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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修复技术是环境科学与技术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hyperaccumulator 作为植物修复技术的核心和关键而受到广泛关注. 近年来 ,我国涉

及 hyperaccumulator 内容的文献也增长迅速 ,但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 ,国内对“hyperaccumulator”的中文翻译很不统一. 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很

不利于学术交流. 为了规范和统一 hyperaccumulator 的中文译名 ,本文从 hyperaccumulator 的定义和科学内涵探讨其中文译名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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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recently to the phytoremediation using hyperaccumulator plants to phytoextract metals from environment , and more and more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have been dealing with the hyperaccumulators. However , there are diverse translations of the English term“hyperaccumulator”into

Chinese by different authors in China. In order to make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Chinese papers written by different authors , an exactly and standard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term“hyperaccumulator”is suggested on the basis of its original scientific definition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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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修复 (phytoremediation) 技术以其经济、低风

险、适于大面积污染土壤修复等优势而受到广泛关

注 ,并成为环境科学与技术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近年

来 ,我国植物修复工作蓬勃发展 ,不仅在植物修复的

理论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陈同斌等 , 2003 ; 黄泽

春等 , 2003) ,而且工程性试验也取得成功 (廖晓勇

等 , 2004) .

在植物修复领域中 , hyperaccumulator 以其对环

境中污染物的超强吸收和富集能力而成为关注的焦

点. 我国本土已发现蜈蚣草 (陈同斌等 ,2002) 、大叶

井口边草 (韦朝阳等 ,2002) 、东南景天 (杨肖娥等 ,

2002) 等多种 hyperaccumulator. 与此同时 ,国内涉及

hyperaccumulator 内容的文献也增长迅速. 但是 ,从目

前已发表的文献来看 ,国内对“hyperaccumulator”的

中文翻译很不统一 ,有“超富集植物”、“超积累植

物”、“超累积植物”、“超量积累植物”等多种不同的

译法. 通过“全文检索”的方式在清华同方“中国期刊

网”(1994 年 1 月～2005 年 5 月) 中检索发现 ,采用

以上几种译名的文献量分别为 :“超积累植物”228

篇 ,“超富集植物”130 篇 ,“超量积累植物”47 篇 ,“超

累积植物”45 篇.“超富集植物”和“超积累植物”是

使用得最多的两种译名. 由于 hyperaccumulator 的译

名没有统一 ,致使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使

用几种译名 (唐莲等 ,2003 ;谢运球 ,2003 ;张慧等 ,

2004) . 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不仅容易引起混淆和

误解 ,而且会导致大量文献的漏检和检索难度加大 ,

防碍学术交流. 韦朝阳和陈同斌 (2001) 曾建议统一

“hyperaccumulator”的中文译名 ,但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 为了规范和统一“hyperaccumulator”的中文译名 ,

本文从其定义和科学内涵的角度探讨其中文译名的

第 25 卷第 9 期
2005 年 9 月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Vol. 25 ,No. 9
Sep. , 2005



准确性.

科技词汇的翻译应具有专业性、客观性和精确

性 ,中文译名需准确表示其英文词汇所代表的真正

科学含义 (黄海元 ,2003) . 1977 年 ,Brooks 等人提出

“hyperaccumulator”的概念 ,当时是用以定义地上部

Ni 的浓度超过 1 000 mg·kg
- 1 (以干重计) 的植物.

hyperaccumulator 通常被定义为 :能够从土壤中大量

吸收一种或几种重金属并将其转运到地上部的特殊

植物 (Baker et al . , 1983 ; Baker and Brooks , 1989) . 目

前 ,国际上通用的 hyperaccumulator 的判定标准主要

有 3 个 : ①植物地上部重金属浓度超过一定的临界

值 ; ②生物富集系数 (地上部重金属浓度Π土壤重金

属浓度) > 1 ; ③转运系数 (地上部重金属浓度Π地下

部重金属浓度) > 1 (Baker et al . , 1983) . 尽管目前

对该定义中有关植物体内重金属浓度临界值的标准

仍存在争议 ,但大家普遍公认 :相对于普通植物而

言 ,hyperaccumulator 能够从土壤或水体中大量吸收

污染物 (重金属) ,具有很高的生物富集系数. 因此 ,

这类植物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富集”功能 (韦

朝阳和陈同斌 , 2001) .

“hyperaccumulator”是一个派生词汇 ,该词由前

缀“hyper2”+“accumulate”+ 后缀“2or”组成.“hyper2”
表示“过度 ;高于 ,超出一般的”等含义 ,“2or”是名词

性后缀.《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2003) 和《朗文当

代英语辞典》(2002) 对“accumulate”的释义中有“积

累”、“聚集”、“在数量上增长”等含义. 因此 ,有一些

学者根据“accumulator”所对应的中文含义将

“hyperaccumulator”直译成“超积累植物”、“超累积植

物”和“超量积累植物”等. 但是这些直译过来的译名

并不能够真正反映“hyperaccumulator”的科学内涵.

其实 ,“富集”和“积累”在环境科学中有其特殊

的含义 ;而“生物富集”与“生物积累”既有联系 ,又有

区别.《环境科学大辞典》(1991) 对“生物富集”的定

义是 :从周围环境中吸收某种元素或不易分解的化

合物 ,在体内积累 ,使生物体内该元素 (或化合物)的

浓度超过环境中浓度的作用 ;而“生物积累”是指生

物有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直接从环境介质或从所

消耗的食物中摄取并蓄积化学物质的现象.《中国大

百科全书 (环境科学)》(1983)对“生物富集”和“生物

积累”的解释分别是 :前者指生物机体通过对环境中

元素或难分解化合物的浓缩 ,使该物质在生物体内

的浓度超过环境中浓度的现象 ;后者指同一生物个

体在其整个代谢活跃期中的不同阶段 ,机体内来自

环境的元素或难分解化合物的浓缩系数不断增加的

现象.

综合考虑“hyperaccumulator”的定义、“富集”和

“积累”在环境科学领域的具体含义 ,作者认为“超富

集植物”更能准确地反映“hyperaccumulator”的科学

内涵. 因 此 , 建 议 采 用“超 富 集 植 物”作 为

“hyperaccumulator”的统一译名 ,以方便文献检索及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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