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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及摘要的英译

李养龙 黄换乃
(西北农业大学外语部

,

陕西杨陵 7 1 2 1 0 0)

摘 要 从分析中
、

英文科技论文标题
、

摘要的共同特点人手
,

在农业科技论文标题英译

的基本知识
、

常见中心词的习惯译法
、

标题英译中的常见错误分析
、

摘要原文理解
、

词与惯用

句型选用 以及长句运用等方面对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及摘要的英译方法进行了探讨
。

旨在为

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和摘要的准确英译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农业科技
,

论文
,

标题
,

摘要
,

英译

中图分类号 H 31 .5 9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成果国际化交流的扩大
,

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参加 国

际性学术活动和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机会越来越多
,

国内发行的主要学术刊物为 了

国际交流
,

也都附有英文摘要
。

然而
,

要用结构严谨
、

表达简明
、

选词准确
、

语义确切的译文

表达原作的信息
,

是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
。

在从事大量农业科技论文英译的基础上
,

本文对如何译好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及摘要进行了探讨
。

1 论文标题的英译

1
.

1 中
、

英文标题的共同特点

中
、

英文农业科技论文标题都具有以下特点
:

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
;
是 目录

,

索引等

二次文献的重要著录内容
,

为检素提供必要的信息
; 以词组短语型为主

,

完整句子为辅
。

其

基本形式有三
:

最常见的是以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为题
; 另一种是 以研究结果为题

; 最后

一种是研究对象
、

目的和研究结果兼有为题 1j[
.

1
.

2 中文标题英译基本知识

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汉藏和印欧语系
。

这两种语言写出的标题除具有共性外
,

还各带

有 自己语言的特殊性
。

如何利用这两种语言的特殊性使翻译发挥桥梁作用
,

达到交流 目的

是中文英译的关键
。

1
.

2
.

1 标题翻译 中的常用方法 中心词和修饰语在汉英农业科技论文标题中的不同位

置决定了标题英译应采用逆向式翻译法
.

英文标题一般先给出中心词 (名词和动名词为

主 )
,

然后用后置定语作修饰语
,

再在中心词和后置定语间加上适当的关联词
。

中文标题却

往往将中心词放在最后
,

修饰语放在中心词前
,

再把前置修饰语和中心词用关联词连接
。

这就要
、

求英译时
,

首先找出标题的中心词
,

将其对应的英文放在标题译文的开头
,

再将中

文标题 修饰语的对应英文放在中心词之后
,

中心词和修饰语间加上适当关联词
,

这样译既

能抓住实质
,

突出中心词
,

又符合英文标题的表达习惯
.

如
“
土壤保水剂对沙地农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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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的影响
”

的中心词是
“
影响

”
(e rf e c t)

,

定语为
“
土壤保水荆

’ ,

( 5 0 11 m o i s t u r e m a i n t a i n e r )
,

影响的对象为
“

沙地农作物生长
”

( e r o p g r o w t h i n s a n d y 5 0 11)
,

关联词为
o f 和 o n

.

故可译

为
:
E f f e e t o f 5 0 11 M o i s t u r e M a i n t 。 i n e r o n C r o p G r o

叭 h i n S a n d y 5 0 11
.

1
.

2
.

2 常用 的关联词 中
、

英文论文标题中心词和其修饰部分的关联词各有特点
.

中文

标题常用关联词有
“

的
” 、 “
对

” 、 “
在

”

等
,

而英文标题通常用介词和非谓语动词作为关联词

来表达所属关系
、

行为主体
、

动作状态
、

时间
、

地点
、

目的
、

使用材料等
。

如
“
旱地土壤供氮能

力研究的进展
” .

此标题中
“

的
”
表示所属关系

,

选介词
“ i n ” ,

可译为
: p r o g r e s : i n R e s e 。 r 。 h

o n N S u p p l i e s b y D r y l a n d 5 0 11
. “

锌
、

锰
、

铜对大蒜吸收硒的影响
” ,

标题中
“

对… …的
”

表明

影响的对象
,

选用介词
“ o f… o n ” ,

译 为
:

In f l u e n e e o f Z n ,

M n ,

C u o n S e U p t a k e b y G a r l i。
。

又如
“
影响蛋鸡浆极低密度脂蛋含量的环境因素

” ,

译作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e t o r s A f f e 。 t i n g

t h e C o n t e n t o f v e r y L o w eD
n s i t y L i p o p r o t e i n i n p l a s m a o f L a y i n g H e n s (现在分词短语

作关联词 )
。 “

l 日龄火鸡新城疫菌与灭活菌联 合接种后的免疫应答
” ,

译为
:
T h e I m m u

en

R e s p o n s e s o f T u r k e y s V a e e i n a t e d w i t h L iv e L a S o t a I n a e t i v a t e d 0 11
一

b a s e d N e w e a s t l e

D i s e a s e V a c c i n e S im u l t a n e o u s ly a t O n e D a y o ld (过去分词短语作关联词 )
。

1
.

2
.

3 拉丁语学名和缩略语的应用特点 现代农业科技论文英 语标题直接使用 拉丁语

学 名
、

缩略语和元素符号能使标题文体庄重
,

语义准确
,

简洁明快
。

如
“
马拉硫酸对青萍

6 7 4 6 和油菜成花的影响
” ,

译为
:

E f f e e t o f M a l a t h i o n o n F lo w e r i n g o f 肠m n a a e口u i n o e t
-

u a k u s 6 7 4 6 a n d B r a s s I’c a e a 阴P e s t irS
。

1
.

2
.

4 中文句子作标题时的英译处理 中文偶尔也用完整句子作标题
,

英译时一般译成

名词性词组为主的短语形式
,

避免由于使用完整句子而导致标题过长
。

此外还可以使用
a s 、 a s r e

f l e c t e
d

、 a s s e e n , v i e w e d
v e r s u s

之类的词组或短语以简化标题
,

突出中心
。

当然
,

中

文采用句子形式作标题特别是用以引起读者关注时
.

译文标题也可以采用相同形式
.

如
“

受精鸡 蛋在孵化过程中蛋黄的淀粉酶活性提高
” ,

译为
:

A m y la s e A。 t iv i t y I n 。 r e a s e s i n

t h e Y o l k o f F e r t i l i z e d H e n 、 E g g s D u r i n g I n e u b a t io n 。

1
.

3 中文标题 中常见中心词的译法

农业科技论文标题使用的中文 中心词为数不多
,

最常见的有
:

影响
、

作用
、

变化
、

试验
、

进展
、

鉴定
、

应用
、

分析
、

探讨及研究等
。

这些词出现率高
、

应用广
、

与其他词组合量大
,

掌握

它们较为固定的译法有助于表达和交流
。

如
: “

影响
”
可译为

:
( T h e ) E f f e 。 t s of … 。 n /

u
p o n

… ; ( T h e ) I n f l u e n e e o f / o n … t o … ;
或 I n f l u e n e e s o f / o n … t o …

。 “
作用

”

可译为
:

( T h e ) R o le

( s ) o f ; ( T h e ) E f f e e t ( s ) o f… o n ; ( T h e ) I n f ! u e n e e o f… o n ; A e t i o n o f… o n 八。 ; ( T h e ) Im
-

p o r t a n e e o f / i n
等

。 “

变化
”

可译为
:
C h a n g e s o f… ; ( T h e ) V a r i a t i o n o f 等

。 “
试验

”
可译为

:

( A n / T h e ) E x p e r i m e n t o n / o f… ; T r i a l s o f ; T e s t s o f / o n
等

。 “

进展
”

可译为
:

P r o g r e s s o f /

i n ; A d
v a n e e s i n

等
。 “

应用
”

可译为
:

A p p l ie a t io n o f等
。 “
鉴定

”

可译为
:
C h a r a 。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

Id e n t i f i e a t io n o f 等
。 “

分析
”

可译为
:

( A n ) A n a l y s i s ( o f )等
。

应 当说 明的是
,

翻译
“

分析
”
一词时

,

如果它带有修饰限定部分
,

则
“

分析
”
一词可以译

出
。

如
: “

可靠性分析
”

( R e li a b i l i t y A n 。 l y s i。 o f )
、 “
误差分析

”
( E r r o r A n a l y s is o f )

、 “

遗传分

析
”

( G e n e t i e A明
y s i , o f )

、 “
通径分析

”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o f )等

。

如无修饰语
,

在翻译时
,

为 T

突出主题
,

往往将
a an lys is 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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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标题中
,

作者为了使作标题的句子或短语在句法上平衡
,

或使标题的中文语义

更 为明确
,

或强调某一方面的研究只是初步阶段
,

往往在标题 中选用
“
探索

” 、 “
研究

” 、 “

初

探
” 、 “

论
” 、 “

讨论
”

等词
。

在英译时
,

译者应根据论文内容对标题进行妥当处理
,

刀求在形式

上开门见山
,

突出主题
。

改变中国式的英语表达形式
,

如 S t u d y of … ; O .n
二 ; A iD s o us s io n

o n ; R e s e o r e h o n ;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y o f
·

… 而应尊重英语表达习惯
,

一般对此酌情省略
。

1
.

4 英译标题中易出现的错误

英译中
,

由于中西方文化习惯和中英两种语言以及英语词语词义的差异
,

译文常会出

现以下类型的错误
:

① 农业科技专业术语与其他学科的专业术语一样
,

词义单一
,

一般不会引起歧义
。

但

农业科学涉及范围广
,

同一术语在不同学科中词义有很大差异
.

选词不当
,

就会出现错误
。

如
“

华北冬小麦抗盐品种系谱分析
” ,

标题中的
“
系谱

”
在遗传

、

育种领域是
“

eP d i g er e ”
而不

是
“

L i n e 一 s p e e t r u m
” .

如将此标题译成
“

L i n e 一 s p e e t r u m A n a l y s i s o f S a l i n e 一 R e s is t a n t V a r i
-

e t i e , o f W i n t e r
W h e 。 t i n N o r t h e r n C h i n 。 ”

就不对 T
.

类似的术语还有 C u l t t l r e 和 C u l t i v 。 -

it o n (栽培 )等词
,

选用时都应注意
.

② 英语标题多以短语形式表达
, “

中心词
’ , “

修饰词
”

之间的关联词 (介词为多 )搭配不

当或某一关联词重复使用会影响译文的质量
,

甚至会引起误解
.

如
“
不同施氮量 又`

·

极早熟

马 铃薯栽培 种生产力的影响分析
” ,

译为
“

A n o l y s is o f t h e E f f e e t o f R a t e s o f N F e r t i li Z e r

o n P r o d u 。 t i v i t y 。 f v e r y E a r l y P o t a t o e t : l t i v a r s ”

时
,

译文中 4 次使用介词
o f 不符 合修辞

要求
,

影响译文质量
。

若译为
“

E f f e e t o f N F e r t i li z i n g a t D i f f e r e n t R a t e s o n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o f

v e r y E a r l y P o t a t。 e u l t i v a r s ” ,

则显得更准确
、

合适
。

1
.

5 标题英译的检查修改

在英译中
,

检查修改译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

标题译文更应如此
。

检查修改时应

注意以下几点
:

名词及其所搭配的词是否得当
;
介词用法是否合理

,

以及当译文标题过 长

时
,

介词尽量不重复使用的条件下是否选用恰当
;
标题中的词序是否恰当

;
专业术语和 习

惯 用语是否得当
;
译文是否忠实明白地表达了原标题的意思

; 单词拼写是否有误 (特别是

同一标题内应统一用美语或英语拼写
,

切不可两种拼法混用 ) ;
读起来是否流畅等

.

2 论文摘要的英译

2
.

1 原文理解

无论从事哪类翻译
,

准确理解原文是关键
。

翻译农业科技论文摘要应透彻理解文中的

词汇含义
,

句间的逻辑关系
,

有必要时还应阅读论文的部分章节甚至全文
,

不然
,

就难以理

解确切
,

翻译准确
.

如
:

“

为了解食管癌发生与自然环境 条件的关系
,

我们还进行了动物食管癌的流行病学对

比调查
” .

原译为
“

I n o r d e r t o u n d e r s t a n d a p o s s i b le e o n n e e t i o n i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e s o P h a g e a l e a n e e r w i t h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e t o r s ,

w e a l s o m a d e a n e P i d e m i o l o g ie a l i n -

v e s t i g a t io n o f e s o p h a g e a l e a n e e r s a m o n g a n im a l s ” .

在中文句中
, “
了解

”
一词实指

“
发现

” 、 “
找出

” ,

译为
u n de r s t o n d 欠妥 ; “

动物
”
一词包

括面广
,

指所有野生家养的飞禽走兽
,

译为
a in m 。 ! s 太含糊 ; “ 对比调查

”
译为 ivn

e s it ga i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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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合适
,

无对比之意
。

故试译为
“ I n o r d e r t o f i n d o u t a p o s s i b l e e o n n e c t io n in t h e d e v e l

-

o p m e n t o f e s o p h a g e a l e a n e e r w i t h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e t o r s ,

w e a l s o m a d e a n e p i d e m i o -

l o g i e a l s u r v e y o f e s o p h峨
e a l e a n e e r s a m o n g d o m e s t i e a n i m a l s ”

.

2
.

2 词语选用

在农业科技论文摘要的翻译中
,

应在理解确定原词义的基础上
,

选择既能准确表达中

文词语 内容
,

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英文词语
,

才能保障译文意思的确切和概念的统一
。

例如
“
花生的果针

”
在通俗读物中和 日常生活用语中说成

“ p od en
e dl e ”

也许更便于一般读

者接受
,

在科技论文中如照此翻译
,

就成了
“

外行
”

话
,

它应译为
“ p e g

” ; 同样
, “
食草动物

”

不

译为
“ g r a s s 一 e a t i n g a n im a l s ”

而为
“

h e r b iv o r o u s a n im a l s ” ; “

营养根
”

不译为
“ n u t r i t o n r o o t s ”

而为
“

f e e d i n g r o o t s ” ·

2
.

3 英文惯用词表达句型的选用

在翻译过程中
,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摆脱中文语言习惯
,

即词序
、

用语和表达习惯的影

响
。

将原文的内容按英语惯用表达方式准确表达的直接方法是掌握英文惯用句型
。

一般

来讲
,

农业科技论文摘要的中文和英文格式相差甚微
,

基本都包括三个部分 (层次 )
,

即 目

的
、

方法
、

结果或结论
,

且都将三个部分溶为一段
。

英文摘要则更为明显地采用开 门见山的

方法将摘要分为主题句 ( t o p i。 s e n t e n e e )
、

展开句 ( s o p p o r t i n g s e n t e n e e s ) 和结束句 ( e o n -

c l u d i n g s
en et n

ce )来表达
。

其中主题句的翻译质量是整个摘要译文好坏的关键
。

这里笔者

主要讨论一下主题句的译法
。

要译好主题句
,

首先得熟练掌握主题句的英文惯用句型
。

总的来说
,

主题句中主语常

用第三人称
“ t h e a u t h o r ”

或
“ t h is p a p e r ,, ,

也可用第一人称
“ w e 子

, 。

典型句型有
: T h i s p a p e r

( T h e 。 u t h o r ) d e s e r i b e s ( i n t r o d u e e s
·

。 。 g g e s t s , s t u d i e s ,

d e a l s w i t h
, s h o w s … )…咸 W

e d e -

s e r ib e ( i n t r o d u e e , s t u d y , r e P o r t
,

P r e s e们 t … )
·

…

如
“

本文介绍了智能精密排种器测试装置的系统组成
、

工作原理
、

接 口电路及软件设

计 … …
” 。

可译作
“

T h i s p a p e r i n t r o d u e e s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 w o r k i n g p r i n e i p le
,

i n t e r fa e e e i r e u i t

a n d s o f t w a r e d e s i g n o f a k i n d o f i n t e l li g e n t t e s t i n g d e v i e e f o r p r e e i s i o n s e e d
一

m e e t i n g i n -

s t a l la t i o n …
” .

当然
,

英文摘要主题句往往为了突出中心主题
,

常常采用一般文体避用的
“
头重脚轻

”

句型
:

主语 + 修饰语 + 被动语态 (… 15 / w a s /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 s t u d i e d / r e p o r t e d… i n t h i s p a -

p e r )
。

这种句型的特点是将大量信息集中于主泪嘟分
,

表达方法直截了当
,

开门见山图
。

如
“

本文较系统地观察了刀豆氨酸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及生殖的影响… …
” 。

可译

作
“

A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o b s e r v a t i o n o f t h e e f f e e t s o f L
一 e a n a v a n i n e t o t h e g r o w t h a n d f e e u n -

d i t y o f A s i a t i e e o r n b o r e r ,

O : t r i ,: i a
fu

r n a c a l i s G u e n e e w a s e o n d
飞」e t e d i n t h i s p a p e r …

” .

值得注意的是
,

标题是摘要的组成部分
,

不论是英译还用英文写作
,

主题句都不能与

标题重复
。

2
.

4 长句的运用

科技论文在内容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

严密的推理和准确的叙述
,

使句子结构更加显

得复 杂
。

与英语相比
,

汉语中的词与词的相互关系主要依靠词序来表达
。

如果要表达的一

个完整意思太复杂
,

难以表达清楚或容易引起误解时
,

汉语则常用两个或多个句子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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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

而英语 由于具有不同语法功能的非谓语动词形式和作用不同的修饰从句
,

往往只有一

个句子就能条理清晰
、

层次分明地表达出相当复杂的语义
,

因而英语科技论文的句子 比汉

语科技论文的结构更复杂
、

更严谨川
。

所以在摘要的英译中
,

只要抓住中心内容
,

弄清各部

分之间的关系
,

分清上下层次以及前后的联系
,

就可将汉语中的两个或多个句子按照英文

的表达方式
,

不拘泥于原文集中地翻译
,

这样既可使译文逻辑严密
、

内容集中
,

又 能避免部

分词语重复
,

使译文简炼
。

如
:

“
本文系统分析了农书起源的过程和因素

,

指出农书萌芽于夏
、

商
、

周
,

形成于战国时

期
。

并论述了农书起源的文献意义和对传统农学的影响
” 。

就可译作
: “

T h i s p a p e : a n a l y s e s t h e p r o e e s s a n d f a e t o r s o f t h e o r ig i n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A n e i e n t A g r ie u l t u r a l L i t e r a t u r a l s s y s t e m a t i e a l l y a n d p o i n t s o u t t h a t i t o r ig i n a t e s i n t h e

p e r i o d s o f t h e X ia
,

S h a n g a n d W
e s t e r n Z h o u d y n a s t i e s i n t h e C h i n e s e h i s t o r y a n d s h a p e s

i n t h e p e r i o d o f t h e
W

a r r i n g S t a t e s ,
. n d a ls o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e f f e e t s o f l i t e r a t u r e s ig n i f i

-

e a n e e o f i t s o r ig i n u p o n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a g r i e u l t u r e ” .

总之
,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在理论
、

具体方法及技巧几个方面对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和摘

要的英译进行了探讨
.

然而
,

农业科技论文标题和摘要的英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需

要不断地探讨和研究
。

本文对此的探索只是一次尝试
,

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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