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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调查汇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媒体资产编目现状,分析了现行的蒙古语媒体资产通过汉译,用
汉文编目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直接用蒙古文编目的可能性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蒙古文标准编码环境

逐步成熟,尤其 Windows平台上的编辑输入和显示问题容易解决,重点在于蒙古文字符编码与字形之间的多

对多复杂转换关系及录入不规范等众多原因,容易导致编目文本存在严重的拼写多样化现象和字形拼写错

误。为此本文提出使用智能输入法避免错误录入、使用智能校对纠错、使用智能搜索模糊匹配等多手段结合

的解决方案。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相信蒙古文媒体资产编目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并投入实际应用。此项工

作的研究对其他蒙古语文资源建设及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媒体资产暋编目建库暋智能输入法暋校对纠错暋智能搜索

中图分类号:TP391.1暋暋文献标识码:A暋暋文章编号:1002飊7378(2018)01飊0072飊06
Abstract:BysummarizingthestatusquoofMongolian mediacataloguingassetsofInner
MongoliaRadioandTVSt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current
MongolianmediaassetsthroughChinesetranslationandusingChinese飊languagecataloguing
methods,andproposesthepossibilityofdirectlycatalogingwiththeMongolianandthekey
problemsthatneedtobesolved.TheMongolianstandardcodingenvironmentgraduallyma灢
tures,especiallytheeditinginputanddisplayproblemsontheWindowsplatformareeasyto
besolved.Thefocusisonthemany飊to飊manycomplextransformationrelationshipbetween
thecharacterencodingandthefontofMongolian,andthenon飊standardinputconversionand
otherreasons,whichcaneasilyleadtoseriousspellingdiversificationsandfontspellinger灢
rorsinthecatalogtext.Forthisreason,thesolutionofcombiningmultiplemethodsthatuse
intelligentinputmethodtoavoiderrorinput,useintelligentproofreadingtoerrorspelling

correction,anduseintelligentsearchtofuzzy
search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With the
maturityofthesetechnologies,itisbelievedthat
Mongolianmediaassetcatalogcanbeperfectly
solvedandputintopracticalapplication.There灢
searchofthisworkwillbeofgreatreferenceval灢
uefortheconstructionofotherMongolianlan灢
guageresourcesandapplicationoflargedata.
Keywords:mediaasset,cataloging,intelligentin灢
put method,spelling correction,intelligent
search



0暋引言

暋暋 媒体资产管理 (MediaAssets Management,

MAM)概念一般分为两层。狭义上,MAM 是指对

音/视频资料、文本资料、图片资料等各种媒体内容

进行全面管理,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管理理

念和技术手段,将媒体资源内容进行采集、上载、制
作、翻译、转换、编目、标注、检索、存储、审核、播出、
发布和商业化运作衔接等,甚至可以包括对媒体资

源的深度数据挖掘(DeepDataMining)。MAM 的

目的在于提高广播电视资料管理效率,对媒体资源

进行永久化存储、生产化加工、资源化管理和便利化

利用[1]。广义上,MAM 是指通过技术的、行政的、
市场的、资本的等各种运作和手段,实现媒体资产价

值的优化。价值的优化又可以细分为对内价值优化

和对外价值优化。本文 MAM 主要指狭义上的概

念,案例只限定于广播电视行业,但会从广义概念角

度分析总结和提出解决方案。

暋暋媒体资产的基本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媒体内容

和元数据(Metadata)。媒体内容是包含数字媒体

(视频、音频、文本、图片等)的文件。元数据是媒体

的描述信息,元数据被定义为关于数据的数据(Data
aboutData)。元数据是媒体内容以外的和媒体本

身相关的信息,或者更为通俗地说,就是关于媒体资

源的说明数据,或者叫媒体资源的标注数据。对媒

体资产而言,常用的原数据包括 URL、文件名称、栏
目标签、作者、翻译人员、后期制作人员、编辑人员、
审核人员、制作日期、发布日期、编目日期、版权信

息、版本控制、数字水印、条件接收密钥等等信息[2]。
元数据在整个 MAM 系统里移动,与一个或多个媒

体内容复用或嵌入。它建立在完整的数据统计和对

目前业务的详细分析基础上,通过编目管理建立。
所以,MAM 中编目工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编
目数据就是对媒体资产进行数据标注的过程,数据

标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资源数据的质量及使用效

率,进而影响媒体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和节目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3]。

1暋蒙古语媒体资产及管理现状

1.1暋蒙古语媒体资产现状

暋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是集广播、电视、网络、新媒

体等多种业务为一体的省级广播电视大型综合传媒

机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蒙古

语广播电视节目生产能力和一流的节目播出能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蒙古语广播电视几代人的艰

辛努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了海量的音/视频节

目,这些节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科学、文化

等各个领域和历史阶段,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不可

再生的、珍贵的蒙古语声像资料和精神文化遗产[4]。

暋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从建台伊始就是蒙古族文化

艺术音/视频节目生产重要基地。现库存蒙古族文

化艺术音频节目约25000h、视频节目约17000h。
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不可再生的文化瑰

宝和后人传承弘扬的经典,也是“一带一路暠倡议下

文化传播中的一块宝藏。因库存节目量很大,还有

2/3的节目没能数字化,现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实现

这些优质资源的数字化和共享,否则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旦磁带完全失效,资料将全部遗失,后果不堪

设想。

暋暋另外,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内蒙古

广播电视台也建设了蒙古文网站和客户端。从蒙古

族网民和社会大众的反馈来看,他们提出了回看

(听)或分享这些经典怀旧或历史内容的迫切需求。
因此,使这些节目数字化和网络化,不仅可以满足广

大网民的需求,也切合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传统媒

体与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内蒙

古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大

业。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充分利用数字

化、网络化技术,开发利用符合蒙古文信息技术国家

标准的数字资源,进一步科学保护和整合利用蒙古

语言文字信息资源是功在千秋的事业。

1.2暋蒙古语 MAM 现状

暋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一直重视蒙古文信息建设,
通过批量采购、场地授权等方式购入蒙古文办公软

件,先后重点建设了“蒙古文文稿管理系统暠“传统蒙

古文与斯拉夫蒙古文网站建设暠“蒙古文非线性编辑

软件升级改造暠等工程[5],目前所有编辑工作基本达

到无纸化办公。

暋暋源于多种原因,蒙古语媒体资产编目目前采取

汉文编目方法。具体操作是将蒙古语节目的所有编

目信息都用汉文标注[6]。以文艺类节目编目为例,
对歌名、作曲、作词、演唱者等所有信息都要翻译为

汉文,再用汉文编目,而对于歌词等批量文本无法翻

译,所以只能忽略。这种方法的好处:(1)不用额外

投入研发,直接使用现有汉文 MAM 系统即可;
(2)蒙古语节目和汉语节目同时使用汉文标注编目,
便于统一管理。但这种以汉文标注蒙古语媒体资产

的编目方法并非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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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蒙古语 MAM 编目存在问题

2.1暋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

暋暋目前投入蒙汉翻译和编目工作的人员都是媒体

资产部蒙汉语兼通技术人员,没有专业翻译人员。
从翻译学(TranslationStudies)理论而言,其研究领

域牵涉到与翻译有关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翻译、非
文学翻译、各种形式的口译以及电影字幕翻译。翻

译学至少可以在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3个层面上得到研究,但是翻译学不单单隶属于上

述任何一门学科门类。

暋暋蒙古语和汉语隶属于两大语系,差异较大,蒙古

文(语)翻译为汉文(语)属于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在蒙古语节目编目时同时要兼顾蒙

古文字幕的汉译和蒙古语节目内容的边听边译,既
有笔译(Translation),也有口译(Interpretation)。
就翻译处理方式而言,根据实际需要,翻译人员自行

判断并摘取原文的中心内容或个别章节(或段落)进
行翻译,摘译的内容一般是原作的核心部分或内容

梗概,是一种典型的摘译方式。摘译过程属于特别

领域,翻译质量完全取决于翻译人员对字幕原文、
音/视频原语的精确理解和汉文表述能力。另一方

面,电视节目所涉及知识面特别广泛,如果想保证摘

译质量,应该对翻译人员按其需翻译资料进行分工。
翻译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不是懂两种语言的人

就能胜任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翻译工作。如果不顾这

些规律而行,只能导致一种结果:翻译质量得不到

保障。

2.2暋搜索利用困难

暋暋翻译的主流理论都建立在对等原理(Principle
ofEquivalence)的基础上,把对等、等值、等效作为

终极目标。除了日常用语和个别简单规范词外,很
难达到这种目的。蒙古语的一个词 Wm,翻译为汉

文词 Wh,而 Wh翻译回蒙古文不一定保持为 Wm。
例如,常用词“ 暠翻译为汉文时最大可能是“牛
粪暠,再 翻 译 回 来 时 最 大 可 能 就 变 成 了

“ 暠,即使翻译人员非常仔细,汉译为“干
牛粪暠,再蒙译时也可能是“ 暠。

暋暋蒙古语媒体资源编目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搜索利

用。很显然,目前这种完全汉文标注蒙古语媒体资

源的方法,除了为系统管理员进行统一管理和不懂

蒙古文的领导监管时提供便利,以及对类似“天气预

报暠等资源种类确定、名称翻译固定的资源影响较小

之外,对多数资源、多数用户和后续各种应用都将带

来诸多不便。

暋暋搜索利用蒙古语节目的用户可分为两大类:
(1)内部用户,如编辑人员参考、应用历史资料,他们

希望能快速、准确定位所需资源;(2)外部用户,如听

众搜索欣赏感兴趣的节目。不管哪一种利用,其受

众肯定是懂蒙语的人,对他们来说,原本要查找蒙古

文资源,现在需要汉译关键字才能搜索,只有当查找

的人和编目的人翻译相同时才有可能找到,而这种

可能性太小[7]。还是以文艺节目为例,“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暠“十五的月亮暠“嘎达梅林暠“雕花的马鞍暠“鸿
雁暠等脍炙人口的、蒙汉双语都很流行的歌曲,不管

是对编目人员还是搜索应用人员都还可能容易一一

对应。但对于一些蒙古语歌曲,例如新疆蒙古族民

歌“ 暠,经歌手斯琴格日乐改编后被人们所

熟知,在专辑“我自己暠中将其翻译为“两只小山羊暠,
而就字义而言,很难将两者对等起来。所以,准备搜

索这首歌曲的用户除非知道这首歌曲的这种汉文翻

译名称,否则基本无法利用编目信息,这是一种极大

的浪费和遗憾。更何况,还有很多东西只能音译或

意译,例如,波如(茹)来(民歌)、阿萨(斯)尔(宫廷

乐)、乌云山(珊)丹等,到底用哪个汉字,完全取决于

译者喜好。

2.3暋后期应用面临二次标注

暋暋模拟信号的媒体资源转换为数字化资源保存并

编目,无非是要增加其价值,而增加价值最直接的方

法是将历史珍贵资源放在云平台,通过网页、APP
等形式让广大用户利用[4]。对于蒙古语媒体资源,
虽然还有汉文及其他文种使用需求,但毕竟蒙古文

使用者是最主要的用户群。以蒙古文音乐 APP为

例,至少需要歌曲名称、歌手、作词、作曲等信息,很
显然这种汉译形式的编目资源无助于媒体资源的利

用开发,完全面临二次标注和编目,是一种极大的

浪费。

3暋解决方案

暋暋鉴于以上分析,蒙古语媒体资产应主要用蒙古

文编目,而名称等少量信息用汉文编目即可。在现

有汉文 MAM 上支持蒙古文,需要解决蒙古文的显

示、编辑、搜索3大问题。由于蒙古文标准编码环境

逐步成熟,显示和编辑问题基本没有技术障碍。尤

其对于 MAM 编目来说,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单一、
投入工作人员有限、服务器和终端设备稳定不变。
相对于通用软件来说,MAM 技术实现时只需考虑

现有服务器、终端设备和操作系统即可,其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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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稳定性。

暋暋由于蒙古文字符编码与字形之间的多对多复杂

转换关系及录入不规范等众多原因,容易导致编目

文本存在严重的拼写多样化现象和字形拼写错

误[8]。对此,主张使用智能输入法提前避免错别字

录入、使用智能校对后处理,纠正拼写错误、使用智

能搜索实现模糊搜索等多手段结合的解决方案。

3.1暋使用智能输入法避免误录

暋暋推广普及录入规范,尤其是培训编目人员尽快

改变不良录入习惯,坚决按照蒙古文正字法的地方

法规(目前可遵循的规范有《蒙古文正字法词典》(第
二版)[9]和信息处理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传统

蒙古文单词词形规范 基本集》(第二版)[10]等)的规

定进行正确拼写。单从编目角度考虑,要想让长期

习惯于只顾及字形录入的工作人员按规范录入,具
有一定难度。兼顾字形和读音理解会额外耗费一些

精力,这明显有悖于其绩效考核。那么如何使他们

的付出受益(不限于经济利益),让他们意识到这样

做的好处并愿意付出这份努力也许是个不简单的系

统工程问题。将媒体资源作为商品授权给研究机构

及商业公司,也许能起到一点辅助作用,但也不是长

效机制。

暋暋在标准编码实现中,一般都会附带一个键盘映

射(KeyboardMapping)形式的输入法。因字体中

实现了字符映射关系,输入法本身一般都较为简单,
不做过多处理。因蒙古文是个同形异音字符较多的

文字,与标准编码配合的这种键盘映射输入法无法

避免同形字符输入错误,从字形又不易察觉到错误,
为检索、统计等后续处理埋下隐患。综上所述,推出

智能化程度较高的输入法尽量避免和预防错误输入

是一种有效途径。鼓励使用完全符合规范和标准的

智能输入法,从录入源头避免错误。智能化输入法

确保录入字形和读音正确的同时给用户简单易用的

体验,让用户不再感觉遵循规范是个负担。此处所

述输入法不局限于全键盘录入,也包括智能终端的

虚拟全键盘、数字键盘及光学文字识别(OCR)识别

录入、语音识别录入等所有输入方式。这些输入方

式中必须加入监督机制,尽量避免用户录入错误。

3.2暋使用校对纠错工具后纠正

暋暋目前“词典+规则暠是实现蒙古文文本校对的常

用方法[11]。不管是使用不确定有限状态自动机

(NFSA)数据结构获取较高计算效率、使用词干词

缀和生成规则来节省存储空间,还是使用最一般的

字符串匹配的库结构,其本质无非都是依赖词库,词
库中有的词认为是正确词,词库中没有的词(OOV)
就认为是错别词。校对和纠错效果基本取决于词汇

量。再进一步用搭配库[12]或规则对部分同形异音

词(例如 的 录入为 的 )进行

甄别。从公开资料来看,未登录词、同形多音词处理

还不够成熟,句法和语义层面错误基本未能投入应

用。字形拼写错误的纠错(例如 一词多一

个字牙或少一个字牙时,除提示拼写错误外还应提

供正确拼写建议)是个需要不断完善提高的研究课

题[13],所以无法单纯依赖校对和纠错。

3.3暋使用搜索引擎实现模糊搜索

暋暋因为蒙古文编码的特殊性,通用搜索引擎对蒙

古文搜索支持一直不太理想。即使到目前为止,

baidu.com 刚刚将蒙古文编码范围(18区)纳入可

搜索字符范围(之前干脆不认),仅支持单个字符为

单位的内码匹配搜索(将蒙古文字符当成互不关联

的独立字符),bing.com 虽说情况稍微好些,但还是

没有针对语言的支持,更无法解决拼写形式多样化

问题,只有拼写完全一样的才能按内码匹配搜索到,
无法满足日常应用所需。如图1所示,蒙科立搜索

引擎(http://hai.menksoft.com)是目前为止可找

到的、唯一一个在线服务的蒙古文搜索引擎,该引擎

有针对性地爬取蒙古文网站并兼容解决了蒙科立编

码和标准编码,可以按蒙古文字形模糊搜索。这一

系统从侧面证明了编目中蒙古文搜索完全可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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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百度、Bing及蒙古文搜索引擎搜索蒙古文

Fig.1暋SearchMongolianinBaidu,BingandMongoliansearchengine

4暋结束语

暋暋本文主要分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目前在蒙古语

媒体资源管理中采用的蒙译汉,用汉文进行编目方

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使用智能输入法预防错误

录入、使用校对系统纠错、使用搜索引擎实现模糊录

入等3种策略相结合的解决方法。这一方法的好处

在于,在现有汉文 MAM 基础上,尽量不对其进行

重新架构的前提下,用最低廉的工程成本实现蒙古

文编目目的。很明显,这3种方法单独使用,都有不

足之处,最好能综合利用。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现
有部分产品已经满足了以上要求,希望这些基础研

发和产品能更加完善,进一步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
提高工作效率。这3项研究和产品恰恰是蒙古文信

息化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应用之一,各项工作的开

展势必依赖语料库建设、知识库建设及相应大数据、
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突破[14]。相信在相关专家和企

业努力下,这些工作必将取得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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