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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审定科技术语，搞好术语学建设，实现科技术语规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
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
　　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术语统一工作实践和术语学理论研究。
两者紧密结合，为我国科技术语规范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术语学理论研究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方向上的保障。
特别是在当今术语规范工作越来越紧迫和重要的形势下，术语学理论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愈来愈明
显。
可以这样说，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对术语规范工作同等重要。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伴随科技发展产生的科技术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尽管当时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术语规范工作，但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重视并从事着对科
技概念的解释和命名。
因此，我们能在我国悠久而浩瀚的文化宝库中找到许多堪称术语实践与理论的光辉典范。
战国时期的《墨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著作，书中对一批科学概念进行了解释，如，“力，刑
之所以奋也”、“圆，一中同长也”。
两千多年前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辞书性质的著作，它整理了一大批百科术语。
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也早已有关于术语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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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几千篇论文中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遴选而成。
书中收录了术语学学科建设、术语的语言学问题、术语规范实践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术语演变、计算
机辅助术语工作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术语学研究的轨迹。
入选的文章，或思想上卓有创见，或在题材上推陈出新，或在方法上另辟蹊径，既体现出我国术语学
逐渐成长的历程，也凸显了术语学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填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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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立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为世界术语学研究作出贡献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关于加强
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求真务实开展好术语学学科基础建设当代术语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
的作用和意义术语论术语三难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略谈术语学研究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
之我见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宗旨和任务谈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汉语
术语的合格性试论术语的定义术语形成的经济律——FEL公式专名与术语术语·术语学·术语词典科
学名词中的造字问题科学术语的构成方法现代汉语科学术语初探中文科技术语中的歧义结构及其判定
方法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我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
问题初步研究论术语创制中的结构选择简述科技术语规范化的基本环节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中国科技
术语的规范化中国少数民族语术语工作描述性术语工作和网上术语论坛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差异问题分
析与试解海峡两岸计算机名词异同浅析试论汉译术语规范的原则与方法《现代汉语词典》科技名词规
范的处理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我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
译及演变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氧氢氮的翻译：1896—1944清末民初化学教科书中
元素译名的演变中国早期部分生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的初步探讨我国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及发展趋势
平行语料库中双语术语词典的自动抽取流通度在IT术语识别中的应用分析术语定义提取研究信息技术
领域术语字频、词频及术语长度统计汉语术语定义的结构分析和提取一种结合术语部件库的术语提取
方法科技术语的维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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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莫斯科学派　　苏联术语学是在著名学者洛特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恰普雷金
（S.A.Chaplygin）、德雷森（E.K.Drezen）、克里莫夫斯基（Klimofski）、戈洛文（B.Golovin）、丹尼
连科（V.Danilenko）等人的工作形成了一支有影响的术语学学派，其中苏联科学院科技术语学委员会
在苏联术语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整个工作是在苏联标准化机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这个学派
的基本论点是：强调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属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认为术语本身来自科技各领域中的概念名称，反映着科技成就的新概念。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术语学属于语言范畴，所以主张从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建立概念体系，然后为概
念定义，最后再确定术语。
近年来这个学派在术语分类、分类原则、术语特性、术语的概念、术语定义、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使
用和地位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为术语学界所称赞。
特别是在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召开的第一届苏联术语学讨论会，引起国际术语学界的关注。
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的第一分委员会（术语学原则与方法协调）的秘书处就设在莫斯科，现由
苏联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苏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
在第一分委员会主持和组织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1087），《术语的原则与方法》（704），《
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860）等文件和标准，对整个术语学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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