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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石油类文本翻译研究 

以<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汉译为例 
贺杏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309） 

摘要：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对保障经济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及维护国防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蓬勃

发展，各国间石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本文以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导，结合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汉译案例，用交

际翻译理论从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探究石油类文本翻译方法，以提升此类文本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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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概述 

1.1 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分类 

英国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借鉴德国功能语言

•学家卡尔 布勒(Karl Buhler)的语言功能模式理论和俄国语言学家罗

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功能分类理论的基础上，将

语言功能分为六类，即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召唤功能、美学功能、

元语言功能和寒暄功能。在此基础上，纽马克根据语言功能，将文

本类型分为三大类：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号召型文本。 

表达型文本旨在表情达意，强调原作者权威，而不考虑读者反

应。其文本类型主要包括抒情诗、长篇小说等严肃性文学作品，国

家领导人讲话、法律文献等权威性言论和自传、散文等一般性文学

作品[1]。信息型文本意在向读者传递客观信息，注重语言真实性。其

文本类型主要包括专业报告、报刊文章、会议记录等[1]。号召型文本

是以读者反应为核心，号召读者“去感受、去行动”。其文本类型主

要包括告示、说明书、广告、宣传手册、通俗小说等[1]。 

1.2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1981 年，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语义翻译理论和交

际翻译理论，此举堪称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他认为语义翻

译“试图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传达原著的确切

意义”[2]，交际翻译“试图对译文读者产生一种尽可能接近原文对读

者所产生的效果”[2]。这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其对译入语的表达方

式上。语义翻译强调原作者思维方式，力求客观准确地再现原文语

义，且译文在形式上和写作风格上也与原文极为相似；而交际翻译

则更加注重译入语读者感受，需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旨在给译

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感受。 

综上，纽马克认为，针对不同文本类型，应采取不同翻译策略。

表达型文本一般采取语义翻译策略，而信息型文本和号召型文本则

采取交际翻译策略。但在同一个文本中，经常会出现多种语言功能

相互交叉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分清文本的主导功能，更要将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选用合适的翻译方法，

来获得理想译文。 

二、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文本类型及文体特征 

2.1 源文本类型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频繁使用专业术语、缩略词、合

成词、名词性短语、长难句和被动句，具有语言严谨、表述客观、

专业性强等特点。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该文本以信息表达

功能为主，是典型的信息型文本。 

2.2 文体特征 

2.2.1 词汇特征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用词严谨、专业性强，主要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文中经常出现专业性术语，如 anticline（背斜）， 二

是文中存在很多普通词汇专业化现象，如 folding（褶皱）。除此之外，

该文本的选词具有较强的简洁性，一是文中大量使用缩略词、合成

词以达到用词精炼的效果，如 Original Oil in Place (OOIP)原油储量、

hydrocarbon（烃），二是文中经常选用名词性结构，以简明方式来传

递复杂信息，如 solution-gas drive reservoir（溶解气驱动油藏）。 

2.2.2 句子特征 

为准确传递客观信息，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一书中经

常使用各种修饰语或从句对主句加以限定，因而，文中经常出现长

难句。此外，此文大多是对事物、现象或者过程的客观描述，为体

现该类文本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多选用被动句进行表述。 

三、文本类型理论在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汉译中的

应用 

3.1 词汇翻译 

词汇是句子乃至篇章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准确把握词义，才

能提高译文准确性。对于词义明确的词汇，译者可在纽马克文本类

型理论指导下，用逐字译法对其进行翻译。对于需考虑上下文语境

的词汇，译者可采用引申译法来对其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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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逐字译法 

顾名思义，逐字译法是一种完全机械化的字对字翻译，译者既

不考虑源语的上下文语境，也不考虑译入语的语法结构，只需按照

源语的排列顺序，将词组的基本意义对应翻译而已。译者在纽马克

语义翻译理论指导下，对所选文本中频繁出现较长的复合词，可采

取逐字翻译方法。 

例 1 By implication, if the reservoir pressure is higher than the 

bubble point pressure, a mixture of oil and gas would be in a single-phase, 

that is, liquid phase, and this mixture of oil and gas is called 

“under-saturated” oil. 

译文：这意味着，如果储层压力高于泡点压力，那么油气混合

物将处于单相，即液相，这种油气混合物也被称为“不饱和”油。 

分析：例 1 中出现了“名词+名词”的复合词，如 reservoir pressure、

bubble point pressure 和“形容词+名词”的复合词，如 single-phase、

liquid phase、under-saturated oil，译者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

采取了逐字翻译法，不仅使译文在语义和风格上贴近源语，更是忠

实于原作者思想。 

3.1.2 引申译法 

引申指在保留原文全部语义前提下，根据具体语境和目的语表达

习惯，不拘泥于词语字面意义和形式，对译文作适当调整，以达到忠

实、通顺目的[3]。许多普通词汇被运用到石油行业后，被赋予了新内

涵。因此，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针对此类词汇，译者需具

体考虑上下文语境，采用引申译法，选用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词义。 

例 2：However, if the production of oil and associated gas is allowed 

to continue below bubble point for long, the following changes occur that 

are detrimental to oil recovery. 

译文：但是，如果允许石油和伴生气的开采长时间持续低于泡

点，则会发生以下不利于石油采收的变化。 

分析：associated 在牛津字典的基本释义为“有关联的，相关的；

有联系的；（用于联合企业的名称）联合的”，如将 associated gas 译

为“相关气体”，这既不符合原文语义，也使译入语读者感到不知所

云。译者经分析上下文语境得知，associated gas 是石油化工行业的

专业术语，因此，译者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出发，以交际翻译理论

为指导，将 associated 的基本词义引申为“伴随的，伴生的”。为验

证其词义准确性，译者查阅术语在线（http://www.termonline.cn/）得

知，associated gas 在《石油名词》中也被译为“伴生气”。 

3.2 长难句翻译 

石油科技英语文本的一大特点就是经常使用长难句。为译好此

类文本，译者必须明确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和表达顺序上的差

异。首先，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各成分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连词、

关系词等显性方式来连接；而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主要依据句子

间的内在语义关系和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等隐性方式来连接句子成

分。其次，由于中英两种民族间的思维差异，其语言表述顺序也存

在很大不同。英语先叙述主要内容，而汉语则先叙述时间、条件等

次要内容。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可选用顺译法、逆

译法和分译法对其进行翻译。 

3.2.1 顺译法 

石油英语中为表述前后衔接、相互并行的现象、过程和方法，

多运用平行结构，造成一种“突出”。翻译时一般采用顺译的方式，

从而使译文也采用对应的平行结构，实现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

对等[4]。在语义翻译理论指导下，针对所选文本中处出现的平行结构，

译者选用顺译法进行翻译。 

例 3 The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areal sweep efficiency, in general, 

are the reservoir heterogeneity, mobility ratio, cumulative water injection, 

flood pattern, directional permeability, formation dip,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injection and production wells, off-pattern wells, and 

presence of fractures.（39 词） 

译文：一般来说，影响区域扫描效率的因素是油藏异质性、流

度比、累积注水、驱替模式、定向渗透率、地层倾角、注采井之间

的压力分布、非模式井以及裂缝的存在。 

分析：在例 3 中，表语部分出现了 8 个短语的并列，来说明了

影响区域扫描效率的 8 种因素。经分析上下文得知，这 8 种因素之

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或先后顺序。因此，译者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

下，按照原文语序，采取顺译法对其进行翻译。 

3.2.2 逆译法 

英汉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这两种语言在重心位置、表

达顺序上有很大差异。英语重心靠前，一般会先叙述主要内容，再

用其他成分加以修饰；汉语重心靠后，一般会先叙述时间、原因、

条件等，再叙述结果和目的等。因此，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

下，译者根据译入语的语言特点，对句子内容进行重新排序。 

例 4 These problems can grow if not attended to in time and result in 

loss of well productivity due to increased water cut, high GOR, and a sharp 

decline in reservoir pressure.（31 词） 

译文：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并且，由于含

水率增加、油气比上升和储层压力急剧下降而导致油井产能损失。 

分析：例 4 中出现了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和 due to 引导原因

状语从句。根据语言表述习惯，英语会将重要内容提前，而汉语会

将表示条件等次要条件提前，英语强调“先果后因”，而汉语强调“先

因后果”。因此，按照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译者为符合译入语读

者的的阅读习惯，将 if 条件状语从句和 due to 原因状语从句前置。 

3.2.3 分译法 

英语是形合语言，即“树型结构式”语言，其长句经常是套用

各种修饰语或者从句而形成的。汉语是意合语言，即“竹节结构式”

语言，句子大多短小、精炼。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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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长难句，译者可先理清句子结构及成分，在充分理解原文语义基

础上，采取分译法，适当断句，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例 5 During extraction, the pressure of a gas condensate reservo

ir must traverse through the dew point, resulting in the condensation

 of large volumes of hydrocarbons that can only be recovered by rei

njecting dry gas to maintain reservoir pressures above the dew point

 for improving the condensate recovery.（46 词） 

译文：在开采过程中，凝析气藏的压力必须穿过露点，才会使大

量碳氢化合物冷凝。而通过回注干气，将储层压力保持在露点以上，

被冷凝的碳氢化合物才能被恢复，这样可以提高凝析油的采收率。 

分析：例 5 中，the pressure of a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 must 

traverse through the dew point 为主句，“resulting in the condensatio

n of large volumes of hydrocarbons”为由主句引起的结果状语从句，

是对主句部分所造成的结果的具体说明，因此，这两部分可独立成

句，意为“在......情况下，碳氢化合物才能冷凝”。而由 that 引导的

结果状语从句中附带的主语从句”that can only be recovered by...re

covery”意为“在......情况下，被冷凝的碳氢化合物才能被恢复”，与

前句描述的状态完全相反，亦可独立成句。经过对原文信息切分，

使得译文逻辑更加清晰，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四、结语 

本文在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结合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汉译案例，从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对石油类文本的翻译

方法进行了研究。就词汇方面而言，译者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

用逐字译法对词义明确的词汇进行翻译，以体现石油类文本用词的

严谨性、准确性；对需要考虑上下文语境的词汇而言，译者可用引

申法对其进行翻译，以提高该类文本用词的专业性。就句法层面而

言，译者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采用顺译法、逆译法和分译法

对长难句进行翻译，使得译文通顺、流畅、可读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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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充分利用贵州大数据中心的优势，互联网+充分开发传统体

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专业化管理，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传承人的培养，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让传统体育文化依

托于民族旅游发展，相互促进。以此带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

为实现乡村振兴和体育强国目标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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