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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he transla-
tion of terms plays a vital role in spreading and localizing new term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hemical knowledge, numerous new 
terms swarmed into China, among which chemical elements were the most 
fundamental terms in chemistry. In this case, the translation of chemical ele-
ments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emistry. In this paper, three 
representative chemistry works—Introduction of Chemistry, Theory of Chemi-
stry, and Principles of Chemical Nomenclature—a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evo-
lution of the Chinese terms for chemical elements using the diachronic study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Chinese terms 
for chemical elements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polyphony” to “mono-
phony”, from “paraphrase-based” to “transliteration-based”, from “irregularity” 
to “standardization”, and from “one pronunciation for different elements” to 
“one pronunciation for one element”. The above finding is expected to have 
an implic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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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学元素名称的汉译始自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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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已有近 150 年的历史。而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才有学者研究其汉

译史。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有：化学元素汉译名形成的原因，如夏文华梳理了

晚清民国时期化学元素汉译名产生的历史进程，并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分析

了化学元素汉译名生成的文化心理和语言要素[1]；元素的选字原则，如王宁

使用汉字学的原理，阐释了 113(Nh)、115(Mc)、117(Ts)和 118(Og)号元素汉

译名的选字原则及其合理性[2]；主要代表人物的翻译理念，如张澔总结了傅

兰雅的翻译理念和原则，并分析了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元素能沿用至今的原因

[3]；对化学元素规范化进程的考察，如李丽考察了 1900~1933 年化学元素规

范化过程中遵循的 5 条汰选原则[4]；以及一些综述性研究，如何涓综述了自

1930 年至 2000 年关于化学元素汉译史的研究[5]。虽然关于化学元素汉译的

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的主题比较分散，较少有对其演变过程

的系统性的分析和考察。本文在借鉴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化学

元素汉译名的演变特点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将视角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提出了对科技术语翻译的几点思考，希望对科技术语的翻译规范提供参

考。 

2. 著作中的化学元素 

我国的古代化学有着极其悠久且令后世称颂的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考证，远古时期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已开始使用

火，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化学变化。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利用烧陶技术，制

作出了蕴藏着丰富化学智慧的陶瓷，中国因而被誉为瓷国。还有火药的发明、

金属的冶炼、酒的酿造以及炼丹术的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

国的近代化学却是从西方引进的。鸦片战争后，国人开始接触到一些零星的

化学知识，但还没有专门的化学译作。自 1868 年，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出

版后，第一本化学书籍才得以问世。此后，各译书机构相继成立，出版了一

系列数量可观的化学译著。化学书籍的翻译是传播化学知识、构建化学体系

的重要的渠道。但各书籍中对化学核心术语“元素”的翻译却难以达成一致。

对化学书籍中化学元素的汉译名进行历时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化学这

门学科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2.1. 《格物入门》对化学元素译名做出了尝试性探索 

《格物入门》[6]是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一套丛书，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编译，经中国学者李广祜和崔

士元润色，最后由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批阅，于 1866 年被翻译成中文，1868
年在京师同文馆刊行，其中第六卷《化学入门》是同文馆最初的化学教材，

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化学的书籍。在晚清引入的有关西

方化学的书籍中，《格物入门》最早给出了元素的汉译名，在我国近代化学

发展进程中处于领航的地位。 
在《化学入门》第一章“论物之原质”的“原质分类”一节中，丁韪良

列出了常用的 42 种元素，所有元素均以一两个汉字的形式注明了其符号的汉

语发音，而仅有 25 种元素给出了“华名”(汉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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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对化学元素的汉译名作出了尝试性的探索，虽然他翻译的元素数

量有限(仅 25 种元素有汉译名)，却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当时中国人对现代化

学元素的理解和接受，最早把“化学”知识系统地引入中国。《格物入门》

还传到了日本，有多种日文刊本，是明治初年影响很大的一部科学著作[7]。
丁韪良以汉字注明字音的方式虽不利于学习和记忆，却为后人(傅兰雅、徐寿

等人)采用音译造字的方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2.2. 《化学鉴原》创立了化学元素译名原则 

《化学鉴原》[8]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的化学译著，其内容较《化学入

门》充实很多。《化学鉴原》(“鉴原”即“鉴别原质”，“原质”在当时指

化学元素)于 1871 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第一批译书之一出版，由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口述，徐寿(1818~1884)笔译，译自英国韦尔司(David A. 
Wells, 1828~1898)的《韦尔司化学原理及应用》(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1858)中的无机化学部分。《韦尔司化学原理及应用》是当时在美

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材，译者在翻译中还补充了少量新内容，如第一卷第二

十九节“华字命名”为译者所加，说明了在翻译化学元素时采用的方法及遵

循的原则，且在原书提及的 62 种元素的基础上补充了两种元素，共翻译了

64 种元素。 
在《化学鉴原》这本译作中，傅兰雅和徐寿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

近代化学知识，其中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化学元素名称汉译的原则，即以罗

马字母名称的主要音节的译音，再加汉字偏旁的命名原则，奠定了现今化学

元素汉译名的基础[9]。 
傅徐二人合译的 64 种元素名称中大部分(44 种)一直为化学界沿用至今，

为中国化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解决了化学元素名称冗长、

难记的缺点，使学习化学的中国人更容易消化和吸收，为后来化学元素名称

的统一提供了参考，《化学命名原则》也以其为蓝本，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化

学在中国的传播。化学界对其评价很高，徐维则在其著作《东西学书录》中

称赞道：“中译化学之书，殆以此为善本”[10]。 

2.3. 《化学命名原则》解决了化学元素命名统一问题 

虽然《化学鉴原》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化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当时翻译

机构繁多，各译书中元素之译名众多，未形成一个科学的术语系统，元素译

名尚处于混乱状态，同一元素在不同的译书中有不同的汉译名，化学知识的

传播受限，因此亟需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1932 年 6 月，为推行名词术语的

规范化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国立编译馆的组织下，《化学命名原则》

[11]于 1933 年发行，该书出版之前，曾广泛邀请各学术机构及各方专家共同

商讨，因此书中制定的原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王宝瑄[12]的研究，随着化

学学科的发展，《化学命名原则》在不断地修改更新完善，某些元素名称有

所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化学命名原则》第一篇“定名总则”中规定了元素定名取字的原则，

第二篇“元素”中列出了 92 种元素的标准汉译名。至此，化学元素汉语定名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963


X. R. Qiao, X. R. Wang  
 

 

DOI: 10.4236/oalib.1108963 4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的标准渐趋统一。 
自《化学命名原则》出版以来，各中文化学书籍便多以此为依据。《化

学命名原则》是对多年来元素译名经验的吸收和总结，其出版标志着化学元

素汉译规范的形成，结束了几十年来化学元素命名的混乱状况，为化学学科

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3. 化学元素汉译名的演变进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化学元素汉译名的发展和演变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自西方化学传入中国以来，有不少译

者都对化学元素进行了翻译，译名众多。笔者选取了前一章节介绍的三本具

有代表性的化学著作《格物入门》(1868)《化学鉴原》(1871)和《化学命名原

则》(1933)，并对其中所使用的化学元素译名进行梳理，根据这三本著作中化

学元素中文名称的历时演变略表(见附表 1)，归纳出化学元素汉译名呈现出以

下演变特点：1) 由“复音化”向“单音化”转变；2) 由“意译为主”向“音

译为主”转变；3) 由“无规律性”向“规范化”转变；4) 由“同音异素”向

“一音对一素”转变。 

3.1. 由“复音化”向“单音化”转变 

化学物质不仅仅是以单质(由同种元素组成)的形式存在，而且还经常以

化合物(由不同元素彼此结合)的形式存在。因此，为了更简洁地表示错综变

化、情形复杂的化学物质，“单足以喻则单”，在化学元素汉译名的演变过

程中，复音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元素名)数量减少，逐渐被单

音字(由一个汉字构成的元素名)取代，发生了由“复音化”向“单音化”的

转变。 
根据《格物入门》《化学鉴原》和《化学命名原则》三本著作中化学元

素汉译名的演变略表，有 24 个元素的汉译名由“复音词”变为“单音字”(示

例见附表 2)。 
对三本著作中“单音字”所占比例进行计算，也能够证实这一转变。《格

物入门》的 25 个汉译名中仅有“鐵”“銅”“錫”3 个为“单音字”，其余

22 个均为“复音词”，计算得“单音字”所占比例仅为 12.00%，以同样的方

式算得《化学鉴原》和《化学命名原则》中“单音字”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92.19%

和 100.00% (见表 1)。 
 

表 1. 元素汉译名中“单音字”的比例 

 《格物入门》 《化学鉴原》 《化学命名原则》 

“单音字”所占比例 12.00% 92.19% 100.00% 

 

化学元素汉译名呈现出由“复音词”向“单音字”转变的趋势，以“单

音字”表示的化学元素符合科技术语简明性的要求，使化学术语变得简单和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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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由“意译为主”向“音译为主”转变 

本文将三本著作中化学元素汉译名按照与源语词的对应关系进行归纳分

类，总结出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和借用本族词四种翻译方法。 
音译可分为造字音译和旧字音译，造字音译即为了对应源语词的音兼表

其所属类别而另造新字；旧字音译即“借尸还魂”，借用很少用的且符合音

译特点的古字。如“𥑢𥑢”这一新造字以“石”表明其类别——固体非金属，

以“布”对应源语词 Boron /'bɔːrɒn/的首音/'bɔː/，因此其翻译方法为“造字

音译”；“鋰”以“釒”表明其类别——金属，以“里”对应源语词 Lithium 
/'lɪθiəm/的首音/'lɪ/，且“鋰”字在《龙龛手鉴·金部》中已有提及“鋰，良

宜反”，因此将其翻译方法归类为“旧字音译”。本文对这两种方法不加以

区分，均视作音译方法。 
意译，即用具有相同含义的汉语语素来传达源语的含义。如“養氣”的

源语词 Oxygen 是指人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气体元素，汉语中“養”有滋养万

物的含义，“養氣”与源语词的意义相对应，因此可将其翻译方法归类为意

译。 
音译兼意译即在音译的汉语语素后加上一个“类标”，“类标”位于词

末受修饰的中心地位，可以通过“类标”了解元素所属类别。如“弗氣”以

“弗”对应源语词 Fluorine /'flɔːriːn/的首音/'f/，以“氣”这一“类标”表明

其类别——气体，因此其翻译方法为音译兼意译。 
借用本族词即采用我国古代已发现的元素的名称来定名。如“鐵”、“銅”、

“銀”等。 
因《化学命名原则》大多沿用《化学鉴原》中的汉译名，因此，本文仅

比较《格物入门》和《化学鉴原》中元素的翻译方法(见附表 3 和附表 4)。《格

物入门》的 25 个元素汉译名中，有 16 个元素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1 个元素

采用音译兼意译的翻译方法，8 个元素借用本族词来定名，没有采用单纯的

音译方法来翻译的元素。《化学鉴原》的 64 个元素汉译名中，有 49 个元素

采用音译的方法，6 个元素采用意译方法，1 个元素采用音译兼意译的方法，

8 个元素借用本族词来定名。 
 

 
图 1. “音译”和“意译”占比对比图 

0.00%

76.56%

64.00%

9.38%

《格物入门》 《化学鉴原》

音译 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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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物入门》和《化学鉴原》的化学元素汉译名中“音译”和“意译”

方法所占的比例进行统计，结果如上图 1，柱状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格物

入门》中“意译”法(以橙色表示)占了主导，而《化学鉴原》中以“音译”

法(以蓝色表示)为主，化学元素汉译名呈现出由“意译为主”向“音译为主”

转变的趋势。 

3.3. 由“无规律性”向“规范化”转变 

“规范”意为“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13]。为使化学元素汉译名更具

规范性，国立编译馆作为官方机构可谓竭尽全力，广泛征集各方专家意见，

细心整理，“慎予取舍，妥为选择”，其拟定的《化学命名原则》为化学元

素汉译名建立起了良好的规范。 
本文按照化学元素的一般分类，将《化学命名原则》中的 92 个元素归为

气体元素、固体金属元素、液体金属元素、固体非金属元素和液体非金属元

素五类，按此类别分别列出三本著作中元素的汉译名并进行比较(见附表 5)。  
气体元素类别下，《格物入门》和《化学鉴原》均采用意译的方法为元

素定名，有的是根据元素的物理特性，如“輕氣”(氢)体现其质量最轻，“淡

氣”(氢)体现其无色无味；有的是根据元素的化学特性，如“鹽氣”(氯)体现

其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盐；有的则是根据源语词的意义，如“綠氣”(氯)因
其希腊语 chloros 意为绿色而得名。这两本著作中气体元素的汉译名没有很强

的规律性。而《化学命名原则》中 11 个气体元素的汉译名均为以“气”作偏

旁的新造字，用字更为规范化。 
金属元素类别下，《格物入门》采用意译的方法为元素定名，虽创造性

地提出了在意译字的基础上加“精”字，以表明其为不能再分的纯一之质，

但并未应用到所有的元素译名上，且译名既有单字，又有双字，很不规律。

而《化学命名原则》基本采用了《化学鉴原》中的译名(仅个别有变化，但命

名方式相同)，69 个固体金属元素均以“釒”为偏旁，仅 1 个液体金属元素“汞”

以“水”字作底，且均用单字表示。 
非金属元素类别下，同样，《格物入门》的意译元素名无规律性。《化

学鉴原》虽规定了固体非金属元素均以“石”为偏旁，但由于当时科学水平

有限，错将砷视为金属元素而定名为“鉮”，且碳元素和磷元素仍根据其源

语词的意义而命名为“炭”和“燐”。而《化学命名原则》10 个固体非金属

元素均以“石”为偏旁，仅 1 个液体非金属元素“溴”为体现其液体性质而

以“氵”作偏旁。 
综上，《化学命名原则》中的元素译名因偏旁规范化而呈现出很强的规

律性，而《格物入门》中的意译法不利于译名的规范化，因此，化学元素汉

译名发生了由“无规律性”向“规范化”的转变。 

3.4. 由“同音异素”向“一音对一素”转变 

中国语言(北京话)不算四声，一共只包括四百多个音节；算上四声(北京

话无入声)可达一千两百多个。化学新字目前只有一两百个，是可以做到不同

音的，但是以往没有注意，所以有了一些同音字[14]。徐傅二人在《化学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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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命名原则为“采用西文名的第一或第二个音节的译音而造单字”，

若西文名第一或第二个音节的发音相同且在造字时没有加以区分，则不可避

免会出现不同元素译音相同的现象。 
《化学命名原则》中则另辟新字，对“同音异素”进行规范化，改用别

字以示区别，如“鎴”“錫”“鏭”“錯”(《化学鉴原》)四字同音，遂将

“鎴”改为“鍶”、“鏭”改为“銫”、“錯”改为“鈰”(见表 2)。因“同

音异素”现象主要是由音译产生的，而《格物入门》不涉及音译元素，在此

未作比较。 
 

表 2. “同音异素”变“一音对一素”元素示例 

同音 《化学鉴原》(1871) 《化学命名原则》(1933) 

xi 

鎴 鍶 

錫 錫 

鏭 銫 

錯 鈰 

ti 
鐟 鈦 

銻 銻 

 

综上所述，化学元素汉译名呈现出由“同音异素”向“一音对一素”转

变的趋势，从而避免了同音现象造成的混淆，更有利于化学知识的传播。 

4. 化学元素的汉译对科技术语翻译的启示 

当前全球化时代下，科学技术以日新月异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与传播，生

成的科技术语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加，科技术语的翻译成为了一项非常艰巨

的任务。化学史学家罗斯兰(Maurice P. Crosland)认为，化学语言的研究有助

于阐明科学中的问题以及科学的发展[15]。化学元素的翻译是奋斗在中国各地

的专家和学者智慧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科技术语翻译的一个缩影，其翻译

思想、方法和原则均可以为其他科技术语的翻译提供借鉴。 

4.1. 科技术语的翻译需要考虑与已知事物的联系 

赵艳芳称，人的大脑不是无限容量的数据库，而是具有创造力的，其创

造力就在于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

[16]。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灿烂丰富的传统文化。金、银、

铜、铁、锡、铅、硫等元素早在古代就有文献记载。如《老子·九章》：“金

玉满堂，莫之能守”；《尔雅·释器》：“白金谓之银”；《天工开物》：

“凡铜供世用，出山与出炉，止有赤铜”等等。这些字不仅被沿用，而且其

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17]，即金属元素以“钅”为偏旁，

固体非金属元素以“石”为偏旁，这充分体现了翻译的灵活性。 
物质和文化世界具有共性，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以不同语言同时或先后

在不同国家出现[18]。因此，外来科技术语“中国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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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影响，在翻译时应优先考虑其与中国本土已知事

物的联系。 

4.2. 科技术语的翻译需要发挥语言的创造性 

傅兰雅和徐寿翻译的化学元素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大部分被《化学命

名原则》采用并沿用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发挥了汉语的创造性。“左

形右声”造字的创举使具有表意功能的汉字偏旁和具有表音作用的西文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也保持了汉字的结构。 
索绪尔将语言比作袍子：“语言就像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自身剪下

来的布料做的补丁。”[19]徐傅二人用造字法翻译的化学元素就像是把这些“补

丁”重新排列组合，制成一件件新袍子，并给这些新袍子冠以与西文发音相

同的汉语名字。这一十分成功的语言创新范例为科技术语的翻译提供了借鉴

性成果。 

4.3. 科技术语的翻译需要符合国际化趋势 

化学元素作为外来词传入中国，是“异文化的使者”，肩负着传递先进

科学知识的使命。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既要“入乡随俗”，也要“互渗互

补”。徐傅二人在翻译化学元素时，并没有以符合汉语特性的意译法来命名，

而是以音译造字的方式开放性地接纳了其他语言，具有超民族性。 
英语作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语言，广泛吸收了世界上其他语言的优

秀成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单词都是直接从拉丁语单词派生而来或是以音译

的方式借用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20]。这种兼容并蓄的方式使英

语词汇更加丰富多彩，成为具有全球性的科学语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在各领域展

开合作而引入的科技术语越来越多，科技术语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故步自封不利于语言的发展进步，在翻译时，既要考虑民族

性，也要具有全球性的视角，跟随国际化的潮流。 

5. 结语 

科学无止境，随着新元素不断被发现，元素周期表也在陆续增添新成员。

一个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命名原则可以为今后元素中文定名工作提供

指导。化学元素汉译名向“单音化”、“音译”、“规范化”和“一音对一

素”的演变进程使其越来越融入汉语系统，推进了化学知识体系在中国的本

土化发展，也为其他学科的科技术语翻译提供借鉴。在翻译科技术语时，要

兼顾民族性和超民族性，既“保守”又创新，不断推进术语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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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化学元素汉译名的历时演变及其对科技术语翻译的启示 

摘要：在科学技术交流的进程中，新术语的传入及其本土化依赖于术语的翻

译。近代西方化学知识传入我国以来，引入了大量的新术语。化学元素作为

化学学科中最基本的术语，其定名是化学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选

取了《格物入门》《化学鉴原》及《化学命名原则》三本有代表性的化学著

作，运用历时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了其中化学元素汉译名的演变进程，

分析了其演变特点，认为化学元素的汉译名呈现由“复音化”向“单音化”

转变、由“意译为主”向“音译为主”转变、由“无规律性”向“规范化”

转变、由“同音异素”向“一音对一素”转变的特征，以期对科技术语的翻

译有所启发。 

关键词：化学元素，历时研究，科技术语，术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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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附录表 
附表 1. 化学元素汉译名称演变略表 

化学著作 
元素名 《格物入门》(1868) 《化学鉴原》(1871) 《化学命名原则》(1933) 

1 氢 淡氣 輕氣 氫 

2 氦 — — 氦 

3 锂 — 鋰 鋰 

4 铍 — 鋊 鈹 

5 硼 硼精  硼 

6 碳 炭精 炭 碳 

7 氮 硝氣 淡氣 氮 

8 氧 養氣 養氣 氧 

9 氟 — 弗氣 氟 

10 氖 — — 氖 

11 钠 鹻精 鈉 鈉 

12 镁 — 鎂 鎂 

13 铝 礬精 鋁 鋁 

14 硅 玻精 矽 矽 

15 磷 光藥 燐 磷 

16 硫 硫磺 硫 硫 

17 氯 鹽氣 綠氣 氯 

18 氩 — — 氬 

19 钾 灰精 鉀 鉀 

20 钙 石精 鈣 鈣 

21 钪 — — 鈧 

22 钛 — 鐟 鈦 

23 钒 — 釩 釩 

24 铬 — 鉻 鉻 

25 锰 蒙石 錳 錳 

26 铁 鐵 鐵 鐵 

27 钴 — 鈷 鈷 

28 镍 — 鎳 鎳 

29 铜 銅 銅 銅 

30 锌 白鉛 鋅 鋅 

31 镓 — — 鎵 

32 锗 — — 鍺 

33 砷 信石 鉮 砷 

34 硒 — 硒 硒 

35 溴 — 溴 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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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6 氪 — — 氪 

37 铷 — 銣 銣 

38 锶 — 鎴 鍶 

39 钇 — 釱 釔 

40 锆 — 鋯 鋯 

41 铌 — 鈮 鈳 

42 钼 — 鉬 鉬 

43 锝 — — 鎷 

44 钌 — 釕 釕 

45 铑 — 錴 銠 

46 钯 — 鈀 鈀 

47 银 白銀 銀 銀 

48 镉 — 鎘 鎘 

49 铟 — 銦 銦 

50 锡 錫 錫 錫 

51 锑 — 銻 銻 

52 碲 — 碲 碲 

53 碘 海藍 碘 碘 

54 氙 — — 氙 

55 铯 — 鏭 銫 

56 钡 — 鋇 鋇 

57 镧 — 鋃 鑭 

58 铈 — 錯 鈰 

59 镨 — — 鐠 

60 钕 — — 釹 

61 钷 — — 鉯 

62 钐 — — 釤 

63 铕 — — 銪 

64 钆 — — 錷 

65 铽 — 鋱 鋱 

66 镝 — 鏑 鏑 

67 钬 — — 鈥 

68 铒 — 鉺 鉺 

69 铥 — — 銩 

70 镱 — — 鐿 

71 镥 — — 鎦 

72 铪 — — 鉿 

73 钽 — 鉭 鉭 

74 钨 — 鎢 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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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5 铼 — — 錸 

76 锇 — 銤 鋨 

77 铱 — 銥 銥 

78 铂 白金 鉑 鉑 

79 金 黃金 金 金 

80 汞 水銀 汞 汞 

81 铊 — 鈶 鉈 

82 铅 黑鉛 鉛 鉛 

83 铋 — 鉍 鉍 

84 钋 — — 釙 

85 砹 — — — 

86 氡 — — 氭 

87 钫 — — — 

88 镭 — — 鐳 

89 锕 — — 錒 

90 钍 — 釷 釷 

91 镤 — — — 

92 铀 — 鈾 鈾 

 
附表 2. “复音词”变“单音字”元素示例 

化学著作 
元素名 《格物入门》(1868) 《化学鉴原》(1871) 《化学命名原则》(1933) 

1 氢 淡氣 輕氣 氫 

5 硼 硼精  硼 

6 碳 炭精 炭 碳 

7 氮 硝氣 淡氣 氮 

8 氧 養氣 養氣 氧 

9 氟 — 弗氣 氟 

11 钠 鹻精 鈉 鈉 

13 铝 礬精 鋁 鋁 

14 硅 玻精 矽 矽 

15 磷 光藥 燐 磷 

16 硫 硫磺 硫 硫 

17 氯 鹽氣 綠氣 氯 

19 钾 灰精 鉀 鉀 

20 钙 石精 鈣 鈣 

25 锰 蒙石 錳 錳 

30 锌 白鉛 鋅 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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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3 砷 信石 鉮 砷 

47 银 白銀 銀 銀 

50 锡 錫 錫 錫 

53 碘 海藍 碘 碘 

78 铂 白金 鉑 鉑 

79 金 黃金 金 金 

80 汞 水銀 汞 汞 

82 铅 黑鉛 鉛 鉛 

 
附表 3. 《格物入门》中元素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 
汉译名 意译 音译 音译兼意译 本族词 

H 淡氣 √    

B 硼精 √    

C 炭精 √    

N 硝氣 √    

O 養氣 √    

Na 鹻精 √    

Al 礬精 √    

Si 玻精 √    

P 光藥 √    

S 硫磺    √ 

Cl 鹽氣 √    

K 灰精 √    

Ca 石精 √    

Mn 蒙石   √  

Fe 鐵    √ 

Cu 銅    √ 

Zn 白鉛 √    

As 信石 √    

Ag 白銀    √ 

Sn 錫    √ 

I 海藍 √    

Pt 白金 √    

Au 黃金    √ 

Hg 水銀    √ 

Pb 黑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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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化学鉴原》中元素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 
汉译名 意译 

音译 
音译兼意译 本族词 

造字 旧字 

H 輕氣 √     

Li 鋰   √   

Be 鋊   √   

B 𥑢𥑢  √    

C 炭 √     

N 淡氣 √     

O 養氣 √     

F 弗氣    √  

Na 鈉   √   

Mg 鎂  √    

Al 鋁   √   

Si 矽  √    

P 燐 √     

S 硫     √ 

Cl 綠氣 √     

K 鉀   √   

Ca 鈣  √    

Ti 鐟   √   

V 釩   √   

Cr 鉻   √   

Mn 錳  √    

Fe 鐵     √ 

Co 鈷   √   

Ni 鎳  √    

Cu 銅     √ 

Zn 鋅   √   

As 鉮   √   

Se 硒  √    

Br 溴  √    

Rb 銣   √   

Sr 鎴  √    

Y 釱   √   

Zr 鋯  √    

Nb 鈮   √   

Mo 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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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 釕   √   

Rh 錴  √    

Pd 鈀   √   

Ag 銀     √ 

Cd 鎘   √   

In 銦  √    

Sn 錫     √ 

Sb 銻   √   

Te 碲  √    

I 碘  √    

Cs 鏭  √    

Ba 鋇   √   

La 鋃   √   

Ce 錯   √   

Tb 鋱  √    

Dy 鏑   √   

Er 鉺   √   

Ta 鉭  √    

W 鎢   √   

Os 銤  √    

Ir 銥  √    

Pt 鉑   √   

Au 金     √ 

Hg 汞     √ 

Tl 鈶   √   

Pb 鉛     √ 

Bi 鉍   √   

Th 釷  √    

U 鈾   √   

 
表 5. 按类别划分的元素汉译名演变略表 

化学著作 
元素名 《格物入门》(1868) 《化学鉴原》(1871) 《化学命名原则》(1933) 

气 
体 

氢 淡氣 輕氣 氫 

氦 — — 氦 

氮 硝氣 淡氣 氮 

氧 養氣 養氣 氧 

氟 — 弗氣 氟 

氖 — — 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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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鹽氣 綠氣 氯 

氩 — — 氬 

氪 — — 氪 

氙 — — 氙 

氡 — — 氭 

固 
体 
金 
属 

锂 — 鋰 鋰 

铍 — 鋊 鈹 

钠 鹻精 鈉 鈉 

镁 — 鎂 鎂 

铝 礬精 鋁 鋁 

钾 灰精 鉀 鉀 

钙 石精 鈣 鈣 

钪 — — 鈧 

钛 — 鐟 鈦 

钒 — 釩 釩 

铬 — 鉻 鉻 

锰 蒙石 錳 錳 

铁 鐵 鐵 鐵 

钴 — 鈷 鈷 

镍 — 鎳 鎳 

铜 銅 銅 銅 

锌 白鉛 鋅 鋅 

镓 — — 鎵 

锗 — — 鍺 

铷 — 銣 銣 

锶 — 鎴 鍶 

钇 — 釱 釔 

锆 — 鋯 鋯 

铌 — 鈮 鈳 

钼 — 鉬 鉬 

锝 — — 鎷 

钌 — 釕 釕 

铑 — 錴 銠 

钯 — 鈀 鈀 

银 白銀 銀 銀 

镉 — 鎘 鎘 

铟 — 銦 銦 

锡 錫 錫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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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 — 銻 銻 

铯 — 鏭 銫 

钡 — 鋇 鋇 

镧 — 鋃 鑭 

铈 — 錯 鈰 

镨 — — 鐠 

钕 — — 釹 

钷 — — 鉯 

钐 — — 釤 

铕 — — 銪 

钆 — — 錷 

铽 — 鋱 鋱 

镝 — 鏑 鏑 

钬 — — 鈥 

铒 — 鉺 鉺 

铥 — — 銩 

镱 — — 鐿 

镥 — — 鎦 

铪 — — 鉿 

钽 — 鉭 鉭 

钨 — 鎢 鎢 

铼 — — 錸 

锇 — 銤 鋨 

铱 — 銥 銥 

铂 白金 鉑 鉑 

金 黃金 金 金 

铊 — 鈶 鉈 

铅 黑鉛 鉛 鉛 

铋 — 鉍 鉍 

钋 — — 釙 

钫 — — — 

镭 — — 鐳 

锕 — — 錒 

钍 — 釷 釷 

镤 — — — 

铀 — 鈾 鈾 

液体金属 汞 水銀 汞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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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体 
非 
金 
属 

硼 硼精  硼 

碳 炭精 炭 碳 

硅 玻精 矽 矽 

磷 光藥 燐 磷 

硫 硫磺 硫 硫 

砷 信石 鉮 砷 

硒 — 硒 硒 

碲 — 碲 碲 

碘 海藍 碘 碘 

砹 — — — 

液体非金属 溴 — 溴 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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