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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编辑能力模型的改进及其在铁路行业标准外译中的应用

魏　怡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近年来，中国高铁“走出去”需要将大量有中国特色的标准文献外译。这类文献体

例固定、专业用语重复率高，机器翻译能快速完成批量预处理，但此类初译文在专业术语和表

达方面的准确性却堪忧，人工译者的译后编辑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评估发现，现有译后编辑

能力模型均无法准确应用于铁路行业标准文献的译后编辑，由此提出基于风险管理的“四维

度”能力构建模型：引入风险管理能力；强调双语翻译能力需与跨文化交际意识结合；关注特定

领域能力，保障译后编辑的专业性；强调主观素质。最后，选取典型标准类文献验证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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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ａ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ＭＴ，简称

为“译后编辑”）指的是，人工译者“调整机器译文，
使其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原作的含义”，“对相对可

预见的问题进行调整”［１］。现有译后编辑 能 力 模

型众多，其中Ｒｉｃｏ等 人 的 框 架 最 具 代 表 性，分 为

三组技能：“核心能力、语言技 能 和 工 具 能 力。”［２］

不过这些模型都存在某些问题，如：未对译后编辑

的质量控制进行详细探索，并提出评估手段；未充

分强调主题领域知识能力；未深入研究文化、政治

等因素对译后编辑的影响等。有必要弥补这些不

足、综合其他合理因素，构建一个新框架，并将其

应用至某一专业领域的译后编辑，验证其适用性。
本文选择铁路行业标准文献的译后编辑主要

基于以下原因。“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铁路企

业纷纷走出国门，参与或主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是重要文本依据，其外译质量决定着

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成败。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国家

铁路局编制印发了《铁路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

划》，提出要全面加强铁路标准化工作［３］，包 括 中

文标准的编制、发布和外译。标准文献体例固定、
术语重复率高，非常适用于机器翻译或计算机辅

助翻译。但此类文献同时要求专业术语精准、地

道，因此初步机译后，需进行充分译后编辑，因此

译者这一能力的构成要素值得探索。

一、现有译后编辑能力模型及反思

根据全球语言服务与翻译行业组织“翻译自

动化用户协会”（ＴＡＵＳ）在２０１０年 发 布 的《译 后

编辑实践报告》，译后编辑是“运用最少的人工劳

动改进机器译文的过程”，即人工译者修改机器译

文来提高其准确性。专业领域文本在机译后需进

行充分译后编辑（ｆｕｌｌ　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ＦＰＥ），以保证

术语和用词精确、专业、一致，写作风格与原文相

符、没有语法问题、达到出版级别。目前，国 内 外

关于译后编辑能力的构成已有不少探讨。下面选

取Ｏ’Ｂｒｉｅｎ［４］、Ｒｉｃｏ　＆ Ｔｏｒｒｅｊóｎ［２］、Ｎｉｔｚｋｅ［５］等人

的模型重点剖析，抽离其共有合理要素，删掉不合

理的技能设置，反思薄弱环节及未涉要素，同时将

另一些 作 为 辅 助 支 撑，如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ｈｉｔｅｌｏｃ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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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ｇｎｅｒ［７］、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１］、Ｏ’Ｂｒｉｅｎ［４］、Ｋｏｐｏ－
ｎｅｎ［８］、冯全功等人［９］的模型或技能组合。

（一）代表性模型

Ｏ’Ｂｒｉｅｎ框架：“机器翻译知识、术语管理技能、
译前编辑／受控语言技能、编程技能以及文本语言

技能。”［４］机器翻译知识：机器翻译发展史、现状和

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术语管理技能：机器翻译词典

编码、术语库管理、术语存储和检索，以及多术语管

理工具的操作、术语转换格式等技能。译前编辑／
受控语言技能：利用受控语言规则和编程技能对源

文本进行编写，帮助改进 机 器 译 文。文 本 语 言 技

能：功能语言学派所说的特定语言的主述位结构以

及文本类型规范对译后编辑的影响。

Ｃｅｌｉａ　Ｒｉｃｏ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Ｔｏｒｒｅｊóｎ模型：核心能

力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语 言 技 能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和 工 具 能 力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ｓ）［２］。核心能力是态度或心理／生理方面的

能力与策略能力。前者是指，译后编辑者在处理

下述问题时的主体性能力，界定和应用译后编辑

的指导规范、充分实现客户对文本质量的预期以

及克服不确定性等。后者是指，在不同译后编辑

手段中进行选择时做知情决策，不表现主观喜好。

Ｊｅａｎ　Ｎｉｔｚｋｅ模 型［５］：以 风 险 意 识 为 前 提，区

分了核心 能 力（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和 辅 助 子 能 力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ｓｕｂ－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核心能力是风险

评估能 力（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策 略 能

力（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咨 询 能 力（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服务能力（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辅

助子能力 是 双 语 能 力（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翻

译能 力（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机 器 翻 译 能 力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语 言 外 能 力

（ｅｘ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研究能力（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修订能力（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等。

（二）现有模型反思

近年来翻译行业趋于项目化和标准 化 发 展，
而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也曾发布多项翻译行业

标准，其中涉及译后编辑能力的部分可作为现有

模型的整体评判依据。本文主要参考以下两项较

新的标准：ＢＳ　ＥＮ　ＩＳＯ　１７１００－２０１５《翻译服务—翻

译服务的要求》（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和ＩＳＯ　１８５８７：

２０１７《翻 译 服 务—机 译 的 译 后 编 辑 及 要 求》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ｏ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Ｏ
１７１００－２０１５规定，“译 后 编 辑 人 士 应 具 备 以 下 技

能：翻译技能；双语语言和文本技能；研究、信息获

取与处理技能；文化技能；技术技能；主题领域技

能”［１０］。ＩＳＯ　１８５８７：２０１７关于翻译职业技能的规

定几乎完全相同［１１］。
根据这两项标准所列条目，反思上述模型，提

出新模型需考虑如下能力：
（１）翻译技能十分重要，但目前与双语能力的

关系不明显。ＩＳＯ的规定 是“翻 译 文 本 内 容 的 能

力，包括能够解决语言内容理解和生成方面的困

难，以及按照翻译服务提供方与客户、翻译服务提

供方与译后编辑签订的协议及其他项目规范来表

达目标语 言 内 容 的 能 力”［１１］。现 有 模 型 中，有 的

将双 语 能 力 与 翻 译 技 能 割 裂 开［５，９］，有 的 未 考 虑

语言背后的文化作用［４］，有的未涉及驾驭 双 语 的

技能［２］，有的则 忽 略 了 翻 译 能 力［９］。新 模 型 应 将

基本语言能力和双语驾驭能力融合。
（２）现有模型中对于研究、获取与处理信息技

能的设置较为松散，存在多种叫法，如策略能力、
咨询能力等，且意义有重叠。ＩＳＯ的规定是“有效

获取必要语言能力和专门知识的能力……以及使

用研究工 具、开 发 恰 当 策 略 的 能 力”［１１］。因 此 在

新模型中需要重新排列。另外，工具使用能力也

包括计算机相关技能。
（３）现有模型忽略了文化能力与语言技能的

关系。ＩＳＯ的规定是“了解并利用有关行为准则、
价值体系和体现源语言和目标语文化特征的场所

等信息的 能 力”［１１］。有 些 模 型 设 置 了 此 能 力，但

未与语言技能关联［８］，有些将其与语言技能合并。
在新模型中，需要深入探索这二者紧密关联但又

相互独立的关系。
（４）现 有 模 型 中 的 技 术 能 力 需 重 新 整 合。

ＩＳＯ的规定是“利用技术资源（如支持翻译过程的

各种工具和ＩＴ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完成技术性

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和技能”［１１］。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
将其细分为文字处理技能、有效利用搜索与替换

功能、利用宏指令的能力，以及机器翻译术语编码

等”［１２］，可见 这 一 模 型 侧 重 操 作 层 面。鉴 于 当 前

计算机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模型

中，此能力更名为计算机相关技能，更强调翻译相

关而非操作相关的技能。
（５）现有模型已认识到主题领域能力的重要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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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缺乏深入剖析。ＩＳＯ的规定是“理解和驾驭

源语言主题内容的能力，以及将其用目标语言表

达出来的能力”［１０－１１］。Ｗａｇｎｅｒ曾指出，译 后 编 辑

须包括“完美的驾驭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技能、专业

的主题领域知识、文字处理经验以及对机器翻译

的容忍 度”［７］。Ｊｏｈｎ－Ｗｈｉｔｅｌｏｃｋ框 架 曾 指 出，“如

缺乏主题领域相关知识，译后编辑者可恰当利用

外部资源（如源语言信息提供者、单语主题领域专

家和可靠的参考文献）来弥补不足”。［６］新模型进

一步划分这一能力，探索其如何提升译后编辑的

专业性。
此外，冯全功等人的技能维度和知识维度［９］，

以及Ｃｅｌｉａ　Ｒｉｃｏ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Ｔｏｒｒｅｊóｎ核心能力［２］

都强调了译者本身的态度、生理、心理、决策、认知

等方 面。Ｗａｇｎｅｒ的“对 机 器 翻 译 的 容 忍 度”［７］、

Ｋｏｐｏｎｅｎ的“对待技术的积极态度”［８］等，尽管名称

各不相同，但都关注译后编辑人员的主观素质。新

模型选取“主观素质”这一范畴将这些子能力囊括

在内。

Ｊｅａｎ　Ｎｉｔｚｋｅ提出的风险意识［５］独一无二，有很

强的时代烙印，但失之笼统。全球化语境下，翻译

活动早已不是个体译者的传统文学翻译，而是具有

了大项目团队协作的发展特征，Ｃｅｌｉａ就曾说“翻译

已与项目管理领域融合，而背后原因自然 是 全 球

化”。［２］根据美国项目管理协会（ＰＭＩ）的定义［１３］，项
目是为创造独特的产品、服务或成果而进行的临

时性 工 作（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而

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正是在一定时间内，为满足客

户需求而产出的独特智力产品和服务。很显然，
运用项目管理知识来考察和评估当代翻译活动十

分合理。根 据 该 协 会 项 目 管 理 知 识 体 系 指 南

（ＰＭＢＯＫ　Ｇｕｉｄｅ），项目管理的前提和准备是风险

意识［１３］。因 此，作 为 翻 译 项 目 的 重 要 一 环，译 后

编辑及其能力设置都需具备此意识，进行风险管

理。基于上述原因，新模型将这一意识纳入其中

并细化。此处的细化是本文的最大创新之处。

二、新框架：四维度译后编辑能力

基于已有模 型 及 上 述ＩＳＯ标 准，提 出“四 维

度译后编辑 能 力 模 型”，包 括 风 险 管 理 能 力（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双 语 语 言 与 翻 译 能 力

及文 化 能 力（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特 定 领 域 能 力

（ｄｏ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和 主 观 素 质（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新框架指出，要根据现有行业标

准探究译后编辑能力构成，确保其标准化和可控，

引入风险管理能力作为“整体把控”；强调双语翻

译能力需与 跨 文 化 交 际 意 识 结 合，是 为“核 心 技

能”；关注特定领域能力，将其作为译后编辑的“左
护法”，保障其专业性；强调主观素质，即译后编辑

中“人”的因素，作为译后编辑的“右护法”。

（一）风 险 管 理 能 力，确 保 译 后 编 辑 顺

利进行

风险管理能力，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

险处理，目的在于“评估和最终追求、保持、接受风

险或规避风险”［１４］。
（１）风险识别，包括确定译后编辑工作量（即

初译文本／机器译文）；主要机器翻译软件或翻译

工具（现有种类和各自优劣）；质量要求（专业化程

度、译后编辑手段等）；译文最终去向和用途（客户

方、翻译服务使用方和应用行业）；译后编辑完成

时间等。
（２）风险评价，即评估翻译 风 险 的 能 力［４］，包

括：自身译 后 编 辑 能 力 评 估（自 身 翻 译 与 编 辑 能

力、对不同机器翻译工具的了解）、源文本的术语

归类与提取（评估原文专业程度并构建术语库）、
机译＋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对比评估、确定是否

存在双语术语表及是否拥有查询权限等。
（３）风险处理，指译后编辑的策略选择与决策

能力。机器翻译需借助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等在线

工具或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利用已有术语库和

翻译记忆库进行初译。若无相关语料库，那么译

后编辑需采取网络搜索、向专业人士咨询、阅读专

业书籍等策略来确保专业性。

（二）双 语 语 言 与 翻 译 能 力 及 文 化 能

力，确保语言准确和中国特色明显

（１）双语语言与翻译能力，是新框架的核心技

能，正如冯全功等人所说“与翻译能力共享的知识

包括语言、文 化、主 题、语 篇……”［９］。具 体 地 说，

译后编辑要考虑双语转换的不同方向。汉语重意

合而英语重形合，汉译英中，机译文可能出现死译

现象，体现在主谓不搭、动宾不合等语法问题；英

译汉中，机译文可能出现较重的翻译腔，不符合目

的语读者表达习惯。在语篇层面，需考虑源文本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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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标文本之间含义与功能的对等、目标语文本

内部的衔接以及具体语境。
（２）文化能力。“文化知识有助于译后编辑人

员正确地解读源文本的含义。”［５］翻译活动离不开

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译后编辑亦需考虑相关行业

背后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以铁路行业标准外

译为例，该活动是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一带一路”
倡议后［１５］提上议事日程的。一方面，它是重要的

文本标准，保障我国主持和参与海外工程项目的质

量。另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已开始构建有其特色

的铁路行业国家话语体系，打破目前国际上欧美标

准横行的局面。中国特色术语如度量单位、数值、
参数、尺寸、指标、体系等在英语中无现成译文，不
能通过机器翻译批量、准确处理，译后编辑人员可

采取音译、音译＋意译或直译＋解释等手段。

（三）特定领域能力，确保文本专业性

新模型设置此能力是希望解决现有模型论述

空泛，缺 乏 专 业 领 域 实 施 案 例 等 问 题［６，８］。为 保

证术语一致、表达精确、行文连贯，译后编辑者需

具备以下能力：①了解主题行业发展现状、前沿技

术、代表人物及其思想；②使用技术手段，进行译

前编辑和译后校对；③使用开源的行业单语或双

语语料库。
以铁路行业为例，需要了解主要的铁路专业，

如技术设备、基建、线路、桥梁、轨道、隧道、涵洞、路
基、道口、净空、声屏障、安全线、信号、闭塞、通信、
列控系统、接触网、电气化、站场、机车、动车组、行

车组织、调车、车辆编组、接发车、车辆限界等。另

外，还需熟悉特定文体格式，如标准、技术规范、规
程、指南等。此外，还需了解一些项目的操作流程。

（四）辅助主观素质，体现译者主体性

这一素质囊括的子能力都与译后编辑人员的

自身素质相关。它取自Ｒｉｃｏ与Ｔｏｒｒｅｊóｎ模型中的

一部分“核心能力”（态度、生理、心理）［２］和冯刘二

人的“底层认知维度”［９］，具体如下：①生理条件：专
业文本的译后编辑需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解决机器

译文无法翻译或误译的术语表达，耗费时 间 和 精

力，这对译后编辑者的生理条件提出了挑战。②心

理条件：主要指对待机器译文的态度，在保证译文

质量的前提下不做过多修改。③学习愿望：学习译

后编辑主题领域知识，并向专业人士请教。④知识

储备：分为文本相关和机器翻译相关。文本相关技

能是指双语转换技能，其他与语言文字和翻译主题

领域有关的任何领域知识。机器翻译相关知识包

括机器翻译原理、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使用、译
前编辑、译后编辑、基本的编程知识等［９］。⑤沟通

能力：与客户、翻译项目经理等其他利益攸关方就

译后编辑的质量水平进行沟通并根据反馈修改的

能力［５］。这里并未使用现有模型大多采用的“核心

能力”［５］表达，因为“核心”一词难以量化。

三、铁路行业相关案例分析

下面将上述新模型应用于铁路标准外译的翻

译实践，选取真实翻译案例考察其适用性。该案

例选自笔者在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主持的国家铁路

局若干标准翻 译 项 目 之 一：ＴＢ／Ｔ２９２０—２００８《电

气化铁路接触网硬横跨 第１部分：格构式硬横跨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硬横跨 第２部分：钢管式硬

横跨》，最终译文已于２０１９年出版（中国铁道出版

社）。篇幅有限，此处的研究文本是第１部分第４
节“产品分类”及附录部分，如图１所示。

４产品分类

４．１按支柱和横梁 连 接 方 式 分 为 刚 接 硬 横 跨 和 铰

接（简支）硬横跨。
４．２按材料分为由 混 凝 土 柱 与 格 构 式 横 跨 组 成 的

硬横跨和由格构式钢柱与格构式横梁组成等型式的硬

横跨。
４．３ 硬 横 跨 混 凝 土 柱 的 技 术 条 件 应 符 合 ＴＢ／Ｔ

２２８６．２的规定。
４．４硬横跨 支 柱 用 于 打 拉 线 下 锚 柱 使 用 时，应 考

虑由于下 锚 所 产 生 的 附 加 弯 矩 和 垂 直 力 对 硬 横 跨 的

影响。

图１　研究文本

　　（一）风险评估确定译后编辑任务

１．风险识别

翻译项目客户方是中国国家铁路局，译文的最

终使用者是铁路相关行业的工程建设单 位、工 程

局、海外施工方及相关人员。主题领域是电气化铁

路接触网硬横跨，专业化程度极高、术语繁多。现

有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中并无与主题领域相关的

术语库和翻译记忆库，因此转而选择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等机译工具。但这

些系统均需内置语料库才能批量替换重复率高的

术语。初步查询后发现这些系统也无相关语料，译
后编辑难度大。机译文中错译、漏译、甚至直接保

留拼音的案例很多，因此译后编辑需要进行重复错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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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检索、提取和批量处理，并查询专业资料。

２．风险评价

评估自身的翻译和编辑能力能否胜任译后编

辑任务。第一，提取源文本术语及专有表达，如：刚
接、铰接、格构式、硬横跨、支柱、横梁、混凝土柱、锚
柱、附加弯矩、垂直力等。第二，了解上述机译系统

的不同特征和优劣。第三，判断自身能否确定一些

术 语 译 文 的 正 误，如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以及ａｎｃｈｏｒ等。第四，相关领域存在双语术

语表，但由于原铁道部改制等原因，译后编辑人员

没有查询权限。此为译后编辑的风险所在。

３．风险处理

需借助其他手段，针对已知风险确定对策，如
咨询业内专家、召开座谈会、以非官方的形式通过

内部数据库查询专业表达等。

（二）语言能力与中国特色结合

现有模型基本都强调双语语言和翻 译 能 力。
单从语法上讲，运用这种能力基本能在语言层面

对机译文进行纠偏，确保没有文本硬伤。不过，仍
需结合具体语境。以目标为本为例，若只考虑语

法、句法，那么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的译文基本没问

题。若结合语境，进一步考虑语篇流畅和对原意

的准 确 传 达，则４．１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译 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
ｕｍ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ｍ，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ｒｉｇｉｄ
ｓｐ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ｇｉｄ　ｓｐａｎ］漏 译 了“刚 接”和“铰 接”（简

支）两 个 术 语。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译 文

［Ｂｙ　ｐ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ｂｅａ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ｒｉｇｉｄ　ｈａｒ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ｒｉｅｆ）ｈａｒｄ
ａｃｒｏｓｓ］的断 句 也 有 问 题。可 见 不 考 虑 语 境 无 法

有效进行译后编辑。
又如，４．４“由下锚所产生的附加弯矩和垂直

力对硬横跨的影响”一句，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的译

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ｓｐ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语法上无误。
但根据新模型翻译需结合具体语境的要求，由于

无法确认“下”一词的词性，“下锚”译为ｌｏｗｅｒ　ａｎ－
ｃｈｏｒ未必妥当。在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的

译 文 中，从 句 部 分 ｈａｒｄ　ｓｐａｎ　ｐｉｌｌａｒ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ｃｈｏｒ　ｐｏｓｔｓ中的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无

法找到合理解释，另外ｕｓｅｄ推测应是过去分词，
但其 隐 含 的 主 语 并 不 明 确。主 句ｄｕｅ　ｔｏ之 前 的

部分 虽 在 语 法 上 无 误，但 结 合 具 体 语 境，之 后 的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ｎ　ｈａｒｄ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不 确 定 统 辖 的 是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还 是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此外，中国标准走向海外的过程必然 涉 及 不

同语言、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碰撞，须考虑翻译的

跨文化交际功能。譬如，附录Ａ部分出现了中国

特有的黏 度 单 位“涂４杯”［１６］。与 专 业 人 士 沟 通

后，得知“涂”源于汉语“涂料”一词。该单位多用

于涂料相关工艺和设计中，关系着相关数值和参

数，马虎不得。在机译阶段，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译

为ｃｏａｔｅｄ　４ｃｕｐｓ，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则直

接忽略“涂”，译为４ｃｕｐｓ，均是无效译 文。可 见，
机器翻译无法识别这个中国特有的测量单位。新

模型强调跨文化交际目的，既要保留“涂”字的中

国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对接英文中已有的黏度

单位，由此得出译文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ｕｐ－４。相 比 之 下，
现有模型虽提及了跨文化技能，但并未做深入探

讨，也就无法准确编辑。

（三）特定领域能力关注专业术语

现有框架中的特定领域能力，止于一笔带过，
缺乏进一步提升举措，也无后续延伸和具体案例

的适用性论证。这样一来译后编辑会流于形式，
无法找出机器译文的真正问题，也不能保证专业

质量。新模型的特定领域能力强调专业术语及表

达，提出相应译后编辑策略。
例如，４．１中 的“支 柱”和“横 梁”这 类 看 似 平

常易懂的表达在特定行业中有固定的英文版本，
机器 译 文 有ｃｏｌｕｍｎ、ｂｅａｍ、ｐｉｌｌａｒ、ｇｉｒｄｅｒ等。但

依照现有模型无法确定应使用哪个词，故无法确

保专业 性。又 如，４．４中 的“打”“下”这 两 个 词，

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译 为ｌｏｗｅｒ，而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则译为ｕｎｄｅｒ。若根据现有模型，不具

备专业 知 识 的 译 后 编 辑 人 员 无 法 取 舍。下 面 以

４．３“硬横跨”一词为例，探索新模型的优势。机译

文基本采取直译，如ｈａｒｄ　ａｃｒｏｓｓ（Ｂ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ｈａｒｄ　ｓｔｒｉｄｅ（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以

及ｈａｒｄ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ｒｕｔ、ｈａｒｄ　ｓｐａｎ　ｐｉｌｌａｒ、ｐｏｒ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根据新模型的特定领域能力要求，
确定文本 的 主 题 行 业 是 电 气 化 铁 路 接 触 网 硬 横

跨，无现成语料库或术语库。首先向中文标准编

制人及行业专家（包括客户方精通目的语的人员、
该标准文献的起草人或制定人、行内顶级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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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硬横跨”的精确含义（在电气化铁路中，指站

场上为固定承力索中心的锚结绳而设立的一种结

构）。之后召开专家审查会，向多名行业内的英语

专家请教准确译法。再通过网络资源搜索铁道专

业相关术语的部分语料，或向客户询问能否共享

其数据库或双语语料库。

　　（四）辅助主观素质关注人的因素

译后编辑人员对待机器翻译的态度及其他心

理状态、生理条件等能力要素在现有框架中都有

所涉及，新框架基本沿用。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译

前编辑。虽在现有框架中已有涉及，但它与译后

编辑及其他技能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探讨。译前

编辑发生在机器翻译之前，指的是译者基于中英

文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结合自己的解读初步将原

文修改为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帮助机器翻译软件

理解文本，提高翻译质量。例如，４．１和４．２源文

本的主语都不明确。考虑到中文重意合而英文重

形合的区别，译前编辑需补充主语，保证译文在语

法、句法上的完整。４．４也可译前编辑为“在使用

硬横跨支柱去打拉线和下锚柱时，（相关人员）应

考虑由于下锚所产生的附加弯矩和垂直力对硬横

跨的影响”，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新模型指出，
译后编辑人员可根据译前编辑的结果进行试译，
再对比现有机器译文，侧重不一致之处。

沟通能力是新框架最后一种重要能力，仅有个

别框架一带而过，且其存在比较孤立。新模型的此

种能力要求译后编辑人员与源文本制定人、客户、
翻译项目经理等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沟通，并根据

反馈意见修改。例如，上述４．４部分最终得到客户

（中国国家铁路局）认可并出版的译文是Ｆｏｒ　ｐｏｒ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ｙ　ｗｉ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可见，之前未找到确切译法的

术语和专业表达都通过这一能力得到了解答。

　　四、结论

本文回顾 了 国 内 外 现 有 的 译 后 编 辑 能 力 模

型，弥补不足，提出了新的“四维度”模型，并将其

应用于铁路行业标准外译，以此证明其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除改进外，新模型也继承了现有模型

的某些要素，例如双语转换技能、对翻译功底的强

调等。正如冯全功所说“译后编辑需要运用双语

语言文化知识”［９］，以及Ｎｉｔｚｋｅ所强调的“译后编

辑人员应该娴熟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５］。另

外，新模 型 拓 展 了 Ｎｉｔｚｋｅ的 风 险 意 识。概 括 地

说，上述四维度包括，风险管理能力、双语语言与

翻译能力及文化能力、特定领域能力、主观素质。
与现有模 型 相 比，新 模 型 的 创 新 之 处 如 下。

Ｎｉｔｚｋｅ模型提出的翻译风险评估缺乏细致划分，
只强调“译后编辑人员所需最重要能力之一就是

评估待翻译文本的风险”［５］。新模型用“风险管理

能力”一词代之，并细分为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

风险处理，选择翻译难度高、风险大的铁路行业标

准文献作为研究文本，探讨子技能的适用性。又

将双语翻译能力及其文化技能与中国相关领域的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相结合，详细解读跨文化交际

意识对译后编辑的作用。现有模型在此方面论述

空泛，如Ｒｉｃｏ　＆ Ｔｏｒｒｅｊóｎ只 用 半 句 话 的 篇 幅 提

及“文化与跨文化能力”［２］。再次，特定领 域 能 力

在现有框架中未与特定领域案例相结合。新框架

强调需向专业人士请教以保证最终译文的精准地

道。新框架还深入探讨了沟通能力与特定领域能

力的结合。综上研究得出结论：译后编辑能力的

构建需有明确的框架依据，其培养需具有翻译项

目风险意识，以跨文化交际的实际出发结合特定

语境，侧重专业术语的精准地道，并注重与客户进

行沟通。
本研究有如下局限：要翻译铁路行业 标 准 这

类专业文本，译后编辑能力模型的特定能力至关

重要，但目前研究尚未细化。而且从另一个角度

来讲，本模型的特定领域能力是否只适用于专业

性很强、翻译难度很大的文本？针对专业程度一

般的文本，该如何调整？另外，编程能力、计 算 机

操作能力 对 译 后 编 辑 的 指 导 作 用 还 有 待 深 入 研

究。此外，新模型关于译后编辑与译前编辑之间

关系的探索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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