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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是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处理在各民族科研、产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操作系统、输入输出、编辑排版、标准化、语言资源

建设、机器翻译、软件平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综述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

克孜、朝鲜6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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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noritylanguageandwordprocessingisanimportantpartoflanguageinformation
processinginChina.Sincethe1980s,withthejointeffortsofscientificresearchandindustrial
workersofvariousnationalities,greatprogresshasbeenmadeintheareasofoperatingsys灢
tem,input/output,editingandlayout,standardization,constructionoflanguageresources,
machinetranslation,softwareplatformandpersonneltraining.Thisarticlesummarizesthe
history,statusquo,andexistingproblemsoflanguageinformationprocessinginZhuang,
Mongolian,Uyghur,Kazak,KirgizandKorean,andforecaststhefuturedevelopmentdirec灢

tion.
Keywords:Zhuang,Mongolian,Uighur Kazak
andKirgiz,Korean,informationprocessing

0暋引言

暋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中文信息处理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中文信息处理效率得到极大

提高。中国有56个民族,使用着数十种文字和近百

种语言。因此,中文信息处理所涉及的语言文字不

仅包括简体汉字、繁体汉字,也包括藏文、蒙古文、维
吾尔文、壮文、朝鲜文、彝文等大量民族语言文字,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是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的一种重要手段,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

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其未来发

展方向。

暋暋1985年10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了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专业委员会,着重开展我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处理及其有关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在各民族科研、产业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操作系统、输入输出、编辑排

版、标准化、语言资源建设、机器翻译、软件平台、人
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对壮、
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6个少数民族

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总

结概述,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1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历史与现状

1.1暋壮文信息处理

暋暋壮语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语

言。目前存世的壮族文字有古壮文和现代壮文。对

古壮文的信息处理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目的是抢救民

族文化遗产,而对现代壮文信息处理的研究与开发

主要在于现实应用,二者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

现实意义。壮文有悠久的历史,壮文作为一种文化

符号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暋暋壮文信息处理技术和汉文信息处理技术存在许

多方面的差别。壮文信息处理技术包含两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对壮文字的处理,二是对壮语言的处理。
壮文字的处理涉及到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文字的输

入输出和编辑等方面,而语言的处理涉及壮语语音

识别、信息检索、壮文翻译等方面。语言和文字之间

是紧密相联的,壮文信息处理技术离不开对文字和

语言的依托。

1.1.1暋壮文字信息处理技术

暋暋近年来,壮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了

一些成果。从磁盘操作系统(DiskOperatingSys灢
tem,DOS)时代开始,古壮文的信息处理技术研发

就存在困难,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广西计算

中心研发的“DOS古壮文编辑排版系统暠,该系统初

步解决了壮族古籍数字化出版难题[1]。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壮文字信息处理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高,主要成果有南宁市平方软件新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研制的“Windows下的古壮文处理系统暠,该系

统持可视化的编辑排版[2];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

员覃志强开发的“古壮文输入法暠和“新壮文输入法暠
简化了复杂的输入过程,降低了录入的差错率。在

互联网广泛应用的今天,壮文处理技术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南宁市平方软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

的“古壮字收录及字典管理暠,可通过互联网面向社

会收录新发现的古壮字,并对其进行快速查重和字

频统计。此外,一些个人开发的在线壮汉词典也在

网络上流行。壮文信息处理技术较以往带来更大的

社会价值。

1.1.2暋壮语言信息处理技术

暋暋壮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在字典和翻译方面也取得

了一些成果。由于古壮字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异体

字多,笔划过繁,没有被行政公文和正规教育所采

用,当今能识读古壮字的人越来越少。字典软件和

翻译软件满足了人们解读古文献,传唱山歌的需要。

1.1.2.1暋古壮字的电子字典

暋暋“古壮字释义电子字典暠由南宁市平方软件新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的《古壮字字典》
研发而成,可检索古壮字的发音、释义、例句等,并可

通过古壮字检索出其汉语释义。

1.1.2.2暋现代壮文的电子词典

暋暋“壮文电子词典及辅助翻译软件暠研发由中国

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科研处和壮语文室合作完成[3],
该软件具有5个重要功能:栙壮文联想输入功能,该
功能不仅能实现壮文单词联想,还能实现壮文词组

联想和句子联想;栚壮文标点符号输入功能,使用者

不必在中文状态或英文状态下转换,即可输入需要

的标点符号;栛单词查找功能;栜词组翻译功能;

栞长句的简化录入功能。

暋暋“在线双向汉壮词典暠是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

究所、广西壮学学会和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支持的

“壮族在线暠提供的在线双向汉壮词典,共收录词条

25986条,这些词条基本来源于stoneman、honghlaj
等贝依制作的SawloihCuenghGun电子版和一些

新加入的方言词汇,目前该词典已在互联网上使

用[4]。该词典除了壮汉双向翻译外,还提供壮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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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表、壮语韵母表、壮语音节表及壮语拼写规则等,
方便广大爱好者学习壮文。

暋暋“壮汉英电子词典暠由南宁市平方软件新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研发,可检索壮语词的发音、解释、汉语

对应词、英文对应词、例句等,支持壮汉、汉壮、壮英、
英壮4种双向翻译,支持单机版及网络在线版。

1.1.2.3暋壮文语料库及机器翻译

暋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研发的“壮文电子词典

及辅助翻译软件暠,将《壮汉词汇》和《汉壮词汇》作为

语料库中基本词汇的来源[3]。南宁市平方软件新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基于短语的汉壮统计机器

翻译暠,采用广西少数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编撰的

《壮汉英词典》作为语料库来源。

1.2暋蒙古文信息处理

暋暋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一种粘着性的、词汇

形态变化特别丰富的语言,这是蒙古语最大的特点。
文字方面,蒙古语是纯粹的拼音文字,从左到右竖

写。蒙古文信息处理最大的难点是由蒙古语丰富的

形态变化形式和竖写形式造成的。另一方面,蒙古

语语言资源非常丰富,从时间跨度上讲,蒙古语贯穿

13世纪至今的800余年的历史;从地域上讲,蒙古

语横跨欧亚大陆,几乎遍布整个地球,目前世界上有

近800万蒙古族人口,主要聚居在中国、蒙古、俄罗

斯等国家,并散居在世界各地。世界上现行的蒙古

文有5种(传统蒙古文、托忒蒙古文、蒙古国西里尔

文、布里亚特西里尔文和卡尔梅克西里尔文),加上

历史上曾经用过的文字,蒙古民族曾经使用过的文

字已超过十余种之多。蒙古语作为中国、蒙古国、俄
罗斯等国家的官方语言,蒙古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在当今“一带一路暠战略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环节。

1.2.1暋蒙古文信息处理成果

暋暋从研究开发历史视角来讲,从20世纪80年代

起我国蒙古文信息处理工作在数据资源的采集、知
识资源的挖掘和技术资源的开发方面取得的成绩

包括:

暋暋(1)成功制定蒙古文国际编码标准(ISO飊2000)
和国家标准等诸多标准规范。

暋暋(2)成功研发 MongxeGal输入法(蒙科立公司)
和 Microsoft蒙古文输入法等输入法。

暋暋(3)成功构建“蒙古秘史暠(汉蒙对照版)、回鹘体

蒙古文、托忒文、八思巴文等文献语料库,100万、

500万、1000万词蒙古语单语语料库和汉蒙、蒙汉

等各类双语平行语料库以及口语语料库等资源库。

暋暋(4)成功构建蒙古语语法、语义信息词典、多义

词词典、类语词典、熟语等知识库。

暋暋(5)成功研发汉飊蒙机器翻译系统、汉蒙电子词

典(V.2.0)、方正蒙古文排版系统、传统蒙古文飊西

里尔蒙古文转换系统、面向蒙古语语音特点的参数

自动采集软件、蒙古语语音合成软件、蒙古文农业专

家系统、“蒙古语双文少儿词典暠“汉蒙英日大词典在

线服务平台暠“数字农业专家系统在线服务平台暠“内
蒙古省地县三级政府蒙古文网站群管理系统暠“天地

图蒙古文在线地图暠“汉蒙俄英多文种标准化共享服

务平台暠等 Web式系统和好乐宝、草原雄鹰、蒙古文

化网、Monghegal、Ulaaci、Ehshig等100多家蒙古

文网站。这一系列工程的研发,一直占领这一领域

的制高点。

1.2.2暋整体发展现状

暋暋(1)创新团队: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大学计算机学院等若干机构科研团队为省部级创新

团队(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暠工程高校创新团

队),正在争取提升为国家级创新团队。

暋暋(2)科研项目:近5年以来,蒙古文信息处理科

研团队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数量不断增

加,其中国家级项目居多,甚至还有过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暋暋(3)学术论著:据初步统计,蒙古文信息处理研

究领域已出版《蒙古文编码》《蒙古文信息处理理论

与实践》《面向信息处理的动词短语结构规则研究》
和《面向信息处理的蒙古名词语义研究》等30多部

专著。

暋暋(4)奖项:蒙古文信息处理研究领域学术成果和

教学成果曾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北
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奖

一、三等奖,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

府奖二、三等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奖等诸

多奖项。

暋暋(5)科研平台建设:近年来蒙古文信息处理研究

领域连续产生内蒙古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机器翻

译联合实验室暠“民族语言资源产业化基地暠“计算语

言学联合实验室暠、应用语言学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实现由政府、高校、企业相联合的软件研发基地,并
同步实现了人才联合培养模式。

暋暋(6)人才培养:民族地区科研人员先后到蒙古

国、日本、美国、芬兰、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台湾、捷
克、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拓展了学术

视野;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文信息处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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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例,在过去的10年里已培养约40名博士

研究生和140多名硕士研究生。

1.3暋维哈柯文信息处理

暋暋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在形态结构上属黏着语类型。随着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语言文字只有信息化才有

存续、发展的生命力,因此,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工作

直接关系着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的

命运。

暋暋30多年来,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在操作系统、信
息技术标准、语言信息处理及综合应用等方面取得

了不少成绩[5]。

1.3.1暋操作系统

暋暋1984年,新疆大学刘诚信、袁保社、吐尔根·依

布拉音等开发了支持维、哈文的 UHDOS1.1操作

系统。1985年5月新疆大学吴宗尧、吾守尔·斯拉

木等相继研发成功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

微机操作系统 UHKDOS3.0、UHKDOS4.0、UH灢
KDOS5.0、UHKDOS6.0及 UHKDOS7.0,实现

了维、汉、英文混合编辑。1992年,新疆大学吾守

尔·斯拉木、吐尔根·依布拉音等开始进行支持维

哈柯文的 Windows操作系统的开发,相继开发出支

持维哈柯文的 Windows3.1、Windows95、Win灢
dows98操作系统。2001年开始,新疆大学开发出

外挂维哈柯文的 Windows2000及 WindowsXP操

作系统。2003年,新疆大学首次开发出维哈柯多语

种Linux操作系统。2005年国家863重大专项“民
族语言版本Linux操作系统及办公套件研发暠项目

取得成功,维哈柯文Linux操作系统达到了汉、英文

同等的技术水平。同年起,新疆大学还先后开发了

基于 QT 的维哈柯多文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基于

Linux的嵌入式设备用维哈柯文操作系统、支持维

哈柯文的 WindowsCE 以及支持维哈柯文的 An灢
droid嵌入式操作系统。2008年,新疆大学等单位

研发了基于 Android的维吾尔文输入法。2010年,
新疆大学等单位进行 Windows7维哈柯文化研究

与开发。

1.3.2暋信息处理标准化研究

暋暋吾守尔·斯拉木等起草制定了首个信息处理交

换用维文、哈文三项国家标准 GB/T12510—1990
(代码标准、点阵字型数据标准、键盘布局标准)并发

布实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与国际

标准接轨,吾守尔·斯拉木等对《信息技术用维、哈、
柯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进行了的修订,形成国家标

准GB21669-2008。之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又

先后制定了《古维文编码字符集》等国际标准,以及

《信息交换维哈柯文编码字符集》《信息交换用维哈

柯文(曲线)字型白体黑体》《信息交换用维哈柯文点

阵字型》《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

文字体字形》及《信息技术 维吾尔文常用术语》等国

家标准。

1.3.3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

1.3.3.1暋语言资源建设

暋暋新疆师范大学玉素甫等于2002年构建了800
万词次的维吾尔文语料库。新疆大学吐尔根等自

2002年起开展维哈柯文语料库建设工作,最终建成

123万词次的维吾尔语词法标注的语料库和3000
句的句法标注的语料库,建成30万维汉句对、15万

哈汉句对及10万柯汉句对的双语语料库。新疆大

学古丽拉·阿东别克等构建了现代哈萨克语词级标

注语料库[6]。

1.3.3.2暋词法分析与句法分析

暋暋1997年新疆师范大学玉素甫等对维吾尔语词

干和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等开展初步研究。2004年

中央民族大学力提甫·托乎提对计算机词干提取过

程中遇到的元音和辅音的弱化、增音、脱落等进行系

统地描述。之后,多位学者先后对维吾尔文(语)开
展了下述研究: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字母统计,字母

的熵计算,音节自提取算法,词根库建设,名词形态

结构研究及规则总结,基于词典的词性标注方法,基
于词性标注的文字校对方法,基于 N元语法的词性

标注模型,词频统计,基于最小编辑距离的候选词产

生算法,基于规则的元音弱化处理算法,基于规则的

句子边界识别算法,新疆师范大学信息处理用维语

词汇标注标记集的确定,基于规则的对偶词识别,汉
维翻译中的人名、维吾尔语缩写词识别算法,基于隐

马尔科夫(HMM)模型的词性标注模型。2009年新

疆大学艾山·吾买尔对维吾尔文从生文本至严格按

照规范标注的语料库建设、词法分析、浅层句法的各

个环节展开深入的研究。

暋暋2006年以来,新疆大学古丽拉、达吾勒等对哈

萨克语开展了如下研究:词频统计,文本分类,基本

名词短语识别,词性自动标注及标注规范制定,哈萨

克语人名识别词法分类,哈萨克阿拉伯文与哈萨克

斯拉夫文文本转换等。

1.3.3.3暋框架语义知识库研究

暋暋2007年以来新疆大学阿里甫·库尔班等对维

吾尔语框架语义知识库工程开展研究,探索了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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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知识库的构建方法及技术路线。目前已就维吾

尔语名词、形容词、动词、量词和副词等4252个词

元构建了405个框架,并制定了以框架为单位的分

类描述规则、词语分类体系和相应标记集。

1.3.3.4暋语言动态监测与研究

暋暋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联合共

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少数民族语言分

中心维吾尔语文研究基地暠,2010中央民族大学与

新疆大学又联合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少数民族语言分中心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语研究基

地暠,上述两个基地对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

语的主要媒体进行动态监测与研究。

1.3.4暋综合应用研究

暋暋1988年新疆大学袁保社等研制了四通2400,

2401系列维哈柯文电子打字机。1989年新疆大学

等单位开发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与汉

英文全兼容的“博格达书报排版系统暠。1990年中

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等单位推出了能排

版蒙藏维哈柯文的北大方正多文种文书报版系统。
之后,新疆大学协助北大方正、潍坊华光开发了维哈

柯文 方 正 排 版 系 统 (1991)、潍 坊 华 光 排 版 系 统

(1992)、三立书版排版系统(1994)、锡伯文、满文文

字处理和轻印刷系统(1996)、“新疆2000暠多文种图

文排版系统(2000)等。

暋暋新疆理化所协助永中软件公司开发了维哈柯文

永中 Office办公套件;新疆大学开发了维哈柯文

OpenOffice办公套件,协助上海中标公司开发了维

哈柯文中标 Office办公套件。

暋暋新疆大学吐尔根·依布拉音等自2003年起研

发“基于 Unicode的多语种飊多向飊多媒体大型电子

词典资源开发系统(3MLDMDRP)暠及“基于 Uni灢
code的碧黎库特英汉维电子词典软件(ECU Dic灢
tionary)暠,乌鲁木齐市安卡维文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研发了“维软大词典暠系列软件,乌鲁木齐市一帆电

子有限公司研发了“汉飊维哈柯文一帆掌上电子

词典暠。

暋暋1996年新疆大学王世杰提等开始开展基于规

则的汉维机器翻译研究,2005年起新疆大学哈力木

拉提等开展了基于词典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的研

究,2009年新疆大学吐尔根等与新疆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开展了汉维哈柯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研发。

201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刘群等与新疆

大学吐尔根等合作推出基于统计的维汉机器翻译系

统。新疆理化所周俊林等自2009年以来开展基于

短语的汉维/维汉统计机器翻译研究[7]。

暋暋2004年,新疆大学哈力木拉提和清华大学丁晓

青完成了首款支持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

以及阿拉伯文的印刷文档识别系统的研发。新疆师

范大学的玉苏甫等及新疆大学的哈力木拉提等对维

哈柯文文字手写识别以及联机手写进行了探索性

研究[8]。

暋暋20世纪90年代初,新疆大学吾守尔·斯拉木

成功研制了联想式维吾尔语音识别系统。20世纪

90年代后期,新疆师范大学王昆仑等开展了基于音

节的非特定人语音识别研究。2000年后,新疆大学

的吾守尔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鲍怀翘等构建了“维吾尔语语音声学参数库暠,并
成功研发了维吾尔语音合成软件[9飊10]。2017年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维汉语音翻译终端设备。

1.4暋朝鲜文信息处理

暋暋中国朝鲜文是随着朝鲜民族移居中国大地时起

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是源自朝鲜与韩国,又与

中国当地的多重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较为独特的语

言,与朝鲜、韩国语言既有相同又有区别,是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中非常有特点的语种之一。

1.4.1暋标准的制定

暋暋20世纪70年代,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东三省成

立了朝鲜语文工作协调小组(简称“三协暠),以统一

管理中国朝鲜语文工作。在“三协暠的指导下,朝鲜

语规范委员会先后制定了朝鲜文信息处理领域相关

的规范原则和朝鲜语规范统一方案,完成了国家标

准《信息交换用朝鲜文字编码字符集》(GB12052—

1989)的制定,组建了中国朝鲜语信息处理学会,并
组织延边电子信息中心、延边大学等单位和大专院

校的学者、专家完成了多个朝鲜语信息处理系统的

研发。1996年,中国朝鲜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成立,并完成了《朝鲜语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

法》的编写工作,制定了《朝鲜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原

则与方法》,研制开发出朝鲜文电脑激光排版印刷

系统。

暋暋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2004年开

始先后成立了蒙维藏彝傣壮朝文信息技术工作组,
大力推进民文信息化建设。

暋暋朝鲜文是朝鲜、韩国和中国三国通用语言,除了

共同使用ISO10646韩文(朝鲜文)字符集以外,并
没有其他统一的国际标准。2013年朝鲜文信息技

术国家标准工作组成立,2015年该工作组完成了2
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即《信息技术 朝鲜文通用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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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数字区的布局》和《信息技术 基于数字键盘的

朝鲜文字母布局》,并于2017年11月正式发布。

2017年该工作组又完成了《朝鲜文信息技术术语和

定义》和《朝鲜文编码字符24点阵字型》2项吉林省

地方标准[11]。此外,该工作组还带领技术团队研发

了基于 Windows、Linux、Android、IOS平台的4种

朝鲜文输入法和10种朝鲜文字型。

1.4.2暋朝鲜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暋暋为加速我国朝鲜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

化进程,进一步促进朝鲜语信息技术国际标准的制

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2014年4月在延边大学

正式成立“中国朝鲜语言文字信息化基地暠(简称“朝
鲜文基地暠)。近年来,该基地在朝鲜语言文字信息

处理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1.4.2.1暋朝鲜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

暋暋2016年,朝鲜文基地全面调查中国朝鲜族新

闻、广播、出版等媒体和中小学朝鲜语使用和教学情

况,协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中国朝鲜语学会修

订了2016年版《中国朝鲜语规范集》,重新审定及发

布了朝鲜语新名词术语及中小学教材中的朝鲜语术

语,继续深化研究了中国朝鲜语罗马字标记法原则

与细则。

1.4.2.2暋朝鲜语言文字字符集及其平台建设

暋 暋 在 吉 林 省 科 技 发 展 计 划 项 目

(20140101186JC)、国家语委 2015 年度科研项目

(教语信司函[2015]21号)的支持下,朝鲜文基地研

究多语种文本图像中的文字语种辨识方法[12],针对

汉字、朝鲜文字和英文单词混合的文本图像,提出了

基于主成分分析技术以文字为单位进行文种辨识的

方法。该方法在没有分割错误的情况下,能获得

99.78%的识别准确率,有效地解决了在汉、朝、英3
种文字混合构成的文档图像中的文种辨识问题。

暋 暋 在 吉 林 省 科 技 厅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20140101225JC)的支持下,朝鲜文基地提出了一

种基于基音频率特征的中国朝鲜族语言、韩国朝鲜

语和朝鲜朝鲜语方言的自动辨识方法[13]。研究结

果表明,该方言辨识方法比传统的移位差分倒谱系

数特征方法识别率高,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朝鲜族语

言、韩国朝鲜语和朝鲜朝鲜语的方言辨识问题。

暋暋朝鲜文基地应用基于图像与音频的朝鲜语自动

辨识方法,开发了中韩科技信息加工综合平台。此

外,通过对中韩科技文献信息采集与智能处理的研

究,朝鲜文基地不仅开发了科技文献采集系统,同时

还构建了丰富的科技术语语料库。

1.4.2.3暋朝鲜语文本资源库建设

暋暋中国朝鲜语文本资源库包括:中国朝鲜语文本

语料库、词性标注文本语料库、朝(韩)汉对译语料

库、朝鲜语(韩国语)病句语料库等。

暋暋2016年朝鲜文基地建设了近1.5亿字中国朝

鲜语文本语料库,该语料库主要分为文本语料库(1
亿2千万字)、双语(多语)对译语料库(2千万字)、
朝鲜语(韩国语)病句语料库(820万字);研究重点

放在对已建语料库进行分类,整合,扩充,加工方面;
此外,新录入并重新整理和分类文学类杂志,共计

1193万字。

暋暋朝鲜文基地加工了朝鲜文文本语料库,包括词

语切分、词类划分、句法、语义属性标注等,并应用所

研发的朝鲜语词性切分软件,对中小学教科书和延

边日报文本进行了词性标注,共计141万字;对韩汉

对译小说和朝汉法律对译文本进行段落对齐,建设

共计580万字的朝(韩)汉对译语料库。

暋暋近10年间,朝鲜文基地从朝鲜语专业700多名

学生教学考核中收集到的作文语料中,共搜集朝鲜

语病句语料800多万字,并按年级、学期、姓名、考试

时间、作文题目、作文体裁等对该语料进行了详细的

信息方面的整理与分类,建成了朝鲜语(韩国语)病
句语料库。

暋暋2015年3月至2016年8月朝鲜文基地携手朝

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人员共同研发了集《
(试用版)》词性自动标注和语料统计分析于一身的

中国朝鲜语综合分析软件。《 (试用版)》具
有语法错误分析、词性切分、语义查找、语料检索统

计等功能。其中语料检索统计功能基本实现了栙音

素频度;栚字节频度;栛词汇频度;栜单字上下文(以
逗号或句号为边界);栞单词上下文(以句子或段落

为边界);栟按词类大类、小类提取总清单,统计分类

总数和分类频度;栠其他信息等检索统计功能。

暋暋2017年朝鲜文基地开发了“中国朝鲜文文本自

动校对软件暠(测试版),并将其搭载在2016年开发

的《 (试用版)》词性自动标注和语料统计分

析系统中,进而初步实现了开发文本校对和文本分

析为一体的综合型应用软件的目标。

1.4.2.4暋中国朝鲜语口语语料库建设

暋暋2016年朝鲜文基地完成了100h的标准口语

音频数据和100h的标准语双频数据的收集和140
万字正字法转写库、140万字语言转写语料库、2.7
万句对平行语料库的构建。此外,朝鲜文基地还把

韩国的33个实词分类体系扩展到1763个小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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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体系在国内外均为首创,不仅适用于韩国语

本体论研究和韩国语教学研究,也对今后提高韩国

语词素分析器的准确度,开发韩国语句式分析器和

韩飊汉口语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暋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智能信息

处理的韩国语口语词汇研究暠(16BYY176)和朝鲜

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

育基金项目“基于计量语言学的韩国语口语研究与

韩国语教育中的应用暠的支持下,朝鲜文基地全面、
系统地完成了朝鲜语口语中出现的全部实词的研

究,即实词词类研究、体词研究、谓词研究、修饰词研

究。体词的研究分为普通名词、依存名词、代词、数
词的研究;谓词的研究分为动词、形容词、补助谓词

的研究;修饰词的研究分为冠形词和副词的研究。

暋暋为了分析韩国语教学中的“语言纯正暠问题,卢
星华等[14]基于韩国语准口语语料库,运用统计学研

究韩国语口语的特征,并对今后编写韩国语听力教

材中的对话例文提出了建议。

暋暋2017年,朝鲜文基地在已有的66万语节的朝

鲜语准口语语料库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实际发音进

行语音转写,并制作成以语节为单位的“实际发音训

练语料库暠,该语料库的规模目前已达到90万语节。
此外,还研发了“朝鲜语发音软件暠,其主要工作:

1)逐步完善朝鲜语口语实际发音规则库,主要通过

对朝鲜语准口语语音转写语料库中前一个音节的终

声和后一个音节的初声之间发生的实际语流音变进

行研究;2)完成字库的研制,目前已制作了11172
个朝鲜语字库,这对语音合成与语音生成具有重要

意义;3)完成字素库的研制,即对字库中的每一个字

进行字素分析,并提取出每个字的初声、中声、终声。

1.4.2.5暋其他研究成果

暋暋2017年朝鲜文基地针对朝鲜语语言文字结构

与识别、朝鲜语与蒙古语语音对比分析、朝鲜语与汉

语跨语种的信息检索,以及朝鲜语语言文字和语音

语料库等方面持续进行研究开发和建设工作,并在

初步开发“中飊朝飊日飊英生物学术语对应软件暠的基础

上,收录了“中飊朝飊日飊英生物学术语暠628项对应词

库和图片。

2暋存在问题

暋暋30多年来,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

孜、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领域取

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并有力地推动了相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

技术的发展,但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相比,目前还存

在技术研发难度大、人才缺乏、政策关注度低、研究

成果不多等较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壮、蒙古、维
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信息处理技术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2.1暋有些语言缺乏统一规范化的标准

暋暋标准化是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
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上需要进一

步解决的问题。如古壮字的编码体系的标准化,包
括古壮字编码字符集标准、古壮字的输入码和古壮

字字形标准等。标准化更有益于壮、蒙古、维吾尔、
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交
流和传播。

2.2暋技术应用范围狭窄

暋暋当前,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

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还不够,应用范围

也不够广泛,且其信息处理技术也多用于学术研究,
这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壮、蒙古、维吾尔、哈
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

发展,但不应该忽视其潜在的更大的社会价值。因

此,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不仅在语言和文化推广

上,而且在民族关系上都应该起到更积极的促进

作用。

3暋展望

暋暋民族文化的信息化发展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必然道路。壮、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
鲜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迫切需要相应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支撑。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云计算技术应用日益广泛

的今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技术应该更

加丰富,更多层次化、实用化,以满足学术研究、古籍

出版、民族教育、日常生活等多方面需求。因此,壮、
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信息处理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以后将集中在

语言资源开发和信息处理技术应用两大方向。前者

坚持大规模、深度加工和多维度研究的发展方向;后
者以工程开发和产品化相结合为主,把语料、软件的

开发与应用从以往的单机版变成网络版模式,并将

其推广给众多用户,从而将过去单一的、只面向科学

和教育教学的研究转化成面向服务、面向应用的趋

势,以达到高效利用、共享资源的效果,全面发挥其

应用性和社会价值。未来可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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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1)建设互联网上共享的壮、蒙古、维吾尔、哈萨

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中国有

56个民族,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在日常中使用其民族

语言进行交流,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电视、广播等宣

传媒体数量少、内容简单、覆盖面小,无法满足广大

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资讯的需求,影响城乡均衡发

展。因此,建立数字化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通过

互联网、智能终端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将是当前及

未来行之有效的形式。

暋暋(2)研究开发古壮文和现代壮文之间的翻译系

统、古壮文和汉文翻译系统以及蒙古、维吾尔、哈萨

克、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文翻译

系统的工作迫在眉睫。通过技术手段加速古籍的收

集、整理、出版工作,使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能

够保留和传承下去,意义重大。

暋暋(3)建设面向社会的实用化的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信息处理平台和手机 APP,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多媒体教学系统、语音识别系统,研发云服务方式

的现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在线翻译软件,以
更加形象和方便快捷的方式普及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推动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

暋暋(4)从政府层面加以积极引导,加强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标准化研究工作,进一步扩大制定标准的领

域与行业,以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

的创新能力,促进其融合当前先进信息技术,提供丰

富多彩的技术应用产品,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

播范围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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