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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名称及其若干问题的讨论

刘金秋，秦善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内容提要：矿物名称在矿物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地球上已发现的矿物种已经达到

４０００余种，它们如何科学和系统地命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矿物命名的标准和规则问题也越来越为矿物

学家所重视。本文对矿物名称的历史渊源和命名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矿物名称中蕴涵的共有特性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中、英文矿物名称的特点对当前矿物命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矿物；矿物命名；新矿物、矿物命名和分类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Ｎｅｗ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ＮＭＮＣ）

　　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也是近

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矿物种名称在矿物学的发

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矿物名称从广义上讲可以

有三种涵义，一是矿物种的名称；二是矿物族的名

称；三是矿物变种的名称。狭义的矿物名称仅指矿

物种名称。本文讨论的矿物名称仅限于其狭义范

畴。

１　矿物的定义

探讨矿物名称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矿物的定义。

矿物的定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发展变化。

传统的矿物定义是“地壳中物理化学作用（包括生物

物理化学作用）形成的天然无机的均一晶质固体，它

在地壳中是以岩石、矿石（或其他集合体）的组成单

元的形式而存在的”（王濮等，１９８２）。然而，随着交

叉和边缘科学领域的深入和扩大，现在已有趋势将

形成的矿物的作用扩大至“自然作用”，这样就可以

将生物矿物和宇宙矿物等与传统定义不符合的物质

纳入到矿物的范畴（Ｎｉｃｋｅｌ，１９９５）。事实上，国际

矿物学协会在１９９８年便提出“矿物是地球和外天体

中天然产出的固体”（Ｎｉｃｋ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矿物种

则是具有确定的化学组成和结晶学性质的矿物质，

并赋予特定的名称。一个矿物种主要以其化学组成

和晶体结构为基础加以确定，这是判定新矿物种和

新矿物名称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

２　矿物的命名

大量的考古和出土文物研究表明，原始人类早

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开始为矿物命

名。最初，矿物名称源于其产地或者外部性质。随

着矿物学的进步，大量较为科学的矿物名称出现于

矿物文献中。从１８００年至今，矿物种和矿物名称的

数量大体上呈逐年递长的趋势。据统计，从１８００年

到１８１９年，增长数量为８７种；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９１９

年，每２０年发现有记录的新矿物的平均数量是１８５

种；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３９年有２５６种；从１９４０年到

１９５９年有３４２种。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３年间

就有５７５种新矿物被命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到目

前为止，地球上已命名的矿物种已经超过４０００个。

２．１　矿物命名的历史

英文“ｍｉｎｅｒａｌ”一词，源于拉丁文 ｍｉｎｅｒａ，或为

ｍｉｎｅｒｉ，始于希腊罗马时代，在中世纪开始普及，是

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有１００种左右的矿物在

１８００年之前就为西方所知晓了。在西方的古文献

中有超过１５０００个矿物名称，其中只有仅仅约２０００

个是有效的矿物种名称，还有一些被保留下来作矿

物变种的名称（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

“矿”字在我国则是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为

“
!

”，读作ｇｕàｎ。先秦时代的《尚书·夏书·禹贡》

中列入了纈石（即铁矿）、丹（即水银矿）、铅松（即铅



矿）等１２种矿物或类似物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

列举矿物２０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

硫石、白矾等。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不但描述了金、

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还记述了１２４种

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明代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中除１６０～２００种矿物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

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

等与矿物有关的名词出现（吴凤鸣，２００４）。

２．２　矿物命名的标准化

从１８世纪开始，矿物学家就开始致力于建立统

一标准的矿物命名系统。ＣａｒｌｖｏｎＬｉｎｎé是最早从

事该项工作的科学家，他试图引入化石和生物学分

类的方法来解决矿物命名的问题，但该方法后来没

有被广泛接受（ｄｅＦｏｕｒｅｓｔｉｅｒ，２００２）。建立科学矿

物命名系统的最新努力是由Ｐｏｖａｒｅｎｎｙｋｈ完成的。

１９７２ 年，他 在 其 著 作 “犆狉狔狊狋犪犾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狊”中提出，所有的矿物名

称都要以“－ｉｔｅ”为后缀，要反映矿物自身的化学组

成和晶体结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

到上个世纪中叶，负责审订矿物名称和制定矿

物命名标准的国际性的矿物命名机构的建立标志着

矿物命名标准化的基本完成。１９５８年，国际矿物学

协会在西班牙马德里正式成立；次年，国际矿物学协

会建 立 了 新 矿 物 和 矿 物 名 称 委 员 会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Ｎｅｗ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Ｎａｍｅｓ，

简称ＣＮＭＭＮ），该委员会负责全球矿物名称的审

订和命名工作，具有最高权威。２００５年，ＣＮＭＭＮ

与国 际 矿 物 学 协 会 矿 物 分 类 委 员 会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简 称

ＣＣＭ），合并为新矿物、矿物命名和分类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Ｎｅｗ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ＮＭＮＣ）（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５）。现在

全球每年平均有８０余种新矿物申请，其中大概６０

种左右会经该委员会批准确认为新矿物（Ｂｕｒｋｅ，

２００７）。

１９８１年，中国新矿物及矿物命名专业委员会成

立，该委员会是ＣＮＭＭＮ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负责

中国大陆境内的矿物命名工作。１９８３年，该委员会

出版了《英汉矿物种名称》，该书整理和修订了１９８０

年以前在国内外有关书刊上的矿物种名称３１００条，

这是对我国矿物名称的命名和翻译工作的全面梳

理，在我国矿物名称工作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种新矿物及其英文名称被文献接收之前，必须

事先获得ＣＮＭＮＣ的批准，主要作者应直接地或者

通过所在国家的ＣＮＭＮＣ分支机构向ＣＮＭＮＣ主

席提交建议书。新矿物的建议应在公开发表之前提

交审批。这项建议应尽可能包含建议的名称及选择

该名称的理由、化学分子式、结晶学数据等信息，具

体要求及程序参考“犜犺犲犐犕犃犮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狀狀犲狑

犿犻狀犲狉犪犾狊犪狀犱 犿犻狀犲狉犪犾 狀犪犿犲狊：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犪狀犱

犵狌犻犱犲犾犻狀犲狊狅狀犿犻狀犲狉犪犾狀狅犿犲狀犮犾犪狋狌狉犲，１９９８”（Ｎｉｃｋｅｌ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２．３　矿物名称的基本来源

尽管矿物的名称的确认需要得到ＣＮＭＮＣ的

批准，但只有描述该矿物的作者有权为新矿物命名。

矿物通常以人名、产地或其特殊性质命名。

２．３．１　以人名命名矿物

此类矿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以矿物学家命名和以

其他领域名人命名两大类别。此类命名的矿物名称

占矿物名称总数的一半左右。

矿物学起源于欧洲，所以早期有很多矿物是以

欧洲矿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比如

ｗｅｒｎｅｒｉｔｅ（方柱石，与ｓｃａｐｏｌｉｔｅ同义），是以德国矿

物学家 ＡｂｒａｈａｍＧｏｔｔｌｏｂＷｅｒｎｅｒ（１７５０－１８１７）来

命名的，他也是采用人名来为矿物命名的第一人。

又如ｍｉｌｌｅｒｉｔｅ（针镍矿），是以英国矿物学家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ｌｏｗｅｓＭｉｌｌｅｒ（１８０１－１８８０）的名字命名的，他发

明了描述晶面的 Ｍｉｌｌｅｒ指数。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矿

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其他各大洲的矿物学家都拥

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矿物。比如在我国发现的

ｐｅｎｇ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ｉｔｅ（彭志忠石）、ｙｕａｎｆｕｌｉｉｔｅ（袁复礼石）

等。

除了矿物学界，矿物命名所涉及的名人的领域

其实是很宽的。比如ｇｏｅｔｈｉｔｅ（针铁矿）得名于德国

著名作家、诗人和哲学家歌德（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ｖｏｎＧｏｅｔｈｅ）；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ｉｔｅ（砷铋石）得名于美国第３２

任 总 统 罗 斯 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ｉｔｅ（水硅钙锆石）得名于美国宇航员阿姆

斯特朗（ＮｅｉｌＡｌｄｅｎ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３．２　以地名命名矿物

来源于地名的矿物名称数量仅次于以人名命名

的矿物名称。以地名命名矿物可大致划为三类：第

一是地理地形名称，包括山脉、峡谷、盆地、高原、沙

漠、大陆、海洋、湖泊、河流等等。比如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ｔｅ（南

极石）以南极洲（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命名；ｈｕａｎｇｈｏｉｔｅ（黄河

矿）以中国的黄河命名等。第二是行政区划名称，包

括国家、州、省、地区名称等等。比如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ｉｔｅ（磷

铝钠石）以巴西（Ｂｒａｚｉｌ）国名命名；ｃｕｂａｎｉｔｅ（古巴矿）

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９年



以古巴（Ｃｕｂａ）国名命名。第三是矿物产地名称，包

括矿场、矿井、采石场等。比如ｃａｒｌｉｎｉｔｅ（辉铊矿），

是以美国内华达州Ｃａｒｌｉｎ金矿命名的。

２．３．３　以化学组成命名

以化学组成命名的矿物，虽然在名称上不能反

映该类矿物的所有化学性质，但是可以显示其中重

要的元素，有时还能提供一些附加的有用信息。

许多矿物名称直接来源于化学元素的名称，比

如ａｌｕｍｉｎｉｔｅ（矾石）得名于其主要化学元素铝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ｂｉｓｍｉｔｅ（铋华）得名于其主要化学元素

铋（ｂｉｓｍｕｔｈ）。有些矿物名称是由元素化学符号或

者元素名称混合而成的。比如ｐｌｕｍａｌｓｉｔｅ（硅铝铅

石），是 由 铅 （ｐｌｕｍｂｕｍ）、铝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和 硅

（ｓｉｌｉｃｏｎ）的英文名混合而得名的；ｃａｆｅｔｉｔｅ（钙铁钛

矿），是由钙（Ｃａ）、铁（Ｆｅ）和钛（Ｔｉ）的化学符号混合

而得名的。

许多涉及化学组成的词缀非常值得关注。

“ｃｈｌｏｒ－”，“ｆｅｒｒｉ－”，“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ｓｉｏ－”等前

缀在矿物名称中常用来表示矿物之间在化学组成和

结构上的相关性。比如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黄铜矿），其中

前缀“ｃｈａｌｃｏ”意为“铜”，暗示了该矿物的主要化学

成分。后缀反映矿物化学性质往往更为直接，比如

ｍｏｎａｚｉｔｅ－（Ｌａ）（镧独居石）中，后缀“（Ｌａ）”直接反

映了该矿物的化学组成，决定了该矿物的种属

（Ｈｅｙ，１９８０）。

２．３．４　以结晶学和其他物理性质命名

传统上，包含结晶学和其他物理性质的矿物名

称一般来源于希腊语。例如晶系、晶体习性、解理、

颜色、光泽、透明度和许多其他性质都来源于这些希

腊语的术语。

矿物所属的晶系可以用希腊语的词缀来表示。

等轴晶系和立方晶系通常使用“ｉｓｏ－”作词缀，比如

ｉｓｏｆｅｒ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ｕｍ（等轴铁铂矿）；四方晶系使用词缀

“ｔｅｔｒａ－”，比如ｔｅｔｒａｗｉｃｋｍａｎｉｔｅ（四方羟锡锰石）；

六 方 晶 系 以 “ｈｅｘａ － ” 为 词 缀， 比 如

ｈｅｘａｔｅｓｔｉｂｉｏｐａｎｉｃｋｅｌｉｔｅ（六方碲锑钯镍矿）；词缀

“ｏｒｔｈｏ － ”则 用 来 表 示 斜 方 晶 系，比 如

ｏｒｔｈｏｐｉｎａｋｉｏｌｉｔｅ（斜方硼镁锰矿）；单斜矿物一般用

“ｃｌｉｎｏ－”来表征，比如ｃｌｉｎｏｈｕｍｉｔｅ（斜硅镁石）。

有些矿物得名于它们的解理。长石族矿物的名

称中都含有词缀“－ｃｌａｓｅ”，它的意思是“破裂”。

Ｏｒｔｈｏｃｌａｓｅ（正长石），意为“直角破裂”，其发育的解

理夹角正好是９０度。

用于矿物名称的希腊术语大多与矿物颜色、光

泽有关。比如：ａｍａｒａｎｔｉｔｅ（红铁矾），其希腊语涵义

为“紫红色”；ｍａｌａｃｈｉｔｅ（孔雀石），其希腊语涵义为

“锦葵绿”。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其他物理性质及相关性的

名称，如ｈｙａｌｏｐｈａｎｅ（钡冰长石），其希腊语涵义为

“玻璃”，暗示其透明度和形态；ａｎａｌｃｉｍｅ（方沸石），

其希腊语涵义为“弱的”，暗示其在加热或者摩擦条

件下的弱导电性（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

３　矿物名称的特性

矿物名称由于其历史渊源的悠久，命名要求、程

序和来源的复杂，更由于其数量很大，故而显得十分

庞杂。但是，作为一种学科术语，它也展现出一些特

性，把握这些特性有益于我们更深刻的研究和理解

这一术语体系（周长青等，１９９９）。

３．１　单义性

一个称谓只表示一个概念时，称谓与概念之间

的关 系 就 是 单 义 性。这 个 称 谓 就 是 单 义 词。

ＣＮＭＮＣ明确提出，（新）矿物的名称必须明显地不

同于已存在的矿物，以避免混淆。这其实就是强调

矿物名称的单义性。但是，因为矿物学的历史悠久，

所以在矿物学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在同一语言体系

中出现矿物同名异物的情况。

比如“云母”，在中国古代是作为矿物名称的。

按照《荆南志》记载：“华容方台山出云母，土人候云

所出之处，于下掘取，无不大获，有长五六尺可为屏

风者。”所以古人认为“此石乃云之根，故得云母之

名”（吴凤鸣，２００４）。而现在“云母”则不再是矿物名

称，而是矿物族名，包括了白云母、黑云母、金云母等

矿物种。因此，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云

母”一词，在当时既指白云母，又指黑云母和金云母

等，是典型的“一词多义”，违背了矿物种名称“单义

性”的准则，因而是不科学的。

为使矿物名称的表述更准确，国际矿物学界才

成立了专门的关于新矿物和矿物命名的学术组织

（即ＣＮＭＮＣ的前身），从而严格保障矿物名称的单

义性，规定每个矿物名称在给定语种中只能对应一

种矿物。

３．２　单名性

一个概念在给定语种中仅有一个称谓时，称谓

与概念间的关系就是单名性。这些称谓就叫单名性

词。矿物名称也必须具备单名性，每一个矿物种也

只能对应一个矿物名称。

但在矿物学史上，同样存在着违背单名性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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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名称。最典型的例子，如矿物ｒｅａｌｇａｒ，在中文中

可称为“雄黄”、“鸡冠石”或者“二硫化二砷”等。这

些同物异名的现象在很长时间内给普通读者的学习

和研究带来了障碍。因此，国际矿物学界和中国矿

物学界一直都致力于甄别最为恰当的矿物名称，保

障矿物名称的单名性。在我国，新矿物及矿物命名

委员会于１９８３年审订了汉文矿物种名称，为矿物名

称确定了统一标准。上面提到的矿物名称ｒｅａｌｇａｒ

在矿物学中已定名为“雄黄”。

３．３　透明性

在无定义的情况下，由矿物名称可以推演出至

少一部分所指称概念的内容时，则该矿物名称具有

透明性。透明性是科技术语的一项重要特征，因此

在矿物名称的创立过程中要注意使用关键性特征，

尤其是辨异特征。具体到矿物名称中来，对应于矿

物命名方法，具有透明性特征的名称可以分为化学

组成、晶体结构、形态、物理性质、成因产状和用途等

６个方面来分类。

以化学组成命名的矿物名称都具有化学组成透

明性。例如ｃａｆｅｔｉｔｅ（钙铁钛矿），其英文矿物名称是

直接由该矿物所包含的主要元素钙、铁、钛的化学符

号（即Ｃａ，Ｆｅ，Ｔｉ）组成的，汉语名称则是由元素的

汉字名称组成。矿物名称直接指示了矿物的化学元

素组成，具有高度的透明性。

以晶体学特征命名的矿物名称都具有晶体结构

透明性。例如ｉｓｏｆｅｒ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ｕｍ（等轴铁铂矿），其英

文名称词缀“ｉｓｏ－”和中文名称词缀“等轴”都揭示

了该矿物晶体属于等轴晶系。

在形态方面，基于矿物晶形、双晶等性质的矿物

名称一般都具有较高的透明性。例如，ｇａｒｎｅｔ（石榴

子石），其英文名称来源于拉丁语的ｇｒａｎａｔｕｍ，意为

石榴树，中文名也是得名于石榴。因为该矿物属六

八面体晶类，集合体常为致密粒状或致密块状，颜色

各异，呈玻璃光泽，以形似石榴子而得名。

具有物理性质透明性的矿物名称一般指示矿物

的颜色、条痕、光泽、解理、硬度、密度、透明度、延展

性或者导电性等性质的一个或者多个方面，最为典

型的是ｄｉａｍｏｎｄ（金刚石），由希腊语“ａｄａｍａｓ”演化

而来，意为“无敌的”，指示其高硬度。

具有用成因产状透明性的矿物名称相对较少，

因为一种矿物的成因可能有多种方式，故而很难在

矿 物 名 称 中 体 现。这 方 面 的 例 子 有 鸟 粪 石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其中文名称暗示了矿物的成因。

具有用途透明性的矿物名称也较为少见，如

ｏｒｐｉｍｅｎｔ（雌 黄），其 英 文 名 称 来 自 拉 丁 语

“ａｕｒｉｐｉｇｍｅｎｔｕｍ”，意为“金色涂料”，指它的颜色和

早期用途；ｇｒａｐｈｉｔｅ（石墨），来自希腊语，意为“写”，

指它能用来制作铅笔（沈守文，１９９６）。

当然，也有很多矿物名称透明性较弱，如以人

名、地名命名的矿物名称，就很难从其名称获得矿物

本身的相关信息。但在一般的矿物命名原则，还是

要求命名者尽量考虑矿物名称的透明性，但是也并

不对此做硬性规定。

３．４　一致性

矿物名称并不是由文字任意汇聚在一起的，而

是与矿物学体系相对应的术语体系，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已经存在的矿物名称和新矿物名称应体现出

由矿物学体系而形成的一致性特点。

在英文矿物名称中，一般来说都以“－ｉｔｅ”或者

“－ｌｉｔｅ”作为词缀以表示其属于特定的矿物名称体

系。前面提到的特定的英文矿物名称词缀，也体现

了矿物名称一致性的特点。

而在中文矿物名称中，一致性的特点更为明显。

一般来讲，对于呈现金属光泽的矿物，常称之为“ＸＸ

矿”，如黄铁矿、黄铜矿等；对于非金属光泽的矿物，

常称之为“ＸＸ石”，如方柱石、重晶石等；对于常组

成宝石或玉石的矿物常称之为“Ｘ玉”，如刚玉、软玉

等；对于地表次生矿物，常称之为“Ｘ华”，如钨华、钴

华等（潘兆橹，１９９４）。

３．５　语言正确性

矿物名称应符合所属语言的词法、句法和语音

标准，这种特性称之为语言正确性。具体来讲，就是

矿物名称的词缀、词干的组成和结构都要符合语言

规律和习惯，不能有生造词、异形词。

在矿物学史上，关于矿物命名的问题一直存在

着争议的声音。有一些科学家对现行的矿物名称体

系并不满意，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矿物命

名方法。例如，Ｐｏｖａｒｅｎｎｙｋｈ就支持使用表示矿物

化学性质和其他性质的矿物名称。在他的矿物命名

理论中，连阿拉伯数字也被用于其命名方法中。他

建议，当矿物有相同的成分，但是在元素的组成数量

上有差别时，就可以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表征。比如：

ｐｌａｇｉｏｎｉｔｅ（斜 硫 锑 铅 矿，Ｐｂ５Ｓｂ８Ｓ１７）将 被 改 为

ｐｌｕｍ５ｓｔｉｂ８ｓｕｌｉｔｅ，ｈｅｔ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ｉｔｅ（异硫锑铅矿，Ｐｂ７

Ｓｂ８Ｓ１９）将被改为ｐｌｕｍ７ｓｔｉｂ８ｓｕｌｉｔｅ。这些名称十分

麻烦，可它们包括了更多的矿物信息。但是，很显然

这一命名方式违背了语言正确性，因为无论在英语

还是汉语中，都不允许在单个名词中夹杂阿拉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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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此，这一命名方式不被国际矿物学界所认可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这也从反面论证了矿物名称必

须遵循语言正确性。

３．６　母语优先性

尽管从其他语种中借用是一种可接受的创立术

语的方式，但应优先使用母语词表达形式而不直接

借用外来语，这就叫母语优先性（周长青等，１９９９）。

这是因为在国际矿物学界广泛联系之前，矿物学在

各个地区早已存在并且发展历史悠久。因此，在有

统一的矿物术语体系之前，各个语言体系中已经诞

生了很多自有的矿物名称。

许多矿物英语名称都有古英语（盎格鲁—撒克

逊）语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不列颠的日耳曼殖民时

期（公元４４９年至公元１１００年）。像ｇｏｌｄ，ｌｅａｄ，

ｓｉｌｖｅｒ，ｔｉｎ等英文矿物名称就是源于这一时期。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矿物学发展自然

也就源远流长，产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矿物名称。

还以雄黄（ｒｅａｌｇａｒ）和雌黄（ｏｒｐｉｍｅｎｔ）为例，这两个

名称都是源于中国古籍，“雄黄生山之阳，是丹之雄，

所以名雄黄也”，雌黄“生山之阴，故曰雌黄”。当然

我们现在知道了它们的英文名称分别为ｒｅａｌｇａｒ和

ｏｒｐｉｍｅｎｔ，化学成分分别是ＡｓＳ和Ａｓ２Ｓ３，但是其中

文名称并没有使用其英文名称的音译或者依据化学

成分重新命名矿物，而是使用了母语词。类似的例

子还有胆矾、方解石等。

４　矿物名称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矿物名称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目前

在国际上有统一的矿物命名的机构和规范，但在实

践操作中还是存在与矿物名称特性相悖的现象。实

际上，关于矿物名称中存在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都

没有停息过。下面我们从英文矿物名称和中文矿物

名称两个方面来探讨矿物名称中存在的问题。

４．１　英文矿物名称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英语的强势地位，英文矿物名称自近代以

来都是国际矿物学界通用的矿物名称。因此，英文

矿物名称中存在的问题也一直为矿物学者所关注。

４．１．１　矿物命名中非理性命名原则的盛行

矿物命名的基本原则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类。

前者是能够指示矿物自身信息的命名方法，比如根

据矿物的化学组成、晶体结构、物理性质等特征命

名；后者则是指以与矿物本身关系不大的人名、地名

命名矿物。很显然，依据理性原则命名的矿物名称

透明性更强，更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也更具有科学

意义，应当被提倡；而非理性原则命名的矿物往往不

能够 从 其 名 称 获 得 与 矿 物 自 身 相 关 的 信 息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但遗憾的是，自从１８世纪晚期，

ＡｂｒａｈａｍＧｏｔｔｌｏｂＷｅｒｎｅｒ（１７５０－１８１７）开始以人名

命名矿物，就开始确立了矿物命名非理性原则的优

势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非理性命名，尤其是以人名

命名矿物的方法，对矿物的命名者来说方便简捷、容

易操作。现在大多数的英文矿物名称来自人名，这

极大的降低了矿物名称体系的透明性、可派生性和

系统性，无形中为矿物名称的普及和利用带来了不

小的障碍。我们还注意到，ＣＮＭＮＣ在其一份报告

中指出：“矿物通常以其产地或者该矿物的发现者命

名，或者以矿物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命名和以该矿物

的特殊性质命名”（Ｎｉｃｋ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这一表述

显然并没有强调理性矿物命名的原则，反而加强了

读者对于矿物非理性命名的认可。

特别要提出的是，中文矿物名称较少存在类似

的问题。中文矿物名称有部分是沿用矿物的古名，

如前面提到的雄黄、胆矾等；绝大多数的矿物名称是

依据矿物的化学组成、晶体结构等特性来命名的，而

没有直接音译英文矿物名称，如针铁矿（ｇｏｅｔｈｉｔｅ，英

文名称以德国诗人和哲学家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的名字命名）、菱锌矿（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ｔｅ，以英国

矿物学家ＪａｍｅｓＳｍｉｔｈｓｏｎ的名字命名）等，这些中

文矿物名称既反映了矿物的化学组成又反映了其形

态，具有较高的透明性，因而相对其英文名称来讲是

更科学的术语。

４．１．２　矿物名称转译的困境

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矿物名称从其他

现代语言转译为英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因

此，矿物学界对于矿物名称的翻译形成了一些规范，

比如：

（１）双元音ａｅ和ｏｅ可以简化为ｅ。

（２）德语的元音变音可以变为元音后加上ｅ。

（３）当名称中的字母在英语中不是习惯用法时，

该名称应该做一些变化。

（４）对于俄语名称通常使用标准英语音译系统

转译。

但是，上述原则并没有完全获得英语世界的认

同。例如英国，它并不同意双元音的简化，而在美

国，对于元音变音的处理至今没有统一的规则。到

目前为止，ＣＮＭＮＣ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命名

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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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中文矿物名称中存在的问题

中文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在现代

科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传统的中文矿

物名称（比如雄黄、石膏、方解石等），以及由中国矿

物学家命名的新矿物（比如香花石、汞铅矿、中华铈

矿等），都基本上符合矿物名称的特性，有利于我国

矿物学界的交流和研究，目前中文矿物名称的主要

问题在于中英文转译中出现的分歧。

第一，中文矿物名称翻译为英文矿物名称。因

为现代矿物学起源于西方，所以现有的大多数矿物

都是先有英文名称，而后有中文名称。少有中文名

称需要翻译为英文名称的情况，其翻译原则也很简

单，就是按照拼音音译即可。但是由于存在汉语拼

音和韦氏拼音两种汉语注音系统，目前中文矿物名

称翻译为英文的标准还不能够统一。前者的例子有

ｚｈａｎｇｈｅｎｇｉｔｅ（张衡矿）、ｙｉｍｅｎｇｉｔｅ（沂蒙矿）；后者的

例子有ｈｓｉａｎｇｈｕａｌｉｔｅ（香花石）、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高岭石）。

这两种不同的注音方法为矿物名称中译英带来了一

定的困扰。

第二，英文矿物名称翻译为中文矿物名称。前

面提到过，目前的中文矿物名称多以矿物的化学组

成、晶体结构和物理性质命名，因此比英文矿物系统

更具透明性和系统性。关于英文矿物名称翻译为中

文的原则，则是由中国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进

行统一和规范。１９８３年，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

出版了《英汉矿物种名称》，在该书中的《矿物种汉名

审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详尽叙述了英文矿

物名称译为中文的原则。

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条例》中明显存在问题。首先，《条例》第４条明确

规定：“汉名尽可能按习惯，体现该矿物的物理、化学

特性。……以著名的人、地名命名的矿物则完全音

译或音意并译。后者一般是以原文首音节的音与该

矿物的成分、性质或类属结合而成。”在实践中我们

发现，目前的中文矿物名称体系是以矿物的化学组

成和晶体结构为主要参考进行命名，绝大多数的中

文矿物名称都不是依据英文名称直接音译或音意并

译，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条例》第４条的规定。例如，

针铁矿（ｇｏｅｔｈｉｔｅ），其英文名称以德国著名诗人和哲

学家歌德（Ｊｏ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ｖｏｎＧｏｅｔｈｅ）的名字命

名；水硅钙锆石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ｉｔｅ），其英文名称是为纪

念著 名 美 国 宇 航 员 阿 姆 斯 特 朗 （ＮｅｉｌＡｌｄｅ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其次，《条例》中没有强调矿物名称母语优先性

和语言正确性的问题。尤其是对母语优先性的问题

考虑不足，以致于现在产生了很多不符合中文习惯

的矿物名称，比如阿尔玛鲁道夫石、锰耶尔丁根石等

等，不便于矿物学界的交流和应用。除此以外，《条

例》中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斟酌，比如矿物的晶体结

构，什么时候应该考虑显示到矿物名称中，什么时候

可以不考虑，随意性较大，也造成了中文矿物名称一

定程度的混乱。

另外，现在世界上每年发现的新矿物很多，但是

我国的矿物命名机构翻译新矿物名称不够及时，新

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的审定的《英汉矿物种名称》

自１９８３年后没有再版，这给广大矿物学家和矿物学

爱好者造成了不便。

５　建议与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矿物名称的单义性、单名性、透

明性、一致性、语言正确性和母语优先性等特性，本

文对目前矿物命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建

议：

（１）在英文矿物名称方面，建议ＣＮＭＮＣ今后

在矿物命名工作中对矿物命名者加以适当的引导，

提倡根据矿物自有的化学、物理性质命名，尽量减少

以人名、地名命名矿物的情况，以增强英文矿物名称

系统的透明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２）建议ＣＮＭＮＣ还应加强与各国分支机构合

作，制定出一个多边的、统一的命名规则，以确保其

他语言转译成英文时标准统一、符合规范。

（３）在中文矿物名称方面，建议中国新矿物及矿

物命名委员会还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定期更新出版

《英汉矿物种名称》；建议在新版的《英汉矿物种名

称》中，对现行的矿物命名方法和规则作出适当修

正，在保障矿物名称特性的基础上，规范矿物名称命

名和翻译。

（４）建议中国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尽快制

定规则，要求中国矿物学家在命名新矿物时，统一使

用汉语拼音系统翻译中文矿物名称，以尽量避免与

韦氏注音法冲突；中国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还

可向ＣＮＭＮＣ提出提案，要求汉语地区都统一使用

汉语拼音系统翻译中文矿物名称。

总之，矿物名称的命名和翻译不仅是地质科学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也反映了当前矿物学的研

究水平。目前，国外有一些关于矿物名称的专著和

理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日趋成熟。相对来讲，我

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较为落后。因此，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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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物名称的研究势在必行。本文指出的这些矿物

名称和矿物命名中存在的问题，旨在引起相关研究

者的注意，提出的相关建议也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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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第３期 刘金秋等：矿物名称及其若干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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