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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则贤对等离子体一词翻译看法的短文是编辑部最近（$%%& 年

’% 月 $4 日）收到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对等离子体一词过往的讨

论，特转载赵凯华，林元章的文章（《 探讨与争鸣》，$%%"，#（’）：

’$，’"）以供参考-

物理学名词

作为物理学专业术语的 */1561
一词该如何翻译？!

曹! 则! 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7%）

! ! 物理学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是不断演

化的- 与此相对应，一个概念其纯粹字面上的意思也是活的、

变化着的- 考虑到不同语言之间词语的语义没有完全意义上

的对应，如果我们在翻译一个物理概念时加入了对当时物理

内涵的理解，而这个概念所代表的物理内容又迅速发展着，

则当时的翻译会显出它的不适宜来- 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强

加给初学者对相应物理内容的错误认识-
8/1561 就是这样的一个词-
8/1561 源自希腊语，和塑料（*/15)02）一词同源，取的是

“能成型”的意思（*/155903，): ;:<6- 所以，本意上 8/1561 有

别于气体或水那样的流体）- 8/1561 本意之一为一种透光的

绿色石英（*/1561 = ><993 2(1/29?:3@）- 这里，8/1561 描述的

是该晶体的透光但不透明的外观-
在变成物理学专业术语以前，8/1561 最普遍的意思是

指血液中的流体部分，不包括血球和血小板，所以一般翻译

为血浆- 但是，它也指淋巴液、分泌的奶水以及肌肉里的体

液，等等- 医学和生物学文献的中文翻译中，随便地将之翻译

成血浆者，如果不多，怕也是难以避免-
将中性的气体在电极间部分地离化，请大家注意是只需

要部分地离化，此时形成的包括中性气体原子或分子、电子

和不同离化度的离子的这样一种物质状态称为 */1561，有时

人们将之称为物质的第四态- 对于简单的 */1561，其中的电

子和离子的密度在 */1561 5(91)( 以外的内部区域在微观的

意义上大致相等- 因此，国内将之翻译成等离子体，强调了上

述这一物理性质，现在已为大家广泛接受- 但请注意，这个中

文译名包含了对当时 */1561 物理内容的理解- 对初学者，这

个概念可能意味着（’）8/1561 里电子和离子密度相等；（$）

8/1561 似乎和中性物质无关- 实际上，中文等离子体作为对

完全电离的气体放电（ >15 ?052(1<>9）的描述可能更贴切一

些-
然而，8/1561 一词也包含那些即便在宏观的尺度上电子

密度和离子密度也不相等的物质存在- 比如半导体 * A 3 结

区就是这样的存在，好的半导体界面上甚至能获得二维的自

由电子气- 显然，将这些语境下出现的 */1561 一词翻译成等

离子体就明显误导读者- 此时，如采用台湾地区的做法，将之

翻译成电浆，就显得合理得多- 电浆承袭了先前血浆的翻译

理念，强调了该物质作为半流体（ 5960;/.0?）的存在（ 当然，这

并不确切），并指明其与电（电荷，电离）有关- 其适用范围明

显比等离子体要宽泛一些-

可是，同等离子体的译法一样，电浆也在翻译时添加了

对 */1561 的限制，因此在某些特殊语境下也显得词不达意-
比方说，原子核被破坏时会产生质子 A 中子 */1561，这里质

子带电荷，而作为重要成分的中子是根本不带电荷的，这整

个体系和局部只有正电荷- 又比如，在加速器高速碰撞的金

离子会产生一个“火球”，可衰变成上千的粒子，从而显示夸

克 A 胶子 */1561 存在的迹象- 此时，8/1561 表示的是夸克 A
胶子混合且强烈地相互作用的那样一种大约可形象化为浆

体的那么一种存在- 夸克带 ’ B " 基本电荷，而胶子不带电荷-
在这些语境中，电浆的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这里讨论的重

心就不在电荷上，而是强相互作用-
那么，该如何翻译 */1561 一词，使之能忠实地反映其英

文原意而不因中文翻译造成对其当时所指之物质存在的错

误理解呢？作为权宜之计，我建议使用“ 浆体”这个译法- 一

方面，它是 */1561 忠实的原意，另一方面在提及它作为物质

第四态时和气体、液体、固体并列也显得整齐划一- 此外，它

也可以理解为继承了等离子体和电浆这些从不同侧面来看

有一定合理性的译法- 当然，“浆体”的译法初听起来可能显

得怪怪的- 更合适的译法还需要我国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细细

斟酌-
谨以此文作引玉之砖-

几个沿用已久但译名不当的

物理学名词

———兼谈科技名词的译名方法!

赵! 凯! 华
（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 ’%%7C’）

! ! 读了编辑部转来的林元章先生《 对“ 等离子体”名称的

质疑》一文，我们早有同感- 此名词英文是 */1561，其他拼音

文字都采用类似的拼法或音译- 中文是方块字，科学名词尽

量采用意译是我们的传统- 意译有“ 望文生义”的好处，但要

有分寸，过之则将留下后患- 近年来我们的新实践经验表明，

意译要掌握几条原则-
’! 新名词应该尽量照字面直译，企图在译名中包含概

念解说的作法不一定可取

“等离子体”译名的缺点有二，一是太长（一般以二三字

为宜），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它已不能概括此词现代的含

义- 这些缺点都源于当初订名时企图把概念的解说包含在订

名中- */1561 早期定义是离子（ 包括电子作为负离子）正负

电荷相等，它整体上保持电中性，故日“ 等离子”- 后来出现

了 3:3D39.)<1/ */1561，就得译作“ 非中性等离子体”，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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