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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新词的收集、审定、试用、发布是科技名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科技名词

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近年来充分利用包括数据库、邮件列表、维基技术在内的

一系列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科技新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将介绍天文学名词委

数年来利用这些信息技术开展新词工作所取得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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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天文学是最古老的基础学科之一，但和其它学科一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天文学领域的科技新名词也是层出不穷。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天文学名词委）是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学科工作委员会，受全国

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天文学会共同领导。为了能够及时地对天文学领域出现的新名词

进行规范，从而避免混乱进而影响科技传播和交流，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近年来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来提高新词工作的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科学和社会效益。这其中包括通过网页

表单、电子邮件、维基系统公开征集新词；利用数据库管理词条、记录词条的使用；通过邮

件列表开展名词的审定工作；通过网站、维基、电子词典软件等方式来试用、推广新词。本

文，我们将介绍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如何具体利用这些信息技术手段来开展新词工作。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出现于上世纪 70 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

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和学科领域。数据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数据管理和数据检索。天文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从 2002 年开始利用开源数据库系统 MySQL[1]来管理本委员会的名词资料，

设计开发了天文学名词委的网站，如图 1 所示[2]。 

 

图 1 天文学名词数据库检索界面 



 

 
图 2 数据库使用情况详细纪录 

一旦把名词资料纳入数据库系统的管理范畴后，便可以非常灵活的实现检索、排序、

统计等丰富的功能。同时，也可以把用户通过网站访问名词数据库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用

户查询的词条、访问的时间、使用的浏览器类型、使用的计算机 IP 地址等，如图 2 所示。

2008 年，本数据库接受的用户查询为 55011 次。 

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征集新词，本委员会在网站上开设了“新词推荐”栏目，欢迎用户

开放式地向天文学名词委推荐新词，如图 3 所示。本栏目自 2005 年 2 月开放至 2009 年 3

月，已经收集网络用户推荐的新词 190 条，相关信息也全部以数据库的形式保存，如图 4

所示。 

 
图 3 通过网页表单公开征集新词 

 

 
图 4 数据库中保存的所收集的新词 

邮件组技术 



电子邮件是最早出现的网络技术之一，也是最常用、最有用的网络技术之一。目前，

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天文学名词委日常的工作平台。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不是通常意

义上的个人电子邮件，而是邮件列表（mailing list）。2007 年 12 月前，天文学名词委的邮件

列表使用的是 Yahoo！Groups 提供的服务。此后，我们转移到了 Google Groups 平台上[3] ，

如图 5 所示。 

 

图 5 天文学名词委的工作邮件组 

邮件列表，就像是一个电子邮件方式的论坛或者电子公告牌（BBS）。列表中的每个订

户都可以收到列表管理员和其他订户发向这个列表的 Email，进而可以回复列表，达到讨论

的目的。 

目前，天文学名词委的邮件列表中除了天文学名词委的近 30 位委员外，还吸纳了数

十位对科技名词工作感兴趣的天文学家、期刊杂志编辑、天文爱好者和研究生等。此外，本

列表中的订户不仅有大陆的名词工作者和爱好者，还有台湾、香港地区的同行和朋友。在网

络的虚拟环境下，地理上的距离消失了，大家在一起讨论科技新词，使用共同的译名，从而

减少甚至避免了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在译名上的差异。 

截止到本文撰写时至，天文学名词委通过邮件列表已经交换了近 400 封邮件。邮件列

表和网络论坛类似，其生命力在于其活力。为了保持邮件列表的活力，列表管理员需要一定

的管理技巧，知道如何“灌水”、如何控制讨论的进度、如何在列表沉寂时提出新的话题等

等。天文学名词委的邮件列表数年来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每周都会有新消息。高峰

时，每天的邮件量可以突破 20 条。 

这样一个方便的工作平台，大大提高了天文学名词委的工作效率，能够非常及时地，

甚至是随时地，对征集到的新词进行讨论和审定，对各种问题进行磋商。 

维基技术 

维基（Wiki）是一种很独特的网络软件和服务系统。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支持多人在线

协同工作，比如共同定义一个词条，共同撰写一篇论文，相互完善彼此的论述等等。维基技

术最具代表性的应用是维基百科（Wikipedia）[4]。许多学术项目，比如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

（IVOA），也采用维基技术作为自己的协同工作平台[5]。在天文学名词委的协助和支持下，

国内天文爱好者自发建立起“维基天文”社区[6]，如图 6 所示。 

科技名词的定义和注释是一项极为耗时、费力却又严肃的工作。目前，天文学名词委

审定的名词绝大部分不带定义和注释。通过“维基天文”这样一个平台，便可以利用广大公

众的力量来完善和丰富这些词条的定义、注释的内容。名词委发挥专业优势对这些内容进行

科学把关，起到审定者的作用。 

讨论与展望 



新词的收集和审定只是新词工作的一部分，新词的试用和推广也是新词工作的重要部

分，同时也是体现科技名词工作成果和社会效益的重要方面。 

在新词的推广方面，信息技术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天文学名词委近年来已经尝

试了多种方式来对所征集和审定的新词进行宣传、推广工作。 

 
图 6 通过维基系统丰富词条 

首先，天文学名词委的网站是宣传天文学科技名词的主阵地。在这里，我们提供了多

种使用方式，包括： 

 直接通过网站对名词数据库进行检索； 

 通过网站上提供的程序代码，将数据库检索功能集成到其它网站系统上来访问

本数据库； 

 下载词典普通文本文件到用户自己电脑上来使用；经过本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并

征得中国天文学会的同意，天文学数据库于 2008 年 8 月 25 日向社会无偿开放

使用。 

其次，天文学名词委的合作网站可以通过内置程序代码从而在自己的网站上实现“鼠

标划词”方式来访问数据库，如图 7 所示。用户在访问支持划词的天文学名词委合作网站时，

只需要用鼠标选中期望查询的词条，例如图 7 中的“哥白尼”，服务器后台便会自动访问名

词数据库，然后将相关解释显示在浮现出的窗口中。 

 

 
图 7 在网页上通过鼠标划词来检索词条数据库 

第三，通过金山词霸、星际译霸等电子词典访问。2007 年 4 月 19 日，中国天文学会

和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天文学名词委将自己近 60 年的工作成果《英汉天

文学名词数据库》授权金山软件公司收录在其下《金山词霸》、“爱词霸”在线词典等产品中。

2007 年 5 月 30 日，天文学名词委的名词数据库正式被《金山词霸》收录，如图 8 所示。2008



年 8 月，天文学名词数据库向社会无偿开放后，热心名词工作的朋友已经把这个数据库集成

到开源电子词典“星际译霸”中。自此，广大用户便可以利用《金山词霸》和“星际译霸”

等这些电子词典工具来方便地分享天文学名词委的工作成果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新名词层出不穷。科技新词工作必需适应新形式的发

展，提高征集、审定效率，缩短从收集到发布的工作周期。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

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为新词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技术将会大大提

高科技新词工作的效率，满足科技发展需要和社会公众需求，为促进科技进步发挥重要的基

础作用。 

 

图 8 天文学名词数据库被《金山词霸》正式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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