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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索英文動詞與英文名詞的英漢翻譯中，語境資訊對於翻譯品質的貢獻度。文獻常

見的研究多集中於使用英文動詞本身的各項語言特徵，或者加上與該動詞搭配的英文名

詞的相關資訊來推測英文動詞的翻譯。本文探索一極端假設下的翻譯成效：如果我們也

能知道英文名詞的中譯時，是否有助於英文動詞的翻譯品質？我們利用 2011 年 NTCIR

的漢英翻譯工作坊的數萬句專利語料作為實驗資料來源，同時利用七年的科學人的語料

進行實驗，目前實驗顯示在所假設之情形下，增加名詞中譯的資訊，固然有助於提高翻

譯品質，但是效果暫不明顯，有待更精確的實驗設計來確認英文中譯詞對於英文動詞的

翻譯貢獻度。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a very specific feature to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verbs.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the linguist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rbs being translated, and many have reported how considering the 

objects of the verbs will facilitat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s. In this paper, we take an extreme 

assumption and examine the results: How will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objects help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verbs. We explored the issue with thousands of 

samples that we extracted from 2011 NTCIR PatentMT workshop and Scientific America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xtra information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s, but 

not quite significantly. We plan to refine and extend our experiments to achieve more 

decisive conclusions. 

關鍵詞：機器翻譯、特徵評比、自然語言處理 

 

1. 緒論 

當今的社會可視為一個地球村，即使住在不同的國家、也使用不同的語言，無論是商業

貿易或是文化交流，人們互相溝通的情形相當普遍；英文更因為其容易理解及表述的語

言特質成為世界上不同語言使用者通用的溝通語言。因應世界文化潮流，除了自身國家

的母語，英文成為最多人學習的語言。然而許多研究指出，將英文作為第一外語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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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FL learners: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容易受到自己國家母語的文法

影響，在英文動詞及名詞的搭配組合上會產生錯誤的用法。例如，「take pills」一詞若

依照中文使用者的直覺，可能會翻譯解釋為「拿藥」而非正確對應至「吃藥」。因此，

我們對於英文中常用的動詞與名詞組合，與中文的對應關係感到有趣，並想透過大量正

確對應的英漢平行語料庫，找尋英漢動名詞組合 (V-N-collocation) 適切的對應關係。

若提到大量的語料，我們首先聯想到了專利文書。 

  專利文書是一種宣示並提供專利保護的重要文件。世界社會持續地進步，許多發明

與技術不斷創新並被撰寫成為專利文書。當發明一項專利時，專利發明者為了讓世界各

國使用不同語言者可以共同瞭解這項專利，也同時向外擴張專利的保護領域，發明者可

以提出多種語言版本的專利文書以保障自己的發明跟技術。專利文書的重要性更可以從

Google Patents beta[7]提供的英文專利文書檢索服務看出，Google[6]號稱他們的專利資

料庫蒐集了七百萬篇以上的專利文書，以其豐富的收藏量宣示他們強大的檢索服務。既

然單語言的專利文書數量如此龐大，那麼同時具有多種語言版本的專利文書也就不在少

數。如果我們將專利文句作正確解析，排除技術名詞在外，剩餘的文句結構及內容不失

為一個值得運用的語文使用參考資料；特別是許多專利文書具有英漢對應的語言版本，

可以當作是雙語語料使用。因此，我們可以看待跨語言的專利文書為資料量豐富的平行

語料庫。本研究利用專利文書豐富的英漢對應資料，並排除技術名詞的影響，試圖挖掘

一般常用英漢動名詞組合對應的用法。 

  除了分析英漢專利平行語料庫[9]，本研究另外以相同方式分析科學人雜誌英漢對

照電子書[16]，以比較不同語料間是否有不同的特性。本研究將中英文互為翻譯的文件

視為一體，將英文及中文的動名詞組合作為我們的觀察對象，建構由真實世界語料反應

的語言翻譯模型。本研究對於翻譯英文動詞及名詞皆有建立翻譯模型及測試其翻譯效

能，不過因受限於篇幅關係，本篇論文僅會介紹翻譯英文動詞的部分；而翻譯英文名詞

的成效與翻譯英文動詞相差不多。 

關於專利文書的研究，田侃文[15]使用中英文互為翻譯關係的專利文書當作主要語

料，並利用動態規劃演算法進行中英文句對列，設法將中文全文文章與英文全文文章的

翻譯對應，拉抬至中文句子對列到英文句子的文句對列層級；本研究亦運用該文句對列

系統找尋句對關係。Lu[8]提出如何建置漢英專利文句平行語料庫。該研究從網路上蒐

集優良的中英專利文書平行語料，再根據專利文書的目次結構，將專利文書拆解成多個

小單位。其集結了三種作法：使用雙語辭典比對詞彙、刪除過長的句子及使用 IBM M-1

為語言模型建立文句對列，其研究結果顯示準確率最高可達 97%。 

關於語言輔助教學方面，Chang[1]則針對學習英文的中文使用者製作一套英文寫作

校正系統。使用者將寫好的英文文章輸入至系統，系統便會偵測動名詞片語有無誤用之

處。該研究蒐集學習英文的中文使用者之英文寫作文章當作學習者語料庫，從中發現常

見的錯誤用法；另外同時蒐集正確的英文語料當作正確答案的參考語料庫。該系統將錯

誤的動詞翻譯成中文詞彙，將這些中文詞彙重新翻譯回英文詞彙，再把這些英文動詞替

換片語中原本的動詞成為新的片語，並重新查詢共現性分數，得分高者則為系統建議的

校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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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動名詞組合方面的研究，Venkatapathy[12]首先介紹了 multi word expressions 

(MWEs) ，即為那些從字面上看不出實際表達意義的詞彙。有很大一部分的 MWEs 是

具有文法結構性但沒有語義合成的關係，而其中一個子集就是動名詞共現性 (V-N 

collocations) ，也是該研究主要分析的目標。MWEs 很難區分是為組合性 (compositional) 

或為非組合性  (non-compositional) ，早一些時間的相關研究不外乎是考慮頻率 

(frequency) 、互信息或是使用 LSA 模型等相關數據作分類問題；該研究則將這些數據

特色都加以考慮並列入使用。該研究聘請兩位人員進行人工標記詞彙是為組合性或是非

組合性的程度，並將上述的數據當作特徵，作成向量再以 SVM 排序。最後發現合併特

徵比起只單一考慮任一特徵都還要貼近人工標記的答案。 

2. 語料來源介紹 

2.1 專利文句 

本研究使用 Patent Translation Task at NTCIR-9[9]的一百萬筆英漢對照的專利文句作為

我們第一份研究語料，中文的部分為簡體中文。其使用編號標示英漢句對對應關係。由

於專利文句的字數偏長、文句結構也較為複雜，如果直接使用長句進行英漢動名詞組合

對列，不僅對列的時間加長，產生的對列效果也會較差。本研究認為，動名詞組合並不

會跨過標點符號，因此我們把每一個長句視為一篇短文章，根據長句中暫停或結束的標

點符號（逗號、分號、冒號、驚嘆號、問號及句號）作為短句的終點；一個長句可視為

一篇由多句短句組合而成的短篇文章。本研究使用專利文句對列系統[15]得到英漢短句

對應關係。我們設定門檻值為 0.3 取得較高對列品質的短句，作為我們的使用資料。原

本一百萬組長句對中，超過本研究設定門檻值的句對有 338846 組；這三十三萬的長句

對又被拆成 1148632 組短句對為本研究所使用。 

2.2 科學人雜誌 

田侃文[15]將科學人雜誌英漢對照電子書[16]的1745篇文章使用該研究的文句對列系統

產出63256個英漢對列的高品質句對。本研究沿用這 63256個句對作為第二份分析語料。 

3. 技術名詞表建置 

為了能順利排除技術名詞的資訊，我們需要有技術名詞表比對詞彙以便標記捨去。本研

究從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資訊網[17]取得公開的 138 個不同領域技術名詞 Excel 格

式檔案，檔案大小共有 177MB 並整合為技術名詞表。在技術名詞表中，每一個英文技

術名詞都有與其對應的中文技術名詞，且對應關係並不唯一，本研究將技術名詞表的翻

譯詞對規列成一對一的形式。 

  我們發現在技術名詞表當中，英文及中文部分都有些許的技術名詞更常被當作一般

用語詞彙；我們使用 E-HowNet[2][5]及 WordNet[13]來幫助刪除一般詞彙，留下技術名

詞於技術名詞表。本研究認為，這兩部字典所收錄的詞彙可以代表生活中一般常用的詞

彙，使用這些詞彙過濾技術名詞表是可行的方式。E-HowNet 內含 88075 個中文詞彙，

共識別出技術名詞表中有 71333 個詞對更適合被當成一般詞彙而非技術名詞。我們也對

稱檢驗技術名詞表中的一般英文詞彙，WordNet 內含 154754 個英文詞彙及英文短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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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語料前處理流程圖 

 

表一、英文及中文關係樹範例 

英文句 My dog also likes eating sausage. 

英文句關係樹

樹狀圖 

 

英文句關係樹 

結構 

poss(dog-2, My-1)、nsubj(likes-4, dog-2)、advmod(likes-4, also-3)、 

xcomp(likes-4, eating-5)、dobj(eating-5, sausage-6) 

中文句 我的狗喜歡吃香腸。 

中文句關係樹 

結構 

assmod(狗-3, 我-1)、assm(我-1, 的-2)、nsubj(吃-5, 狗-3)、

advmod(吃-5, 喜歡-4)、dobj(吃-5, 香腸-6) 

我們使用 WordNet 檢查共過濾了 80220 個詞對。經過以上檢測，我們的技術名詞表約

略除去 14%的詞對，現存有 690640 組技術名詞詞對。我們相信這六十九萬組技術名詞

詞對具有較高品質，可以降低與一般詞彙產生斷詞衝突的機率。 

4. 語料前處理 

本研究語料前處理的過程如圖一所示，以下逐一小節解釋各步驟流程。 

4.1 技術名詞標記 

技術名詞多為複合詞彙，因此我們使用長詞優先的方式，從技術名詞表比對英漢平行文

句中的詞彙，一經比對成功則將技術名詞標記，並使用 Stanford Parser[11]的

TaggedWord() 函數指定詞性為名詞。本研究將技術名詞標記是為了提升文句剖析的準

確率，以及處理排除技術名詞資訊。 

4.2 英文詞幹還原及詞性標記 

本研究使用 Stanford Parser 及其 englishPCFG.ser.gz 字典模型剖析英文文句，亦運用其

Stemmer() 函數進行詞幹還原。我們將技術名詞之外的文句部分進行詞幹還原，且令

Stanford Parser 依據字典模型斷詞及標記詞性。技術名詞在這個步驟不會被更動。 

4.3 中文斷詞 

標記完中文技術名詞之後，剩下的文句仍需進行斷詞，我們使用 Stanford Chinese 

Segmenter[10]進行斷詞，並將斷好的詞彙以空白相隔。同樣技術名詞在這個步驟不會被

更動。 

英漢平行

語料庫 

一般詞彙

處理 
文句剖析 英漢動名詞

組合對列 
技術名詞

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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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係樹剖析 

本研究使用 Stanford Parser 剖析文句得到關係樹結構，Stanford Parser 的關係樹剖析共

含有 27 種文法關係標記。一個句子經過剖析可以得知這個句子含有幾種文法關係，上

頁表一即為翻譯對應的英文及中文句關係樹範例。 27 種文法關係標記中，

「DIRECT_OBJECT」可以標記動詞片語的動詞及其述語對象，並以「dobj」為形式；

以表一中的英文句為例，動詞「eat」的對象是名詞「sausage」，並以「dobj(eating-5, 

sausage-6)」標記，中文句的「dobj(吃-5, 香腸-6)」也是如此；其中數字 5 與 6 代表詞

彙在文句中出現的位置次序。本研究將英文及中文的句子剖析，透過抽取

「DIRECT_OBJECT」表示式得到句子中的動名詞組合。剖析英文的字典模型為

englishPCFG.ser.gz，中文剖析的部分，本研究使用 xinhuaFactored.ser.gz 字典模型處理

簡體中文的專利文句，chineseFactored.ser.gz 則處理繁體中文的科學人雜誌。 

5. 近義詞典建置 

我們需要將互為翻譯對照的動名詞組合對列產生翻譯結果。本研究使用基於辭典資訊的

機器翻譯 (dictionary-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採用的英漢辭典有兩部，分別為牛津現

代英漢雙解詞典[3]與 Dr.eye 譯典通線上字典[4]。但是只依靠英漢辭典的資訊並不足

夠，因為英漢辭典中列出與英文詞彙對應的中文翻譯詞彙有限；如果以英漢字典內的英

文詞彙之中文對應詞彙為基礎找尋意義相近的中文詞彙，也就表示這些中文詞彙與該英

文詞彙的意義也會近似，因此我們使用一詞泛讀[14]及 E-HowNet[5]建立近義詞典，擴

充英文詞彙對應的中文翻譯詞彙，幫助英漢動名詞組合對列。 

5.1 英漢辭典合併 

不同辭典對於同一個英文詞彙所定義的中文對應詞彙並不完全相同；因此本研究將牛津

現代英漢雙解詞典和 Dr.eye 譯典通線上字典的中文對應詞彙合併，增加英文詞彙的中

文對應詞彙數量。經合併之後，本研究的「英漢合併字典」內容格式如表二所示；合併

之後英文詞彙「confusion」對應的中文詞彙數量明顯增加。 

5.2 使用一詞泛讀尋找近義詞彙 

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簡稱為一詞泛讀）提供近義詞查詢服務。以表二的「confusion」

為例，我們的做法為逐一將英漢合併字典一欄中的詞彙輸入至一詞泛讀，並聯集系統所

傳回的近義詞群。我們認為回傳的近義詞群與「confusion」的中文對應詞彙意義相近，

依照推理也與「confusion」的意思相近，因此這些近義詞群就是我們透過一詞泛讀找到

的近義詞彙。 

表二、英漢合併字典範例 

英文詞彙：confusion 

辭典 辭典中的中文對應詞彙 

牛津詞典 迷亂、惶惑、混亂、雜亂、混淆、混同 

譯典通字典 混亂、騷動、混亂狀況、混淆、困惑、慌亂 

英漢合併字典 
混亂、混亂狀況、騷動、混淆、困惑、慌亂、迷亂、惶惑、

雜亂、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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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E-HowNet 義原組合流程 

 

 
圖三、使用 E-HowNet 義原組合找尋近義詞 

5.3 使用 E-HowNet 尋找近義詞彙 

圖二為英文詞彙「indignation」透過中文對應詞彙至 E-HowNet 形成義原組合的過程範

例。在我們的英漢合併字典中，「indignation」擁有三個中文對應詞彙，分別為「憤怒、

憤慨及義憤」。而這三個中文詞彙恰巧都只有一種語意，在只有一種語意的情形之下中

文詞彙的義原也只會有一群；「憤怒」及「憤慨」的義原只有「生氣」一個義原，「義憤」

的義原群則由「情感」及「生氣」兩個義原組成。我們發現，E-HowNet 的義原本身同

時也是一個詞彙，而且也有定義自己的義原。這種定義 E-HowNet 義原的義原，我們稱

之為「二次義原」。找出中文對應詞彙的義原群及二次義原群之後，我們將義原以及各

自的二次義原組合起來，形成圖二中的義原組合；排除掉重複的組合得到以灰底標示的

義原組合群，即為透過中文對應詞彙找到英文詞彙可能的義原組合群。 

  如圖三所示，英文詞彙「indignation」有了義原組合群之後，本研究將 E-HowNet

中所有的中文詞彙依照同樣的流程組成義原組合，然後逐一取出「indignation」的每條

義原組合與 E-HowNet 全部中文詞彙的義原組合作餘弦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 計算

並設定門檻值為 0.7。最後我們將從一詞泛讀及 E-HowNet 得到的近義詞與英漢合併字

典整合，形成我們擴充英文詞彙的中文對應詞彙字典，稱之為「近義詞典」。 

憤怒 

憤慨 

義憤 

生氣 

生氣 

生氣 

生物、健壯 

情感 

生氣 

生物、健壯 

生氣 

生氣、生物、健壯 

生氣 

生氣、生物、健壯 

情感、生氣 

情感、生氣 

情感、生氣、生物、健壯 

英文詞彙 對應詞彙 義原 二次義原 義原組合 

E-HowNet 

中文詞彙 

英文詞彙 

indignation 

生氣 

生氣、生物、健壯 

情感、生氣 

情感、生氣、生物、健壯 

暴怒: 生氣、極 

白送: 贈、無效果 

匯銀: 貨幣、外國 

…… 

餘弦 

相似度 

indignation : 

瞋目, 憤世嫉俗, 七竅

生煙, 憤憤不平, 愀然

變色, 飲血,  暴怒, 瞋

怒 , 氣死人 , 含怒 , 耍

脾氣 , 髮指 , 有氣 , 盛

怒 , 橫眉豎目 , 發火 , 

鬱憤, …… 

indignation 

生氣 

生物、健壯 

情感、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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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對編號：54098 

英文動名詞組合 對列關係 中文動名詞組合 

dobj(round-7, edge-10)  dobj(清除-12, 部分-19) 

dobj(remove-15, portion-17)  dobj(使-24, 肩部-27) 

  dobj(进-29, 圆滑-31) 

圖四、英漢動名詞組合示意圖 

6. 英漢動名詞組合對列 

經上述步驟，英文專利文句共產生 375041 個動名詞

組合，中文專利文句則產生 465866 個動名詞組合。

為了確保我們使用的動名詞組合品質，本研究使用

英漢合併字典內收錄的英文詞彙檢驗英文動名詞組

合，只有當組合中的動詞及名詞都有出現在字典

中，我們才認定這個組合是正確的，這個步驟同時

排除含有技術名詞的動名詞組合，因此不會有任何

技術名詞的相關資訊。經過濾之後，有 254091 個英文動名詞組合通過檢測。我們對於

中文的動名詞組合也進行同等檢驗，透過近義詞典含有的中文詞彙過濾，最後有 249591

個組合通過檢測，亦排除技術名詞資訊。透過句對編號及近義詞典，本研究的對列規則

為：如果英文的動詞及名詞能在近義詞典中各自的中文對應詞彙集找到中文動名詞組

合，才算對列成功，如圖四所示。對列成功的英漢動名詞組合會記錄成「remove, portion : 

清除, 部分」，英文動名詞組合在前、中文動名詞組合在後的資料格式。 

7. 翻譯模型建置 

7.1 翻譯英文動詞公式說明 

本研究提出了五種公式訓練模型翻譯英文動詞，如表三所示。我們以字母「E」代表英

文、字母「C」代表中文，「V」代表動詞、「N」代表名詞；因此「EV」及「EN」各別

代表英文動名詞組合中的動詞及名詞，「CV」及「CN」則為中文動名詞組合中的動詞

及名詞。公式(1)至公式(4)為逐漸放寬條件的公式，公式(5)則是從另外一個觀點發想的

公式。一般在考慮英漢翻譯問題時，分析英文內容的共現性 (collocation) 再對應到中

文翻譯的作法較多，而本研究試想，除了考慮英文的部分，若加入中文對應翻譯的資訊

是否能提升翻譯的效能。公式(1)即為我們這般考量下所提出的公式。  

  公式(1)除了考慮英文動名詞組合，也考慮了英文名詞的中文翻譯而推薦動詞的中

文翻譯，我們想測試公式(1)會否蒐集的資訊最多而能翻譯的較為準確。對公式(1)最直

覺的解釋為：若有一英文使用者在學習中文，他想把「take pills」翻譯成中文，但是他

只確定「pills」可以翻譯為「藥」，則我們的公式(1)則可以透過這三個詞彙的資訊，觀

察「take」跟「pills」一起使用且「pills」對應到「藥」時在語料中「take」容易被翻譯

成什麼中文詞彙；如果從相反的角度解釋，則為一個中文使用者想練習英文，但是他不

確定「吃藥」的「吃」該翻譯為「take」或是「eat」，但是他知道「藥」可以翻譯為「pills」，

則公式(1)可以在語料中觀察「take pills」和「eat pills」跟「藥」組合在一起時哪一個的

次數較多，且在公式(1)推薦的中文翻譯中可以找到「吃」這個詞彙，進而讓使用者知

表三、翻譯英文動詞模型公式 

argmax
𝐶𝑉i

Pr(𝐶𝑉i|𝐸𝑉, 𝐸𝑁, 𝐶𝑁) (1) 

argmax
𝐶𝑉i,𝐶𝑁j

Pr(𝐶𝑉i, 𝐶𝑁j|𝐸𝑉, 𝐸𝑁) (2) 

argmax
𝐶𝑉i

Pr(𝐶𝑉i|𝐸𝑉, 𝐸𝑁) (3) 

argmax
𝐶𝑉i

Pr(𝐶𝑉i|𝐸𝑉) (4) 

argmax
𝐶𝑉i

Pr(𝐶𝑉i|𝐸𝑉, 𝐶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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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該使用「take pills」或是「eat pills」。公式(1)的原理為：如果同時看見英文的動詞、

名詞及英文名詞的中文翻譯，則推薦與這三者一起出現機率最高的中文動詞 CV 為英文

動詞 EV 的翻譯。公式(2)及公式(3)則為許多英漢翻譯使用的方法。公式(2)的原理為：

如果看見特定英文動名詞組合 EV、EN，我們的翻譯模型會從該動名詞組合所對應的中

文動名詞組合中，取得出現機率最高的組合，並推薦中文動名詞組合中的動詞當作我們

的推薦翻譯詞彙。公式(3)的原理為：如果看見特定的英文動名詞組合，則該動名詞組

合所對應到的中文動詞群中，出現機率最高的中文動詞 CV 即為我們的翻譯推薦詞彙。

公式(4)的原理則最為寬鬆：如果看到一個英文動詞 EV，則我們所推薦的翻譯詞彙即為

英漢動名詞組合當中與 EV 最常一起出現的中文動詞。公式(5)的原理較特別，我們假設

如果看到一個英文動詞及其受詞的中文翻譯，則我們推薦與這個組合最常一起出現中文

動詞做為推薦翻譯。 

  除了評比這五個公式獨立運作的效果，本研究亦將這五個公式搭配成十七種公式組

合，共有二十二種翻譯模型。我們讓這些公式組合「共同推薦」英文動詞的中文翻譯：

組合中的公式可以各自推薦它們認為的所有可能答案，且答案順序根據答對的機率大小

排列。組合中公式的排列順序即為答題順序，且回答的答案不得重複。例如，我們設定

翻譯模型最多可以回答三個答案，只要三個答案中包含正確解答即算答對；則公式組合

「1．2．3」即為公式(1)、(2)及(3)的組合，各自推薦了一、二和四個答案；依照公式的

排列順序，公式(1)擁有最高的回答優先權，因此公式(1)推薦的答案佔掉一個回答額度，

而公式(2)提供兩個答案中最佳的答案跟公式(1)的答案重複，因此公式(2)只能回答次好

的答案，公式(3)提供的四個答案中，它認為前兩好的答案恰好與公式(1)及公式(2)的答

案相同，因此公式(3)只能回答第三好的答案，這時候回答的答案額度已滿，所以公式

組合「1．2．3」就產生了三個可能的答案。 

7.2 翻譯模型評量方式 

本研究將 F-measure 稍作變形，用來評量不同翻譯模型的翻譯效果。原始的 F-measure

為精確率 (precision) 和召回率 (recall) 的綜合評量。精確率可以對應為翻譯模型的答

題正確率，而比起召回率，我們更著重於翻譯模型能夠回答的題目數量多寡，我們希望

翻譯模型因為資訊不足而無法作答的情況越少越好，因此使用「回答率」表示翻譯模型

的作答數量，並使用精確率與回答率為評量參數，本研究以「f-measure」代表變形後的

評量方式。我們設定兩套 f-measure 的係數值評量只推薦一個答案跟推薦五個答案時翻

譯模型的效果，「f1 score」將精確率和回答率的係數平分設定為 0.5，「f-measure, α=0.7」

則設定精確率有較高的權重 0.7，回答率的係數值為 0.3。以上說明本研究翻譯模型的原

理及評量方式，接下來我們使用兩個語料庫來比較這二十二個翻譯模型的效果。 

8. 使用專利語料及科學人雜誌建置翻譯模型 

專利文句[9]及科學人雜誌[16]同屬於科技類文章，不過專利文句的寫作格式固定，而科

學人雜誌風格較為活潑，因此本研究觀察類別相似但風格不同的兩套語料是否會造成翻

譯模型的效果差異。我們利用亂數挑選的方式，將語料依據 8:2 的比例切割成訓練資料

及測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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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專利前 100 名英文高頻動詞之共同推薦答題正確率 

 

  

圖六、翻譯模型在專利前 100 名英文動詞推薦一個及五個答案時之 f-measure 成效 

8.1 使用專利文句語料建置翻譯模型 

專利文句語料庫中，本研究對列成功的英漢動

名詞組合共有 35811 組。 

8.1.1 專利前一百名英文高頻動詞 

本研究探究了在我們 35811 筆的動名詞組合資

料當中，前一百名出現次數最多的英文動詞，

這些動詞至少在資料中至少出現過 47 次以上，

最多的出現次數則為 4530 次。這一百個英文動

詞總共出現於 30376 筆資料之中，訓練資料共

有 24300 筆，測試資料則有 6076 筆。 

  圖五為翻譯模型在推薦不同數量答案時的

答題正確率，圖中的 k 值為翻譯模型能夠推薦的答案數量，例如 k 設定成 5 表示翻譯模

型最多可以推薦五個答案，且這五個推薦答案內如有包含正確答案即算答對。我們可以

看到當推薦至三個答案跟五個答案時表現幾乎差不多，可見當我們的翻譯模型推薦三個

答案時，其中幾乎都包含了正確解答。圖六為使用 f-measure 評量二十二個模型翻譯專

利語料中前一百名英文高頻動詞的效果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當翻譯模型只能推薦一個答

案時 (k=1)，公式(4)和那些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在 f1 score 得到比較高的分數，但 

0%
20%
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公式組合 

專利前一百名英文高頻動詞之共同推薦答題正確率 

k=1

k=3

k=5

70%

80%

90%

100%

1 2 3 4 5

1．
2 

1．
3 

1．
4 

1．
5 

2．
3 

2．
4 

2．
5 

3．
4 

3．
5 

1．
2．

3 

1．
2．

4 

1．
3．

4 

2．
3．

4 

1．
2．

3．
4 

5．
3 

5．
4 

1．
5．

4 
專利前一百名英文高頻動詞 

k=1, f-measure 評量比較 

f1 score f-measure, α=0.7 

70%

80%

90%

100%

1 2 3 4 5

1．
2 

1．
3 

1．
4 

1．
5 

2．
3 

2．
4 

2．
5 

3．
4 

3．
5 

1．
2．

3 

1．
2．

4 

1．
3．

4 

2．
3．

4 

1．
2．

3．
4 

5．
3 

5．
4 

1．
5．

4 

專利前一百名英文高頻動詞 

k=5, f-measure 評量比較 

f1 score f-measure, α=0.7 

 

圖七、正解位置於公式(4)組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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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翻譯模型在專利前 22 名競爭動詞推薦一個及五個答案時之 f-measure 成效 

是在著重於精確率的 f-measure, α=0.7 分數則往下降，其他沒有與公式(4)合作的組合

及獨立運作的公式在這兩種評分機制則無差異，且分數分布略低；這是因為公式(1)、

(2)、(3)及(5)都會因為測試語料中出現訓練語料所沒有的紀錄而無法作答，有回答率的

問題，而公式(4)可以回答任何問題，只有答對與答錯的狀況，因為只要訓練語料有出

現過的英文動詞都有其對照的中文翻譯。雖然公式(1)、(2)、(3)及(5)在圖六中只能推薦

一個答案時的表現略差，但是在兩種評分機制中都維持一樣的水準；相較之下公式(4)

在精確率的表現較薄弱，可以顯現出雖然公式(4)有很好的作答能力，但是僅靠著統計

推薦答案效果較差，容易有答錯的情形。 

  翻譯模型最多能推薦五個答案 (k=5) 的情形下，每個公式組合在 f1 score 及

f-measure, α=0.7 的分數都有往上提升許多，特別是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分數都相

當的高；這是因為跟公式(4)搭配的公式如果有回答不出來的時候，公式(4)可以補上答

案，或是當搭配的公式回答的並不是正確答案時，因為共同推薦答案不得重複的設定可

以讓公式(4)更有機會補上正確解答。我們會希望當翻譯模型推薦多個答案時，正確解

答能出現在推薦答案中越前面的位置越好，因此我們統計了正確答案在公式(4)及與公

式(4)搭配的組合推薦答案中的排名，如上頁圖七所示。本研究發現與公式(4)搭配的公

式組合中正確解答的平均位置皆比在公式(4)的平均位置還要前面；這可以證明雖然從

上頁圖六公式(4)和其他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效果近似，但是公式(1)、(2)、(3)及(5)

具有把正確答案往前排名的拉提作用，特別是公式(1)效果特別明顯。 

8.1.2 專利前二十二名具競爭力候選人之英文動詞 

本研究由前一百名高頻動詞中選出一些英文動詞，這些動詞的特性為它們各自都不只對

應到一個中文翻譯詞彙，而且出現次數最高前兩名候選人是具有競爭力的；本研究在這

裡定義「競爭力」為：第一名候選人出現的次數不得多於第二名候選人出現次數的兩倍。

假設英文動詞 EV 的中文翻譯候選人數依照在語料中與 EV 一起出現的次數多寡排列有

CV1、CV2 及 CV3，則 CV1 的出現次數不得多於 CV2 的兩倍，EV 才會被我們挑選出來。

根據這個門檻值的設定，我們總共找到二十二個動詞具有此特性，這二十二個動詞總共

出現在 4101 筆英漢動名詞組合，訓練資料有 3280 筆，測試資料則有 82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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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翻譯模型在科學人前 25 名高頻動詞推薦一個及五個答案時之 f-measure 成效 

  由上頁圖八所示，當翻譯模型只能推薦一個答案時，前二十二名具競爭力候選人的

動詞與前一百名高頻動詞的趨勢並不完全相同。公式(4)和那些與公式(4)搭配的組合在

f1 score 得到比較高的分數，但是在著重於精確率的 f-measure, α=0.7，與公式(4)搭配

的公式組合分數則往下與其他沒有與公式(4)合作的公式表現相同，特別可以注意到公

式(4)在 f-measure, α=0.7 的表現明顯低於其他獨立公式。這是因為訓練資料量銳減，

但是資料的變化性仍然不小，因此其他考慮較多資訊的公式表現就超越了資訊考慮最少

的公式(4)，這也證明公式(1)、(2)、(3)及(5)所考慮的資訊是有用的。而在翻譯模型最多

能推薦五個答案的情形下，f-measure 的趨勢走向與前一百名高頻動詞雷同，比起只能

推薦一個答案時，每個公式組合的分數都有所提升，特別是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 

8.2 使用科學人雜誌語料建置翻譯模型 

科學人雜誌語料庫中，本研究對列成功的英漢動名詞組合共有 4814 組。 

8.2.1 科學人前二十五名英文高頻動詞 

由於科學人雜誌語料所得的英漢動名詞組合數量比起專利語料少了許多，因此本研究探

究前二十五名在我們 4814 筆的動名詞組合資料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英文動詞，這些動

詞在資料中至少出現過 31 次以上，最多的出現次數則為 379 次。這二十五個英文動詞

總共出現於 1885 筆資料之中，訓練資料共有 1508 筆，測試資料則有 377 筆。如圖九所

示，在翻譯模型推薦一個答案及推薦五個答案時的趨勢分布與圖六專利語料的前一百名

高頻動詞趨勢相同；因為語料數量較少（僅有專利語料的 13%）而資料變化又較大（科

學人文章風格較專利文句豐富），因此在推薦五個答案時 f-measure 最高的成效落在 90%

左右。 

8.2.2 科學人前九名具競爭力候選人之英文動詞 

本研究由前二十五名高頻動詞中選出了具競爭力候選人的動詞，這裡的「競爭力」意義

相同：第一名候選人出現的次數不得多於第二名候選人出現次數的兩倍。這九個動詞總

共出現在 689 筆英漢動名詞組合，訓練資料有 552 筆，測試資料則有 137 筆。如下頁圖

十所示，科學人前九名具競爭力候選人動詞在 f-measure 的趨勢大致上與專利前二十二

名具競爭力候選人動詞的分布相同，不過可以特別注意到公式(5)在只能推薦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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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翻譯模型在科學人前 9 名競爭動詞推薦一個及五個答案時之 f-measure 成效 

且注重於答題正確率時，表現相對於其他獨立運作的公式突出，而與公式(5)搭配的組

合也有較亮眼的表現；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資料數量少而資料型態卻又豐富時，公式(5)

反而可以用其獨特的觀點去猜到答案。在推薦五個答案時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仍

是表現最為亮眼。 

8.3 小結 

透過以上分析翻譯模型的表現，本研究提出的公式組合「共同推薦」不僅可以在推薦三

個答案時幾乎就能找到正確解答，且可以透過蒐集資訊較多的公式把正確答案在推薦答

案中的位置往前拉提，這對於翻譯效果都有正面的影響。 

9. 受試者實驗評比 

為了評比我們的翻譯模型是否能跟人類的翻譯能力競爭，我們從科學人語料中取出十句

英漢對照的句子當作實驗題目，並設定三種翻譯英文動詞的實驗，邀請以中文為母語並

具有資工背景的受試者參加。我們規定三種實驗的受試者不得重複跨實驗參加，每位受

試者為獨立進行實驗。實驗一有 17 位受試者參與、實驗二有 19 位，實驗三則有 16 位

受試者，共 52 位受試者參與實驗。我們使用公式(1)建置的翻譯模型作為參賽者，實驗

題目則以公式(1)所能得到的資訊為基準，即受試者至少知道英文的動詞、名詞及中文

的名詞這些資訊，不同實驗會附加其他不同程度的資訊以測試受試者會否因為附加資訊

的多寡影響其答題效果。我們透過受試者的答題情況與我們的公式(1)翻譯模型作比

較，驗證模型的翻譯效能。 

9.1 三種實驗提供的題目資訊說明 

在第一個實驗中，我們提供受試者英文及其中文翻譯的題目資訊，將題目中的英文目標

動詞以灰底粗體標示，並將中文題目對應的動詞翻譯位置挖空，如下頁表四所示。為了

不讓受試者只注意到英文的目標動詞及名詞而不完整閱讀題目，我們因此不將目標名詞

特別標示。我們將正確答案藏在四個選項中，以表四為例，非正確答案的三個選項是從

目標動詞「improving」在科學人語料對應的中文詞彙群中挑選出較高頻的三個詞彙當

作誤導選項。這個實驗的目的為讓受試者在接收完整題目的資訊之下，要求受試者將目

標動詞翻譯成中文詞彙，並提供選項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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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實驗一及實驗二題目範例 

英文題目 
Investigators are, of course, also exploring additional avenues for 

improving efficiency; as far as we know, though, those other 

approaches generally extend existing methods. 

中文題目 
當然，研究人員也在尋找其他可________效率的方法，但就我

們目前所知，其他方法一般只是延伸現有的途徑罷了。 

答案選項 (1) 增進  (2) 提高  (3) 改進  (4) 改善 

目標的中

文翻譯群 

improve={利用=1, 增加=1, 改良=1, 運用=1, 使=2, 加強=3, 

提高=4, 改進=4, 增進=11, 改善=22} 
 

表五、實驗三題目範例 

題目 improve efficiency : ______ 效率 

答案選項 (1) 增進  (2) 提高  (3) 改進  (4) 改善 

  關於第二個實驗，我們提供與實驗一相同的題目資訊，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實驗一

提供了四個選項讓受試者選擇，如表四所示，而實驗二不提供虛線框起的答案選項，直

接要求受試者填寫他們心目中的詞彙。 

  在第三個實驗中，我們不提供受試者題目的環境及提示，僅提供公式(1)翻譯模型

所能得到的資訊給受試者，但是我們附加了答案選項提供選擇，如表五所示：我們僅提

供英文動名詞組合及中文名詞，並將英文目標動詞以灰底粗體標記，要求受試者從我們

答案選項中選出一個最適合的詞彙作答，這四個答案選項與實驗一的選項相同。 

9.2 受試者與翻譯模型效能評比 

下頁圖十一為三項實驗受試者平均答題正確率及本研究翻譯模型的表現比較。實驗一提

供最多的資訊，受試者平均答對的題數最多，約答對 50%；實驗二雖然提供英漢的題目

資訊，但是沒有提供答案選項，受試者平均答對的題數最少，約答對 30%；實驗三的受

試者則平均答對了 40%。本研究的翻譯模型答對六題，因此答題正確率為 60%，贏過

三項實驗受試者的平均表現。這三個實驗讓我們發現，受試者在提供答案選項的實驗表

現較為良好，即使我們提供了完整題目的資訊讓受試者填空，受試者還是很難猜出正確

答案；這也就代表即使是人類來答題，在只能回答一個答案時都很難答出正確解答，而

我們的翻譯模型則有較好的表現。 

  下頁圖十二為進一步觀察三群受試者的答題情形，本研究有有趣的發現。第一題的

題目在提供題目語意及答案選項的實驗一及只有提供動名詞組合及答案選項的實驗三

的答題效果相似，與實驗二的填空題則有很大的差距；第三題題目的實驗二及實驗三答

題效果相似；第四題則是實驗三的答題效果最差；第五題確是三個實驗的效果都相似；

第六及第七題反而是實驗三效果最好，但在第八題情形卻倒轉；第九題三個實驗的表現

也接近，第十題卻是實驗二的填空題效果最好。 

  這些作答的現象讓我們認為人類在作答的時候，在題目提供的附加資訊多寡之外，

人類在閱讀到動名詞組合時應該有其特定的直覺，而且直覺的影響力可能大過實驗所提

供的附加資訊，不會根據附加資訊多寡而有固定的表現，因而產生這些有趣的曲線變

化。而本實驗未蒐集受試者的個人資訊失為一考量，因此沒有受試者個人特質的相關統

計評估，為本實驗待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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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三種實驗受試者平均答題正確率及翻譯模型表現評比 

 

 
圖十二、受試者於實驗各道題目的平均表現 

10. 結論 

本研究使用了兩套科技技術類的英漢平行語料庫，並針對英漢動名詞組合進行英文動詞

的推薦翻譯。我們分別使用了資訊蒐集程度不同的五種公式，建立針對英漢動名詞組合

翻譯英文動詞的模型。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將公式組合起來共同推薦能提供不錯的翻

譯效果，且在 f-measure 的評量下，與公式(4)搭配的公式組合效果最佳，其建置的翻譯

模型推薦到三個答案時幾乎就能包含正確解答在內。蒐集資訊較多的公式(1)、(2)、(3)

及(5)在與公式(4)一同搭配時，會將正確解答往前排在推薦答案中，特別是公式(1)的效

果最為明顯，符合本研究對於公式(1)的期望。本研究對於英文名詞也建置了對稱的公

式及翻譯模型並測試翻譯效果，因受限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僅描述翻譯結果，結果顯示

成效與翻譯英文動詞差異不大，公式共同推薦的翻譯模型有良好的表現。 

  除了建置翻譯模型並比較成效，我們也設計了三項實驗讓受試者參與，並將受試者

的答題正確率與我們使用公式(1)建立的翻譯模型比較表現。結果顯示三項實驗相比，

本研究的翻譯模型都能贏過受試者的平均表現。 

  本研究透過翻譯模型的評量與分析，以及和受試者的翻譯表現作比較，可以驗證我

們的翻譯模型具有不錯的推薦翻譯能力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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