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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hilipp
Koehn所著的《统计机器翻译》是介绍统计机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教材。
全书分三部分(共11章)，分别讨论基础知识、核心方法和前沿研究。
全书首先简要介绍语言学和概率论基础知识，然后全面讨论各种经典统计机器翻译模型和系统实现方
法，最后深入探讨统计翻译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热点。
对核心方法的论述按照统计机器翻译模型发展的过程逐步展开：基于词的模型、基于短语的模型和基
于句法树的模型。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本书还介绍了统计翻译模型的参数训练方法、语言模型和参数平滑方法、解码算
法和译文自动评测方法及系统整合方法等。

《统计机器翻译》是统计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的理想教材，适合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使用，
也是所有对机器翻译技术和系统有兴趣的研究者、开发者和使用者的指南性读物。
同时，本书还可作为人工智能、语言学等相关专业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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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4其他解码算法 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中常用的解码算法：柱
搜索栈解码器。
该解码器也可以用在基于词的翻译模型中。
现在再介绍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其他几种解码算法，作为本章的总结。
 6.4.1 基于覆盖栈的柱搜索算法 根据翻译过的外语输入单词的数量在栈里组织翻译假设，给未来代价
估计带来了额外的复杂度。
但是，如果为每个覆盖了相同外语输入单词的跨度都设立一个栈，就不会有额外的复杂度。
 如果仅仅比较翻译相同跨度的外语单词的假设，根据定义，它们的未来代价是一样的，就可以忽略未
来代价。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做仍然有可能造成搜索错误：当某个翻译假设看起来可能比搜索图中的另一点的
候选翻译假设更好时，它可能以一个导致在下一步的语言模型得分上更差的英语单词结束，最终不是
最优路径中的一部分。
 这种覆盖栈（coverage stacks）的问题是指数级的复杂度，从而导致算法不可行。
但是，回顾一下6.2.7节为使用调序限制所做的阐述。
调序限制可将可能的外语单词覆盖向量的数量减少到与句子长度成线性关系（尽管与调序限制仍然呈
指数关系）。
因此，使用调序限制的覆盖栈解码方法是可行的。
 6.4.2 A*搜索算法 这里介绍的柱搜索算法与很多人工智能教科书上介绍的A*搜索（A*search）算法非常
类似。
A*搜索算法允许零风险地对搜索空间剪枝，换句话说，防止了搜索错误。
 A*搜索算法对在未来代价估计中使用的启发式方法进行了限制。
A*搜索算法使用一种可接纳的启发式方法（admissible heuristic），该方法要求估计代价不能过高。
注意这种方法是如何安全地用于对翻译假设进行剪枝的：如果某翻译假设的局部得分加上已估计的未
来代价，仍然小于最小的完整翻译假设路径的代价，就可以安全地将该翻译假设删除。
 可接纳的启发式机器翻译解码方法 6.3节介绍的未来代价的启发式方法并不是一种可接纳的方法：它
可能会过高地或过低地估计真实翻译代价。
那么，如何才能适应这种启发式方法呢？
如果忽略调序代价，仅仅使用翻译表中的真实短语翻译代价，就不会冒过高地估计模块代价的风险。
 但是，估计语言模型的代价是非常粗略的，它忽略了前面的上下文信息，因此有可能过高或过低地估
计真实的翻译代价。
也可以考虑有用的历史信息建立优化的语言模型估计。
例如，对于短语中第一个单词的概率，可以找到在给定任意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概率。
 搜索算法 为了使A*搜索更有效，必须快速地找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代价最低的早期候选。
为此，使用图6.12所示的深度优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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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机器翻译领域因统计技术的出现而充满了活力，从而使人类语言自动翻译的梦想与实现更加
接近。
这本由该领域一位活跃的研究者撰写、经过课堂检验的教科书，向读者简要、通俗地介绍了该领域的
最新研究方法，使读者能够通过《国外计算机科学教材系列:统计机器翻译》的学习为任何语言对构建
机器翻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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