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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标准中术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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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底正式颁布的地震标准中的术语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工作原理

和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搜集整理、分类统计、逐条分析，提出了地震标准中术语存在的问题，分析

了其产生的原因；按照对比分析的方法，给出了具体示例及分析结果，并对地震标准化术语工作

及术语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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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标准化是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震减灾事业发展和最大限度

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重要技术支撑。其中，地震标准中的术语部分又是地震标准化工作的

重要基础，其对统一基本概念、促进交流、提高地震标准质量、建立地震术语概念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自 １９９９年第一项地震国家标准发布以来，经过多年努力，地震标准化工作取得了重要
进步。但随着标准的日益增多，术语及其存在的问题亦越来越多，譬如，定义不符合规则、术

语格式不规范等，故亟须对地震标准中术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和研究，给出具体的

修改原则、方法和建议，以期能解决地震标准中术语存在的问题，并指导术语编写，为研究建

立地震术语概念体系积累经验并打下良好基础。

１　术语理论及要求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震标准中的术语。在研究之前，首先明确概念、定义和术语之间的

关系。概念是客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客体的全部特征称为概念的内

涵，一个概念所指客体的范围称为概念的外延（白殿一等，２００９）。定义是对概念的语言描
述，术语工作中主要的定义方式是内涵定义，有时也可以采用外延定义。一般而言，在能够

采用内涵定义的情况下，不再采用外延定义（冯志伟，２０１１）。术语是特定领域中由特定语言
的一个或多个词表示的一般概念的指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２０１９），是反映专业概念
的一种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术语应该是简洁、稳定的（黄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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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属种关系上的内涵定义，是概念体系中主要使用的定义模式，也是地震标准术语

中最常见的定义模式。此种结构模式可以表述为：定义＝上位概念＋用于区分所定义的概念
同其他并列概念间的区别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其中，
上位概念即为“属概念”，种差即为“区别特征”，区别特征可以是功能特征、时间特征、结构

特征、行为特征、操作特征等（恽通世，２００７）。以“临震预报”术语为例，其定义为“对十日内
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在此定义中，“预报”为上位概念（属概念），“十

日内将要发生”、“对地震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是与其他预报（并列概念，如长期预报、中

期预报等）区别开来的区别特征（种差）。内涵定义除了建立在属种关系上外，还可以建立

在整体部分关系或非层级关系上。以“水库诱发地震”术语为例，其定义为“因水库蓄水或
水位变化弱化了介质结构面的抗剪强度，使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结构面失稳而引发的地

震”。此定义是建立在非层级关系中的因果关系上的内涵定义，其中，“水库蓄水或水位变化

弱化了介质结构面的抗剪强度，使原来处于稳定状态的结构面失稳”是原因，“水库诱发地

震”为结果。

除了内涵定义外，也可采用外延定义。外延定义有以下 ３种方式：①列举出属于被定义
概念的全部个体的总和。如，“地震灾害直接损失”定义为“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地震

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地震救灾投入费用”。②列举出属于同一抽象水平的全部种名。此种外
延定义不需要穷尽地列举出全部种名，但新种名的增加不会改变定义的性质。如“生命线工

程系统”定义为“能源（电、气、油、热）供应、通讯、交通、供水等工程系统的总称”。③通过
具体规则给出的定义。如“地热异常区”定义为“地温梯度大于地壳平均地温梯度

（３℃／１００ｍ）的地区”。
在术语学中，定义应当遵守如下一般原则：①定义的区别性，定义要反映某一概念的本

质特征。②定义的科学性，定义对概念的描述必须清晰、准确、客观、符合逻辑。③定义的系
统性，定义要反映出该术语在本学科概念体系中与上位概念及同位概念间的关系。④定义
的简明性（冯志伟，２０１１）。

定义除了需遵循上述 ４条抽象的一般原则外，还应遵守如下具体规则：①定义必须是相
称的。定义项的外延和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完全相同，定义要适度，要紧扣概念的外延，不

可以过宽或过窄。②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违背此条规则，会导致循环定义
的错误。③内涵定义一般不能是否定的。只有在概念本身是否定性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否定定义。如，“无感地震”定义为“震中附近的人不能感觉到的地震”“非承重构件”定义为

“不承受体系载荷的构件”。④定义必须使用科学准确的语言，以避免对被定义概念作出错
误的理解（冯志伟，２０１１）。

２　研究内容及术语存在的问题分析

２．１　研究内容
本研究对自 １９９９年地震标准发布以来至 ２０１９年底的地震标准中的术语进行了搜集，

共搜集国家标准３７项，术语７０２条；地震行业标准９５项，术语７０４条；地震标准１３２项，术语
１４０６条。在本研究中，首先，对 １３２项标准中的 １４０６条术语进行整理汇总；其次，对汇总后
的 １４０６条术语，根据术语学原理及术语编写规范要求逐条进行分析，并将存在的问题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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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分析其原因；最后，对地震标准化术语工作及编写提出一些建议。

２．２　问题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问题分为违反定义规则及违背编写规范两大类，其中，违反定义规则具体分类

及统计情况如表 １和图 １所示，违背编写规范具体分类及统计情况如表 ２和图 ２所示。

表 １ 不符合定义规则导致出现的问题统计

序号 问题 具体项 术语条数

１ 违背定义区别性

违背替代原则 ２３

定义写成名词解释 ７６

不符合定义结构 ３３

２ 违背定义简明性 定义过宽，含有其他附加信息 １４９

３ 违背一致性
同一定义多个术语 ６组，１６条

同一术语多种定义 ５２组，１４１条

４ 循环定义 定义项直接包含被定义项 ３

５ 违背定义科学性

定义包含要求 ８

定义不准确 １２

书写错误及逻辑不通 ２０

图 １　不符合定义规则导致出现的问题饼状图

表 ２ 不符合编写规范导致出现的问题统计

序号 问　　题 术语条数

１ 许用术语不规范 １９

２ 英文对应词不规范 ３６

３ 定义中参见不规范 １９

４ 公式不规范 ５

５ 引用及改写格式不规范 ３６

６ 引用内容（含中英文）不准确 ２８

７ 未引用或未改写 ２９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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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符合编写规范导致出现的问题饼状图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在不符合定义规则的问题中，定义过宽、同一术语多种定义、定

义写成名词解释是出现较多的情况。导致这些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有：①对定义规则及内
涵定义结构不甚了解，习惯性对术语给出其他多余的说明性或知识性解说；②在编写过程中
对基础资料及标准等搜集不够全面；③地震标准化术语工作存在不足。在不符合编写规范
的问题中，除了公式不规范外，各类问题占比则较为均匀，主要是对术语具体编写规范了解

不足所致。

２．３　举例说明
２．３．１　不符合定义规则

（１）违背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是指定义的表述宜在上下文中能代替其术语，即如果用该定义替换文中的术

语，不会对阅读造成任何障碍（白殿一等，２００９）。定义中重复术语、使用“它”“该”“这个”等
代词、使用“称为”“表示”“是”“指”等词语，会使文中语句产生重复，应该去掉这些词汇。

示例 １：雷暴日———一天中可听到一次以上雷声的日子称为一个雷暴日。
建议改为：雷暴日———一天中可听到一次以上雷声的日子。

（２）定义写成名词解释
在对搜集到的地震标准术语研究时发现，部分术语定义不是定义，而是习惯性对术语的

定义加以说明，这样往往成了名词解释而不是术语定义（恽通世，２００７）。
以“重力观测”术语为例，其定义为名词解释，解释重力观测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是重力

观测，缺少上位概念。

示例 ２：重力观测———观测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
建议改为：重力观测———对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的观测。

（３）不符合定义结构
在搜集过程中发现，有些术语定义既不符合内涵定义结构，也不符合外延定义，如以下

示例。

示例 ３：重力加速度———标准自由落体加速度：ｇｎ＝９．８０６６５ｍ／ｓ
２
（标准值）。

建议改为：重力加速度———重力对自由下落的物体产生的加速度。

注：标准自由落体加速度：ｇｎ＝９．８０６６５ｍ／ｓ
２
（标准值）。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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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定义过宽，含有其他附加信息
地震标准中的术语定义经常会出现与被定义项本质特征无关的解释性说明语句，属于

定义过宽。如果确实需要，此类附加信息应该仅以“注”的形式给出。

示例 ４：钻孔应变仪———安装在钻孔（竖井）内测量地壳应变随时间变化的仪器。根据
工作原理分为分量式应变仪和体积应变仪。

建议改为：钻孔应变仪———安装在钻孔（竖井）内测量地壳应变随时间变化的仪器。

注：根据工作原理分为分量式应变仪和体积应变仪。

（５）同一定义多个术语
术语标准的编写应该贯彻协调一致的原则，应与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

调，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术语相协调，与相应国际标准的概念体系和概念

的定义尽可能一致，相同概念的定义和所用术语应该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在搜集到的地震标准术语中发现，术语名称出现“地方震级”和“地方
性震级”２种表述。经查阅《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　地震工程学》，发现并无“地方性震级”
一词，应为“地方震级”或“地方震震级”。

（６）同一术语多种定义
对某一概念确立术语和定义前，要先查明在其他标准中该概念是否已经存在术语和定

义。如果某一概念用于多项标准，宜在其最通用的标准中或在术语标准中下定义，其他标准

中只需引用对该概念下定义的标准。在搜集的地震标准术语中，存在 ５２组（１４１条）同一术
语多种定义的情况，建议对于概念差别不大的定义，只是语句表述内容细节不同、且不对标

准阅读者产生概念上的歧义的，直接引用或修改原标准。对于某些术语有多种定义，且让标

准阅读者对该术语产生不同的理解的，则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讨论定夺。

（７）循环定义
术语的定义是为了解释术语，因此定义中不应再出现术语，循环定义无助于对概念的理解。

（８）定义包含要求
定义一般是陈述型语句，定义中不应包含要求，也不应写成要求的形式（洪伟，２０１７）。

此外，注里的信息是附加信息，对定义无约束力，所以也不应包含要求。

示例 ５：鉴别力———使测量仪器产生未察觉的响应变化的最大激励变化，这种激励变化
应缓慢而单调地进行。

建议改为：鉴别力———使测量仪器产生未察觉的响应变化的最大激励变化。

注：这种激励变化是缓慢而单调地进行的。

（９）定义不准确
在以下示例中，“地震滚石”上位概念应该为石块类物体，而不是石块滚动下落的现象，

该示例属于定义不准确，上位概念错误。

示例 ６：地震滚石———地震动诱发的砾石或岩块顺坡自由滚动下落的现象。
建议改为：地震滚石———因地震动诱发而失稳、顺坡自由滚动下落的砾石或岩块。

２．３．２　不符合编写规范
（１）许用术语不规范
在以下示例中，“又称视电阻率”不是定义内容，不应放入定义里，可作为许用术语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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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ＹＫ



１期 刘红俊等：地震标准中术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优选术语之后，按照选用程度排序，每个许用术语均应另起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此外，对于优选术语，建议只选择一个术语作为优选术语，圆括
号用于注解或补充说明，方括号表述术语可省略的部分，如：（电测量器具的）引用误差、［地

震］震相。

示例 ７：地电阻率———表征观测点位地下某一特定探测范围内介质综合导电能力的物
理量，其量纲与电阻率相同，又称视电阻率。

建议改为：地电阻率

视电阻率———表征观测点位地下某一特定探测范围内介质综合导电能力的

物理量。

注：其量纲与电阻率相同。

（２）英文对应词不规范
汉语术语标准中应列入英文对应词（必备内容），必要时可列入其他语种对应词。如果

某一语种有多个对应词，对应词间要用分号隔开。英语的缩略形式应作为对应词处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即缩略形式与对应词之间也用分号隔开。
此外，英文对应词除了专用名词外，全部使用小写字母，而且名词为单数，动词为原型。

（３）定义中参见不规范
在定义或注内出现的在标准中已定义过的优选术语，将参见的条目编号放在括号中，出

现在该术语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此类问题很少见，仅
出现在《地震波形数据交换格式》标准中。

（４）公式不规范
如果定义有计算关系，可以在定义之后另起一行列出公式，公式应该有相应编号和式中

解释。

（５）引用及改写格式不规范
对于术语的引用而言，如果定义引自另一项标准，应在定义之后另起一行标出该定义所出

自的标准的编号和章条号，用方括号括起。对于术语的改写而言，如果不得不改写另一个标准

中的定义，则应在注中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４）。正确的引用
格式如，［ＧＢ１７７４０—１９９９，定义 ２．６］；正确的改写格式为，注：改写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５，定义
３．３．２．１。

（６）未引用或未改写
在搜集过程中发现，部分术语的定义完全一致，但是却并未添加引用，此种问题大多出

现在系列标准以及标准是同一年份发布的情况中。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提高术语编写质量措施
（１）在编写地震标准中的术语时，一定要给予充分重视。在给出术语以及对术语下定义

前，必须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包括国家标准、学术团体普遍公认的科技期刊文献、辞典等资

料，同时摒弃过时与不权威的资料，参照资料对术语及其定义反复推敲、仔细斟酌，方可出现

在标准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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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非术语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无需陈列太多。只有当不对其下定义，会造成对
标准内容理解产生困惑、歧义或者偏差的时候，才需要对此术语下定义。没必要设立的术语

坚决不列，从源头上避免术语混乱的问题（肖啸等，２０１８）。
（３）在编写术语定义时，要遵守术语编写规则规范。在给出术语定义时，要紧扣被定义

项的内涵，一般不从外延编写。内涵定义模式最主要的是将上位概念及其与其他并列概念

间的区别特征描述准确，无需将所有的限定性特征都列举出来，而只需把这些特征进行精

选，选择那些具有区别意义的特征（冯志伟，２０１１）。撰写定义要简明、准确、适度，不能过宽，
也不能过窄。

（４）在术语编写过程中，切忌出现同一术语多种定义，或者同一概念对应多个术语的情
况。在对某概念确立术语和定义之前，要先查明在其他标准中该概念是否已经存在术语和

定义，如果其他标准中已有定义，直接引用即可，无需重新给出定义。对于被引用的标准，需

注意查看其是否已被修订，如已被修订，则应引用新的版本。如果对某个术语的定义不得不

修改，则应添加改写格式。

３．２　加强地震标准化术语工作建议
（１）建立地震术语标准体系，明确术语层级
术语标准体系是术语标准的统一规划，是大纲（查朝晖等，１９９９）。标准体系的缺乏，会

使得标准编制者在编写术语和定义时参考了不同的标准（沈跃良等，２０１４），导致混乱及缺漏
项等问题。此外，还需明确术语层级，在体系引导下，逐级引用（沈跃良等，２０１４）。就地震领
域而言，目前已经发布的 ２项术语标准和《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　地震工程学》、《中国大
百科全书　固体地球物理学　测绘学　空间科学》等应为第一层级，非术语标准的国家标准
中的术语和定义为第二层级，行业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为第三层级。在术语编写过程中，应

注意按照层级进行引用及参考。

（２）加强对术语标准的修订工作
目前，地震标准领域内仅有２项术语标准：《防震减灾术语　第１部分：基本术语》和《防

震减灾术语　第 ２部分：专业术语》。其中，基本术语于 ２００８年完成修订，专业术语于 ２００５
年制定，２项标准均已超过 １０年。针对目前术语及定义出现混乱、新生术语越来越多的情
况，以及术语标准中存在的不符合当前学科发展和实际需求的术语及定义，建议对术语标准

进行重新修订。

（３）加强术语宣贯和研讨工作
加强对地震术语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不定期开展术语研讨会，集中讨论对术语概念

有不同理解、不同定义的术语，使地震标准中的术语更加统一和规范化。

４　结论

本文对自 １９９９年地震标准发布以来至 ２０１９年底所有的地震标准术语进行了搜集整
理、逐条分析，按照分类统计方法，将问题分为违反定义原则及违背编写规范两大类进行研

究，其中违反定义原则又细分为 ９类，违背编写规范细分为 ６类，并给出了具体示例。同时，
针对这些问题，从提高术语编写质量措施和加强地震标准化术语工作建议两大方面给出了

对策建议，希望能为提高地震标准中的术语质量以及地震领域内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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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作用。今后对于地震术语中的其他内容，如术语英文与国际标准的英文的对照统一、术

语命名规则、同一术语多种概念的统一、术语定义的科学准确性、地震术语概念体系等，仍需

进行进一步研究，使得地震标准中的术语更加规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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