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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关键词，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近十年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展开

可视化分析。经数据筛选与参数设置，本研究揭示了该领域的发文趋势、核心主题、研究前沿动态，并

呈现出该领域近年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技术革新受瞩目，与多学

科融合成热点；翻译教学模式变革需求迫切，需强化技术融入与师资建设；翻译伦理研究较为欠缺，规

范体系待完善。展望未来，应深化跨学科协同创新、强化翻译师资技术赋能、构建完善伦理规范框架及

监督反馈机制，以提升翻译研究质量，推动翻译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为应对全球交流挑战

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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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trieves keywords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and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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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 the past decade. After data screening and parameter setting, this 
study reveals the publication trend, core topics in the field, and research frontiers, and present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nd become hot topic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Furthe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reform in translation teach-
ing models, which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lack of study on translation ethic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in relevant areas. Looking forwar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epen in-
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 th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 translation teachers, 
as well as build a comprehensive ethical normative framework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this 
way,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might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vide solid talent support for 
address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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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在翻译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翻译实践、还

是翻译教育和翻译行业都经历了重大变革[1]。在翻译实践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融入翻译任务的多个阶

段，人工翻译需求量大大降低，翻译市场呈现出“机器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势必影响翻译学科的发

展和人才培养模式[2]。在翻译教育方面，随着大语言模型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讲练结合教学已不适用培

养 AI 时代的翻译人才，未来的智慧翻译教育已呈现出虚拟化、联通化、交互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3]。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涉及到翻译结果的公正性、用户数据的隐私性，

这些问题给翻译教学和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亟需深入研究和探讨有效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旨在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文献开展全面、深入的可视化分

析。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识别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趋势以及知识结构，深入剖析人

工智能技术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之间的关联性。一方面，这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清晰把握当前研究的整

体态势，分析现有研究的热点和研究不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另一方面，能够为翻译教

育者提供实证依据，使其更好地理解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培养适应 AI 时代需求的跨

学科高素质翻译人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数据库为数据收集平台，用以检索国内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领域的

重要文献成果。在 CNKI 数据库中，运用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主题词设定为“人工智能”OR“AI”OR
“智能技术”OR“智能化”AND“翻译”，时间跨度限定为近十年(2014~2024)，为确保文献的权威性，

并将文献来源限定为学术期刊，并将文献类别限定为 CSSCI。之后，通过人工比对，删除一些书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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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会议信息等非研究性文献，共导出相关文献 238 份，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2.2.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计量分析法，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6.3.R1 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 CNKI
析出的文献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与图谱的绘制。通过绘制核心图谱，本文聚焦近十年间关于人工智能

和翻译学研究的发文趋势、核心作者图谱、关键词共线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和突现词分析，用以探究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为翻译教育、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参考。 

3. 知识图谱分析 

3.1. 发文量趋势分析 

本文对收集到的 238 条文献信息按照发表年限进行频次记述，生成了如图 1 所示的发文年份与发文

量分布的折线。由于 2016 年是人工智能取得较为显著成就的一年，越来越多的语言服务产品开始影响翻

译行业，《外语电化教学》在 2017 年刊发了第一篇关于人工智能与口译教学的相关研究[4]。2017 年至

2024 年，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发文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22 年，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显著的

技术突破，特别是在语音翻译技术方面，Meta (脸书的母公司)成功开发了一款能直接翻译语音的技术，

这一成果显著推动了翻译技术的发展。2022 年 11 月，随着 Open AI 推出 ChatGPT，用户量每日使用量

飙升，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发展。如图 1 所示，自 2022 年以来，翻译技术与

人工智能的发文量直线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学科和翻译研究的与时俱进。 
 

 
Figure 1. Publication trend 
图 1. 发文趋势 

3.2. 作者图谱 

通过构建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有助于揭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其合作关系。如图 2 所示，该聚

类图谱中显示出研究者的发文活跃度和影响力，作者名字的字体大小与其发文数量成正比。根据CiteSpace
的统计数据，将发文量限定最小值为 3，绘制了表 1，结果表明发文频次最高的前三位研究者是王华树 8
篇、王传英 4 篇、刘世界 4 篇。共现图谱表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华树与来自上海海事大学的刘

世界合作紧密，二者均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等领域深耕数年，有着丰富的翻译技术教学与实践经历。

来自南开大学的王传英和孙瑾也合作紧密，近年来研究领域聚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与语言服务等。部

分作者节点之间连线较多，研究者之间存在合作研究的关系，也有一些节点无联系被认定为单独研究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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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luster map of researchers (2017~2024) 
图 2. 研究者聚类图谱(2017~2024) 

 
Table 1. Profile of researchers and their publications 
表 1. 研究者发文情况 

发文量 发文年份 作者 

8 2019 王华树 

4 2020 王传英 

4 2021 刘世界 

3 2018 冯志伟 

3 2017 叶鹰 

3 2024 孙瑾 

3 2024 王宁 

3 2020 邵璐 

3 2018 王湘玲 

3 2019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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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生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该图谱能够直观地呈现出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

领域的核心主题和热点话题。如图 3 所示，多个关键词频繁出现且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

其中“人工智能”处于图谱的核心位置，这表明它是整个研究领域的关键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这一核

心关键词，众多相关关键词呈现出紧密的共现关系，包括机器翻译、翻译技术、翻译教学与译后编辑等。

这反映了在当前研究中，人工智能与翻译技术的融合、人工智能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在研究主题领域中，“人才培养”和“语言服务”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反映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

行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及语言服务行业的变革。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具备语言能

力，还需要学会“人机共舞”，具备一定的技术素养，才能适应 AI 时代下对“翻译 + 技术”人才的高

需求[5]。此外，“技术伦理”与“机器翻译”的关联，揭示了随着人工智能在机器翻译中的应用，技术

伦理问题逐渐受到关注。例如，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技术伦理构建、机器翻译伦理的挑战与导向、大数

据的伦理研究也成为新的热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6]-[8]。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3. 关键词共线网络 

3.4. 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文献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4)，所生成的聚

类关键词分析图能呈现出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化路径。聚类指标主要以模块值(Modularity，Q 值)和轮廓

值(S 值)衡量，当 Q > 0.3，S ≥ 0.5 则认定该聚类结果是可信的[9]。如图 4 所示，2017~2024 年间关于人

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聚类图谱中，Q 值和 S 值分别为 0.7038 和 0.9339，这表明该聚类结果具有很高

的可信度。 
关键词聚类图谱显示，关键词前八大聚类分别为：人工智能(#0)、机器翻译(#1)、大数据(#2)、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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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3)、翻译(#4)、作用(#5)、国际传播(#6)和口译教学(#7)。各聚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联系，反

映了研究主题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此外，每个关键词聚类都由一组相关的关键词构成。其中，#0 聚

类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包含了“机器学习”、“语言智能”、“语料库”等关键词，反映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实践和应用，体现出了近年来翻译学科的创新发展和研究趋势。#1“机器翻译”聚类

与#3“翻译技术”聚类也有较多的交叉，这说明了机器翻译是翻译技术中的关键部分，且两者在研究过

程中相互促进。通过周边关键词显示，该领域的技术哲学、伦理规范以及价值关系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例如，郝俊杰、莫爱屏(2019)认为，翻译技术伦理的落脚点在于建立翻译技术开发、传播与应用的规范[10]。
此外，“国际传播”和“口译教学”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且该两大领域紧密相连，体现了人工智能时

代下口译教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在促进国际传播和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Figure 4. The keywords cluster map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综上所述，关键词聚类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的多维度影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时代下的翻译技术应用、伦理规范到翻译教育实践，再到文化传播，为未来的翻译行业发展、翻译实践

和翻译教育提供一些思考。 

3.5. 突现词分析 

从表 2 的突现词分析可得出，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趋势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早期(2017~2019
年)主要集中在大数据、语料库等技术基础上，这些技术不仅为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也为后续

的翻译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数据和算法支持。中期(2019~2022 年)则侧重于口译技术、翻译技术和智能化等

应用层面的研究，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近期(2022~2024 年)，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关研究开始向“走出去”、数字人文、技术赋能和数字经济等宏观和跨学

科方向拓展。这不仅表明翻译研究已经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紧密结合，还从多种角度体现了技术应用

向综合发展的转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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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itation bursts analysis 
表 2. 突现词分析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7~2024 

大数据 2017 1.5 2017 2019 ▃▃▃▂▂▂▂▂ 

语料库 2017 1.29 2017 2017 ▃▂▂▂▂▂▂▂ 

口译技术 2019 1.18 2019 2021 ▂▂▃▃▃▂▂▂ 

翻译技术 2019 1.17 2019 2021 ▂▂▃▃▃▂▂▂ 

智能化 2019 1.12 2019 2019 ▂▂▃▂▂▂▂▂ 

深度学习 2017 1.17 2021 2021 ▂▂▂▂▃▂▂▂ 

走出去 2022 1.83 2022 2022 ▂▂▂▂▂▃▂▂ 

数字人文 2023 1.4 2023 2024 ▂▂▂▂▂▂▃▃ 

技术赋能 2023 1.15 2023 2024 ▂▂▂▂▂▂▃▃ 

数字经济 2023 1.15 2023 2024 ▂▂▂▂▂▂▃▃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现有研究不足 

虽然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发展迅猛，但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研

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需拓展，尽管现有研究已涉及跨学科领域，但在

整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仍显不足。例如，在人工智能与翻译的交叉研究中，已有语言学、计算机科学、

认知科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融合，也涉及到社会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互动，但现有研究尚未发挥跨学

科研究的优势，未来还需要借助大数据进一步突破语义处理困境[11]。其次，部分研究领域有待深入，例

如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但是还需要详细探讨如何全面构建翻

译技术所引发的伦理规范体系，如何评估智能技术所产出的翻译结果评估等问题。最后，在翻译人才培

养方面，已有研究强调了培养 AI 时代的高需求翻译人才的重要性[5]，但对于如何精准对接翻译市场需

求、优化 AI 时代下课程设置、促进翻译学科发展与时俱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此外，面对智能

辅助翻译工具，部分翻译教师受限于自身技术水平，难以引导学生评判性地识别机器翻译错误类型、以

及提升学生的译后编辑水平等。现有文献还缺乏对于如何提升教师自身的技术素养、促进翻译教师的专

业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4.2. 未来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分析，未来关于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翻译研究可从下述方面开展。首先是加强跨学

科研究，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在翻译研究中的深度融合。例如，可以通过语言学和翻译技术的

深入融合，运用语言学理论提升机器翻译的语义理解能力，融合认知科学研究成果深入探究翻译过程中

的认知机制等，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创新发展[12]。其次，深化翻译技术伦理研究，结合多学科发展，通

过深入分析智能技术在不同场景的伦理影响，以构建更为完善的翻译技术伦理规范体系，明确技术使用

的边界和责任，推动翻译技术的合理应用[13]。最后，关于人工智能与翻译教育的结合，高校需要加强校

企合作、调研翻译市场需要、创新翻译教学模式和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此同时，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技

术思维、翻译能力，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方能适应新时代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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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此外，还要加强提升翻译教师的技术素养，提供一些有效的资金支持和培训机

制，才能更好地支持翻译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促进教师的自身专业发展等。 

5. 结语 

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翻译研究近十年文献的可视化剖析，探讨了该领域的发展

态势、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向。从技术创新的持续演进、跨学科融合的积极探索，到教学实践的变革需求

以及伦理规范的构建诉求，均已清晰呈现。展望未来，翻译研究需深度整合跨学科资源，推进翻译技术

与前沿科技协同创新，从而提升译文质量与效率；完善伦理规范，保障翻译活动的合法、公正、透明；加

强校企合作、创新翻译教学模式，培养新时代下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强化师资培育体系，助力翻译教

师的数字技术素养及教学协同发展。通过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翻译研究的深入讨论，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成果与不足，以及对翻译教学与实践的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行业发展提供有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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