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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 2023 年下达的团体标准制定计划，团体标准《机器同声

传译系统基本要求与测试方法》由中国翻译协会提出并归口，由科大讯飞(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外文局翻译院、鹏城实验室、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安徽听见科技有限公司、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智能语音创新发

展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华东电信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

标准计划下达前，主导单位在中国翻译协会指导下，开展标准调研以及起草

工作；标准计划下达后，标准起草组在中国翻译协会组织下，按计划开展本标准

制定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2022 年 10 月，主导单位调研机器同声传译技术研发、产品落地以及国内外

标准现状。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 月，主导单位确定标准化对象、标准范围以及标准

核心框架，编制并反复修改标准草案。

2023 年 2 月-5 月，主导单位在起草组内征集对标准草案的修改建议，并逐

步完善标准草案。

2023 年 6 月-8 月，起草组将标准草案提交中国翻译协会进行立项评审，起

草组针对审查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

2023 年 9 月-10 月，起草组再次在起草单位内征集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草

案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系统基本框

架、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本文件适用于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

和维护，也可用于指导第三方测评机构对机器同声传译系统进行功能评估和系统

验收。

本标准结构如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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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标准起草的依据，与其它标准的关系，标准的基本信息，包括标准结构、

提出和归口单位、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系统基本框

架、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和维护，也可用于指导

第三方测评机构对机器同声传译系统进行功能评估和系统验收。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定义本标准正文中出现的、需要解释的术语。

 机器同声传译系统基本框架

机器同声传译系统包括服务端和应用端，其中，应用端用于输入与输出信息

的处理和显示，包括声学降噪模块、字幕显示模块、音频播放模块、视频播放模

块（可选内容）；服务端用于对输入的源语言音频流进行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和

语音合成等处理，包括；语音识别模块、识别后处理模块、机器翻译模块、翻译

后处理模块、语音合成模块、虚拟人模块（可选内容）。

 内容概要

基本要求包括核心技术要求和系统功能要求。

核心技术要求包括源语言语音到目标语言文字的翻译效果、翻译实时性、翻

译可读性；源语言语音到目标语言语音的翻译效果、翻译实时性、语音合成要求；

源语言语音到目标语言视频的翻译效果、翻译实时性、语音合成要求、虚拟人合

成要求。

系统功能要求包括效果优化、内容管理、离线同传和内容安全。其中，效果

优化包括热词干预、领域模型定制、人机协同干预；内容管理包括会议导出。

测试方法包括测试准备、测试环境和测试方法，其中测试方法与核心技术要

求和系统功能要求是一一对应的。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起草组组织了参编单位开展了标准讨论工作，参编

单位对本标准中所涉及的核心技术要求和系统功能要求进行了合理性和规范性



团体标准起草资料

3

的讨论。

在确定指标时，为了保证标准指标的科学合理性，基于对机器同声传译系统

相关产品的指标统计和各位专家对于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的讨论，确认了各项指

标。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标准，未采标国际标准。

目前国际相关标准制定时间较为久远，并且重点在语音翻译（交传）上，与

本标准关注的机器同声传译系统相关度较低。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规定。

国内标准多数关注文本翻译系统、语音翻译评估；信通院在研行标对机器同

传系统制定了相关评估方法，但在字幕同传、语音同传、虚拟人同传方面没有系

统性地明确要求和测试方法，因此，本标准与相关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鉴于本标准的内容，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标准实施效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推动本标准的贯彻实施：

1、 协会积极推动：标准发布后，由中国翻译协会牵头，组织召开标准发

布通报会，并通过官方媒体在相关产业链和应用领域加强宣传，提升标准的宣传

权威性和受众针对性；

2、 制定配套实施政策：通过制定配套实施政策，如在招投标、市场准入、

认证服务、企业对标达标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强标准的实施力度，引导和提

升相关企业和单位应用标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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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标准检测认证一体化：鼓励第三方依据和采用标准进行产品试验、

检测和认证，开展产品国家标准符合性测试，同时推动建立政府和市场的多方标

准质量采信机制，不断提升标准实施的效力。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机器同声传译系统基本要求与测试方法》

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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