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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前编辑是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人机交互翻译的重要表现。本文旨在探讨基

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对机器翻译（谷歌）的影响，采取ｉＰｈｏｎｅ５英语用户手册的汉译作为实验分析对象，研
究表明：（１）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在充分性与连贯性两大方面都有助于提高谷歌翻译的质量；（２）译前编

辑对连贯性的改善程度明显大于对充分性的改善程度；（３）要想生成高质量的译文，只有译前编辑还是远远

不够的，还需要译后编辑的参与，两者往往需要联合运用。基于实验与实例本文还提出了一些译前编辑技

巧，包括词汇层面、短语层面以及句子层面，对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实践不无启示。
关键词：机器翻译，受控语言，译前编辑，译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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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机器翻译在语言服务行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如何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度是急需解决的问

题。除机器翻 译 技 术 本 身 的 改 进 之 外，人 工 参 与 是

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典型的人机

交互翻译。针 对 机 器 翻 译 的 交 互 而 言，主 要 可 分 为

两种：译前编辑（ｐｒｅ－ｅ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与译 后 编 辑（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译前编辑是指在机器翻译之前对需要翻译的文本或

文档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编辑以提高机器翻译产出

的质量，译后编辑则是指对机器翻译的原始产出进

行修改编辑的过程，目的也是为了通过人机结合提

高机器翻译的最终质量。有效的译前编辑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译后编辑者的工作量，所以业界有时

也把译前 编 辑 视 为（广 义）译 后 编 辑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一般而言，译 前 编 辑 与 机 器 翻 译 的 充 分 译 后 编

辑（ｆｕｌｌ　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密 切 相 关，两 者 都 是 为 了 有 效

地传播信 息，需 要 保 证 较 高 或 可 出 版（ｐｕｂｌｉｓｈａｂｌｅ）
的翻译质量。然而，如何进行译前编辑，什么样的文

本适合 进 行 译 前 编 辑？ 有 没 有 一 定 的 规 则 可 供 遵

循？是否可 以 运 用 受 控 语 言（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的写作规则对文档进行译前编辑，基于受控语言的

译前编辑对机器翻译质量的影响到底如何？基于实

验与实例，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以探索受

控语言在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方面的应用潜力。
如果原语文 档 使 用 受 控 语 言 写 作，机 器 翻 译 的

准确度便会大幅提高，尤其适用于多语发布的文档。
胡清平（２００５）曾指出，“翻译软件的研发和受控语言

的推广是改进机器翻译质量的两个方向”，受控语言

加机器翻 译 便 是 受 控 翻 译（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并提出了受控汉英翻译的设想与十点建议，对基于

受控语言的 译 前 编 辑 不 无 启 示。当 然，译 前 编 辑 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很多机器翻译的错误是很

难预知的，如果要达到较高的质量，还需要对机器翻

译的产出进行译后编辑，刘毅（２０１２）就认为“无论机

器多智能，也无论译者花了多长时间做译前编辑工

作，未成功翻译的文本还是占有一定比例，我们不能

完全依赖机 器 翻 译，还 需 进 行 机 器 翻 译 后 的 编 辑”。
所以本文也会适当地讨论译后编辑，探讨如何通过

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以及对编辑过原文的机译

产出进行译 后 编 辑，以 产 生 更 高 质 量 的 译 文。翻 译

自动化用户协会（ＴＡＵＳ）提供的译后编辑线上课程

包括六个实践模块，其中之一便是译前编辑，这也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译前编辑与译后编辑密不可分的关

系。目前机器翻译主要应用于以下三个方面：（１）产

生粗略的翻译，不需对原文或译文进行任何编辑，可

称之为概要 式 或 浏 览 式 翻 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ｉｓｔｉｎｇ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ｗｓｉｎｇ）；（２）对 机 器 翻 译 的 原 始 产 出

进行译 后 编 辑 以 提 高 译 文 的 质 量（也 包 括 译 前 编

辑）；（３）在某具体 领 域 使 用 受 控 语 言 以 生 成 较 高 质

量的译文。通过初步实验，笔者认为，也完全可以把

受控语言的写作原则应用到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之

中，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可以有效降低原文本

身的复杂性与歧义性，提高机器翻译的可识别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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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身的可翻译性），从而减少（充分）译后编辑的工

作量。

２．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

目前已经有 一 百 多 种 受 控 语 言，广 泛 运 用 在 大

公司的技术文档写作中。通过采用语法和词汇的限

制，受控语言提供更为清楚与直接的写作，减少词汇

句法方面的歧义，提高了文档的可读性和可译性，使

其更适合进行机器翻译，在大公司的科技文本系统

中被广泛使用（Ｍｉｔａｍｕｒａ　＆Ｎｙｂｅｒｇ　１９９５）。受控语

言采用受控词汇和受控语法，其中单词量和每个单

词的意义都被严格控制以避免词法的歧义性，应用

于机 器 翻 译 系 统 时 是 非 常 有 利 的（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受控语法旨在强化清晰的风格，避免省略结

构以及多重复合句的出现，把句法歧义（如介词短语

结构、形 容 词 修 饰、回 指 短 语 等）降 到 最 低 程 度。

Ｍｉｔａｍｕｒａ等（１９９９）和Ｎｙｂｅｒｇ等（２０１１）提出了实施

受控翻译的有利条件：翻译目的是为了传播信息，作

者经过高水平 训 练，受 控 语 言 需 经 过 检 测 者（软 件）
检验，应用领 域 为 技 术 领 域 或 特 定 领 域。值 得 说 明

的是，受控翻译主要指文本写作时就使用受控语言

以提高文本本 身 可 理 解 性 与 可 翻 译 性（针 对 机 器 翻

译而言），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主要是针对未使

用受控语言的文本而言的。
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也可基于受控语言的写作

规则进行规范，或者说对科技文本进行译前编辑也

是受 控 翻 译 环 境 的 组 成 部 分 （Ｔｏｒｒｅｊóｎ　＆ Ｒｉｃｏ
２００２）。译者需 要 调 整 不 同 行 业 的 文 本 使 其 适 应 受

控语言写作指南，用来实现原语写作的连贯性以及

提高这 些 文 本 的 可 译 性。当 描 述 语 法 和 词 性 限 制

时，写作指南 可 在 相 关 文 献 中 轻 易 找 到。Ｍｉｔａｍｕｒａ
等（１９９９）解释道，ＫＡＮＴ机译系统所用的受控英语

的词汇限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尽量使用限定词等

功能性词语；避免使用代词和连词，因为其容易增加

句 子 歧 义；在 连 词 后 面 （＊ Ｗｈｉｌ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或 简 化 关 系 从 句 中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ｗｈｅｅｌ　ｌｏｃｋ－ｕｐ．．．）应该限制或减

少使用分词形 式（包 括 现 在 分 词 与 过 去 分 词），因 此

上 述 两 个 例 子 应 改 为：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　ａ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和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ｌｏｃｋ－ｕｐ．．．。Ｍｉｔａｍｕｒａ等（同上）还指

出短语和句子限制的不同，在短语限制层面，要用单

个动词替代动词短语（ｔｕｒｎ　ｏｎ应改为ｓｔａｒｔ），重复联

合 结 构 中 的 介 词 以 避 免 歧 义，如 短 语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是歧义的，因
为它可以被解释为｛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或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在句子限制层面，Ｍｉｔａｍｕｒａ
等（同上）指出有关 并 列 句 式（两 部 分 应 该 处 于 同 种

形式），关系从句（应该由关系代词引入）以及省略结

构（应尽量避免出现）的规则。Ｗｏｊｃｉｋ（１９９８）提供了

波音所使用的 受 控 语 言 的 写 作 规 则，指 出：（１）诸 如

ｔｈｅ，ａ，ａｎ，ｔｈｉｓ和ｔｈｅｓｅ这 样 的 限 定 词 应 当 合 理 使

用；（２）在描述性写作中应该避免使用被动语态；（３）
句子长度应该限 定 在２５个 单 词 以 内；（４）应 该 避 免

超过三个单词的名词群；（５）不应该有超过两个形容

词修饰一个名词或一个名词群；（６）现在分词的形式

应该尽量避 免；（７）动 词 后 面 的 关 联 词ｔｈａｔ不 能 省

略；（８）关系从句必须由关系代词引入；（９）并列结构

中鼓励出现平行结构。这些受控语言的写作原则对

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英汉方向）基本上同样适用。
关于机器翻译的译前编辑，国内也略有探讨，个

别学者也提出了受控语言在译前编辑中的作用。魏

长宏（２００８）探讨了几种译前编辑的方法，包括格式

转换、拼写检查、句子调整、建立翻译记忆库、使用受

控语言以及选择体裁和专业领域。魏长宏（同上）指

出，受控语言是对原语的无限集进行一定的限制，这

种限制分为自然限制和人为限制，自然限制指把研

究对象局限于某一特殊领域内的子语言，人为限制

指机器翻译系统附加上一个受控语言写作环境，让

写作环境来提示作者写出满足机器翻译系统要求的

句子，从而限制句型与句子的复杂度，保证系统处理

的正确率。在 魏 长 宏 的 研 究 中，采 取 受 控 语 言 只 是

译前编辑非常小的一部分，此部分的探讨远非充分

与深入。吴慧颖（２０１２）以英国诺里奇市城堡博物馆

荷兰画作的简介为例，研究了译前编辑与译后编辑

分别使用机器翻译的对比。吴慧颖（同上）认为译前

编辑所花 费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相 对 于 译 后 编 辑 来 说 更

长、更多，但 其 翻 译 效 果 并 没 有 优 于 译 后 编 辑。然

而，这 种 观 点 有 待 商 榷，针 对 可 出 版 的 机 译 质 量 而

言，译前编辑与译后编辑更多的是一个整体，合理的

译前编辑可以节省译后编辑的工作量，两者结合会

比单纯的译后编辑节约精力。总之，“受控语言不仅

可以提高技术文献的可读性和标准化程度，而且可

以提高技术文献的可译性，是一种改进机器翻译质

量比较有效的方法”（袁亦宁２００３：８０）。如果原文没

有用受控语言写作的话，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

无疑也是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

３．案例研究

３．１　实验设计

机器翻译比 较 适 合 技 术 文 档 的 翻 译，技 术 翻 译

与技术写作共同构成了技术传播，受控语言在技术

传播领域大有用武之地。本文以技术传播领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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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的翻译为例来探讨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对

机器翻译的 影 响，选 择 苹 果 公 司ｉＰｈｏｎｅ５系 列 的 用

户手册作为原文（英语）。用户手册比其他各种科技

文本更简洁易懂，方便对应用与不应用译前编辑的

机译产出进 行 对 比。此 外，苹 果 手 机 销 售 到 全 球 各

地，用户手册的使用非常广泛，势必会被译为多种语

言，所以很容易找到苹果手机用户手册的不同语言

版本作为参 考 译 文。在 中 国，苹 果 公 司 及 其 官 方 用

户手册都具有高知名度和权威性；每个语言版本的

用户手册都是由专家团队设计，确保了准确性；英语

原文和汉语标准译文都很容易从网上获取。所以笔

者认为苹果手机的用户手册是测试基于受控语言的

译前编辑对谷歌翻译影响的上乘选择之一。
在本研究中，为 了 将 有 无 译 前 编 辑 的 机 译 产 出

质量进行对比，原文样本被分为受控组（直接使用谷

歌翻译）和实验组（译 前 编 辑 后 再 用 谷 歌 翻 译）进 行

测试。具体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受控组与实验组的翻译流程对比

首先，将原文输入到谷歌翻译引擎中，得到第一

组译文。然后，使 用 ＡＳＴ评 估 标 准，参 照 标 准 译 文

分析第一组 译 文 的 质 量。接 着，将 经 过 译 前 编 辑 的

英文原文输入到谷歌翻译中，得到第二组译文，同样

依照ＡＳＴ评估标准与标准译文，评价第二组译文的

质量。最后，将两组的评估得分进行对比，观察第二

组译文质量是否有所提高。笔者邀请五位专业译员

对于两组译文进行评估，并将对两组译文的得分进

行回归分析，以说明译前编辑效果是否显著。此外，
为了生成更好的译文，作者还对译文进行了译后编

辑，以弥补译 前 编 辑 的 不 足。由 于 本 文 案 例 工 作 量

不大，笔者没 有 采 用 机 器 自 动 评 估 方 法。人 工 评 估

以其操作简便评价准确的优点更受青睐。在各种人

工评 估 方 法 中，笔 者 选 取 了 语 言 学 数 据 联 盟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首 先 提 出 的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Ｔａｓｋ （充 分 性 目 标 ）标 准

（Ｄｅｎｋｏｗｓｋｉ　＆Ｌａｖｉｅ　２０１０）。ＡＳＴ使用了许多不同

的指 标 评 价 机 器 翻 译，其 中 常 用 的 是 从 充 分 性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和连贯性（ｆｌｕｅｎｃｙ）两方面打分。充分性

指的是译文传达原文信息的量，连贯性或流畅性则

不考虑句义传达是否准确，注重的是翻译的结构与

格式，读 起 来 是 否 规 范、流 畅。ＡＳＴ评 估 标 准 与 具

体分值如图２所示。
译前编辑策 略 参 考 受 控 语 言 的 写 作 原 则，主 要

图２　机器翻译的充分性与连贯性的ＡＳＴ评估标准

从词汇、词 组 和 句 子 三 个 层 面 进 行 限 制，如Ｃａｒｄｅｙ
等（２００４）就是采用这种分类。仿照受控语言写作原

则，结合汉英 语 言 差 异，通 过 反 复 调 整 和 修 改 原 文，
观察相对应译文的改进，最终得出译前编辑的技巧

与方法。

３．２　具体案例分析

大多数译文 在 进 行 译 前 编 辑（基 于 受 控 语 言 的

写作原则）之后都有显著地提高，本文仅选取涵盖不

同种类的１１个 典 型 案 例 从 受 控 词 汇（前 四 例）与 受

控语法（后七 例）两 大 方 面 进 行 简 单 分 析，如 有 必 要

则对译文进行译后编辑，以产生更高质量的译文。
例１：

ＳＴ１：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Ｖｉｅｗ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ｐｐｓ，ｄｏｕｂｌｅ－ｃｌｉｃｋｉｔ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　ｂａｒ．

ＴＴ１（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转 到 第 一 个 主 屏

幕，按下主屏 幕 按 钮。查 看 最 近 使 用 的 应 用 程 序，双 击

它以显示多任务栏。

ＳＴ２（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Ｖｉｅｗ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ｐｐｓ，ｄｏｕｂｌｅ－ｃｌｉｃｋ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　ｂａｒ．

ＴＴ２（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ｅｄｉｔｉｎｇ）：转 到 第

一个主屏幕，按下主屏幕按 钮。查 看 最 近 使 用 的 应 用 程

序，双击 Ｈｏｍｅ键显示多任务栏。

ＴＴ３（ａｆｔｅｒ　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前 往 第 一 个 主 屏 幕，按 下

主屏幕按钮。查看最近使用 的 应 用 程 序，双 击 主 屏 幕 按

钮来显示多任务栏。

扩充功 能 词：涉 及 限 定 词、代 词、反 身 代 词、量

词、连接词等功能词时必须对之做出清晰的限制和

阐明。如果可能，尽量避免或限制使用代词和连词，
因为它们增加了句法分析潜在的模糊性。扩充或还

原前面提及的信息（词汇）是非常重要的。
仍需译后编辑解决的问题：一些动词（短语）（如

ｇｏ　ｔｏ）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语义，所以需

要译者进行 译 后 编 辑。一 些 名 词（如ｈｏｍｅ）在 特 定

场合下有专有含义也需要进行译后编辑。此例经过

译前编辑后出现了两次“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谷歌翻译未

能体现出一致 性，这 是 很 难 预 知 的，鉴 于 此，译 后 编

辑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５６·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对机器翻译的影响



例２：

ＳＴ１：Ｔｈｅ　ｃｒａｓｈ　ｏｆ　ＡＰＰ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ｕｔ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ｓｏｍ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Ｔ１：造成内存不足的 应 用 程 序 的 崩 溃 可 能 通 过 清

除一些内存来解决。

ＳＴ２：Ｔｈｅ　ｃｒａｓｈ　ｏｆ　ＡＰ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ｕｔ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ｓｏｍ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Ｔ２：由内存不足造成应用程序的崩溃可能通过清

除一些内存来解决。

ＴＴ３：由内存不足造成的应用程序崩溃可以通过清

除一些内存来解决。

还原分词形式：根据受控语言的写作原则，应该

控制和减 少 分 词 形 式（现 在 分 词 与 过 去 分 词）的 使

用。此例中过去分词形式的简化关系从句应该被扩

充成完整的定语从句。
仍需译后编 辑 解 决 的 问 题：汉 语 中 表 示 所 有 格

“的”字被放置到了前面，后面的两个并列结构“应用

程序”和“崩溃”就可以表示所有格的关系，“的”字被

省略，读起来更自然。
例３：

ＳＴ１：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ｊｕｓｔ　ａｓ　ｙｏｕ　ｄｏ　ａｐｐｓ　ｂｙ
ｄｒａ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ｋ．

ＴＴ１：重新排列文 件 夹，就 像 你 通 过 拖 动 您 的 主 屏

幕或Ｄｏｃｋ中做应用程序。

ＳＴ２：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ｊｕｓｔ　ａｓ　ｙｏｕ　ｄｏ　ａｐｐｓ—ｂｙ
ｄｒａ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ｋ．

ＴＴ２：重新排列文件夹，就像你做应用，通过拖动您

的主屏幕或Ｄｏｃｋ中。

ＴＴ３：重新排列文件夹，就像排列应用程序一样，通

过在主屏幕上四周拖移它们或者将它们拖至Ｄｏｃｋ。

正确拼写 与 使 用 标 点 符 号：对 于 拼 写、大 写 字

母、连字符、标 点 符 号、斜 线 字 符 的 使 用 都 应 该 做 出

统一规定。此例 用 破 折 号 把 “ｊｕｓｔ　ａｓ　ｙｏｕ　ｄｏ　ａｐｐｓ”
分开，以便于机器识别。

仍需译后编 辑 解 决 的 问 题：汉 语 中 包 括 大 量 的

重复用语而英语更倾向于用代词替换或直接省略。
因此，在英译汉译后编辑时，译者需要添加一些信息

予以还原 或 补 偿，如 该 例 中“就 像 排 列 应 用 程 序 一

样”去阐述清楚“ｄｏ”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当然，也

可以 在 译 前 编 辑 阶 段 把 替 代 词 还 原 为 原 来 的

“ａｒｒａｎｇｅ”，其他替代词亦然。
例４：

ＳＴ１：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　ｔｏ　ｓ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Ｔ１：按 Ｈｏｍｅ按钮来保存你的安排。

ＳＴ２：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主 屏 幕 ｂｕｔｔｏｎ　ｔｏ　ｓ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Ｔ２：按主屏幕按钮来保存你的安排。

ＴＴ３：按下主屏幕按钮以存储排列。

提前翻译：对 于 有 不 同 含 义 的 重 要 单 词 或 术 语

可提前翻译以增强一致性。谷歌是基于统计的机器

翻译，有时对同一短语（术语）的翻译不尽一致，如例

１中的ＳＴ２出现了两个“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第一个被译

为“主屏 幕 按 钮”，第 二 个 却 被 译 成 了“Ｈｏｍｅ键”。
此例中的“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又被译为“Ｈｏｍｅ按钮”，通
过提前翻译，可以提高术语翻译的准确率。

仍需译后编辑解决的问题：与冠词、数词用法类

似，为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原语中的形容词性物主代

词“ｙｏｕｒ”也应该省略不译；根据语境，把“安排”置换

为“排列”。
受控句法层面，如果可以理清原语的语法限制，

机器翻译系统就可以利用受控语言降低复杂性、减

少歧义的优 势，生 成 更 高 质 量 的 译 文。最 好 是 遵 循

一套 技 术 写 作 规 则，规 范 并 完 善 原 文 本 的 可 读 性。
初级设计的重点是减少歧义，包括短语层面和句子

层面。
例５：

ＳＴ１：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Ｔ１：带来全新的主屏幕。

ＳＴ２：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Ｔ２：创建一个新的主屏幕。

ＴＴ３：创建新的主屏幕。

利用单个动 词 替 换 动 词 短 语：英 语 中 包 含 了 许

多固定的动词短语，其中动词与介词的结合最为常

见。这样的动 词 短 语 经 常 会 产 生 歧 义，应 该 根 据 语

境选择单个动词予以替代。
仍需译 后 编 辑 解 决 的 问 题：英 语 中 的 冠 词（ａ，

ａｎ，ｔｈｅ）一般是不需要翻译的。
例６：

ＳＴ１：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Ｔ１：无线 电 的 记 录 存 储 器 和 各 控 制 单 元 需 要 修

订。

ＳＴ２：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Ｔ２：广播和 各 控 制 单 元 记 录 存 储 器 需 要 加 以 修

订。

重复并列介 词 短 语 中 的 介 词：受 控 语 言 鼓 励 作

者重复并列介词短语中的介词，以减少可能的歧义。
对于许多目的语而言，这点改变对于生成更准确译

文的作用非常明显。
例７：

ＳＴ１：Ｍａｎｕａｌｌｙ　ｒｅｓｅｔ　ａｎｄ　ｒｅｏｐｅｎ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ｏ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Ｔ１：手动重置并重新打开主屏幕到原来的布局。

ＳＴ２：Ｍａｎｕａｌｌｙ　ｒｅｓ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ａｌｌｙ　ｒｅｏｐｅｎ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ｏ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６６· 当代外语研究



ＴＴ２：手动重置并手动 重 新 打 开 主 屏 幕 到 原 来 的 布

局。

ＴＴ３：手动重 置 并 重 新 手 动 打 开，将 主 屏 幕 还 原 为

其原始布局

重复并列动 词 的 宾 语 或 修 饰 词：衔 接 是 构 成 文

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更好地实现文本的衔接，英

语常使用照应、替代、省略、连词和词汇衔接的办法。
该例中，修饰第二个动词“ｒｅｏｐｅｎ”的“ｍａｎｕａｌｌｙ”被省

略。然而，在汉语中，更喜欢用重复的办法来提高话

语的 衔 接 性。在 译 前 编 辑 中，将 被 省 略 的 单 词

“ｍａｎｕａｌｌｙ”再现出来，便于机器识别，减少歧义。
仍需译后编辑解决的问题：在译后编辑中，调整

下“手动”的 位 置，将ＴＴ２切 分 为 两 个 小 句，使 其 更

符合汉语行文习惯。
例８：

ＳＴ１：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ｓ．

ＴＴ１：您可以使用文件 夹 来 整 理 你 的 主 屏 幕 上 的 应

用程序和文件夹也可以用来重新排列应用程序。

ＳＴ２：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ｓ．

ＴＴ２：您可以使用文件 夹 来 整 理 你 的 主 屏 幕 上 的 应

用程序，您还可以使用文件夹重新排列应用程序。

并列句子结构同质化：在受控英语中，建议并列

句子的两个部分属于相同类型。如作者可能将一个

主动句和一个主动句并列，但也可能会将一个主动

句与被动句、祈 使 句 等 并 列。日 常 英 语 的 句 子 结 构

需要多样化，受控英语则倾向使用同种句型，以提高

机器翻译的可识别度。
例９：

ＳＴ１：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ｓ　ａｒｅ　ｊｉｇｇｌｉｎｇ，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ａｐｐ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ｄｄ　ａｎ　ａｐｐ　ｔｏ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ｒａｇ　ｔｈｅ　ａｐｐ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Ｂ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ａ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　ｏｕｔ，ｙｏｕ　ｃａｎ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
ａｐｐ　ｆｒｏｍ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ａｌｌ　ａｐｐ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ｉｓ　ｄｅｌｅｔｅ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ｎａｍｅ　ａ　ｆｏｌｄｅｒ，

ｙｏｕ　ｃａｎ　ｔａｐ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ｎ　ｔａｐ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　ａ　ｎｅｗ　ｏｎｅ．

ＴＴ１：虽然图标轻 摇，您 可 以 使 用 文 件 夹 来 安 排 应

用程序。为了将应用程序添 加 到 文 件 夹，您 可 以 拖 动 到

应用程序的文 件 夹。通 过 打 开 该 文 件 夹 并 拖 动 出 应 用

程序，你可以从文件夹中删 除 的 应 用 程 序。删 除 所 有 应

用程序出了文件夹，然后将 文 件 夹 删 除。为 了 重 命 名 文

件夹，您可以点击 打 开 文 件 夹，然 后 轻 按 名 称 并 输 入 一

个新的。

ＳＴ２：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ｄｅｒｓ：ｗｈｉｌｅ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ａｐｐｓ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ｓ　ａｒｅ　ｊｉｇｇｌｉｎｇ）：

 Ａｄｄ　ａｎ　ａｐｐ　ｔｏ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Ｄｒａｇ　ｔｈｅ　ａｐｐ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　ａｐｐ　ｆｒｏｍ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ｅｎ　ｄｒａｇ　ｔｈｅ　ａｐｐ　ｏｕｔ．

 Ｄｅｌｅｔｅ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Ｍｏｖｅ　ａｌｌ　ａｐｐ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　ｉ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Ｒｅｎａｍｅ　ａ　ｆｏｌｄｅｒ：Ｔａｐ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ｎ
ｔａｐ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　ａ　ｎｅｗｎａｍｅ．

ＴＴ２：使用文件夹整理：虽然安排应用程序（图标都

摇动）：

 应用程序添加到文件夹：应用程序拖到文件夹。

 从文件夹中删除应用：如有必要，打开文件夹，然

后将应用程序了。

 删除文件夹：将所有的应用程序移出文件夹。该

文件夹被自动删除。

 重命名文件夹：点 击 可 打 开 文 件 夹，然 后 轻 按 名

称并输入一个新的名称。

ＴＴ３：使用文件夹进行整理：排列应用程序（图标开

始摆动时）：

 应用程序 添 加 到 文 件 夹：将 应 用 程 序 拖 入 文 件

夹。

 从文件夹 中 移 除 应 用 程 序：根 据 需 要 打 开 文 件

夹，然后将应用程序拖出来。

 删除文件 夹：将 文 件 夹 中 的 所 有 应 用 程 序 都 移

出。文件夹将被自动删除。

 文件夹重新命名：轻 按 以 打 开 文 件 夹，然 后 轻 按

名称并输入新的名称。

拆分句子：机 器 翻 译 中 应 该 减 少 使 用 复 杂 的 句

子，鼓励使用结构清晰的简单短句。
例１０：

ＳＴ１：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ｏｆ　ｉＰｈｏｎｅ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ｂｒａｎｄ．

ＴＴ１：数据显示 的ｉＰｈｏｎｅ屏 幕 比 任 何 其 他 品 牌 的

更清楚。

ＳＴ２：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ｏｆ　ｉＰｈｏｎｅ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ｂｒａｎｄ．

ＴＴ２：数据显示，ｉＰｈｏｎｅ的 屏 幕 比 任 何 其 他 品 牌 的

更清楚。

添加关系从 句 的 关 系 词：受 控 英 语 中 的 关 系 从

句应由连接 词 引 入，一 般 不 能 省 略。如 果 省 略 可 能

会产 生 歧 义，如 该 例 谷 歌 就 把 原 文 中 的“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ｏｆ　ｉｐｈｏｎｅ”视 为 一 个 语 义 单 位，通 过 译 前 编

辑，译文的准确性就有所提高。
例１１：

ＳＴ１：Ｔｏ　ｓ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

ＴＴ１：为了节省你的安排，按主页按钮。

ＳＴ２：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ｕｔｔｏｎ　ｔｏ　ｓ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Ｔ２：按 Ｈｏｍｅ按钮来保存你的安排。

ＴＴ３：按下主屏幕按钮以保存排列。

调整语序：汉语中状语的位置是相对固定，英语

·７６·基于受控语言的译前编辑对机器翻译的影响



中状语的位置相对灵活，或出现在句首或出现在句

尾。因此，根据目标文本汉语的逻辑调整语序，可以

节省译后编辑的工作量，使之更容易为目标语读者

所理解。其他如条件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等，皆

是如此。
仍需译后编辑解决的问题：省略物主代词，根据

语境变换词语。

３．３　实验结果

以上为具体 的 案 例 分 析，通 过 基 于 受 控 语 言 的

译前编辑，谷歌翻译的效果有所提高，再加上译后编

辑，基本上可 达 到“可 出 版”的 质 量。笔 者 随 机 抽 取

了另外１５个句子进行ＡＳＴ评估以判断译前编辑的

效果是否显著，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ｉＰｈｏｎｅ　５用 户 手 册 不 使 用 译 前 编 辑 与 译 前 编 辑 后 的

ＡＳＴ评估对比

编号
译前编辑前平均分 译前编辑后平均分

充分性 连贯性 充分性 连贯性

１　 ７．３　 ５．３　 ８．８　 ８．２

２　 ８．３　 ４．１　 ９．２　 ７．３

３　 ６．５　 ６．８　 ８．９　 ９．２

４　 ６．７　 ５．９　 ９．１　 ８．２

５　 ５．９　 ６．０　 ７．８　 ８．５

６　 ８．３　 ５．１　 ９．５　 ７．３

７　 ７．２　 ６．１　 ９．１　 ８．７

８　 ６．９　 ５．２　 ７．８　 ８．５

９　 ５．９　 ３．４　 ７．２　 ６．９

１０　 ７．３　 ５．６　 ９．９　 ７．９

１１　 ６．４　 ４．７　 ７．６　 ７．７

１２　 ６．６　 ４．９　 ８．２　 ７．８

１３　 ７．４　 ５．９　 ８．９　 ８．１

１４　 ６．９　 ６．８　 ８．３　 ８．２

１５　 ７．１　 ５．７　 ９．２　 ８．３

从表１可 以 看 出，经 过 译 前 编 辑，句 子 的 ＡＳＴ
评估分数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笔者利用ＳＰＳＳ统

计软件，对于充分性和连贯性这两方面有无译前编

辑的得分进行 了 配 对 Ｔ检 验。在 充 分 性 方 面，ｔ＝

－１１．８０８，Ｓｉｇ．＝０．０００＜０．０５，也 就 是 说 译 文 是 否

经过译前编辑的差异是显著的。在连贯性方面，ｔ＝
－１９．０２２，Ｓｉｇ．＝０．０００＜０．０５，译 文 是 否 经 过 译 前

编辑的差异 也 是 显 著 的。同 样，对 于 充 分 性 和 连 贯

性得分进行交叉对比，发现无论是否经过译前编辑，
充分性的得 分 都 显 著 高 于 连 贯 性 的 得 分。这 表 明，
机器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会保留原文的信息量。作者

同样对充分性和连贯性提升程度的差值进行单样本

Ｔ检验。结果是，ｔ＝４．１３９，Ｓｉｇ．＝０．００１，该 差 值 显

著于０。换言之，译前编辑对于流畅度的提升程度明

显大于对于充分性的提升程度。

４．结语

机器翻译在语言服务行 业 大 有 用 武 之 地，译 前

编辑与译后编辑是提高机器翻译 质 量 的 重 要 途 径。
本文旨在讨论 基 于 受 控 语 言 的 译 前 编 辑 对 机 器 翻

译质量的影响，研究 表 明：（１）合 适 的 译 前 编 辑（包

括词汇层面、短语层面、句子层面）在 充 分 性 和 连 贯

性两个方面 都 有 助 于 提 升 谷 歌 翻 译 的 质 量；（２）无

论是否经过译前编辑，机器翻译产 出 的 译 文 在 充 分

性（信息的完 整 性）方 面 的 表 现 都 优 于 连 贯 性 或 流

畅度；（３）译 前 编 辑 对 于 流 畅 度 的 改 善 程 度 明 显 大

于对于充分 性 的 改 善 程 度；（４）要 想 生 成 高 质 量 的

译文，只有译前 编 辑 还 是 不 够 的，还 需 要 译 后 编 辑

的参与。本文还 基 于 实 验 与 实 例 提 出 了 一 些 译 前

编辑的技巧，如 词 汇 层 面 的 代 词 还 原、分 词 形 式 还

原、提前翻译等，短语层面的替换动 词 短 语、重 复 并

列结构中的介词以及并列动词的 宾 语 或 修 饰 语 等，
句子层面的并 列 句 子 结 构 同 质 化、句 子 拆 分、增 添

从句关系词、调整语序等。这些译 前 编 辑 技 巧 大 多

遵循受控语言的写作原则，完全 可 以 付 诸 实 践。不

管进行译前编辑还是译后编辑，都 要 对 英 汉 语 之 间

的差异以及机器翻译的特征有所 了 解，以 便 有 针 对

性地进行编 辑 修 改。本 文 旨 在 强 调 基 于 受 控 语 言

的译前编辑对机器翻译的效果，并 未 涉 及 效 率。笔

者坚信，若 能 熟 练 掌 握 受 控 语 言 以 及 译 前 编 辑 技

巧，熟悉具体机 器 翻 译 引 擎 的 特 征，针 对 诸 如 科 技

类实用性文本的翻译而言，译前编 辑 加 译 后 编 辑 的

机译模式效率会高于完全人工翻 译 的 效 率，胡 琴 琴

（２０１３）也基本证实了这一论断。然而，两者 结 合 具

体的效率提 高 范 围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实 证 研 究。其

他如基于受控 语 言 的 汉 英 机 器 翻 译 的 译 前 编 辑 技

巧（英语受控语言不同于汉语），如何 平 衡 译 前 编 辑

与译后编辑所耗的精力，译前编辑 如 何 与 翻 译 记 忆

有机结合等论题也需要深入探索。
（下转第８７页）

·８６· 当代外语研究



品是传播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做好文本翻译

是使其得以 有 效 传 播 的 第 一 步。因 此，学 界 应 对 文

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译介予以更多的关注。从莫言

小说葛译本的成功范例来看，在中国民俗文化外译

中，译者任重 道 远。他 们 不 仅 需 要 具 备 扎 实 的 语 言

功底，还需拥有 开 阔 的 文 化 视 野，熟 稔 中 西 文 化，才

能在翻译中游刃有余，挣脱语言的束缚，保证文化质

与量的传真，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民俗文化在海外的

有效传播。

附注
① 正文引用莫言小说《生死疲劳》时仅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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