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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BUAA-NLP）参加 CWMT-2015 评测情况。本

次测评，本研究组一共参加了汉英新闻和英汉新闻两个机器翻译翻译评测任务。本文介绍了本组参加各个

评测任务的系统框架、主要方法和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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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n overview of BUAA evaluation technology report for the 11th  China workshop on machine 

translation. BUAA participated in the English-to-Chinese and Chinese-to-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task in news 

domai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lement framework of our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We also give the key 

techniques ,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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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然语言处

理研究组（BUAA-NLP）参加 CWMT2015

机器翻译评测情况进行描述。本研究组一共

参加了汉英新闻和英汉新闻两个机器翻译

翻译评测任务。 

 

2 参评系统描述 

 

 BUAA-NLP 在本次评测中利用开源工

具 Moses 搭建基于短语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在参与的两个评测任务中，本研究组在

英汉新闻领域机器翻译评测任务和汉英新

闻领域机器翻译评测任务中，使用了基于短

语的统计机器翻译。 

 在两个翻译评测任务中，本研究组尝试

使用预调序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 

 本章将对系统和方法做简单介绍。 

 

2.1 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 

 

 本次评测中，本研究组使用开源工具

Moses 构建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该系统基于对数线性模型将句子得分描述

为若干个特征的线性组合，如下公式(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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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e 表示目标语言句子，f 表示源

语言句子， (e, f)mh 表示第 m 个特征函数，

m 表示第 m 个特征的特征函数对应的权

重。 

 Moses采用的特征参数包括正反向短语

翻译概率，正反向词汇翻译概率[Koehn et 

al,2004]，调序模式惩罚，语言模型和句子

长度惩罚等等。 

 Moses 使用 GIZA++[Och and Ney，2005]

训练词对齐模型，并抽取短语对。基于最小

错误率训练(MERT)[Och et al,2003]通过开

发集对对数线性模型参数进行调整。 

  

2.2源语言预调序模型 

我们提出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学习更好

的调序特征，该模型是基于线性排序的预调

序神经网络模型。神经网络将源语言句子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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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对调序基本单元 (f , f )i j
作为输入，输

出对于这一对调序基本单元的调序为 ,i j 

的分数。神经网络Snn 由两部分构成：一部

分 localS 从两个调序基本单元的窗口中抽取

局部分特征；另一部分 globalS 从整个序列抽

取整体特征。 

为了学习更好的调序模型，我们打算提

出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学习更好的调序特征

表示。在本节中，我们描述基于线性排序的

预调序神经网络。 

对于线性排序，我们用一个神经网络替

换其中的基于稀疏特征的线性评价函数

B: B[ , ] S (f,i, j, , )i j nn i j         ( 2.2)   

此神经网络将源语言句子 f 以及一对调

序基本单元 (f , f )i j 作为输入，输出对于这一

对调序基本单元的调序为 ,i j  的分数。神

经网络Snn 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 localS 从两

个调序基本单元的窗口中抽取局部分特征；

另一部分 globalS 从整个序列抽取整体特征。 

局部特征：给定一个调序单元 fi 我们首

先已它为中心的上下文 f ...f ...fi k i i k  窗口

抽取局部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词汇特征、词

汇的 n 元特征和语法信息等。 

全局特征：除了局部特征，我们还希望

对于需要排序的序列整体给出一个描述。对

于两个调序单元 (f , f )i j ，我们分别从它们的

左边 1 1(f ...f )i ，中间 1(f .. . f )i j 以及右边

1 |f |(f ...f )j
抽取整体特征。对于每个部分，

我们分别使用它们包含的词汇的词袋

(bag-of-words)作为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

额外使用二值特征表示每个部分是否含有

标点等对调序指示作用很强的词。 

 

2.3参数调优 

 本文的工作是基于Moses的训练短语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该模型基于线性对数模

型，除了词汇化的调序模型特征外还有一般

短语翻译系统的主要特征，比如正反向短

语，词汇翻译概率，3-gram语言模型，词汇

和短语惩罚。本工作的基准系统是：一个是

未经预调序的翻译系统，它用于验证使用预

调序技术对翻译系统的影响。 

 首先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词对齐，

得分词对齐结果完成对源语言调序（即调序

目标）。对于每一个源语言单词，定义一个

整数为词对齐中最左目标语言单词位置，没

有对齐定义为 0，然后基于该数字对源语言

句子进行稳定排序，得到训练集合。 

 得到训练样本
*(f, ) 后，我们需要依据

训练集进行参数调优。所以，我们定义优化

的目标是最小化以下排序损失。 

 

*( ) max(0,1 score (f, ) score (f, ))
f

l        

        (2.3) 

 我们训练时采用基于CYK的所有训练集

中求出该模型反向转录文法下的最优方案

p ，并基于这个方案最优化参数： 

*( ) max(0,1 score (f, ) score (f, ))p

f

l        

         (2.4) 

 计算出该函数损失后，基于随机梯度下

降方法优化参数。 

 

3 实验 

3.1 系统硬件配置 

 

 在本次评测中使用的计算机配置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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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如表 1 所示 

CPU 内存 操作系统 

Inter(R) Core 

i7-3770 

24G Ubuntu 14.04 

 

3.2 数据使用 

 

 本次使用数据均为评测方所提供的训

练数据。汉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中，语言模

型训练数据为全部英文部分语料得到的三

元语言模型；英汉新闻领域机器翻译中，语

言模型是利用全部训练数据汉语部分合并

部分新闻爬取新闻语料训练的三元语言模

型。预处理后的训练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评测系统使用数据情况 

评 测

项目 

训练集 开发集 语言模

型 

英 汉

新闻 

6,021,778

句对 

1000 句对，

是个参考译

文 

14,003,

232 句

对 

汉 英

新闻 

6,021,778

句对 

1006 句，四

个参考译文 

6,201,7

78 句对 

平行训练预料针对中文的预处理使用

斯坦福分词[10]，英文预处理 PorterStemmer。

语言模型在分词后基于 SRILM 训练的

3-gram 语 言 模 型 ； 词 对 齐 工 具 使 用

GIZA++[Och and Ney，2005]。 

 

3.3实验结果分析 

3.3.1 英汉新闻领域机器翻译评测结果与分

词 

 预调序前后翻译结果对比如表 3 所示： 

表 3 英汉新闻翻译对比试验 

翻译系统 测试集 BLEU-4 

Baseline 2013-ec-news 0.3112 

NN 预调序 2013-ec-news 0.3134 

3.3.2 汉英新闻领域机器翻译评测结果与分

词 

 预调序前后翻译结果对比如表 4 所示： 

表 4 汉英新闻翻译对比试验 

翻译系统 测试集 BLEU-4 

Baseline 2013-ce-news 0.1884 

NN 预调序 2013-ce-news 0.1924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预调序后翻译质

量相对于 baseline 有一定的提升。说明该方

法在解决中英翻译中的长距离调序问题有

一定的作用。下一步可以分析更好的调序特

征加大训练调序模型的预料，预期结果会有

更大的提升。 

 

4 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

算机学院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 BUAA-NLP

小组参加全国机器翻译翻译研讨会的测评

情况。本小组基于开源统计机器翻译系统

Moses 训练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加入预调

序模块。实验表明，本研究组的系统性能在

汉英新闻领域以及英汉英汉新闻领域相对

于基线系统，有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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