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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文献中要规范使用的两组概念 

陈溥远 
(《海洋与湖沼》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为了规范使用科学术语,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最新审定公布的概念内涵, 并参考

相关资料, 对近年来在海洋科学文献中经常混用的两组概念: “抗菌活性”、“抗菌活力”、“抗菌能力”; 

“潟湖”、“泻湖”进行了纠正, 并建议有关人员在今后撰文中, 注意使用规范的科学名词——“抗

菌活性”和“潟湖”; 而勿用“抗菌活力”、“抗菌能力”和“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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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科学领域的稿件中, 经常会出现以下两
组科学概念的滥用或误用的现象。这主要是源于作

者对这些概念内涵的模糊。由此而产生的对相关科

学问题的错误理解、错误阐述和错误的提供、传播, 
以致造成不良的结果, 因此有必要予以纠正。 

1  ‘抗菌活性’、‘抗菌活力’、‘抗菌

能力’ 
在海洋生物抗菌免疫方面的论文中常会见到‘抗

菌活性’被‘抗菌活力’或‘抗菌能力’之类词语所替代, 
例如: “⋯检测了中国明对虾血淋巴中的主要组分的
抗菌活性, 进行了中国明对虾血浆及血细胞抗菌能
力变化的研究”; “⋯但目前对虾抗菌活力的检测大
多借鉴其他生物的检测方法”。再如: “对⋯养殖大
黄鱼病害进行免疫防治试验, 通过⋯检测大黄鱼血
清中溶菌酶活力、抗菌活力, 测定大黄鱼体长和体
重。研究结果表明: 大黄鱼在服用免疫添加剂后血清
中的溶菌酶活力平均值提高了 20％, 抗菌能力增加
了 15％”。等等。在上述论文中不管出现的是‘抗菌
活力’还是‘抗菌能力’, 实际上都是在阐述‘抗菌活
性’的科学内涵。同一篇文章中同一个专业术语使用
2个或 3个不同的词语表示, 这不符合科技名词使用
要统一、规范的要求, 易引起混乱。 

其实, ‘抗菌活力’和‘抗菌能力’是非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词语, 在任何字、辞典中都
查不到, 并且也查不到相对应的英文词组。因此可认
为‘抗菌活力’和‘抗菌能力’是两个非正规的专业术
语。为了明晰科学术语, 不引起科学概念的混乱, 对
以上 3 个术语的使用, 建议统一规范, 采用‘抗菌活
性’, 而禁用‘抗菌活力’和‘抗菌能力’。下面是有关文

献对这 3 个词语或其中心语的相关药学或微生物药
学方面的解释, 以示区别。  

1.1  抗菌活性(antibacterial activity) 
是指抗菌药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的能力。可

用体外抑菌试验和体内实验治疗法测定。体外抑菌

实验对临床用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能够抑制培养
基内细菌生长的最低浓度为最小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以杀灭细菌为评定标
准时, 使活菌总数减少 99%或 99.5%以上, 称为最小
杀菌浓度(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
在一批实验中能抑制 50%或 90%受试菌所需 MIC, 
分别称为 MIC50 及 MIC90, 抗菌药的抑菌作用和杀
菌作用是相对的, 有些抗菌药在低浓度时呈抑菌作
用 , 而高浓度时呈杀菌作用 (http://baike.baidu.com/ 
view/1204587.htm, 百度百科)。 

1.2  活力(activity) 
是指测量一种酶、药物、激素或其他物质的有

效浓度。衡量活力的标准往往是相对的, 例如, 可以
把酶或细胞在某一条件下在单位时间内转化的底物

量定为其活性为一百, 则实际转化量与数量之比就
表示酶或细胞在另一条件下的活力 (http://baike. 
baidu.com/view/1215660.htm百度百科)。 

1.3  (抗菌)能力[(antibacterial)ability]1) 
可简单地理解为, 抵御微生物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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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括号中的字是作者加上的, 完整的词在字、辞典中查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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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潟湖和“泻湖” 
近年来在海洋地质或相关地学类文献中 , “潟

湖”普遍被“泻湖”所替代 [1~7]。其实 , “潟湖”和“泻
湖”无论是读音和概念内涵上都不同 , 前者为“潟
湖(xì hú)”; 后者为“泻湖(xiè hú)”。1989 年全国自
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 “潟湖”为规范名词 , 
“泻湖”是其曾用名 [8], 即如果将“潟”字写成“泻”, 
是不规范的、淘汰的旧式表达 , 同时规定两者英文
同用“lagoon”表示 [8]。  

1989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潟湖”和“泻
湖”有不一样的定义 ,对前者解释为 : “咸水浸渍的
土地”; 对后者说明的是 : “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
的沙所封闭而形成的湖泊 , 高潮时可与海相通 [9]。”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 , “潟湖”和“泻湖”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 那么两者英文共用“lagoon”显然出现了逻
辑矛盾。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除在 1989年全国自然科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海洋科学名词》和 1983
以后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可查到“泻湖”外 ,
有关海洋学和地学类词典中均查无此词条 [10~12]。  

为了规范使用海洋科技名词 , 2007年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潟湖”概念的内涵进行了
重新审定公布 : “潟湖 , 为海岸沙坝或沙嘴后侧与
海隔离的浅海水域 , 常与海有狭窄的通道相连。”
并在同年出版的《海洋科技名词》(第二版)中可以
发现 , 此书中已不再有 “泻湖 ”词条 , 而英文
“lagoon”相对应的仅为“潟湖”一词 [13]。至此 , 这个
混淆多年的“泻湖”在官方正式公布和出版的文献

中得到了纠正。尽管如此 , 但迄今为止 , 许多出版
物和网络资料中仍然频频出现“泻湖”, 因此 , 有必
要在此提示广大相关科技工作者 , 在以后的撰文
中 , 务必规范使用“潟湖”, 而勿用“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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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lagoon are two concepts that have been often misused in literatures of marine 
science, because of improper exchanges of ill-defined terminology. After a literature survey, I clarified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lagoon and differentiated them from their corresponding misnomers, based on 
the concepts and terms defined by the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erms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Re-
searchers in marine science should adopt the proper terminology in publishing their scientific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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