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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与简洁性是中医名词
术语英译规范化的原则
□ 贺小英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摘　要　通过翻阅对比近年来出版的中医药英语辞书，认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仍不统一，不够规
范；提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规范应在准确性与简洁性原则的指导下，正确把握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内

涵，博采众家之长，吸收和借鉴新的译法，补充修正，去粗取精，去繁取简。具体可采用音译、借用

现代医学术语、对汉文同义异名术语使用同一译语、区分一词数译与一词多义、一些术语翻译时可用

句子表达、尽量少用介词及冠词等做法。

　　关键词　中医名词术语　中医英译　规范化

　　自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实
行对外开放改革政策以来，中医与

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

资料的翻译也日益重要。中医英译

也因此逐渐形成一个学科，逐步广

泛开展起来。经过２０多年来的实
践和发展，中医药英语辞书相继问

世，相信至今已出版了十余部。虽

然中医药英语辞书的编写日趋成

熟，中医英译有了许多新的研究成

果，但相当多的中医名词术语译语

不统一，部分尚欠准确。这种中医

名词术语的不够规范的现状将不利

于中医概念的重建，不利于中医学

术的对外传播。在当今中医药逐步

走向世界的形势下，中医名词术语

的规范是十分必要且具有可行性

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医药

名词术语的英译工作有着很好的基

础，此前已有很多专家做了大量的

工作，编了许多辞书，有着较高的

参考价值。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去

做。笔者认为，在中医名词术语英

译的规范化过程中必须做到准确性

与简洁性，即准确性与简洁性应是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的原则。

１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不
够规范的现状

翻阅对比欧明等在 １９８６年出
版的 《汉英中医词典》［１］、原一祥

等于１９９７在出版的 《汉英双解中

医大词典》［２］、翁心植等在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

典》 （中医药学分册）［３］，发现相

当多的中医名词术语译语不统一，

部分尚欠准确。比如： “三焦”有

ｔｒｉｐｌｅ－ｊｉａｏ，ｔｒｉ－ｅｎｅｒｇｉｚｅｒ和 ｔｒｉｐｌｅ
ｅｎｅｒｇｉｚｅｒ的不同译法；“里实（证）”
被译为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ｔｈｅｎ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ｘｃ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和ｅｎｄｏ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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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ａ，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ｔｈｅｎ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等；
“阳生阴长”有 ｙｉｎｇｒｏｗｓｗｈｉｌｅ
ｙａｎｇｉｓｉｎ ｖｉｇｏｒ，ｙｉｎ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ｖｉｆｉｅｄｙａｎｇ和ｍｕｔｕａｌ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ｉｎａｎｄｙａｎｇ的不同
译法； “阳生于阴”被译为 ｙａｎｇ
ｇｒｏｗｓｗｈｉｌｅｙｉｎｉｓｉｎｖｉｇｏｒ，ｙａｎｇｄｅ
ｒｉ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ｙｉｎ等； “三阳合病”有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ｙａｎｇ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ｙａ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ｙａ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的不同译
法； “重阳必阴”则有 ｏｖｅｒａｂｕｎ
ｄａｎｃｅｏｆｙａ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ｏｙｉｎ，
ｙａ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ｇｉｖｉｎｇｒｉｓｅｔｏｙｉｎ
和 ｅｘｔｒｅｍｅｙａｎｇ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ｙｉｎ的不
同译法，等等。由此可见，中医名

词术语译语的不规范确实较多见。

２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
范的原则

中医药学是一门完整的科学学

科，其术语相应地亦应属于科技名

词术语，而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应

遵循准确性与简洁性的原则。故准

确性与简洁性应是中医名词术语英

译规范的原则。目前，中医药名词

术语的英译已出版了较多的该类辞

书。因此，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规

范应在准确性与简洁性原则的指导

下，认真查阅并正确把握中医药名

词术语的内涵，博采众家之长，吸

收和借鉴新的译法，补充修正，去

粗取精，去繁取简。

３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
范的方法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的具

体做法应在认真查阅并理解中医名

词术语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译法

来表达其科学内涵。

３．１　音译　抽象而意义广泛的中
医药基本概念和理论术语，意译不

能表达和保持中医药的固有特性，

对理解和记忆造成困难时，最好采

用音译。例如：“阴、阳”是中医

的基本概念，内涵丰富；中医的

“气”，含义也很广，它可以指呼

吸过程中进出人体的空气，可以指

流动于体内的营养精微物质的水谷

之气，也可以指人体及脏器组织的

功能，而且还能代表中医热性病的

某一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组症侯群，

在英语中找不到有这样大的内涵的

词，应音译为 “Ｑｉ”。另外具有鲜
明中医特色的术语和中医特有的词

如膏肓、虚里、丹田、天癸、膏

肓、膜（募）原、寸口、三阴（太阴、

厥阴、少阴）、三阳（太阳、阳明、少

阳）等也应使用拼音。针灸穴位名

称、古代医家的人名、部分书名及

方剂、中成药名的译法也多以音译

较为恰当。中医术语的适量音译，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医术语英译

繁复冗长的面貌。它不但保存中医

的固有特色，而且简单易懂，既有

利于表达和交流，也有利于中医术

语翻译的规范和统一。但音译不能

滥用，从语言国情学的角度出发，

应把使用范围限制在那些具有鲜明

的民族性，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找

不到对应语的词上。否则通篇文章

将会变成音译文字的汪洋大海，失

去音译作为寓意符号所应起的作

用，令人更难理解。

３．２　借用现代医学术语　中医语
言实际上是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日常

用语、文学用语及哲学用语的混合

产物，因此专业程度比较低。沿用

至今的许多术语，显得很古老，但

其原意与现代医学术语相同或相近

者，可用现代医学术语的英文名套

译，使国内外读者都能理解。这一

类中医术语，主要见于一些病名、

症状、解剖部位及疗法。病名如感

冒（ｃｏｌｄ）、疟疾 （ｍａｌａｒｉａ）、麻疹
（ｍｅａｓｌｅｓ）、失音（ａｐｈｏｎｉａ）、便秘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遗尿（ｅｎｕｒｅｓｉｓ）、乳
蛾（ｔｏｎｓｉｌｌｉｔｉｓ）、滑胎（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癃闭（ｕｒｏｓｃｈｅｓｉｓ）、噎膈（ｄｙｓ
ｐｈａｇｉａ）、崩漏（ｍｅｔｒｏｒｒｈａｇｉａ）、附骨
疽（ｓｕｐｐｕｒａｔｉｖｅｏｓｔｅ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鼠瘘
（ｕｌｃｅｒａｔｅｄｓｒｏｆｕｌａ）等。症状如心悸
（ｐａｌｐｉｔａｔｉｏｎ）、视歧（ｄｉｐｌｏｐｉａ）、便溏
（ｌｏｏｓｅｓｔｏｏｌ）、嗜睡（ｓｏｍｎｏｌｅｎｃｅ）等。
解剖部位如女子胞（ｕｔｅｒｕｓ）、髓海
（ｂｒａｉｎ）、四肢（ｆｏｕ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关
节（ｊｏｉｎｔ）、膈（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等。疗法
如放血（ｂｌｏｏｄｌｅｔｔｉｎｇ）、正骨（ｂｏｎ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止血（ｓｔｏｐｐｉｎｇ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驱虫（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ｉｄａｌ）等。
３．３　采用比喻　有些中医术语，
字眼独特，国外全然没有，照字面

音译或意译，可导致字同而义不

同，无法表达中医的原来概念，可

采用此法，但还要加上英文注释，

才能使人理解。如釜底抽薪：ｔａｋ
ｉｎｇａｗａｙｆｉｒｅｗｏｏｄ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ｆｉｇ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ｂｙ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金破不鸣：Ａ
ｂｒｏｋｅｎｇｏｎｇ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ｏｕｎｄ．（ｆｉｇａ
ｐｈｏｎｉａｄｕｅｔｏｑｉ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金
实不鸣：Ａｍｕｆｆｌｅｄｇｏｎｇｄｏｅｓｎｏｔ
ｓｏｕｎｄ（ｆｉｇ１．ａｐｈｏｎｉａｄｕｅｔｏｅｘｃｅｓ
ｓｉｖｅｌｉｎｇｑｉ２．ｓｕｄｄｅｎａｐｈｏｎｉａ）；青
如草兹：ａｓｂｌｕｉｓｈａｓｗｉｔｈｅｒｅｄｇｒ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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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ｑｉ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提壶揭
盖：ｌｉｆｔｉｎｇｋｅｔｔｌｅｌｉｄ（ｆｉｇ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ｌｉｆｔｉｎｇｌｕｎｇｑｉ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ｕｒ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等。
３．４　对汉文同义异名术语使用同
一译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学
的流派较多，各家学说相左，致使

同一语义的名词术语采用多种不同

的表达方式。对于这类术语，应在

准确把握原语的含义基础上，尽量

使用同一译法。如女子胞、胞宫、

子处、子脏、血室、胞室实则为子

宫，故均译为 ｕｔｅｒｕｓ，ｗｏｍｂ；后
阴、谷道即为肛门，译为 ａｎｕｓ；
智齿、真牙，均译为 ｗｉｓｄｏｍｔｏｏｔｈ；
中医药、中医、中医药学、中医学

均译为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５　区分一词数译与一词多义　
对一词数译的，用标点符号 “；”

分开，如石瘿 （ｉｎｄｕｒａｔｅｄｇｏｉｔｅｒ；
ｓｔｏｎｙｇｏｉｔｅｒ）、失枕 （ｓｔｉｆｆｎｅｃｋ；ｔｏｒ
ｔｉｃｏｌｌｉｓ）、瘢痕灸 （ｓｃａｒｒｉｎｇｍｏｘｉ
ｂｕｓｔｉｏｎ；ｆｅ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半
刺 （ｓｅｍｉ－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ｎｅｅ
ｄｌｉｎｇ）、暴盲 （ｓｕｄｄｅｎ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ｓｕｄｄｅｎｌｏｓｓｏｆｖｉｓｉｏｎ）鼻衄 （ｎｏｓｅ
ｂｌｅｅｄ；ｅｐｉｓｔａｘｉｓ）、便 血 （ｂｌｏｏｄｙ
ｓｔｏｏｌ；ｈ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ｚｉａ）等；对于一词
有多个义项的，用１．２．３．分开
表示，如石女（１．ｆ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ｃｏｎ
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２．ｆｅｍａｌｅ
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胞络（１．
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２．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ｕｍ）、搐
搦（１．ｃｌｏｎｉｃ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２．ｔ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疮（１．ｓｏｒｅ２．ｗｏｕｎｄ）、
卒中（１．ｓｔｒｏｋｅ２．ｃｏｍａ）、大气（１．ｕ
ｎｉｖｅｒｓｅ２．ａｉｒ３．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ｑｉ４．ｅｘｃｅｓ
ｓ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等。
３．６　一些术语翻译时可用句子表
达　一般的科技名词术语都为短语
或词组，但为保持中医名词术语概

念的民族性特色，对于一些术语可

用句子表达。如 Ａ则 Ｂ型结构：
悲则气消 （Ｓａｄｎｅｓｓ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ｓｌｕｎｇ
ｑｉ．）、风 胜 则 动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ｉ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缓则治本 （Ｒ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
ｒｏｏ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ｌｅｓｓｕｒｇｅｎｔｃａ
ｓｅｓ．）、精气夺则虚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ｑｉｌｅａｄｓｔ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气虚则寒 （Ｑ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ｉｖｅｓｒｉｓｅｔｏｃｏｌｄ．）、虚则补其母
（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ｎｉｆｙ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ｏｒｇａｎ．）、阳 胜 则 阴 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ｙａｎｇｌｅａｄｓｔｏｙｉｎ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等等。另有描述五行、藏象
的术语，如木曰曲直 （Ｗｏｏｄｉｓ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ｂ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ｎｅｄ．）、心主血脉 （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阴成形
（Ｙｉｎ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阳
化气 （Ｙａｎｇｇｉｖｅｓｒｉｓｅｔ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等。在使用该方法时，应尽量避免

使用长句子，尽量短小简洁。

３．７　尽量少用介词及冠词　为实
现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简洁性，应

尽量少用介词及冠词，有些定冠词

ｔｈｅ可以省略的就省略。如脾虚证

可译为 ｓｐｌｅ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而不用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ｓｐｌｅｅ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胆腑郁热译为 ｈｅａｔ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而不用 ｈｅａｔ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腑病
及脏译为 ｆｕ－ｏｒｇａ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ｖｏｌ
ｖｉｎｇｚａｎｇ－ｏｒｇａｎ，而不用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ｆｕ－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ｚａｎｇ－ｏｒｇａｎ。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原则和方

法，前文所提及的 “三焦”、 “里

实 （证）”、 “阳生阴长”、 “阳生

于阴”、 “三阳合病”和 “重阳必

阴”可分别译为 ｔｒｉｐｌｅｅｎｅｒｇｉｚｅｒ，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ｔｈｅｎ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ｙｉ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ｙａ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ｙａ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ｙａ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ｙａｎｇ
ｌｅａｄｓｔｏｙｉｎ。

总之，要使中医走向国际，要

推广中医药，中医药学名词英译的

规范化是最基本、非常重要而又必

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在现有的该类

英译辞书基础上，正确把握中医药

名词术语的内涵，博采众家之长，

吸收和借鉴新的译法，补充修正，

去粗取精，去繁取简应为中医药学

名词英译的规范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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