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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 E-Chunk的多引擎机器翻译模型.该模型以中心语驱动的分析技术为基础,通过词汇相似
特征计算 E-Chunk 的匹配代价,自底向上地完成最优 E-Chunk 覆盖的构造,并以 E-Chunk 为基本翻译单元完成
机器翻译过程.初步的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在面向领域文本的自动翻译方面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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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对真实文本处理需求的急剧增长,基于规则系统的机器翻译方法正面临着日
益严重的困境和挑战[1],而以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2](example 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 EBMT)技术为代表
的经验主义方法则成为近期机器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现在已经有了很多 EBMT 方法的变体和扩展,其
中较重要的方面包括加标实例的使用[3]、实例的模板化[4]和将类比的基本单元由句子细化为片断[3]. 

与经验主义理论的实证哲学观不同,Chunk 是一种基于心理语言学模型的计算语言学文本结构单元[5].来
自心理语言学和韵律学的研究数据显示,这种文本结构单元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与功能上的无歧义性.Abney
的实验表明,基于 Chunk 的有限状态级联分析技术在处理非受限真实文本方面,其精确性和健壮性都是十分优
秀的[6]. 

本文目的在于将作为 Chunk 理论基础的心理语言学假设引入到机器翻译的研究领域,即如果我们把人类
的翻译过程相应地解释为一个双语性能词群的选取和重新组合过程,那么,机器翻译中的基本处理单元也应该
是一组高度相关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句法结构和内部语义自解释能力的词汇的集合.我们将这种机器翻译的基
本处理单元称为 E-Chunk(extended chunk).基于 E-Chunk机器翻译模型的基本框架就是以 E-Chunk作为 EBMT
中双语实例知识的基本表示单元,在由源语句法和双语 E-Chunk 知识库共同定义的搜索空间中查找输入句子
的最佳匹配 E-Chunk 集合 ,并通过结果集中的双语 E-Chunk 实例完成对翻译转换和目标语生成过程的 
驱动. 

1   翻译模型 

1.1   E-Chunk的基本概念 

机器翻译模型中的双语 E-Chunk 在单语 E-Chunk 的基础上定义.每个单语 E-Chunk 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一个四元组:EC=<T,h,l,r>,其中 T为 EC的句法标记,h为中心词,l和 r分别为由 h左、右两侧依存子结点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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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线性列表.双语 E-Chunk 知识库依据词汇主义[7]的原则构造,称为双语 E-Chunk 词典.词典中的每个入口定
义为以源语 E-Chunk中心词汇为索引的三元组<H,G,f>,其中 H为源语的单语 E-Chunk,G是以 H中非词汇参数
为变元的目标语模板,f为 H中词汇和 G中对应词汇之间的对译映射函数. 

为表述方便,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源语的单语 E-Chunk简称为 E-Chunk.E-Chunk是 Chunk概念的一种扩展,
这种扩展的主要动机在于其功能角色由单语分析单元向双语翻译单元的转换,而 Chunk 中严格的句法本位描
述原则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一个合格的 E-Chunk应满足如下条件: 

(1) E-Chunk具有语义自足性.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意义等价性是机器翻译的基本原则,消除词汇歧义是机器
翻译研究中一个基本环节.E-Chunk 作为翻译转换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本身应该包含其内部词汇元素及自身结
构的消歧语境,即是消歧上下文自包含的.E-Chunk 的语义自足性来自于语义关联的局部性假设,同时也得到基
于语料统计的词义消歧方法研究结果的支持.这些方法的实验结果表明[8],用于消解词汇歧义的上下文绝大部
分来自于词汇自身的局部线性语境或局部结构语境.考虑名词短语 a demo file 所对应的单语 E-Chunk 表示为
[NP,file,a,demo],其中 demo和 file的共现决定了各自的语义特征,这里,file的含义为“文件”而不是“锉”; 

(2) E-Chunk具有结构平面性.为了满足上述语义约束条件,E-Chunk需要包含比 Chunk更复杂的句法结构,
即 E-Chunk 在结构上可以对应于一棵句法树的部分推导.然而,为了避免树文法处理中的复杂性 [9],我们将
E-Chunk 结构限制为如下两种类型的单层次依存结构:ESL和 ESG.以 w 为中心词的 E-Chunk 集合(ES 含义为
E-Chunk structure) 表示为上述两种类型 E-Chunk集合的并集 )()()( wESwESwES GL ∪= .ESL类型的 E-Chunk中

仅包含中心词的直接依存结点,此时,双语 E-Chunk基本等价于 Shake和 Bake翻译方法[10]中的一个双语转换规

则的实例表示.如果依存参数中可以包含非词汇化的句法标记,则其进一步一般化为一个多词入口的转换模板,
其中的元素在匹配时没有连续性限制.ESG 类型 E-Chunk 则取消树结构的中间表示层次,使其简化成为一个标
注了中心词汇信息的表层字符串.该类型 E-Chunk 中不允许非词汇化类型的参数,其匹配对象也相应地定义为
语言中的表层线性串 .比如 ,名词短语 a file for demo 所对应的 E-Chunk 就需要表示为[NP,file,a,for]或者
[NP,file,a,(for,demo)]的形式,而不是[NP,file,a,(for (demo))]; 

(3) 双语 E-Chunk 具有转换充分性.每个双语 E-Chunk 本身就定义为一个翻译模板,其中包含了翻译该
E-Chunk 所需的全部词汇和结构转换信息 ,如多词映像(many-to-many word mapping)、参数交换(argument 
switching)和中心词交换(head switching)[11].此外,转换充分性也涵盖了 Chunk分析中的歧义包容原则:对于存在
内部关联歧义的结构,则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包含在一个 E-Chunk中. 

1.2   基于E-Chunk的机器翻译模型 

基于 E-Chunk 的机器翻译,简单地说,就是给定输入句子 S,在双语 E-Chunk 词典中选取一组可以与之进行
最优匹配的双语 E-Chunk ES*,应用 ES*中提供的双语转换信息实现语言的自动翻译.这种翻译模型我们称为基
于 E-Chunk的机器翻译模型(E-Chunk 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 ECBMT,). 

定义 1. 片断.设 T为输入句子 S某个可能的依存分析树,则 T的一个连通子图 H:<h,T,l,r>称为 T的一个片
断.其中 h,T,l,r 的含义与 E-Chunk 定义中的相同.我们使用 表示 H 中的边集, V 表示结 )(HE rlhH ∪∪=)( ,
点集. 

这里,我们将片断与子树的概念加以区别.子树中所有的叶子结点都是整个分析树的叶子结点,而片断则无
此要求.子树是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片断. 

定义 2. 划分 .设子树片断 T 中片断集合 },,{ 1 nHHHS …= ,若对于任意 1≤i≤n,1≤j≤n,i≠j,都有

∅, ,则称 HS为树 T的一个划分,记作 . =∩ )()( ji HEHE ∪ ni i TH
≤≤

=
1 THS

定 义 3. 匹配 .给定 E-Chunk EC:<T,h,l,r>和子 树 片 断 T 中 的某个 片 断 H:<h′,T′,l′,r′>,若有
,则称 H 是 EC 的一个完全匹配.若仅有rrllTThh ′=′=′=′= ,,, TT ′= ,则称 H 为 EC 的一个部分匹配.完全匹配

和部分匹配统称为匹配,记为 ECH =)(ψ .对于E-Chunk EC的每个匹配H,都有一个衡量其间相似程度的匹配代
价 )|( HECψθ 与之相关联.匹配代价越低,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该代价定义为 E-Chunk与匹配对象的函数,

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将在下节加以讨论. 
定义 4. 覆盖 .设 T 为一个子树片断 , },,{ 1 nT HHHS …= 是 T 的一个划分 ,若存在 E-Chunk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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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ECECES …= 满足ψ )1()( niECH ii ≤≤= ,则称 ES 为 T 的一个覆盖,记为 .覆盖Ψ

的代价

∪ ni iT HTΨES
≤≤

==
1

)()( ψ

)|( TESΨθ 定义为其中所有匹配的代价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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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T 为句子 S 的一个可能的分析结果,则称 ES 为输入句子 S 的一个覆盖,记为 .因此,寻找输

入句子 S最优匹配 E-Chunk集合的问题可以形式化地表述为寻找输入句子最低代价的覆盖 ES*: 
.(minarg)|( ∑

∈

=
Ψ

i
Ψ

Ψ ECSES
ψ

ψθθ  

1.3   系统结构 

整个翻译模型由源语分析引擎、E-Chunk匹配引擎和转换引擎共同驱动,其结构框架如图 1所示. 
Input

Parsing Engine

Disambiguation Engine

Transfer Engine

Output

 

Bilingual Lexicon

Fig.1  Architecture of the model 
图 1  模型结构 

我们说这是一种多引擎机器翻译模型,是因为在翻译模型处理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源语句法知识、双语词
典和双语 E-Chunk 词典等多种资源,同时调动了多种处理机制共同参与控制决策:输入句子根据源语单语句法
规则进行自底向上的结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同时进行 E-Chunk 匹配和代价计算,并以此作为部分分析结果
的优选评价机制,从小到大逐步构造部分句法结构和相应的最优 E-Chunk 覆盖.分析过程结束后,选择整个句子
的最优覆盖 ES*,通过其中双语 E-Chunk提供的转换信息,完成源语言向目标语言的翻译过程. 

2   基于词汇相似的 E-Chunk匹配代价计算 

事实上,任何一种基于经验的语言学方法都难以避免数据稀疏问题,发现一个 E-Chunk 的完全匹配的机率
是很低的.因此,如何有效地计算 E-Chunk的匹配代价,确定类比推理中的相似原则,是 ECBMT中的一个核心问
题.本文建议使用基于词汇相似的编辑距离来表示 E-Chunk的匹配代价. 

2.1   词汇相似评估 

词汇相似是指以一种上下文语境共享为特征的词汇二阶关联.这里,我们采取一种知识和统计方法相结合
的相似计算的原则,分为 3种情况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将词汇分为语法词W 和词汇词W 两种基本类型.语法词是指语言中担任一些重要句法功能的

封闭类型词汇的集合,如英语中的助动词、联系动词和介词;词汇词则是语法词的补集.因为语法词对句法结构
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不能被替换或忽略,所以其被定义为不与其除本身以外的任何词汇相似. 

F C

其次,根据文本的领域特征,为一些相互间相似度非常高的词汇词,如数字,{morning,afternoon},{Monday, 
Tuesday,…,Sunday}等,预定义了一些等价类 .属于同一个等价类的两个词汇,认为它们完全可以互换,其相似

度µ的值定义为 1. 
EC

最后,两个不同的词汇词 w1和 w2之间的相似系数根据语料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12].令 表示 w1和

w2的 Kullback-Leibler(KL)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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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根据 k-nearest 原则构造的 ,即给定经验参数 k,t,使)( 1wS kwS ≤|)(| 1 且对于 ∀ 满足

. W 是词汇 w的加权值,可以根据 w与 w
)( 1wSw∈

twD( 1 w <)|| 2 ),( 1ww 1的相似程度给定: 

)).(exp(),( 121 wwDwwW β−=  

参数β控制着 中元素的相对分布对 W的影响,β越大,则 S中与 w距离越远的词将获得更大的权值. )( 1wS

2.2   编辑距离 

编辑距离(edit distance)是用来衡量两个字符串间相似程度的一种有效的方法[13].两个有限字符串 S和 T之
间的编辑距离定义通过单符号增加(insertion)、删除(deletion)和替换(substitution)操作将 S 转换为 T 所需要的
最小代价.编辑距离 的值可以由以下公式递归定义: ),( vu

c tsd

.
),(),(
),(),(

),(),(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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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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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是替换操作代价函数.特殊地, ),( εac 表示删除代价,而 ),( ac ε 表示增加代价.因此 3 种操作的代价参数可
以由一个大小为 (| )1|(|)1| +Σ×+Σ 的二维矩阵 C统一包含,其中 | |Σ 为词汇表的大小.矩阵中第 0行和第 0列对

应空字符ε,矩阵中元素 C(w,w′)表示将符号 w替换为 w′需要的代价,而第 0行元素表示增加代价,第 0列元素表
示删除代价. 

作为初始条件 ,∑ =
= i

k k
j

c tCtsd 0
0 )0,(),( , ∑ =

= i
k k

i
c tCtsd 0

0 ),0(),( 0)0,0( =C .应用动态规划算法,上述计算过

程可以在O 的时间内完成. )( nm×

我们根据词汇间的相似特征指派编辑距离计算中的操作代价. 
(a) 替换代价.词 w 和 )( www ′≠′ 之间的替换代价如下定义: ),(1),( wwwwc ′−=′ µ .显然,其相似程度越高,替

换代价就越小. 
(b) 增删代价.增删操作可以看做是 w 与空字符ε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替换操作,操作代价取决于 w 的句法

功能和语义贡献.对英语而言,一般限定词、程度副词通常不对词汇语义和句法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可以为其
指定较低的增删代价.其余词汇的增删代价设为 1. 

2.3   E-Chunk匹配代价计算 

E-Chunk EC=<T,h,l,r>与其匹配 H:<h′,T′,l′,r′>之间的匹配代价根据其依存参数间的编辑距离定义: 
),,(),(),(),()|( hhcrrdlldHECdHEC ccc ′+′+′==θ  

其中 为中心词的替换代价,H 参数 l′和 r′的值需要根据 EC的类型而定:若),( hhc ′ )(hESEC L∈ ,则定义为其直接

子结点,否则为其表层的字符串实现.式中考虑了中心词必须互相匹配的情况,采用了其左右参数进行了单独计
算然后求和的方法.事实上,由于 E-Chunk 的平面性构造原则,只有最大高度为 1 的片断或者子树片断与给定的
E-Chunk有匹配意义,因此,其他类型的片断与任何 E-Chunk之间的匹配代价均定义为∞. 

但是,仅比较编辑距离的总值无法体现 EBMT 中常用的最大匹配原则[14].解决的方法是将编辑距离 d 分解
为由增加距离α,删除距离β和替换距离γ组成的三维向量,当两组编辑距离 d 与 d′的差值小于给定的阈值δ时,则
需要按照β>α>γ的原则确定其优先关系,从而保证匹配长度较长的 E-Chunk可以获得较高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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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语驱动的分析策略 

因为 E-Chunk的匹配对象定义为分析树中的片断,所以寻找最优 E-Chunk覆盖 ES*的过程首先是源语的分
析过程.在 ECBMT模型中,我们以 ECTRAN英汉机器翻译系统[15]中的分析子系统为基础,采用词汇化的中心语
驱动图分析方法(head-driven chart parsing)[16]实现源语句法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在自底向上的
分析过程中,同时进行递增式的 E-Chunk 匹配代价计算和部分分析结果剪枝,而不必在分析结束之后,递归遍历
整个分析森林来搜索 E-Chunk的最优覆盖. 

3.1   算法框架 

设输入字符串 ,分析调度表(agenda)C定义为大小为nwwwS …21= nn× 的二维数组.一个自底向上的图分析

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 3个部分: 
(1) 初始化.对于 )1( niwi ≤≤ ,将其相关规则加入 C[i,i]中,并将其初始化为起始状态. 

(2) 成分组合.以自底向上的方式,将较小的成分组合为较大的成分,直至分析过程完成. 
1. for w=1 to n  
2.     for start=1 to n–w 
3.         end=start+w 
4.         for mid=start to end−1 
5.             foreach ]mid,start[1 Csig ∈  
6.                 foreach ]end,1smid[2 +∈Csig  

7.                     Discover (sig1,sig2) 
(3) 完成.组合过程完毕后,C[1,n]中所有处于完成态的部分分析就是整个句子的一个分析结果. 
各种自底向上形式的表格分析算法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上面算法的Discover子例程中.Discover的任务在于

将分析表中的两个部分分析 sig1和 sig2合并成跨度为(start,end)的更大的部分分析 sig. 

3.2   成分组合算法 

为结合 E-Chunk匹配代价计算机制,调度表中的每个部分分析扩充表示为一个六元组:sig:<h,R,l,r,ES,c>,其
中R为规则集中规则的惟一标识;h为中心词;l和 r分别为当前需要匹配的左侧和右侧依存参数指针,并使用 l
和 r 表示其后继结点;ES和 c分别为与该部分分析对应的最优覆盖及其匹配代价. 

在中心语驱动的图分析算法中,分析调度表中新的部分分析是由中心语开始,对其依存参数向两侧进行双
向匹配生成的.设分析表中存在如下两个相邻的部分分析: 

sig1:<h1,R1,l1,r1,ES1,c1>∈C[start,mid], 
sig2:<h2,R2,l2,r2,ES2,c2>∈C[start+1,mid], 

则 Discover例程可以分为如下 3个部分: 
(1) 右向匹配.如果 nilr ≠1 , nilrl == 22 ,且 r1可以与 sig2相匹配,则将 sig2作为 sig1的一个子结点组成新的

部分分析 sig1:<h1,R1,l1,r1 ,ES1∪ES2,c1+c2>,并将其加入C[start,end].此时如果有 nilrl == 11 ,则从E-Chunk词典
中检索出 h1的相关 E-Chunk集合 ,计算 sig的最优覆盖及其匹配代价.sig的最优覆盖一种可能是由一个
与 sig匹配代价最小的 ESL类型的 E-Chunk EC

)( 1hES

)| sigg

l与 sig子结点的最优覆盖组合而成,匹配代价由 ECl与 sig的匹
配代价与 sig子结点的匹配代价求和得到.因为在部分分析的构造过程中已经将 sig子结点的信息累计到 sig之
中,所以上述操作仅需在原有数据基础上加入 ECl的对应信息即可.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一个 ESG类型的 E-Chunk 
ECg单独组成,匹配代价 (ECc θ= .此时,需要使用 ECg和 c替换 sig中现存的子结点累计信息. 

(2) 左向匹配.左向匹配的分析过程与右向匹配完全对称. 
(3) 剪枝.我们使用部分分析最优覆盖的匹配代价作为动态规划的剪枝条件.如果一个分析表格中存在如

下两个部分分析: 
sig1=<h,R,l,r,ES1,c1>∈C[i,j], 
sig2=<h,R,l,r,ES2,c2>∈C[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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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 c ,则可以安全地将 sig12 c> 2从 中删除. ],[ jiC

4   相关工作及讨论 

面向数据的处理技术(data oriented processing,简称 DOP)[17]是另外一种基于经验数据的句法分析技

术.DOP中建议使用从实例中抽取得到的树库通过概率化的拼接操作进行句法分析.但DOP模型中的片断是完
全结构化的,包含了句法分析树中所有可能的子图;Bod 提出的基于片断拼接操作的随机树替换文法(stochastic 
tree substitution grammar,简称 STSG)模型本质上也是对 ERF(expected rule frequency)模式的 PCFG(probabilistic 
context free grammar)的一个扩展.基于树结构的片断匹配操作是非常昂贵的,Sima’an[9]证明,所有基于树文法的
语言模型,包括 TAG(tree adjoining grammar)和 STSG,求解其最可能分析(most probable parse,简称 MPP)的计算
都是 NP完全的.E-Chunk的平面性结构原则是在多项式时间复杂度下求解全局最优 E-Chunk匹配代价的一种
有效方法. 

目前一些基于分析树匹配的 EBMT 模型通常试图计算整个句子的最佳匹配实例[14],或者构造输入句子的
最优划分[18].ECBMT 模型的特点在于,有效地结合了中心语驱动的分析过程与词汇化实例最优覆盖的构造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 E-Chunk 不但作为双语转换的知识源,同时也作为源语分析中消除词汇和结构歧义的知识源.
此外,ECBMT 模型中还明确定义了匹配单元的构造原则:即或者是 EBMT 的最大化原则(覆盖整个子树片断),
或者是 S&B方法中的词汇化原则. 

5   实验结果分析 

我们从英汉双语法律文本中选取了 124篇作为实验语料,计 1 436句,约 32 600词.其中的 120篇被用于构
造一个包含 1 521个双语 E-Chunk的小型双语 E-Chunk词典,其余 4篇计 57句用于结果测试.词汇相似模型的
参数则从全部的 305 篇英文法律文本中进行训练.测试中采用 ECTRAN 翻译系统中的分析子系统作为分析工
具,并根据语料特点增加了一部分分析规则以实现对测试语料句法现象的基本覆盖. 

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测试模型在源语分析和翻译转换中的效果,因此我们选取了以下几个性能指标: 
(1) 源语分析的标记正确率(labled precision,简称 LP).LP是指分析结果中正确成分占正确分析中总成分数

的百分比,该指标用于衡量 E-Chunk的剪枝优选机制对分析效果的影响. 
(2) 译文中的缺失词率(missing word rate,简称 MWR).MWR是指因 E-Chunk近似匹配而导致译文中缺译

的词汇占总词数的百分比. 
(3) 译文中的冗余词率(redundant word rate,简称 RWR).RWR指译文中冗余词汇占总词数的百分比.MWR

和 RWR用于衡量 E-Chunk对测试句子的覆盖程度. 
实验中,我们还比较了模型在单独应用某种类型 E-Chunk实例情况下的性能.实验数据见表 1. 

Table 1  Experimental results 
表 1  测试结果 

 
LES (%) GES (%) GL ESES ∪ (%) 

LP 87.6 80.1 84.2 
MWR 11.5 15.4 9.8 
RWR 16.7 17.6 14.2 

在初步的实验结果中,LP,MWR和 RWR的情况都基本令人满意,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的方法在领域文本的
处理中是有效的.我们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在同时应用两种类型的 E-Chunk时,MWR和 RWR指标都要好于任何
一种类型的单独应用时的情况.因为比较 E-Chunk 匹配代价时采用了最长匹配优先的原则,模型倾向于接受长
度更大的 E-Chunk,RWR的值要高于 MWR是符合理论期望的.在独立应用 ESG类型 E-Chunk时 LP较低是因
为 ESG类型 E-Chunk具有较大的匹配粒度,句子中总成分数量比较少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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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E-Chunk定义为具有语义自足性和转换充分性的机器翻译基本单元.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E-Chunk的机器
翻译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将词汇相似技术应用于 E-Chunk 匹配代价计算,并提出了一种与中心语驱动分析技
术相结合的有效的最优 E-Chunk 覆盖求解方法.在法律文本自动翻译方面的初步实验表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我们今后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 扩大双语E-Chunk词典的规模,提高E-Chunk实例对语言事实
的覆盖程度;(2) 改进词汇相似模型,并增加训练语料容量,提高模型参数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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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E-Chunk based multi-engine machine translation model is proposed. The model 
is composed of a head-driven lexicalized parser, a word-similarity based E-Chunk match engine and a bilingual 
E-Chunk based transfer engine. The optimal E-Chunk tiling is constructed in a bottom-up style efficiently.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effective in domain oriented machin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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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全国开放式分布与并行计算学术会议(DPCS 2002) 

征 文 通 知 

2002年全国开放式分布与并行计算学术会议(简称 DPCS 2002)由中国计算机学会开放系统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承办,湖北省、武汉市计算机学会协办,定于 2002年 10月 24~26日在武汉召开. 

一、征文范围 

(1) 开放式分布与并行计算系统,包括系统体系结构、算法与优化、语言与编译、存储方法与数据结构、操作系统与数据库、
多机与群集系统、系统平台与程序设计环境以及性能分析与评价等; 

(2) 开放式分布异构环境的处理技术,包括这类环境的信息集成、互操作以及环境安全等技术; 
(3) 开放式网络技术与应用,主要包括网络计算与分布式计算、移动计算与代理技术、数据挖掘与数据仓库，以及网络安全技

术等; 
(4) 开放式多媒体处理与并行计算技术,主要包括图形图像理论与算法,语音、视频处理与人机交互、模式识别等; 
(5) 上述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综合评论. 

 二、征文要求 

(1) 论文应是未正式发表的、或者未正式等待刊发的研究成果; 
(2) 论文格式仿照《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刊物的格式,应包含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 
(3) 论文中、英文均可,一般不超过 5000字,一律用 Word2000格式排版,提供 A4激光打印稿一式 2份,并随寄软盘; 
(4) 论文稿件和软盘不论录取与否,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5) 邮寄论文时须在信封左下角或 E-mail主题中注明《DPCS2002》; 
(6) 经程序委员会审查合格的论文,将收录在会议论文集或者推荐到相关期刊发表.论文一律寄给武汉地区联系人. 
三、重要日期与联系方式 

论文截稿日期: 2002年 6月 30日   录用通知日期: 2002年 8月 1日 
武汉地区联系人: 卢正鼎,李瑞轩  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430074) 

电话: 027−87544285;87543884  传真: 027−87545004 
E-mail: rxli@public.wh.hb.cn 

北京地区联系人: 陈炳从  北京 619信箱 63号(100083) 
电话: 010−62311951 

会议主页: http://cs.hust.edu.cn/dpc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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