1997年 毕业 。 

He graduated in 1997． 

1997年<⋯ >in 1997年一 1997 

如 ：他 9日 来 。 

He will come on the 9th． 

9日<⋯>on 9日<一 >the 9日一 9th 

4’对 齐到空 

对 等部 分未出现 ，对齐到空 

如：做 实验 可以 得出 结果 。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by doing experiments． 

()<～ >by 

汉语中的介词和副词没有合适 的对齐部分时，对齐到 

空 。 

如 ：他 把 鸡蛋 给 吃 了 。 

He has eaten the eggs． 
，  

把<～>() 给(～ >() 

如 ：国家 每年 都 拨 专 款 

Every year the nation allocates special funds 

都 <～>() 

如 ：就 在 人们 议论纷纷 之际 ，⋯ 

W hen people were commenting on this．⋯ 

就 <～>() 

4)介词及限定词的伪对齐部分(量词的请见规范 6．2． 

3) 

· 如果有一个完 整 的主名 词 ，则直 接将 介词或 限定 词 

伪对齐到主名词对应的译文上，即使这个主名词有时与它的 

限定 词相 隔较远 。 

如 ：社会 主义 制度 

the socialist system 

制度 <⋯ )the 

如 ：新区 管 委会 

the new region ’S management committee 

新 区<⋯>the(注意 ：此处 the对齐的不是“管委会 ”) 

如 ：澳 门 特别 行政区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行政 区<⋯>in 行政 区<⋯ >the 

· 如果主名词是一个由“and”或”or”连接的联合结构， 

则只要粘合在离它最近的主名词上，伪对齐到其对等部分。 

如 ：中国 的 发展 和 进步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 

发展 (⋯ >the 

如 ：中国 和 美 国 ⋯ 

In China and U．S．，⋯ 

中国<⋯ >In 

·如果很难 分离 出明显的主名词 ，则一一伪对齐 。 

如 ：三 到 五 年 

for 3 to 5 years 

for<⋯ >三 f0r<⋯>到 for<⋯>五 

for<⋯ >年 

· 主名词有强对齐部分，又有伪对齐部分时，介词或限 

定词伪对齐到强对齐部分 。 

如 ：欧洲 股票 市场 创下 了 新 低 价位 。 

European stock markets recorded a new low． 

低<⋯ >a 低一 low 价位 (⋯>low 

11．2 英语助动词 

助动词提供了关于它后面的主动词的更多的语义信息。 

助 动词 可以有多种形式 ，它用来 表示以下功 能：被 动、进行 、 

完成、情态或虚拟。只要两边都出现了对等部分，就可以直 

接进行对齐 。 

如 ：他 会 来 。 

He will come． 

会一 will 

如：谈判 也 能 产生 重要 进展 。 

negotiations will also make major progress． 

能-—·will 

当一边没有对等部分时，多出来的助动词分以下几种情 

况 ： 

1)否定句：将助动词伪对齐到否定词上 

如 ：他 不 知道 。 

He does not know． 

不 (⋯ )does 不 not 

2)疑问句：起语法作用的助动词因与中心动词相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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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所以对齐到空，但含语义信息(否定)的否定词仍进行对 

齐。 

如：你 有⋯． 

Do you have··· 

()<～ )Do 

如 ：你 不⋯． 

Do not you 

()<～ >Do 不一 not 

3)与主动词粘合伪对齐到对应的中心动词上 

如 ：蜡烛 吹灭 了 。 

The candles were blown out． 

吹灭(⋯ >were 吹灭<一 )blown 

吹灭 <～ >out 了<⋯>blown 

如 ：早 日 达成 双边 协议 

An agreement can be reached 

达成 <⋯>can 达成 <⋯ >be 达成一 reached 

11．3 汉语 的时态 

因为缺乏屈折形态 ，汉语 动词不 改变 形式 ，用诸 如“着 ， 

了 ，过 ，一直 ，正 ，正在”这样 的词表示 时态 和时 间 ，这 些词应 

伪对齐到英文中的相似表达(如表完成、进行的助动词)上， 

这是一种特殊 的语义 相通 又语 法相关的伪对齐 ，如果没有 对 

等部分 ，则与中心动词粘合伪对齐到后者的对等部分上。对 

“曾、已经、将、会 、能”等类似的词 ，如果有语义对等部分的 

话 ，可 以进行真对齐 ，否则 也作 类似处理 。 

如 ：图书馆 已经 建成 。 

The library has been completed． 

已经<⋯>has 建成 <⋯>been 

建成一 completed 

如 ：他 去 北京 了 。 

He has gone to Beijing． 

了<⋯>has 去一 gone 去<一 )to 

如 ：他 听 着 音乐 。 

He Was listening tO music． 

听一 listening 听<一 >tO 着 (⋯ >was 

如 ：他 去 过 北京 。 

He visited Beijing． 

去一 visited 过 (⋯>visited 

如 ：不 曾 遇到 过 

have not been encountered 

不一 not 曾<⋯>have 遇到 (⋯>been 

遇到 encountered 过 <⋯>have 

如：爱尔兰 总统 将 正式 访问 英国(标题) 

Irish President to Visit Britain 

将(⋯)tO 

更复杂的情况(含被动语态 )： 

如 ：受 到 俘虏 的 对待 

is being treated as a prisoner． 

受到 <⋯ >is(表进行 时态 ，与 being粘合) 

受到<⋯>being 对待一 treated 对待(一>as 

如 ：遭 人 下 毒 

have been poisoned 

遭 <⋯>been 遭 <⋯ >have(表完 成时 态 ，与 been粘 

合)下 <一 >poisoned毒 <一>poisoned 

11．4 “的”、“地”、“得 ” 

11．4．1 “的” 

11．4．1．1 表所有格 的“的” 

所有格用来表示所有关 系 。英语 中所有 格可 以采取两 

种形 式 ：“’S”(或’)和 “of”。 

如果两边都出现所有格，直接对齐即可。 

如 ：中国 的 领土 

China’S territory 的．+’S 

如 ：中国 的 领土 

The territory of China 

的一 0f 

如果英文复数 的所有 格只是一 个省 略符“ ，那么将 省 

略符“”’按和“’S”同样的方式处理，因为它们在语义上是等 

价 的。 

如 ：学生 的 教科 书 

Students’textbooks 

的．+’ 

关于“of”和“的”的对齐请注意： 

1)英语中的“0f”经常与“的”进行连接，使用机器 自动 

对齐的结果中基本 上所有的“of”都会和某 个“的”进 行连接 ， 

但是 应看清是 否确为对 应。 

如 ：她 个子 高 ，能 看到 墙 的 那 一边 

she can see over the wall because of her height 

机器对齐的结果是“的”和“of，，对应 ，但这 里显然不是 。 

2)固定搭配中 of和其他 部分一起 连到对应 的译 文上 

如 ：去年 初 

at the beginning of last year 

初 <一 >at 初 <一 )the 初一 beginning 

初 <一 >of 

如 ：数以万计 的 

tens of thousands of 

数 以万计 <一>tens 数以万计<一 >of 

数 以万计 (一>thousands 数以万计 (一 >of 

的<～ >() 

如 ：百分之五十 的 女性 

50 percent of women 

百分之五十(一 )50 百分之五十<一 )percent 

百分之五十<一 >of 

的<～>() 

3)语义一致的省略 

如 ：关塔那摩 的 囚犯 

Guantanamo prisoners 

关塔那摩++Guantanamo 的<⋯>Ouanta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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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中国 领土 

territory of China 

中国一 China 中国<⋯)of 

应 该理解为 ：在“中国”后 插入 “的”字 ，整个 词组“中国 

的领土”读得通顺，才可 以将 of视为省略粘合伪对齐到“中 

国”上 。所 以： 

如 ：石油 业 将 从 此 蓬勃 发展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oil sector 

上例中的 of不应再伪对齐 “业” 

4)city of／town of／capital of等 后 接 地 名 ，当 地 名 和 

town、city、capital是 同位语 关系 时 ，0f不应 当再 当作对 应 的 

“的”省略 的情况来处理 ，而应伪 对齐 到 city、town、capital等 

词上 。 

如 ：雅 夫纳 市 

city of Jaffna 

市一 city 雅夫 纳一 Jaffna 市<⋯ )of 

如 ：印尼 首都 雅加 达 

the Indonesian capital of Jakarta 

首都·一 capital 雅加达·一Jakarta 

首都 (⋯ >of 

但 下列情况是“的”省略 ： 

泰米尔纳德邦 首府 钦奈 

Chennai，the capital of Tamil Nadu State 

泰米尔纳德邦(一>Tamil 泰米尔纳德邦<一>Nadu 

泰米尔 纳德 邦(一 >State 首府一 capital 

钦奈一 Chennai 泰米尔纳德邦 (⋯ >of 

l1．4．1．2 形容词后 的“的” 

1)英语 中有 相应 的形 容词 ，则将 “的”与 中文形容 词一 

并真对齐到英文形容词上 

如 ：雪 白 的 雪 。 

White snow 

雪 白一 white 

的<一 >white(注意 ：此处是真对齐 的弱对齐 ) 

2)与之类似 ，以下 的“的”也可 以弱 对齐 到对应 的作 为 

前置定语的英文分词形式上 

如 ：随行 的 记者 

the accom panying reporters 

随行++accompanying 

的(一 >accompanying 

如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国家 

US—led countries． 

的<一 )US-led 

11．4．1．3 “所 ⋯的”结构 

如：他 描述 了 他 所 看到 的 。 

He described what he saw． 

所 <⋯>what 的<⋯ >what t 

11．4．1．4 其他定语后的“的” 

1)定语从旬：“的”如果有关系代词与之相应 ，可直接与 

之进行伪对齐 ，否则对齐到空。详见 儿．12中的定语从句部 

分 。 

如：目前 在 当兵 的 姜敏元 ⋯ 

Jiang Mingyuan who is serving in the army nOW⋯ 

的(⋯>who 

如：分享 价值 25万 美元 的 2O 根 金条 

Sharing 20 gold bars worth 250，000 US dollars 

的<～>() 

如 ：中央台 报道 的 新 闻 很 有趣 。 

The news reported by CCTV is very interesting． 

的<～>() 

2)如果介词引导 的介 词结 构作定 语 ，且 中文 中出 现 了 

“的”，那么“的”的对齐可 以分成 两种情况 ： 

· 介词有对应的中文译文时，介词和对应部分可以强 

对齐，“的”对齐到空： 

来 自 美 、英 、法 三 国 的 士兵 

Soldiers from three countries，namely，the US，UK and 

France 

的(～>() 

加 熏肉 的 煎 鸡蛋 。 

Scrambled eggs with bacon， please ． 

的<～>() 

我 在 去 迈 阿密 海 滩 的 路 上 。 

I’m on the way to M iami Beach ． 

的<～>() 

去 华盛顿 的 十二 号 航班 是 哪个 登机门 ? 

W hich boarding gate is flight twelve to W ashington? 

的<～>() 

对 问题 的 洞察 

its penetration of the problem 

的<～ >() 

· 英文介词没有对应的中文译文时，“的”可以伪对齐 

到英文 介词 上 ： 

如 ：大 地主 的 投降 

capitulation by the big landlords 

的<⋯>by 

如 ：五月 的 第三 个 星期 日 

the third Suday in May 

的 <⋯>in 

如 ：美 、英 、法 三 国 的 士兵 

Soldiers from three countries， namely ， the US ， 

UK and France 

的<⋯ >from 

如：一 个 21 世纪 的 共同 方案 

A common program for the 21 century 

的<⋯ >for 

如 ：北京 的 胜利 

a victory for 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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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or 

如 ：约旦河 西岸 的 居 民 

Residents in the West Bank 

的<⋯)in 

3)其他对齐到空的情况 

如 ： 他 是 个 二十 岁 的 青年 。 

He is a 20 year old youth． 

的<～>() 

4)与“的”类似的“之 ” 

如 ：他 结束 东盟 5 国 之 行 

He Shi concludes visit to 5 ASEAN countries 

之<⋯>to 

11．4．1．5 中心词省 略的“的”字结构 

如 ：实行 拍卖 的 ，可 减免 有关 税收 ； 

for those implementing auctions ，related taxes can be 

reduced or eliminated； 

的<⋯ >those 

如 ：有 白色 的 吗? 

Do you have a white one? 

白色<⋯ >a 的<⋯>a 白色一 white 的 <⋯ > 

one 

11．4．1．6 句尾的“的” 

在 中文“是⋯的。”强调句 型中 ，“是 ”和句尾 的“的”均对 

齐到空 。 

如 ： 中 方 是 愿 同 美 方 共 同 努 力 增 加 共 识 

的 。 

China is willing to strive with the US to 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是 <～>() 的<～>() 

如 ：鲁宾 一行 是 应 财政部 的 邀请 访华 的 。 

Rubin and his delegation are visiting China at the invita— 

tion of the M inistry of Finance． 

是 <～>() 的<～>() 

11．4．2 “地”、“得” 

如 ：他 深深 地 爱上 了 她 。 

He loves her deeply ． 

深深一 deeply 地 <一 >deeply 

如 ： 他 干 得 好 。 

He did wel1 ． 

干一 did 得 <⋯>did 

注意：“他们 ‘的”都要与“their”真对齐；“逐渐”“的”都 

要与“gradual”真对齐；“气 冲冲”“地”都要与“angrily”真对 

齐 。 

l1．5 重复 

中文中重复很常见且形式不一。一般情况下，如果在英 

文中没有找到重复的话，被重复的字要真对齐。但个别情况 

除外 。 

11．5．1 名词性重复 

如 ： 人人 都 到 了 。 

Everyone arrived ． 

人人 everyone 

11．5．2 动词性重复 

如 ： 让 他 试 一 试 。 

Let him have a try ． 

试 (第 一个 )(一 >have 

如 ：让 他 试 试 。 

Let him have a try ． 

试 (第 一个 )<一 >have 

试 (第 二个 )一 try 

如 ： 他 去 散散步 。 

一一 a 试 (第二个 )一 try 

试 (第二个)<⋯)a 

He went to take a walk ． 

散散步(一>take 散散步<-->a 

散散步<一 >walk 

如 ： 他 解释 了 又 解 释 。 

He explained and explained ． 

解 释(第一个)一 explained(第一个) 

解释(第二个)一 explained(第二个) 

了<⋯ >explained(第一个 ) 又一 and 

如 ： 他 做 作业 做 得 好 。 

He did his homework wel1 ． 

做(第一个)一 did 做(第二个)<⋯>did 

得 <⋯>did 

l1．5．3 形容词性重复 

如 ： 太 阳 红彤 彤 的 。 

The sun is red ． 

红彤彤一 red 的<一 >red 

如 ： 他 傻 不拉几 的 。 

He is stupid ． 

傻不拉几一 stupid 的<一>stupid 

如：屋子 干干净净 。 

The room is clean ． 

干干净 净一 clean 

11．5．4 量词性重 复 

如 ： 花 一 朵 朵 地 凋凌 。 

The flowers withered gradually ． 

一 <一 >gradually 朵朵<一 >gradually 

地<一 >gradually 

注意 ：“地”字必须参 加真对齐 。 

11．6 离合动词 

汉语离合动词的不同部分在对齐时遵循 ：动词部分伪 

对齐，名词部分真对齐。 

如 ： 他 深深 地 鞠 了 一 躬 。 

He made a deep bow ． 

鞠(⋯)made 了<⋯)made 一一 a 躬一 bow 

如 ： 睡觉 前 洗 个 热水 澡 。 

Take a hot bath before going to b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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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take 澡一 bath 

l1．7 专有名词 

11．7．1 一般情况 

1)人名、组织名 、机构名、国名、地名及其首字母缩写形 

式等都被处理为一个完整的单位。 

如：联合国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一 >the 联合 国<一 >United 联 合 国<一 > 

Nations 

如 ：联合 航 空局 

the Joint Aviation Authorities (JAA ) 

联 合一 Joint 航 空局 (一 >Aviation 航 空 局 (一 > 

Authorities 

航空局<一>the 联合(一>JAA 航空局<一>JAA 

联 合(一 >( 航空局 <一 >( 联合<一 >) 

航 空局 (一>) 

如：中国 共产党 

the CPC 

共产党<一>the 中国<一>CPC 共产党<一>cPc 

如 ：苏联 

the USSR 

苏联 <一 >the 苏联一 USSR 

2)当专有名词内部的词不能一一对齐时，一般采用全 

连线弱对齐 的方式 。详见 7全连线 

11．7．2 人名的特殊情况 

1)第一种情形 ： 

如 ：张 衡 

Zhang 

张一 Zhang 衡 <⋯ >Zhang (伪对齐) 

如 ：若斯潘 

Lionel Jospin 

若斯潘一 Jospin 若斯潘<⋯>Lionel(伪对齐) 

2)第 二种情形 ： 

如 ：诸葛亮 

Zhu 

诸葛亮 <⋯>Zhu 

3)第三种情形： 

如 ：欧萨玛 ·宾拉登 

Osama Bin Laden 

欧萨玛一 Osama ·<～>()(对齐到空) 

宾拉登 (一 >Bin 宾拉登 (--)Laden 

l1．8 前缀和后缀 

11．8．1 前缀 

中文中的前缀“本，该，此”(“本人”除外)通常应直接真对齐 

到其对等部分而无需粘合到别的词上，因为它们都有实义。 

如 ：本人 姓 李 。 

My family name is Li ． 

本 人<一 >My 

构成词组：本人姓(My family name is)的一部分 

如 ： 我 遇 到 过 此 人 。 

I met this person ． 

此一 this 

如 ：该 书 描叙 了 他 的 一生 。 

The book describes his whole life ． 

该—·The 

如 ：前 总统 克林顿 

Former president Clinton 

前．+Former 

11．8．2 后缀 

后缀一般应伪对齐在它前面的词的对齐部分的中心词 

上 ，因为 它们 通常没有实义 。 

11．8．2．1 名词后缀 

象“者，儿，员⋯”一类的名词后缀应伪对齐到名词的对 

等部分的中心词上 。 

如： 汤姆 是 个 小青年 儿 。 

Tom is a young man ． 

小 青年<一 >young 小青 年 (一 >man 儿 <⋯ >man 

(注意 ：此处“儿”只伪对 齐到中心词上) 

11．8．2．2 动词 后缀 

动词后缀 主要指趋向动词 ，对齐 分以下两种情况 ： 

1)无对等部分的对齐，粘合在中心动词上伪对齐。 

如 ：从 ⋯ 发展 起来 的 

developed from 

发展一 developed 起来<⋯>developed 

有对等部分的对齐，直接对齐即可。 

如 ： 他 走 下来 。 

He walked down ． 

走一 walked 下来·一 down 

11．9 限定词 

11．9．1 一般情况 

定冠词和不定冠词“a／an／the”以及代词“his／her／their／ 

its／your／our／my”都属于限定词 。 

以冠词为例 ，分以下三种情况处理 ： 

1) 限定词 <>限定词 

如 ：卡斯特罗 称赞 中国 的 成功 是 一 个 奇迹 

Castro praised as a miracle China's Success． 

一  

●● a 

2)()<>限定词 (或者反过来) 

一 边有 限定 词而另一边限定词省略 的情 况很 常见 ，这时 

可将多出来的限定词伪对齐到它后面的主名词对应的译文 

上，具体对齐到哪个词上，和介词的对齐类似，请详见 11．1 

介词 

3)限定词 <)不同的翻译(或者反过来) 

有时 ，一边出现了一个 限定词 ，而 另一 边 出现 的是 一个 

与它对等的非限定词译文。当一个限定词被翻译成其他形 

式时 (或反过来)，我们 按它们 表达 的意思进 行对 齐(不局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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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词性 )。 

如 ：我 给 了 他 一 本 书 ，这 本 书 很 有趣 

I gave him a book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 

这++the 

11．9．2 关于“the”的几种特殊的对齐 

1)最高级的对齐 

如 ：最 大 的 苹果 

The largest apple 

最(一>the 最 <--)largest 大<一 >largest 

的(一>largest 

如 ：他 最 高 。 

He is the tallest ． 

最<-- )the 最<一 >tallest 高 <一 >tallest 

如：以 萨克森 邦 最为 严重 

Sachsen is the hardest hit state 

最为 <一 >the 最为<一 >hardest 

附：比较级的对齐 

如 ：他 更 快 。 

He is faster ． 

更 <一 >faster 快 <一>faster 

如 ：它 更 重要 。 

It is more important ． 

更· more 重要·· important 

2)序数词的对齐 

如：首 次 

the first time 

首 <一>the 首一 first 

如 ：第二 天 

the second day 

第二<一>the 第二一 second 

如 ：他 31日 去 的 。 

He went on the 31th ． 

31日<--->on 31日<一 >the 

如：第五 个 国家 

The fifth country 

第五<一>the 第五一 fifth 

如 ：第 5 个 国家 

The fifth country 

第<一>the 第<一>fifth 

严重 (一>hardest 

31日一 31th 

个<⋯>fifth 

3)“年代”的对齐 

如：七十 年代 

the 1970s 

七十 (～ >1970s 年代<～ >1970s 七十<一>the 

年代 (～ )the 

4)在固定搭 配中的对齐 

如 ：同 期 

The same period 

同<一 >the 同一 same 期一 period 

如 ：最后 仪式 

the last ceremony 

最后<一 >the 最 后一 last 仪式一 ceremony 

11．10 连接词 

11．1O．1 带“and”的连接 

以下情况只有 “和 (／以及 等 )一 and”、“，一 ，”是 真对 

齐，其他都是伪对齐或对齐到空： 

1)和<>and：直接强对齐 

如 ：美 国 政府 和 美 国 国会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US Congress 

和 and 

2)，<>and (或者 ：和<>，)：将逗号与“and”伪对齐 

如 ：他 挥手 再见 ，开 车 走 了 。 

He waved good—bye and drove away． 

，<⋯ >and ， 

3) ，<>，and (或 者 ：，和(>，)：将逗 号与逗 号强 对齐 ， 

多 出来 的“and”和“和”伪对齐 到逗 号 

如 ：中方 希望 美国 谨慎 妥善 处理 台湾 问题 ，不 

要 让 这个 问题 干扰 中 美 关系 的 稳定 发展 

China hopes that the US will carefully and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 issue，and not allow the Taiwan issue to interfere 

with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 ，<⋯ >and 

4)和<>，and (或者 ：，和 <>and)：将 “和”与“and”强 对 

齐 ，多 出来的“，”伪对 齐到“和”或“and” 

如 ：鲁宾 说 ，美国 非常 重视 发展 与 中国 的 经 

济 合作 ，特别 是 在 美 中 两 国 经济 持续 增长 和 

双边 投资 流动 不断 增加 的 情况 下 更 是 如此 

Rubin said the US emphasize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ies of both 

countries are experiencing sustained growth ，and the ex— 

change flow of mutual investments is increasing． 

和·一 and 和<⋯ >， 

5)()<>and(或者：和(>())：将多出来的“and／和”对齐 

到空 

如 ：他 抬头 对 我 说 ⋯⋯ 

He looked up and said to me that······ 

()<～ >and 

l1．1o．2 其他连接 
“

and”结构以外的连接可以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如 ：他 既 不 吃 也 不 喝 。 

He neither eats nor drinks ． 

既<一>neither 不 (第一 个)<～ >neither 也 (一 ) 

nor 不(第二个 )(-- )nor 

如：或者 是 中国 或者 是 美国 站 出来 承担 责 

任 。 

Either China or the 1 JS standS 01】t to shou1der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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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ibilities． 

或者(第一个)一 Either 是(第一个)<一>Either 

或者(第二个)一 or 是(第二个)<一>or 

其他 的典型结构 还有 ：Not only⋯but also ／Not on- 

ly⋯but ⋯as well等 等 

11．1l 被动 句 

如果在原文和目标译文中都出现了被动语态，那么做对 

齐很容易。然而对于一边是被动语气 ，另一边是主动语气的 

情况，词序非常不同，不容易将对应部分挑出来，要做出正确 

的对齐需要格外小心 。 

1)“by”有 对齐 部 分 ，直接 对 齐 ，没有 的话 ，多 出来 的” 

by”对齐到空 

如 ：飞机 残骸 是 由 两 位 青年 农民 发现 的 

The remains of the plane were discovered by tWO rural 

youths． 

由一 by 

如：桥 被 洪水 冲垮 了 。 

The bridge was destroyed by the flood． 

被一 by 

如：这 是 中央台 报道 的 。 

This is reported by CCTV． 

()<～ >by 

2)Be动词在没有可对齐部分时，一般伪对齐到对应动 

词上 

如 ：能否 妥善 处理 台湾 问题 

W hether or not the issue of Taiwan can be appropriately 

dealt with 

处理 <⋯>be 

如 ：桥 冲垮 了 。 

The bridge was destroyed． 

冲垮<⋯)was 冲垮一destroyed 了(⋯>destroyed 

但有对齐部分时，直接对齐即可。 

如 ：桥 被 洪水 给 冲垮 了 。 

The bridge was destroyed by the flood． 

给(⋯)was 

如 ：四十 名 外国人 被 挟为 人质 

40 foreigners were being held hostages 

被 <⋯>being 被 <⋯ )were(表进 行时 态 ，与 being粘 

合) 

l1．12 从句 

当句子被置于层次结 构 中，最 重要 的是 主句 ，次重要 的 

被叫作从句，因为它们不能独立存在。一个从句经常被一个 

关系标记(从属连词或关系代词)所引导。 

从属 连 词 有 ：after，although，as，because，before， 

even if， in order that，once，provided that，rather than， 

since， SO that， than， that， though， unless， until， 

when， whenever， where， whereas， wherever， whether， 

while，why 等，在汉英对齐中，这些连词通常可以找到与 

它们对等的词汇。 

但 是 ，对 于关 系代 词 ，很 难总 是在 目标语 或源 语 中找到 

与其匹配 的部分。关系代词有：that，which，whichever， 

who，whoever，whom，whose，whosever，whomever等 。 

汉语的关系代词经常被省略，也可能以其它形式呈现出 

来 ，比如 以“的”字结构 的形 式。 

按照功能，从句可充当主语 、宾语、补语和状语。 

1)主语从 句 

多 出来 的关 系标记可以对齐到空 。 

如：他 是 学生 是 个 事实 。 

That he is a student is a fact ． 

()<～ >that 

2)宾语从句 

在汉英词语对齐 中，多出来的关系标记可 以对 齐到空或 

伪 对齐到源语言 的逗号 。 

如 ：他 指出 这个 问题 关系 到 中国 的 主权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this question is a matter of Chi— 

nese sovereignty． 

()<～ >that 

如 ：他 指 出 ，这个 问题 关系 到 中国 的 主权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is a matter of 

Chinese sovereignty． 

，<⋯ >that 

3)状语从 句 

关系标记经常可以找到它们的对等部分。 

如：因为 缺货 ，我们 不能 卖 给 你 所 要 的 书 。 

W e cannot sell you the book you need because we are out 

of stock． 

因为¨ because 

． 4)定语从句 

1 ‘的”字结构 ：将关 系标记伪对 齐到“的”上 。 

如 ：你们 是 我 今年 会见 的 第一 个 美 国 国会 

众议员 代表团 

They are the first U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that I 

have met this year 

的(⋯ >that 

如：特别 是 在 美 中 两 国 经济 持续 增长 的 情 

况 下 。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ies of both coun— 

tries are experiencing sustained growth． 

的<⋯ >when 

2’非“的”字结构： 

· 关系标记有对等部分： 

如 ：防止 霍乱 、痢疾 等 疫情 爆发，这些 疾病 可 

能 造成 数以万计 的 人 死亡 。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diseases such as cholera and 

dysentery，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kill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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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which 疾病<⋯)which 

· 关系标记没有对等部分 ： 

关系标记要粘合到它们的先行词上进行伪对齐。特殊 

情况下，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先行词为整个主句，当关系标 

记 which找不到对等部分时，可将它对齐到空。 

如 ：印度 可 能 会 在 选 后 出现 一 个 成 员 庞 大 

复杂 的 联合 政府，导致 未来 五 年 的 执政 困难重重 

India could see a big and complex coalition government 

that would face difficulty in ruling for the five—year term to 

com e ． 

政府 government 政府<⋯>that 

如：该 委员会 将 在 基本法 实施 时 设立 

the committee will be set up at the time when the basic 

law goes into force 

时一 time 时 <⋯>when 

如 ：他 表示 相信 她 的 访 问 会 推 动 友 好 关 系 

的 发展 (宾语从 句) 

He expressed his belief that her visit will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定语 从句) 

相信一 belief 相信<⋯>that 

如 ：一个 中年 女子 杀 害 了 自己 的 丈夫 ，令 我 

十分 恐惧 。 

A middle-aged woman killed her husband，which fright— 

ened me very much 

which(⋯ >() 

注意：定语从句前后的逗号当没有对等部分时，也要伪 

对齐到“的”字或者先行词上。 

如：这 位 在 华 工作 已经 一 年 多 的 大使 说 

the ambassador ，who has been work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said 

的(⋯ >，(第 一 个) 的 (⋯ >who 的 <⋯ >，(第 二 

个) 

如：我 在 菲律宾 马尼拉 同 克林顿 总统 再次 举 

行 了 会晤 

1 was in Manila ，the Philippines ，where I met again 

with President Clinton． 

马尼拉～ Manila 马尼 拉 (⋯ >，(第二个 ) 马尼 

拉 <⋯>where 

对 比： 

如：比如 通货膨胀率 还 比较 高 ，为 百分之六 。 

They included the higher inflation rate ，which reached 

6 percent． 

通货膨胀率<一>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一>rate 

，一 ， 通货膨胀率<⋯>which 

5) 同位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的关系标记也要粘合在它们 的先行词上进 

行伪对齐。 

如：我们 完全 同意 中方 的 立场 世界 上 只 有 

一 个 中国 

W e fully agree with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立场一 position 立场 <⋯>that 

l1．13 标 点 

所有对等 的标点都可 以对 齐 ，比如逗 号对逗 号，句 号对 

句号等 ，多出来的标点可以对齐到空 。 

中文 中的特殊情况如下 ： 

1) ：一 ，(强对齐 ) 

如 ： 他 说 ：“⋯ ⋯”。 

He said ． “⋯ ”． 

： ． + ， 

2) ，一 ． ()(强对 齐) 

一

边是逗号，另一边是句号，将逗号强对齐到句号。 

3)“，”<⋯>“and”(或者反过来)：请参看 11．1O．1小 

节 

4)r一 ” 和 ”(强对齐) 

如 ：r消息显示，他们可能试验蓖麻毒气。J 

”Information indicated they might have experimented 

the toxic gas of ricin ．” 

r一 ” _}．．一” 

5)英文缩写词后紧跟的点，如果所起的作用是表明其 

前的单词是缩写的话 ，请确保缩写部分和这个点切分成一个 

词 ，然后对齐到 中文的对等部分 。更特殊 的：“，etc ．”： 

如：经 香港 等 地 转口 到 美国 等 传统 市场 。 

transferring from places like Hong Kong ，etc．to tra— 

ditional markets such as the US etc． 

等(第一个)<⋯>， 等(第一个)一 etc．(“．”先合并 

再 对齐) 

等(第二个)一 etc (etc．etc 都可以表示“等”) 

o
+ +

． 

6)各种标点 <～>()(或者反过来) 

对一边 出现 了标点 ，另一边 标点 消失 的情况 ，多 出来 的 

标点符号可 以对齐到空 。 

如 ：新华社 23日 电 。(记者 ：王玮 ) 

Xinhua News Agency，23rd，by reporter Wang W ei． 

((．--3>() ：<～ >() )<～ >() 

如 ：他 对 菲律宾 政 府 坚持 “一个 中 国 ” 的 立 

场 表示 感谢 

He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one China stance 

“<～ >() ”<～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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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通过论证 

2009年 4月 27日，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对“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计划进行了可行 

性论证。论证会由教育部科技司明炬处长和李武副处长主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陈敏处长参加了 

论证会 。 

论证会专家组由清华大学张钹院士、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副会长曹右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杨 

玉芳研究员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王惠临研究员 、社科 院语言所顾 日国研究员、教育部语用所冯志伟研究员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张普教授组成。 

专家组听取了王厚峰教授代表实验室所做的建设计划报告，并针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队伍建设、条件 

建设 、运行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建设计划进行了论证 。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 ，一致认为计算语言学重点实验室 

建设计划合理，目标明确，符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要求，同意通过建设计划论证；同时建议实验室进一步 

加强跨学科 、跨部门之间的合作 。 

教育部 2009年 1月批准建设 的“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由北京大学承建 。实验室研究人员 由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以及 中文系、软件与微电子学院语言信息工程系、心理系 、计 

算机技术研究所和外语学院的相关研究人员构成。 

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将围绕如下五个方向开展研究 ： 

(1)中文计算的基础理论与模型 ； 

(2)大规模多层次语言知识库构建的方法 ； 

(3)国家语言资源整理与语音数据库建设 ； 

(4)海量文本内容分析与动态监控； 

(5)多语言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 。 ， 

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成立是我国计算语言学发展史上 的一件大事 ，对 中文信息处理事业的 

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王厚峰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