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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 ZYF 00X《中国特色话语翻译 高端语料库建设》的第 3部分。ZYF 00X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基本要求 

——第 2部分：系统架构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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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助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

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利用信息化和语料库技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翻译语料库，有助于中国特色话语的阐释与

传播，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话语传播途径、拓宽传播方式、创新传播机制，增进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软实力。中国特色话语翻译高端语料库

建设系列标准旨在通过规范语料库建设过程、系统平台、质量控制方法等，提高语料库建设

效率和质量，拟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 1部分：基本要求。目的在于给出语料库建设基本原则、基本流程、步骤、管理

要求。 

——第 2部分：系统架构。目的在于明确语料库建设系统的主要架构和功能。 

——第 3 部分：抽样检验。目的在于给出对语料库质量合格情况进行检验评估的程序、

流程、判定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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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话语翻译 高端语料库建设 第3部分：抽样检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利用抽样统计理论对中国特色话语翻译高端语料库（以下简称“语料库”）

质量合格情况进行检验评估的基本思想、抽样方案的关键参数、抽样检验流程、抽样风险处

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在无法对语料库所有内容质量进行全面检验时对语料库建设进行质量控

制、验收评价、等级评定、资源管理等工作，其他语料库建设管理工作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包括语料库的具体检验项目、质量要求、检验技术、检验工具等。 

注1：本文件给出对语料库进行抽样检验的程序规则，不涉及具体检验的特性、要求等，抽样检验结果

以“合格/不合格”“满足/不满足”“正确/不正确”“接收/不接受”等形式给出，而不是“好/坏”或“一

级/二级”等。 

注2：对于语料质量的具体要求（如译文是否正确、标注是否规范等）以及判别标准等，是由每个具体

的语料库建设或检验任务来确定，不在本文件范围内。 

注3：无法对语料库所有内容质量进行全面检验，可能是由于语料库规模太大、无法通过软件工具自动

进行、或由于时间紧或成本高无法全面展开等多种原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ZYF 00X—2021 中国特色话语翻译 高端语料库建设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

验抽样计划 

3 术语和定义 

ZYF 00X—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验  inspection  

为确定中国特色话语翻译高端语料库的各特性是否合格，测量、检查、测试语料库的

一种或多种特性，并且与规定要求进行比较的活动。 

[来源：GB/T 2828.1—2012，3.1.1，有修改] 

3.2 

初次检验  original  inspection  

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对批进行的第一次检验。 

[来源：GB/T 2828.1—2012，3.1.2，有修改] 

注：对于已判定为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批，经修改后再次提交检验，不属于初次检验。 

3.3 

批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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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语料记录。  

[来源：GB/T 2828.1—2012，3.1.13，有修改] 

注：本文件的“批”不同于语料库建设提交过程中的建设和交付时用到的“批”的概念。前者表示为

进行抽样而对语料库记录进行分组后每组的规模，是抽样过程中对记录的重新分组。后者表示语

料库建设阶段成果规模，是按建设阶段或提交时间来划分的。因此，一次提交的数据也可能会分

为多个抽样的批，一个抽样批中也可能包括多次提交的数据。 

3.4   

批量  lot size 

批中包含的语料记录的条数。 

[来源：GB/T 2828.1—2012，3.1.4，有修改] 

3.5  

样本  sample 

取自一个批并且能提供该批信息的一个语料记录。 

[来源：GB/T 2828.1—2012，3.1.15，有修改] 

3.6   

样本量  sample size  

样本中所包含的语料记录的个数。 

[来源：GB/T 2828.1—2012，3.1.16，有修改] 

3.7  

抽样方案  sampling plan 

样本量和判定批符合质量要求准则的组合。 

[来源：GB/T 2828.1—2012，3.1.17] 

3.8  

正常检验  normal inspection 

当过程平均（见 3.1.12）优于接收质量限（见 3.1.13）时，所使用的一种能保证批以高

概率判定符合质量要求的抽样方案的检验。 

[来源：GB/T 2828.1—2012，3.1.20] 

3.9  

加严检验  tightened inspection 

使用比相应正常检验抽样方案判定符合质量的准则更严厉的判定准则的一种抽样方案

的检验。 

[来源：GB/T 2828.1—2012，3.1.21，有修改] 

3.10  

过程平均  process average  

在规定的时段或语料库建设内质量水平的平均。 

[来源：GB/T 2828.1—2012，3.1.25] 

注：在本部分中，过程平均是过程处于统计控制状态期间的质量水平的平均。 

3.11 

接收质量限  acceptance quality limit   

当一个连续系列批被提交验收抽样时，可容忍的最差过程平均质量水平。 

[来源：GB/T 2828.1—2012，3.1.26] 

4 符号和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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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接收数（Accept） 

AQL：接收质量限（Acceptance Quality Limit） 

N：批量（lot size） 

n：样本量（sample size） 

Re：拒收数（Reject） 

5 基本思想 

本文件所给出的抽样检验方法是从待检验的语料库中随机抽取部分语料记录（即样本）

进行检验，根据语料库合格率（或不合格率）要求、语料总体规模、抽样过程、样品中不合

格品的数量等信息，分析判断语料库整体质量是否达到指定合格率（或不合格率）的一种方

法。 

注：本文件不是计算语料库实际合格率（或不合格率）到底是多少，而是判断其质量是否满足某个合

格率（或不合格率）要求。其思想是，只要满足合格率要求即可判为质量合格，从而减少样本量

和计算复杂度。 

由于抽样的随机性，对语料库整体质量的判断会存在一定误判或漏判风险。通过合理确

定抽样参数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这些风险。 

6 抽样方案的关键参数 

批和批量 6.1 

总体而言，批和批量的确定主要和语料库建设人员专业水平、语料库建设流程、质量要

求高低、语料库错误影响程度、管理工作量大小、检验时间要求、成本要求等因素有关。 

总体而言，在语料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增加批次，检验工作的误判和漏判风险会下降，

检验所需总样本量会增加，检验总成本、管理成本也会增加。 

检验水平 6.2 

检验水平反映了对抽样检验工作质量管理要求的严格程度。本文件中，检验水平从低到

高依次为：水平I、水平II和水平III。 

如希望漏判风险和误判风险较低、提高鉴别能力、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则需要较高的检

验水平，需要的样本量也较多；如对漏判风险、误判风险、鉴别能力等要求不高，则可降低

检验水平，以减少样本量。 

接收质量限 6.3 

本文件中，接收质量限（AQL）以不合格记录所占百分比来表示，是语料库所有方所

允许的最大不合格率。本文件中，不合格率与合格率的相互关系为：不合格率=1-合格率。 

每个语料库只能设置一个AQL值，语料库中的每个数据表只能设置一个AQL值。 

AQL值越大，表明允许的不合格记录所占比率越大，也就是质量要求越低，对抽样方

案的严格程度要求也就越低；反之，AQL值越小，表明允许的不合格记录所占比率越小，也

就是质量要求越高，对抽样方案的严格程度要求也就越高。 

按照GB/T 2828.1-2012中第11章所给出的判别标准，如实际抽样检验结果判别为接收，

则表明语料库的实际不合格率不超过接收质量限，即不超过允许的不合格率，则通过抽样检

验，认为语料库质量合格；反之则表示未通过抽样检验，语料库质量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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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L是抽样方案设计和实施抽样检验的重要指标，其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应能够满足语料库建设、管理的实际需求，并兼顾考虑工作成本等要求，不宜设置

过高或过低； 

b） 应考虑语料应用服务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于影响较大的，AQL

宜设置较低； 

c） 同一语料库下不同数据表的AQL设置可以不同，但AQL较高的数据表会影响语料

库整体质量。 

抽样方案类型 6.4 

本文件中，当对语料库进行抽样和判定时，抽样方案类型主要分为两种： 

a） 一次抽样方案：一次性抽取所有样本并进行判定； 

b） 二次抽样方案：先抽取一定数量样本并进行判定，根据判定结果确定是否再从该批

剩余记录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第二次检验和判定。 

在其他各项参数和要求都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抽样方案类型达到的效果几乎相同。对同

一语料库进行抽样检验时，不同抽样方案类型间不宜混用。 

不同抽样方案类型各有特点，简单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抽样方案类型比较 

特点比较 

方案类型 

一次抽样方案 二次抽样方案 

每批平均样本量 多 少 

每批样本量变动 无 有 

管理难度 低 高 

操作难度 低 高 

操作性 简单 复杂 

注：从管理角度，总体来说，一次抽样简单，对批判断的失误少。二次抽样管理较复杂，

演算及记录比较困难、繁琐，对检验人员的能力和知识要求较高。 

当语料库整体的质量情况预估很好或者很差时，可选用二次抽样方案。 

7 抽样检验流程 

中国特色话语翻译高端语料库抽样检验的主要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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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抽样参数确定

抽样检验实施

结果判别

抽样方案设计

 

图 1 抽样检验流程图 

需求分析 7.1 

结合具体语料库内容、检验要求、建设要求、应用需求、管理成本等信息，从以下方面

综合分析语料库抽样检验工作具体要求： 

a） 质量水平要求； 

b） 语料库规模； 

c） 语料库结构； 

d） 语料库建设流程； 

e） 单个样本检验工作难度； 

f） 检验工作误判和漏判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 

g） 经费、时间、以及其他检验工作所依赖的资源限制。 

抽样参数确定 7.2 

7.2.1 批和批量的确定 

根据ZYF 00X—2021，语料库通常由多个表组成，每个表存储不同类型数据，不同表的

结构可能不同，每个表内存储多条语料数据。当语料库规模较大或持续建设时，可按照下列

步骤将语料库分解为多个批之后进行分批检验，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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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语料库分解为待检验批示意图 

基本分批要求如下： 

a） 对语料库中每个数据表，对表中的语料记录进行分组，分组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语料库加工过程相同、参与人员（主要是翻译和标注人员）相同、机器翻译

软件版本、以及自动标注工具版本都相同，可分为一组； 

2） 语料库加工过程、参与人员（主要是翻译和标注人员）、机器翻译软件、自

动标注工具中任何一个不相同时，不宜分为一组； 

b） 对每个记录分组根据管理需求和6.1进行分批。 

7.2.2 检验水平的确定 

在没有特殊要求和规定时，宜使用检验水平Ⅱ。当有必要提高鉴别力时，应选择检验水

平III。当必须减少样本量时，可选择检验水平I。 

7.2.3 接收质量限 AQL的确定 

本文件中，如无特殊要求，可将相关质量要求规定中的不合格率视为 AQL 值，也可根

据需要确定一个更严格的 AQL 值。 

如果给出的是语料库整体的AQL值，那么每个数据表的AQL值应不大于语料库的AQL

值，每个数据表可根据其重要性、影响程度等设置不同的 AQL 值。如果是给出的每个数据

表的 AQL 值，语料库的总体 AQL 值宜选择所有数据表的最大 AQL 值。 

注 1：相关质量要求规定一般会在语料库建设合同、任务书等文件中给出。 

注 2：根据 GB/T2828.1，AQL 值一般不超过 10%。 

抽样方案检索 7.3 

7.3.1 AQL 值可直接检索到 

当已确定的 AQL 值可以直接在 GB/T 2828.1—2012 表 2 和表 3 中检索到时，根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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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和确定的参数，按照 GB/T 2828.1—2012 中 10.3 的要求，检索确定抽样方案。示例

见附录 A。 

7.3.2 AQL 值不可直接检索到 

当已确定的AQL值不能直接在GB/T 2828.1—2012表 2 和表 3中检索到时，可按照 7.3.1

的要求，从表中按与原 AQL 相近的 AQL 进行检索，也可按照，可根据图 3 和表 2 计算求

得抽样方案。 

确定检验状态和方案类型

计算样本量

检索参照样本量

对比确定样本量

检索抽样方案
 

图 3  利用 AQL 计算抽样方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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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抽样方案计算汇总表 

方案 

类型 

样 本 量

系数 

累 计 样

本 量 系

数 

接收质量限（AQL）—正常检验 

12.5/n 50/n 80/n 125/n 200/n 315/n — 500/n — 800/n — 1250/n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一次 1 1 0  1 1  2 2  3 3  4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1 22 

二次 
0.63 

0.63 

0.63 

1.26 
* 

0  2 

1  2 

0  3 

3  4 

1  3 

4  5 

2  5 

6  7 

3  6 

9  10 

4  7 

10 11 

5  9 

12 13 

6  10 

15 16 

7  11 

18 19 

9  14 

23 24 

11 16 

26 27 

 

20/n 80/n 125/n 200/n 315/n — 500/n — 800/n — 1250/n — 

接收质量（AQL）—加严检验 

注：*表示采用一次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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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流程如下。 

a) 确定检验状态和方案类型：确认需要检索方案的检验状态为正常检验还是加严检验，

抽样方案类型为一次抽样方案还是二次抽样方案。 

b) 计算样本量：根据表 2计算样本量。如果是正常检验，则根据表 2第一行数值计算，

若为加严检验，则根据表 2最后一行数值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 正常检验，表 2第一行数值即 12.5/n、50/n、80/n„„1250/n 为正常检验时的

AQL值，在 AQL值确定后样本量n通过计算可得，即n=12.5/AQL，n=50/AQL，„„，

n=1250/AQL，据此依次计算出第一行的 n值； 

2） 加严检验，表 2最后一行数值即 20/n、80/n、1250/n„„1250/n 为加严检验时

的 AQL值，在 AQL值确定后样本量 n通过计算可得，即 n=20/AQL，n=80/AQL，„„，

n=1250/AQL，据此依次计算出最后一行的 n 值。若为一次抽样方案，样本量系

数为 1，计算所得的 n值即为样本量值；若为二次抽样方案，因其样本量系数为

0.63，计算所得的 n值乘以 0.63即为二次抽样方案的单次样本量。 

c) 检索参照样本量：根据已确定批量与检验水平通过 GB/T 2828.1—2012 表 1 检索相

应的样本量字码，再根据样本量字码对照 GB/T 2828.1—2012表 2A、表 2B、表 3A、

表 3B查找相应检验状态和方案类型下样本量字码对应的样本量，将此样本量作为参

照样本量。 

d) 对比确定样本量：将参照样本量与 b)中计算所得的样本量进行比较，选定 b)中最接

近参照样本量的值。 

e) 检索抽样方案：检索表 2，根据 d)中选定的样本量所在列，结合方案类型所在行，

二者交叉处即为抽样方案的接收数与拒收数，即可获得抽样方案。 

抽样检验实施 7.4 

7.4.1 基本方法 

除对检验有特殊要求之外，检验开始时一般采用正常检验。 

7.4.2 确定抽取样本的方法 

样本抽取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按语料库中的数据表进行分层，然后按比例从不同层中

（即数据表中）使用简单随机的方式抽取样本。 

简单随机抽样，即通过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随机数，对应到语料记录，抽取对应语料记

录作为样本。 

7.4.3 每批结果判别 

根据每批样本的不合格记录的数量，判断该批是否通过检验，通过检验则称为“接收”，

未通过检验则称为“不接收”。 

不接收的批的处置按照 GB/T 2828.1—2012 第 7 章规定执行。 

注：本文件中的“接收”、“不接收”仅表示批的抽样检验是否合格，是为了与 GB/T 2828.1—2012 保

持一致。实际应用中，对于“接收”的批中语料记录能否进入下一个业务环节，需要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和

管理要求来确定，不在本文件范围内。 

样品质量和正确性的分析判断工作可通过机器自动、人机交互、专家评判等形式结合进

行。 

当专家评判时，应由中高级以上资质译员负责实施。 

评判工作主要根据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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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YF 00X—2021 中的规定的审校要求； 

b） 语料库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中规定的要求； 

c） 项目委托方和建设方共同确认的其他要求。 

 

7.4.4 转移规则及结果判别 

宜根据图 4 给定的规则，对连续各批进行检验和判别。 



 

11 
 

开始

连续5批或少于5批
中有2批不接收

按顺序选择1批进行
正常检验

加严检验

累计5批不接收

未通过检验

所有批检验完成

结束

该批检验结果
是否接收

连续5批接收

修改不接收批的语料

暂停检验
改进生产

通过检验

否 否

否

否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图4 转移规则 

 

加严检验时，应按照 GB/T 2828.1—2012 表 2-B、表 3-B 进行检索抽样方案并执行相应

的检验。 

注：本文件不使用放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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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暂停检验及改进生产 

如因不接收批次数量累计达到上限，应暂停检验，应对语料库建设过程进行全面检查，

分析不合格记录产生原因，改进语料库建设工作。 

批的再提交 7.5 

对于拒收批，如果可能，应对整批进行筛选，剔除所有不合格记录，并对不合格记录加

以修改或者替换（剔除的不合格记录经过修改校正后可选择归入原批），再次组批交验，即

再次提交。再次提交时，对导致拒收的这类不合格都应进行检验，因重新修改或替换可能引

起的其他类不合格也应进行检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别的项是否进行检验可根据实际需要而

定。 

8 抽样风险处理 

抽样检验存在一定的错误判定风险，即抽样风险。抽样风险是由于抽取的样本有限而不

能真实反映语料库的质量所造成。抽样风险是源自抽样本身的风险，无法完全避免。 

抽样风险主要分为误判风险和漏判风险：达到语料库质量要求但被判定为不合格的为误

判，体现为误判风险；未达到语料库质量要求但被判定为合格的为漏判，体现为漏判风险。 

抽样风险受到样本量、判定数以及检验水平等影响。 

可通过以下方法降低误判风险： 

a）  提高改进对样本进行检验的技术、方法、流程等； 

b） 其他参数不变时，提高检验水平； 

c） 对检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专业能力，必要时应由专家参与检验； 

d） 进行复检复查。 

可通过以下方法降低漏判风险： 

a） 其他参数不变时，提高检验水平； 

b） 其他参数不变时，降低批量，增加批次； 

c） 利用软件系统或工具辅助检验； 

d） 进行复检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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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抽样方案检索示例 

A.1 AQL值可直接检索到 

对某语料库进行连续分批的抽样检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抽样参数为：批量为5000，

采用检验水平II，AQL值为0.1，使用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检验，抽样方案检索步骤如下： 

初次检验时使用正常检验，确定的抽样方案为一次抽样。 

a） 首先检索样本量字码，依据GB/T2828.1-2012表1，根据批量5000所在的行和检验水

平II所在的列找到交叉位置的样本量字码为L（如图A.1所示）； 

b） 检索正常检验的抽样方案，依据GB/T2828.1-2012表2-A，根据样本量字码L所在行

和AQL值0.1所在列交叉位置寻找抽样方案，查表可知此交叉位置为向上箭头（如

图A.2所示），根据标准，选择箭头所指向的上一行的方案作为抽样方案，这里确

定的抽样方案为（125,0,1）； 

c） 按照抽样方案（125,0,1），抽取125个样本进行检验，接收数为0，拒收数为1，即

如果未发现不合格则该批检验通过，如果发现有1项检验不合格则该批不能通过检

验。 

在连续批的检验中，如果出现连续5批或少于5批中有2批不接收，则实施加严检验，加

严检验的抽样方案依据GB/T 2828.1-2012表2-B进行检索，检索方法同正常检验。 

 

图A.1 样本量字码检索示意图 



 

14 
 

 

图A.2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索示意图 

A.2 AQL值不可直接检索到 

对某语料库进行连续分批的抽样检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抽样参数为：批量为3000，

采用检验水平II，AQL值为0.5（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不能进行调整），使用一次抽样方案进行

检验，抽样方案选择步骤如下： 

a） 根据标准正文中表2计算样本量，如表A.1所示； 

表A.1 AQL值为0.5时抽样方案表 

样本量n 25 100 160 250 400 630 — 1000 — 1600 — 2500 

Ac  Re 

一次抽样 

0  1 

1  

2 

2  

3 

3  

4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1  

22 

b） 根据批量3000，检验水平II，检索GB/T 2828.1—2012表1得到样本量字码为K，再根

据GB/T 2828.1—2012表2-A，可知样本量字码为K对应的样本量为125，把125作为参

照样本量； 

c） 从表A.1中可知，样本量100与参照样本量125最接近，因此选定样本量100； 

d） 根据标准正文中表2，样本量100对应的列与一次抽样方案对应的行交叉处的接收数

和拒收数分别为1和2，因此抽样方案为（100,1,2）。 

若改为使用二次抽样方案进行检验，抽样方案选择步骤如下： 

a） 根据标准正文中表2计算样本量，如表A.2所示： 



 

15 
 

表A.2 AQL值为0.5时抽样方案表 

样本量组 

（n1, n2） 

（16,16） （63,63） (101,101) (158,158) (252, 252) 

(397, 

397) 

— 630 — (1008, 1008) — (1575, 1575) 

Ac  Re 

二次抽样 

* 

0  2 

1  2 

0  3 

3  4 

1  3 

4  5 

2  5 

6  7 

3  6 

9  10 

4  7 

10 11 

5  9 

12 13 

6  10 

15 16 

7  11 

18 19 

9  14 

23 24 

11 16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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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批量3000，检验水平II，检索GB/T 2828.1—2012表1得到样本量字码为K，再根

据GB/T 2828.1—2012表3-A，可知样本量字码为K对应的样本量为(80,80)，把(80,80)

作为参照样本量； 

c） 从表A.2中可知，样本量 (63,63)与参照样本量 (80,80)最接近，因此选定样本量(63,63)。 

d） 根据标准正文中表2，样本量(63,63)对应的列与二次抽样方案对应的行交叉处的接收

数和拒收数分别为0，2和1，2，因此抽样方案为（63,63 | 0, 2;1,2）。 

加严抽样检验方案的获得方法与正常方案类似，计算样本量时要选择标准正文中表2最

后一列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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