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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语平行语料库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语言资源，在语言研究和机器翻译研
究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研究汉越双语的语言特点，详细介绍了一
个大规模汉越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构建过程，包括汉越双语语料的收集、整理、存
储，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汉越双语语料的标注、加工、处理，从而实现了汉越
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构建，该工作的深入和开展将促进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技术
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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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language resources, increasing role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ore importa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Chinese bilingual text,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scale Sino Vietnamese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process, including 

collection, sorting, storage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languag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annotation, processing, processing more Chinese bilingual corpu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in this work, the thorough 

and the development will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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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语料库资源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巨大价

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特别是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得到了广泛的

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在国内，相关的研究和介绍主要侧重于汉英、日

汉、德汉等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以及对齐加工和标准[1-2]，多级自动对齐技术以及

双语平行语料库在机器翻译和翻译知识获取等方面的应用技术，并取得了可观的

进展。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已经直接用来开发汉英双向机器翻译

系统，这个语料库约有 6 万个汉语和英语句子，使用多级对齐加工技术，分别按

照句子、短语结构和词一一对齐[3-4]。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也在 973 课题的支持下联合开发了 20 万句子对齐的汉英双语语料库
[5-6]。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语委等单位也相继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汉英双语语料库[7-9]。但针对全世界被

广泛使用处于第 14 位的越南语的研究还很少。目前越南语信息化方面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周云构建了 66633 个词条的汉-越双

语词典，并开发了“汉语越南语机器翻译实验系统 HanViet0.1” [10]，华中师范

大学收集并构建了越南语和汉语时政文本的越文译语的双语语料[11]。但就深入开

展越南语-汉越双语信息化处理研究来说，还存在诸多问题，一定规模的汉语-越

南语词语级对齐语料库的缺乏就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本课题组已经收

集了大量的汉语-越南语对照的书籍和网站（如越南日报网）信息，但还没有现

成已经标记好的汉-越双语词对齐语料库，并且语料标记还存在规范性以及其他

语料之间的共享方面问题，采用人工方式标记大规模汉-越词语对齐语料、段落

对齐语料、句子对齐语料，还面临标记工作量大，效率低等问题，因此本文研究

汉语-越南语对齐语料库的构建以及关键技术难点问题，对于推进机器翻译，跨

语言信息检索等研究的实用化具有重要意义。 

2. 语料库的构建 

2.1 语料的收集和整理 

语料采集是语料库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实际语料采集时，所收集到的双语语



料涉及不同的文体、领域、语体、创作时期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双语语料库

的构建和应用。根据越南语和汉语的语料分布、领域等方面实际情况的分析，在

双语语料收集时，需从语料分类、语料年限划分、语料比例这几个方面进行选材。

在语料分类方面，按照语料所属领域进行多重分类，对所要收集的双语语料进行

分类选材，以保证所收集到的双语语料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具体分类原则见表

1。在语料年限划分方面，尽可能选择年代比较近，但又有一定的时间跨度的双

语语料。在语料比例方面，依据语料年限、类别分配的比例、数量进行选取，少

数语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比例、数量的调整，从而保证语料的合理性，避免语

料的单一性，降低语料库的拟合度。 

表 1 语料分类表 

大类 小类 数量 

政治 哲学、政治、宗教、法律 4 千余篇 

历史 历史、考古、民族 3200 余篇 

社会 社会学、心理、语言文字、教育、文艺理论、新闻、民俗 2700 余篇 

经济 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政治经济、财贸经济 3600 余篇 

艺术 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1000 余篇 

军体 军事、体育 2000 余篇 

其他 ........... 3000 余篇 

原始语料来源于不同的收集者，其中大部分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表现为：

存放格式各异，没有形成篇章级对齐单位；文本、领域、语体、创作时间各异；

含有不利于加工处理的噪音信息；并且有大量的重复语料等。这些因素均妨碍了

对原始语料的进一步加工和利用，因此，必须对原始语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在语

料的整理过程中，首先对语料按照采集分类标准进行粗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用文

字处理工具（如：UltraEdit 工具）将越-汉两种语言的文本语料分成句子，每个

句子占一行。句子的定义为：以句号、问号、感叹号、分号结尾的一串字符串。

最终形成统一格式的文本文件，以便于进一步加工处理。具体格式见图 1 所示。 

 

 

 

 

图 1 越-汉语料整理格式 



2.2 越南语-汉语双语语料的加工 

语料加工是语料库系统性构建的核心任务，一个高质量的语料库并不是任意

语料文本的任意集合，需要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加工处理，才能形成有应用价值

的语料库。汉-越双语语料库采用多级加工处理方法，该方法主要分以下几个步

骤，首先对汉-越双语语料文本进行篇章/段落级对齐，提取出篇章/段落级对齐单

位的文体、领域、语体等基本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句子对齐，最后基于汉

-越双语自动分词的技术上进行细粒度的词汇级对齐，最终构建成词汇级的汉-越

双语语料库。其原理见图 2 所示。 

 

 

 

 

 

 

图 2 汉-越双语语料库构建原理 

2.2.1 越南语-汉语双语篇章/段落级对齐 

篇章/段落对齐是语料对齐的粗粒度的加工处理，同时也常常是进行下一步细

粒度对齐的必要的前提。通过汉-越双语语料管理平台对原始语料进行篇章/段落

对齐，并将对齐结果存储到语料信息数据库，每个篇章/段落对齐单位在该数据

库中都一个记录，包含 id 编号、中文/越南语标题、领域、文体、作者、创作时

间等信息。其中 id 编号表示每条记录的序号且唯一，确保中文/越南语标题语料

对具有唯一性，例如图 3 所示。 

 

 

图 3 篇章/段落对齐记录 

2.2.2 越南语-汉语双语句子、词汇级对齐 

句子对齐，即找出源文句子在译文中对应的翻译句子。由于句子对齐的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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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段落的粒度，因此对齐的句子能比对齐的段落提供更详细的对译信息。汉-

越双语句子对齐是在段落对齐的基础上进行更细粒度的对齐，利用汉-越双语语

料管理平台的句子对功能对段落中的句子对进一步加工，将句子对齐结果集保存

到信息数据库，每个句子对齐单位包含对齐 id 编号、段落编号、中文句子、越

南语句子等信息。其中段落编号对应于段落对齐记录中的 id 编号，段落和句子

之间的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对应关系。句子对齐记录集中的 id 编号具有

唯一性，保证汉-越句子对不存在重复记录。 

词汇对齐相对于段落和句子对齐而言，更复杂，难度也更大。汉-越词汇对

齐是在研究源文和译文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中文分词技

术、越南语分词技术，通过汉-越双语语料管理平台和分词辅助工具对对齐的句

子进行词汇级对齐，并将结果集保存到信息数据库，每个记录包含汉语分词结果、

越南语分词结果、带序号的汉语分词句子、带序号的越南语分词句子、词汇对应

关系等信息。带序号的汉语分词句子表示每个中文词汇在汉语句子中的位置编

号，带序号的越南语分词句子表示每个越南语词汇在越南语句子中的位置编号，

词汇对应关系表示源文中的词汇与越南语中的词汇对应位置编号序列对。具体示

例如图 4-5。 

 

 

 

 

 

 

图 4 句子对齐记录 

 

 

 

 

 

图 5 词汇对齐记录 



2.3 汉-越双语语料管理平台的开发 

汉-越双语语料管理平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双语加工工具，使用 Java 技术、

Oracle 数据库存储等技术实现了汉-越双语语料管理系统，该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1） 篇章/段落对齐管理； 

篇章/段落对齐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输入到语料库中，第一种方式是对采集

到没有噪声的篇章或段落通过 Excel 文件导入的方式直接导入到语料数

据库中；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人工录入的方式对采集到汉-越双语篇章或段

落进行输入；具体功能如图 6。 

 
图 6 篇章/段落对齐 

2） 句子对齐管理； 

句子对齐是在篇章/段落对齐的基础上，先通过辅助工具进行句子对齐，

再通过人工校对、调整后，将结果录入到系统中进行保存。具体功能如

图 7。 

 

 

图 7 句子对齐 



3） 词对齐管理； 

完成句子对齐后，系统集成了 ICTCLAS 中文分词、越南语分词工具，分

别对中文、越南语句子进行自动分词标注，人工校对无误后，保存数据。

具体功能如图 8。 

 

图 8 词对齐 

3.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的中文、越南语分词技术和语料库构建方法，首先对汉-

越语料进行篇章/段落对齐，然后再进行句子对齐，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越句子

对分别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通过对实际文本对照分析，建立双语词汇级对齐语

料。此外，基于上述方法实现了汉-越双语语料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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