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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术语的问题牵涉到新闻报道能否让受众明白、明了的问题。因此，研究新闻报道中术

语的问题很有必要。术语有三种类型，即科技类术语、社科类术语和社会类术语，研究术语类

型有利于记者或通讯员树立术语意识。在新闻报道中，有些术语必须解释，其诠注方法有三

种，即句子诠注、段落诠注和文章诠注；有些术语不需要诠注，但必须具备以下任意一种情

形，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时段和特定的地域。 

关键词：报道，术语，类型，诠注，免释 

通俗地说，术语就是行话。各行各业一般都有自己的行话。通常情况下，一些行话一般只有业

内人士才弄得清是怎么回事，业外人士一般弄不懂。新闻报道中的术语如果不能被受众理解，

就会成为受众接受新闻报道的障碍，从而阻碍新闻报道的迅速有效传播。因此，新闻报道中术

语的问题应引起新闻传播界的高度重视。在这里，笔者从术语的类型、术语诠注的方法、免诠

术语的情形这三个方面对新闻报道中术语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新闻报道中术语存在的三种类型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行话，也就是说术语存在各行各业中。术语五花八门，数量宠

大。然而，新闻报道中术语的类型可分为科技类术语、社科类术语和社会类术语。 

1、科技类术语 

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术语都是科技类术语，它涉及到天文航天、生命科学、自然探索、地理考古

等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如天文航天领域的“太阳黑子”、生命科学领域的“克隆”、自然探索

领域的“纳米”、地理考古领域的“远古食人行为”等都是些术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中，科技类术语不断涌

现。可以这么说，科技类术语占了整个术语的很大比例。由于科学技术一般是强专业性的和深

奥的，因此，它又是比较难懂的一类术语。一些与重大科学发明创造结伴而生的术语，一方面

的确难懂，一方面受众又想弄懂。这就应该引起传播者的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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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科类术语 

科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简称社科类术语。社会科

学与“上层建筑”有不可隔离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上层建

筑”，社会科学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因此，世界各国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相当重视。由

于社会科学涉及到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宗教、文学等广泛的领域，因此社

科类术语也是层出不穷。如政治学中的“宪政”、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经济学中的“知识

经济”、法学中的“不作为”、管理学中的“MBA”等也都是些术语。一些社科类术语由于影

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因而也受到媒体和人们的广泛关注。 

3、社会类术语 

科技类、社科类以外的术语统称为社会类术语。具体是指在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

方言土语。我国幅员辽阔，方言土语特别丰富，可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语，就是

同一个县市区的不同乡镇办事处也往往有不同的方言土语。我国的方言土语涉及到天文地理、

时令时间、工商农牧、动物植物、衣食住行、亲朋称呼、婚育病老、文体宗教、生活俗语、数

量程度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处不有。如河北蔚县的方言土语“背旯旮”，指不容易发现的

地方；如山东蓬莱的方言土语“小器”，指的是吝啬；如江西鹰潭的方言土语“沙K”，指的

是算了的意思；如湖南常德的方言土语“何巴鸡”，指是的什么地方。 

研究术语的类型，有利于记者或通讯员牢固树立术语意识，目的是为了提醒记者或通讯员在写

作新闻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笔下的陌生词是不是术语，是哪一类术语，受众能不能理解？

如果是受众人人皆知的术语，就没有必要诠注了，如果不是受众人人都弄得明白的，或只有一

部分受众清楚的，就必须诠注。 

二、新闻报道中术语诠注的三种方法 

根据术语在新闻报道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及术语内涵的复杂程度，可以采取句子诠注、段落诠

注、文章诠注这三种方法来解释术语。 

1、句子诠注法 

对那些在新闻报道中不起重要作用或本身的内涵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术语，就在其后面直接

加以解释，由于解释只需用一句话，故谓之句子诠注法。句子诠注法具体有三种方法，一是括

号法，即在术语后面把术语的解释内容用括号括起来；二是冒号法，即在术语的后面用冒号来

提示解释内容；三是破折号法，即在术语后面打上破折号来引出解释内容。对于可以用句子诠

注法的术语，用括号法或冒号法或破折号法均可，具体运用时要看用哪种方法自然些。用句子

诠注法时，要注意在新闻报道的正文中第一次出现术语时进行解释。 

例如，新华网2005年1月7日刊载的《“汪辜会谈”之光不灭》一稿，从头至尾没有对“汪辜会

谈”这一政治性术语进行解释。在这篇报道中如果对“汪辜会谈”不解释，受众虽然可以知道

“辜”指的就是为打破两岸40年坚冰建立了功勋的辜振甫先生。但“汪”指的是谁，所有受众

就不一定都知道了。因此，对“汪辜会谈”很有必要解释一下。其实，“汪辜会谈”这一术语

的解释并不复杂，指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会

谈。因此完全可以在报道首段首次出现这一术语时，用句子诠注法的任意一种具体方法来诠

注。 

2、段落诠注法 

有些新闻报道中的术语比较复杂，不能用一句话诠注清楚。对于这样的术语，可以用一段话来

诠注，这种方法谓之段落诠注法。诠注的段落可以放在报道的开头中，也可以放在报道的第二



段，还可以放在报道的结尾，总之可以穿插在报道的任意部分中，只要保证诠注的内容能与报

道的内容紧密衔接就可以了。 

例如，上海《青年报》2005年2月7日刊载的《上海出入境口岸严防“流脑”》一稿，从开头到

结尾都没有对“流脑”这一医学术语进行解释。虽然有不少受众对“流脑”有所了解，然而真

正知道其意思的受众可能并不多。因此有必要进行解释。什么是“流脑”？据查阅，“流脑”

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简称，它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较强，主

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冬春季发病率高，在各年龄组人群中均可发生，主要症状是发热、头

痛、呕吐，死亡数、病死率仅次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显而易见，“流脑”这一术语，不能用

一句话说清楚，而要用一段几句话才能解释清楚。因此，可以用段落诠注法。在以上消息中，

这个用来诠注“流脑”术语的段落可以放在消息的结尾部分。 

3、文章诠注法 

有些新闻报道中的术语不但用一句话说不清楚，而且用一个段落也道不明白，其内涵非常复

杂，必须用一篇文章才能解释清楚。用这样的方法诠注术语谓之文章诠注法。用这种方法时，

诠注的文章一般只能以“相关链接”的方法出现，而不能作为报道本身的内容，也就是说不能

在报道中打穿插。 

例如，《文汇报》2005年2月4日刊登的《广东发现红火蚁疫情》的消息，从头至尾也没有对

“红火蚁”这一农业方面的术语进行解释。什么是“红火蚁”？笔者在网上搜索到了新华网专

发的一条新闻背景：《何为红火蚁？》，全文如下： 

新华网北京2005年1月31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31日从农业部获悉，红火蚁是一种杂食性昆

虫，主要危害农作物根、茎、叶、果实，容易在住宅附近或电器、堤坝设备设施中筑巢，当受

到干扰时，会蜇刺人、畜。 

红火蚁原分布于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家，1930年入侵北美，目前已传入美国南部13个

州，本世纪初传入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省的部分地区。 

红火蚁已经在美国定殖70多年，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已基本掌握，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得到了控

制。澳大利亚仅用3年时间，就使红火蚁的防治效果达到98%。新西兰现已将红火蚁根除。目

前，我国的有关专家和农业部门已经基本掌握了红火蚁防控技术，只要措施得力，就可以控制

和扑灭红火蚁。 

据介绍，人们只要不长时间在红火蚁活动区域停留或破坏其巢穴，干扰其活动，完全可以避免

其伤害。一旦被红火蚁蜇刺，要及时处理，并要立即报告当地农业部门的植物检疫机构。据我

国卫生部通报，被红火蚁蜇刺后，伤口周围会产生疼痛瘙痒感，轻者用肥皂水清洗并涂抹清凉

油等就可缓解和恢复，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如有发热现象，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新华网关于“红火蚁”的诠注用了一篇文章共4个段落430个字来解释，这就是文章诠注法。如

果《文汇报》刊登《广东发现红火蚁疫情》时配发这条新闻背景就好了。 

三、新闻报道中术语免诠的三种情形 

新闻报道中不是所有的术语都需要诠注的，有些术语在特定对象、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等情形

下可以免除解释。 

1、特定的对象 

除大众传媒外，还有不少行业性的媒体，如《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人民公安

 



报》、《中国体育报》、《围棋报》、《足球报》等。这些行业性的媒体都有特定的受众群

体，特定的受众群体一般都属于业内人士，他们对业内的大部分术语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

于特定对象都熟悉的一些术语就没有必要进行诠注了。 

例如，《中国体育报》2005年2月7日刊登的《CBA第34轮破广东 八一雪前耻胜陕西辽宁夺北

冠》的消息，通篇没有对“CBA”这一体育术语进行解释。笔者认为，也的确没有必要解释。

因为《中国体育报》主要面向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者。想必大部分的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

者对CBA”应该是理解的。但如果这条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就必须对这一体育术语进

行解释，因为《人民日报》是大众传媒，它的受众面相当广泛，包括体育工作者在内的党政干

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知识分子等各种群体。 

2、特定的时段 

有些术语往往伴随能引起全世界人民或全国人民瞩目的重大事件而出现在各类各级媒体上，由

于它起初出现的频率极高、力度极大，人们较快地理解了它的内涵。对于这样的术语，在以后

报道的一段时间内就不需要再进行解释了。 

例如，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地震海啸发生后，全世界大小媒体广泛关注，在报道海啸灾难

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对“海啸”这一海洋术语进行了诠注。如我国新华社播发了《什么是海

啸？》的新闻背景，全国大小媒体在首次报道这一场灾难时都以相关链接的形式刊播了对“海

啸”的解释。对于什么是“海啸”，在后来一个时期的后续报道中就没有必要反复交待了。因

为这是一个受众都已知道“海啸”是什么的特定的时段。如果再过若干年又发生“海啸”，那

么在开始进行新闻报道时，还得交待什么叫“海啸”？因为时隔多年，有的受众可能淡忘了，

有的受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 

3、特定的地域 

传媒有地域性，有全球性的，如中国的新华社；有全国性的，如我国的《人民日报》；有地方

性的，如省级报纸和地市级报纸。对于省级和地市级媒体来说，由于其地域在一个省市区或一

个地市州。因此，有些涉及到某一个地域的报道中的术语，如方言土语，一般也就没有必要解

释了。 

例如，《楚天都市报》2005年1月29日刊登的消息《江夏昨日铁路线上拔钉子种房终颗粒无

收》，其标题及文中多处提到“种房”一词。原来，“种房”一词为湖北的方言土语，意为

“建房”。由于《楚天都市报》是面向湖北省的，因此新闻报道中没有多大必要对“种房”进

行解释了。在地方性晚报和地市级党报上，新闻报道中使用方言土语而不加以解释的现象时有

出现，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适当运用方言土语，能使新闻报道显得生动活泼，别有一番情趣。 

综上所述，新闻报道中的术语，其类型有三种，其诠注方法有三种，免除解释的情形也有三

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要根据术语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免除解释，决定运用哪种诠注方

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新闻报道既让受众明白，又不至于浪费笔墨。 

 

文章管理：mycddc （共计 429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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