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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英语的语篇特点与翻译
*

陈松等
(广东药学院 外国语学院

,

广东 广州 5 10 0 0 6 )

【摘 要」药学英语语篇研究涉及面广
,

根据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理论分析可分为药学普通科技文体和药学专用科技文

体两 大类别
。

不 同类型的语篇在语场
、

语式和语旨上均有很大差异
,

在翻译时要注意合理运用翻译策略和技巧
。

本文通过对

比分析两个不 同类型的语篇实例
,

探讨了药学英语的语篇特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启示
。

【关键词」药学英语翻译 ;语篇分析 ;科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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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英语涵盖的语篇类型广泛
,

粗略可分为普通科技

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 文体和药学专用科技文体两种
。

普通科技文体包

用
。

一方面
,

语篇分析的成果促进了翻译理论框架 括与药物研发
、

药品使用安全
、

食品安全等有关的

的建立和理论的实践应用
,

另一方面
,

翻译研究的 科普文章
、

新闻报道
、

药品说明书等
,

阅读对象是

发展也为语篇分析引人了新的启示
。

从最近十多 普通读者
。

药学专用科技文体学术性强
,

主要面

年来国内外出版的关于语篇与翻译的论著来看
,

语 向有专业背景的读者
,

典型 的语篇体裁包括药典

篇分析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翻 ( p h ar m ac 叩oe i a )
、

药学书籍
、

药学文献
、

药品生产

译是一项讲求科学又富含创造性的活动
,

在充分理 质量标准
、

药物制作操作规范以及药物说明手册

解原文的基础上
,

译者可以根据原作的交际功能使 等
。

用 目标语进行再创作
。

以语篇为单位制定翻译策 三
、

药学英语的语篇特点

略
,

可 以避免局部词句翻译准确
,

但文本整体功能 (一 )药学英语语篇分类

不对等的现象
。

总的来说
,

药学英语语篇有基调严肃
、

语气客

药学英语翻译主要是为了国际间药学交流
,

药 观
、

专业术语多
、

句式严谨等特点
,

根据具体交际 目

品合作研发和生产
,

药品进出口贸易
,

药品检测
,

药 的和面对的读者群又显示出不同的语域特征
。

所

品临床使用等活动能顺利进行服务
。

翻译对象以 谓
“

语域
”

( er g isl
e r

)
,

就是指适用于特定语境的语言

书面材料为主
,

包括药品介绍和使用说明
,

药品药 变体
。

语言表达形式受语境制约
,

语言形式上的变

理解释
,

检测标准
,

操作规范
,

药学典籍翻译等
。

从 化形成不同文体的语域特征
。

语域特征通常通过

事药学英语翻译除了要具备基础的翻译理论和专 分析情境语境的三个参数来实现
,

即语场 (ife ld )
、

语

业知识之外
,

还要充分了解药学英语 自身的特点
,

式 ( m od
e
)和语 旨 ( ten or )

。

简单来说
,

语场是指
“

交

从而运用适当的翻译技巧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
。

谈的话题 ( su bj ec t m al t er )以及场地 ( se i[[ gn )等情境

以往的研究
「1] 2[]
主要关注药学英语的词汇和句式特 因素

” ;语式是指
“

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 (m ed iu m )

点及其语域特征
,

但对于药学英语的语篇特点与翻 或渠道 (hc an en l )
” ;语 旨是指

“

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

译之间的关系较少涉及
,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 即个人基调 ( p er
s
on al ten or )和语言活动的 目的即功

语域分析理论出发
,

总结药学英语的文体特征及其 能基调 ( fu cn it on al t en or )
” 「3] 。

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

分析语域的 目的是解释制约语言变体的通用

二
、

药学英语的研究范畴 原则
,

具体来说
,

就是解释语篇作者选择某种语言

药学英语属于
“

特殊用途英语
”

( E s P )中科技英 表达方式的原因
。

制约因素包括特定的交际语境
、

语 ( E sT )的一大分支
,

与医学英语
、

旅游英语
、

外贸 交际对象和交际方式等
。

根据语域的三个语境参

英语
、

法律英语等具有类似的语篇特征
,

其内容涉 数
,

参考方梦之
4[]
对科技文体划分的两个类别六个

及药品的研发和开发
、

生产和制作
、

流通和贸易
、

使 层次
,

我们把药学英语的各个类型和层次
,

以及其

用和监督等各个环节
。

从翻译实践对象来看
,

药学 不同的语言特征总结如下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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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学英语文体分类与语域特征分析

文体

一
层次

覆套
、题材

揣
范围 )

A最高 基础理论专

著
、

实验报告

语旨

(参与交际者 )

药学专

家之间

语式

(语言形式 )
主要为人

工语言
,

或用自

然语言表示句

法关系

自然语言

为主
,

辅以人工

语言

h a p p e n e d
.

“ 1 er a l l y w i s h 1 e o u ld *e l l y o u w h y
,

b u * 1 e a n

,
*

, ” s a id D r
.

A n n D u e rr
, a v a e e i n e s p e e i a li s * a * *h e

F er d H u t e h i n s o n C a n e e r R e s e a r e h C e n te r in Se a t t l e
-

w h o l e d *h e d a *a a n a l y s i s fo r *h e

T h e t ir a l o f t h e M e cr k

n e w s tu d y
.

v a e e i n e
(A ID S )

,

w h i e h

i n v o l
v e d 3

,

0 0 0
v o l u n *e e r s i n n l n e

2 0 0 4 a n d w a s a b ur p t l y h a l*e d i n

e o u n *ir e s ,

b e g a n i n

l a te 2 0 0 7 w h e n i t

B 很高 药典
、

药学论 高级管

著
、

药品生产
、

包理人员之间
、

装
、

销售等法律文律师之间

本(包括专利文件
、

技术标准
、

技术合

同等)

c 较高 新药研制论 同一 领

文
、

药理报告
、

用药域的专家之

方案论著等 间

b e e a m e e le a r *h a * i* w a s n o t p or t e e ti n g a n y o n e a n d

s u s p l c l o n s

s u s e e p t ib l e
.

I t w a s

a e r o s s t h e

a or s e th a t i t w a s m a k i n g s o m e m e n m o r e

a fr u s t r a t in g fa i l u er a n d h a d er p e cr u s s i o n s

A ID S
v a e e i n e if e ld

.

N i n e m o n *h s l a *e r ,

专用科技文体

g o v e
m m e n t i n v e s ti g a to r s e a n e e l e d a

以自然语

言为主
,

辅以人

工符号
,

含较多

专业术语
,

句法

严密

自然语言
,

v a e e i n e b e e a u s e * h e y w e er n o *

af i le d
.

T h e s e a cr h fo r a n A I D S

SU r e

t r i a l o f a s im i l a r

w h y M e cr k
’ 5 h a d

v a e e i n e h a s p r o e e e d e d

s l o w l y a n d e a u ti o u s l y S l n C e

t h e if e ld 一
a n d t h e er a l毛

th e n
.

T h e o n l y s u e e e s s i n

m a n y s k e p ti e s w h o d o u b *

D 中等 药品生产领域

的操作规程
、

维修

手册
、

安全条例
、

高

级科普教材等

生 产部 e V e n

E 较低 消费领域的药

}1的技术人 含部分专业术

员
、

职员
、

工 语
,

句法不太严

人
,

以及受培 密

训人员之间

生 产部 自然语言
,

2 0 0 9
.

0 0 0

th e w e a k s u e e e s s t h a t w a s p or e la im e d 一
e a m e i n

A
v a e e i n e e a l l e d RV 14 4 * h a * w a s * e s *e d o n 16

,

T h a i v o l u n *e e r s s e e m e d * 0 l o w e r , a * l e a s *

品说明书
、

使用手门与消费者

册
、

促销材料
、

中级之间

科普等
F 低 低级科普读 教师与

物
、

中小学教材
、

药中小学生
,

以

学知识普及网站等 及非行业内

人士之间

有少量术语
,

句

法灵活

自然语言
,

避免术语
,

多用

修辞格

(二 )药学英语语篇实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文体的语域特征
,

我们选

择了两个不同类型的语篇进行详细分析
。

例 1
.

A fo l lo w 一 u p s * u d y o n a n A ID S
v a e e i n e *r i a l

t h a t h a d t o b e s t o p p e d e a lr y h a s e o n if mr
e d th e w o r s t

fe a r s o f er s e a r e h e r s : T h e v a e e i n e m a d e i t m o r e l ik e l y
,

n o * l e s s ,

*h a * s o m e m e n w o u ld b e e o m e i n fe e * e d w i *h H
.

I
.

V
.

M e n w h o w e r e n o t e i r e u m e i s e d a n d w h o h a d

p er
v i o u s l y e a u g h t e o m m o n e o ld s e a u s e d b y th e s a m e

v i r u s u s e d t o m a k e t h e v a e e i n e w e r e tw o t o fo u r t im e s

a s l ik e l y a s o th e r m e n t o b e e o m e i ferL
e t e d i f t h e y g o t t h e

v a e e i n e ,

t h e s tu d y e o n e l u d e d
.

T h e n e w s t u d y s h e d n o n e w l i g h t o n h o w th a t

*e m p o r a r il y
, a m a n ’ 5 e h a n e e s o f g e **i n g i n fe e * e d w i *h H

.

1
.

V
.

b y a b o u * 3 1 p e r e e n *
.

B u * w h y t h a t o n e w o
kr

e d
,

a l b e i * b a d l y
,

h a s er m a i n e d a m y s t e巧
.

(F or m : h t t p :

w// ~
.

n y t im e s
.

e o
m)

例 2
.

T h e w o lr d o f h u m a n im m u n o d e if e i e n e y v iur
s

(H IV )
v a e e i n e s h a s s u f] 毛er d a b a ffl i n g s e t b a e k

.

T h e

if r s t t r i a l o f a v a e e i n e d e s i g n e d t o e li e i t s t or n g e e l l u l a r

im m u n i t y h a s s h o w n n o p or t e e t i o n a g a i n s t i n fe e t i o n
.

M o er a l a mr i n g l y
,

*h e v a e e i n e a p p e a r e d t o i n e r e a s e th e

ar *e o f H IV i n fe e *i o n i n i n d i
v id u a l s w i t h p ir o r im m u n i t y

a g a i n s t t h e a d e n o v iur
s v e e to r u s e d i n t h e v a e e i n e

.

A

n e w s tu d y i n th i s i s s u e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a d i ffe
r e n t v a e e i n e

a p p r o a e h
~

s i n g a D N A p ir m e / p o x v i r u s b o o s *

s *ar * e g )一 i n d u e e s p o l y 一fu n e ti o n a l im m u n e r e s p o n s e s

*0 a n H IV im m u n o g e n
.

T h e di s a p p o i n *i n g er s u l* 5 o f *h e

er e e n * v a e e i n e * r i a l s u g g e s * *h a * a m o r e t h o r o u g h

a s s e s s m e n * o f
v a e e in e 一 i n d u e e d im m u n e er s p o n s e s 15

u r g e n t l y n e e d e d
, a n d t h a t m o er e m p h a s i s s h o u ld b e

p l a e e d o n p r im a t e m o d e l s b e fo r e e
iff

e a e y tir a l s a r e

u n d e r * a k e n
.

( F
r o m : h**p :

j//
e m

.

r u p r e s s
.

o笔 / e o n *e n * / 2 0 5 /

1/7
.

、 h o rt )

例 1节选 自纽约时报网站的一篇科技新闻
,

目

标读者是普通大众
,

目的是传递科技最新资讯
,

通

报某科研试验的情况
,

报道的重点是试验的结果和

普通科技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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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原因
,

属于 F类文体类型
。

例 2是一篇学术

论文摘要
,

面对的是有专业背景的读者
,

目的是就

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

属于 c 类

文体类型
。

从语场内容来看
,

两个选段谈论的是同

一个事件
:
艾滋病病毒疫苗试验失败

。

但从语式和

语旨来看
,

两者存在较大差异
。

1
.

语式差异

例 1要让普通读者理解疫苗试验失败的原因
,

使用的是 自然语言
,

词汇密度
「5]
较低 ( 3

.

6 )
,

而例 2是

要让专业读者意识到论文讨论的主题
,

使用的是学

术语言
,

词汇密度较高 ( .6 8 )
。

例 1的用词通俗易

懂
,

多用动词
,

而例 2 的用词专业性强
,

多用抽象名

词
。

.2 语旨差异

例 1是网站记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平等交流
,

文本有劝导性功能
,

记者在陈述新闻事实时往往会

加人一些个人评论
,

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

因此常出现一些表达个人态度和情绪的词语
,

例如
“ *h e w o r s * fe a r ” , “

fr u s *r a * i n g fa i l u er
” , “ n o * s u r e ” ,

“
d o u b *”

, “ * h。 w e a k 、 u e e e s 、 ” , “
er m a i n 。 m y s *e r y ”

等
。

这些主观表达在例 2这样的专用科技文体中不会出

现
。

另外
,

新闻报道允许引用知情人或专家的话来

增加消息的真实性
,

用 口头直接引语形式表达
。

而

学术论文中直接引用的内容必须是正式发表的书

面资料
。

在情态 (m od ial y[ )表述
6[]
上

,

例 1和例 2也有明显

差异
。

情态类型包括情态化 ( m od ial az it on )与意态

化 (m od
u
lal ion )两类

,

前者指信息交换中的可能性

(p or b a b i l i t y)
、

经常性 (
u s u a li *y) 等情态因素

,

后者包括

涉及货物和劳务交际 中的义务 (ob h ga it on )
、

意愿

(w i l l i n g n e s s
)程度

。

例 1在报道试验失败的结果时
,

用了很多猜测可能性的修饰语
,

情态值较低
,

而例 2

则坚持客观事实陈述
,

虽然也有可能性程度较低的

表达 (如
“ a p p e a er d *0 i n e r e a s e ”

)
,

但不对未经证实的

情况加以猜测
。

试对比 (见表 2 )
:

除此以外
,

新闻报道有时为增加文章的可读

性
,

会使用一些修辞格
。

例如
,

例 1第 3 段第 1句
“ s h e d n o l i g h* o n ”

使用了暗喻
。

而学术论文则避免

使用文学修辞
。

从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可见
,

药学英语的语篇

特点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

分析不同类型语篇的

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到局部全面把握翻译文本

的交际功能
、

体裁结构和语言特征
,

提高翻译质量
。

四
、

药学英语翻译策略选择

表 2 :
例 1和例 2情态表达对比

例 1 例 2

T h e v a e e i n e m a d e i t

m o r e lik e l y
, n o t le s s ,

t h a t

s o m e m e n w o u ld b e e o m e

T h e t r i a l

V a C C l n e

if sr t o f a

h a s

n o p or t e c t l o n

s h o w n

a g a l n s t

i n fe e te d w i t h H
.

I
.

V
.

i 门 I论e t io n
.

M e n w h o w e er n o t M o r e a l a mr i n g l y
,

t h e

e i cr u m e i s e d … w e r e tw o v a e e i n e a p p e a er d t o

to fo u r t im e s a s l ik e l y a s i n e er a s e th e r a te o f H IV

o t h e r m e n t o b e e o m e i 门 I论e t io n in i n d i
v id u a l s

i n fe e te d … w i t h p r i o r im m u n i t y
· ·

… …

T h a i v o l u n te e r s A n e w s t u d y

s e e m e d t o l o w e r ,

… a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a d i ffe er n t

m a n ’ 5 e h a n e e s o f g e ** i n g v a e e i n e a p p or a e h

i n fe e te d w i t h H
.

I
.

V
. ·

… i n d u e e s p o l y一 fu n e ti o n a l

lm m u n e er s p o n s e s t o a n

H I V im m u n o g e n
.

药学英语要表达的内容是科学的
、

严谨的客观

真理或者客观事实
,

不容许掺杂主观武断和胡乱猜

测
,

更不能出现歧义
,

因此在语言形式上力求简明

扼要
、

逻辑严密
、

符合规范
。

药学英语翻译应首先

忠于原文的内容
,

即将科学性
、

正确性放在第一位
,

其次才是忠于原文的风格
。

以往的研究
「1]
发现

,

药学英语在用词上有专业

术语多
、

两栖词汇多
、

使用隐喻性词语
、

首字母缩略

词多等特点
,

在句式上有被动语态多
、

名词化结构

多
、

无灵主语与有灵动词搭配
、

喜用复杂长句和分

割句式等特征
。

在对比同类型的英汉文本时
,

我们

还发现
,

翻译的准确性与文本的语篇特征也有关

系
。

(一 )静态与动态

F型文本以传播消息
、

教育公众为主
,

正式程度

较低
。

对比英汉同类型文本
,

发现英文的 F 型文本

比较喜用静态表达
,

主语多用物化抽象名词
,

而中

文的 F型文本则多用动态表达
,

明确说明动作实施

者
。

对于目标读者不熟悉的专业术语应适当补充

说明
。

试比较
:

l a
.

A fo ll o w 一 u p s t u d y o n a n A ID S
v a e e i n e t r i a l

t h a t h a d t o b e s to p p e d e a r ly h a s e o
ifrL

r m e d th e w o r s t

fe a r s o f r e s e a cr h e r s : T h e v a e e i n e m a d e i t m o er lik e l y
,

n o * l e s s ,

*h a * s o m e m e n w o u ld b e e o m e i n fe e * e d w i *h H
.

I
.

V
.

l b
.

据《科学时报》报道 9 月 18 日
,

全世界艾滋

病 ( IA D S )疫苗研究工作者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

最有

希望的艾滋病疫苗的临床试验宣布失败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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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显示
,

该疫苗既无法保护志愿者免遭致命病毒的

侵害
,

也不能减少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 lH v )感染者

体内的病毒数量
。

如果把 a1 直译成
“

一项针对早前被迫终止的艾

滋疫苗试验的后续研究证实了研究者们最大的恐

惧
:
该疫苗增大而不是减小了一些男性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可能性
” ,

不仅语句太长
,

难以理解
,

而且
“

研

究证实了研究者们的恐惧
”

这种搭配不符合汉语的

表达习惯
,

可 以使用化整为零的方法重组原文
,

并

把静态表达转成动态表达
。

a1 建议改译成
:

“

一项艾滋病疫苗试验曾经被迫中止
,

后来继

续研究
,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

研究者们最担忧的结

果还是出现了— 该疫苗使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

的可能性增加了
,

而不是减小了
。 ”

C 型文本以论述个人观点为主要 目的
,

书面语

特征明显
。

翻译成汉语时也应该注意文体正式程

度的匹配
,

避免使用 口语表达
。

例 2的开头可以翻

译成
:

“

艾滋病病毒 (H VI )疫苗研究领域遭受了一次

不明原因的挫折
。

一项为加强细胞免疫力而设计

的疫苗初次试验就显示对 IH V 感染毫无抵抗作

用
。 ”

(二 )情态和修辞

F 型文本允许部分猜测和修辞表达存在
,

译成

汉语时也不防适当运用一些文学修辞和 四字成

语
。

但 C 型文本则应严格按照原文的表达形式
,

不

要额外增加任何有歧义的信息
。

例如
:

例 1的第 3段第 1句可 以译为
: “

但新的试验失

败原因未明
。 ”

第 6段第 1句可以译成
: “

自此之后
,

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进展缓慢
,

如履薄冰
。 ”

C 型文本不允许没有根据的推测和文学修辞
,

因此汉译时要注意选用较正式的用语
,

表达形式尽

量与原文保持一致
。

例如例 2第 3句可译成
: “

更值

得警觉的是
,

以往对疫苗中的腺病毒载体有免疫反

应的个体在接受这种疫苗后似乎增加了感染 lH v

的几率
。 ”

另外
,

按照汉语的修辞习惯
,

消息来源要先于

消息内容出现
。

例如例 1第 3段引述了专家安
·

杜

尔博士 (rD
.

A nn D ue rr) 的话
,

原文是先说引言后表明

其身份
,

翻译时应该调换语序
。

(三 )衔接与连贯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主要研究语篇整体语义贯

通的手段和模式
。

衔接是指语篇中的一个成分与

其他成分之间互相关联的语义关系
,

主要手段包括

词汇衔接和语法照应
口 l ,

这些有形的衔接手段使一

个语篇的语义上下连贯
,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

语

篇的衔接手段是相互交织
、

灵活运用的
。

一个语篇

要达到连贯的 目的
,

显性的衔接手段和隐形的逻辑

推理都要适当运用
。

药学英语语篇倾向于使用显

性的衔接手段
,

如
“

主题链
” 「8]
连接

,

前指
、

后指代词

和逻辑连接词使用等等
。

在翻译过程中要顾及原

文的衔接机制
,

该突出的要突出
,

可省略的则省略
,

使译文行文连贯
,

过渡自然
。

例如
,

例 1由同一语场

的关键词和短语形成主题链
,

使段落内部和段落之

间衔接紧密
: “ V a e e i n 。 * r i a l

”

一
“ v iur

s ”

一
“ i fen

e *i o n ”

一
“ V

ac ic n e ” ,

译文中也应该突出主题链的语篇衔接作

用
,

根据汉语叙事主题化的特点
,

调整译文的语序
,

使篇章语义上下连贯
。

例 1的参考翻译
:

一项艾滋病疫苗试验曾经被迫中止
,

后来继续

研究
,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

研究者们最担忧的结果

还是出现了— 该疫苗使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可能性增加了
,

而不是减小了
。

重新进行的疫苗试验结果显示
,

没有接受过包

皮环切的男性
,

以及曾感染过同种病毒 (即用于研

制疫苗的病毒 )引起的普通感冒的男性
,

他们在接

种疫苗之后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是其他男性的

两到四倍
。

但新的试验失败原因未明
。

西雅图弗雷德
·

哈

钦 森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 F er d H u * e h i n s o n C a n e e r

R es ea cr h )的疫苗专家
、

主持新研究数据分析工作的

安
·

杜尔博士 (rD
.

A nn D u er r)说
: “

我很希望能告诉你

原因
,

但是现在还找不出原因
。

该艾滋病疫苗试验由默克公司 (M
e cr k) 研发

,

共

有 3 0 0 0 名来 自九个 国家的志愿者参与
。

试验于

2 0 0 4年开始
,

在 2 007 年末突然叫停
,

因为人们发现

该疫苗不仅没有预防作用
,

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某

些男性更易受感染
。

该试验的失败让人沮丧
,

并使整个艾滋病疫苗

研究领域都受到影响
。

该疫苗试验中止后九个月
,

政府调查小组取消了另一项类似的疫苗试验
,

因为

他们不清楚默克疫苗失败的原因
。

自此之后
,

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进展缓慢
,

如履

薄冰
。

唯一一次小小成功是 2 009 年在泰国进行的

一次试验
,

共有 16 000 名志愿者参与
,

结果显示
,

一

种名为 R v 14 4 的疫苗 (至少在短期内 )似乎能够把

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降低大约 31 %
。

但是该次疫

苗试验成功的原因— 哪怕效果一般— 依然是

一个迷
。

因此这次成功遭到了很多质疑者的非议
。

而例 2 由于文字版权问题和学术论文的文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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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语序和措辞都不宜随便调整
。

例 2的参考翻译
:

艾滋病病毒 ( H VI )疫苗研究领域遭受了一次不

明原因的挫折
。

一项为加强细胞免疫力而设计的

疫苗初次试验就显示对 IH V 感染毫无抵抗作用
。

更值得警觉的是
,

以往对疫苗中的腺病毒载体有免

疫反应的个体在接受这种疫苗后似乎增加了感染

lH v 的几率
。

针对这个问题
,

一项新的研究提出另

一疫苗方案
:
利用一种 D N A初免

一
痘病毒加强策略

促使受体产生对 IH V 免疫原的多种功能性免疫反

应
。

近期的疫苗试验以失败告终表明迫切需要对

疫苗促发的免疫反应进行彻底评估
,

而且应该通过

灵长类动物验证模式加强对试验结果的检验
。

五
、

结论

药学英语语篇根据语域特征不同可细分为六

种不同类型的文本
,

翻译时要从语篇交际功能对

等出发
,

在遣词造句
、

语序
、

修辞和语篇衔接等方

面作相应调整
。

一
、

药学英语语篇中常用的静态

表达要根据读者和正式程度差异酌情翻译成汉

语常见的动态表达 ; 二
、

普通科技文体可 以根据

文本交际 目的调整译文语序和适当采用文学修

辞
,

而科普专用科技文体应尽量保持原文的信息

表达结构
,

以直译为主
。

三
、

较长的语篇翻译要

善于把握原文的主题链和逻辑衔接手段
,

在译文

中通过主题化
、

重复关键词和使用代词等手段达

到语篇内部连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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