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当前名词审定工作的几点建议

　　　李启斌 ①

　　　(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北京天文台)

　　当前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新名

词总是伴随新知识而来 ,所以也是一个名词

爆炸的时代 ,确切地说 ,是科技名词爆炸的时

代。面临名词的爆炸式的产生 ,作为国家科

技名词的审定机构 ,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

命。在过去几年中 ,全国名词委作了大量有

效的工作 ,绝大多数学科的基本名词已经审

定完毕。在这种形势下 ,有必要对今后的任

务进行审视。这里我仅就几个问题说几点粗

浅的意见。

　　一、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仍是基本名词

名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应是基本名词 ———

特别是教课书、科普读物、报刊、影视、生活、

词典、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名词。这些词使用

最频繁 ,一旦混淆则影响深远。尽管新词层

出不穷 ,但新词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基本名

词 ,这些词应该是新词收集审定的重点。另

外一些词只会在学术刊物和著作中使用 ,也

要注意收集审定。还有一些偏窄词 ,在学术

期刊著作中出现的机会也不多。虽然应加收

集 ,但不急于审定。因为今后学术论文的发

表将以英文为主 ,这些名词的中文定名的必

要性不大。

有些新词一出现就会立即成为基本名

词 ,例如行星探测器 ,新发现的古生物 ,新元

素的名称等。

哪些词应看作基本名词 ,也需要研究。

因此 ,我们不仅要审定名词本身 ,也要审定名

词的基本性。

对新的基本名词的出现 ,定名应该越快

越好。否则一个不恰当的词用惯了 ,再改就

难了。对此我建议全国名词委应建立一种快

速反应机制 ,比如 ,有关学科有个三人小组 ,

或在北京的委员及时磋商出一个意见 ,迅速

提出定名意见供学术界讨论。例如 ,国外新

的航天器 ,应由航天、天文、空间三个名词委

组成一个协调小组 ,在发射前就提出定名初

步意见。

专有名词往往也是基本名词。例如 ,航

天器名称 ,亮星、星云、小行星名称 ,都是基本

名词。我们应首先抓还没有定名的专有名词

的定名工作。

一些源于中国的词 ,需要对外传播、对外

推介的科技产品器物的名称 ,如中药名 ,古天

文名词 ,我国新发现的物种、古生物 ,如孔子

鸟 ,中华龙鸟等 ,应尽早审定 ,并审定其英文

词。

　　二、重视名词推广

虽然全国名词委的名称中只有审定之

意 ,但我们的工作绝不限于审定。名词的推

广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审定而不推广 ,不

规范的词就会继续流传 ,久而久之 ,约定俗

成 ,就只能承认它了 ,审定成了空谈。过去 ,

全国名词委举行的一些热点新词新闻发布会

在推广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搞好推广工

作 ,建议在一些报刊开辟科技名词园地 ,加强

和科技期刊的联系 ,主动将审定的名词通知

新华社、大报、杂志。介入专业学术期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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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设置名词正确性标准 ,或设科技名词规范

奖。

因特网也要尽快利用起来。本来我建议

名词委建立自己的名词网站 ,但这样专的网

站 ,查的人未必多 ,不如在综合性的科技网站

上开名词专栏。查别的信息时顺便就知道了

名词专栏的存在 ,就可查规范的名词。我最

近在筹建一个科技网站 ScienceDr. com ,欢迎

名词委在这个网上开名词检索专栏 ,还包括

关于名词的讨论。

　　三、加强基础研究

全国名词委在基础研究上做过不少工

作。在术语学的研究中 ,特别是术语体系中

的逻辑结构 ,如“种”与“属”的关系等 ,在名词

审定工作中很有指导意义。

但是 ,中文科技名词的基础是中文术语

学。术语学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成熟的。而中

文的术语学不同于一般的术语学 ,是用中文

表达科技术语的概念 ,有其特殊性 ,带有中文

本身的特色。中文术语学理论现在还没有建

立起来。例如 ,借字、造字、缩略词、音译词、

多音词的构造准则 ,新创字的发音规则等等

都有待研究 ,应在中文语言学的高度进行理

论研究 ,这是丰富发展祖国语言的基础性研

究。过去开展在这方面的研究 ,更多的是个

别词的研究 ,如世纪 ,太空和空间 ,光碟与光

盘等。也有些涉及到基本理论问题。例如 ,

最近几期《科技术语研究》上登载的关于建立

最小汉字小字符集的文章 ,张碧涌的短文中

关于调制解调器和“猫”的叫法问题 ,都涉及

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问题。在名词具体审定

工作中 ,涉及到中文术语学的原则的讨论也

不少 ,有很多专家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但还比

较零星。建议首先总结一下现在各学科名词

审定工作中的涉及中文术语学原则的成果和

见解 ,提出一些原则问题 ,引起争论 ,不是具

体词的争论而是定名原则的争论。召开几次

研讨会 ,推动这项工作。逐步形成中文术语

学体系 ,进而反过来用理论指导名词审定的

实践。

　　四、抓好交叉学科协调

名词审定的目的是名词的统一。涉及交

叉学科的名词 ,几个学科的审定结果会是不

同的 ,这种情况为统一名词 ,单一学科就无能

为力了。希望全国名词委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例如 ,航天飞行器的名称 ,涉及航天、天

文、空间三个学科 ,我建议建立一个三学科协

调委员会 ,提出一些分工原则和协商办法 ,但

这件事应由全国名词委出面牵头。其他学科

我想也有类似问题。

　　五、建立名词中新字、生僻字的发音规

则

　　这本来也属于中文术语学的范围。之

所以要单独讲 ,是因为通常谈名词审定只涉

及词义 ,读音问题比较特殊。主要是化学药

物领域 ,新造字和生僻字较多 ,就是很有学问

的人 ,见到这些新字也都不知道怎样读。如

果有一个发音规则 ,让人们不必一个一个地

去查字典就好了。 √

简
讯

●2000 年 8 月 21 日 ,全国名词委在北京召开了海峡两岸《药学名词》对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全国名词委有关领导、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的药学专家。会议的主要内容 : (1) 大陆药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沈家祥院士和台湾大学药学系陈瑞龙教授分别介绍了两岸药学名词的差异 ,

会议讨论了两岸对照名词下一步的工作计划。(2) 双方商定 2001 年初在台湾召开两岸对照药

学名词审查定稿会 ,并对会议筹备工作进行了安排。 (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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