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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序简要介绍英汉／汉英科技阅读与翻译系列的宗旨、由来与发展、特色以及应用。
　　宗旨本系列丛书旨在培养和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科技阅读与翻译的基本技能。
这是促进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对科技人员实施素质继续教育的
重大任务之一。
　　由来与发展当我突破传统编写法的束缚，根据汉英翻译与英汉翻译的互逆性原理，扬英译汉之长
，克汉译英之短，首创并运用新编写法“逆向改编法”：互逆使用原文与译文，将英汉翻译方法与技
巧逆向改编成汉英翻译方法与技巧，一举破解了汉英翻译的难题，成功编著了《汉英科技翻译》之时
，就奠定了使科技阅读与翻译专著系列化的技术基础。
但系列化的念头最早是在出版《科技阅读与翻译——重点与难点解读》之前萌生出来的。
该书于2006年1月以“科技翻译系列参考书”的名义出版。
　　这套系列丛书的具体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以专业“准全科”覆盖为目标，一步到位地克服了已版图书的专业覆盖面不够广的重大不足。
第二，运用逆向改编法，编写由“综合篇”、“专业篇”、“科技对话篇”和“科学家发明家”组成
的“母本”《汉英／英汉双向科技翻译》（该书因注释中雷同部分篇幅过大而成为不可出版之作）。
第三，在运用逆向改编法的同时，大胆尝试创新翻译理论与方法，首推“句型比对译法”和“科技翻
译关键词法”，倡导并向国人推广中国特色学习、研究与讲授英语与翻译的新教学法。
《英汉科技翻译新说》和《汉英科技翻译新说》等便由此诞生。
它们是丛书中的翻译教程类图书。
第四，提取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与母本的“综合篇”与“专业篇”构成《新英汉科技翻译》和
《新汉英科技翻译》。
第五，用句型Sen—tencePatterns替换《科技阅读与翻译——重点与难点解读》中的动词类
型VerbPatterns，并以更广领域的有关例句对其进行增补，由此得到《新科技阅读与翻译——重点与难
点解读》。
第六，原来作为《英汉科技翻译新说》中的一章编写的“长句分析与翻译”，一来由于保留在《新说
》中使该书的篇幅过大；二来由于它本身就是科技阅读与翻译中的一个重点与难点问题，加上手头上
长难句的资源很丰富，编者便以其为蓝本，大幅增补后独立成书《900科技英语长难句分析与翻译》。
考虑到阅读与翻译的有机联系，并考虑到丛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最后把“科技翻译系列参考书”更
名为更为切题的英汉／汉英科技阅读与翻译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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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翻译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行了大胆尝试。
全书共3章，第1章首次向读者推出了“句型比对译法”，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型这个基本层面的差
异，分别讲述了英语五种基本结构句子的汉译方法。
这种句型比对译法易于掌握运用，特别适合于我国读者。
    第2章中首次向读者推出了“英汉科技翻译关键词法”，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时态、情态动词、被动
语态、后置修饰语、非限定动词、名词结构以及冠词七个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别，提出了七个“处理好
”——处理好时态、情态动词、被动语态、后置修饰语、非限定动词、名词结构和冠词。
    第3章“基本翻译方法与技巧”系统介绍了分清主从、选词用字、增补法、省略法、转换法、语序调
整法、正反反正译法和拆译法等常用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
学会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和技巧，才会有得体的译品。
    本书既可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实用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翻译教学和各类翻译培训的参考教
程，还可作为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爱好者的自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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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程学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就是开火车的铁路机车工程师。
这个意义上的工程师实际上是技术员，而不是专业工程师。
　　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去发现这样一些关系，即在某种情况下有事件P出现时，一定也有事件Q出现。
　　其他的还有比如“有”、“成为”、“算”等非动作动词。
例如：　　我们现有核工程、石化工程、航空航天工程以及电子工程等。
在每门工程领域内还有细分的专业。
　　铁矿石变成熔融状态后，其氧化物便与焦炭里的碳化合。
　　数学是现代工程学的语言，这样说怎么都不算太过分。
　　②双宾谓语句（简称“双宾句”）的情况。
谓语动词带两个受事宾语，一个指人（间接宾语），一个指物（直接宾语）（“主语+及物动词谓语+
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例如：　　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电视和因特网。
　　每个小点都被赋予一个数值来表明其黑百度。
　　注意，这里采用了“被”字句。
“主语+及物动词谓语+受事宾语”这类述宾谓语句是可以有被动和主动两种句式的。
双宾句中的两个宾语都是受事宾语，都可以拿来作被动句的主语。
　　（3）述补短语谓语句。
句中的补语有表示结果的，有表示趋向的，有表示方式、手段的，有表示数量的。
例如：　　在做了一系列可行性研究之后，一个初步框架很快就制定出来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造与开发固态电子产品的整个新兴工业部门已经建立起来。
　　（4）连述短语谓语句。
　　这种句子由连述短语充当谓语，有两种情况。
　　①连动式——“连动句”——连述谓语中的几个组成部分都能单独和全句主语构成陈述关系。
例如：　　爱因斯坦进苏黎世大学继续深造。
　　但是居里夫妇还是穿上了外衣，马上沿街向那个棚屋走去了。
　　②兼语式——“兼语句”——谓语部分的两个动词不共一个主语，作为前面动词支配对象的宾语
，与后面的词语又构成陈述关系。
所以，这个宾语既是受事，又兼做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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