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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译 药 名 的 利 弊 初 探

重庆市医学情报研究所 刘志刚

我国 目前对外来药物的定名并无统一规

定
,

尽管近年成立 了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
,

但现仍规定各学科名词 由各学科负

责
。

现就药物而言
,

国内拟采取药 品名称由

药典委员会负责
,

并原则上尽量向国际化靠

拢
。

既以� � �制定的药 品命名原则和 国际

标准药名 �国际非专利商标药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标

准
。

我国以往对外来药物 的定名方法是
�

根

据其疗效
,

化学 结构音译定名 �如阿司匹林�
�

意译定名 �心得安 �
�
音意合译定名 �美速

胺 �
。

特别近年 国内推行�� �
,

就药物的定

名多倾向音译
,

甚至临床上已定名的药物
,

现也主张按音译重新定名 �国内许多期刊已

接受了这一建议�
。

如大家熟悉的 异 搏 定

�� � � � � � � �� � 现定 名为维拉帕米
,

心 得

安 �� � � � � �  ! �� �� 现定名为普蔡洛尔
。

我

国用音译药名已有几十年历史
,

特别在化学

药物领域 内更是常见
,

如 阿托品
、

巴比妥
、

地高辛
、

布洛芬
、

布比卡因等
。

国 家 药 典

� � � �年版就较 � � � �年版收载的音译药名有所

增多
。

分析这种趋势
,

可能与音译药名有下

例优点有关
�

�
�

命名 简便
�

� � � 制定的工� �综 合

了药物命名上的种种经验教训
,

它是时代的

产物
。

按工� �音译相应 的中文药名 较 为 简

便
,

不象用化学基团简缩命名时那样复杂
,

特另��是根据�� � 的简短和以基本上无化学含

意的词干系列化两 大特点
,

在制定与�� �对

应的中文药名时主要采用音译法
。

�
�

有利于 国际 交流
�

采用音译药名有利

于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
,

并可避免和减少药

名翻译上的麻烦
。

如治胃溃疡药物 � �� � � �
�

�� � � ,

按化学结构命名时已有称为 甲 氰 咪

肌
、

甲腊咪胺等
,

当其用于交流时
,

显然就

不及音译名西咪替丁那样简便
。

�
�

利于药名 系列化 �� � 的词千多数无

化学结构的含意
,

如果采用化学基团简缩命

名就难以形成系列化
,

特另�是新药
,

情况更

是如此
。

如 � � � � � �� � � �
,

化学结构简 缩命

为甲氰咪肌
,

第二个广泛用于临床的同类药

� � � � � �� �� �
,

虽与� �� � � �� � � �有 共 同 的

词干一 � �� �� �
,

但后者化学结构中无氰基
、

咪哇环 及肌
,

化学简缩名为映喃硝 胺
,

因

而两者不能形成系列化
。

但若采取 音 译 法

制定的西咪替丁和雷尼替丁以及后来第二代

同类药物法莫替丁等
,

就自然形成 了 系 列

化
。

�
�

利于教学 目前医药院校学生学习

药物学时普遍反映药 名难记
。

为了便于学生

学习中外药名
,

采用音译这种中外药名发音

一致化的原则
,

利于教学
。

�
�

避 免药名商业化 药品是 特 殊 商

品
,

不能象
“郁美净

” �化妆 品� “
席 梦

思” �床名� 商 品那样定名
,

给人以商名化

之感
。

�� �规定
� “

凡是易令病人 从 解 剖

学
、

生理学
、

病理学和治疗角度猜测药效的

名称
,

一般不应采用
” 。

根据这一原则
,

象
�

心得静
、

心得安
、

必消痰
、

抗癌灵等给人以 书

暗示的药名均会给患者带来不利的猜想而影

响疗效
。

但象阿司匹林
、

布洛芬等这样的音 之

译药名应不会与治疗作用相联系
,

从而利于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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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康复
。

�
。

避 免定名不 当而让人误解 以往按

疗效定名的药物
,

当又发现了其新 的治疗用

途时
,

如再按原药名称呼
,

就会让人误解
。

如驱虫药一一驱虫速 �� � � � � ���� � �
,

其以

前作为广谱驱虫药使用
,

近年发现其对人体

低下的免疫功能有使之恢复正常的作用
,

可

作为免疫功能促进剂
,

治疗肿瘤
、

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免疫疾病
,

故再用驱虫速 称此药就

不恰当
,

因而现定名为左旋咪哩
。

当然音译药名并非是很完美的
,

可以说

其也存在一些不适之处
。

�
�

用汉字音译的外文药名大都生涩难

读
,

有不伦不类之感
,

如常用的组胺 �
‘

受

体拮抗剂按 �� �音译出来即得下列名称
�

地

芬海拉明 �� �� � � � � � � � � � �� � �
�

勃罗莫地

芬海拉明 �� � � 二 � � �� � � � ��� � � � � � � � �
,

卡

比罗克沙明 �� ��
·

� �二。 � � 二 �� � �
。

这仅从三

个药物译名不难看 出
,

音译药名同样存在难

读难记缺点
。

�
�

由于化学领域内对外来化学制品的

定名较早
,

故有些化学药物采取音译就造成

国内学科之间交流困难
。

如药品加 兰 他 敏

�� � �� � ��� � � �� � �
,

化学界早已定名为雪

花莲胺
,

故考虑到这一点
,

这类药物� �  �年

版药典也未用音译药名
。

�
�

我国习惯把国外某一厂家生产 的药

物专利商标名加以音译为正式药名
,

如托克

拉斯门
’ � � �� �  �

、

表飞 鸣 �� �� �� � � �� �
、

潘生丁 ��
� �  ! 叭 �� � �

。

其实这在外贸上是

很不妥的
。

因为这些名称是外国企业在我国

已注册的商标
,

应得到法律保护
,

同时我们

在临床上大量使用
,

无疑也是替 国外厂商的

商 品作义务宣传
。

对这类药品我国另有法定

名称
,

如托克拉斯叫维静宁
、

表飞鸣叫乳酶

生
。

总之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与我国不实行药

品专利制度有关
。

综上所述
,

音译药名尽管今后 是 个 方

向
,

但还需不断完善
,

按现工� �原则
,

结合

我国实际倩况
,

用汉字式汉语拼音 将 所 有

�� �均对应翻译出来确有许多困难
,

故 目前

我们对外来药物 的名称翻译仍应借助于音译

或音意合译
,

这是 目前仍应采取的 主 要 办

法
。

·

文摘
·

口 服 胰 岛 素

‘几‘ � 子叮
� 盆浏户 尹

下 ‘ 汽 夕 曰

明 胶 胶 囊

刘凤群摘译 张 钧校

美国俄亥俄医学院的科学家声称
�

已开发用特殊塑料包衣供 口服的胰岛素明胶胶囊
,

以保护胰岛素不

受胃和小肠的破坏
。

� �� �
��  � ��

� � � 教授 �本研究主持人� 用患无内源性胰岛素糖尿病的狗试验
,

口服这种制剂能够 检

出血中胰岛素并引起血糖下降
。

� � ���� 。说
�

该配方已得到关国新药登记备案
,

预计从今夏开始可在俄 亥

俄托利多进行糖尿病人的临床试验
。

� �� �
�
�� 博士解释说

�

处方的
“

秘密
”
在于胶囊上的塑料包衣的成份

。

其所用材料是类似于软性 隐形

眼镜片所用的塑料
,

但制成使其不透水的材料
,

因此可避免消化液与肤岛素接触
。

当然
,

存在于大肠上的

细菌可作用于塑料
,

使其能够透水
。

然后水进入胶囊
,

并使其胀裂
,

使释放出的胰岛素从被吸收部位进入

结肠
。

本胶囊剂配方还含有�一甲氧基水杨酸
,

从而有助于胰岛素在大肠的吸收
。

这种辅料是否需要将在临床

中试验
。

� �� ��� �博士认为这种依赖胰岛素糖尿病
,

能够通过每天服用几粒这种胶囊得到 控 制
。

因 服 用

胶囊后需过一段时间才进入结肠部位
,

故必须在饭枷小时服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