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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与综述 

“细菌移位”还是“细菌易位”？ 

方钰文  徐文娇  胡巧  朱奎*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  北京  100193 

摘  要：关于“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研究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国内文献对将“Bacterial 

Translocation”翻译为“细菌移位”还是“细菌易位”还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为对“Bacterial Translocation”

的准确翻译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阐明了其研究背景及定义、发生机制及生物学意义；系统总结了国

内文献中“细菌移位”和“细菌易位”的使用现状，从中文词义和生物学过程 2 个角度探讨了“Bacterial 

Translocation”对应的中文翻译；最终认定翻译为“细菌移位”更准确、认可度更高、更有利于推进相

关研究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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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Chinese 
FANG Yuwen  XU Wenjiao  HU Qiao  ZHU Kui* 

National Center for Veterinary Drug Safety Evaluation,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has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for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s still inconsistent and unstandardized at present.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per transl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erminological definition, mechanism,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We then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frequency of the two main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Furthermore, basing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biological process, we discussed the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We finally adopted the more accurate and more recognized one for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in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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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范“Bacterial Translocation”中文翻译
的意义 

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出现的科技

名词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由外文翻译为中文

的术语，而不同的人在翻译同一外文科技名词时，

由于理解上存在差异， 终的翻译结果也会存在差

别。规范科技名词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 对科技名词的规范与科学研究工作中对严谨性

的要求相符合；(2) 规范的用词能够为文献的分类

与存储、检索与共享带来极大的便利；(3) 文献是

传播和交流科学知识的载体，规范科技名词一方面

能够帮助读者、译者及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文献内

容、减少误解或误用，另一方面也对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推广国内科研成果具有重要意义；(4) 当今

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与经济、文化、政治及军事等

方方面面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规范的用词不仅

是对社会化的科学技术的基本要求，也是将科学技

术更好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的重要保障。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美国国家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数据 (NCBI)的 PubMed 数据库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检索“Bacterial 

Translocation”，可得到 15 061 条结果，而且每年的

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图 1)，这说 

 

 
 

图 1  PubMed 中关于“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年发

表文章数量 
Figure 1  Number of papers per year on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PubMed 
 

明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与之相关的研

究上。然而，目前“Bacterial Translocation”在国内

文献中却出现了多种翻译结果，其中主要为“细菌

移位”和“细菌易位”这 2 种翻译。这种混乱的情况

不仅与科研的严谨性背道而驰，也为相关研究的

传播、交流及其社会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总而言之，规范“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

译不仅具有规范一般科技名词的普遍意义和深远

意义，与之相关研究方向的热门化也意味着尽快

规范该词的翻译是十分有必要的。 

2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2.1  研究背景及定义 

1959 年，一项研究利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

大肠杆菌证明：细菌可从肠道转移至腹腔 [1]。

1966 年，“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概念初具雏

形，并在 初被描述为肠道内细菌穿过肠黏膜屏

障 进 行 迁 移 的 过 程 (Translocation Across The 

Intestinal Wall)[2]。1972 年，有学者提出，肠黏

膜通透性改变可致使肠道中的细菌病原体进入机

体[3]。1979 年，“Bacterial Translocation”被进一步

地定义为细菌从肠腔内穿过肠黏膜屏障进入固有

层，侵入肠道外的其他组织和器官，如肠系膜淋

巴结、肝、脾及血液等，从而引起疾病的过程[4]。

此后，“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概念也随着相关

研究的逐渐深入而更加完善。例如，人们发现，

“Bacterial Translocation”概念中的主体并不仅限于

细菌，还包括抗原、内毒素和细菌 mRNA 等，这

是因为在肠黏膜通透性改变的情况下，除病原菌

本身外，细菌所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等也能够进

入机体[5]；另有学者发现除了指细菌从肠腔内穿过

肠黏膜屏障的过程以外，“Bacterial Translocation”

还可指细菌透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 

过程[6]。 

2.2  发生机制及原因 

人的肠道中大约有 150−400 种细菌[7]，其中不

乏一些能够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的病原菌[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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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中的细菌及其代谢产物并不

会进入机体体循环。这是因为肠道除具有消化、

吸收营养物质和内分泌的功能外，还具有肠黏膜

屏障功能。 

肠黏膜屏障可分为机械屏障、化学屏障、生

物屏障及免疫屏障。其中，由肠黏膜上皮细胞、

细胞间紧密连接及菌膜构成的机械屏障是防止

或减少“Bacterial Translocation”发生的 主要途

径[9]。如图 2 所示，在机体经历创伤、感染、手术

等应激状况，肠道上皮细胞的结构受到物理、化

学、生物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脱落坏死的情

况下，肠黏膜便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表

现为肠黏膜萎缩，细胞间紧密连接减少、缺失或

变异，肠黏膜通透性增加；此时，肠道内的细菌

及其代谢产物便能以跨细胞转运的方式或自由通

过细胞间隙的方式越过肠黏膜屏障，经肠淋巴引

流这一主要途径到达门静脉[10-12]，再通过血液循

环侵入在正常状态下处于无菌状态的系统、组织

和器官，引起“Bacterial Translocation”，从而导致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13]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等[14]。除此之外，

机体免疫力下降和肠道内细菌聚集等各种造成肠

屏障功能受损的原因也都是“Bacterial Translocation”

发生的诱因。 

3  使用现状 

如前文所述，“Bacterial Translocation”这一术

语是由国外学者率先提出的，然而 早在国内文

献中引进“Bacterial Translocation”一词的学者是将

其译为“细菌移位”还是“细菌易位”，目前尚无具体

定论。在“中国知网”的相关学科中进行检索， 早

使用“细菌移位”的文献是 1989 年 10 月发表的《脂

质过氧化在严重烫伤后肠源性感染发病机制中的

作用》[15]，在该文章中，作者通过观察烫伤后回肠

黏膜内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回肠黏膜病理改变和肠道内细菌移

位 的 动 态 变 化 ， 终 发 现 应 用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对减轻肠源性感染

有一定作用； 早使用“细菌易位”的文献则是

1989 年 4 月发表的《烧伤后大鼠肠道菌群的改变及 

 

 
 
图 2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发生机制 
Figure 2  The mechanism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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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易位》[16]，在该文章中，作者推测回肠以上肠段

是肠道“细菌易位”的主要部位。显然，就目前能够

检索到的文献而言，“细菌移位”与“细菌易位”的

早使用时间几乎一致，这说明混用“细菌移位”与

“细菌易位”的现象存在已久。此外，通过检索也

不难发现，在目前的国内文献当中，混用“细菌移

位”与“细菌易位”二词的现象也仍然存在。因此，

下文将从两方面对 2 种翻译的使用现状进行分析，

从而探讨认可度更高的翻译是“细菌移位”还是“细

菌易位”。 

(1) 在中国知网(CNKI) (https://www.cnki.net/)、

维 普 数 据 (CQVIP) (http://cqvip.com/) 和 万 方 数 据

(Wanfang Data)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index.html)中，分别以“细菌移位”和“细菌易位”为

关键词对主题进行检索，并统计检索得到的中文

结果的数量。由表 1 可知，在这三大中文期刊数据

库中，使用“细菌移位”的文献数量均比使用“细菌

易位”的文献数量多。 

(2) 在 CNKI 翻译助手网站(https://dict.cnki. 

net/old/dict.aspx)搜索“Bacterial Translocation”，既

可得到将其译为“细菌移位”的短句，如“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nd intestinal mucosa morphology were 
observed (观察大鼠肠系膜淋巴结细菌移位及肠黏 
 

表 1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中“细菌移位”与“细菌易位”

的检索结果 
Table 1  Search results of “细菌移位” and “细菌易位” in 
three Chinese journal databases 

数据库 

Database 

检索词 

Subject 

结果数量 

Results number

中国知网 

CNKI 

细菌移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1 814 

细菌易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795 

维普数据 

CQVIP 

细菌移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674 

细菌易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297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细菌移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2 876 

细菌易位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1 222 

膜形态变化)”[17]；也可得到将其译为“细菌易位”

的短句，如“Bacterial translocation rate was 64.6% 

(脏器组织细菌易位率为 64.6%)”[18]；还有文献将

其 译 为 “肠 道细菌易位”或“细菌转位”。总体而

言，将其译为“细菌移位”的短句占比还是相对较高

(55.35%) (图 3)。 

由此可见，不管是从使用文献数还是从翻译

结果的占比现状来看，总体上，人们还是更倾向

于使用“细菌移位”。然而，认可度更高的翻译并不

一定就是更准确的翻译，而且目前仍有相当一部

分文献中使用的是“细菌易位”。因此，为了明确

“细菌移位”和“细菌易位”哪一种翻译更贴切，下文

将 结 合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的 研 究 背 景 及 定

义、发生机制及原因，从中文词义和英文翻译 2 个

角度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 

4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译 

4.1  中文词义分析 

词由字组成，在探讨 2 个词语的区别前，必须

先斟酌字的区别。诚然，不同字典对同一个字的

解释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总体而言，这些区别还

是较为细微的。我们选取了较权威同时也较有代表

性的《古代汉语字典》[19]与《新华字典》(第 11 版)[20]，

并以此为依据讨论“移”与“易”的区别。表 2 为“移”

与“易”字在用作动词时的主要释义。 

 

 
 

图 3  CNKI 中“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译现状 
Figure 3  The translation status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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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移”与“易”作动词时的主要释义 
Table 2  The main definitions of “移” and “易” as verbs 

词典 Dictionary 移 Yi 易 Yi 

《古代汉语字典》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1.移动 Move 

2.改变 Change 

3.递送 Delivery 

1.交换 Exchange

2.改变 Change 

3.轻视 Despise 

《新华字典》(第 11 版) 

Xinhua Dictionary  
(11th ed.) 

1.移植 Transplant 

2.移动 Move 

3.转移 Transfer 

4.改变 Change 

1.交换 Exchange

2.改变 Change 

3.替代 Replace 

4.传播 Spread 

5.整治 Repair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新华字典》(第 11 版)

中，“移”的本意为“移秧”，其第一个释义“移植”也

是因此而来；而“易”的本意为“蜥易”。分析两字在

词典中的不同释义，不难发现以下信息：(1) “易”

字的本意并不是动词；(2) “易”字无论是在古代还

是现代，都没有“移动”或“转移”之意，其更侧重于

表示“交换”，即“双方各拿出自己的给对方”。但显

然 ，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的 过 程 并 不 是 双 向

的，其指的仅仅是指肠道内的细菌及其代谢产物

从肠腔内转移至肠外器官的过程，而肠外的组

织、器官和系统本就是无菌的，因此，所谓的“肠

外细菌进入肠内”的过程并不存在。也就是说，

“Bacterial Translocation”是一个单向过程，“易”的

释义与之不符。 

此外，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21]中，“移

位”的释义为“水从植物体的某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的

转移”，而“易位”则没有被收录，与之相关的仅有

“阴阳易位”一词，用于比喻君臣或地位截然不同的

人物互换其位，强调的还是“交换”之义。 

除词语的本意外，综合考虑它们在其他学科

中的定义，对回答“细菌‘移位’还是‘易位’”这一问

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移位”在手外科学中的

定义为“将周围神经以保留血供的带蒂状态，从身

体的某一部位转移到另一部位的手术”，在阿尔茨

海默病中，“移位”指的是解剖结构的位置移动状

态。“易位”则更广泛应用于药学、农学等领域，其

定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细胞生物学中，“易位”

被定义为“非同源染色体之间互换片段的一种畸

变”；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易位”则特指

在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中，肽酰 tRNA 由易位酶催

化，从 A 位移到 P 位的过程，以及激活的激素-受

体复合体或其他蛋白质从胞质移入胞核的过程。

由此不难看出，由字成词后，“移位”仍是侧重于强

调“转移”，而“易位”也仍是侧重于强调“互换”，仅

在细胞生物学中稍有“移动”之意。 

总而言之，针对“Bacterial Translocation”这一

过程，无论是从字义方面分析，还是从词义角度

辨析，抑或是参考它们在其他学科中的定义，“移

位”都比“易位”要更为贴切一些。 

4.2  英文翻译分析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由 “Bacterial” 和

“Translocation”两 词 组 成 。 “Bacterial”作 为 形 容

词，其释义为“细菌的”。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

词典》[22]中，“Translocation”的释义为“a movement 

from one position or place to another”，即“从一个位

置或地方到另一个位置或地方的运动”。此外，在

生物医药大词典网站 (https://dict.bioon.com/index. 

shtml)中，“Translocation”作为通用词汇时也翻译为

含 有 “ 移 动 ” 之 意 的 “ 移 位 ” 。 因 此 ，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直译应为“细菌的移动”。再结合其

定义以及上文对“移位”与“易位”二词的辨析可知，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意译应为“细菌移位”。 

在药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 、 遗 传 学 、 农 学 、 植 物 学 等 学 科 中 ，

“Translocation”均被译为了“易位”[23-28]，这是目

前针对“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译出现分歧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但 “Bacterial Translocation”比

“Translocation”显然多了“Bacterial”这一定语。因

此，在讨论“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译时，还

是应以整个词组在其所属学科中的释义为准。在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的“术语在线”网

站 (https://www.termonline.cn/index) 检 索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结果显示，该词组属于烧伤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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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移植学、放射医学与防护、肠外肠内营养学名

词，将“Translocation”译为“易位”的药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农

学、植物学与这些学科的相关性不强。在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2014 年公布的《放射医

学与防护名词》[29]，以及 2019 年公布的《烧伤

学名词》 [30]与《肠外肠内营养学名词》 [31]中，

“Bacterial Translocation”均已确定译为“细菌移位”，

但由于委员会并未对此做出解释，而且在目前的

中文文献中混用“细菌移位”与“细菌易位”的现象

仍较为普遍，因此还是有必要探讨将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翻译为“细菌移位”的原因，从而为

权 威 翻 译 提 供 理 论 支 持 ， 推 动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规范使用。 

总而言之，当“Translocation”单独使用时，在

绝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确 实 应 译 为 “ 易 位 ” ， 但 当

“Bacterial”与 “Translocation”组 成 词 组 后 ， 综 合

“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直译、意译结果，以

及这一词组在相关学科中的权威释义，从翻译

角度分析，使用“细菌移位”比使用“细菌易位”

更准确。 

5  总结与讨论 

结合“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研究背景及定

义、发生机制及原因，通过辨析“移”和“易”二字在

古今两部代表性的权威字典中的释义、“移位”和

“易位”二词本意以及它们在其他学科当中的定义，

再通过分析“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直译、意译

结果并结合其在相关学科中的权威释义，可得出

结论：将“Bacterial Translocation”翻译为“细菌移

位”更贴切。 

此外，从使用现状上看，在国内学者当中，“细

菌移位”的认可度也相对较高。这样的高认可度无

疑能够降低规范工作的困难程度，但不可否认的

是，使用“细菌易位”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因此，

规范“Bacterial Translocation”的翻译仍是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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