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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字句在汉语言中是一种特殊的句子结构 ,

它在日常对话中出现频率极高以至我们无法忽视它

们的用法。事实上 ,“把”字句已经吸引了绝大部分对

汉语言感兴趣的语言学家的关注。获得这么多的关

注不仅因为“把”字句是一种特别的汉语言现象 ,而

且也是因为语言学家对于“把”字句的语法范畴到底

是归于动词还是介词至今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

历史角度来讲 ,很多证据证明它更多地被当作动词

使用 ,而非介词。但近些年的研究趋向于把“把”字句

归类到介词词组 ( PP) ,这是以及物动词的前置宾语

(常为名词词组 N P)为特征。接下来我们将简单地介

绍语言学家们不同的观点 ,然后以受控语言 (受控语

言是一种规范化的人工语言 ,包括具有较强族性检

索功能的分类语言和具有较强特性检索功能的主题

语言 )技巧为基础说明在试验性英译汉机器翻译系

统中我们选择的观点。 我们将特别强调在把特定英

语祈使句转换成包含“把”字句的汉语句子时遇到的

问题。在有些情况下是必须用“把”字句转换的 ,但在

另外一些情况中却是可选择的或者可以使用“把”字

句的其他替换句型 (在标准的句子结构 V+ N P+ X

和“把”字句 BA+ N P+ V+ X之间 )。
[1 ]

　　一、“把”字句:动词词组还是介词词

组

应当申明 ,我们在这里既不是要把所有对“把”

字句的研究概括、陈列于此 ,也不是在此论文中证明

其他研究者研究成果中的所有不同定义。我们只是

设法证实如何更好地阐述我们对该句型的实践 ,以

达到我们的具体目标:适应英译汉机器翻译系统并

为之提供服务。在汉语语言学中 ,关于“把”在“把”字

句中到底是动词还是介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由于

很难获得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把”字句到底是一个

动词还是介词 ,一些语言学家把“把”和其他一些有

相同特点的词 ,例如“被” ,认定为次动词或副动词。

次动词或副动词既是动词 ,也是介词。由于语言学家

之间不能达成共识 ,对这种句型的分析形成了两个

独立学派:动词词组 ( V P)派和介词词组 ( PP)派。[2 ]

第一个学派的语言学家认为“把”字句属于动词词

组 ,因为它的表面结构和连动式很相似 ( Subj+ V+

( N P1+ 2)+ V 2+ ( N P2) … ) (可参考例 1b)。
[3 ]
“把”

字可以代表连动式句型中的第一个动词并形成“把”

字句。在他们看来 ,不仅“把”字与连动式句型中的其

他对应动词有相同特点 (是指一个句子中任何两个

或两个以上动词的表层字符串 ) ,而且“把”字的一些

特点表明: “把”字和“把”字后面的句子成分构成的

句型使“把”字看起来更像一个带着补足语的非谓语

动词。
[4 ]
见下例:

例 1a　张三 把李四打了一拳 ,王五踢了两脚。

(字面翻译: Zhang San BA ( V1) Li Si hi t

( V2) LE3 ( ASP) a punch, W ang Wu kick ( V 3)

LE ( ASP) tw o foo t ) Zhang San gave Li Si a punch



and Wang Wu tw o kicks.

例 1b　我 开门 进去取书

(字面翻译: I open ( V 1) doo r come ( V 2) in

take (V 3) book) I opened the door and w ent in to

take a book.

语言学家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把”字句和介词词

组不一样 ,“把”不能位于句首 ,比如:

例 1c　把 李四 ,张三打了一拳 ,王五踢了两脚。

使其与接下来的例子 (包含一个介词词组 )相

比:

例 2a　他在北京买了一本书

(字面翻译: He in Bei jing buy LE ( ASP) a

BEN ( Clssi fier ) book; ) He bought a book in

Bei jing.

例 2b　在北京 ,他买了一本书

(字面翻译: In Bei jing , he buy LE( ASP) a

BEN( CL) book) In Bei jing , he bought a book.

此外 ,和其他动词一样 ,“把”和“没有”一起出现

时表示否定意义 ,比如例 1a: 张三没有把李四打一

拳 ,王五踢两脚。

(字面翻译: Zhang San, M EI YO U, BA Li Si

hit a punch, Wang Wu kick tw o foo t ) Zhang San

did no t giv e Li Si a punch and Wang WU tw o

kicks.

另外 ,和其他单音节动词一样 ,“把”作为一个动

词可以充当名词的定语 ,只要在“把”和名词之间加

上一个“的”便可实现 ,例如: “念的书” ,“听的歌” ,

“把的关”。
[ 5] 300
第一个学派对“把”字句基本的结构

分析如图 1所示。

图 1　“把”作为动词

`把’作为动词。如例 3:张三把李四打了。 (字面

翻译: Zhang San BA Li Si hi t LE) Zhang San hit

Li Si.

第二个学派的语言学家称“把”字句是介词词

组 它的句首词后跟着一个名词词组补足语 这个名

词词组在句子中也位于及物动词的前面 (如例 4a)。

尽管“把”有明确的动词特征 ,却没有资格单独作为

句子的主动词或谓语动词使用。另外 , 在普通话中

词的附 加成 分也 是考 察一 个词的动词共轭

( v erbhood, 两个以上的动词同时共享一个主词及时态 )

的条件之一。实际上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把”和一个附加

成分 ,比如“了”、“过” (表示过去式 )、“着” (表示现在时 )

等词一起使用,句子就会变得很奇怪且不符合语法规则

(可看下面的例 4b和例 4c)。

例 4a　他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字面翻译:

He, BA, just now , DE ( ST R) , talks, ag ain,

speak, LE, one BIAN ( CLS) ) He repeated what

he had said just now.

和下面带附加成分的句子相比:

例 4b * 他把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 LE)。

例 4c * 他把过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 GUO)

例 4d * 他把着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 ZHE)

和其他动词相比:

例 5a　他看了这本书 ( LE)

(字面翻译: he, look, LE, this book)

He has read the book.

例 5b　他看过这本书 ( GUO)

(字面翻译: he, look, GUO, this book)

He read the book.

例 5c　他看着这本书

He is looking a t the book.

一些语法标准也支持他们对此句型的观点用以

测试一个词的动词共轭。比如 ,在中文中大多数单音

节动词能够成为独立的“ AA”或 “ A- A”结构的叠

词 ,例如: “ 看 ( see, look)”成 “看看”或 “看一看” “

读 ( read)”成“读读” 或 “读一读” ; “吃 ( eat )” 可转

换“吃吃” 或 “吃一吃” ; “走 ( go o r w alk)”可转换

“走走” 或 “走一走” ; 但却不能把 “把” 转换成 “把

把”或 “把一把” (一些及物动词用这种方式可以脱

离宾语单独使用 ,但是叠词 “把把” 或 “把一把” ,作

为一个动词 ,后面必须跟有宾语 ,例如 “把把关

( make checks; to guard a pass, etc. )” 或“把一把

关” )。另外 ,“把”字句后面的动词是一个及物动词 ,

它归属于 (或支配 )它的前置逻辑宾语 (介词“把”的

补足语 )。在主动词的后面或紧挨着这个动词的前面

往往还有其他补充成分。换句话说 ,不能单独跟在宾

语后面的动词被转移到了斜体字部分的前面 (可看

例 6a 例 7a和例 7c)以及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例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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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例 7d。另外 ,汉语是一种突出主题的语言 ,按照顺

序它的主题往往被放在句子的其它成分之前。 在很

多案例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把”字句有这样一种作

用:强调这个句子结构所包含的语义内容 (可从例 6a

和例 6b与例 7a和例 7b的对比中发现 )。我们仍以例

4a——例 4d为例 ,把它用于下例中: “他把刚才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6 ] 235

试比较:

例 6a　他把刚才的话又 重复了一遍。

( Subj + BA-structure + V + auxi lia ry

consti tuent )

例 6b　他又 重复了刚才的话。 ( Subj+ V+

Obj)

例 6c　* 他把刚才的话又 重复。

例 7a　我把信读了一遍 ( Subj+ BA- structure

V+ LE+ auxi lia ry consti tuent ) (字面翻译: I BA

let ter read one BIAN ( CLS ) ) I read the let ter

once.

例 7b　我 读了信。 ( Subj+ V+ Obj) I read the

let ter.

例 7c　 我 把 信 仔 细 地 读 了。 ( Subj+

BAstructure+ auxi lia ry consti tuent+ V+ LE) (字

面翻译: I BA let ter ca refully read LE ) I have

carefully read the let ter.

例 7d　* 我把信读。

如例 6a、例 6c以及例 7a、例 7c、例 7d所示 ,如果

我们省略了例 6a中的补充成分“一遍”和例 7a、例 7c

中的“ 一遍” , “仔细地”和 “了” ,那么这两个句子例

6c和例 7d都将不符合语法规则。据此 ,我们把第二

个学派的句子结构分析如图 2所示。

图 2　“把”作为介词

按照图 2所示 ,“把”字句常常有以下两种线型

结构: [ 5] 300

1. N P* + BA+ N P+ V+ X

2. N P* + BA+ N P+ X+ V

在这两种句型中 ,“把”字句有一个可选择的 (在

许多情况下 ) N P* 作为主语 ,紧跟着“把”字和名词

词组 ( N P)补足语 ,然后是一个及物动词 V和其他句

子成分 X(它有可能在动词前面 ,如上面结构 2,而且

常常是一个副词或者介词词组 )。 在此文中 ,我们采

用的观点是: “把”是一个介词 ,与它一起的宾语位于

主动词的前面。 “把”字结构模式和很多其他修饰性

副词一样起着修饰动词的作用 ,并且他们常位于主

语和谓语动词之间。
[6 ]233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观点

是因为与把“把”字句当作连动式句型中的动词词组

相比 ,把它当作介词词组更易于句法分析和确切的

表达。接下来 ,我们将证明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中让

“把”字句形式化并用以处理相应的英语祈使句 ;如

何让这些英语句子最终翻译成包含“把”字句的符合

语法规则的目标汉语。

　　二、“把”字句的形式化

以笔者曾经经历过的用于自动翻译医疗方案的

机器翻译系统为例 ,这些方案以寄生虫病和生物克

隆为主要内容。 在这些方案中 ,主要句型为祈使句。

由于“把”字句在转换 SL句子包含的一些信息时是

必不可少的 ,研究团队已经把一些英语句子正式转

换成了带有“把”字句的相应的中文句子。为了做好

这个工作 ,我们仔细地比较了每个句子组的英语语

句和汉语语句 ,这些句子来自于我们为了这项研究

所构建的双语语料库。以这种方式 ,我们取得了足够

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特殊汉语句型在机器翻译系统中

的形式化。尽管“把”字句在普通话中是一种多产的

句型 ,这是指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句型 ,从我们对

该语料库的观察中发现这些衍生出来的句型是比较

有限的。尽管如此 ,但它们对确切的表达还是必不可

少的。如上所述 ,我们已经为试验性机器翻译系统构

建了一本相应的双语语料库用以自动翻译医疗方

案。方案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寄生虫病 ,一种在人类和

动物中都存在的疾病 ;另一个来源是分子克隆。和其

他科学文献一样 ,我们搜集的医疗文本在文章结构

和用词上也有很高的同质性。 但我们主要采用的是

一些篇幅较长 ,结构复杂且很难分析或很难被正式

描述的句子。为了降低语言上的难度 ,我们采用了受

控语言技巧。换句话说 ,我们首先简化了原文使之能

被电脑加工 例如 使文章总结构和术语标准化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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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词汇和句子结构的用法 ,这些都让我们避免了很

多复杂的语言现象 ,帮助我们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受

控书写规则。事实证明 ,受控语言在很多机器翻译系

统中很适用。通常 ,机器在接受到更简单和更清楚的

句子时能够更好地输出目标语。 我们最终用以语言

分析的是已经被我们处理得很好的终极文本 ,它以

统一的语法为基础。据我们的观察 ,需翻译成带

“把”字句汉语的英语句子有两类:一类是强制性的 ,

另一类是可选择的 (即可出现“把”字句或者也可不

出现 )。这类句子的典型特点是句子中的主动词常常

表明的是一种变化或运动 ,因此 ,在源语言和目标语

中 ,这种变化或运动的行为结果都是由介词词组表

现出来 ,比如:

例 8　 Insert a catheter in the cyst. 把导管插入

到包囊中。

例 9　 Sto re the tube on the ice. 把试管存放在

冰上。

这种句子的句子结构在 SL中可表示为:

S—— V P

V P—— V N P PP

我们通过在例 8和例 9中运用谓语主目得到了

两个基本表达方式:

插入 ( - , Compl1, in- Compl2)

存放 ( - , Compl1, o n- Compl2)

“- ”是指动词的位置 ,这可根据具体情况变化。

根据对应的 T L,我们可以把 TL表达为:

S-V P

V P-PP1 V PP2

这里 ,第一个介词词组 PP是指“把”字句 ,第二

个 PP相当于 SL中的介词词组 PP。因此例 8和例 9

可以分别被表达为如下 TL:

插入 ( BA- Compl1, - , 到 - Compl2-中 )

存放 ( BA- Compl1, - , 在- Compl2-上 )

事实上 ,例 8的汉语翻译可以省略第二个介词

“到… (中 )” ,因为我们在汉语翻译中为英语介词

“ in”编入一个相应的汉语是很方便的。 但这样做有

时候会使 T L句子有一点冗长 ,不过这样的句子是

完全可行且符合语法规则的。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句

子中的每个单词都有它应有的地位 ,所以只要有可

能 ,尤其是只要在 TL句子中能被接受 ,我们就给 TL

句编入一个相应的词与 SL的介词 (或其他副词、 NP

等作为修饰性副词 )匹配。 这样做 ,机器就可以在大

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双向机器翻译中发挥更好的作

用。 与 SL介词相对应的词常常由两个中文字符构

成 ,且结构为“ X… Y”。“…”是介词补足语的位置。

第二个元素“ Y” 在汉语中常常是一个表明方向或

位置的名词。但我们认为 ,它和第一个介词“ X”是不

相交的两个部分。换句话说 ,“X… Y”结构在我们的

实验中是一个语言单位。 T L句子中介词短语的词

汇化也是我们用以证明一个句子是否要使用“把”字

句结构的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是 ,这种尝试可以减少

为这个系统制定过多的语法规则。例如:什么时候一

个介词要被翻译成中文 ,什么时候不需要。与多数英

语祈使句一样 ,对应的汉语句子也以动词为首。但在

一些情况中 ,也常使用“把”字句。 一般而言 ,很多句

子都可以用两种方式表达:一是以动词为首 ,二是以

“把”字句为首。总体上 ,它们没什么区别。但是在语

义上 ,以动词为首的介词更具叙述性 ,而以“把”字句

为首的句子在表达观点的时候显得更有力 ,也更权

威。 例如:

例 10　 Sto re the tube on the ice.

a.把试管存放在冰上。 ( BA+ N+ V+ PP)

b.在冰上存放试管。

例 11　 Aspirate the contrast medium from the

cy st .

a.把造影剂从包囊中抽出来。

b.从包囊中抽出造影剂。

这些句子的语义表达必须严格按照顺序。尽管

例 10和例 11的两句中文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但在

这个案例中“把”字句表述得更加清晰、自然 (如例 10

中的 a和例 11中的 a )。在研究已知的语料库中 ,我们

发现一些英语祈使句可以被转化成两种“把”字句 ,

一种是必须被翻译成“把”字句的 ,一种是可自主选

择的。
[7 ]

1.强制性

在我们的翻译中 ,一些句子是必须被转换成汉

语“把”字句的 ,否则 ,整个句子会不符合语法规则

(下面的例 12c)或不自然 、不能被接受 (例 12b)。可

以这样检测这个句子是否符合语法规则:把 SL句子

中的 PP移到 T L句子的最前面 (例 12c)。 例如:

例 12a　 Inject cont ra st medium into the cyst.

把造影剂注射进包囊中。

例 12b　注射造影剂进包囊中。

( unacceptable)

例 12c　* 进包囊中注射造影剂。

如例 12c如果把 PP放到句子前面 那么整个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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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违反了语法规则。 这样的句子在转化成 T L句

子时就必须要用“把”字句。 我们把第一种句子结构

规定为合乎规则的结构 ,同时排除另外两种 ,这样得

到的表达方式为:

插入 ( - , Compl1, into- Compl2)

注射 ( BA- Compl1, - ,进 -Compl2-中 )

另外两种被排除:

注射 (- , Compl1,进 -Compl2-中 ) (不成立 )

* 注射 (进 - Compl2-中 , - , Compl1)

尽管被排除的第一种表达方式和 SL句子的结

构是一样的 ,但在 T L句子中这种结构是不成立的。

在下面两个例子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例 13a　 Leave the contrast medium in the cy st

as a substi tute of pa rasi te ag ent.

作为杀灭寄生虫病的代替品 ,把造影剂留在包

囊里。

例 13b　* 作为杀灭寄生虫病的替代品 ,留造

影剂在包囊里。 (违反语法规则 )

例 13c　* 作为杀灭寄生虫病的替代品 ,在包囊

里留造影剂。 (怪异且违反语法规则 )

最后一个表达方式基于:

例 12a: 　留 (- , Compl1, in- Compl2, X)

留 ( X, BA- Compl1, - , - Compl2-里 )

被排除的两个为:

* 留 (X, - , Compl1, - Compl2-里 )

* 留 ( X, - Compl2-里 , - , Compl1, )

例 14a　 Leave the inserted catheter in the cy st

fo r 1-3 days.

把插入的导管留在包囊里 1到 3天。

也可替换为:

把插入的导管在包囊里留 1到 3天。

例 14b　留插入的导管在包囊里 1到 3天。(不成

立 )

例 14c　* 1到 3天在包囊里留插入的导管。 (不

符合语法规则 )

注意:句子例 14b可替换为一个更好的句子:

在包囊里留 1到 3天插入的导管。 (成立 )

最后一个符合规则的表达方式为:

留 (- , Compl1, in- Compl2, T)

留 ( BA- Compl1, - , 在 - Compl2-里 , T)

只要第一个句子 (例 14a )是完全成立的 ,例 4a

和 例14b的两个替换句子就会被取消。与例 13、例 14

的“ X”不一样 “ T”指代“时间” 在句子中它常出现

在不同的位置。因此 ,我们判定句子是否必须转换成

“把”字句的标准是:当一个句子以上述例 14b和例

14c, 尤其是例 14c的形式表现出来时 ,它展示的是

哪种语法形式。 如果这个句子看起来不成立或者不

符合语法规则 ,那么它必须被转化成包含“把”字句

的 T L句子。这种现象事实上与动词和介词 (目的或

方位 )的语义有密切关系 (此文将不讨论该内容 )。

2.可选择性

我们观察到一些句子是可选择的。 这是指 ,在把

SL句子转化成 TL句子时 ,我们可以自主选择使用

或不使用“把”字句。 在转化过程中 ,句子的意思不会

有重大贻误 (除了在一些句子中用“把”字句可以显得

更加有力、权威 ,从而出现语义上的区别 )。 [8 ]例如:

例 15a　 Dissolv e the nucleic acids in 50μl of

TE tha t contains 20μg /m l DNase-free RNase A.

把核酸溶解在含有 20μg /无 DNASE RNASE

A的 50μl T E中。

例 15b　在含有 20μg /无 DNASE RNASE A的

50μl TE中溶解核酸。

最终的表达方式为:

溶解 (- , Compl1, in- Compl2)

溶解 ( BA- Compl1, - ,在 - Compl2-中 )

或者:溶解 (在 - Compl2-中 , - , Compl1)

例 16a　 Store th e tube on the ice for three

minutes.

把试管在冰上存放三分钟。

( linea r sequence of the li teral t ranslation: BA

tube, on ice, store, three minute)

例 16b　在冰上存放试管三分钟。

可替换为: 在冰上存放三分钟试管。

最终的表达方式为:

存放 (- , Compl1, on- Compl2, T )

存放 ( BA- Compl1, - ,在 - Compl2- , T )

或者:

存放 (在 - Compl2-上 , - , Compl1, T)

例 17a　 V ortex the solution gently fo r a few

seconds.

把溶液轻轻振荡几秒钟。

( linea r sequence: BA solution, g ent ly,

v o rtex , a few seconds)

例 17b　轻轻振荡溶液几秒钟。

最终的表达方式为:

振荡 ( Compl1 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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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 ( BA- Compl1, Y, - , T )

或者:

振荡 ( Y, - , Compl1, T )

这里“ Y”为副词。

但是 ,如果及物动词 (如振荡 )被作为不及物动

词使用 ,这在我们的医疗方案中时有发生 ,那么“把”

字句只能被转化成正常的句子结构 ( V+ ( X)+

PP) , 例如: V or tex gent ly fo r a few seconds(轻轻

振荡几秒钟 )。

这句话的表达方式为:

振荡 ( - , Y, T )

振荡 ( Y, - , T )

我们之所以允许第二种情况中的替换表达方式

的存在是因为句子中的动词是从属于这些句子的 ,

因此不会和其他类似的句子结构 (例如 , V+ NP+

PP)相混淆 ,这类结构的句子在把特定信息转化为

T L句子时不使用“把”字句。例 18证明了这一点:

例 18　 Puncture the cy st w ith the needle.

a　用针穿刺包囊。

当机器在搜索与该句相关的资料时 ,两种主要

资料来源 (词汇和语法规则 )可以帮助句子转化为正

确的 T L句子找到正确的结构。因此 ,机器不会误用

“把”字句错搭句子结构 ,比如以下的翻译会被储存

与词汇和语法的信息同时排除 ,这些信息就像编好

的指令。

b　* 把包囊用针刺穿。

这是一个可被理解却很怪异的句子 ,在目标语

中该句字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 尽管它和其它“把”

字句有同样的结构 ,但动词和介词传递的语义内容

造成了这种违背语法规则的问题。 一般来说 ,在

“把”字句中 ,动词可表示一种结果或方向。但是 , PP

“用针”表达的确是一种行为方式 ,即这个动作是怎

么做的。从语义上来说 ,这个句子不在“把”字句的语

义范围内 (尽管我们没有发现有矛盾的例句 )。因此 ,

这个句子不能错误地使用“把”字句把它转化成目标

语。在我们的系统中 ,动词“刺”和该动词的句法规则

是从属于该介词短语比如“用针”的。 为了证明这一

点 ,我们简化了词汇和句法信息 ,如下所述:

穿刺 ( - , Compl1, wi th- Compl2)

穿刺 (用- Compl2, - , Compl1)

以上信息告诉我们 ,源语言中的动词“穿刺”和

之前段落中出现的其他动词一样 ,可以有两个补足

语 其中带有介词的那个可作为于第二个补足语的

起始。目标语中与“穿刺”相对应的词汇也有两个补

足语。一个对应 SL句中的第一个补足语且位于动词

“穿刺”之后。另一个对应第二个补足语但却和作为

句首的介词“用”一起被放在了动词前面。两个句子

简化之后的句子结构为:

源语言: V- 311 ( - , A, P- B)

目标语: V- 3 ( P- B, - , A)

　　三、结　语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一种特殊的中文句子结

构: “把”字句。 在文献资料中它是颇有争议的 ,但在

我们的试验中却没有那么多问题。 和其他句子结构

比较之后 ,我们最终采用了这种观点: “把”字句更像

一个由动词支配的介词短语 ,且此动词位于“把”字

句之后。这一点在我们的实验中尤其明显。因此 ,我

们认为这个句子结构是一个介词短语而非动词短

语。 我们在语料库中找到的更为简单的句子结构证

明了这个观点。在构建语法、明确阐述“把”字句结构

的时候 ,我们着重强调了“把”字句显现出来的句法

和语义。基于动词类型和动词后面的介词语义 ,我们

最终在目标语中确定了可以达到我们目的的两种

“把”字句类型。当然 ,和其他特定语言句子结构一

样 ,我们的分析和实验不可能满足所有情况。由于我

们所处理的内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域内 ,句子的

类型差别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处理

方式用以控制句法类型从而解决一些和“把”字句有

关或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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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a-construc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in English-Chi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LAN Yang

(Dept. of Elementary Disciplines , Zhejiang Police Vocat ional Academy ,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

Abstract: Ba-const ruction sentences are usually recognized as preposi tio nal phrases in w hich the verb is

placed af ter the BA. Beyond questions, this kind o f structure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prepo si tio nal ph rase

but no t v erb phrase.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Ba sentence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g rammar and explaining the sentence’ s st ructure. Tw o kinds of sty les o f BA sentences can be

defined based on verb sty les and preposi tio nal syntax behind the verb. Finally w e suggest const raining the

va ria tions o f the formalized pat terns o f th e Ba-const ruction to achiev e a bet ter process and outcome of M T.

Key words: Ba-const ruction; machine t ranslation; Eng 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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