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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名词规范化工作的现状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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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明科技名词规范化的重要性，认为科技名词规范化
工作任重道远。通过列举通信技术名词规范化应用的实例，就

已公布的规范名词、没有纳入规范的名词和新词的使用应遵循

的原则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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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网络高速膨胀、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形

势下，科技名词规范化更显得迫切。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也要求科技名词达到统一规范。可是现状不容乐

观，就笔者接触较多的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来看，一些期

刊中不规范名词的使用随处可见。

１　科技名词的规范使用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质量是科技学术期刊的生命。科技学术期刊的标
准化、规范化是期刊全面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科技名词

的规范化又特别重要。这是由于：第一，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导致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新科技

名词大量出现；第二，边缘学科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导

致科技名词的跨学科借用，常在借用后又结合本专业

领域的特点加以修改引申；第三，不同语种间的翻译也

常造成语义的变化，同一外文科技新词常会出现不同

的汉译［１］。因此，及时协调、规范和统一科技名词十

分重要。此外，科技名词的统一和规范也标志着一个

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我国早在１９０９年就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１９１９
年中国科学社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新中国成

立后更加重视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工作。１９５０年政务
院新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５年国务院
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更名为全

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这是

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规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

由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是科研、教学、

生产和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科学技术规范名

词，科技学术期刊理所当然地应遵照使用。在国家科

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布的

《关于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

名词》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

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

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

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２］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

第２６号《图书质量管理的规定》附件中亦明确规定科
技图书“使用科技术语不符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

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的，每处计１个差错”。

２　科技名词规范化任重道远

　　国务院４个有关部委分别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０年发
文，要求全国各有关单位遵照使用全国名词委公布的

名词，科技名词的统一规范工作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

近些年来，科技学术期刊在执行有关标准和规范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科技名词使用的统一和规

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其他有关编辑出

版的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相比，在科技学术期刊中

规范名词术语的使用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尚存在不

少问题，真要实现科技名词术语规范化还任重道远。

为此，现提出如下建议。

１）已公布的规范名词应遵照使用。使用全国名
词委审定公布的规范名词是对科技学术期刊的基本要

求，但不少期刊远没有达到。例如，某些信息通信专业

期刊中，一些极为常用名词的使用都不规范。如“通

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不少期刊使用“通讯”，就连《现
代汉语词典（第 ５版）》中都将其解释为“通信的旧
称”。再如“噪声”（ｎｏｉｓｅ），不少期刊误用为“噪音”。
还有“数据分组”（ｐａｃｋｅｔｄａｔａ），不规范用法是“数据
包”，“多播”（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ｔ），不规范用法为“组播”，等等。
据统计，本编辑部的来稿中，应使用“话音（ｖｏｉｃｅ）业
务”而误用为“语音（ｓｐｅｅｃｈ）业务”的占８０％以上，且
近年还有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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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就连一些行业标准、国家科研项

目、科技发展规划中有时也没有使用规范名词，有的编

辑将其当作标准，照样使用，是不对的。

２）没有纳入规范的词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
全国名词委公布的规范名词是对某一学科最基本、最

重要的名词的规范，有大量的名词没有收录，特别是大

量的重复词、类似词、复合词和可以归属其他学科的名

词，更何况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名词术语层出不

穷。例如《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共收词 ２１０４条，而
《英汉电信词典》共有１２万多条词汇。对于大量的没
有纳入规范的名词的使用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其

实，有大量的类似词、复合词是有规范词可以类推的，

也有的词在相关的技术领域是常用的，同样的技术概

念引用到另一学科就没有必要另外定名。如规范名词

中有“复用”（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一词，相应的“复用技术”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就不应该用“多路复用技
术”。再如在雷达、声呐技术中已经沿用多年的“波束

成形”（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技术，近年来在第３代移动通信
的有关书刊中采用“赋形”就没有必要。

此外，有２种情况需要注意：一是不能以市场或商
业名称代替科技名词使用；二是有的在特定范围内已

流行的“行话”不一定准确。如电信运营商推出的服

务产品“一线通”和“超级一线通”，有的书刊将其直接

代替其所使用的技术名称“综合业务数字网”（ＩＳＤ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和“不对称数字用户
线”（ＡＤＳ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ｌｉｎｅ）是不恰
当的。又如，在家用电器修理行业中，普遍将石英“晶

体”（ｃｒｙｓｔａｌ）称为“晶振”，晶体是晶体振荡器（简称晶
振）中用于稳定振荡频率的无源器件，二者概念不同。

目前一些期刊中也“随大流”地将晶体称为晶振。这

类做法不科学，不属于约定俗成范畴。

３）新词的选用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新概念的出
现必然要用新词来表示。初期，同一概念可能会出现

不同的名词来指称，这是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

指称同一概念的不同名词会趋于统一或加以规范。这

种统一或选择应基于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如要求单名

单义性，顾名思义性（透明性）、简明性、派生性（能产

性）、稳定性、合乎本民族语言习惯等［３］。例如，“散列

函数”（ｈａｓ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有人用“哈什函数”，有人用“哈
希函数”，还有人用“Ｈａｓｈ函数”，近来已规范统一为
“散列函数”，这是符合上述名词的选择和构词原则

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顽健性”（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开始
时许多人使用“鲁棒性”，现多已弃之不用，大体上向

“顽健性”统一。

以上实例多属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其他领域亦存

在类似的问题，如《关于科技名词规范若干问题的思

考》中所提到的［４］。

３　科技学术期刊应规范科技名词的使用

　　要提高规范使用科技名词的水平，就要提高认识，
增强规范使用科技名词的意识。一些期刊名词术语使

用不规范最根本的原因是编校人员对这一问题不够重

视，作者怎样写就怎样用，没有起到编辑的引导作

用［５］；个别编辑人员甚至有规范使用科技名词的要求

都不知道：所以，加强对编校人员特别是年轻编辑的培

训是十分必要的。

１）应坚持三审制，做到以老带新。近年来大量的
年轻人加入到编辑队伍中，老编辑陆续退休，从编辑队

伍整体看，业务水平有所下降；因此，提高新编辑的业

务水平是当务之急，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以老带新。应

该坚持三审制，在三审过程中要发挥老编辑对新编辑

的指导作用，从而在提高编辑工作质量的同时，增强编

辑人员对科技名词规范化的认识。

２）加强学习，准确掌握相关学科的名词术语。科
技名词的规范使用和正确选用与编辑人员的专业学识

水平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学习来强化专业知识储备。

如果专业知识水平有限，不能深入理解术语的正确含

义，如“语音”与“话音”的区别，正确选用科技名词便

无从谈起，就只能是人云亦云了。

３）勤查工具书。若“加强学习”治的是“本”，那么
“勤查工具书”针对的就是“标”。应通过不断查阅相

关的书刊以及工具书来提高编辑工作的精准度，如全

国名词委审定发布的相关学科的名词以及主题词表、

专业词典等科技期刊编辑案头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４）要把名词术语规范化列为审读评优的重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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