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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终端的智能翻译测试库构建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建立的测试库适用于针对智能翻译系统进行的自动评测和人工评测。本标准对测试库建立时

原文和译文的来源以及质量等进行了要求，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估方法。测评时可根据产品的特性和测试

需求从本测试库中选择测试集，测试集可以是本测试库的子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3 原文要求 

3.1 来源 

在原文的选取原则上应保证原文语法正确、语序合理、用词恰当。基于以上原因，数据可来源于知

名的开放媒体、会议或期刊、政府或者国家机构网站等。 

原文需经过人工二次确认保证原文的准确性方可作为自动评测原文。 

 

3.2 内容 

评测数据集应保证不含粗俗以及政治敏感内容，价值观正确，所有参与评测的数据应使用正确的语

法、合理的语序、恰当的用词等，不应存在错误信息。 

评测数据应具有普遍适用性及代表性。对于通用领域评测数据集，所选评测数据应包含众多领域，

可侧重在社会、政治、经济、口语、科技、体育、教育和医疗方面，领域应至少涵盖以上八个领域中的

五个，所选的题材、句型、词汇应为这些领域常见而非生僻的，选择有代表性的真实文本。对于特定专

业领域评测数据集，所选的题材、句型、词汇应体现出不同专业领域的普遍特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真实

文本。 

评测数据应涵盖特定语言不同于其他语言的词、短语、句法等数据。 

3.3 数据规模 

自动评测中，可采用以下两种数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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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同义词、同词干等问题对评测结果造成的影响，推荐使用采用一

比四的原文译文句数比作为最终测试数据。例如使用1000句测试规模，应包含1000句原文及4000句对应

译文。 

——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可使用一比一的原文和译文配比。数据集规模建议不少于1000句。 

人工测评中，数据集规模不宜少于500句。 

 

3.4 句子类型 

不同智能翻译系统对不同长度的数据处理能力不同，为均衡评测数据本身带来的影响，在评测数据

集制作过程中，遵循以下的规则：  

其中，原文数据长度及对应长度数据占比如下表所示： 

 

语料长度 百分比 

15个字（词）以下 20% 

15-30个字（词） 30% 

30-75个字（词） 40% 

75-120个字（词） 10% 

3.5 数据格式 

评测数据均使用UNIX纯文本格式进行存储，评测数据编码需为UTF-8无BOM 编码,若翻译系统中的中

文为简体则中文评测数据需保证为中文简体。 

 

4 原文质量评估 

4.1 词语级 

词汇级评测关注的重点是词语的含义以及词性的问题。比如评测点根据英文单词的词性划分为动词、

名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连词、专有名词和新词、数字和倍数、冠词等10类。每一类中又将

容易译错的内容细分为小类，如：因单词的多义、形态变化等引起的不同译法，并列出了部分典型测试

点。 

4.2 短语级 

短语一级评测关注的重点是词语的搭配、成语、短语结构歧义等翻译中容易引起的问题。短语和搭

配、修饰关系的测试点包括：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成语和习语、并列结构、语法歧义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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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句子级 

句子一级评测关注的重点是句法结构、从句和特定的句式的翻译。举例英文语料中测试点包括：否

定形式、强调句、倒装句、省略句、there be结构、the…the从句、各种从句的翻译以及复杂长句的语

义层次划分等评测点。 

4.4 篇章级 

段落和语篇级评测重点是句子之间的衔接和连贯、语义逻辑关系的合理性。 

5 译文要求 

5.1 来源 

自动评测数据集的参考译文需由以目标语言为母语的翻译者或者精通目标语言的专业译员翻译得

到。由于单条评测原文需对应四条参考译文，需保证四条参考译文由四名不同的译文翻译者翻译。同时

在翻译过程中需在忠实度与流利度两个维度上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与专业性。在忠实度方面，要求原文能

够与参考译文内容完全对应，没有错译、漏译和多译等翻译错误现象产生；在流利度方面要求译文较地

道、流利、无语法错误、无错别字、无错误标点符号使用等。 

参考译文初步准备完成后，需进行二次人工检查，确认无重大问题方可作为最终参考译文加入到自

动评测数据集中参与后续评测。 

 

5.2 数据格式 

评测数据均使用UNIX纯文本格式进行存储，评测数据编码需为UTF-8无BOM 编码,若翻译系统中的中

文为简体则中文评测数据需保证为中文简体。 

 

6 译文质量评估方法 

参考译文初步准备完成后，应进行二次人工检查，确认无重大问题方可作为最终参考译文加入到自

动评测数据集中参与后续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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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修订历史 

修订时间 修订后版本号 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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