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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嫦娥探月工程中的几个

天文学术语

编辑先生 :

最近 ,各大媒体对“嫦娥一号 ”的报道中 ,我时

常会听到一些天文学范畴的术语 ,但是我查阅全国

科技名词委公布的《天文学名词 》,发现里面并未包

含 ,比如“撞击坑 ”“极轨道 ”等。另外 ,关于已公布

的“凌日 ”这个术语 ,既然天文学中有“日食 ”“月

食 ”,为什么不能是“日凌 ”呢 ?

读者 :祁晓

祁晓先生 :

编辑部委托我回答您的问题。嫦娥探月工程是

航天科学和航天工程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涉及该学

科的众多术语 ,也不可避免地要应用有关的天文学

名词。你提到的几个术语属于已出现并流传 ,但与

已规范的天文学名词不一致。

“极轨道 ”是对 polar orbit的直译 ,在天文学的

规范名词已将其规范为“越极轨道 ”。从内涵上来

讲 ,“越极轨道 ”比“极轨道 ”更准确、更完整、更清

楚。而“撞击坑 ”和“陨击坑 ”是一物两名。因在已

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中 ,已有诸如陨石、陨铁、陨星、

石陨星、铁陨星、陨星、陨击等名词 ,所以我们将因

陨击而形成的地貌称为“陨击坑 ”,实际上与“撞击

坑 ”是同一事物。

最后 ,重点谈一下“日凌 ”。“凌 ”是自古有之的

天文学经典术语 , 内涵是“欺凌 ”“侵犯 ”之意。

“凌 ”是个动名词。当内行星金星或水星位于太阳

和地球之间 ,三者近似处于一线之际 ,地球的观测

者会看到呈黑色小圆面状的金星或水星在日面横

穿而过。天文学家将此现象称为“凌日 ”。遂有规

范名词“凌日 ”“金星凌日 ”和“水星凌日 ”。如今 ,

更衍生出卫星凌行星 ,如木卫二凌木星、土卫六凌

土星 ;探测器凌行星 ,如伽利略凌土星 ,等等。然

而 ,在天文学的规范名词中从来没有过“日凌 ”一

词。正如您所问 ,既然天文学中有“日食 ”“月食 ”,

为什么不能是“日凌 ”呢 ?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 ,在

中国固有的天文学术语中 ,“日食 ”实为“日蚀 ”,

“月食 ”实为“月蚀 ”,即天体“被侵蚀了 ”。今日通

用的“食 ”是“蚀 ”的简化。因此只能是“日食 ”,不

能是“食日 ”;同样 ,只能是“凌日 ”,不能是“日凌 ”。

不过 ,如果认为“日凌 ”是航天术语 ,而非天文学术

语 ,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竞 (国家天文台 )

2007年 12月 26日

动 　态

细胞生物学名词召开复审会

　　本刊讯 　 2007年 11月 5—8日 ,细胞生物学名词复审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专家遵循了以下原则对专家

复审意见进行了逐条讨论 ,取得了良好效果 : 1. 所收名词的定名保持与第一版的一致性或连续性。2. 尊重对

应主学科的定名 ,如细胞生物学中常用的生物化学名词 ,则采用生物化学名词的定名。3. 尽量遵从定名单一

性 ,定名时只选用一个名词 ,避免造成一物双名或多名现象 ,个别有另外惯用名者 ,则只在释义中标明“又

称 ”或“曾称 ”。有些修饰词相同则一律统一使用。4. 删除与细胞生物学关系较远的名词。5. 释义要力求简

明、清楚、准确地表达出其基本内涵 ,不能有科学上的错误。6. 个别在会中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的名词安排到

会后进一步查阅资料 ,斟酌提出定名和释义建议后定稿。 (高素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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