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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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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不等的等离子体”的尴尬局面& 现在看来，像台湾那样

把 #(*./* 一 词 直 译 作“ 电 浆”是 可 取 的& 这 样，#(*./* )0,
.0’1+2 可译作“ 电浆离子源”，而不必叫做“ 等离子体离子

源”& #(*./* 可译作“电浆子”甚至“ 浆子”而不必作“ 等离子

体子”或“等离子体激元”，简短多了& 有人说，“电浆”是个什

么东西？让人看了莫名其妙& 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
一词也是莫名其妙的，有个 3(*./* 42,"21（ 等离子体研究中

心）还被一般人误认为是献血站呢，因为 #(*./* 有“ 血浆”之

意& 其实科技名词只是代表一个概念的符号，一般说来不能

把概念的内涵表现在字面上，就像一个人的姓名并不包含这

个人的身份、人品、性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一样& 名词的制定应

当简短和专有化，解释概念的内涵不是必要的& 早年我们把

.#2+"1’/ 译作“光谱”，这个“ 光”字是我们加上去的& 后来到

了微波波段，只好把 .#2+"1’/ 译作“ 波谱”，对于电子来说，

.#2+"1’/ 又得译作“能谱”，同一个外文词，对应着多种中文

译名& 令人为难的是，在一篇外文文章中笼统地提到 .#2+5
"1’/ 时，我们不知道在该处该译作什么谱&

6- 保证科技名词的专有化，应回避日常用语

科技名词都有专门的内涵，用太俗的用语容易使概念混

淆& 例 如 (’/),2.+2,+2 一 词 包 括 荧 光（ 7(’012.+2,+2）、磷 光

（#!0.#!012.+2,+2）等发光过程，但白炽灯泡的发光则不属于

此列& 现在把 (’/),2.+2,+2 译作“ 发光”是不恰当的，“ 发光”

一词太通俗了，不宜用来表达专门用语& 且不说“ 发光”一词

已沿用很久，难以改变，我很久都想不出此词好的译名& 现在

想了个半音半意的译名供大家评议：“ 留明”&“ 明”者光明

也，有“光”之意&“留”有驻留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

些长余辉的发光过程，但主要还是取其音& 于是 (’/),2.+2,+2
/2+!*,)./ 作“ 留明机理”而不作“ 发光机理”，(’/),2.+2,"
#0%821 作“留明粉”而不作“发光粉”，等等，听起来似乎还爽

朗&
9- 半音半愈的译名是可取的

近年来科技术语中缩略词愈来愈多，除了在汉语中插人

几个外文字母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半音半意的译名是一

种出路& 这是有先例的，如 ),:*1 译作“ 殷钢”，#21/*((0; 译作

“坡莫合金”& 把 +!*1/ <’*1= 译作“粲夸克”则是王竹澳先生

的杰作& >?@AB 全译应作“超导量子干涉器件”，这样长的名

称是不可能推广使用的& 曾有人建议叫做“ 冷子管”，没有被

广泛接受& 我的方案是叫“司圭器”，“ 司圭”取其音，“ 器”取

其意& 此外，>?@AB 有可能用来作量子化的电压标准，“ 司”

为掌管，“圭”者圭臬也，有标准之意& 同样地音译，这样可多

少照顾一点含义&

对“ 等离子体”名称的质疑

林- 元- 章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 CDDDC6）

- - 3(*./* 一词目前译作“ 等离子体”& 根据《 物理学词典》

（等离子体物理分册）（CEFG 年，科学出版社）所述：“ 一般来

说，等离子体概念可作如下定义：它是由大量的接近于自由

运动的带电粒子所组成的体系，在整体上是准中性的，粒子

的运动主要由粒子间电磁相互作用所决定，由于这是长程的

相互作用，因而使它显示出集体行为（例如各种振荡与波、不

稳定性等）”& 对于这样一种物质状态，当时为什么要称为

“等离子体”，笔者实在不明白& 这种由大量带电粒子组成的

体系，既含有大量离子，也含有大量电子，整体上是准中性

的，为什么在 汉 译 时 要 突 出“ 离 子”呢？而 且 译 名 中 出 现

“等”字似也不合适& 什么叫“ 等离子”？其原意可能指离子

与电子数量相等，但又未说出“电子”只说“ 等离子”，实在是

令人费解& 况且，等离子体的概念还可用于过量电荷的情况

（过量电子或过量离子），称为非中性等离子休& 因而用“ 等”

字更显多余& 据说台湾学者把 #(*./* 译作“ 电浆”，倒还沾上

点边，因为 #(*./* 的意思是“浆”&“电浆”二字虽然看不出其

实质含义，但也不会误导&
笔者深知，“等离子体”一词已采用多年，且已遍布在各

种书籍、期刊和学术档案文件中，要把这一传统译法改过来，

实是不易& 但因实在想不通，觉得当初的译法太离奇，因而冒

昧提出质疑，希望得到专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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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封面左上角是常用的典型的台面型激光尾波场实验装置；右上角是欧洲核子中心周长长达 6H& HI 公里

的传统加速器；左下角是由计算机模拟得到的用于电子加速的激光尾波场结构，其中可以看到在尾波场空

泡内被捕获的电子；右下角是与激光尾波场加速类似的冲浪运动员的冲浪加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盛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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