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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多模态机器翻译(Multimodal Machine Translation, MMT)作为新兴的计算

机辅助翻译技术，日益受到关注。本文聚焦于多模态机器翻译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其定义、技术路径、

应用领域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其对翻译变革的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技术方法的分析，全

面呈现多模态机器翻译的研究进展和实际应用场景，同时针对其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旨在

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参考，推动多模态机器翻译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在翻

译实践中的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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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pelled Multimodal Machine Translation 
(MMT) into the spotlight as a cutting-edge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cen-
ter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MT, delving into its definition, technical pathways, ap-
plication domain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By meticulously ex-
amin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echnical approaches, it offer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MMT’s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al-world applications. Moreover, it offers targeted solutions to the encoun-
tered challenges and contemplates the impact of MMT on the translation landscape, thereby 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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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bust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propelling the ongoing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deployment of MMT technology within the translation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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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涉及将一种语言转录为另一种语言。许钧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

活动，其任务是通过符号转换再现意义”[1]。此外，语言学家卡特福德(Catford)认为，翻译是用另一种语

言(目标语言，TL)替换一种语言(源语言，SL)中的等值文本材料[2]。根据这些对翻译的解释，可以初步推

断，翻译涉及传递符号意义或文本语言转换的过程。 
随后，随着语言处理技术的出现，翻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 MT)成为

新的发展方向。机器翻译指的是自动翻译或自然语言处理，包括利用计算机技术将一种自然语言翻译为

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通常涉及自然语言句子和完整文本的翻译[3]。机器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

译者的日常工作或学习，提高翻译的效率。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人际交流已不再仅限于

传统的语言符号学模式。在现代社会，交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些方式由语言、图像、声音、色彩

和动作等多种符号意象资源构成的复杂媒介所体现[4]，被认为是多模态媒介。因此，“多媒体性成为社

会文化实践的基本模式，相应地，多模态性成为意义建构与互动的共同特征”[5]。我们可以将多模态性

理解为通过一种以上的交流模式来传递信息，包括书面语言、口头语言、手势、声音、视觉图像等[6]。 
事实上，许多需要翻译的文献或产品本身就是多模态的，由不同的相关模态构成。如今，为满足各

个领域对多模态交互的多元化需求，多模态翻译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场景，如网站、社交媒体和视听应

用等。 

2. 文献综述 

多模态机器翻译(MMT)作为机器翻译领域的一个新兴方向，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将神经机器翻译与神经图像描述方法相结合，如 Desmond El-

liot 等人的工作[7]，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模态信息的融合，但融合方式较为简单，未能充分发

挥多模态的优势。随后，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更为复杂的多模态注意力机制，如 Stella Frank 等人提出的在

神经机器翻译解码器中融入多种多模态注意力机制的模型[8]，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翻译的准确

性和对多模态信息的利用效率，但模型的复杂度也相应增加，对计算资源的要求更高。近年来，研究更

加注重对模型的精调和优化策略。例如，Ozan Caglayan 等人整合了两种方法来学习视觉支持的跨语言表

示，并发现当对 MMT 进行精调时，各种模态能够实现最佳性能[9]。这表明，通过对模型进行适当的精

调和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多模态的优势，提高翻译质量。 
在应用场景方面，多模态机器翻译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像与文本的结合，

如多语言图像描述等任务。随着技术的发展，多模态机器翻译在旅游、外语学习、专业阅读、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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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例如，在跨境电商领域，多模态机器翻译能够实时翻译商品描述、

用户评价、客服对话等，提升用户体验和平台运营效率。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多模态数据的获取和标注成本较高，构建高质量的

多模态数据集是成功的关键，但目前公开可用的多模态数据集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模态

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其次，多模态融合策略仍有待进一步优化。虽然已经提出了多种融合方法，但在

实际应用中，如何根据不同的任务和数据特点选择合适的融合策略，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多模态机器翻译的模型性能评估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机

器翻译评估指标，如 BLEU、TER 等，这些指标在评估多模态翻译结果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需要开发更加适合多模态翻译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以更全面、准确地衡量翻译质量。 
综上所述，多模态机器翻译领域在过去 10 年内取得了较为活跃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解决。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多模态数据的获取与标注、融合策略的优化以及模型性能评估

等方面，以推动多模态机器翻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3. 多模态机器翻译发展现状 

3.1. 定义 

在多模态机器翻译(MMT)过程中，“针对某一模态中的实体，其任务是在另一种模态中生成相同的

实体”[10]。例如，输入一张图像后，MMT 可以生成描述该图像的句子；而输入文本描述，则可以提供

相应的图像。目前，在涉及图像与文本模态的多模态机器翻译(MMT)中，支持这种双模态翻译活动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旨在基于注意力机制连接文本与图像。在该方法中，双注意力解码器(dual-
attentive decoder)能够自然地整合通过预训练卷积神经网络(CNN)提取的空间视觉特征，从而缩小图像描

述与翻译之间的差距。在翻译生成过程中，双注意力解码器能够分别处理图像块和源语言文本。第二种

方法主要侧重于将图像作为 MMT 模型的输出部分之一。换言之，预训练卷积神经网络提取的视觉特征

被融入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使其成为翻译过程中的辅助信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

图像-文本交互模态翻译的效果，研究者尝试将多模态翻译分解为两个子任务——“学习翻译”(learning 
to translate)与“学习视觉支持表示”(learning visually grounded representations)。在他们构想的模型中，通

过训练，翻译机器可以预测与源语言相关的视觉特征，从而增强翻译的语义关联性和准确性。 

3.2. 多模态机器翻译应用 

借助多模态翻译或多模态性，人们探索了将多模态翻译与其他传统中英平行语料库相结合的不同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应用能够促进相关翻译体验或学习的提升。 

3.2.1. 多模态旅游翻译语料库 
由于多模态语料库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价值，近年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国内研究者也致

力于构建中英平行翻译语料库。例如，胡开宝教授带领团队成功建立了智能化多语种教学与研究平台，

该平台涵盖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英平行语料库、莎士比亚戏剧中英平行语料库以及新闻发布会口译中英语

料库。然而，“这些语料库大多局限于文本层面，缺乏多模态语料库及数字技术的支持”[11]。 
为了促进旅游翻译的发展以及旅游文化的海外传播，胡富茂等人[11]通过收集文本、音频、视频和图

像语料并进行处理，构建了多模态旅游翻译语料库。该语料库由四种模态(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组成，

主要包括洛阳旅游文化中英平行语料库和八大古都中英平行语料库。 
由于多模态旅游翻译语料库包含了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标注材料，并可通过关键词检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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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中国的首都”时，语料库能够提供匹配的原始中文文本及其英文翻译“Beijing is the capital of 
China”。此外，系统还会同步显示与“北京”“中国”“首都”相关的音频、视频及图像，以补充文本

检索结果。因此，凭借多模态特性，该语料库使游客能够从多维度全面获取和感知旅游景点的相关信息，

从而提升其旅游体验。 

3.2.2. 多模态口译语料库 
口译语料库是口译研究的重要工具，相关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然而，目前的口译语料库主要是由

录音转写而成的单模态文本语料库[12]。尽管这类语料库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口译研究，但由于在转写过

程中丢失了语音、口译场景及手势、表情等视觉信息，它无法全面反映口译的真实情境与过程。因此，

现有的单模态文本口译语料库存在一定局限性。 
针对这一问题，刘剑与胡开宝提出构建多模态口译语料库。在该语料库中，用户在点击任何检索结

果后，相应的音频或视频(包括讲话语音、表情和手势)可同步呈现，使口译学习者能够直观观察口译的真

实过程，从而获得更优的学习体验。 

4. 当前 MMT 所面临的挑战与解决 

4.1. 面临的挑战 

(1) 多模态信息融合难题 
目前，多模态机器翻译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通用的多模态信息融合框架[13]。在图像–文本机

器翻译和视频–文本机器翻译这两个主要子任务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多模态融合框架，这使

得不同模态之间的信息整合存在困难，不利于翻译质量的提升。例如，在处理复杂的多模态输入时，模

型可能难以准确判断哪些视觉信息与文本信息相关，以及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翻译，从而导致

翻译结果不准确或不完整。 
(2) 无关信息的干扰 
部分图像中可能包含与文本无关的信息，这些无关的图像信息会干扰机器翻译模型，从而影响翻译

结果，甚至导致模型生成错误的翻译内容[14]。例如，在翻译一篇包含人物照片和相关文字介绍的文章时，

照片中人物的背景装饰等与文章主题无关的视觉信息可能会误导模型，使其在翻译时过度关注这些无关

细节，而忽略了文本的核心内容，进而产生不准确的翻译。 
(3) 视频时间特征的处理不足 
与图像不同，视频与文本具有时间顺序特性，视频中每一帧的特征均具有序列性。然而，当前的多

模态机器翻译模型在处理视频信息时，往往未充分考虑视频中不同时间特征对文本的影响。对于某个特

定的词语，视频在不同时刻的语义关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时间维度上的语义变化难以被准确捕捉

和利用，从而限制了模型在视频–文本翻译任务中的表现。 

4.2. 解决策略 

(1) 构建统一的多模态融合框架 
为了克服多模态信息融合的难题，研究者需要致力于构建一个通用且高效的多模态融合框架[15]。该

框架应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多模态输入，并有效地整合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种模态的信息。例如，可

以探索基于深度学习的融合方法，通过设计特定的神经网络架构，使模型能够自动学习不同模态之间的

关联和映射关系，实现信息的无缝融合。同时，结合注意力机制等技术，让模型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更加

关注与文本语义紧密相关的视觉或听觉信息，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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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筛选与相关性分析 
针对无关信息的干扰问题，可以在多模态机器翻译模型中引入信息筛选和相关性分析模块[13]。在翻

译前，对输入的多模态信息进行预处理，通过分析文本和图像、视频等之间的语义相关性，筛选出与文

本主题高度相关的视觉或听觉信息，同时剔除无关或干扰信息。例如，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和文本语义理

解技术，判断图像中的哪些元素与文本内容直接相关，只保留这些相关信息用于翻译，从而减少无关信

息对模型的干扰，提升翻译质量。 
(3) 强化视频时间特征的处理 
对于视频时间特征处理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多模态机器翻译模型对视频信息的处理机制

[14]。可以采用时序编码器等技术，对视频的每一帧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编码，捕捉视频在不同时间点的语

义变化和特征演化。同时，将这些时间特征与文本语义进行关联分析，使模型能够根据视频的时间特性

更准确地理解文本含义，并生成符合语境的翻译结果。例如，在翻译电影字幕时，模型可以结合视频画

面的时间流动和情节发展，生成更贴合实际场景的字幕翻译，增强观众的理解和观看体验。 

5. 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模态机器翻译(MMT)作为机器翻译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已取得了显

著的研究进展并在多个应用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16]。本文系统地探讨了多模态机器翻译的定义、技术路

径、应用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翻译变革的影响，全面呈现了其发展现状。在技术路径方面，基于注

意力机制的图文合成方法、图像作为模型输出的翻译方法以及多模态翻译的子任务分解方法等，为 MMT
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使其能够更好地整合多模态信息，提升翻译质量。在应用领域，多模态

旅游翻译语料库和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等实际应用案例，充分展示了 MMT 在促进旅游文化传播和口译学

习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相关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MMT 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多模

态信息融合难题、无关信息干扰以及视频时间特征处理不足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构建统

一的多模态融合框架、信息筛选与相关性分析以及强化视频时间特征处理等解决策略，以期为未来的研

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多模态机器翻译的不断进步将为翻译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变革，有

望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更高效、更准确的跨语言交流，推动全球信息共享和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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