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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翻译是一项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科

技术语作为表达科学概念的专业词汇，具有准确性、单义

性、系统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派生性的特点。

本文针对科技术语的特点，依据翻译学理论、术语学理

论，从科技术语的来源、构成的角度出发，主要归纳论述

了常用的五种科技术语翻译方法，即音译法、意译法、音

意兼译法、形译法、象译法。

1　音译法

音译法，就是指译语与源语的读音相同，即按照原文术

语的发音，用发音相同或近似的汉字表示出来。音译法是

科技术语翻译的一种常用方法。音译的术语译名要规范，

避免使用生僻汉字，用词应大众化，以普通话的语音为

标准，以国际音标为基础。通常在俄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本族语中没有对应译语，即存在语义空缺的情

况下使用这种方法。如果不能从形式或语义上翻译源语术

语，音译便成为了主要的翻译手段。

采用音译的科技术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表示

人名（包括为了纪念某一科学家的发明，某一个原理、定

律，常常用他本人的名字来命名）、地名的词。第二类，

表示计量单位的词。第三类，表示新材料、新产品、新概

念、新事物、新现象的词。第四类，表示化学元素的词。

第五类，表示机械设备和军事武器的词。第六类，表示国

外品牌的词。

在科技术语翻译中，由于语言的日渐国际化，当一个

新术语出现时，人们尚不明确外语术语概念或来不及确立

相应的汉语术语的情况下，音译法便成为了首选的翻译手

段。但是，随着人们对这些新的科技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本

质的深入了解，就逐渐把原来音译的科技术语改为意译的

科技术语。因此，在音译法中出现了某些音译术语被意译

术语所取代，或者同时使用的现象。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

汉语在借用外语科技术语时，要尽量使用意译法，努力避

免采用音译法来翻译外语术语。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认为音译法才是科技术语

翻译发展的未来趋势，因为它们发音相近、形式相同，便

于科技文献的翻译与阅读，大大减少科技交际障碍。可以

正确有效地传播专业科学和生产领域的概念、促进科技发

展，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2　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按照源语的意义来翻译，即根据外语术语

的概念内涵译成相应的汉语术语。意译法是科技术语翻译

的基本方法，因为汉语是表意文字，所以我国一些学者认

为翻译外语术语采用意译法会更加符合汉语语义明晰的特

点。意译术语时应弄清科技术语的概念本质，遵循外语术

语的命名理据，通过直译的方式，做到见词明义。术语作

为专业领域概念的称谓被创造出来的，通用词术语化后表

示概念也是由人来决定的，所以了解术语的构成方式对正

确创造新术语、准确理解科学篇章是十分必要的。因此，

依据俄语科技术语的结构、语义、形态、句法等特点，采

用意译法的科技术语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合成法，指的是由至少含有两个词根组合起来构成的新

词。这类科技术语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呈现一个单词，

即单词术语。合成法构成的单词术语有时出现连字符，用来

连接两个词根。另一种是呈现一个词组，即词组术语。据统

计，欧洲语言的一些术语总汇中，借助句法方式构成的词组

术语（又叫“合成术语”）占术语总数的60%—95%。可见，

句法方式构词是扩充术语的方法之一。翻译合成术语时，即

使翻译工作者掌握了词根所代表的含义，也要在理解整体意

义后，融合、科学、规范的给出译语。

加缀法，是指某些科技术语是在它原有的词根基础上

附加前缀、后缀、前后缀，即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新词，

又称为派生词。加缀法能产性强，词缀通常具有一定的意

义。此类派生词是构成科技术语的一种常见手段，以这种

形态方式构成的新词占科技术语词汇的比例很大。本文将

加缀法细化，分为前缀法、后缀法、前–后缀法。

前缀法,利用前缀构成的科技术语数量相对比较少，

这些前缀有的来源与希腊语，实际上汉语中存在类似的前

缀，只是没有类似的表述，汉语只是有统一的翻译，有的

来源与拉丁语，有的来源与本族语俄语。

后缀法,利用后缀构成的科技术语数目可观，据统

计，1593个语言学单词的术语里，就占有48.4%。某些后缀

用于表示概念范畴，具体可分离出表示人、工具、过程属

性等范畴的后缀群,表示工具、材料的后缀,表示过程、结

俄语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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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后缀，表示抽象、属性意义的后缀等。前–后缀法,利

用前后缀构成的科技术语数量极少。

转义法，是指借用普通词语的概念产生出来的科技术

语，即普通词语的术语化过程。术语和日常词汇的界限不

是固定不变的，二者的差别体现在功能特点上，术语可以

变成通用词，也可以利用通用词构成术语。可见，术语和

通用词之间存在相互转换关系。这种词汇通常是依照某一

个共同的特点，来借用到某一专门领域中，使之成为专业

科技术语，即“共体词”。普通概念和科学概念共存同一

个词语中，导致术语的转义常常由于译者缺乏科技知识，

而不为了解。根据语义法的构成方式，本文提出可分为两

种类型。

第一类，从通用词中借用词汇意义，产生意义相近的术

语。第二类，从通用词中借用词汇意义体现出的外形，联

想产生相似的术语。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创新，许多原来科技术语的概念内

涵在逐渐扩大，即旧词新义。

总之，一个普通词语被借用到某一科技领域中，受到一

定限制，成为专业词语后，会产生词义缩小，或者词义扩

大等现象。

简约法，是指按照一定规则通过压缩原术语而产生的

新词。其翻译的对象多为外语缩略词，这个缩略词由一个

或几个字母构成，又称作缩写词。由于缩写词的简约性，

是科技术语构成的活跃方法之一。有些缩写词甚至直接采

用外语原文照搬，不进行翻译。例如：CEO (首席执行官)

，VIP（贵宾），ATM（自动取款机），PVC（聚氯乙烯）

，IT（信息技术），DNA（脱氧核糖核酸）等。必须指出的

是同一个缩写词，有可能代表几个不同的意义，存在着同

形、同音异义的现象。因此，翻译工作者需要严谨认真对

待缩写词，查阅字典，减少误译，对缩写词的构词方法和

类型有所了解和掌握。根据术语的形态–句法方式不同，

缩略法分为首字母缩略法和截减法。

首字母缩写法在科技术语翻译中所占比例非常大，由词

组中的每个首字母构成。截减法构成的缩略语形式是多样

的，术语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保留的部分里。有的是由首音节

或词头组成的，有的是由原文两个或两个以上任意字母组成

的，有的是原文中取一个整词和另一个词的缩略形式组成

的，有的缩略形式是由数字加字母组成的，有的是字母加符

号的形式组成的，有的是专门为书写方便使用组成的，有的

是通过改变语序构成的有的缩写词已经变成了普通词汇等。

3　音意兼译法

音意兼译法，是指翻译过来的译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使用了源语中的音译，一部分使用了意译，即音译

法和意译法的结合使用。音意兼译法综合了音译法与意译

法的特点，一部分取用源语术语的发音，另一部分表示事

物的类别、属性等。根据音意兼译法的构成，分为三类。

第一类，一部分标出原文术语的读音，另一部分附加该

词的概念内涵。第二类，一部分音译，而另一部分是在音

译后加表达事物特征、类别的词。第三类，由人名、地名

派生出的术语，人名、地名音译，表意部分译意。

4　形译法

形译法，是指源语中的某些表示概念的字母，可以直接

抄写下来放在译语中不译，即借用字母的方式。根据借用

的方式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类，借用这些特定的字母通常是数学符号、公式、

牌号、型号、产品的标号等，直接使用原文字母，只翻译

普通名词部分。第二类，借用希腊、拉丁、英语等字母，

与表示材料等意义的单词构成的术语。第三类，借用设计

者、发明者名字缩写音译成的特定字母，与表示型号的数

字构成的术语。

5　象译法

象译法，是指译语中出现一些字母或者汉字来描述源语

的几何形状，即用具体的形象来翻译术语。象译法的术语由

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表形，后半部分表义。根据译语的前

半部分，象译法分为两类。第一类，保留外语术语中表示外

形的字母不译，常在字母后加“形”字。第二类，是选用能

够表示外语术语中字母形象的汉字，用汉字形象描述字母。

众所周知，俄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字母文字，词性变化

大，是综合性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没有

词形变化，是分析性语言。由此可见，俄语和汉语在语言

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同时也表明，科技术语翻译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本文以俄语为基准语，依据科技术语的特

点，通过实例分析，总结了我国学者们常用的科技术语翻

译方法，期望为科技术语的标准化提供依据。科技术语的

翻译方法不是绝对统一的，翻译工作者应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这些翻译方法及技巧，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

三，在翻译实践中总结规律，积累经验，提高翻译水平，

力争做到译名的准确性、简明性、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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