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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关心物理学名词工作

! ! 中国的物理学名词工作已有 "# 多年的历史$
%&’( 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只设立了三个委员

会，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 另外两

个是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把审定物理

学名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 许多老一代物理

学家参加了这项工作，作为首届名词审查委员的有

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饶毓泰、张贻慧，以及数理

学会选派的叶企孙和吴有训$ 即使在抗战期间，在极

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坚持名词审定工作，未曾中

断$ 解放后，政务院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学术名

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物理学会推荐王竹溪等 " 人

组成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小组，经过一年紧张的工

作，成书《 物理学名词》，内含名词 &)&) 条$ %&)# 年

代初，又组织了《 物理学名词补编》的编订、审查工

作$ %&"# 年代，在王竹溪主持下，将新增加的物理名

词，与原来的《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名词补编》合

编成《英汉物理学词汇》，于 %&"* 年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先后印刷 ’ 次，印数达 %( 万余册$ %&&% 年起，

物理学名词委员会由赵凯华任主任，在总结以往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修订了《 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

同时，为适应物理学新的发展，对《 英汉物理学词

汇》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 年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约 +#### 词条，成为 (##+ 年

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本届物理学名词工作委员会的

基础$ 本届委员会由阎守胜、刘寄星、高崇寿、夏建

白、吴令安、陶宏杰、邹英华、张焕乔、乔国俊、陈泽民

组成，赵凯华任顾问、钱俊任秘书$
赵凯华在《自然科学学术研究》杂志 %&,* 年第

% 期发表的题名为“发扬传统、努力做好物理学名词

工作》的文章中，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名词审订的过

程，碰到的问题和处理的经验和原则$ 以 -./01 为例，

-./01 是 -2345 .67-2829.52:; <= /526>-.50? 062//2:; :8
1.?2.52:; 的缩写，由其中各名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
最初有人译为“ 激射光辐射放大”、“ 光受激辐射放

大”、“受激光辐射放大”、“ 光量子放大”、“ 受激发

射光”、或音译为“ 莱塞”等等，前后有过十几种译

名$ 后来钱学森先生提出采用“ 激光”这一译名，为

大家所赞同，统一了这一名词的订名$ 这个例子不仅

反映出物理学名词的审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

作，常常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经过长时间反复

推敲，才能确定；而且也反映出名词审订工作的重

要$ 对于教学工作，和教科书、学术论文、科普文章的

写作，以及新闻电视等大众传媒言，不要说 -./01 一

词有十几种译名引起的混乱和麻烦，就是用较好的

“受激光辐射放大”和“激光”相比，也很容易感觉到

两者的差别$ 后者已是一个便于使用、琅琅上口的汉

语词汇，既表明它是一种“ 光”，也反映出它不是普

通的光$ 其中“ 激”字虽不能完全反映出“ 受激辐射

放大”的含意，却也给人这方面的联想$ 按照汉语的

规律，名词一般由 (、’ 个汉字组成，除“光”字外，如

再添一、两字，“激”字确实是最佳的搭配选择，为人

们所普遍接受$
我们深深的感到物理学名词的编订是我国物理

学工作者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努力从事的一项重要工

作，其中凝入了我国物理学前辈的大量心血，中国物

理学界同仁理当珍惜先辈的成果，将之持续下去$ 鉴

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由于它是一项细

致、困难且严肃的工作，只有靠我国物理学界的集体

参与，才能搞好$ 我们热切地希望得到广大物理学界

同仁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 年出版的《 英汉物理学词汇》所收词汇大

约截至到 %&&, 年，考虑到近年来物理学研究的迅速

发展，特别是在新出现的一些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生

物物理、软物质物理、非线性科学、量子信息学等领

域产生了许多新的名词，我们将扩充已审定公布的

名词作为本届委员会的首要任务$ 扩充的重点放在

当前发展迅速、急需对名词进行规范的新领域及交

叉学科$ 希望物理学界的同仁们，对于哪一个或哪一

些名词需要订名提出建议，内容包括名词的英文表

述，来源和出处，中文已有的译名，建议译名，并请说

明原因，同时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 本届委员会也

会每年将讨论通过的新名词在《物理》杂志上公示，

征集意见$
对于已有的名词，也可提出修正意见，委员会对

此会采取非常慎重的处理方式$ 原因是，一方面原有

订名是经过认真的讨论确定的，有一定的道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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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原订名即使不是最理想，按以往的经验，也不

宜轻易改动，因为已通用的名词有一大批使用者，新

造出的也许更准确，但也很难使原有的名词失效，结

果是造成学术名词的混乱’ 当然，对于少数确实很不

合适的，经委员会讨论修订、公示后，再正式公布执

行’
为便于大家的参与，我们将 ())( 年后修订过的

《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作为附录刊载于后，供大家

参考’ 希望在物理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物理

学名词工作能适应物理学蓬勃发展的需要，更上一

层楼’
（中国物理学会第 * 届名词工作委员会）

附委员会秘书钱俊的联系方式’
通信：北京 +%" 信箱《物理》编辑部! 邮编：(%%%*%
电话：%(% , *$+#)#-%
./012：34561768 0345’ 1345’ 07’ 79

附录：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

(’ 收词范围：原则上限于物理学各领域的词条’ 在物理学中常用到的其他学科（ 如数学、力学、天文学

等）的词条也应适当收入；与物理学联系较密切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名词也可适当收入，但这类词

条不宜过多，且应尽量标出其所属学科’ 学科简称标注在波形括号内’ 如 :7;:<= 八极管｛电信｝，219=0> ?=7;:>
@A97;1:9 线性矢函数｛数｝，B536A/ 石膏｛矿｝’

$’ 订名（译名）力求准确、简明，照顾汉语词汇顾名思义的特点，尽量做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的统一’
"’ 对于有密切联系的名词，订名应力求系统化，如电导率，电阻率，电容率，磁导率，磁阻率，磁化率’
#’ 除人名、地名和商标外，译名原则上不用音译，如 206=> 译作“ 激光”，不用“ 莱塞”’ 若能音义兼顾，如

6=>?: 译为“伺服”，也很好’ 某些材料的译名，以可音义各半，如 19?0> 译作“殷钢”’
&’ 订名时尽量不造新汉字’
+’ 一条外文词有几个不同涵义时，可分别订名，用（(）、（$）、（"）⋯分开，如 :><=>（(）级（$）序（"）阶

｛数｝’ 有的名词在不同分支学科中有特殊涵义的，应在订名后加波形括号注明所属分支’ 如 1972A61?=（(）内

含（$）单举｛高能｝，C07DB>:A9<（(）本底｛核｝（$）背景｛天物｝；16:/=>（(）同质异能素｛核｝（$）同分异构体

｛化｝

-’ 有的外文词虽只有一个专业涵义，但有几个汉译名的，应采用最恰当的一个；若一时有争议的，可予以

并存，用逗号分开，将推荐译名列于前’ 如 3>=7=661:9 旋进，进动；@2A1<176 流控技术，射流技术；3:;=9;102 势，位

等’
*’ 两科以上通用的名词，应依照基本学科方面所定名词为准，如物理学与气象学通用的名词，应依物理

学方面所定名词为准’
)’ 外文词条中涉及人名的，按下述原则处理：（(）约定俗成者应从俗，如 E0>;=6109 7::><190;=6 笛卡儿坐

标；（$）名从主人，无约定俗成译名者，应按该人国籍及所用语种，再按相应的译音表或译名手册翻译（ 推荐

的译音表另发）’
(%’ 所订名词中可省略的字括入方括号内’ 必须加的注解要简明，置于该名词后圆括号内，如 ?:2;（?）伏

（特）（电压单位）’
((’ 所收词条一律按字母顺序排列，复合词一律不倒排’
($’ 收词以单词为主，复合词只列常用的基本概念作为示范’ 简单复合词（即各组成单词只有惟一译名，

复合词译名又和外文单词排列顺序一致的），尽量少收或不收’
("’ 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不是最理想的，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增加不统一’ 确属错译或容易产生歧义

的，应经名词委员会（或组）讨论后予以修订并公布’
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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