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研究原著· 文章编号：!"""#$%&"（$""’）$!#$"!!#"(

医学论文标题的结构形式及英译时应注意的问题

李丽娟，葛广纯，王) 卉，彭) 帆) （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外国语教研室，陕西 西安 %!""((

!!!!!!!!!!!!!!!!!!!!!!!!!!!!!!!!!!!!!!!!!!!!!!!!
）

收稿日期：$""’#"*#$+；) 接受日期：$""’#"&#"*

通讯作者：葛广纯, -./：（"$&）*+%%++%0 1234/：5637585.9 :226, .;6, 87

作者简介：李 丽 娟, 硕 士 生（ 导 师 葛 广 纯）, -./：（"$&）*+%%++%* )

1234/：/4/4<6379 :226, .;6, 87

!"#$%"$#&’ ()#*+ &,- ’&,.$&./ "#&,+(/#
0#)1’/*+ 2, "#&,+’&"2), )( */-2%&’
&#"2%’/ "2"’/+ (#)* 342,/+/ 2,") 5,.’2+4
!" !#$%&’(，)* )&’(+$,-&(，./0) 1&#，2*0) 3’(
=.>3?@2.7@ A: BA?.457 C375635.D，E8FAA/ A: G3D48 H.;4847.，

BA6?@F H4/4@3?I H.;483/ J74K.?D4@I，L4M37 %!""((，NF473

【61+"#&%"】O4@F @F. 478?.3D475 47@.?73@4A73/ 383;.248 .P8F375.，

2AD@ A: @F. 2.;483/ <A6?73/D ?.Q64?. 175/4DF @4@/.D 3@@38F.; @A @F.
2.;483/ 3?@48/.D @A R. >6R/4DF.;, -F. 3STS3?; @?37D/3@4A7 A: @4@/.D
:?A2 NF47.D. 47@A 175/4DF DA2.@42.D S4// 8A7:6D. @F. .;4@A?D 37;
8A7D.Q6.7@/I ;4?.8@/I 3::.8@ @F. 3;A>@4A7 A: @F. 3?@48/., -F4D >3>.?
342D 3@ >?AK4;475 DA2. 3;K48. @A @F. NF47.D. 2.;483/ ?.D.3?8F.?D
A7 @F. @?37D/3@4A7 A: 2.;483/ 3?@48/. @4@/.D :?A2 NF47.D. 47@A 175#
/4DF RI 373/IU475 @F. 2347 D@?68@6?3/ :A?2D 37; DA2. /375635.
@?37D:.? >?AR/.2D 47 @F. @4@/. @?37D/3@4A7,

【7/89)#-+】2.;483/ 3?@48/. @4@/.D；D@?68@6?3/ :A?2；@?37D/3@4A7

【摘) 要】随着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医学刊物要求

来稿附上英文标题, 论文英文标题表意不清，用词不当，往往

使阅稿人费解，直接影响稿件的采纳, 本文我们从标题的结

构形式和英译医学论文标题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

讨，旨在对广大的学术研究者更好英译自己的论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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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标题是论文的浓缩，它既要告诉读者论文研究的

是什么，又要满足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引人注目、便

于编写索引等要求, 好的标题不仅能起到“ 画龙点

睛”的作用，还可以提高论文索引的利用价值, 通常

读者总是先浏览期刊的文章标题，在对其感兴趣后才

会通读全文, 据美国广告专家的调查，看到标题的读

者比阅读全文的读者要多出约 0 倍, 所以，要使学术

论文标题的英译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便显得十分

重要［!］, 然而，众所周知，中文与英文分属于两种不

同语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表达上有着

各自的要求与特点, 因此，要译好学术论文标题并不

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便能解决问题, 本文通过讨论

医学论文标题常见的形式及英译标题时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提醒作者、译者、编者避免常规错误，使论文

标题的英译更加规范,

<; 常见论文标题的类型及其英译

<, <; 词组型标题; 词组型标题是由一个或数个单词

或词组单独地、并列地或按偏正关系排列组成, 按其

组成关系又可分为以下三类［$］：!单一概念标题，是

由一个不可再细分的、具有完整概念的单词或词组构

成, 由于这些单词或词组是文章所讨论的唯一对象，

即文章标题的中心词，因此，英译标题时可以直接对

译, 例如：创伤性血胆症 -?3623@48 F.2AR4/43［中华肝

胆外科杂志，$""+，!"（%）］；颅底软骨肉瘤 NFA7;?A#
D3?8A23 A: @F. DT6// R3D.［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 "多概念并列标题，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具

有独立完整概念的词组并列组成, 由于词或词组之

间没有说明或被说明、修饰或被修饰的关系，而是无

主次的并列关系, 因此，英译标题时可按表达各个概

念的词或词组的先后顺序译出, 例如：催乳素和免疫

系统 X?A/38@47 37; 42267. DID@.2［中华内分泌代谢杂

志，$""+，$"（’）］；嗜铬细胞瘤病人的临床特点及围

术期麻 醉 管 理 N/47483/ :.3@6?.D A: >F.A8F?A2A8I@A23
37; 37.D@F.@48 23735.2.7@ ;6?475 >.?4A>.?3@4K. >.?4A;

［中华医学杂志，$""$，*$（*）］, #多概念偏正标

题，由多个具有独立、完整概念的词或词组构成, 而

其中有一个受其它词或词组所修饰、限制或说明, 这

个被修饰、限制或说明的词或词组就是文章标题的中

心词，它位于标题末，与修饰、限制或说明它的词构成

偏正关系, 多概念偏正标题是科技论文标题中最常

见的一种，它又可分为并列偏正结构标题和递进偏正

结构标题,
并列偏正结构标题是以联合词组充当标题中心

词的定语, 英译标题时，可按顺序译出各并列成分，

并置于中心词之后, 例如：泮托拉唑三联与奥美拉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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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医 学 杂 志，,77,，8,（98）］；人 喉 癌 组 织 中

:9;，:9< 基因缺失和 =>?9; 基因过表达的研究 @)()3
$/%# %4 !9; "#* !9< 2)#). "#* %A)&)B!&)../%# %4 =>?9;
2)#) /# 0C+"# ("&1#2)"( .DC"+%C. 6)(( 6"&6/#%+"［中华

医学杂志，,77E，8E（F）］G
递进偏正结构标题以偏正词组充当标题的中心

词G 定语中的各组成部分总是前一个修饰后一个，层

层相叠，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来限定代表标题重心概念

的中心词G 英译标题时，代表标题重心的中心词置于

题首，定语中的各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按由小到

大，由近到远的次序排列G 例如：抑郁症患者红细胞

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活性的研究 >0) )&1$0&%61$).
6"$)60%( H3+)$01( $&"#.4)&".) "6$/A/$1 /# !"$/)#$. I/$0
*)!&)../%#［中华精神科杂志，,77;，E8（E）］；氧化低

密度脂蛋白诱导人载脂蛋白 JK 转基因小鼠血管平滑

肌细胞差异表达基因的研究 L%()6C("& -"./. %4 !&)3
A)#$/A) )44)6$ %4 0C+"# "!%(/!%!&%$)/# 9 %# +C&/#) A".3
6C("& .+%%$0 +C.6() 6)(( !&%(/4)&"$/%# "#* (/!/* *)!%./3
$/%# /#*C6)* -1 %B/*/’)* (%I *)#./$1 (/!%!&%$)/#［中华医

学杂志，,77E，8E（<）］G
!G "# 动宾型标题# 动宾型标题是由动词及宾语共同

组成，译成英语时，动词可译成动名词与后面的宾语

组成动名词短语，置于题首G 例如：提高抗人膀胱癌

人3鼠嵌合抗体的表达和抗体的功能鉴定 MB!&)../%#
%4 0C+"#3+%C.) 60/+)&/6 "#$/-%*1 60,N@K "#* /$. "44/#3
/$1 $% 0C+"# -("**)& 6"#6)& !" #!$%& "#* !" #!#&［中华医

学杂志，,77E，8E（F）］G
!G $# 动宾偏正结构标题# 动宾偏正结构标题以动宾

词组充当中心词的定语G 英译时动宾词组可译成动

名词短语、动作名词 O %4 介词短语、现在分词短语或

不定式短语，置于中心词之后G 例如：采用腺管开口

分型和内镜黏膜切除术诊治大肠肿瘤 :/$ !"$$)&# "#*
)#*%.6%!/6 +C6%."( &).)6$/%# /# */"2#%./. "#* $&)"$+)#$
%4 6%(%&)6$"( $C+%&.［中华医学杂志，,77;，8E（F）］；

应用皮肤牵张带治疗足踝部皮肤软组织缺损 M44)6$
%4 )B$)&#"( $/..C) )B$)#*)& /# $0) $&)"$+)#$ %4 .%4$ $/..C)
*)4)6$ /# "#P() "#* 4%%$［ 中 华 骨 科 杂 志，,77F，,F

（9）］G
!G %# 陈述句标题# 用陈述句作标题，译成英语时，一

般不译成完整的陈述句，而译成英语的名词性词组、

动名词短语及具有逻辑主谓关系的词组，突出关键

词［E］G 例如：关节镜辅助治疗掌指关节内骨折 >&)"$3
+)#$ %4 +)$"6"&!%!0"("#2)"( /#$&"3"&$/6C("& 4&"6$C&). ".3

./.$)* I/$0 +)$"6"&!%!0"("#2)"( "&$0&%.6%!1［ 中华骨科

杂志，,77;，,;（F）］；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骨基质

明胶构建组织工程化软骨 >/..C) )#2/#))&)* 6"&$/("2)
6%#.$&C6$)* -1 2&%I$0 4"6$%&3/#*C6)* -%#) +"&&%I +).3
)#601+"( .$)+ 6)((. "#* "((%2)#/6 -%#) +"$&/B 2)("$/#

［中华骨科杂志，,77;，,;（E）］G
!G &# 带有副标题或破折号的标题# 正副标题之间为

同位关系，或是后部分对前部分进行补充解释、细节

补充、背景交代、分层说明等，可按原形式译出英语标

题，中间用冒号或破折号隔开G 例如：药物治疗的高

胆固醇血症患者膳食治疗状况与血脂控制达标率

高胆固醇血症临床控制状况多中心协作研究 @/3
)$"&1 $&)"$+)#$ "#* .C66).. &"$) %4 6%#$&%( /# 01!)&60%(3
).$)&%()+/" /# !"$/)#$. $&)"$)* I/$0 (/!/* (%I)&/#2 *&C2.：
" +C($/36)#$)& .$C*1 %4 6C&&)#$ .$"$C. %# 6(/#/6"( 6%#$&%(
%4 01!)&60%().$)&%()+/" /# Q0/#"［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77;，EE（F）］；新型人工肝材料 接枝改性聚丙烯

膜体外免疫相容性的实验研究 K# A/$&% /++C#%6%+3
!"$/-/(/$1 %4 " #%A)( -/%"&$/4/6/"( (/A)& &)"6$%& +"$)&/"(：
!&%!1()#)3"6/*"+/*) 2&"4$)* !%(1!&%!1()#) +)+-&"#)

［中华医学杂志，,77F，8F（,）］G
此外，中文医学论文标题，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常

把病例数放在正标题中，而英文标题常把病例数置于

副标题G 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带有病例数的中文标

题，不论是否带有副标题，在译成英文标题时一般都

放在副标题中，即用增加副标题的办法来处理病例数

或者放在摘要正文一开始来说明病例数G 例如：北京

地区 978 例 =JR= 患者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及转归分

析 Q(/#/6"( +"#/4).$"$/%#，$&)"$+)#$，"#* %C$6%+) %4 .)3
A)&) "6C$) &).!/&"$%&1 .1#*&%+)："#"(1./. %4 978 6".). /#
N)/S/#2［中华医学杂志，,77E，8（99）］G

"# 英译论文标题时应注意的问题

"G !# 避免缩写词# 医学论文标题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英文缩写词G 由于医用英文缩写词众多，如果使用过

于随意有可能让读者费解G 国际刊物《儿科核心期刊

文摘》（Q%&) T%C&#"(. /# :)*/"$&/6.）对缩写词的使用要

求非常严格G 缩写词第一次出现时必须先写全称，缩

写附后并加括号［F］G 我国医学期刊中论文标题用缩

写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且没有缩写的全称，这可能也

是科技情报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原因之一G 如果英译

标题不遵守所投刊物的规则，文章就有可能不易被国

际期刊所采用G 如果英译标题确实需要用缩略词时，

应该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缩写附后括号G 例如

:@UV3, 链基因三链形成寡核苷酸对 Q< 胶质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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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 ’" ()’*+"#),%+’- ,-. ,(’(%’&+&
’" /0 1*+’2, $#**& 3+%4 %)+(*#5 "’)2+-1 ’*+1’-6$*#’%+.#&

（789）［中华神经外科杂志，:;;<，:=（0）］；肝纤维

化大鼠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 ! 亚单位的表达及

其与 细 胞 外 基 质 成 分 的 相 关 性 74# #5()#&&+’- ’"
(*,%#*#%>.#)+?#. 1)’3%4 ",$%’)（ @AB8）)#$#(%’)>! ,-.
+%& $’))#*,%+’- 3+%4 #5%),$#**6*,) 2,%)+5 +- 4#(,%+$ %+&&6#
+- 4#(,%+$ "+C)’&+& ),%&［ 中 华 肝 脏 病 杂 志，:;;D，=:

（==）］E
!E !" 避免套用汉语题目的模式" 由于受汉语语法的

限制和语言习惯的影响，在中文医学论文标题中，含

“⋯⋯的研究”和“ ⋯⋯的探讨”的标题占相当比例E
我国一些期刊在翻译此类标题时往往将其直译为

“&%6.F，)#&#,)$4，.+&$6&&+’- 或 #5(*’),%+’-”等E 很多

人由于受汉语题目的影响，认为题目中若少了“ 研

究”、“探讨”等字样就不像论文题目［<］E 其实，绝大

部分论文题目中的“研究”和“探讨”两个字没有多少

实在意义E 如果论文不是旨在介绍所谈问题的研究

经过和方法，“研究”或“探讨”二词概可不译，尤其是

那些概念多而英文长的复杂题目更需如此E 笔者曾

查阅了国际杂志《 G-%#)-,%+’-,* H’6)-,* ’" I+’$4#2+&%)F
J /#** I+’*’1F》，在 :;;< 年全年发表的 DKD 篇文章

中，含这 两 个 词 的 文 章 仅 有 D 篇，占 不 到 =L E 在

:;;D 年 影 响 因 子 排 在 前 五 位 的《 M,%6)# N#?+#3&
/,-$#)》和《M,%6)# N#?+#3& O’*#$6*,) /#** I+’*’1F》两

个杂 志 中，其 全 年 发 表 的 文 章 总 数 分 别 是 =P< 和

:;P，含有这两个词的文章数分别是 D 和 ;E
此外，中国人写文章出于谦虚，标题中往往会加

上“浅谈”、“初探”、“刍议”之类的自谦词，这已成为

中文标题的一个模式E 这些词实为空话，与论文内容

无关，读者在其阅读过程中也会对之熟视无睹E 在国

外的医学刊物中，“浅谈”“初探”这类句式较少见，这

是因为欧美人认为科技论文应立足于事实材料，不必

谦虚客套E 如将这些自谦词译出，会让人觉得本该简

练的论文标题显得冗长累赘，重点不突出E 更重要的

是，这样的论文题目有可能会让人觉得文章的作者不

负责任，所论述的内容没有多大参考价值，缺乏严肃

性E 因此，在英译标题时，应该省去那些受汉语影响

又无实际意义的虚词E 例如：脑静脉血栓形成与凝血

因子"Q#+.#- 突变的研究 /#)#C),* ?#-’6& %4)’2C’&+&
,-. ",$%’) "Q#+.#- 26%,%+’-［ 中华医学杂志，:;;:，

K:（=）］；肝移植术后血管与胆道并发症介入治疗初

探 R,&$6*,) ,-. C+*+,)F $’2(*+$,%+’-& ,"%#) *+?#) %),-&>
(*,-%,%+’-：+-%#)?#-%+’-,* %)#,%2#-%［ 中 国 医 学 杂 志，

:;;:，==<（==）］E
!E #" 正确使用介词" 由于论文标题英译时一般由名

词词组来表示，所以比较多地使用介词E 论文标题中

用最多的介词有 ’"（ 表示动宾关系，所属关系，或同

位关系），’-（ 表示对⋯⋯的作用或影响），+- S ,2’-1
（在某范围中或人群中），3+%4（患有某种疾病，用某种

方法等），"’)（作为⋯⋯）等E 我们可以从以下汉语标

题与英文标题对比中，领悟标题英译时介词的用法

（划线部分）：卡维地洛对心力衰竭时兰尼碱受体的

作用 !""#$% ’" $,)?#.+*’* ’- )F,-’.+-# )#$#(%’) +- 4#,)%
",+*6)#［中华儿科杂志，:;;<，DT（K）］；川崎病患儿

外周血基质金属蛋白酶 = 的表达及其与冠状动脉损

伤的关系 O,%)+5 2#%,**’()’%#+-,&#>= #5()#&&+’- +- %4#
$+)$6*,%+’- ’" (,%+#-%& 3+%4 U,3,&,V+ .+&#,&# ,-. +%& N’*#
+- %4# (,%4’1#-#&+& ’" $’)’-,)F ,)%#)F *#&+’-&［中华儿科

杂志，:;;<，DT（K）］；氨茶碱治疗急重哮喘的随机对

比研究 N,-.’2+W#. $’-%)’**#. %)+,* ’" ,2+-’(4F**+-# "’)
&#?#)# ,$6%# ,&%42,［ 核心医学期刊文摘，=PPP，:T

（=）］E
有关医学论文标题的英译，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

事项，例如数词、药名的翻译、冠词!标点符号的运用

等E 论文标题翻译上也还有很多技巧问题，如词类转

换、句子成分转换等等E 要想译好医学论文标题，除

了译者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语言修养外，重

要的是要对中英文习惯表达进行对比，应该以英语文

体的思路风格来完成汉语标题的英译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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