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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发现与归纳科技期刊英文标题中*名词qKZq名词+结构的语言特点# 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理

科类科技期刊英文标题进行了大样本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V<W的英文标题是名词短语形式!以*中心名词q介词短语+的

形式最为典型# 中心名词主要表现为五类抽象名词# 结论表明以抽象名词为中心名词的短语结构因其结构简洁$信息载荷

量大而成为科技期刊英文标题的主要表达手段#

关键词!!英文标题!名词短语结构!抽象名词

$!前言

掌握科技期刊英文标题的结构特点和国际写作惯例是

最大限度地提高英文标题的信息传播性$增强可读性的关键

环节' 尽管我国对科技期刊论文英文标题的研究不少$但采

用大样本对某一结构形式做出定量统计$进而归纳出写作规

律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通过

对科技期刊英文标题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归纳出标题中最常

用的%名词qKZq名词&短语结构的运用规律$并进行了理论

阐释$以期对广大科技论文撰写者和编辑工作者有所启发'

"!方法与样本

$"!#语料的收集

样本取自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百万词的科技期

刊英语论文摘要语料库' 语料来源主要是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所提供的科技类国际原版核心期刊$均具有较强的学

术影响力' 学科范围涉及理科各专业领域$包括数学(力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

学(地质学(海洋科学等 $$ 个一级学科$包含 <# 个二级学

科' 每个二级学科第一次各取 $## 个标题$然后经二次筛

选$最终确定了 ((B" 个标题作为样本' 语料的选择严格遵

循了一个原则!作者的本族语必须是英语$取样时的主要依

据是文献中提供的作者单位' 语料选取的期刊发表时间以

近三年为主$少量推至近五年到近八年' 以上措施保证了语

料的代表性(均衡性(规范性和时间性'

$"$# 研究方法及工具#

标题结构分析所使用的工具 D8,6ZKTN c,T;JT是斯坦福大

学的斯坦福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团队+D8,6NZKTN @Ic]TK/3,开

发的自然语言处理软件' 该软件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句法结

构分析工具之一' 我们先采用该软件对样本进行标注处理$

然后人工修正其中的错误标注$以确保标注的准确性' 使用

的检索软件是YTJ0JM$利用YTJ0JM表达式可以从标注过的文

本中提取所需要的句法信息' 通过两个分析软件和人工筛

选的方法$我们对标题长度(句法类型(名词短语结构(中心

词类型以及后置定语的介词运用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和讨论

%"!#名词短语及其修饰语

统计结果显示正标题+不含副标题,的平均长度为 $#V&

个词$带副标题的标题平均长度为 $>V& 个词$均符合国际惯

例' 最短的标题只有 " 个词$最长的标题有 (< 个词' 标题

的句法类型的分析结果见表 $'

表 !#英文标题句法类型统计

句法类型 频率+次, 百分比+W,

名词短语 )&B( >(V<

陈述句 ""& <V$

问句 $(# )V$

动名词 "#) (V<

介词短语 >$ $V>

其他 (& $V#

总计 ((B" $##V#

表 $ 显示英文标题的句法类型有六种' 其中名词短语

类占绝对优势$达到 >(V<W' 该统计数据远高于张桂萍等所

做的统计数据 ((V&W

)$*

' 这说明名词短语结构是科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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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的主要表达形式' 科技论文的标题要求%以恰当(

简明的词语反映文献中最重要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

' 而

名词短语结构不必受句子结构要素的限制$不必有时态和语

态$不必主谓宾齐备$因而可以简化表达$浓缩信息$达到用

最少的词表达最多的信息之目的' 科技论文英文正标题词

数一般不超过 $# 个词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名词短语结构的

简明性' 另外$名词短语是内向结构$一般有一个或两个并

列中心词$它们既是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中心$也是语义中

心或信息中心' 如在标题YJ+3KT,.,6N ;3,8-,.0TK287 KZ2-6N

2,̂J中$从句法层面上看$0TK287是中心词$前面两个形容词

8J+3KT,.,6N ;3,8-,.和后面的KZ介词短语都是它的定语' 从

语义或信息层面上看$0TK287 又是语义中心或信息中心$是

标题要突出的焦点' 这种两个中心合二为一的表达可以使

标题结构紧凑(信息焦点突出'

表 $#名词短语的定语位置统计

定语位置 频率+次, 百分比+W,

前置定语 "<& 'V>

后置定语 ''( )$V)

混合定语 ">&) '$VB

总计 )&B( $##V#

表 " 显示$在标题中名词短语结构中心词的修饰语有三

种情况!前置定语(后置定语和混合式定语' 其中$采用既有

前置定语也有后置定语的混合式$即%定语 q中心名词 q定

语&的形式+如例 $ =",占到总标题数的 '$VBW-只有后置定

语的名词短语$即%中心名词q定语&+例 ) =(,占到 )$V)W$

两项合计为 B)V"W' 而只有前置定语的名词短语$即%定语

q中心名词&+如例 < =',仅占总数的 'V>W' 由此可以确定

名词短语的定语主要以混合式和后置式为主' 这是因为中

心名词往往需要较为复杂的定语才能充分表达标题的意义'

+以下举例中的划线部分为中心名词,

例 $!DJU/J68-,.C,8JF7K-5J-6 ?J5KT,8JN FT-5QJ8;

例 "!FK7J;-6%NJ3J6NJ68\J0/.,8-K6 KZ\/6M]J6J;

例 )!ADK./8-K6 G65./N-60DQ-6 *ZZJ58ZKTD8-ZZ6J;;,6N

D8TJ;;_-J.N KZD,6N2-57 eK6JR5K+L FKTJ

例 (!aJ6N-60KZ,D-+3.JaJ,+8K,6 H38-5,..RA55/T,8J

c,T,LK.-5D7,3J

例 <!C,T-6J*5K;R;8J+%L,;JN C,6,0J+J68

例 '!A?K/L.J%7J.-MI,+-6,T?R6,+K

表 %#后置定语表达类型统计

表达类型 频率+次, 百分比+W,

介词短语 )($$ B'V(

动词%-60短语 '" $V>

动词%JN短语 <' $V'

动词8KNK短语 ( #V$

形容词短语 ( #V$

总计 )<)& $##V#

!!表 ) 显示以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的%名词 q介词短语&

型标题在样本中所占比例最大$高达 B'V(W' 这是因为介词

在句法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张宜生+"###,认为介词有三

个作用!引介作用(转化作用和标记作用))*

' 引介作用是指

介词具有广泛联系词语+主要是引介名词(名词短语和代词

等,的功能$从而组成介词短语作修饰语' 转化作用是指通

过介词可以把句子转化成名词短语$比如$通过介词 KZ可以

把句子%Y7J-8J+2-..NJ8JT-KT,8JT,3-N.R4&转化成名词短语

%T,3-N NJ8JT-KT,8-K6 KZ87J-8J+&' 名词短语能够高度概括(浓

缩信息$从而使语篇更加简洁(准确(正式' 标记作用是指介

词可以标记出介词短语跟中心名词之间的关系' 比如$根据

介词 KZ$读者可以很容易地识别标题中的中心名词和定语'

正是介词的这三个作用使得英文标题的名词短语化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介词的使用'

%"$#后置定语中介词的运用

我们从 )<)& 个带有后置定语的标题中提取出 )($$ 个

%名词q介词&型标题$共出现了 "& 个不同的介词' 按照出

现频率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是KZ$-6$ZKT$K6$8K$ZTK+$2-87$LR$

LJ82JJ6$,8$,;$N/T-60$ -̂,$87TK/07$,5TK;;$/6NJT$,.K60$6J,T$

,TK/6N$ -68K$ 2-87-6$ ĴT;/;$ ,+K60$ ,Z8JT$ K̂JT$ -6;-NJ和

87TK/07K/8' 其中出现 "# 次以上的+使用频率为 #V'W以上,

共有 $" 个$占总数的 B<V<W' 其他 $< 个介词最多出现了 $$

次$最少 $ 次'

表 &#(名词A介词短语)型标题中 !$ 个高频介词统计

介 词 百分比+W, 介 词 百分比+W,

KZ <BV) 2-87 $V(

-6 $(V> LR #VB

ZKT $#V# LJ82JJ6 #V>

K6 "V< ,8 #V'

8K "V( ,; #V'

ZTK+ $V' N/T-60 #V'

从表 (可以看出$在这 $" 个介词中$使用频率达到 $#W

以上的只有三个!KZ$ -6和ZKT' 其中介词KZ的使用为最多$占

到了总数的近 '#W' 主要表现为%名词 qKZq名词&的结构

形式' 通过观察所提取的%名词qKZ短语&的样本$发现%中心

名词qKZq名词&为其典型结构$例如!+划线词为中心名词,

3*5K.K0-5,.G+3,58;KZX-6N *6JT0R?ĴJ.K3+J68K6 a,8;

3g;J KZ Y-+J%.,3;J G+,0-60 ,6N ?K+-6,68

@J0,8-̂J\J5J38KT;

3D8,8-K6,TR?-;8T-L/8-K6;KZ,CKNJ.KZDR+3,8T-5D3J5-,8-K6

根据英国语言学家夸克的研究$%名词qKZq名词&的结

构是抽象名词短语的典型结构)(*

' 据此$我们按照使用频率

从高到低抽取了 $## 个%中心名词 qKZq名词&的标题样本

进行分析$发现KZ前的中心名词为抽象名词的有 >$ 个$再加

上以单复数形式出现过两次的 & 个单词$共计 >> 个$在该类

名词短语结构中占绝对优势' 这些抽象名词大致可以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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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类型!

类型一!表示研究手段的动词性抽象名词+">W,

,6,.R;-;KZ$ ;8/NRKZ$ 57,T,58JT-P,8-K6 KZ$ ;R687J;-;KZ$

Ĵ,./,8-K6 KZ$ NJ8JT+-6,8-K6 KZ$ 5K+3,T-;K6 KZ$ ;-+/.,8-K6 KZ$

-68JT3TJ8,8-K6 KZ$ +J,;/TJ+J68;KZ$ /;J KZ$ ,33.-5,8-K6 KZ$

,;;J;;+J68KZ$NJ8J58-K6 KZ$-6 Ĵ;8-0,8-K6 KZ$TJ5KTN KZ$5K68TK.KZ$

NJ;-06 KZ$JM,+-6,8-K6 KZ$TĴ-J2KZ$KL;JT̂,8-K6;KZ$5,.5/.,8-K6;

KZ$5.,;;-Z-5,8-K6 KZ$ 5K+3,58-K6 KZ$ -+,0-60KZ$ +KNJ.-60KZ$

3,T8-8-K6-60KZ$ ;5,.-60KZ

类型二!表示研究对象自身行为或变化的动词性抽象

名词+"$W,

NĴJ.K3+J68KZ$ -6Z./J65JKZ$ LJ7,̂-KTKZ$ ĴK./8-K6 KZ$

-+3,58KZ$ N-;8T-L/8-K6 KZ$ ! -68JT,58-K6 KZ$ KM-N,8-K6 KZ$

NJZKT+,8-K6 KZ$ JM3,6;-K6 KZ$ 0TK287 KZ$ TJ,58-̂-8RKZ$ ,N;KT38-K6

KZ$ ,+3.-Z-5,8-K6 KZ$ 5K+L-6,8-K6 KZ$ N-;8T-L/8-K6;KZ$ Z.K2KZ$

NJ3J6NJ65JKZ$3TJ;J65JKZ$N-̂JT;-Z-5,8-K6 KZ$ ,TT,RKZ

类型三!表示研究对象的属性(品质的形容词性抽象名

词+'W,

-+3KT8,65JKZ$ ,55/T,5RKZ$ ,̂T-,L-.-8RKZ$ NJ387 KZ$

JZZJ58-̂J6J;;KZ$ ZTJU/J65-J;KZ

类型四!表示研究对象自身状态的固有抽象名词

+"$W,

3TK3JT8-J;KZ$;8T/58/TJKZ$3,88JT6;KZ$ 57J+-;8TRKZ+化学组

成,$ 5K+3.JMJ;KZ$ Q-6J8-5;KZ$ +J57,6-;+ KZ$ ;3J58T,KZ$

3JTZKT+,65JKZ$ 5K+3K/6N;KZ$ JU/-.-LT-/+ KZ$ ZKT+ KZ$

NR6,+-5;KZ$J5K6K+-5;KZ+经济状况,$+KT37K.K0RKZ$J6JT0-J;

KZ$TK.JKZ$;3J58TK;5K3RKZ

+KNJ.KZ$NT-̂JT;KZ$ 5K6Z-0/T,8-K6;KZ

类型五!表示研究范围的固有抽象名词+<W,

7-;8KTRKZ$TJ0-K6 KZ$ KT-0-6 KZ$ 5K,;8KZ$87JKTRKZ

类型四(五中所提到的固有抽象名词是指原有的(未经转

化的抽象名词' 类型一(二(三所提到的抽象名词一般是由动

词和形容词加后缀转化而来的抽象名词' 比如!动词性抽象

名词!-68JT,58

*

-68JT,58-K6$ NĴJ.K3

*

NĴJ.K3+J68$ ,33.R

*

,33.-5,8-K6-形容词性抽象名词!ZTJU/J68

*

ZTJU/J65-J;$;,ZJ

*

;,ZJ8R$ N-ZZJTJ68

*

N-ZZJTJ65J' 所以它们可以以名词短语的形式

出现$但却仍然保留原有动词和形容词的意义' 正如

H4[J;3JT;J6 所说%抽象名词短语结构可以表达一个动词短语

结构的内容&

)<*

' 这种结构既可以减少句子或分句的出现$又

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具有简练和高度概括性两大特点' 此外$

抽象名词的使用可以提高表达的正式度' 有研究表明%语体

的正式程度越高$抽象名词表达就越多&

)'*

' 由于科技语体

正式程度最高$抽象名词运用普遍就成为其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在科技论文的英文标题(摘要和正文中均有分布' 介词

KZ前的中心名词还可以加形容词(名词和分词等修饰语'

例如!

3YJ+3KT,.,6N D3,8-,.]TK287 KZX-6N X,̂J;+形容词,

3FK7J;-6%NJ3J6NJ68\J0/.,8-K6 KZ\/6M]J6J;+形容词,

3_.K2G6:J58-K6 A6,.R;-;KZe"H" -6 @,8/T,.X,8JT;+名

词,

3H6J%;8J3 c/T-Z-5,8-K6 KZ,\J5K+L-6,68cTK8J-6 ZTK+,

X7K.JFJ..*M8T,58I-U/-N F7TK+,8K0T,37R+名词,

3 Y7JXJ-078-60 D/L;3,5J;KZ87JY,/ CJ87KN ,6N

HT87K0K6,.FK..K5,8-K6+现在分词,

3 C-5TK2,̂J%,;;-;8JN DR687J;-;KZYT-5,TLK6R.\7J6,5%

ATLKT,6J;+过去分词,

(!小结

上述统计与分析表明%中心名词qKZq名词&的结构因其具

有结构明快简洁(焦点突出(信息载荷量大和文体正式程度高的

特点$而被广泛地(高频率地应用在各种科技期刊英文标题中'

写好该结构的关键是要确定好标题的信息焦点性质$看看它是

关于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对象自身行为或变化的$还是其自

身属性特点的' 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抽象名词' 同时根据标

题内容需要$安排前置定语和后置的KZ短语定语' 前置定语主

要是单个形容词(名词和分词$且不宜过长' 较为复杂的定语最

好转化为KZ短语或其他短语作后置定语'

例如$在对标题%星系中金属罕有的星星的发现和分析&进

行英译时$作者如果要突出研究的过程和手段$可以把%发现和

分析&作为信息焦点$可选用动词性抽象名词%87JN-;5K̂JTR,6N

,6,.R;-;&-然后把%金属罕有的星星的&确定为定语$用介词KZ引

出做后置定语$译为%KẐJTR+J8,.%3KKT;8,T;&-再把%星系中&译

为%-6 87J,.,MR&$此标题的完整英语表达为%Y7J?-;5K̂JTR,6N

A6,.R;-;KZfJTRCJ8,.%3KKTD8,T;-6 87J,.,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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