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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人工语言与编辑人工语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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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表达式人工语言与编辑人工语言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科技人工语言与编辑人工语言具有概念交叉相关关

系，表达式既具有科技语言的属性，又是编辑人工语言的一部

分。在编辑人工语言内容体系中，表达式是一种独立的语法现

象，一条基本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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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工语言是近年提出的编辑学新概念［１］，其

目的是填补科技编辑中技术加工方面基础理论的空

白［２］。文献［１２］在分析与综合众多编辑人工语言现
象的基础上，总结出编辑人工语言的 ５大语法现象
（即语句，分别是指引句、排序（列）句、图（词）形描述

句、概念描述句和符号描述句）以及比较完整的内容

体现，为科技期刊技术加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

编辑人工语言的提出为科技编辑学理论研究开辟

了新的领域，但是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例如，已

有文献尚未对科技文献常见的典型的人工语言现象，

即各种计算式、数学模型、表达式等加以深入研究，以

及它与编辑人工语言的关系和编辑人工语言与科技人

工语言的关系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１　表达式人工语言现象分析

　　表达式语言来源于数学语言，并渗透、应用到所有
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其表达形

式具有多样性，包括各种计算式、函数式、数学模型、方

程式、化学反应式、特种关系式等，但无论采用何种形

式，其本质都是为了方便对各种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

进行表达；因此，在此暂时概括地将它们称为表达式。

表达式是数学语言中的基础性人工语言，因此，人们常

称它为数学式。随着数学语言的广泛应用，它也成为

其他学科进行量化表达和客观规律抽象表达的主要手

段，其表达形式已远远超越数学式或公式的范畴。为

了便于分析，拟对各种形式的表达式作一浅显的疏理。

１１　量化关系表达式
１）简单计算式，如５０ｓｉｎ３０°＝２５；
２）函数关系表达式，如ｄｙ（ｘ）／ｄｘ＝ａｙ（ｘ）＋ｂ；
３）数量关系表达，如 ａ＋ｂ＞ｃ；
４）向量关系表达，Ｆ＝Ｆ１＋Ｆ２＋Ｆ３；
５）矩阵运算，如

ＡＢ＝［ａ１ａ２ａ３ａ４］
ｂ１１…ｂ１４
　
ｂ４１…ｂ４４

。

１２　非量关系表达式　需要注意的是，关系表达式不
仅应用在量化表达和计算分析上，也可用于对非量化

的关系进行抽象表达。例如：

１）几何关系表达，如∠ＢＡＣ＋∠ＣＢＡ＝∠ＡＣＢ；
２）逻辑关系表达（逻辑电路设计与分析），如

Ａ＋Ｂ＝珔Ａ·珔Ｂ；
３）化学反应式，如Ｃ＋Ｏ２＝ＣＯ２；
４）物质运动表达（如化学物质俘获电子），如

Ｆｅ３＋＋ｅ→ Ｆｅ２＋；
５）核物理反应，如 γ＋ｐ→π＋ｎ，式中 γ为光

子，ｐ质子，π介子，ｎ中子。
从以上分析可知，表达式可以进一步分解成量化

关系表达式（即数学式）和非量化特殊表达式。

表达式人工语言由于应用的广泛性，其概念的外

延已涉及到所有科技学科领域，同时是科技人工语言

主要表达形式之一；因此，探讨表达式与编辑人工语的

关系，可以先探讨更为广义的科技人工语言与编辑人

工语言的关系，如果这一层关系得到明确，便限定了表

达式与编辑人工语言的关系。

２　科技人工语言与编辑人工语言的关系

２１　从科技编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分析　从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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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从科技文献的起源到出版物的问世，科技写

作是科技文献的原料发掘和生产阶段，而科技编辑则

是对科技文献的评价、遴选、综合、加工和传播。可以

说，科技写作和科技编辑运行在生产科技文献前后的

２个不同阶段。从广义讲，科技编辑学和科技写作学
统一于科技文献学之中，科技写作处于科技编辑的上

游领域，科技编辑是科技写作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科技写作学虽然具有自己的属性，但也是科技编辑学

的基础学科之一［３］。

科技人工语言是它们共同关心和研究的内容之

一。科技写作侧重于科技人工语言体系的构成、功能

和运用等方面；科技编辑则侧重于规范、引导和优化表

达。换言之，科技人工语言大多是在写作活动和编辑

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例如，作者若选用表格来

显示数据，则由编辑来规范其表格形式，使用三线表。

一方面科技人工语言来源于科技的发展，是科技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科技编辑对于科技人工语

言的深度研究和深刻影响，也使其成为科技编辑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编辑人工语言的一部分。

２２　从编辑人工语言构成分析　编辑人工语言可定
义为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为实现文献内容的有效表达和

信息交流而专门设置或约定的一种人工语言［１］。其

中编辑活动、文献、人工语言是编辑人工语言的３要
素。根据该定义，编辑人工语言的外延并不受到某学

科的限制，它可以包括编辑特有的（自己创建的）人工

语言，也可以是编辑活动涉及的各个学科文献出现的

人工语言，换言之，只要科技写作中应用的人工语言并

纳入编辑规范与加工的，都属于编辑人工语言的研究

范围。由此看来，编辑人工语言可以由２方面内容构
成：一方面，科技人工语言是编辑人工语言产生和发展

的源泉之一，大部分编辑人工语言的素材都源于科技

人工语言；另一方面，科技编辑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

为使科技文献以最规范、最科学、最便捷的形式传播给

读者，创建了一系列特有的人工语言。需要说明的是，

只有编辑参与规范和加工的科技人工语言，才具有编

辑人工语言的性质，编辑尚未（或无需）涉及的，如计

算机语言，便不具有编辑人工语言的性质。

考察本文引言介绍的编辑人工语言的５大语句，
其中指引句和词形描述句可认为是编辑特有的人工语

言，而符号描述句、图形描述句、排序（列）句则具有科

技语言和编辑人工语言的双重属性，很明显，本文讨论

的表达式属于编辑参与性科技人工语言，亦具有这种

双重属性。

从文献［１］所列的应用语言（用语）考察，字号字
体用语、栏目与目次用语、文后参考文献用语、标题层

次序码用语、索引用语、注释用语、校对用语都属于编

辑特有的人工语言，而量与单位符用语、图表用语、量

化关系表达式和非量化特殊表达式则属于兼有科技语

言性质的编辑人工语言。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编辑人工语言与科技

人工语言存在学科相交关系，如图１所示。其中：编辑
人工语言Ａ与科技人工语言 Ｂ相交于 Ｃ；表达式具有
科技人工语言和编辑人工语言双重属性（属于 Ｃ的一
部分），因此属于编辑人工语言的一部分。

Ａ—编辑人工语言；Ｂ—科技人工语言；Ｃ—Ａ与Ｂ的相交部分。

图１　编辑人工语言与科技人工语言的交叉关系

３　表达式在编辑人工语言体系中的位置

　　表达式作为一种编辑人工语言现象，在编辑人工
语言体系中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并与其他编辑人工

语言具有确定的相应关系。从语法层面分析，表达式

与其他５大语句相比，在表达和使用功能（如运算、推
导等）上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其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

独特性［４］；因此，不属于其他５大语句中的任何一种。
从其构成上分析，它还涉及并应用到符号描述句（如

运算符号、量符号、函数符号等）和排序（列）句（即表

达式由各种符号的排列构成），在科技文献中其应用

的广度和频度也绝不比其他语句逊色；因此，可认定表

达式是一种与其他语句并列的基本的语句，作为第６
大语句，即表达式语句纳入编辑人工语言的内容体系，

同时，在众多编辑人工语言现象中，即“应用语言”之

中新增添“量化表达式”和“非量化特殊表达式”２项，
构成新的编辑人工语言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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