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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种语言模型分类长篇语料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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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行生态翻译学研究!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数据提取实验!利用多种语言模型
对长篇语料中的句子进行分类研究) 该研究旨在探索语言模型在文学作品研究环境下的应用!

以进一步提高文学作品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通过收集研究语料和训练语料!并运用包括\H>6*

05D6XR_*0YDL:H*05D6XKP等多种语言模型!我们对大规模文本进行了分类和筛选) 通过这项实
验!我们希望能够识别粗语以及谚语俗语等语义特征!为跨语言翻译提供更深入的理解和支持)

在实验结果中!我们观察到利用多种语言模型能够对长篇语料中的句子进行有限的分类!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人工分类的工作量!并且本实验数据能为相关翻译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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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工作回顾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为/红高粱家族0的中英文

语料$中文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0$英文为葛浩文
翻译的'IH: ';>?5LS($相关语料从网络获取% 得到
语料后$对中英文语料进行清洗&分句和词性标注$

使用到的工具包括GY6@&Y67&F<ĤD等% 其中/红高粱
家族0句子总数为2-2$$'IH: ';>?5LS(句子总数
为*/%$%

此外$为了研究中英文对应句子的翻译特点$

我们还需要对中英文语料进行锚点对齐$将中英文
双边连续-句高相似度句子作为锚点$经过检查这
种策略得到的锚点的准确度较高$并且锚点较多$

总共锚点簇数#!"&锚点数2/*% 这意味着可以根据
锚点按块对语料进行分块细化对齐%

二#利用05D6XR_进行长篇双语语料对齐
鉴于05D6XR_-=)近年来火爆全球$且其上下

文理解&跨语言分析&自动化处理等通用智能能力
让人感觉到其'无所不能(的潜力$且尝试过的一些
所谓智能对齐软件$例如KDG?LD?H,$对齐效果也一
般$故有必要尝试一下新的手段% 当然使用

05D6XR_进行语料对齐也有'杀鸡用牛刀(的意味%

我们选择一些使用成本较低的&国内能访问的
一些05D6XR_接入站或者套壳网站来使用$且网站
支持05D6XR_-h)

+

%/1$它可以支持长文本分析$非
常适合用来进行长文本对齐%

每次我们选取!"句中英文句对进行对齐$并要
求05D6XR_以句子为单位用_L>7YH元组形式输出
对齐结果$然后人工大致分析对齐结果% 如果输出
不理想$例如出现删除句子&改变句子或者大量调
换位置&大量空对齐的现象时$需要重新要求
05D6XR_输出$或修改提示语或者减少句子数量%

我们还发现当中英文结尾句子恰好对应时$

05D6XR_的对齐效果可以很好% 另外我们还发现对
齐效果可能受时间段影响$某段时间$特别是晚上$

点$使用人数过多可能造成服务器负担$影响算力
的分配% 这时我们选择0YDL:H模型进行输出也能
得到不错的效果%

由于05D6XR_存在输出格式错误的情况$例如
没有以_L>7YH元组格式输出&转译字符错误$我们
还进行了编程$对收集输出后的结果重新划分中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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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子% 尽管重新划分后的句子存在某些多余的
字符$但是对后面模型推理的结果估计影响较小%

通过使用05D6XR_结合人工进行对齐$最后得
到对齐句对为2"22对$其中-$句没有对应的中文&

!-%句没有对应的英文% -$句没有对应的中文$是
因为内容色情敏感被删除了$而!-%句没有对应的
英文$则是因为译者没有翻译$而其他译者没有翻
译的中文内容已经和其他句子合并到一起%

三#使用\H>6对粗语进行分类
\H>6是一种基于_>DG8Q;>SH>架构的预训练语

言模型$它在大量的语言分类任务里表现出优异的
性能% 由于粗语与网络冒犯性用语类似$可以借鉴
其方法进行分类%

"一#获取数据集
训练模型使用的正面数据集为_WZ0(HB8的

中文新闻数据集$由于是新闻网站$可以认为是不
包含粗语的$而负面数据集则从百度搜索得到的语
录网站中收集% 接着处理收集到的数据$例如补全
粗语屏蔽掉的部分&删除重复句子&切分为短句子&

去除含英文的句子等等%

最后随机选取#万句正面句子和/%$句负面句
子混合后分为*#%#%作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二#模型结构
使用的模型结构较为通用$如图%所示$首先是

\H>6模型$接着定义了一个3>;7;L6层随机丢弃神经
元$以减少过拟合$最后是K<GHD>线性层和IHKZ激
活函数% 使用过的预训练模型包括05<GH8H

+

\]I_

+

BBS和a;\]I_$这两种模型都是按词进行掩码训
练得到的$而使用a;\]I_推断得到的负面句子
较多%

图%.模型结构

"三#训练测试结果
尽管经过很少的训练轮数后$测试集中的准确

率很高$能达到$*i以上$但是模型应用到实际数
据推断时$精确率却很低% 其中使用a;\]I_推理
出#*/句$而人工筛选只有/!句符合要求$而使用
05<GH8H

+

\]I_

+

BBS推理出%!*句$而人工筛选只
有-"句符合要求% 虽然精确率较低$但这可能与筛
选人员对粗语的理解有关$并且其他'误判的(句子

确实也存在语言上负面情绪的特点$例如图! 的
#*%"行的'你别张狂(&)"!2行的'小瞧我们(&/#)/

行的'秃头鬼子(等等%

图!.a;\]I_(上)和05<GH8H

+

\]I_

+

BBS(下)推理结果
四#使用05D6XKP#]>G<H对谚语俗语进行分类
当我们尝试利用\H>6模型用相同的方法进行

谚语俗语分类时$发现得到的结果却极差$数据少
且错误率极高% 后面考虑到谚语俗语会不会存在
结构化的句式特点$试图使用词性进行训练和推理
时$发现结果依然不理想% 猜测可能是谚语俗语的
词汇和句式多样化$从训练数据中无法找到公共的
特征%

接着只能求助于大模型$尝试使用MR&的方式
调用大模型进行分类% 由于05D6XKP-

+

/\是免费
的$而其在线对话网站尝试用提示语分类谚语俗语
句子的效果也较好$于是决定使用05D6XKP-

+

/\进
行谚语俗语分类%

我们下载了!"X的模型$以本地方式进行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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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由于测试时有些句子会被识别为民谣和流行
语$所以输入提示语时包含了民谣和流行语作为关
键字% 程序经过!天的运行得到了!-""句谚语俗
语% 由于分类结果较多$且错误率也较高$于是需
要进一步进行筛选% 我们选择]>G<H对分类结果进

行二次分类%

使用]>G<H进行二次分类时需要联网$免费
_;@HG有%""万个% 经过大半天的运行$我们得到
了/#)句分类为谚语俗语的句子$经过人工筛选后
得到%/#句$如图-所示%

图-.机器分类和人工筛查的结果

最后我们再次使用05D6XKP-

+

/\对粗语再次分类和人工筛选$并和\H>6模型的结果合并去重后得到
%))句粗语$如图#所示%

图#.粗语进行机器分类和人工筛查的结果

..五#总结
我们通过利用多种语言模型对/红高粱家族0

及其译文按句子进行对齐$以及对粗语和谚语俗语
进行分类$最后得到%)) 句粗语的平行语料以及
%/#句谚语俗语的平行语料% 该实验为下一步生态

翻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作用%

通过此项研究$我们感觉到语言模型对于特殊
领域的语义特征的识别在性能上依然不足$同时缺
少能直接使用的面向专业领域的模型$期待未来的
语言工具能在某一垂直领域做得更智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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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总结了此次研究工作中的不足和未
来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使用05D6XR_进行语料
对齐时$由于人工检查的不到位$语料有某些部分
存在错误$例如句子重复&中英文位置错误等)!=训
练的文本数据量较少$可以尝试进行数据增强$利
用已有的大模型进行句子改写和生成)-=我们从中
文的角度出发分类粗语和谚语俗语$或许从英文的
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可能得到不一样的数据)#=尝试
多种提示语$或者多种提示语结合$或者将句子分
割进行多段分析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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