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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论文中几组易混字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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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图书馆，２６６０７１，山东青岛

摘　要　化学名词表达特定的科学概念。科技期刊编辑应注
意化学名词，特别是含有同音字和相似字名词的规范使用。本

文对科技论文中常见的几组易混用的化学用字作一辨析，希望

对编辑同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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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ＳＣＴＰＣＤ）２００７年
收录的１７６５种中国科技期刊中，绝大多数采用汉语
言作为科技信息交流的工具和载体。目前，我国一些

科技期刊中存在少数词语使用混乱现象，尤其是专业

词汇中的别字和异体字时有出现［１３］，这必然影响科

技论文和科技期刊的质量，还可能给读者以误导；因

此，笔者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将几组易混化学用字作

一全面的分析，希望对编辑同人有所帮助。

常见的化学专有名词中易出错的地方，通常在含

第Ｖ主族元素（如氮、磷和砷）的化合物和一些脂肪或
酯类化合物的名称写法上，下面分别就这几类词语的

解释与用法进行说明。

１　氨、胺和铵

　　氨　《现代汉语词典》［４］８的注音为“āｎ”（下文中
如不特别指出，注音均出自该词典），ａｍｍｏｎｉａ，分子式
ＮＨ３。氨基：ａｍｉｎｏ，—ＮＨ２，或氨分子中去掉１或２个
氢原子形成的基团。

胺（àｎ）　 ａｍｉｎｅ，文献［４］１０与《化学词典》［５］１３对
其均解释为氨（ＮＨ３）分子中氢原子（１或多个）被烃基
取代的化合物。

铵（ǎｎ）　为从氨衍生所得的带正电荷的根，即铵
离子，也叫铵根［４］９。《辞海》［６］４８６３解释为：化学名词，

从氨衍生所得的正一价复根 ＮＨ４
＋，称为铵离子。同

一价金属离子相似。

例　孙晓然等［８］、蒋明康等［９］在文中均用“过硫

酸胺”作为聚合反应的引发剂，该化合物含有正一价

的铵离子，应为“过硫酸铵”。而对于（ＣＨ３）２Ｎ基团应
写为“二甲氨基”而不是“二甲胺基”，即由某胺分子

中的氨基去掉１个氢原子而形成的基团应称为某氨
基，如在３取代苄氧基６（取代１Ｈ吡唑１基）哒嗪的
合成与生物活性［１０］中用到的反应物３Ｎ、Ｎ二甲胺基
丙烯醛，根据文中 Ｓｃｈｅｍｅ１给出的分子式描述，应为
“３Ｎ、Ｎ二甲氨基丙烯醛”。又如在中间体２二乙胺
基６甲基４羟基嘧啶的合成［１１］中根据其在合成路线

中的分子式描述，“２二乙胺基６甲基４羟基嘧啶”应
为“２二乙氨基６甲基４羟基嘧啶”。

２　磷、膦和頮

　　磷（ｌíｎ）［４］８０１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通常用于（偏）磷酸盐
和磷化物等无机含磷化合物。

膦（ｌì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ｎｅ，为ＰＨ３分子中的氢原子部分
或全部被烃基取代 的 衍 生 物，也 专 指 磷 化 氢

（ＰＨ３）
［４］８０２，［５］４４０。若磷化氢中３个氢原子被羟基（或

烷氧基）取代后则可生成三价膦酸；但对于 Ｐ（ＯＨ）３，
其名称为亚磷酸，原因为元素磷的化合价虽然为三价，

但其分子式中不含 ＨＰ或 ＣＰ键，故用“磷”而不是
“膦”。若杂环化合物中含有三价磷，且含有ＣＰ或Ｈ
Ｐ键的用“膦”，否则用“磷”，例如膦杂环戊烷，苯并二
氧磷杂环戊烷［７］。含三价磷或五价磷的含氧酸及其

衍生物的写法，如（Ｃ６Ｈ５）２ＰＯＣＨ３符合Ｈ２ＰＯＨ型应为
“二苯基次膦酸甲酯”，（Ｃ２Ｈ５Ｏ）２Ｐ（Ｏ）ＣＨ３符合 ＨＰＯ
（ＯＨ）２ 型应为 “甲基膦酸二乙酯”，（Ｃ２Ｈ５）２ＰＳ
（ＳＣ２Ｈ５）符合Ｈ２ＰＯ（ＯＨ）型应为“二乙基二硫代亚膦
酸乙酯”［７］。其他含氧酸类型描述可见文献［７］。

頮　《辞海》［６］４８９６的注音为“ｌíｎ”，解释为一类具
有Ｒ４Ｐ

＋Ｘ－通式的含磷有机化合物的总称（Ｒ为烃基
或氢原子，Ｘ为羟基或卤素等）。ＰＨ４

＋又称磷
"

离子

（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ｉｕｍｉｏｎ）。
例　环苯扎林的简捷合成［１２］摘要中提到１，３二溴

丙烷经三苯基磷取代，应为“三苯基膦”；乙氧甲酰基乙

基三苯基溴化膦的合成及结构表征［１３］中所用的原料

“三苯基磷”同样应改为“三苯基膦”；根据《辞海》对

“頮”的解释，文献［１３］中最终产物乙氧甲酰基乙基三
苯基溴化膦中“膦”应改为“頮”。在对甲苯磺酰氧甲基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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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乙酯的合成工艺研究［１４］中，根据文章中对甲苯

磺酰氧甲基磷酸二乙酯的分子式表示，符合ＨＰＯ（ＯＨ）２
型，应改为“对甲苯磺酰氧甲基膦酸二乙酯”。

３　砷和胂

　　砷（ｓｈēｎ）［４］１１２０　ａｒｓｅｎｉｃ，通常用于砷化物、砷酸和
砷酸盐等。

胂（ｓｈèｎ）　ａｒｓｉｎｅ，砷化氢（ＡｓＨ３，又称为胂）分子
中的氢原子部分或全部被烃基取代的一类有机化合

物［４］１１２６，［５］６１３。《辞海》［６］４２９１对胂有２个注音“ｓｈēｎ”和
“ｓｈèｎ”，作“ｓｈēｎ”时解释为夹脊肉。在读作“ｓｈèｎ”时
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相同。砷与磷同为元素周

期表中第Ｖ族元素，其用法类似［７］。胂酸［６］４２９１是指砷

酸分子中的１个或２个羟基被烃基取代后的衍生物。
例　在杨桂娣等［１５］和苑春刚等［１６］的文中检测和分

析的对象均为不同形态的砷化合物，其中的“二甲基砷”

和“一甲基砷”处均应改为“二甲基胂”和“一甲基胂”。

４　氰和腈

　　氰（ｑíｎｇ）［４］１０３６　（ＣＮ）２，氮、碳２元素的化合物。

常用于氰化物等，或作为取代基（氰基，ＣＮ—），如氰乙
基纤维素。

腈（ｊīｎｇ）［４］６６６　ＲＣＮ，ｎｉｔｒｉｌｅ，又称氰化烃或氰酯，
可有脂肪腈和芳香腈。氰基常作为词头，作官能团时

为腈。例如：聚丙烯氰纤维预氧化催化效果的评价［１７］

中，应为“聚丙烯腈”；ω腈基十一酸的分离提纯工艺
研究［１８］中，应为“ω氰基十一酸”。

５　脂和酯

　　脂（ｚｈī）　文献［４］１６１３解释为：①动植物所含的油
质：脂肪、松脂；②胭脂。常用于脂肪族化合物；脂质
体，又称为磷脂脂质体，是由磷脂形成的囊泡［５］８４４。

酯（ｚｈǐ）　见羧酸酯，简称酯，为羧酸与含羟基化合
物（醇或酚）作用形成的缩水产物［５］６６２。文献［４］１６２１解
释为有机化合物的一类，是酸分子中能电离的氢原子被

烃基取代而成的化合物，是动植物油脂的主要部分。

例　Ｌ抗坏血酸６棕榈酸脂的抗氧化性及其合
成［１９］中的化合物属于羧酸酯类，应为“Ｌ抗坏血酸６棕
榈酸酯”；聚碳酸脂套冠修复切牙部分缺损体会［２０］中应为

“聚碳酸酯”；在紫杉醇脂质体治疗宫颈癌患者的护理［２１］

中“酯质体”与“脂质体”混用，应统一为“脂质体”。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化学界已弃用“甙”改用

“苷”，并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化学名词》前言中着重予
以说明［２２］，但期刊中“甙”仍然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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