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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科技文稿中出现的１４０例使用“进行”的句子，举
其中２０例予以说明。部分例句可以直接去掉“进行”而不影响
语意，部分例句去掉“进行”后适当调整句子的结构即可完整表

达语意。赘用“进行”通常属作者不经意的语言习惯，在文稿编

校时应酌情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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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报道和讲话稿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赘用词

语，如亲眼目睹、生活安居乐业、公开曝光、胜利的捷报

等［１］。这些赘余词语的使用虽不损语意，但用在正式

场合还是有伤大雅。科技文稿讲究真实、严谨，较少需

要用于强调或修饰的形容词或副词，因而词语赘用现

象并不多见。在科技期刊编辑实践中，我们发现“进

行”一词却是个例外，其赘用的情况相当普遍。

为探究赘用“进行”的各种类型和情况，搜集了

《淡水渔业》和《湖北农业科学》近期刊发文稿中出现

的“进行”一词，对１４０例“进行”的用法作了分析，发
现８０％以上的情况属于赘用（１２０例）。其中又分为２
种情形：一是可以直接去掉句中的“进行”（５４例）；二
是去掉“进行”后适当调整句子的结构，但不增加外来

成分（６６例）。此２种情形均不会影响到句子的语意。
现举实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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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流程要完成输入查询术语，识别、判断、提取，
简繁转换，输出等步骤；对于表１中的“义同音不同”
“音译不同”这２种容易引起歧义的类别，还要出现提
示标志“符号”，以表示词义的不同。

３　结束语

　　１）对两岸科技术语进行了对比分类，认为主要区别
有３类：一是“一词两音”（义同音不同）；二是“音译不同”
（外来语翻译不同）；三是“一字两写”（简繁体不同）。

２）随着科技信息化和科技术语标准化的发展，可
以建立计算机术语库查询科技术语，术语库的存储资

料可以按照标准化要求存储和更新。这既可以满足两

岸科技人员对名词术语对照查询，也可以满足编辑人

员对新术语使用的工作需求。使用计算机查询比使用

纸质工具书查询更具有优势。

３）我国铁路目前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为促进北京
交通大学和台湾大学今后在铁路和交通等领域的交

流，下一步可以了解台湾铁路科技术语方面的名词称

谓，为今后两岸科技论文交流及科技名词术语的编辑

加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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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直接去掉句中的“进行”

　　以下例句中用了“进行”，去掉“进行”后对句子主
要表达的意思毫无影响。

例１　黄花白芨种子不易发芽，主要以分株方式
进行繁殖。

例２　近几年来，养殖户倾向于使用鳗鱼饲料进
行投喂养殖，而且可以获得较好的生长效果。

例３　随机放入已经消毒的室内圆形水族箱中进
行饲养，实验期５６ｄ。

例４　对于由外伤引起的水霉病，可以用 ＮａＣｌ、
ＮａＨＣＯ３混合溶液进行连续浸浴处理１周。

例５　分别从各处理组中随机捞取试验草鱼 ５
尾，在冰盘上进行解剖，取出肝脏。

例６　获得较多的黄鳝雄性亲本和提高雌性的绝
对怀卵量成为进行黄鳝人工繁殖的瓶颈问题。

例７　使用７．５×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的 ＴＢＹ１菌液对各
免疫组及对照组的罗非鱼进行攻毒。

例８　采摘样方中全部的１芽１叶鲜叶，进行称
重，得到鲜叶产量。

例９　在诊断时最好使用显微镜进行检查。
例１０　本研究旨在寻找与草鱼生长性状相关联

的分子标记位点，为将来进行草鱼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工作奠定基础。

２　去掉“进行”并调整句子结构

　　以下例句中有下画线的是要改动的部分，括号中
是改动后的部分。可以看出，去掉句中的“进行”，并

适当调整句子结构，但不增加任何外来成分，同样不会

影响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例１１　本研究对洱海水生鞘翅目种类进行了记
录，并对其区系进行了分析（记录了洱海水生鞘翅目

种类，并分析了其区系）

例１２　于 ６月 ２０日进行田间试验结果的调查
（调查田间试验结果）

例１３　对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危害及防治对策
进行了讨论（讨论了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危害及防

治对策）

例１４　可能更有利于从其中进行涪麦冬优良株
系的筛选（筛选涪麦冬优良株系）

例１５　采用间接ＥＬＩＳＡ法进行血清效价测定（测
定血清效价）

例１６　用德国Ｗａｌｚ公司产ＷａｔｅｒＰＡＭ水样叶绿
素荧光仪进行叶绿素荧光各个参数的测定（测定叶绿

素荧光各个参数）

例１７　用体积分数１０％的甲醛溶液固定后进行
卵膜的分离（分离卵膜）

例１８　采集的鱼类标本现场鉴定种类，进行体
长、体重等测量，并记录数量、采集地等相关数据（测

量体长、体质量等）

例１９　构建了底泥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克隆文库，并
对该文库中的微生物群落进行了分析（分析了该文库

中的微生物群落）

例２０　本课题组曾对杂交鳢的遗传特性、胚胎发
育、生长性能、抗逆性、血液指标、肌肉营养成分等研究

现状进行了总结（总结了杂交鳢的遗传特性、胚胎发

育、生长性能、抗逆性、血液指标、肌肉营养成分等研究

现状）

３　讨论

　　审稿中发现，在文稿中偏好使用“进行”是一部分
作者的语言习惯，在已发表的论文中赘用“进行”的现

象也十分普遍，这表明这一问题未引起编辑同人的注

意，媒体中赘用“进行”亦很盛行。在词典中对“进行”

的解释是“从事（某种活动）”，例如“进行讨论”“进行

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并强调“‘进行’总是用在持

续性和正式、严肃的行为，短暂性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不用‘进行’，例如不说‘进行午睡’，‘进行叫喊’”［２］。

诚然，以上所举的例子中虽然并不涉及到短暂性的和

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但其赘用“进行”的性质是十分明

显的。

本文所讲的“赘用”仅指可以去掉“进行”的情形，

不包括可以用其他词汇替代“进行”的情形，例如本文

中的“对１４０例‘进行’的用法作了分析”，而不是“对
１４０例‘进行’的用法进行了分析”。在实践中，可以用
别的词汇替代“进行”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某些正式、

严肃的场合另当别论。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国

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其中的“进行”既不可去

除，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词汇。但在科技论文中，这

种情况即使有也是很鲜见的。本文并不是一概地排斥

使用“进行”，反对的仅是滥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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