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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问卷调查法，阐述非医务工作者对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使用情况与相关态度，分
析结果并提出建议，包括关注术语通俗化的现实意义和术语语言规范的价值、辩证看待术语标准化问题、

加强健康科普与术语转换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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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术语在一般词汇中占据较大比重，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词汇发展变化情况，是语言学研究中不

可忽视的部分［１］。社会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新术

语，随着互联互通时代的到来和公众文化素养的提

高，术语更加广泛地深入日常生活。然而医学术语

通常晦涩繁复、难于记忆，需要应用者具备一定医

学理论知识，生活中常出现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

性表达并行的情况。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体技术发展

迅速，在内容生产传播过程中晦涩的医学术语与传

播内容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相悖，医学术语通俗性表

达在媒体报道中越来越常见。相较于医学术语在社

会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有必

要对医学术语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２］。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 “公众”概念仅包含非医务工作者群

体，以全国范围内的非医务工作者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如下：一是有一定文字阅读理解能力，了解

问卷中每个条目的含义；二是可自行完成在线问卷

填报或在调查员帮助下完成问卷调查。

２２　研究工具

首先对作为研究样本的医学术语进行选定。通

过医学百科类网站在线搜索不同科室、部位、人群

的常见疾病名称，依据 “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

进行２次校对，整理出４５组常见疾病的通俗名称及

其专业术语。对样本名称选取标准如下：一是名称

使用频率，以百度搜索引擎搜索指数作为客观参考

指标。整理４５组词语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１日搜索指数均值并进行降序筛选。二是语言

学角度的词汇特征，令样本词语含纳尽可能多样的

语言学特征。最终选定１１组医学术语及其通俗名

称作为研究样本，见表１。问卷内容主要包括３部

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调查对象及社会媒体对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

性表达的使用情况，包括日常生活、医患交流、媒

体报道３种场景下的使用情况；调查对象对医学术

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个人态度，包括是否认为

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给生活带来不便、医学术语名

称使用的影响因素、对医学术语专业性和通俗性表

达的主观看法、是否认为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统一

规范医学术语应用、对医学术语持有何种规划态

度。由专家小组 （包括健康传播研究专家２名、语

言学专家１名、医学专家４名）对样本词语及问卷

条目进行审核，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和预测试。

表１　本文中使用的医学术语名称

专业性表达 通俗性表达

２１－三体综合征 唐氏综合征 （唐氏儿）

痤疮 青春痘

癫痫 羊癫疯 （羊角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冠心病

孤独症 自闭症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艾滋病

甲癣 灰指甲

甲状腺肿大 大脖子病

脊髓灰质炎 小儿麻痹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感冒

慢性肾衰竭 尿毒症

２３　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调查问卷基本以线上形式发放。调查员

通过微信、ＱＱ、微博等社交媒介对网络问卷进行一

对一发放，对调查对象提出问题进行解答。此外兼

以网民在搜索引擎的搜索数据作为参比对照。分别

以１１组词语 （２２个名称）为关键词记录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每年的百度搜索指数均值。

２４　质量控制

问卷发放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保证调查

过程的真实规范，以提高问卷数据可信度。问卷填

写前向所有调查对象告知项目内容与目的；问卷全

部为匿名填写，以免除调查对象顾虑。问卷收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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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后对每份问卷进行逻辑校验，剔除逻辑前后不一

致的问卷；剔除ＩＰ地址非正常重复或填写不完整的
无效问卷。

２５　数据统计方法

通过问卷星导出调查问卷部分数据，运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搜索引擎数据，
结合Ｓ－Ｗ检验和Ｐ－Ｐ图对每个词语名称的１０年
搜索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最终整理出２２个词语
名称在近１０年的搜索数据均值或中位数。对于问
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对术语名称使用

情况及态度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计数数据用频

数、百分比表示，以直观呈现调查数据。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判断调查对象对医学术语专
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使用差异。不同人口学特征人

群对医学术语使用现状的态度差异、因多样表达受

到不同影响的调查对象对医学术语规范化的态度差

异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探究。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人口社会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３５５份，收回有效问卷
３３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０８％，见表２。

表２　调查对象人口社会学特征 （ｎ＝３３４）

特征 分组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３８ ４１３２

女 １９６ ５８６８

年龄　　 ＜２６岁 １１９ ３５６３

２６～３５岁 １２８ ３８３２

＞３５岁 ８７ ２６０５

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下 ２２１ ６６１７

硕博士研究生 １１３ ３３８３

３２　描述性统计

３２１　公众对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使
用情况　整体上看，搜索引擎的检索量客观数据、
问卷调查中反馈的使用情况数据都呈现出多数疾病

名称通俗性表达使用频率更高的情况。通过对专业

性表达组和通俗性表达组的使用频数进行差异检

验，分别检验在日常生活、医患交流、媒体报道和

网络在线检索中医学术语不同表达的使用差异。结

果显示在４种场景中，医学术语通俗性表达使用的

平均秩次均高于专业性表达。其中在网络在线检索

场景和医患交流场景中，两种表达的使用频率差异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前者 Ｕ＝１６，Ｐ＝０００２；后

者Ｕ＝２１，Ｐ＝０００８），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使用频

率差异具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Ｕ＝４，Ｐ＝

００００）。而在调查对象的主观感受下，媒体报道中

两种表达的使用频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Ｕ＝３３，

Ｐ＝００７６）。但是１１组样本中也存在部分反例。在

搜索引擎检索量方面，“羊癫疯 （羊角风）／癫痫”

“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 “青春痘／痤疮”和 “小

儿麻痹／脊髓灰质炎”４组的通俗性表达搜索指数低

于专业性表达。在问卷调查呈现的数据中， “羊癫

疯 （羊角风）／癫痫”和 “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

同样是专业性表达占比较高， “尿毒症／慢性肾衰

竭”在主观感受的媒体报道中出现专业性表达使用

频率更高的情况。

３２２　公众对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态

度　在问卷调查中，关于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方

式，只有少数人 （２１２６％）认为会给日常生活带

来不便，“对术语感到陌生”“不知道说的是同一种

病”等类似观点在理由描述中占据主导。在主观看

法调查中，疾病名称使用频率 （８５９３％）、交流对

象 （８１７４％）、使用场所 （７００６％）以及疾病的

严重程度 （４６１１％）均为术语名称使用的影响因

素。术语的识记难度、通行度以及对于疾病描述的

直观性是受调查者对医学术语专业性和通俗性表达

的主要区别性看法。对于医学术语的规划，

８０２４％的受调查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医学术

语没有必要进行统一规范，８９２２％的受调查者支

持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灵活共用。

３３　公众对医学术语使用现状的态度差异分析

依据人口学特征，针对不同人群对医学术语使

用现状的态度进行差异比较，见表３。在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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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术语不同表达所带来影响的看法中，依据性

别和文化程度所进行的人群分组，其态度差异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组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３４）。在调查对象对医学术语在日常生
活中有无必要进行统一规范的看法中，不同性别

组、不同文化程度组的态度差异同样没有统计学意

义；不同年龄组的态度差异则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２）。以医学术语不同表达所带来的不同影
响进行分组，对调查对象对医学术语规范化所持态

度进行差异比较。在３３４位调查对象中，７１人认为

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给生活造成了不便，其中有２０
人 （２８２％）支持统一医学术语的表达规范；而在
认为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没有造成不便的 ２６３人
中，对统一医学术语表达规范持肯定意见的有 ４６
人 （１７５％）。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χ２＝
４０２１，Ｐ＝００４５，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由
此可知与认为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没有造成不便的

受调查者相比，认为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给生活造

成了不便的受调查者对于医学术语规范化的态度倾

向更为强烈。

表３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医学术语使用现状态度的差异比较

类别 条目 人数

态度Ⅰ：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是否带来了不便 态度Ⅱ：医学术语在日常生活中有无统一规范的必要

持肯定观点人数 （％） Ｐ 持肯定观点人数 （％） Ｐ

性别 男 １３８ ２７（１９６） ０５２６ ３３（２３９） ０１１０

女 １９６ ４４（２２４） ３３（１６８）

年龄 ＜２６岁 １１９ １６（１３４） ００３４ ３６（３０３） ０００２

２６～３５岁 １２８ ３３（２５８） １８（１４１）

＞３５岁 ８７ ２２（２５３） １２（１３８）

文化 本科及以下 ２２１ ４５（２０４） ０５７６ ４６（２０８） ０４９９

程度 硕博士研究生 １１３ ２６（２３０） ２０（１７７）

　　注： Ｐ＜００５（双侧）表示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１（双侧）表示显著统计学差异。

４　讨论

４１　医学术语通俗化具有现实意义，无需对语言
自然发展进行过度干预

４１１　医学术语通俗化使用的现实意义　整体上

看搜索引擎检索量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都呈现出

医学术语的通俗性表达更受公众青睐的状况。对于

医学术语通俗化的使用倾向反映出其现实意义：一

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冗长艰涩的术语不便于

理解记忆和推广使用［３］，通俗化的内容传播，有助

于增强内容可读性与抵达率。二是搜索引擎的搜索

指数反映了网民对关键词的检索情况。从社会需求

角度来看，传播者使用通俗性表达更符合大众需

求，具有更强的服务性。三是从语言学角度看词语

自身特征，医学术语的通俗性表达通常具有更少的

记忆要素，有助于减轻记忆负担。例如根据缩略法

抽取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中的代表性语

素组合为简称 “冠心病”，更便于记忆和使用；“艾

滋病”是英文首字母缩略词 “ＡＩＤＳ”的音译，相比

英文术语全称的汉译形式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

征”，同样在词语的构成要素上进行了简化。

４１２　术语的通俗化使用倾向是语文的自然发展

趋势　简明易懂、见词明义是汉语的用词习惯［４］，

术语的通俗化使用倾向是在语言经济原则、本土语言

习惯等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约定俗成与语言的自

然发展。应当秉持当代语言规划工作的 “服务观”，

过度干预可能反而会对语言的创造力造成抑制［５］。

４２　不应忽视术语规范的价值，辩证看待医学术
语标准化问题

４２１　术语规范具有积极意义　科技术语反映专

业概念，对术语的规范统一对知识传播、成果推广

使用、国内外科技交流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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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６］。在本研究的结果

中可以看到，因医学术语的不同表达在生活中感受

到不便的受调查者，更倾向于支持医学术语在日常

生活中的规范化，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术语语言规

范的现实意义。

４２２　医学术语标准化问题应辩证看待　在医学

术语标准化工作中，对于术语的规范要求与实际通

俗化使用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在语言学中语言

规范化与言语规范化并不对等［７］，且术语使用有其

场景属性，术语标准化工作所追求的语言规范化并

不意味着消灭通俗性表达的使用。另一方面术语标

准化本身是一种目标，一种不断前进、不断趋近的

过程，在保持对语言规范的追求中可以对实际使用

中产生的语言自然发展给予包容与尊重。

４３　把握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加强健康科
普与技术服务

４３１　加强对医学术语特别是疾病名称的知识普

及　在问卷反馈中，对术语的陌生、不了解术语专

业性和通俗性表达的对应是引发使用不便的主要原

因。因此应重视医学术语多样表达并行产生的消极

影响。网络日渐普及，信息传播生态不断完善，加

之网络传播资讯本身具有便捷性、个性化、互动性

等优势，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逐渐转向互联

网［８］。因此，应当把握互联网提供的传播空间，重

视健康科普新媒体平台内容打造，加强健康类内容

资讯传播与知识科普。

４３２　重视医学术语专业性与通俗性表达的转换

过程　在计算机辅助下加强对文本自然处理的研

究，关注术语自动辨识 （ｔｅｒ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主动探

究术语自动标引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ｉｎｇ）等技术实

现［２］，强化对医学术语与其解释性信息在现实使用

中的识别、链接与转换［９－１０］。不论是主观知识补充

还是客观技术服务完善都是致力于解决不同表达之

间的对应问题，进而解决术语使用障碍问题。

４４　医学术语规划推广应关注语言伦理问题，注
重技术性与人文性结合

４４１　关注语言伦理　公共领域的医学术语已进

入人际交往应用范畴，在进行术语规划推广时不仅

要考虑术语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民

族性、国际性等定名原则［１１］，还应将语言伦理问题

纳入考量。在本次研究中，“羊癫疯 （羊角风）／癫

痫”和 “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两组样本结果存

在差异，通俗性表达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专业性表

达，值得关注。“羊癫疯 （羊角风）” “大脖子病”

是较典型的带有负向形象色彩 （即会引起对所指事

物负向的视／听觉形象联想）与负向感情色彩的名

称，在使用中易产生不好的形象与情感联想。可以

推测，二者之所以接受度与使用频率远低于术语名

称 “癫痫”和 “甲状腺肿大”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

因素影响。在 “尿毒症／慢性肾衰竭”样本组中有

类似发现。带有负向附着义、隐喻义的通俗医学名

称有悖医学伦理，容易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４４２　注重技术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医学实践活

动具有较强互主体性［１２］，在主体间不断进行相互反

馈、解释与沟通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伦理的规

范调节，综合考量医学术语认知与实践价值，将技

术性与人文性结合，在 “求真”的同时兼顾 “求

善”的伦理追求［１２］。

５　结语

本研究对医学术语的使用现状、公众态度进行

研究，发现当下医学术语的通俗性表达在多种场合

占据主导地位，通俗性表达使用呈现弱势的医学术

语大多存在语言伦理问题，相较于认为医学术语的

不同表达没有造成不便的受调查者，持相反观点的

受调查者对于医学术语规范化的态度倾向更为强

烈。本文就医学术语规划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提

出建议，对当下医学术语使用问题进行共时语言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术语研究的薄弱现状做出

弥补，同时，本研究也为健康科普工作提供了语言

学视角的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医学术语

规划推广提供参考。本研究尚存在局限性，如为方

便抽样样本分布不均，缺少医务工作者群体数据，

缺乏对于专业与非专业人群的对比研究。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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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毛群安，李长宁，宋军现代互联网与健康类资讯传播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７，３３（７）：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６．

９　ＭａｃＬｅａｎＤＬ，ＨｅｅｒＪ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ｅｄＴｅｘｔ：Ａ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２０（６）：１１２０－１１２７．

１０　ＣｈｅｎＪ，ＤｒｕｈｌＥ，ＲａｍｅｓｈＢＰ，ｅｔａｌ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ａｔＬｉｎｋ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ＮｏｔｅｓｔｏＬａ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２０（１）：ｅ２６．

１１　全国科技名词委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３－２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ｃｔｓｔｃｎ／ｓｄｇｂ／ｓｄｙｚｊｆｆ／．

１２　李曙光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以 ａｕｔｉｓｍ的汉

译为例 ［Ｊ］．外语研究，２０１７，３４（１）：７５－７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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