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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纵理论与科技术语翻译选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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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科技大量的引进，使得科学术语翻译的准确与否对中国科技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

翻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词义，科技术语翻译错误的一个重大根源是译者对于源语言和目的语的理解出错，

以及目的语表达出错。因此，只有根据横组合纵聚合理论弄清术语词义，然后才能确定恰当的术语选词，也

才能帮助译者选择最佳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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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于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科学术语翻
译的准确与否对中国科技学术影响越来越大。然

而，由于汉语的多义性等诸多原因，引入术语时，汉

语中“误植”（ｍｉ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术语以及以讹传讹的
现象不在少数。［１］科学术语的混乱显然不利于科学

的传播、教育以及全民科学素质的培养。［２］理解与

表达贯穿科技术语翻译的整个过程，而科技术语误

译的根源之一就是源语言理解出错或目的语表达出

错。词语的意义只有在这种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交

错的关系网中才能得以确定，横向搭配关系出错或

者纵向替换关系选择出错会直接导致源语言理解出

错或目的语表达出错。因此，更好地解决术语翻译

不规范甚至误译的问题，弄清术语词义选择时的横

组合和纵聚合关系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概要

（一）研究文献综述

　　其一，关于科学术语翻译的著作。市面上与科
技翻译相关的图书不少，但大多翻译书籍的编者却



忽视了术语翻译这一领域，许多科技翻译书籍根本

没有涉及科技术语的翻译。目前国内有关术语翻译

的专著有《科学技术翻译术语概论》（张彦）①、《英

语术语翻译与译名规范研究》（吴国良）②等。

其二，关于科学术语翻译的论文。近２０年来涉
及“科技术语翻译”（含汉语、英语、德语、俄语等科技

术语翻译）的论文众多，多是论述一些翻译技巧和原

则，或是对个别术语进行探讨，或是研究科技术语翻

译方法。比如周光父、高岩杰③讨论了科技术语的翻

译，认为科技名词翻译应当以音译为主，意译为辅；袁

宜平④认为“零翻译”是直译、意译、音译等等传统方

法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手段；陈大亮、周其焕分析了航

空术语的翻译与民航发展的关联，认为术语译名是动

态变化的，必须不断修订才能与时俱进。［３］

另外，关于纵横理论指导下的科学术语翻译的研

究论文少之又少。其中，萧立明⑤探讨了语义纵横结

构与翻译问题，林玉霞⑥研究了语境中的横组合和纵

聚合关系与翻译的关系，但是这些文献研究的是横纵

关系理论与非科技文本的翻译。

（二）科技术语的特点与翻译

科学技术术语的特点。冯志伟认为，科技术语

的命名原则是：准确（即确切反映概念的本质特

征）；单义（即一个科学术语只能表述一个概念，反

之亦然，不容许有歧义）；系统（即不同层次术语的

上下义关系合乎逻辑）；正确（即术语必须符合该语

言的构词规则）；简明（即术语要简明扼要）；理据

（即术语应直指其语言表层结构的字面含义，表义

明确不含糊）；稳定（即不可随意更改，或约定俗成

后不可随意更改）；能产（即该术语的构词能力）。［４］

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一般认

为理解和表达是翻译工作中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

但从时间顺序和重要性角度来看，第一重要的是理

解，因为只有对源语言和目的语都有了正确的“理

解”后，才会有正确、通顺的译文“表达”。在经历了

“理解→表达→再理解→再表达→……”这样的翻
译过程后，译者才能最终确定某词的词义，判断何种

翻译方法最合适。科技术语的常见翻译方法有：直

译、意译、拆译、还原、释译、音意兼译、象译、创造新

词、音译、形译、零翻译、综合翻译法等１２种。其中，
一些由首字母缩略词构成的科技术语，由于含义较

为复杂且不好用汉语简洁准确地表达，往往可以考

虑使用“零翻译”法。

翻译实践中存在译名难问题。［５］尽管有着诸多困

难，讹误也难以避免，我们还得依靠理论指导来使科

学术语表达科学、准确，尽量减少术语翻译的讹误现

象。减少术语无谓分歧，明确其含义和用场，可以增

强传释双方共识，促进学术研究顺利开展。［６］

（三）横纵理论与科学术语翻译

横纵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观点。索绪

尔⑦认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纵向的聚合关系（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与横向的组
合关系（ｓｙｎｔａ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横组合关系指构成线
性序列的语言成分之间的横向关系；纵聚合关系指

可在一个结构中占据某个相同位置的语言成分之间

的垂直关系，是非线性的、联想性的、可相互替换的

关系。横组合和纵聚合理论要点包括：１在语言的
链条中，组合关系是指所有同时出现的语言单位按

照线性顺序组合起来。相反，聚合关系则是指头脑

中潜在的在语言结构某一位置上能够互相替换的具

有某种相同性质与作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替换关

系。２构成横组合关系的各个要素是有序的、有限
的。横组合对顺序的要求相当严格，顺序不同，组合

关系就不同，意义也不一样。然而，构成纵聚合关系

的各联想要素没有固定数目，也没有一定顺序。这

些处于纵聚合关系的要素性质相同，组合功能相同，

在语言结构的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根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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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规则生成不同的“句段”。语言是在选择性的

聚合轴和组合性的组合轴中组织起来的。［７］１４１－１４５

为什么横组合纵聚合理论适用于科学术语翻

译？其一，横纵关系确定词义。语言符号的关系极

为复杂，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中最普遍、最重

要的关系［８］。词语的意义就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

系网中得以确定，而理解确定词义是翻译的首要问

题。［９］横向搭配关系出错或者纵向替换关系选择不

同会直接导致翻译讹误。翻译时，要确定某一科学

术语的语义，就必须对这种技术有个全面深入的了

解，不能根据表面印象盲目决定。给任何科学术语

下的定义一定要准确明白，不能有任何意思模糊、笼

统、暧昧的地方。［１０］这就得依靠横组合纵聚合理论

来赋予一个术语准确的词义及译文。其二，横纵关

系也能帮助译者确定选用何种译法。在翻译之前，

译者不可能事先决定好需要使用哪种翻译方法，只

有先正确地理解源语言和目的语，反复地进行横纵

关系交叉匹配调试；然后，才能确定哪种翻译方法最

为合适，在可行的表达方式中选择最佳表达。

二、横纵关系与意义生成

词与词之间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就是组织语

言的坐标系统。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好比坐标系中

的两个轴———Ｘ轴（横组合关系轴，表词汇的搭配关
系）和Ｙ轴（纵聚合关系轴，表示词汇的替换关系）。
语言系统中所有“句段”的意义都是由这两根轴上

相应的交叉点来确定的（见图１）。

由图１可见，假定横组合 Ｘ轴中 Ｘ－１为定值，
那么Ｘ－１与处于Ｙ轴纵聚合关系中的Ｙ－ｎ……Ｙｎ的
任一选项可形成不同“句段”，即 Ｘ－１Ｙ－ｎ……Ｘ－１

Ｙｎ。由于搭配对象不同，生成的各“句段”意义自然
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句段可指句子，也可指句群、

段落、篇章等更大的语言单位以及词组、词、词素、音

位等更小的语言单位，即各个层次的言语的链条上

都存在这种横组合关系。语言成分之间的横纵关系

在不同层面上支配着语言信息的生成。［１１］在语言交

际的表层，支配语言符号的是毗邻原则，即横向组合

的语言成分能否搭配，以及如何搭配。

（一）横组合关系

词的横组合关系主要是词的搭配同现关系。词

的搭配体现在两个方面：共现关系和选择限

制。［７］１４４１共现关系指的是个别词项经常共同在一起

使用，不能随意搭配。选择限制取决于两点：一是语

法规则，二是词汇语义特征。语法上配得了，语义上

讲得通，才能叫通顺。比如，在语法规则上，ａｖｏｉｄｔｏ
ｄｏｓｔｈ这样的动宾短语是行不通的。从语义特征来
看，句子Ａｍａｎｉｓ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某男已怀孕六
个月了）是错误的，因为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的含义是“（ｏｆａ
ｗｏｍａｎ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ｉｍａｌ妇女或母兽）ｈａｖｉｎｇａｂａｂｙ
ｏｒｙｏｕ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ｎｓｉｄｅｈｅｒ／ｉｔｓｂｏｄｙ怀孕
的；妊娠的”［１２］１５５８。经义素分析，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ｍａｌｅ］［＋ｈｕｍ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ｗｏｍｂ］［＋ｅｍｂｒｙｏ／ｆｏｅ
ｔｕｓ］（怀孕＝［－雄性］［＋人／动物］［＋子宫］［＋胚
胎／胎儿］），而 ｍａｎ＝［＋ｍａｌｅ］［＋ｈｕｍａｎ］［＋ａ
ｄｕｌｔ］（男人 ＝［＋雄性］［＋人］［＋成年］）；相较
ｍａ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的区别性义素至少有［－ｍａｌｅ］和［＋
ｗｏｍｂ］两项。因此，Ａｍａｎｉｓ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由
于 ｍａｎ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无法构成横组合关系而无法
成立。

（二）纵聚合关系

词汇结构的纵聚合关系可以表现为：１多义关
系：一个语言单位中多项意义的聚合关系；概念意

义／外延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
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２同义关系：多个语言
单位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聚合关系；具有共同的基本

意义，但可能外延不同、内涵不同、语义强度不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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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覆盖范围不同。３反义关系：语义既相互对立又
相互联系的聚合关系。４并义关系：语义平行并列
的聚合关系。５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上下义词
关系对于确定词义有很大的意义。［１３］正是这些聚合

关系的存在，造就了英语词汇表达的多样性、灵活

性，也使得我们可以在横纵关系的交叉中确定最佳

用词，造就术语表达的准确、单义、系统、正确、简明、

理据等特点。

三、术语“３Ｄ打印”中的横组合搭配问题

下文选择术语“３Ｄ打印”，依据横纵理论进行
术语词义搭配演算，尝试改译。

汉语术语“３Ｄ打印”来自英语“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用
的是“零译 ＋意译”的翻译方法。这个主谓结构中
的“３Ｄ”指的是“三维”或“立体”。由于现代汉语中
已有不少这样的字母入词的简洁表达方式，所以

“３Ｄ”可用“零翻译”法而不必译出。由于ｐｒｉｎｔ（ｖ．）
一词没有特殊的、汉语无法说清的概念意义，所以不

必用音译法翻译该词；由于意译法更符合汉语的语

用习惯，因此，用“零译＋意译”法来翻译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的译法较为合适。“３Ｄ打印”是主谓结构，在语法
上没有问题。但是，这个“３Ｄ＋打印”横组合线性结
构的语义搭配却值得商榷。例如以下权威词典对于

“打印”“ｐｒｉｎｔ”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打印：打字油

印［１４］。《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打印：①盖图章；
②打字油印；③把计算机中的文字、图像等印到纸
张、胶片等上面。［１５］２３７

对于ｐｒｉｎｔ一词，《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以
下简称《新牛津》）给出了“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ｐａｐｅｒｃｏｐｙ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ｅｄｏｎ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打印（电脑存储的
信息）”等２种定义。［１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以下简称《牛津》）给出了“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ｐｉｃ
ｔｕｒｅｓ，ｅｔｃ．ｏｎｐａｐｅｒ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ａｔｐｕｔｓｉｎｋｏｎ
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在纸上印；打印”等７种定义。［１２］１５７３《柯
林斯ＣＯＢＵＩＬＤ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以下简称
《柯林斯》）给出了“Ｉｆｓｏｍｅｏｎｅｐｒｉｎｔ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ｕｃｈ
ａｓｂｏｏｋｏｒ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ｙｐｒｏｄｕｃｅｉｔｉｎ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
ｔ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ｃｈｉｎｅ．打印；印刷”等 １３种定义。［１７］

《韦氏高阶英语词典》（以下简称《韦氏》）给出了“ｔｏ
ｃａｕｓｅ（ｗｏｒｄｓ，ｉｍａｇｅｓ，ｅｔｃ．）ｔｏａｐｐｅａｒｏｎｐａｐｅｒｏｒ

ｃｌｏｔｈ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ａｌｌｅｄａｐｒｉｎｔｅｒ）”等５种
定义。［１８］

如上权威的汉语和英语词典解释了“打印”

“ｐｒｉｎｔ”的各种外延及引申意义。在这些意义组成
的纵聚合关系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关于“打印”

“ｐｒｉｎｔ”的义素组合———［＋印／刻］［＋字符／图案］
［＋二维平面］。于是，“３Ｄ”（三维）和“打印”（二
维）在语义上难以搭配。因此，“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译为
“３Ｄ打印”并不妥当。

通俗地讲，３Ｄ打印（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就是使用者通
过电脑绘制出想要的零件或物品的３Ｄ设计图，或
是扫描现有物件，将３Ｄ图像输入电脑，将其“切片”
变为若干个二维平面；连接３Ｄ打印机后，打印机喷
头像喷墨打印般将熔化的材料（如ＡＢＳ塑料、树脂、
金属、陶瓷、合成材料或复合材料等）逐层喷出。首

先在需要成型的区域“喷洒”一层特殊胶水，然后再

均匀“喷洒”一层粉末，粉末遇到胶水会迅速固化黏

结。如此交替，实体模型将会被“打印”（实际上是

“喷洒”）成型，“打印”完毕后只要去除不需要的粉

末即可“刨”出模型。之所以叫“打印”，是因为它借

鉴了打印机的喷墨技术；只不过，普通的打印机是在

纸上喷一层墨粉，形成二维（２Ｄ）文字或图形，而３Ｄ
打印机则能“打”出三维（３Ｄ）的立体实物来。与２Ｄ
打印机相比，３Ｄ打印机多了一个维度，即Ｚ轴，通过
Ｘ－Ｙ－Ｚ轴的运动，将原料逐层堆积成３Ｄ实物（等
于一层层叠粘上去）。“３Ｄ打印技术”的学名是“快
速成型技术”或“增材制造技术”。［１９］因此，这个语

境中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译为“打印”只不过是比拟性的说
法，并不准确，也不必非得如此翻译。由于３Ｄ能直
观形象地说明这种技术的基本特征，所以保留“３Ｄ”
实有必要。

如果“３Ｄ”得以保留，那么，就要在“打印”一词所
属的纵聚合关系中寻找更为妥当的用词来替代“打

印”并与３Ｄ组成更准确的横组合搭配（见图２）。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制造”指的

是“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１５］１６７９；

“打造”意为“制造（多指金属器物）”［１５］２３７；“印

刷”指的是“把文字、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印

在纸上。近现代印刷用各种印刷机及计算机操作

的照排系统”［１５］１５５８；“打字”指的是“用打字机把文

字打在纸上，也指用计算机录入文字”［１５］２３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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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指的是“用刻写或打字的蜡纸做版，用油墨印

刷”［１５］１５７５。由图２的横纵聚合关系可知，横组合
结构“３Ｄ打印”“３Ｄ印刷”“３Ｄ打字”“３Ｄ油印”
在语义搭配上难以行得通（由虚线表示），而横组

合“３Ｄ制造”“３Ｄ打造”组合能说得通（由实线表
示），其中，“３Ｄ制造”效果更佳。综上，应将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改译为“３Ｄ制造”。

四、结论

科技术语规范化对于科技发展、科技传播、文化

传承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当前科技术语使用中的

不规范现象并非罕见。根据构词和语境去理解、确

定词义是翻译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根本性的工作，否

则更大单位的语言结构无法正确处理。根据结构主

义语言学，词义是在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交叉

作用下生成的。由于科技术语的特性，翻译科技术

语时必须特别注意选出贴切、准确的用词。因此，横

纵关系理论特别适合用于科技术语翻译时的选词操

作，也适用于选词之后的短语、句子、段落和语篇的

翻译。为了说明横纵关系在科技术语翻译选词中的

具体操作过程，本文以当前很常用的术语“３Ｄ打
印”为例分析了各自的语义横组合搭配问题，经分

析各种可行的横组合搭配演算后，建议改译为“３Ｄ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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