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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面临诸多难题亟待解决，而国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分歧，更是给非相关研究人员带来理

解上的困难，妨碍社会各界的利用；造成检索结果不全，妨碍科学共同体的深入研究；造成人为的学术交流障碍，
分散了有限的研究力量，这极大地阻碍了该领域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和应用。 本研究从英文原词、词典释义、提出

者本意、循例借鉴、定义阐释、背景溯源、发展前景和实践考虑八个角度，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辨

析，发现目前英文原词的检全率和使用学者数居首位，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在我国大力推进汉化科技术语的政

策背景下，“替代计量学”是最合适的中文译名，应得到推广和统一使用，以促进该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 ３。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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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６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替 代 计 量 学 ｍａｙ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ｓｏ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ｓ 替代计量学．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ｒ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ｔ ｉ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替代计量学 ｂ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ｉｔｓｅｌｆ． ３ ｆｉｇｓ． ４ ｔａｂｓ． １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从 ２０１０ 年 Ｐｒｉｅｍ 等人［１］ 发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算起，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这个研究主题已经走

过了八年。 学术界对该新兴主题的捕捉十分敏

锐，国内学者尤其注重跟进国际研究热点，产生

了 一 批 优 秀 的 学 术 成 果。 但 是， 眼 下 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却面临着诸多难题亟待解决：①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头上始终顶着一朵“乌云”，即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究竟传递什么内涵？ 这个问题没有

研究透彻的情况下，各种基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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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评价研究，都将饱受质疑。 ②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前述问题的衍生问题。 不

论是用于科学知识发现、学术成果评价，还是用

于解决其他问题，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必须不断探索和丰

富实质性的应用场景，否则最终将失去研究的

意义和必要的支持。 ③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多样化的数据

源如何进行关联？ 目前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框

架联通各个孤立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源，导致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的研究常常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例如，科学推文的数据被研究得最多，以致

于可能令非专业人士误以为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就

是科学推文研究。 ④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源的拓展遭

遇了瓶颈。 理论上可以获取到的数据，由于平

台数据开放政策的限制而可能无法获取，例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是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却因为没

有开放数据接口而被排除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库

采集范围之外。 ⑤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质量和指标标

准化研究都刚迈入起步阶段，数据防操控机制

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 ⑥过去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

者批判引文指标存在的缺陷，一定程度上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也有，例如政策文件指标的滞后比

引文还要严重［２］ 。
除 了 这 些 一 般 性 问 题 以 外， 中 国 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方面还有自身要解决的难题，其
中一个突出问题莫过于国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数据集

成问题。 国内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来源，很难

开展深入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导致大量研究停留

在表面的探讨和二次文献研究上，虽然这些研

究提高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主题研究的热度，但是客观

上使得国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整体呈现出空泛的

特点。 数据集成是后期研究的基础，我国可用

的数据源其实十分丰富，例如微信、微博、科学

网、新闻媒体、政策平台等，将这些来源的科学

交流 数 据 汇 聚 在 一 起， 才 能 做 好 中 国 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和服务。
在这么多研究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国

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分歧已经造成了诸多消极

影响，严重妨碍了国内学者集中力量研究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统计分析和科技翻

译角度，系统地分析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分歧的源

起、现状和影响，并从英文原词、词典释义、提出

者本意、循例借鉴、定义阐释、背景溯源、发展前

景和实践考虑这八个角度，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做

了辨析，旨在统一其译名和基本认识，为促进该

领域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１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分歧的困扰

１．１　 不同译名的相继提出

２０１２ 年，刘春丽［３］ 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引介到国

内，译为“选择性计量学”，引起业界关注，但该

译法较少被采纳。 ２０１３ 年，邱均平等人［４］ 和由

庆斌 等 人［５］ 先 后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综 述 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并分别译为“替代计量学”和“补充计

量学”。 随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引发热议，讨论的阵地

既包括正式出版的论文，也包括非正式发布的

博客，例如在科学网博客和新浪博客上均有知

名博主撰文讨论。 在非正式场合，也有专家提

出考虑“社媒影响计量学”的译名，我国台湾则

有学者考虑采用“另类计量学” 的译名等。 同

年，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等人［６］ 提出用“ Ｉｎｆ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ｓ” 代替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不过国内外响应者不多。 ２０１７ 年，
刘则渊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提出，可以考虑用

“Ｃｏｍｐｌｅｍｔｒｉｃｓ”代替“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虽然没有引起

关注，但是反映了作者对该术语的思考［７］ 。

１．２　 不同译名的使用现状

为了比较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不同译名的使用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相关学

术论文数据，检索时间是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以

“替代计量学”译名为例，检索式为“ＴＩ ＝ ‘替代

计量学’ ＯＲ ＴＩ ＝ ‘替代计量’ ＯＲ ＫＹ ＝ ‘替代计

量学’ ＯＲ ＫＹ＝ ‘替代计量’ ＯＲ ＡＢ＝ ‘替代计量

学’ ＯＲ ＡＢ＝ ‘替代计量’”，将检索结果中的报

道、前言等非学术论文以及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主题无

关的论文剔除，得到检索结果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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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不同译名对应的历年发文量（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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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不同译名对应的总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

从图 １ 可以看到，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的数量整

体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增长幅度

最大，其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使用“替代计量

学”译名的研究，增长趋势与整体保持一致。 使

用“补充计量学”译名的研究，自 ２０１６ 年以后呈

下降趋势。 “选择性计量学”译名曾在最初被少

量使用，但后来几乎不被使用。 原词直用的研

究数量逐年变化曲线与总体相关研究历年变化

曲线几乎重合，说明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发表论

文时会在元数据中包括英文原词。
图 ２ 对比了“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不同译名对应的总

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 可以看到，
元数据包含英文原词的论文有 １９８ 篇，而所有论

文总数是 ２１５ 篇，所以使用英文原词的检全率最

高，达 ９２％，但是仍有 ８％的漏检。 同理计算可

知，“替代计量学”译名的检全率是 ３４％，“补充

计量学”译名的检全率是 １３％，而“选择性计量

学”译名的检全率只有 ３％。
从被引量和下载量看，采用英文原词的研究

是采用“替代计量学”译名的研究的 ２．５ 倍左右，
而采用“替代计量学”译名的研究是采用“补充计

量学”译名的 ２．５ 倍左右，形成了显著的倍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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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展示了使用各个译名的作者人数及其

比例。 由于科技术语的提出和采用，最终由科

学共同体决定，而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领域的科学共同体

正是由这些作者构成，他们决定了该术语的现

状和未来，所以有必要对使用各个术语的作者

数量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９２％的作者在元数据

中使用英文原词，集中反映了国内作者对该术

语中文译名的顾虑，也体现了国内作者的学术

严谨，即尽量避免因译名困扰导致论文漏检、造
成学术交流障碍，发文量较大的作者有赵蓉

英［８］ 、刘晓娟［９］ 等。 ５３％的作者完全弃用中文

译名，表明国内有一半以上的学者对现有的中

文译名均不认同或者碍于译名分歧造成的隐性

压力，并且也没能提出更为准确的译名。

表 １　 使用各种译名的作者人数及其比例

译名 使用的作者数 所占总数比例（％） 仅使用该译名的作者数 所占总数比例（％）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９２ ９２ １５４ ５３

替代计量（学） １０９ ３４ １６ ５

补充计量（学） ５２ １６ ８ ３

选择性计量（学） １１ ３ ０ ０

　 　 注：总作者数为 ３１６ 位

　 　 但是，由于采取中文译名的作者通常也会

在元数据中使用英文原词，所以若将仅使用英

文原词的作者数（１５４ 位）视作英文原词的使用

作者数，则 “ 替代计量学” 译名的使用作者数

（１０９ 位），在规模上可与之相较，而“补充计量

学”译名的使用作者数（５２ 位），也反映该译名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有趣的是，有 ７ 位学者

交替使用“替代计量学”和“补充计量学”这两种

译名，充分体现了译名分歧造成的困扰。

１．３　 不同译名的不利影响

虽然不同译名反映了该主题研究较为活

跃，但是也造成了若干不利影响，并且这些不利

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重。
（１）给非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人员带来理解上的

困难，妨碍社会各界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成果的利

用。 作为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主题的研究者，学者都清楚

两种译名（替代计量学和补充计量学）的由来，
对其含义的解读也基本相同，但是非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人员却很难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译名指

的是同一个对象。 不仅在学术论文中如此，在
不同的学术专著中两种译名也均有采用，例如

中国科学院刘细文等［１０］ 所著《科技政策研究之

科学计量学方法》 使用“替代计量学”，而王贤

文［７］ 所著《科学计量大数据及其应用》一书使用

了“补充计量学”。 此外，不同译名也给刚进入

该主题研究的研究生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惑。
（２）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专业研究人员检索结果不全，

妨碍科学共同体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深入研究。 即

使是检全率最高的英文原词，也仍然会有 ８％的

漏检，即使绝大多数学者发表文章时将英文原

词纳入元数据，也仍然有 ８％的学者仅采用中文

译名。 虽然“替代计量学”译名的使用频次、被
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均多出“补充计量学”译名一

倍以上，但是也并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主导局面。
（３）在学术界造成人为的学术交流障碍，分

散了有限的研究力量。 尽管中国学者保持着谦

逊严谨的学术态度，但是不论是同行评议还是

会议交流，如果两种采用不同译名的学术论文

或学术报告同时出现，也会造成一定的尴尬局

面。 甚至，研究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学者可能因为不同

的译名，在心理上形成了两个阵营，使得原本就

有限的研究力量进一步分散。
这些不利影响最终都阻碍了我国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主题的健康发展，所以迫切需要对译名进

行辨析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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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多维度辨析

造成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术语翻译困境的源头有两

个，第一是英文术语本身的涵义早期在不断的

演化之中，第二是“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的中文翻译含义

不甚明确。 经过八年的发展，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涵义

已经基本定型，这为本文的辨析奠定了基础。

２．１　 英文原词的“过”与“得”
英文原词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本身在早期饱受争议，

根本原因是该词并不符合一般科学术语的命名

规则。 根据历史上计量学科的命名惯例，均使

用“名词＋ｍｅｔｒｉｃｓ”的法则，这个“名词”一般使用

最有代表性的计量对象，例如文献计量学、科学

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生物计量学、社会计量学

直至网络计量学，皆是如此，这些术语本身研究

对象明确，较少存在歧义，因而不会受时代影

响，其含义最终会逐渐固定下来。 相比之下，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从字面上看将自身依赖于另一个概念

而存在，即相对于“传统计量学”存在，是指与传

统计量学不同的新的计量研究。 那么，如果没

有传统计量学，也就没有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这就造成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历史局限性。 并且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计量

什么对象？ 术语本身没有给出答案，这就造成

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解读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
根据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主要提出者 Ｐｒｉｅｍ 的导师

Ｈｅｍｍｉｎｇｅｒ 教授的介绍①，“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是在实验

室里 的 讨 论 中 诞 生 的， 最 初 形 式 是 “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当时，Ｈｅｍｍｉｎｇｅｒ 教授认为互联网将

引发科学交流体系的变革，带领团队着手研究

新的科学交流形式，同时收集不同平台中体现

科学交流的数据，逐渐形成捕捉科学交流全过

程的思路，即通过数字痕迹描述和分析学术成

果从构思到利用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看，引文数据只是交流环节中的引用行为产生

的一种数据，基于科学交流过程产生的多样化数

据来计量科学交流， 就构成了 “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ｌｔ⁃”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计算机科学家在使用

文件夹时的一种习惯，将不能归类到既有文件

夹中的新文件放到名为“Ａｌｔ⁃”的文件夹中，所以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可以说是个中间阶段的词，是个

“半成品”，是指基于新数据源的新计量，因而早

期 Ｈｅｍｍｉｎｇｅｒ 教授并不十分支持这个词作为术

语。 可是，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这个词的魅力在于，为所有

新型数据来源和计量研究提供了讨论的平台。
早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出现之前，不同的研究者就探索

并研究了诸多类型的新数据源，但是这些研究

分散在各处，没有形成合力，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可以说将

这些研究统一到了一个战线下。 然而，也正是

因为这种多源性，使得早期很难对其进行明确

的定义，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能够囊括

所有被视作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的内容。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ＩＳＯ）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其突出贡献在于汇集

各方权威人士阐明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从定义到数据

标准的诸多基本问题，从而消除了部分学者对

该术语的疑虑。 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从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构词上来理解它，而是将其视作一个

整体来看，从其自身的定义出发去理解，从而消

除了依赖于另一个对象而存在的问题，使其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术语。

２．２　 词典释义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一般认为是“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演化而来，“⁃ｍｅｔｒｉｃｓ”的含义比较明确，是指“计

量学”，“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一词却有若干种含义。 笔

者查阅了三种比较权威的词典，分别是柯林斯

词典、韦氏词典和朗文词典，结果如表 ２、表 ３ 和

表 ４ 所示，其中英英释义译成了中文。
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义，术语的提

出者用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而非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或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可见术语的含义与“补充”相去

①　 系笔者在 ＵＮＣ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实验室中与 Ｂｒａｄ Ｈｅｍｍｉｎｇｅｒ 教授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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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一词的词典释义（柯林斯词典）

序号 翻译 解释

１ 替代品 若某物是另一物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则前者可以替代后者被发现、使用或完成。

２ 另外的
一个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计划或服务不同于你既有的那个计划或服务，可以取而代之地

被行使或使用。

３ 另类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用于形容现代西方社会中与同类事物中一般事物不同的事物，或与

一般做法不同的做法。

４ 替代性的（疗法）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医学利用非现代西医的方式来治疗，诸如中划药、按摩和针炙。

５ 可再生的（能源）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能源使用自然的能量来源，诸如太阳能、风能或水能来借给能量，而
不是石油、煤矿或核能

表 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一词的词典释义（朗文词典）

序号 翻译 解释

１
可替代的；另外的；
两者择一的

一个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想法或计划等，与你既有的那个不同，可以取而代之地使用

２ 非传统的；另类的 刻意与一般的、可预见的或传统的不相同的

表 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一词的词典释义（韦氏词典）

序号 解释 进一步解释

１ 提供或表达一种选择 无

２
与一般的或传统的

不同的

存在或作用于既已成熟的文化、社会或经济系统之外，例如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报纸。

与摇滚乐有关，被视作与传统摇滚不同，通常受到庞克摇滚、说唱或民谣影响。

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医学相关。

甚远。 不过，术语的提出者也没有使用“Ｓｕｂ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或“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可见术语的含义也并

非中文语境字面意义上的“替代”。 从表 ２、表 ３
和表 ４ 可以看到，事实上，对应狭义的替代计量

学［１１］ ，释义为“另外的；另类的；非传统的”最为

贴切，即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不同于传统计量的其他

新的计量数据，只可惜在大陆语境下，“另类”带

有贬义，所以不宜采用；“补充”则既与该词的原

义没有关联，也没有体现出该词的内在含义，不
属意译，亦不宜采用；而“替代” 可视作一种直

译，也部分反映了其含义（见 ２ ３ 节），相较之下

是最优的选择。

２．３　 术语提出者的观点

英文术语“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是由 Ｐｒｉｅｍ 于 ２０１０ 年

首次提出，如图 ３ 所示，随后 Ｐｒｉｅｍ 和 Ｎｅｙｌｏｎ 等

同事［１］ 一起发表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笔者近期与 Ｐｒｉｅｍ 就“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含义进

行了深入探讨，并就中国的译名情况做了沟通，
Ｐｒｉｅｍ 将通信的部分内容整理成博文发表在 Ｉｍ⁃
ｐａｃｔＳｔｏｒｙ 的官网上①。 Ｐｒｉｅｍ 认为：

（１）为什么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①　 参见：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ｏｒｙ．ｏｒｇ ／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ｋ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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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Ｊａｓｏｎ Ｐｒｉｅｍ 首次使用“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推文

而不是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或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所表达的替代是用 Ａ 取代

Ｂ，从此只用 Ａ 而不再用 Ｂ，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所表达

的替代是使用 Ａ 而没有使用 Ｂ，Ａ 和 Ｂ 可以共

存。 因此，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并不意味着替代传统计量

学、弃之而不用，“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一词所蕴含的替

代，并不排斥共存和合作。 “如果不走原来的路

线，而走另一条路线，就发生了替代”。 例如，如
果骑自行车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开汽车，那么就

是用自行车替代了汽车，然而显然自行车在市

内交通中不能完全替代汽车的主导地位，这与

中文语境下的“替代性方案”相似。
（２）为什么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而不是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ｔｒｉｃｓ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
因为尽管传统计量指标是主流，造成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很多时候被视作补充，但是它们是处于平等的

地位，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研究新的对象，提供了新的

思路，其初衷是催生更好的科学文献过滤系统

和更全面科学的评价机制，推动新一代科学交

流体系的诞生。
（３）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在特定情境下要比传统

计量指标更加适用，甚至传统计量指标根本就

不适用，例如用于理解学术成果对那些不写论

文的公众的影响。
（４） 当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研究内容逐渐成为主

流、得到认可和使用，终究会有一天，人们不再

区分传统计量学和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而是在整个计量

工具集中选取适当的工具和指标，来解决面临

的问题。

２．４　 循例借鉴

在“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出现之

前，“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这个词在若干学科早已经得到

了使用和翻译。
医学界早已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指

“由西方国家划定的常规西医治疗以外的补充

疗法，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以

及各种形式民间疗法的统称”，早期译为“替代

医学”或“非传统医学”，但是现在已经鲜有人采

用“非传统医学”的译法。 与此同时，医学界还

有“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２］ ，译为“补充医

学”，是指“将替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结合来提

高整体治疗效果”。 近年来，“替代补充医学”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术语

也较为盛行，并且形成了专门的发文阵地，例如

《替代补充医学杂志》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在旅游学中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３］ ，译
为“替代性旅游”，是相对于传统的大众旅游而

提出的概念。
在农学中有“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４］ ，译

为“替代农业”，是努力克服现代常规农业弱点

和问题的农业体系的统称。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一词与上述科技术语有相同的

结构组成，因此可以参照其译法。 从替代医学

等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们并非要替代

和抛弃传统主流学科的研究内容，而是研究新

环境新形势下的新对象、新内容，提供“替代性

方案”，同样，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也并非要“替代” 和“抛

弃”传统计量学，而是完善和发展计量学研究。

２．５　 定义阐释

尽管 Ｐｒｉｅｍ 等人［１］ 在发表宣言时已经给出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定义，“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出于分析和理

解学术的目的，对基于社交网络的新型计量的

构建和研究”，但是该定义没有得到学术共同体

的采纳，判断某项研究是否属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

范畴的实质标准变成：①非引文分析相关的研

究；②与学术成果相关；③数据来源是通过网络

可获取的。 因此，不断有新的研究内容被置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范畴之内，以往非引文分析的基于

网络数据源的零散的研究有了统一的术语，即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Ｈａｕｓｔｅｉｎ 等学者［１５］ 起初将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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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Ｍｅｔｒｉｃｓ）等同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但
是后来认识到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数据源除了社交媒

体，还有主流媒体、政策文件等，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范

畴显然要大于社交媒体计量。 同样的道理，
Ｐｒｉｅｍ 提出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初衷正是因为深感“论

文层面计量（Ａｒｔｉｃ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ＬＭ）没能包

含测度的多样性”（见图 ３），所以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范

畴也大于论文层面计量。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定义有过不同的见解［１１］ ，但是随着 ＮＩＳＯ 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推荐标准报告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Ｓ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各方主体都

做了积极响应，因为制定该标准的委员会中既

有世界范围内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领域的著名学者、高校

和图书馆代表，也有提供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服务的业内

知名企业家和出版商代表，其结果具有相当高

的权威性。 报告中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定义如下：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个宽泛的术语，囊括与学术成果相

关的一系列多样化的数字化指标，这些指标来

源于学术生态系统包括公共空间中各种不同利

益相关者和学术成果的活动和交互（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ｓ ａ ｂｒｏａｄ ｔｅｒｍ ｔｈａｔ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该定义首次较为明确地界定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研究内容：①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利

益相关者和学术成果之间的活动和交互；②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研究范围，是学术生态系统，并且包括

公共领域；③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表现形式，是与学术成

果相关的多样化的数字化指标。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定义中

包括不同类型的产出和不同形式的交互，既区

别于已成熟的基于引文数据的计量学，同时保

留了补充使用传统计量学的可能，包括测度学

术影响力等方面。 但是，在替代性评价背景下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发展出的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其测度的内容必然区别于传统基于引文

的学术评价实践” （报告第 １ 页）。 由此可见，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表

现形式，区别于传统的计量学。

２．６　 背景溯源

科技术语的产生与当时的背景密不可分，
为了理解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有必要追溯其形成

的背景。
（１）时代背景。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时代背景是学

术交流步入互联网时代，相比基于期刊体系的

学术交流，互联网时代有潜力形成更加高效的

科学交流体系，突出表现为新型交流平台的涌

现和盛行、新型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和丰富。
（２）应用背景。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应用背景是传

统定量科技评价体系存在缺陷，迫切需要研究

和开发新的数据源和计量指标，以期产生更好

的定量科技评价体系。
（３）政策背景。 政策背景是基金资助机构

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去证明资助的绩效，不再

局限于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也不再局限于

学术论文等传统形式的学术成果。
因此，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核心理念是促进对新型

学术成果的认可和更广泛的科学交流，旨在建

立面向“多种类型学术成果的全面影响力”的定

量评价体系，以替代唯引文指标是从的定量评

价体系。 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到引文只

是众多数字化指标的一种，这也是大数据时代

给我们的启迪。
然而，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捕捉不同利益相

关者与学术成果的所有活动和交互，但是实际上

受各数据来源平台数据政策影响，目前网络上可

捕捉的痕迹和可获取的数据仍十分有限。

２．７　 发展前景

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领域的发展前景来看，它绝不

是对传统计量学“边角”的“修修补补” ［１６］ 。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网络学术交流发展的产物，从发展的

眼光看，应当将其视作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而
不再将其依附于传统的计量研究去理解、定义

和探索。
时代在发展，数据的存在形式和存储方式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互联网已经模糊了纸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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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的界限，例如引文数据已经基本电子化，融
入成为网络数据的一部分，谷歌学术等学术搜

索引擎正是基于海量的电子引文数据才不断地

走向智能化、改善检索结果。 学术交流在互联

网上变得更加自由和高效，例如，ＰＬｏＳ ＯＮＥ 的

兴起和成功、Ｊｏ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创立和发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等平台的盛行，无
一不是对僵化的传统学术交流体系的冲击。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期刊学术交流

体系完全可能受到网络学术交流体系的挑战，
以网络学术交流体系为依托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

的地位也可能由从属变为主流。 所以，研究主

题当前所处的地位不宜作为翻译的依据。

２．８　 实践考虑

从译名推广的实践来看，“替代计量学”译

名和“补充计量学”译名都可能给非专业人士带

来误解。
“替代计量学”译名可能让人误以为要“取

代”传统计量学，因为按照汉语字面的理解，“替

代”是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事物，是“取而代之”的

关系。 虽然容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的科

学术语不在少数，例如“绿色食品”并非指绿色

的食品，“变态生物”也并非心理扭曲的生物等，
但是通过科普消除误解需要一定成本。 对于国

内学者而言，这种误解也会导致传统计量学者

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产生排斥心理。
“补充计量学”译名可能让人误以为 Ａｌｔｍｅｔ⁃

ｒｉｃｓ 在“修补”传统计量学的“细枝末节”，而没

有认识到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个独立的研究主题。 当

前，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在许多应用情境下是传统引文指

标的补充，造成“补充计量学”译名看来顺理成

章，未经深入推敲的前提下，在心理上更容易被

接受。 其实，正如前一节所述，当前研究主题的

相对地位不宜作为翻译的依据。 学术创新都是

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新的研究主题也是

从既有的研究领域中衍生出来，相对传统研究

领域当然是“后”产生的，为科研的大厦添砖加

瓦，无疑是“补充”。 若按照“补充计量学”译名

的翻译逻辑， 则 Ｗｅｂ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网络计量学）、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知 识 计 量 学 ） 等 皆 是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信息计量学） 的“补充”，都应当译

为“补充计量学”，然而这是有悖于事实的。

３　 讨论

３．１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个“错误”吗？
正如 ２．１ 节中所描述的那样，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这

个词有点阶段性和“半成品”的味道，命名存在

局限性，但是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术语是个错误吗？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ｆ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ｓ 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等

倡议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不仅是因为 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已经得到约定俗成的使用，而且因为这

些词语都不能准确表达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所预期表达

的涵义。 并且，若深入比较这些新提法，每种提

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尽管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提法带有一些缺陷，但是不至于被视作一种

“错误”，社会各界对该主题研究成果的重视足

以说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目前也

找不到更加合适的词能表达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所代表

的研究内容。

３．２　 不同译名的相同认识

时至今日，“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仍然在使用的中文

译名，主要是“替代计量学” 和“补充计量学”。
有趣的是，这两种译名虽然看似“南辕北辙”，但
是其提出者和使用者对“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基本认识

却是相似的。
（１） “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并不是 “替代” 传统计量

学，传统计量指标在当今仍然是主流，大多时候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是对传统计量指标的“补充”。
（２）“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和传统计量学一起使用，将有

助于产生新的更好的科学交流和科技评价体系。
（３）“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具有一些传统计量学不具

备的优点，在特定情境下比传统计量学更加

适用。

３．３　 不同译名的不同认识

两种译法的提出者和使用者对“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认识的不同之处在于：

（１）“补充计量学”译名的支持者将传统计

量学和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在学界和实业界的相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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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的依据：传统的计量指标已经被研究

和应用了几十年，而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是新兴的研究主

题；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挑

战传统计量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替代计量

学”译名的支持者认为这不能构成科技术语翻

译的依据，科技术语的译名应按照科技翻译的

原则进行。
（２）“替代计量学”译名的支持者认为，“替

代计量学”在大多时候“补充”传统计量学，这与

其译名并不矛盾，强调“替代计量学”与传统计

量学的共生和繁荣。 但是，“补充计量学”译名

的支持者始终认为“替代计量学”的译法容易让

人“望文生义” 地认为要取而代之，“补充计量

学”译名则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其实，本文在

２．８ 节中已经指出“补充计量学”译名会带来更

深层次的误会。
（３）“替代计量学”译名的支持者认为，互联

网终究会像改变经济领域那样深刻地改变科学

交流，终究会产生基于网络的比现行期刊体系

更加高效的科学交流体系，最终大家会形成从

科研全过程来看待学术成果和引文数据的视

角，这种革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将伴随着巨

大的挑战，也会迎来无数创新的机遇。 随着计

量学的持续发展，将不断有新的数据源和指标

产生，为计量方案提供更多选择。 “补充计量

学”译名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新的数据和指标注

定只能起到对引文指标的补充性辅助作用。

３．４　 统一译名使用的思考

根据目前的统计结果，“替代计量学”译名

的使用呈上升趋势，“补充计量学”译名的使用

呈下降趋势，但是原词直用的使用量稳居第一。
显然，回归原词直用是统一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用词

的最佳方案。 但是，由于我国科技术语字母词

问题已经相当严重［１７］ ，国家鼓励和提倡使用中

文科技术语，并通过多种措施加大力度推广中

文科技术语，例如权威出版社均要求必须使用

英文术语对应的中文译名。
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还没有对应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完美译名，除了在正式发表文献中被使用过的

“替代计量学”“补充计量学” “选择性计量学”，

还有在各种场合讨论中提出过的“社媒影响计

量学”“全计量学” “综合计量学” “泛计量学”
“复式计量学”“交叉计量学”等，但是这些非正

式提法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那么既然现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定义已经明确了，能否提出一个更

好的、没有争议的中文译名呢？ 实则不然，Ａｌ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测度的是学术生态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

者与学术成果的交互，实际上范围很广，所以无

法提炼出简明的研究对象，例如“交互计量学”
看上去也是不知所云。

从国外的现状来看，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已经得到了

认可和使用，自 ２０１６ 年 ＮＩＳＯ 的推荐标准发布

以来，已经鲜有争议。 从国内的经验来看，其他

学科也曾经就“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这个词发生过“替

代”和“补充”的译名“交锋”，最终都采用了“替

代”的译法，也很快得到了理解和推广，没有发

生长期误会的情况或产生其他负面效应。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中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有 “ 替代” 的含

义，是从“替代性方案”这个角度来阐述的，但是

没有“补充”的含义；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构成独立的研究

主题，依托于新型网络学术交流体系，拥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在学术上与传统研究主题是平等

的关系，而非“补充”的依存关系；研究主题出现

的先后顺序、所处的相对地位不宜作为翻译的

依据，更何况研究主题所处的地位可能随着时

代发展发生变化。
因此，经过推敲，笔者认为目前“替代计量

学”是最合适的中文译名，应当得到推广和统一

使用，并且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理解应停止从字面去

解读，而直接从定义入手去理解。

４　 结论与展望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自引介到中国以来，其译名一直

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严重阻碍了该主题的学

术交流，制约了该领域的健康发展。 本文回顾

并总结了译名之乱的形成过程，基于学术论文

的发文量、被引量、下载量和作者数，统计分析

了目前不同译名的使用现状，指出译名统一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然后从英文原词、词典释义、
提出者本意、循例借鉴、定义阐释、背景溯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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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景和实践考虑八个方面，较为深入和全面

地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问题做了辨析。 主要结

论如下：
（１） 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不同译名的使用情况来

看，英文原词的使用频次最高（检全率为 ９２％、
使用学者数 １５４ 位），其次是“替代计量学” （检

全率为 ３４％、使用学者数 １０９ 位），接着是“补充

计量学”（检全率为 １３％、使用学者数 ５２ 位），
“选择性计量学”使用较少。

（２）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分歧带来了不利影响，
迫切需要统一。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译名分歧不仅给非专

业研究人员（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和新进入该领

域的研究生）带来了困扰，而且人为造成了文献

检索的漏检和国内研究力量的分散，严重阻碍

了该领域在国内的发展和应用。
（３）从英文原词、单词释义和提出者本意出

发来看，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英文术语虽然不够完美但是

发挥了重要作用；“替代”和“补充”都不能完美

地反映原义，最切合的含义是“另类的；非传统

的”，从翻译角度而言，“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没有“补充”
的含义，但是有“在特定情境下替代”的含义；提
出者的初衷是发展新的指标、新的解决方案、新
的科学交流体系，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蕴含的“替代”不排

斥共存和合作。
（４）从循例借鉴的角度来看，“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早已在国内学术界若干学科的科技术语中出

现，并译为“替代”，然而并没有出现本领域学者

所担心的长期误解问题。 在医学有“替代医学”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在农学有 “ 替代农学”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在旅游学有“替代性旅

游”（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这些“替代”本质上都

是指相对于传统形式而产生的新形式，提供的

“替代性方案”，旨在完善和发展相应领域。
（５）从术语定义、背景溯源及发展前景的角

度来看，“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与传统计量学是和谐的共

生关系，并非依存的“补充”关系。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定义、研究对象和

研究范式，旨在促进多样化学术成果的科学交

流，鼓励新型科学交流平台的创新和发展。 随

着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科学家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的研究数据会更加丰富，新型

科学交流方式的使用比例也将不断增加。
（６）从实践考虑来看，虽然“替代计量学”译

名可能令人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但是国内外

的发展都表明这种潜在的误解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严重，都很快得到了消除。
综上所述，目前对应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最合适的中

文译名是“替代计量学”。 虽然英文原词在译名

不确定的情况下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使用，但
是有悖于我国目前推广使用中文科技术语的科

技政策，所以为了推动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研究在国内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议推广和统一使用“替代计

量学”的中文译名。 未来，对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认识

将建立在对其定义的直接认识上，而不再受其

名称构成的影响。

致谢：感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青

年基金（ ＪＧＱＮ１８０３）的支持和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资深教授邱均平先生以及大连理工大学前辈

的指教。

参考文献

［ １ ］ Ｐｒｉｅｍ Ｊ， Ｔａｒａｂｏｒｅｌｌｉ Ｄ， Ｇｒｏｔｈ Ｐ， 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ｒｇ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 ．

［ ２ ］ 余厚强，肖婷婷，王曰芬，等． 政策文件替代计量指标分布特征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７， ４３（５）：

５７－６９．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ｆ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４３（５）：５７－６９．）

［ ３ ］ 刘春丽． Ｗｅｂ ２．０环境下的科学计量学：选择性计量学［ 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２， ５６ （１４）： ５２－５６， ９２．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２．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２， ５６

（１４）：５２－５６，９２．）

０５８



余厚强　 任全娥　 张　 洋　 刘春丽：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译名分歧：困扰、影响及其辨析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ＲＥＮ Ｑｕａｎ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 ＆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ｌｉ：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 ４ ］ 邱均平，余厚强． 替代计量学的提出过程与研究进展［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 ５７（１９）： ５－１２． （Ｑｉｕ Ｊｕｎ⁃

ｐｉｎｇ，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３， ５７（１９）： ５－１２．）

［ ５ ］ 由庆斌，汤珊红． 补充计量学及应用前景［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３， ３６（１２）： ６－１０． （Ｙｏｕ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Ｔａｎｇ

Ｓｈａｎｈｏｎｇ．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

３６（１２）：６－１０．）

［ ６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Ｒ， Ｙｅ Ｆ 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３，

５８（２６）： ３２８８－３２９０．

［ ７ ］ 王贤文． 科学计量大数据及其应用［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ｗ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 ８ ］ 赵蓉英，魏明坤，汪少震． 基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的开源软件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７，

４３（２）： ８０－９５． （Ｚｈａｏ Ｒｏｎｇｙｉｎｇ， Ｗｅｉ Ｍｉｎｇｋｕ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ｚｈ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４３（２）：８０－９５．）

［ ９ ］ 刘晓娟，宰冰欣． 图书情报领域文献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指标分析［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５， ５９（１８）： １０８－１１６．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Ｚａｉ Ｂｉｎｇｘ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 ５９（１８）： １０８－１１６． ）

［１０］ 刘细文． 科技政策研究之科学计量学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５－１８ （Ｌｉｕ Ｘｉｗ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１５－１８．）

［１１］ 邱均平，余厚强． 论推动替代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５， ４１（１）： ４－１５． （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４１（１）： ４－１５．）

［１２］ Ｊｏｙｃｅ Ｃ Ｒ Ｂ．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１９９４， ３４４（８９３２）： １２７９－１２８１．

［１３］ 陆均良，张璐． 替代性旅游发展的条件和技术要素研究［Ｊ］ ． 商业研究， ２０１０（４）： １９１－１９４． （Ｌｕ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ｕ．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Ｊ］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４）：１９１－１９４．）

［１４］ 王小利，马礼，张永华，等． 替代农业研究综述［Ｊ］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４， ２５（２）： ９４－

９８．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 Ｍａ 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２５（２）： ９４－９８．）

［１５］ Ｈａｕｓｔｅｉｎ Ｓ，Ｂｏｗｍａｎ Ｔ Ｄ，Ｃｏｓｔａｓ 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２５］．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 ／ ａｂｓ ／ １５０２．０５７０１．

［１６］ Ｐｒｉｅｍ Ｊ．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３， ４９５（７４４２）： ４３７－４４０．

［１７］ 刘青． 关于科技名词中字母词问题的探讨［Ｊ］ ． 中国科技术语， ２０１４， １６（２）： １０－１４． （Ｌｉｕ Ｑ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６（２）：１０－１４．）

余厚强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任全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张　 洋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刘春丽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６）

０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