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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名词

再论 !"#$%# 的译名

赵- 凯- 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01.）

- - 对 #(*23* 一词的译名问题，我本人曾发表过看

法［.］，近来也有不少人关心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

的方案［4，5］& 自从 .641 年 7*,83’)9 用 #(*23* 一词来

描述放电管中一个区域以来，今天已经 0/ 年了& 在

这 0/ 年里，#(*23* 以及与之相关的词汇使用得愈来

愈多，而其涵义被不断地拓展与更新& 一个物理名词

被引进后，其内涵随着科学的进展不断拓宽，以它为

词根的术语和组合词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长& 这是

科学术语发展和演化的总趋势，我们制订物理学名

词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制订

物理学名词时得到的深刻经验教训&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制订中文物理学名词时，对

事物的描述不宜太具体，含义不宜太狭窄& 而且所

用之字需要抽得出来，能够在复合词简化时单独使

用& 在这种意义下我曾说过，物理学名词不宜用日

常用语，需要有专业性& 一个例子是 :;+"<9，原来物

理学中称“向量”，数学中称“矢量”& 后来物理学学

了数学的样，改称“矢量”，数学学了物理学的样，改

称“向量”，=/ 年来沿用至今，已无法改变了& 客观

地评价一下，究竟是“向”好呢，还是“矢”好？单凭

:;+"<9 一个词，很难说孰优孰劣& 但是与 :;+"<9 有关

的有一大串复合词，如 >*2)+ :;+"<9，9*?)*( :;+"<9，
#<2)")<, :;+"<9，量子力学中还有 2"*"; :;+"<9，等等&
现在对应的中文物理名词为基矢、径矢、位矢、态矢

等& 若称“基向”、“径向”、“位向”、“态向”、怎么样？

恐怕不行，得称“ 基向量”、“ 径向量”、“ 位向量”、

“态向量”& 这就是说，“矢”字是能单独抽出来组合

新词的，而“向”字单独抽不出来&
若就事论事，不能说当年把 #(*23* 译成“ 等离

子体”不好，它非常准确地刻画了 #(*23* 的特征：电

离的气体，在德拜屏蔽半径的尺度上看是电中性的，

故曰“等离子”& #(*23* 有许多普通气体所没有的特

征，如 #(*23* 振荡，#(*23* 波& #(*23* 有种类繁多的

振荡模式和色散关系复杂的波，这都与它是由带电

粒子（离子）组成的、粒子间存在着长程的电磁相互

作用有关& 除离子外，在 #(*23* 中还有其他组分，如

中性分子或原子，但它们对 #(*23* 的性质不起主导

作用& 所以称 #(*23* 为“等离子体”不可谓不当& 然

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凝聚态里也可以有 #(*23* 波，

而且是量子化的，称为 #(*23<,& 在复合时期之前的

早期，宇宙的温度极高，它是以辐射（ 光子）为主的，

有正负带电的粒子对（ 已不是通常意义下的“ 离

子”）出没其中，相对数量是极少的，物态方程主要

由光子决定& 对于这样一钵炽热的羹汤，人们也叫它

#(*23*& 在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时会形成一种由夸

克和胶子组成的物质，也叫 #(*23*& 这种物质与通

常 #(*23* 不同的是色作用代替了电磁相互作用，德

拜屏蔽效应解除了色禁闭，而不是屏蔽库仑力& 综

上所述，#(*23* 一词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宜

用描述过于狭窄的名词去限制它&
外文 #(*23* 一词的内涵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

就是因为它不包含太具体的描述& 与之对应的中文

字也应具有这样的特点& 另造新字是不大可能被允

许的，最好找一个与 #(*23* 对应的单字，这个字必

须不是在物理学中有其他涵义的单字，并且在组合

复合词时能单独抽得出来& 符合这种要求的单字，

“浆”字应是首选& 就像将“谱”字与 2#;+"9’3 绑在一

起一样，我们将“浆”字与 #(*23* 绑在一起& 可见光

的“谱”叫“光谱”，微波的“谱”叫“波谱”，能量谱叫

“能谱”，质量谱叫“质谱”& 仿此，通常的电离气体形

成的 #(*23* 叫“ 电离浆”，#(*23* 2"*"; 叫“ 电离浆

态”，简称“ 浆态”；辐射为主时期的宇宙羹汤称为

“光离 浆”（“ 离“ 表 示 正 负 电 荷 未 复 合 成 中 性 原

子），简称“离浆”或“浆体”；夸克和胶子组成 #(*23*
叫“ 色 离 浆”，@’*9AB8(’<, #(*23* 就 称“ 夸 克 胶 子

浆”&
在以 #(*23* 为词根的词汇中最令我们为难的

是 #(*23<,，这是一种元激发，从量子观点来看是一

种准粒子& 按照我们的惯例，凡以B<, 结尾的粒子都

称“子”，如 #!<"<,（光子）、#!<,<,（ 声子）、*,C<,（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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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子）等- 若称 */1451 为“ 等离子体”，则按上述惯

例，*/14563 应作“等离子体子”- 这样拗口的名词是

无法被接受的，也不能叫“等离子”，于是破例叫“等

离子体激元”- 也曾有过“等离子体波子”、“等离体

子”的叫法，都不令人满意- 但绝对不能像文献［7］

中那样，把 4.8912: */14563 称为“ 表面等离子体”，

将新生词 */14563024 译作“表面等离子体光子学”也

是不当的-
若按上述方案将“ 浆”字与 */1451 紧紧绑在一

起，则 */14563 应作“ 电离浆子”或“ 浆子”，4.8912:
*/14563 作“表面浆子”，*/14563024 作“ 浆子学”，以

对应 :/:2)863024（电子学）、*(6)63024（ 光子学）等- 从

字面上看，*/14563024 没有“ 表面”、“ 光子”的意思，

不要强加给它，以免将来词义扩展时被动-

“等离体子”一词使用已久，虽然不断出现矛

盾，一时也改不了- 我建议将“电离浆”作为“又称”，

与之并存- 经过一段（也许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优

胜劣汰，最后达到统一- 科学术语应当尽量统一，但

这也是学术问题，勉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不是

最好的方法，也未必做得到- 查“ 逻辑学”定名之确

立历时 "%% 年，可为前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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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订阅价格只对交纳会费的会员有效。 订阅杂志的费用可以连同会费一起交纳到物理学会，也可以直接向编辑部订阅

并提供相关证明（会员号）。 对于其他人员，向编辑部直接订阅继续享受 ’<% 元 > 年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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