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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是科技术语使用、泛化和传播的重要媒介。近 20 年来，名词委公布了大量的

标准化的科技名词，这些标准术语名词的公布，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规范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名词

委公布的《微生物学名词》为例，从科技期刊编辑的角度，在多年的编辑实践工作中反复斟酌了该标准文件中的译名，并与名

词委公布的其他标准文件做了横向对比，指出了《微生物学名词》中存在的少数待商榷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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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是科技术语使用、

泛化和传播的重要媒介
［1］。近 20 年来，名词委( 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公布了大量的标准化的科技术语，这些

标准名词的公布，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规范化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2］。十几年来，我们在从事医学期刊的

编辑工作中，始终把名词委公布的医学及相关学科的标准文

件作为编辑实践工作中重要的依据。本文从科技期刊编辑

的角度，在编辑实践工作中根据名词委公布的《微生物学名

词》中的译名，并与名词委其他标准文件做了横向对比，从基

本原则、信息问题、用字问题和成分位置问题 4 个方面，指出

了《微生物学名词》中少数待商榷的问题，并提 出 了 改 进

建议。

1 基本原则

1. 1 中文术语音译名和意译名的并存问题

众所周知，有一部分英文科技术语，由于译者的译法偏

爱和专业知识的局限，很多时候出现音译名和意译名并存的

局面，而且两种译名各有所长，各有习惯用户
［3］。这种情况

下，规范指导文件应给出两种译名。“clavulanic acid”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微生物学名词》03. 260 条“clavulanic acid 棒

酸”，而在《药学名词》05. 116 条“clavulanic acid 克拉维酸”。

对于这两学科 ( 并非主从学科) 的分歧，我们可暂不给予定

论，建议两者都在备注项分别标示“又称: 克拉维酸”和“又

称: 棒酸”。

1. 2 中文术语的简约性原则

在翻译英文术语时，应尽量使中文译名简短，这就是简

约性原则
［4］。经过与名词委其他标准文件对比，我们发现

《微生物学名词》少数译名在简约性方面仍可向其他学科靠

拢。如《微生物学名词》04. 026 条“zygophase 接合阶段”与

《细胞生物学名词》05. 052 条“zygophase 合子期”比较，我们

建议将“zygophase”的译名统一为“合子期”。

1. 3 中文术语的译名随众性原则

某一术语，若名词委其他多个学科已经定名，且已形成统一

的形势，除非违反了科学性、系统性等基本原则，否则不宜另起

炉灶，以免显得突兀。如:“heterozygote”一词出现在名词委多个

学科标准文件中。如《微生物学名词》02. 198 条“heterozygote 异

形合子”，《细胞生物学名词》04. 174 条“heterozygote 杂合子”，

《医学名词 3: 医学遗传学》01. 039 条“heterozygote 杂合子”。可

见，名词委标准文件中已有两个学科将“heterozygote”定名为“杂

合子”，而《微生物学名词》译为“异性合子”，这种特立独行对术

语标准化和科技期刊的规范化值得注意，对科技期刊的编辑是

一种困惑，我们建议统一为“杂合子”。

1. 4 中文术语的学科内协调性

同学科内的术语译名，应尽量保持一致性，也就是学科

内协调性
［5］。《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少数术语未能保持学科

内协调性，如 04. 060 条“resistance determining factor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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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子”，04. 063 条“resistance factor 抗药因子”，建议将

前一条的译名改为“耐药性决定因子”，后一条的译名改为

“耐药因子”。

2 信息问题

2. 1 中文术语信息冗余

术语译名要保持简练是术语翻译的基本要求。而某些

术语译者出于好意，在中文译名中附加一些注释性信息，毋

庸置疑，这些注释性信息可帮助读者理解术语，然而却不符

合简练性原则和对等翻译原则。如《微生物学名词》07. 110

条“dilution-plate method 稀释平板分离法”的中文译名中的

“分离”并不是从英文术语对等翻译而来，是译者附加进去

的，属于冗余信息，建议删去，改为“稀释平板法”。

2. 2 中文术语信息缺失问题

英文术语中提供的信息，若在中文译名中省略，也是一

种违反对等 翻 译 原 则 的 错 误 译 法。如: 《微 生 物 学 名 词》

07. 224 条“hydrogen sulfide production test 硫化氢试验”，这个

中文译名中缺省了“production”提供的“产生”信息，建议补

充，将中文译名改为“硫化氢产生试验”。

2. 3 中文术语中的信息重复问题

在术语翻译中，除可以用部分代替整体外，当前后两部

分的语义有交集时，也可省略冗余用字
［6］。如:《微生物学名

词》03. 176 条“binary fission 二分分裂”，《细胞生物学名词》

05. 026 条“binary fission 二分［分］裂”，《动物学名词: 无脊椎

动物》06. 0605 条“binary fission 二分裂”。由于“二分”和“分

裂”在语义上具有重叠性，因此组成合成词时，名称上可对交

集的部分进行整合。因此“binary fission”的译名可统一为

“二分裂”。再如:《微生物学名词》03. 124 条“idiotroph 特需

营养要求型”，这个译名中的“需”和“要求”是重复信息，建

议将译名改为“特需营养型”。

2. 4 中文术语中的信息省略原则

在翻译英文术语时，某些信息也可以省略，但省略的信

息必须在其他部分中隐含，使读者能根据已有的知识产生联

想。如:《微生物学名词》06. 140 条“revaccination 疫苗再接

种”和《医学名词 4: 结核病学》09. 238 条“revaccination 复

种”，通 过 两 个 学 科 标 准 名 词 术 语 的 比 较，我 们 认 为

“revaccination”可以选择“复种”作为译名，而省略“疫苗”这

个信息，因为“种”隐含了“疫苗”这个对象。

3 用字问题

3. 1 中文术语用字冗余

英文术语在翻译中，除要避免信息冗余外，也要注意“惜

字如金”，尽量保持中文译名的简练、朗朗上口，便于科学交

流。如，在一些复合型术语中，“细菌”可省略为“菌”。如

《微生物学名词》06. 074 条“bacteremia 菌血症”。但是《微生

物学名词》却没有始终贯彻这种简洁性，以致一些术语译名

中出 现“冗 字”。如: 06. 160 条“bactericide 杀 细 菌 剂”，

03. 102 条“bactericidin 杀［细］菌素”。这两条术语均可省略

“细”字，简化为“杀菌剂”和“杀菌素”。

3. 2 中文术语中用字规范化问题

在中文术语中的用字，必须符合汉语的各种习惯用法，

以及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各种新要求和新规范
［7］。如: 《微

生物学名词》02. 386 条“mucoid colony 粘液型菌落”，该术语

用的“粘液”，已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建议改用“黏液”，因

此该中文术语应相应改为“黏液型菌落”。

4 成分位置问题

4. 1 中文术语的结果前置译法

在翻译英文术语时，有时为了保持构词成分排列的对等

性，可采用结果前置的译法。如“肿瘤病毒”的实际含义是

“导致肿瘤的病毒”。这种结果前置译法可避免一些翻译冗

字。如“致坏死寄生物”就不如“坏死寄生物”简洁、流畅。

如:《微生物学名词》05. 027 条“necroparsite 致坏死寄生物”，

建议将译名改为“坏死寄生物”。

4. 2 中文术语的宾语前置译法

在翻译英文术语时，有时为了保持构词成分排列的对等

性，可采用宾语前置的译法。“植物毒素”的实际含义是“毒

杀植物的素”。如《微生物学名词》03. 109 条“phytotoxin 毒

植物素”与《药学名词》08. 206 条“phytotoxin 植物毒素”不对

应，建议将“phytotoxin”的译名统一为“植物毒素”。

5 结论

使用规范术语是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最基本的要求。

尽管科技术语只占科技论文全文的 5% ～ 10%，它们却是构

成科技语言与其他文体的根本区别
［8］。术语工作者、科技专

业人员，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人员，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积

累了宝贵的科技术语译名方面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整理出

来，可资借鉴
［9］。译名的基本原则、信息问题、用字问题以及

成分位置问题决定了科技术语译名的优劣。科技术语的定

名，需要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
［7］。作为科技期刊的编

辑，由于工作性质，我们长期接触科技领域的各个方向，在知

识面上，比单科专业人员接触面稍广。科技期刊编辑人员在

长期的实践工作中经过反复使用、咬文嚼字，对词语搭配、逻

辑分析、专业常识方面往往能比其他术语工作者或术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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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加细致和敏感。目前名词委公布的标准文件中，在术语

译名方面还存在译名不够统一等少量不足，为此我们可以根

据术语翻译标准和原则进行必要的反思，对科技术语的语言

形式进行厘定，以利于科技术语的标准化，使之更好地为科

技期刊的规范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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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欢迎订购《科技写作与编辑指南》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委员会组织编纂的新书———《科技写作与编辑指南》，已于 2010 年 10 月由地震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是《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委会在创刊 20 周年之际，向我国科技期刊编辑界的一份献礼。
我国著名的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刘振兴先生在为《科技写作与编辑指南》的“序”中

指出:“在当代信息社会中对科技论文写作与编辑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本书面世“会为普及和提高科技论文写作知

识、全面提升我国科技信息和交流的水平、促进与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有力的帮助。
本书紧紧围绕科技写作与编辑这一主题进行全面、详尽的分析讨论。全书共分三篇十一章。
第一篇 科技写作。本篇对撰写科技论文的作者在执笔中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致力于对外交流的作者们在撰写英文

文章或摘要时关心的要点和问题加以着墨。本篇有二章: 第一章 科技论文的撰写; 第二章 科技论文的英文表达。
第二篇 科技编辑。本篇对科技期刊编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包括规范化在内的一些常见而多发性的问题，重点进行

了讨论和评述。本篇有五章: 第三章 科技编辑工作和编辑学; 第四章 法规与职业道德; 第五章 编辑策划与编辑流程; 第六章

计算机在期刊编辑中的应用; 第七章 科技期刊综合评价体系。
第三篇 政策 法规 标准。为适应我国进入 WTO 和书刊国际化、网络化新形势的需要，将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10 年 2 月为止所颁布的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等收入本书。本篇有四章: 第八章 管理规章; 第九章 法

律; 第十章 规范标准; 第十一章 约定及其他。
本书由《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主编、《地球物理学报》原专职副主编言静霞编审、《科学技术与工程》编辑部许昌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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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经验丰富，爱岗敬业，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他们所编辑的科技期刊曾多次荣获国家科技期刊奖、中国科学

院优秀期刊奖、中国科协期刊奖，或相关专业奖项，经他们精心设计、编纂的本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地震出版社副总编李玲

兼任本书的责任编辑。
本书是一本可供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的有益参考书; 也是一本可供大专院校的学生、研究生选修和编辑出版专业人员继

续教育的良好教材; 是出版行业单位、各大图书馆、教师、科技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全书 732 页，共 130 万字，16 开本，每本定价 120 元，欢迎各界踊跃订购。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 9 号 地震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081
联 系 人:杨恒文 电 话: ( 010) 68423031 QQ: 137458687

—551—http: / /www． cjstp． cn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