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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翻译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活动同样也遵守得体性原则。生物医学英语

属于科技英语范畴。由于科技文体的特殊性，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得体表现为忠实和通顺。此原则

适用于词、词组、句子、段落和篇章等各语言层面的翻译。

关键词得体性原则 生物医学英语翻译
Abstract Tact maxi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agmatic principle．As an interlingual shift，transl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light of this pragmatic principle．Biomedical English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EST(Englis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caus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ST，the appropriateness in biomed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means faithfulness and fluency．This principle adapts to the translation of each level of the

language including lexical，syntactical and textual．

Key Words tact maxim biomed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1得体性原则及在翻译中的适用性

“得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
义如下：“(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

如其分。”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这

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释。难以确切理解其内

涵，不大好把握，运用起来常常带有不同程度

的盲目性、随意性。从修辞学理论的高度来衡
量，离规范性、科学性相距甚远。

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则指出：
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
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

体不得体的问题。”他说：“修辞的原则只有
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
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

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
原则。”-l o王先生的定义简洁、明确，认为得

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

聂炎‘2o在《得体性原则两题》一文中对
语言表达如何适应语体进行了总结：“每一种
语体一般来说都有表现自己本身特点的不同的
语料和表达手段，即常常有自己的专用词语、

专用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等，这
是该语体区别于彼语体的重要之点。言语思维

主体在选词造句时只有同语体和谐一致，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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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之“体”，才可能有良好的表达效果。”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

翻译过程可以定义为理解原文并创造性地运用
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即语言使用的过

程。口。而得体又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因此，得
体性语用原则在翻译中的适用性不言而喻。翻

译的语用问题，归根到底，强调的是语言信息
所采取的形式，必须由使用该语言的环境来决

定，其根本是语言表达切合语境的得体性。【4
o

2生物医学英语的特征及得体性翻译原则的

具体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得体性语用原则适用于一
切译作，但是，根据原作的文体不同，在具体
要求上就各有侧重。生物医学英语属于科技文

体的范畴。典型的科技英语是“专家与专家”

交流的涉及学科的研究和发展的书面性英

语。_51其功能主要是述说事理、描写现象、推
导公式、论证规律，其特点是结构严谨、逻辑
严密、行文规范、用词准确，技术术语正确，
修辞手段较少。_61针对这些特点，科技英语翻

译中的得体表现为忠实和通顺。所谓忠实，就

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同
时还需保持原文风格。这是对科技翻译的首要

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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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存在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客观
存在原封不动地传达给非原文读者。翻译虽然
是语言的一种再创作，但毕竟和纯粹的创作有
着本质的区别。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决不可
自作主张，对原作进行随意的篡改、增删。所
谓通顺，对科技翻译来说，虽然不像翻译文学

小说那样要求雅致优美、姿态横生，也不像翻
译诗歌那样要求抑扬顿挫、押韵合辙，但至少

应保证译文语言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和修辞习
惯，文从字顺、明白流畅，而不能生造一些不
伦不类的词句，或对原作拘泥太过，以致译文

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和拖泥带水的现象。

在翻译实践中，若“忠实”和“通顺”二者
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前者，即忠实、
准确、规范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因为科学的灵
魂是“真”，科技翻译的灵魂是“淮确”。在
医学文献翻译中，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病人性
命；在工程技术翻译中，一个数据之误可能导
致重大的技术事故。因此，“忠实”是科技翻

译的根本和前提，而“通顺”是实施科技翻
译达到完美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一

3得体性翻译原则在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中的

具体运用

要实现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篇章译文得
体，就必须在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各语言
平面上对译入语可能有的几个同义而结构不尽
相同的语言形式精心选择，选择除了涉及语言
结构因素(如词性、词语搭配、上下文)之
外，还与文体有关。选择的目的是使译文得
体，得语言和文体之体。以下通过辨析不同译
文以具体说明如何实现生物医学英语各语言平
面翻译的得体。
3．1词的得体

3。1．1表达规范

《现代汉语》指出：科技语体讲究论证的
逻辑性，要求语言规范。L8 J

。

例1 Electroporation is used to make small，

temporary holes in the membrane SO DNA can pass

jn

译1：电穿孑L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小的、

暂时的孔洞从而使DNA通过。

译2：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瞬时微
孔从而使DNA通过。

例2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ral im—

mune modulation may represent an attractive ther．

apeutic approach to atherosclerosis．

译1：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
了一种诱人的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

译2：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

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
法。

以上两例中的“小的、暂时的孑L洞”以

及“诱人的”用语不正式，且读来疲软。而
译2中的“瞬时微孔”及“引人注目的”用
语平稳、凝重、冷穆，符合科技英语的特征。

3．1．2用词准确

例3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is

a molecular biological method for amplifying DNA

without using a living organism，such as E．coli or

yeast．

译1：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
(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大DNA的分子生物

学方法。

译2：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
(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增DNA的分子生物
学方法。

译文1把amplify译成“扩大”，但根据生
物学知识判断，这里的amplify是“creating

multiple copies(产生多个克隆)”的意思，所

以译成“扩增”更准确。

3．2词组得体

3．2．1精炼、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4 The ability of mom)clonal antibody

(mAb)to specifically localize in tumor tissues in

vivo offers an attractive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cancer therapy．However，treatment with mAb a-

lone has only achieved very limited success in the

clinic．

译1：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

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

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
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

译2：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
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

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
治疗在临床上收效甚微。

例5 As immunology becomes better charac—

terized，immunomodulator has proven as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ar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harmaceut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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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1：随着免疫学变得更富特征，免疫调
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流行的领域。

译2：随着免疫学的进一步发展，免疫调

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以上两例中译2优于译1之处在于：译2

表达正式规范有力，且更符合汉语习惯。
由于英汉词组的构成和功能差异较大，所

以总的要求是在“信”的前提下，既要充分
表达原意，又要符合译人语语言形式上和修辞
的和谐。科技英语中存在大量惯用和非惯用的
四字词组，如as shown in figure(如图所示)，
without loss of time(不失时机)，convert wastes

into useful materials(废物利用)等。合理使
用这些四字词组，能起到精确紧凑，简洁明晰
的效果，为译文增色不少。

3．2．2专业规范

例6 The spleen may add blood to the gen—

eral circulation to make up for what has been lost

in the body．

译1：脾脏能给总循环增加血液，以补偿

身体的损失。

译2：脾脏能给周身循环增加血液，以补
偿身体所失去的血。

在医学中，’“总循环”不如“周身循环”
专业规范，而且“补偿身体的损失”过于笼
统，所指不明。所以译2更得体。

3．3句子得体

句子是语言平面中上下运转的轴心，也是
翻译过程的主要着力点。句子同义手段的选择

应该做到对应题旨要求，适应行文递接，切合
语体特点以及依从声韵协调。一1具体到生物医
学英语的句子翻译，应该做到：
3．3．1体现信息中心

每一句话、每一句群和每一语段都有一个
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或意旨需要得到强调突
出，以利于接受主体准确地把握其语意焦点，
了解其着意传输的信息，此语意焦点成为信息
中心。po应尽量把原语的信息中心译成汉语的
信息中心，使两者相对应。

例7 Nucleic acid，originally isolated by

Johann Miescher in 1 87 1，was identified as a

prime constituent of chromosome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red—staining method developed by Feulgen

in the early 1900s．

译1：核酸最初是由Johann Miescher在

1871年分离成功，并被证实为是染色体组最

基本的组成，这是由Feulgen在20世纪初通过

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的。
译2：核酸最初是由Johann Miescher在

1871年分离成功，并在20世纪初由Feulgen
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为染色体组最基本的
组成。

译1采取直译的方法，虽然把原文的意思

表述清楚了，但是把信息中心置于句中，未予
突出。而原文中的isolated和identified为本句

的信息中心，译成“分离”和“证实”。译2
通过语序颠倒使信息中心突出，自然流畅，符
合汉语表达习惯。

英汉表达方式不同，许多汉语句子往往把

信息中心置于句尾，来突出重点；而多数英语

句子则经常将信息中心置于句首，以突出主
题。这就形成了“信息中心首位”(beginning
focus)，其他信息后置的句式结构。汉译英时
要注意把英语句法结构的这个规律运用到翻译

中去。而出于汉语表达的需要，译者要反复推

敲，甚至可以跳出原文的框框，合理使用翻译
技巧，对原文句子成分、结构形式进行必要的
调整，按照汉语的习惯组织译文。

3．3．2体现逻辑关系

例8 Lamivudine(Epivir—HBV)is a potent

antiviral agent with minimal immune modulator ca-

pacity．

译1：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有

着最低的免疫调节能力。

译2：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却

很少有免疫调节能力。

译1中没有反映前后两句内含的转折关
系，读来有句子堆砌之感，而译2通过“却”

一词使语段内含的转折关系得以彰显。
3．4语段得体

语段是比句子高一级的语法单位，通常是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义整体。衔

接是语段的重要特征，衔接的优劣，关系到话
语题旨或信息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0。，
译文若不能正确反映原文中的衔接关系，就反
映不出生物医学英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例9 The biosynthesis of RNA，called tran-

scription，proceeds in much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replication of DNA and also follows the base

pairing principle．(5)Again，a section of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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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helix is uncoiled and only one of the DNA

strands serves as a template for RNA polymerase

enzyme to guide the synthesis of RNA．(6)After
the synthesis is complete，the RNA separates

from the DNA and the DNA recoils into its helix．

译1：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以
和DNA复制的相同的模式进行，同样也遵循

碱基配对原理。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

只有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
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
DNA再次形成双螺旋结构。‘

译2：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和
DNA复制的模式大致相同，同样也遵循碱基配
对原理。同上所述，首先，DNA双螺旋的一段
解螺旋，其中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

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
分离，同时，DNA重新形成双螺旋结构。

译2通过许多连接词(如同上所述、首
先、同时)清晰流畅地讲述了DNA转录的过
程，较之译1更富有条理性和整体感。
4结束语

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与文学翻译在语言的运
用上，在修辞手段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文
学作品个人风格明显，感情色彩较强，翻译时
多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
的生动；而生物医学英语个人风格较少，感情

色彩罕见，翻译上注重逻辑思维，讲究语言上
的规范和表达上的准确，在选择译文语言时，

译者的游刃余地是不大的。得体是语用的最高
原则，但在不同文体中侧重不同，生物医学英
语翻译的得体性表现为忠实于源语的内容和风
格，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生物医学
英语翻译也同其它文体的翻译一样，是一种既
具艺术性，又具创造性的艰苦的脑力劳动。它
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中外文两种语言知识和专业
知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靠大量的实践和

不断的探索，别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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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页)
“He had picked up a book and was standing

there，reading it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just
as if he were in his own armchair at home．’’

由数据得知“with great concentration”意

指“全神贯注”，与“精心”(勾调)词义不

符，为主观臆造的表达，故原译修正为：
China Dukang Liquor is the latest one of the

product series of Yichuan Dukang Distillery．This

liquor is develop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n the

way of carefully blending it on the basis of long—

stored Dukang Liquor．

3 结语

作为应用文体的产品包装说明，对于产品
的推介举足轻重，其英译中不地道的甚至错误
的表达皆因主观臆造或参照系不准确导致。
“在词典及工具书难以避免机械性和有限性的

情况下，语料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展我们的
参照范围，弥补我们的英语语感，帮助提高译
文的质量”。}刊语料库为文本的翻译提供了可
靠且可行的依据，避免了错误的发生，使译文
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具有现实意义。
4参考文献
1 肖维青．平行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研究．中国科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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