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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期刊中３组常用术语的规范用法
于　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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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及《辞
海》（第６版）收录的词汇，结合汽车领域的专业知识，对３组长
期以来存在争议且使用频率较高的汽车术语进行辨析，希望编

辑同人在遇到此类词语时能够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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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汽车类期刊在我国期刊行业中占据着重要

位置。随着我国步入汽车社会，涉及汽车行业的期刊

种类日渐繁多。其中，既有用于学术和技术交流的学

术类及技术类期刊，也有面向普通读者的科普类期刊。

在这些期刊刊发的文章中，经常涉及汽车类专业词汇，

但由于各期刊编辑对这些词汇的规范用法没有形成统

一认识，出现了一些错用及混用现象。笔者根据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及《辞海》（第６
版）收录的词汇，结合汽车领域的专业知识，对３组长
期以来存在争议且使用频率较高的汽车术语进行辨

析，希望能对编辑同人规范使用此类词语有所帮助。

１　“积炭”还是“积碳”

　　“积炭”和“积碳”这２个词常见于介绍汽车发动
机的期刊或教科书中，其使用频率很高，而且在近年来

一直都是科技术语研究中被讨论的热点词汇［１］。

在全国名词委公布的《电力名词（定义版）》中，规

范用词是“积炭”，定义是“燃料受热分解出的未燃炭

粒或油垢在热通道部件上的沉积物”。

《辞海》中没有收录“积炭”和“积碳”，但通过对

其收录的“炭”和“碳”字类推，有助于帮助我们对这２
个词进行区分。“炭”有３个义项：木炭，由木材烧制
而成的一种黑色燃料；煤炭，煤块；姓，汉代有炭箈。而

“碳”字的解释只有１种，主要内容为：周期系第１４族
（第ⅣＡ族）元素。符号 Ｃ。其化合物很多，除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碳酸盐及碳化物等外，其他都列入有机

化合物一类。是铸铁、钢中的重要组分，也是化学工业

等的重要原料。在《辞海》词语条目中有“炭黑”一词：

碳氢化合物受热分解而成的无定形碳，为疏松、质轻而

极细的黑色粉末。由气态或液态碳氢化合物在空气不

足的条件下经不完全燃烧或热裂分解而得。一般分为

灯黑、气黑、乙炔黑、热裂黑、槽黑和炉黑等［２］。

因此，根据之前各方讨论的观点，可以归纳出区分

“炭”和“碳”的２种方法：一是看是否为化学元素；二
是看是否与煤有关［３］。

再来分析发动机“积炭”或“积碳”的形成：它是发

动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燃烧不充分，燃油中的不饱和

烯烃和胶质在高温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焦着状的物质。

烯烃中含有碳氢化合物，汽车尾气中也包含碳氢化合

物，而《辞海》中炭黑的成因也与碳氢化合物相关；由

此可知，汽、柴油中的碳氢化合物在发动机内不完全燃

烧后，一部分形成了炭黑留在发动机中，日积月累成为

“积炭”，另一部分随着尾气被排放出去。

根据名词委公布的规范用词以及《辞海》中“炭”

和“碳”的定义，再结合该物质的成因，在介绍发动机

中的此类物质时，应统一使用“积炭”一词。

例１　针对在用汽油直喷发动机出现的气门积碳
现象，对比缸内直喷汽油机与进气道喷射汽油机气门

积碳组分与成因的差异，分析了缸内直喷汽油机进气

门积碳的主要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生成途径，其中气

门表面温度、机油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起了关键

作用［４］。

从成因来看，这里的气门“积碳”应为“积炭”。

例２　积碳还能够改变喷射形状，造成偏射，导致
混合气不均匀，并影响到燃油的雾化效果，使汽车性能

下降［５］。

此处的“积碳”是指发动机内部由汽、柴油中的碳

氢化合物在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物质，应为“积炭”。

２　“减振器”还是“减震器”

　　“减振器”或“减震器”是汽车悬架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衰减车身的振动，改善汽车的行驶平顺性和

操纵稳定性。在谈及汽车底盘设计的文章中会经常使

用该词，目前期刊中二者的使用频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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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词委公布的《水产名词（定义版）》中，汉语推

荐使用规范名词是“减振器”，定义为“改变振源干扰

力或系统的传递特性，使振动减小的装置”。

《辞海》中收录的也是“减振器”：亦称减震器，车

辆悬架装置或飞机起落架上的一个部件。使车辆在道

路上、轨道上行驶或飞机在跑道上降落时引起的振动

迅速衰减，以提高舒适性，减少各部件的疲劳，延长使

用寿命……［２］

区分“减振器”和“减震器”，可以从“振动”和“震

动”这组交叉异形词入手。“振动”指物体（物理量）在某

个平衡位置（平衡值）附近所做的往复运动（变动），这种

运动（变动）并无破坏性；而“震动”，即地面运动，通常是

在自然界不可抗力作用下产生的无规则颤动，其结果具

有破坏性［６］。根据这一观点，车辆行驶时，车架（或车身）

受到路面冲击后在悬架上的运动方式是以某一空间位置

为中心的不断往复运动，属于“振动”，而非“震动”。

所以，根据名词委公布的推荐使用规范用词和

《辞海》中的解释，结合对“振动”和“震动”这组交叉

异形词的辨析，建议统一将汽车悬架系统中的该部件

称为“减振器”。

例３　减震器是汽车悬架系统中的重要部件之
一，对汽车行驶安全性和舒适性有着重要影响［７］。

此处所指的部件，根据名词委推荐的名词和《辞

海》中收录的词汇，应为“减振器”。

例４　在经过不平路面时，虽然吸震弹簧可以过
滤路面的震动，但弹簧自身还会有往复运动，而减震器

就是抑制这种弹簧跳跃的［８］。

此处所说的“震动”应当是物体往复运动带来的

“振动”，所以，文中的“减震器”应为“减振器”。

３　“汽缸”还是“气缸”

　　“汽缸”与“气缸”这２个词的使用总体上争议不
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气缸”的使用频率较高，但

还是有汽车类期刊和教科书在使用“汽缸”一词；因

此，很有必要对该词的正确用法进行规范和统一，以免

长期混用后增加辨析的难度。

目前有观点认为，“气缸”和“汽缸”各有所指，不

是异形词或误用，两者含义不同：以水蒸气为动力的应

为“汽缸”，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应为“气缸”。２词应
该并存，即使合并的话，也应该采用“气缸”［９］。

在名词委公布的《机械工程名词（１）》中，规范用
词是“气缸”，定义是“与活塞构成工作容积的部件”。

在《辞海》中，气缸一词有２个义项，大意如下：一
是供活塞在其中作往复运动的圆筒形机件。在发动机

气缸中，工作介质将它的热量转换为机械功；二是气压

传动中使负载产生直线往复运动的执行元件［２］。

综上来看，按照名词委公布的规范用词和《辞海》

中的解释，在介绍内燃机的圆筒形机件时应当统一用

“气缸”。

例５　发动机汽缸密封性主要是由汽缸活塞组、
气门与气门座、汽缸盖、汽缸垫及有关零件保证的［１０］。

文中的发动机“汽缸”是指“与活塞构成工作容积

的部件”，应当用“气缸”一词。

例６　动力总成是汽车主要的噪声和振动源，主要
的激励可分为２类：一是汽缸内由燃烧产生的震爆力；
二是发动机曲轴旋转运动不平衡而产生的惯性力［１１］。

此处谈到的“汽缸”是指发动机内的燃烧做功，正

确的用词应为“气缸”。

４　结束语

　　上述３组词不仅在汽车类期刊中是常见的，随着
汽车的普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

高。作为专业期刊，汽车类期刊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

更强的示范性，更要注重对此类专业术语的规范使用；

因此，汽车期刊编辑在工作中遇到相关词语难以分辨

时，要充分查阅资料，根据名词委公布的术语和有关国

家标准，规范使用此类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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