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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特色突出的医学科技术语,更凸显其规范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医学术语规范化必须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和有关术语国家标准的适时规定为依据。 本文特以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术语“频率”为例,从多角度追溯求证并进行

科学辨识,厘清该术语规范化历程中的问题。 以此呼吁必须高度重视医学科技术语规范化,以促进科学知识严谨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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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等各领域科技术语都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发

展与推广应用中,对各自学科领域所形成的概念进行

科学定义的称谓。 科技术语是科学知识交流与传播

不可或缺的媒介。 因而科技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是

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1] 。
一、医学自身专业特征更凸显规范医学名词术语

必要性

众所周知,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科技名词术语,
全都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和系统性等基本特

征。 医学名词术语中的“名词”二字已经不纯属语法

学概念,而是引证解释学科中用以表达严格规定内涵

的专门用词 [1] 。
医学名词术语还特别具有突出的学科多元化特

点以及鲜明的社会性。 这是因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是

社会中的个体与人群,学科旨在追求解决人体生命全

过程中的相关健康问题,寻求揭示人类生命活动本质

的真谛。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 1978 年《阿拉木

图宣言》中就明确定义“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而是

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的全面完好状态”。
可见人的健康问题必须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3

个维度去全面深入探究解决。 因此医学不同于一般

自然科学,还兼备人文社会科学属性。 正如我国自古

就倡导的“医乃仁术”。 不断发展的现代医学模式已

经转变为“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 [2] 。 现代医

学通过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

然科学以及有关社会、伦理、人文科学紧密交叉融合

发展。 同时,医学的社会性还体现在直接与公众的生

老病死息息相关。 这就反映医学名词术语的影响面

之广及其规范化的必要性。
现代医学分支学科较多,又跨界于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加上其与理工、信息等诸多领域新科技

进展交叉融合发展的特点,还具有一定社会普及性,
从而使得医学术语规范化颇具复杂性。 例如我国辞

书、词典早就明确区分并清楚界定的,由“症、征、证”
3 个字所分别构成的常用 3 组相关医学术语“病症、
症状;体征、综合征;适应证、禁忌证”,尽管不断宣传

正确用法,但是在许多诊疗病历、药品说明、传媒资讯

及相关出版物中依然存在错误搭配案例。
现代医学的专业特征决定了其术语规范化的意

义特别重大,需求特别迫切。 因此,必须严格使用既

便于交流传播又利于学科发展的统一术语。 这不仅

是发展现代医学以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基础,还关系到维护语言健康和传承中华文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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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名词术语规范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技术语必须依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和有关术语国家标准的规

定加以科学规范。 鉴于现代医学持续发展,相关机构

应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适时修订、完善相关术语。
规范术语及其定义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标准化基础

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开始提

出术语标准化的原则与方法,用以指导统一术语工作。
ISO 的术语标准至 1988 年底已达 334 项。 我国作为成

员的 ISO 第 37 技术委员会 ISO / TC 37 专司制定术语

基本原则的国际标准。 在 ISO / R704 1968《术语工作原

则》于 20 世纪 80 年代修订出新标准后,全国术语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及时参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1988 年实

施)。 此后又不断适时跟进相关国际标准的更迭,于
1999 年和 2019 年修订更新了 GB / T 10112 《术语工

作———原则与方法》,并陆续发布 GB / T 1. 6 - 1997、
GB / T 16785 - 1997 等有关术语制定原则的国家标

准[4] 。 在这些基础术语标准指引下,现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的标准委员会以及各系统各领域专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不断组织制定一大批各类学科的科技名词

术语专项标准,推动了我国科技术语标准化工作[5] 。
为强化我国科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1985 年

国务院批准成立第一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2000 年第四届起改称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

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的授权,该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

词术语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部门和各单位均

应遵照使用 [6] 。
鉴于医学术语的固有专业性,在全国科技名词委

成立后即于 1986 年成立第一届医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至第四届时(2012 年),先
后公布了数十项医学分支专科的术语。 几十年来,全
国科技名词委组织大批医学专家成立数十个专科医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医学科技术

语审定工作 [7] 。 由此逐渐涵盖医学领域的各分支学

科,例如细胞生物学、遗传学、药学、中医药学、免疫

学、核医学、畜牧兽医学、运动医学、物理医学与康复、
精神医学、神经医学、显微外科学、手外科医学、地方

病医学、感染病学、呼吸病学、烧伤医学、麻醉学、生殖

医学、器官移植学、健康与健康管理学等。
我国医学科技术语规范化的基本原则明确,但此

项工作专业性强且涉及面广,作为系统工程任重道

远。 例如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常用术语 “频率”,

其规范化历程中就遭遇反复,本文以此实例具体展开

科学辨识,藉此举一反三以求更有说服力地评述重视

医学术语规范化的必要性。
三、坚持正确沿用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规范

化术语“频率”
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术语“频率”原属于物

理学名词,后拓展到医学、工程、计量、天文等许多领

域。 全国科技名词委及各领域相关的国家标准历来

把对应英文词“ frequency”审定翻译为频率 [8 ~ 11] 。
频率作为统计学经常要用到的特征量,在现代医

学所用的超声波、光波、电磁波中,是指单位时间内完

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 由此延伸就有医学中常用作

疾病诊断依据之一的 “呼吸频率”、“心跳频率” 等。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流行病学调查时也

常用到“流调频率”这一概念。
随着放射诊疗已成为当今现代医学所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 X 射线诊断学、核医学、放射肿

瘤学、介入放射学等各类放射诊疗的迅速发展与广泛

普及,已经对所有公众的保健查体、疾病诊断和肿瘤

治疗做出卓著贡献 [13] 。 与此同时又导致公众成员不

得不接受含有潜在放射性风险的医疗照射,而医疗照

射已成为公众所受最大的并且必然不断增加的人为

电离辐射照射来源 [14] 。 因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

学委员会 ( UNSCEAR),推广专用术语 “医疗照射频

率( frequency of medical exposure)”开展调查研究,统
一比较与科学评估放射诊疗发展状况,从而有效加强

涉及所有公众的医疗照射防护 [10,15,16] 。 数十年来,
UNSCEAR 倡导并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

织等权威机构和各国普遍采纳的医疗照射频率,规定

以各国或各地区全体居民中平均每年每千人口接受各

种放射诊断检查的人次数(或放射治疗的患者例数)表
征[10,15] 。 这个术语是估算与评价医疗照射,掌控放射

诊疗发展趋势,进而加强医疗照射防护的十分重要指

标[17,18] 。 我国《医疗照射放射防护名词术语》等有关

标准,以及与施用医疗照射及其放射防护相关工作,完
全遵照采用这个国际通用的术语及其内涵[10,19 ~ 26] 。

笔者有幸参与负责我国“六五”和“九五”期间全

国医疗照射水平调查研究,以及“十一五”期间上海市

医疗照射水平调查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发布时这些论

文均沿用“医疗照射频率”这个规范术语[23 ~ 26] 。 此后

我国很多期刊,都一直使用规范的医疗照射频率。
然而坚持科学严谨规范医学术语的传承不可能

一劳永逸。 例如期刊编委会与编辑部不断换届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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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新老更替等情况,都会造成术语规范面临挑

战。 例如医疗照射频率就曾被称为医疗照射 “频

度” [27] 。 据查“ frequency” 在日本是翻译为 “频度”,
而此二字属于与中文完全不同的日文汉字。 我国汉

字于公元前 1 世纪就开始传入日本,迄今日本政府公

布的“常用汉字表”中有 2136 个汉字 [28] 。 然而日语

中的日文汉字尽管许多与相关汉字形似,但其日语读

音完全不同,其所表达的中文意思甚至大相径庭 [29] 。
把日文汉字牵强地望文生义会出笑话 [30] 。 日本颇重

视医疗照射防护,有关日文期刊中常出现医疗照射

“频度”。 因此流调术语频率绝对不能用日文汉字

“频度”。 此问题还涉及必须严肃认真地强化“坚定

文化自信”这条重要原则。 务必牢记并踏实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所指明的: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 [31] 。
其实只要查阅 《现代汉语词典》,认真辨识属多

音字的“率”与“度”字的各自准确含义便可加以区别

了:当“率”字读第四声 lǜ 时,基本字义为“比例中相

比的数”,显然这就使得术语频率完全符合其所准确

表征的内涵 [32] ;而当“度”字读第四声 dù 时,除可作

为数学上的量词 (如角度、温度等) 外,主要字义是

“表示物质的相关性质所达到的状况”或“人的器量、
胸怀”及“外表、仪态”等,这就证明若纯用我国汉字

去辨识,频度根本无法表达术语频率的定义与内

涵 [32] 。 正因为如此,必须始终坚持正确沿用规范化

术语“频率”、“医疗照射频率”、“呼吸频率”等。 在术

语规范化上明辨是非而不受错误干扰,关键必须牢固

树立并认真贯彻崇尚科学严谨精神,真正从理念到行

动上做到高度重视科技术语规范化 [3] 。
四、弘扬科学严谨精神不懈为维护语言健康而砥

砺前行

综上所述,统一与规范我国医学等各领域科技

名词术语,不只是专业性强的学术工作,而且关乎

恪守文化自信以更好传承中华文化。 同时其涉及

面很广,触及科学技术界、新闻出版界、文化教育

界、产业经济界乃至社会公众。 搞好科技术语规范

化是相关信息标准化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科学知识

的准确传播与交流,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各
领域学科与行业及产业之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

广应用及其转化,科技期刊和专业图书的编纂出版

以及科技情报的检索传递等诸多方面,无疑都是非

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科技期刊是促进科技发展与学术交流的桥梁,肩
负着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重任,也就直接与规范医学

等科技名词术语工作密切相关。 因而需要严把规范

科技术语工作。
总之,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

化,反映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关系着国家的科技

现代化建设。 必须持续不断提高科学规范科技术语

的意识、能力与水平。 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已

经取得巨大飞跃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

搞好医学等各领域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踏实

弘扬科学严谨精神,恪守文化自信以坚持不懈地维护

语言健康,进一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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