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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俄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两国的合作和交流全面展开。
科技合作的比重越来越大。
1997-2004年，共有近300个项目列入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涵盖领域十分广泛。
2006和2007年中俄互办国家年，两国科技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升级。
2009年中国俄语年以及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将进一步把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水平推向新
高。
为了做好两国的科技与人文领域的交流工作，必要的工具书，特别是包括汉、俄两种语言的科技术语
词典须臾不可或缺。
然而，我国的科技术语词典，涉及汉、俄两种语言的，无论从已有词典数量和质量上说，还是从理论
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讲，都根本无法同语文词典编纂相提并论。
尽管俄汉科技术语词典（即所谓的解码型词典，主要供阅读和理解俄语科技语篇使用）的数量很大，
但编纂质量仍不容乐观，编纂中的创新成分不多。
汉俄科技术语词典（即通常所说的编码型词典，主要用来生成语篇）的数量少，质量也不高。
被经常使用的主要有两部：一部是1992年出版的《汉俄科技大词典》（上下卷，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
社），收入150左右学科专业的约50万词条；另一部是1997年出版的《汉俄科技词典》（单卷本，商务
印书馆），共收汉语科技语词约7.5万条，涉及40余门学科。
表面上看，两部词典的收词数量并不少，收词的范围也很广。
涉及学科较多，都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科技词典。
如果把上述两部词典所收的词分别归入各个学科的话，它们在各学科中的比重则显得微不足道。
有人做过统计，仅化学方面的术语就达100万个之多。
综合性词典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社会需求。
遇到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就必须到单科词典中去查找。
然而，我国的汉俄单科科技词典也寥寥无几，仅有的几部也问题多多，关键时根本无法派上用场。
从事科技语篇汉译俄工作者，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寻典兴叹”，编纂出一套（系列）高质量、适用
的汉俄科技术语词典自然是摆脱这种无奈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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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汉：汉俄科技术语词典编纂理论研究》分为上、中、下三篇。
在上篇中，作者结合俄罗斯术语学基本理论和几个重要层面，着力阐述科技术语词典编纂的一般理论
，提出术语学是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包括俄汉-汉俄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中篇为俄汉科技术语词典编纂理论研究，主要阐述俄汉科技术语词典编纂理论。
作者通过研究现有多部俄汉科技术语词典的具体语料，对俄汉科技术语词典的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解读，分析该类型词典编纂实践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并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下篇是对汉俄科技词
典编纂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探索。
依托现存的三部汉俄科技术语词典，对该类型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通过分
析词典中的大量鲜活语料，提取出词典编纂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为今后编纂该类型词典提供借鉴和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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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汇首先要经过系统化，然后加以分析，发现其不足并提出纠正办法，最后是规范化工作。
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得出一个术语系统，即经过整理的、且术语所反映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确定的
术语集。
整理是术语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工作。
这项工作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选定术语后，要将概念系统化，即按概念之间的关系绘制出一个
示意图，以便使每个概念的本质特征都变得更加醒目。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使现有定义更准确，或创建新的定义。
——对术语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不足。
首先要做的是语义分析，借此去发现各种术语义与所指称的概念内容不相符的情况，以及有概念而没
有术语的情况；其次是做词源分析，以期发现该术语系统最有效的构成模式及不恰当的模式，并确定
其改进办法；再次是功能分析，即发现该学科术语的使用特点。
上述分析都离不开对术语作历史分析，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揭示该学科术语的发展趋势与倾向，并
在整理工作中充分考虑这些倾向。
——对术语进行规范化处理，即按该语言的规范化原则从专业人员的言语实践中挑选出最简捷、最准
确的表述方式以供选用。
应该指出的是，术语必须以该语言的规范为依据，但同时也可能有某些自己的特别方式，包括构词方
式、直至个别方言、行话的采用等。
规范化工作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求划一，一是求最佳。
前者是指要确保概念系统与术语系统之间要准确地一一对应，即该概念系统中的一个概念对应该术语
系统中的一个术语；反之亦然。
这样，一个正确建立的术语系统应该醒目地反映出科学概念的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而求最佳是指寻找一个形式简捷，同时又能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所指称的概念之间基本分类特征的术语
。
——术语系统的“编辑成典”。
这是术语整理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即把已经得到的术语系统编辑成规范的辞书形式。
鉴于不同术语系统的不同使用特点，这里要区别两种情况。
对必须严格遵守不容任何偏离的术语系统，比如与生产活动有关的术语，要作为标准来公布；而对规
范过死可能会束缚创新思想的术语，比如科学术语，则以推荐形式发布为好。
如果涉及不同语种之间术语的对应问题，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项不同语言术语间的协调工作，即将两
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术语总汇加以对比。
协调工作的基本手段就是相互修正本族语言术语的内容与形式，以使其准确对应。
这中间经常伴有相互借用术语以丰富本民族的术语。
协调的结果会得到一部规范的术语翻译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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