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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大众化教育的新阶段。
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迅猛发展，电气信息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为了适应人才培养的这种新形势，跟踪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我们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电气信息类
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湖南大学和兄弟院校长期教学教改的经验，为大学电气信息类本科生编写了这
套教材。
　　电气信息类课程是培养电类专业人才的基础课程，大量概念、理论、方法和工程案例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技术知识体系。
学生要开启心智、培育形成电类专业思维、打下电类专业人才的技术知识基础，必须系统地扎实地学
好这些课程。
为此，我们在组织编写这套教材时，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证基础。
作为大学基础课程，应确保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学习。
只有透彻地理解和掌握了基础知识，才能顺利地进入电气信息技术领域的大门，才有可能进一步深造
。
　　二是跟踪新技术。
电气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学教材必须及时吸纳最新技术，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态。
本套教材一方面注意反映学科各方面的最新进展，安排了扩充阅读的相关文献题录，指引学生直接接
触学科前沿；另一方面还根据学科与技术的发展趋势，对经典知识进行重新组织编排。
本套教材还将及时再版，及时更新内容，确保与时俱进，始终处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三是注重应用。
电气与信息理论源于工程实践，源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就像艺术源于生活一样。
本套教材在讲述基本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工程实际，并把作者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其中。
在正文、例题和习题中，特意安排了大量工程实用问题，通过理论和工程实际的结合，使学生学到知
识并掌握方法。
　　四是文理渗透、启发诱导。
为了提升素质，开阔视野，培养科学创新意识，理工科学生应适当了解与学科相关的课程外知识。
为此，在许多教材中精心安排了“扩展与思考”的内容，以使学生从中体会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
科技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相互交融的精神和境界。
　　五是部分教材以多媒体CAI课件配合。
这样可以将重要的知识点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表现出来，深化认识，提高学习效果，也便于课堂教学。
　　本套教材经过充分研讨和论证，聘请各院校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基础深厚的教授和副教授担任主
编和编写者，是湖南所有电气信息类院校团结协作的成果，是全省最优秀的电气信息工程学科专家学
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湖南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南华大学、株洲工学院、湖南工程学院、吉首大学、湖南
商学院、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文理学院、邵阳学院、怀化学院、零陵学院、长沙学院
、湖南工学院（筹）等高校的通力合作，得到了湖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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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基于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生英语课程和教学实践，并参照国内外相关专业的一些科技英语、专
业英语和英语原版专业教材编写而成。
它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结合电路、电子技术、电力系统、电力传动、电力电子、继电保护、
自动化、计算机和通信等电气信息类专业的特点，不但介绍了专业英语的基本概念，文体特点和翻译
概论等一些基础内容、还介绍了常用科学符号和公式的英语表述、专业英语论文的组织与写作、专业
术语的翻译方法等实用内容。
考虑到开展科研代作的实际需要，还专门介绍了专业文献检索的基本概念，主要的专业英语文献检索
工具及基本检索方法、专业文献的阅读，IEEE/IET期刊等科研人员应必备的知识，本书列举了大量翻
译例句帮助读者体会电气信息类专业英语及其翻译的特点和方法。
    本书除能作为高等工科院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_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教材外，也可供有关专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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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表达阶段　　表达就是对已经理解了的原文的内容，寻找和选择适当的译文语言材料重新表达
出来的一个过程。
表达的好坏通常与对原文的理解深度以及对专业知识和译文语言的掌握程度有关。
　　3.校对阶段　　校对就是对原文内容做进一步核实，对译文语言进一步推敲的一个过程。
它是使译文符合要求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是理解和表达的进一步深化。
通常有初校、复校和定稿三个步骤。
初校是在初稿译成后，对照原文进行核校，看有无漏译或错误之处。
复校是脱离原文后审核译文是否符合译文语言的规范和要求，是否通顺。
定稿是在初校和复校的基础上，再一次对照原文进行仔细认真地核校，只有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译
文才能定稿。
校对阶段对于专业文献的翻译尤为重要，因为专业文献内容必须高度准确，往往是一个概念，一个公
式或数据有误都将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决不能疏忽大意，出现任何差错。
　　上述翻译的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和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
　　2.2.4 翻译的步骤　　从翻译的理解、表达和校对三个阶段，可以把翻译步骤归纳如下：　　（1
）粗略地阅读原文全文，了解原文主要内容、大致意思、专业范围、结构特点和体裁风格。
如果发现有新的或不熟悉的专业概念和术语，最好了解一下有关的专业知识。
　　（2）按照章、节和段逐句来精读和分析全文，务必搞懂句子的结构和语法关系。
遇到生词或意思不能确定的词汇，先不要立即查词典，而应该根据上下文，分析和判断它是属于普通
用语还是专业用语。
如果是专业词汇，则应进一步确定是属于哪一个具体专业范畴，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查找普通词典或
专业词典。
有时，可能在词典上查不到该词汇或该词汇的确切词义，这时就应查阅相关资料，或从构词原理和方
法上结合上下文进行推测，得到确认后才能翻译，决不能草率从事。
　　（3）用规范的汉语将原文表达出来，力求忠实于原文，且通顺流畅。
在原文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时，可对原文适当进行一些增删或延伸：　　（4）初稿译
出之后，还要仔细校对，尤其注意一些与汉语表达河惯不同的数据和图表等的表达，以免造成谬误。
　　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1）对专业英语来说，为保证译文的“信”和“达”，
多采用直译；直译为主，但不排除意译，一些句子不能直译或直译不太好用汉语表达出来，就应采用
意译。
　　（2）在力求翻译准确的同时，提高翻译速度；速度越快，对信息的获取量就越大，效率也就越
高。
为此，要多利用上下文关系和从构词原理上推断词汇的含义，尽可能少用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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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规划教材：电气信息类专业英语（第2版）》不但介绍了专业英语的基本
概念、文体特点和翻译概论等基础内容，还探讨了常用科学符号和公式的英语表述、专业术语翻译、
专业英语论文组织与写作方法等实用内容。
本书还专门介绍了专业文献检索的基本概念、主要的专业英语文献检索工具及其基本检索方法、专业
文献的阅读、IEEE/JET期刊等必备的知识。
除此以外，本书还从所附的参考文献中选编了一些专业英语课文。
这些课文内容涉及面宽，包括电网络（电路）、电子技术、数字与逻辑电路、电力系统、输配电、电
力电子、电办传动、继电保护、自动控制、计算机与网络、神经网络、模糊控制、仿真软件、电力谐
波、无功补偿、电能质量、电力通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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