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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古便有冶金、冶炼的传统，自清代现代化学传入中国，化学逐渐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满足现代

科学发展和现代学科建设，化学专有名词命名就显得尤为重要，历经百年不断增订、修改确定其规范。

本文将以汉字造字的视角探析化学用字，考察化学元素及有机化学方面的专用字，对化学元素的中文命

名规律、特点及理据进行归纳与总结。并且针对化学术语的读音以及当下读白字的现象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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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tradition of metallurgy and smelting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chemi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since modern chemist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Qing Dy-
nasty.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dis-
ciplines, the naming of chemical proper nou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it has been updated 
and revised to determine its norm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this paper, we will analyse the 
use of words in chemi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examine the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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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words for chemical elements and organic chemistry, and summarize the rules, characteristics 
and rationale for the naming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Chinese.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pronuncia-
tion of chemical terms and the phenomenon of reading whit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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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其历史悠久、意义重大。英文 chemistry 源于拉丁文 chemia，在阿拉伯文中

表示为“炼金术”。中国原没有“化学”一说，较为接近的称谓来自于五代时期道家谭峭所著的《化书》，

但全书主要阐述修道成仙的思想，而非现代化学。清代咸丰六年，英人威廉臣的《格物探原》提及“化

学”一词，尔后又有伟烈亚力的《六合丛谈》，文中写道：“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

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又说：“比来西人之学

此者，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启明哲未言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今略举其纲：一为化学，言物各有质，

自有变化，精诚之上，条分缕析，知有六十四元，此物未成之质也。”。《周易·贲卦·彖传》释“化”：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即“学科”。如此译名，亦是兼具了信达雅。 
化学中有诸多元素、有机物与无机物，其内容庞杂抽象。如何将外文转化为中文并且易于国人习得

就成了一大难题。 

2. 从《化学命名原则》看化学命名的发展 

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京师同文馆便开设了近代天文、数学、化学等学科。江南制造局也附设译学

馆，翻译格致、化学、制造等。在近代化学传入中国的几十年里，化学名词的翻译与命名却是混乱不明，

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用何种造字法来造字，是用意译还是音译……至 1932 年，《化学命名原则》的颁

布才使得中文化学名词长期混乱的状况告一段落，中文化学界开始使用统一的化学名词，其中绝大部分

名词沿用至今。 
而在《化学命名原则》(1932)开篇就确定了 6 条定名总则： 
1) 凡元素及其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 
2) 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 
3) 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

之字为原则。 
4) 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凡不易识别之字及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

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之上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 
5) 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二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

者之一种。 
6) 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接连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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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命名原则》(1932)坚持了徐寿 1872《化学鉴原》开创的一个字对应一个元素的原则。从元素

到无机化合物再到有机化合物，详实地介绍了现代化学。但由于时间太早，许多概念在定义上仍有所偏

颇，许多问题也依旧是悬而未决。 
自 1932 年后，《化学命名原则》历经多次修改、增订。此后以 1980 版影响最为深远，作为此后教

材编写的标准。该版本的推出有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元素名称，二是建立一套无机化合物的命名原则，

使得能够确切而简明地表示无机化合物的组成和结构[2]。在元素名称上，增加了 13 个元素，并且将 14
号元素(Si)由“矽”改为“硅”。在体系建构上，重新定义了化、合、代、聚、基和根等重要概念[3]。 

同时 1980 版《化学命名原则》还对汉字进行了简化。一是避免了三文同立的问题，如 64 号元素“錷

(Gd)”简化为“钆”。二是减少了同音字，如“酰基”中的“酰(读 xiăn)”在 1932 年版中为“醯(xī)1”，

而“xī”音已有硒、锡等，不适宜再增多。 
而最新的 2017 版《化学命名原则》增加了多种有机化合物结构的命名。确定了开链化合物母体，包

括最优官能团的确定，烃类化合物母体的确定与编号。并且取代了基的命名与排列次序[4]。新版有机化

合物的命名增大了化合物类型的适用范围，一定程度简化了命名。 

3. 化学用字探析 

3.1. 元素用字 

元素用字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古代已有并沿用至今，如金(Au)、银(Ag)、铜(Cu)、铁(Fe)，二是据拉

丁文或英文翻译而来。 
《化学命名原则》(1932)第二篇中指出：凡以化学方法不能分解为更简之物质者，称曰元素。元素之

名各以一字表之。气态者从气，如氦(He)、氖(Ne)、氢(H)、氪(Kr)。液态者从水，如溴(Br)。金属元素为

之固态者从金，如锂(Li)、铍(Be)、钠(Na)、镁(Mg)、铝(Al)。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如硼(B)、碳

(C)、硅(Si)、磷(P)、硫(S)。 
元素用字大多以形声造字为主，而不重象形。其一大原因就是象形字不易使用者接受，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创用了“甾”字，下面的田字代表四个环，上面的三个角代表环上有三个支链(见图 1)。这一造字

虽用心良苦，但因其字形怪异、读音困难，一直未被其他学科接受。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 for steroid drugs 
图 1. 甾体类药物化学结构式图 

 

 

1《康熙字典》释：【廣韻】呼雞切【集韻】馨奚切【韻會】【正韻】馨夷切，音橀。【說文】酸也。【玉篇】酸味也。【廣韻】

酢味也。【禮·曲禮】醯醬處內。【史記·貨殖傳】醯醬千。又【釋名】醢多汁者曰醯。醯，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又【揚

子·方言】徯醯，危也。東齊槣物而危謂之徯醯。又蟲名。【列子·天瑞篇】醯雞生乎酒。【字彙補】蠛蠓，蟲。一名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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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机化学名词用字 

凡由二种以上之元素化合而成之物质，称曰化合物(chemical compounds)。凡一化合物分子中所含一部分

之原子，视作一单位而论时，称曰基(radicles or radicals)。最简之基，即为元素，称曰简基(simple radicals) [5]。 
有机化学名词多采用形声或形声兼会意的方式。主要芳香族与脂环族母核，以草字头表之，如苯

(benzene)、萘(naphthalene)、茚(indene)。含氮化合物之类名，以氮或肉(月)旁之字表之，如胺(amines)、
肼(hydrazines)。链烃之类名，以火旁之字表之，如烷属烃(alkanes)、烯属烃(alkenes)、炔属烃(alkynes) [6]。
而烷、烯、炔又反映了化学链的饱和程度。烷表示化合价完足，读“wán”。烯表示化合价稀少，读“xī”。

炔表示化合价缺乏，读“quē”。又如有机含氧化合物的类名，以酉旁表示，如醇(alcohole)、酚(phenols)、
醌(quinones)、醚(ethers) [7]。 

此外，也有少部分的假借造字。“醛(aldehydes)”的原义为酒味变，现作为化学新字表示醇的一级氧

化物。“酮(ketones)”的原义为酒欲酢也，在化学中表示为醇的二级氧化物[8]。 

4. 化学定声之辨 

由于化学名词造字多采用形声或形声兼会意造字，因而在读音上，多表现为读声旁，如大众所知的

氢、氦、锂、铍、硼都属于形声字，其读音同其声旁。 
而针对化合物，为了简化化合物的名称，便于人们理解学习并推广开来，还采用了反切法注音。如

氢氧基——羟读“qiǎng”，氢硫基——巯读“qiú”，碳氧基——羰读“tāng”，碳氢化合物——烃读“tīng”。 
在化学中有许多发音相近的元素，如硒/锡、铬/镉/鎶、钇/镱/铱、铝/氯、银/铟。而汉语中大约有 400

多个音节，但化学元素中相似的读音却如此之多。因而试以中国化学会译制的 118 个元素周期表(见图 2)
为标准，并参考黄伯荣、廖序东版《现代汉语》普通话辅音总表(删去舌面后音 ng，再加上零声母)和普

通话韵母总表(删去单元音韵母 ê)统计绘制成声韵使用率统计表(表 1、表 2)。 
 

 
Figure 2. Periodic table of the elements 
图 2. 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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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consona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of the elements 
表 1. 元素周期表中声母个数及占比情况统计表 

发音方法 声母 个数 占比(%) 

双唇音 

b 6 5.08 

p 7 5.93 

m 7 5.93 

唇齿音 f 5 4.24 

舌尖前音 

z 0 0 

c 0 0 

s 2 1.69 

舌尖中音 

d 9 7.63 

t 10 8.47 

n 7 5.93 

l 15 12.71 

舌尖后音 

zh 1 0.85 

ch 0 0 

sh 3 2.54 

r 1 0.85 

舌面前音 

j 4 3.39 

q 2 1.69 

x 6 5.08 

舌面后音 

g 9 7.63 

k 3 2.54 

h 5 4.24 

零声母  16 13.56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rhymes in the periodic table of the elements 
表 2. 元素周期表中韵母个数及占比情况统计表 

韵母类型(按结构划分) 个数 占比(%) 

单元音韵母 57 48.31 

复元音韵母 33 27.97 

带鼻音韵母 28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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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张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现收录的 118 汉语化学元素中，没有以 z、c、ch 为声母的音节，舌

尖前音、后音较少。此外，带鼻音韵母较少。现试对其原因做简单分析： 
1) 坚持了一个字对应一个元素的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一个元素对应一个音节。虽然便于记忆和推

广，但也限制了其读音的多样性。以日语为例，一个元素常常对应多个音节，如氢–水素(すいそ)、氦–

ヘリウム、锂–リチウム、铍–ベリリウム。 
2) 早期科学名词审查会对元素译名采取的原则是：有确切之意义可译者意译，无意可译者译音(西文

之首一字音)，不论译音译意，概以习惯为主[9]。这也就导致除了古代已有的元素，基本是把化学元素拉

丁或英文读音中的第一个音节译为汉字，若第一个音节用了，就用第二个音节。并且，拉丁或英文选字

本就有分布不均的问题。 
汉语音节有 400 多个，却用几万个字表示。而汉字凭借其表意功能分化同音词，辨别含义。科学术

语在产生时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翻译者自觉规定的，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氨、铵、胺这三

个化学名词若按谐声念法，从听感上毫无分别。翻译者选择把 ammonia、ammonium、amine 对应不同的

音调，即“氨”读一声，“铵”读三声，“胺”读四声。利用音调的不同来区分概念的不同，如同英语

中这三者对应不同的词缀。这种方式叫做“屈折辨义”。 
汉语虽然是典型的孤立语，但从古代汉语开始便有屈折辨义的方式，如“王”读阳平调时表示“最

高统治者”，读去声时表示“称王”。在现代汉语中同样有此用法，如“量”读阳平调时表示“用器物

计算东西的多少或长短，估量”，读去声时表示“能容纳、禁受的限度，度量”。 
在 1984 年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上，再次对氨、铵、胺的读音做出了讨论，

会议认为：考虑到长期使用的习惯提出不再按以往使用四声区别，一律按谐声读，因为在组成化合物名

称时如氨基、苯胺、氯化铵，不会因为读谐音产生误解。在单个字使用时可读成气头氨、月旁胺、金旁

铵。但又表示还需广泛征求化学界同志的意见再专门组织讨论决定[10]。 

5. 化学术语读白字现象 

化学术语的用字往往稍显生僻。在建国初期，由于现代教育水平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再加上方

音影响，人们在学习化学时常常出现读白字的现象。而一代代的耳闻口授，许多错误的读音也就流传下

来。现针对化学术语读白字现象，主要面向初高中以上学生及老师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将从基

本情况、认读能力、观点态度三个部分进行考量(详见附件)。 
现将收到的 161 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样本涵盖湖北、广东、江西、安徽等 19 个省、市、直辖区。

参与调查的人员以在校学生为主，占样本总量的 77.02%。其中高中生占比 25.86%、大学生占比 48.28%、

研究生占比 25.86%。参与填写的高中生多属于理科生，而参与填写的大学生及研究生涵盖工学、理学、

医学、药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个门类。 
从认读情况来看，调查结果并不理想。从整体上看，在 12 个化学名词中，正确率达 50%的仅有 5

个字。并且将测试名词与年级/学历做交叉分析后，反而是高中生的正确率更高一些，其次是大学生，最

后是研究生。 
根据本次调查，83.23%的人表示在最初接触化学，学习化学专有名词读音时多是老师读什么就读什

么，32.06%的人表示认字认半边，仅 27.33%的人查阅字典或相关资料。但 69.57%的人表示在学习化学

专有名词时有必要学习正确的读音，仅 36.02%的人认为无所谓、没必要，不影响成绩就行(详见表 3)。
现通过年级、学历和“您在最初接触化学时如何学习化学专有名词读音”、“您在学习过程中关注过读

音吗”两个问题做交叉分析，可以看出高中生对读音的关注度比大学生、研究生要稍高一些(详见表 4)。
这也反映出随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学生对学科的认识也更加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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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面，愿意主动去查找资料，而不是囫囵接受。因而这样的学习习惯与学习素养也印证了认读能

力部分，高中生的正确率要高一些。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cross-tabulation analysis of academic level and initial acquisition 
表 3. 学历层次与初始习得情况交叉分析统计表 

学历层次 老师读什么 
就读什么 

查阅字典或 
相关资料 认字认半边 其他 小计 

高中生 22 (73.33%) 11 (36.67%) 11 (36.67%) 1 (3.33%) 30 

大学生 49 (87.50%) 14 (25.00%) 11 (19.64%) 2 (3.57%) 56 

研究生 25 (83.33%) 7 (23.33%) 10 (33.33%) 0 (0.00%) 30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cross-analysis of academic levels and pronunciation concerns 
表 4. 学历层次与读音关注问题交叉分析统计表 

学历层次 从来没有关注过 
关注过，但从 
来没查阅过字 
典或相关资料 

关注过，且查 
找过字典或相 

关资料 
其他 小计 

高中生 2 (2.67%) 16 (53.33%) 11 (36.67%) 1 (3.33%) 30 

大学生 18 (32.14%) 25 (44.64%) 15 (26.79%) 1 (1.79%) 56 

研究生 7 (23.33%) 18 (60.00%) 7 (23.33%) 0 (0.00%) 30 

 
在问卷调查之后，还增加了一项回顾性访谈。根据个人意愿，笔者了解到，不少受访人曾经都有化

学竞赛经历，成绩也很不错，但他们都表示不大关注读音问题，虽然不认为这不重要，但本质上不影响

他们的成绩。并且表示读音是变动的，读的人多了，也就习惯了。那么，坚持区分化学术语的读音是否

还有必要？ 
我们固然需要坚持动态的语言观，承认语言是可变的。但不要忽视读白字的危害性，读白字不仅会

真切影响效率，还会影响对化学本身的理解。因而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要有所怀疑、仔细求证，不能

一昧接受。而作为教师要提高自身素养，了解其中关窍，教授学生正确的读音，也能从用字、读音的背

后更好地去了解化学学科。 
以氨、铵、胺为例，氨气(NH3)、氨基(-NH2)，铵( +

4NH )，胺是以“氨基”为主官能团的有机物。把

三者用不同的读音区分开，是有利于建立化学知识体系的。这既能看到结构上的联系，又能帮助区别。

又如重铬酸铵[(NH4)2Cr2O7]中的“重”代表两个，从而自然能与铬酸铵[(NH4)2CrO4]区别开。 

6. 小结 

化学的传入与发展是带着民族国家衰落中深深阵痛的文化苏醒。化学名词的命名在见证了我国现代

化学的发展，简单的汉字的背后是无数的推敲、考量，每一个偏旁、部件、读音都有其理据，从元素到

化合物，逐渐发展、完善成完整的中文化学系统。因而面对化学名词读白字的现象时，我们不应当忽视

放任，而是纠正并适当介绍背景。这既是弥补了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却未有其内容的不足，也帮助学生更

加全面地了解化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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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化学术语读白字现象问卷调查(*为必填项) 
A. 基本信息 
*1. 您的年龄： 

A. 18 岁以下  B. 18~35 岁  C. 36~60 岁  D. 60 岁以上 
*2. 您所在的省份城市与地区： 
*3. 您目前从事的职业： 

A. 政府、事业单位人员 
B. 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工程、金融、法律、艺术等) 
C. 社会生产与服务人员(餐饮、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 
D. 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 
E.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F. 教育行业工作者(若选择此项请跳转至第 4、5 题) 
G. 在校学生(若选择此项请跳转至第 7、8 题) 
H. 其他 

4. 您教授的年级/层次？ 
A. 初中  B. 高中  C. 大学及以上 

5. 您教授的科目与化学是否相关？ 
A. 是  B. 否 

6. 您的年级/学历层次？ 
A. 初中生 B. 高中生 C. 大学生(请备注您的专业)  D. 研究生(请备注您的专业) 

7. 您是否已选择或将要选择化学作为您的高考科目？ 
A. 是  B. 否 

B. 认读能力(请根据您的认知选择相应的读音) 
*8. 氨(  )基酸 

A. ān  B. án  C. ăn  D. àn 
*9. 氯化铵(  ) 

A. ān  B. án   C. ăn   D. àn 
*10. 芳香胺(  ) 

A. ān  B. án   C. ăn   D. àn 
*11. 重(  )铬(  )酸铵(请选择两项) 

A. chóng  B. zhòng  C. gè  D. gĕ 
*12. 氢氰(  )酸 

A. qīng  B. qíng  C. jīng  D. jíng 
*13. 乙腈(  ) 

A. qīng  B. qíng  C. jīng  D. jíng 
*14. 膦(  )酸 

A. līn  B. lín  C. lĭn  D. lìn 
*15. 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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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ī  B. tí   C. tĭ   D. tì 
*16. 羟(  )基 

A. qiāng  B. qīng  C. qiăng  D. jìng 
*17. 磷脂(  ) 

A. zhī  B. zhí  C. zhĭ  D. zhì 
*18. 乙酸乙酯(  ) 

A. zhī  B. zhí  C. zhĭ  D. zhì 
C. 观点态度(可多选) 
*19. 您在最初接触化学时如何习得化学专有名词的读音的？ 

A. 老师读什么就读什么  B. 查阅字典或相关资料  C. 认字认半边 D. 其他 
*20. 您在学习过程中关注过读音问题吗？ 

A. 从来没有关注过   B. 关注过，但从来没查过字典或相关资料 
C. 关注过，且查找过字典或相关资料   D.其他 

*21. 您认为在学习化学专有名词时有必要学习正确的读音吗？ 
A. 没必要，不影响成绩就行 B. 无所谓  C. 有必要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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