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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年轻科技人员，一方面面临着提高自己的科技阅读与翻译能力，从而通过借
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提升自己的科研试验设计水平、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际需求；另一
方面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搞科技英语。
这就对科技人员实施科技英语素质继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撰大科技的《新英汉科技翻译》，为他们提供大量可供模仿或套用的样板式英汉翻译范例，不失为
帮助他们提高科技阅读与翻译基本技能，以提高综合素质的既符合语言学规律，又切合实际而且便捷
的途径。
　　本书采用以下三条措施来落实这一编写理念。
　　第一，科学技术准全科覆盖。
　　通过大手笔拓宽专业面，使丛书几乎覆盖了所有理工常见学科、专业和行业，包括数学，物理学
，机械，冶金，矿业，电气，电子——无线电、电视、电话，计算机，自动装置，自动控制，石化—
—塑料、人造纤维，能源——太阳能、火电、水电（包括潮汐能发电）、风力发电、核能，气象，环
保，生物学，天文学，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风洞试验、自由飞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高新
科学技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网络技术、低温科学等，从而一步到位地弥补了前面几本已出版
图书专业覆盖面不够广的重大不足；并在因篇幅限制而将专业部分砍掉近20万字的情况下，仍不失为
迄今所能找到的覆盖面最广的准全科大科技阅读与翻译著作。
　　第二，从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的结合上，通过比较法来阐述翻译方法。
　　编著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鉴于自己对于汉语语法的掌握很肤浅，很多地方处于必然王国的境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
，难以从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的结合上，通过比较法这一学习语言的最有效方法来阐述翻译方法。
这是写成一本有分量的翻译专著的一大拦路虎。
《新英汉科技翻译》是编著者结合多年的长期实践，深入研学有关翻译专著，并且有针对性地补习现
代汉语知识，对积累起来的经验体会加以总结和提升的产物。
这种总结和提升，还一直贯穿于本书的成书过程之中。
　　第三，采用以短篇文章或以段落组篇，长篇文章截短或分篇的方法，实现科技与语言信息的集中
浓缩化收集，使全书成为科技与语言之精彩和精华之集成。
从而在压缩篇幅的前提下，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大的科技与语言信息量。
　　本书第1章讲述英汉科技翻译基本方法和技巧。
它是本书的理论基础篇，可用做英汉科技翻译的简明教程。
英汉科技翻译实例则是本书的实际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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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英汉科技翻译》语言丰富，所推介的基本译技有素而地道，注释详尽，适合自学。
可供从事科研、试验、设计、生产、科技情报、外事、外贸的广大科技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以及翻译
工作者等学习和参考。
大科技的《新英汉科技翻译》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了大量可供模仿或套用的样板式英汉翻译范例，是
帮助他们提高科技阅读与翻译基本技能，进而提高综合素质的既符合语言学规律，又切合实际而且便
捷的途径。
    《新英汉科技翻译》由英汉科技翻译方法与技巧和英汉科技翻译实例两部分组成。
英汉科技翻译方法与技巧是《新英汉科技翻译》的理论基础篇，可用做英汉科技翻译的简明教程。
英汉科技翻译实例是实际应用篇，覆盖了物理学、数学、化学、机械、冶金、矿业、电气、电子、计
算机、测量、控制、石化、能源、气象、环保、空气动力学、航空、航天、生物学、天文学、高新科
技等学科、专业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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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本质上说，翻译，这里主要指笔译，就是用一种语言忠实地表达出用另一种语言写的或讲的内
容。
然而，实践证明，不可以把翻译看成仅仅是语言学的任务，而应当把它看成是思想交流这一更为广泛
领域的一个方面。
这是因为，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是作为人类在社会生活、生产和科学实验过程中方便思
想交流的手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遇到复杂的文章时，翻译不仅涉及到“语言的熟练程度”，而且还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
作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在这个时代起着重大的作用。
　　翻译是一项涉及到两种语言的工作。
就我们而言，“第一语言”（即母语）是汉语，“第二语言”（即外语）是英语。
因此，对翻译工作的前提要求之一就是要很好地了解这两种语言。
在这一点上，应该牢牢记住的是，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各有各的惯用法和惯用语，各
有各的语法手段和文体手段，各有各的社会文化背景。
而且，还必须时刻牢记，“语言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
”　　翻译人员翻译时所遇到的各种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与使用“目标语言
”恰当表达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这样说的理由是不难找到的。
　　首先，准确地理解原文总是翻译过程中最要紧的。
要是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那么，就谈不上有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一篇译文是过于“自由”，还是过于“死板”，主要就由译者是不是准确理解了原文来判断。
其中遇到的困难可能有词汇上的，有篇章结构上的，有专业术语上的，还可能有由于译者对所论主题
不懂或不熟悉而引起的。
然而，不论遇到的困难是哪个方面的，译者都必须细致地对它们进行分析，并适当地加以解决。
总之，译者为了使读者明白译文的意思，必须首先自己弄明白原文的意思。
　　其次，恰当的表达也是至关重要的。
遣词造句都必须能够在实质上准确地传达原文的真正意思，同时又符合“目标语言”的用法特点，从
而达到准确性和可读性与适当的语言风格之间的统一，也即达到准确理解同恰当表达之间的辩证统一
。
我们要留意，即使是翻译“熟悉的字”，也不总是很容易的。
的确，按照语言学者的观点，“字是一种语言中能够单独起作用的、有意义的最小单位”。
然而，逐字翻译法对我们毫无助益。
只有用在正确的上下文中时，字才是活的。
在一篇复杂的文章中，只有根据上下文来研究时，才能掌握很多字的真正意义。
此外，人们经常引用的这样一种说法——“-个好的翻译工作者阅读外语，但却用自己的母语思考”，
是颇有道理的。
　　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确实是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许多矛盾都必须通过分析的方法辩证地加以解决。
简单地说，尽管字是很重要的，但应该准确地译成“目标语言”的，是原文的意思而不单单是字。
准确应该总是译者最重要的目标。
而且，应时时既以符合可读性要求的尽可能准确为目标，又以具有相宜的风格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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