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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法翻译模型的发展

• 句法翻译模型的问题（局限性）

– 如何有效地同时利用源端与目标端的句法知
识？

– 如何解决规则中非终结符的过分泛化现象？

– 如何跨越句法分析模型与翻译模型之间的鸿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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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同时利用源端与目标端的
句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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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到树模型

树到串模型 串到树模型

过约束，翻译质量差！

很好的翻译质量，
但不能保证译文符

合文法!

目标端无树 源端无树

汉阿英翻译优秀，但
未使用任何源端句

法，翻译规则区分度
不够!

短语结构树到依存树
模型

如何显式利用目标端短语
结构树的基础上有效利用

源端句法树

目标端利用依存语言模型

模糊树到模糊树模型

问题:



如何有效地同时利用源端与目标端的句
法知识？

• 我们采用的方法:
– 源语言端采用模糊算法使用句法知识

– 目标语言端精确使用句法知识

• 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明显地优于传
统的串到树翻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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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同时利用源端与目标端的句
法知识？

• 一点想法:
– 由于句法分析的影响，在实际中如何使用两端
的句法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语言对以及
翻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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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规则中终结符的过分泛
化现象？

• 规则中的非终结符在翻译中起着泛化的作用，但往
往会带来很多歧义问题，在解码过程中构建目标语
言树的上层结构时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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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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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规则中终结符的过分泛化
现象？

考虑生成PP
结点的双语
词汇化信息

1,生成式模型
2,判别式模型 取得显著的质量提升

双语词汇化的同步树替换文法



如何解决规则中终结符的过分泛
化现象？

• 一点想法

– 词汇化增加了解码的复杂度，如何找到一个平
衡点是个难题

– 句法标记的细化 vs. 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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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跨越句法分析模型与翻译模
型之间的鸿沟？

• 普遍的矛盾

– 句法树由单语句法分析器产生

– 词语对齐由平行语料学习获得

– 两者之间不兼容

• 一些解决方法

– 优化或者转化句法树结构

– 根据句法树优化词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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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方法

• 以串到树翻译模型为例

– 以词对齐的双语语料为输入，无监督地学习兼
容词对齐信息的目标语言句法树结构

– 借助了Bayesian模型和Gibbs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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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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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串到树翻译模型上非常显著地优于传统句法
树方法！



如何跨越句法分析模型与翻译模型
之间的鸿沟？

• 一点想法

– 句法翻译模型可以不依赖句法分析器

– 是否可以同时学习词对齐信息与句法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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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平行语料的翻译知识获取

• 绝大多数情况下平行语料无法获得

– 新的领域

– 新的语言对

• 典型的情形是源语言或目标语言的单语语
料大规模存在

– 我们能否直接从非平行语料中学习翻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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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词典学习 (*)

• 翻译规则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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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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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

源端与目标端的大规模
单语语料

翻译规则



请教大家的问题

• 句法翻译模型走向何方？如何迈向语义及
如何建立基于语义的翻译模型？

• 如何从非平行语料中学习翻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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