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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缩略语及其与原式的关系)*(  

 

Adel Hussein Abdel Salam Mustafa 
PhD Researche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Faculty of Arts - Cairo University 
  

 

1. 1  缩略语的定义 

缩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手段，通过一些规定、规则

而能够用它把一些比较长、复杂的汉语词汇简缩成比较

短、简单因而容易使用的新词语。汉语大部分的由三个

以上音节构成的短语、词汇、语素都能够做缩略手段的

对象，而产生新的单位，这新的单位叫做缩略语，这也

包括国名和地名。凌远征先生在《现代汉语缩略

语》中给其的定义是“现代汉语缩略语是汉语词语的

紧缩形式。也就是说，把一些汉语的词语（包括名称）

简化、紧缩或概括成为新的词语”。王吉辉先生在《现

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把缩略词语定义为“音节较长

的组合形式通过缩略而形成的音节较短的形式是缩略词

语。对应于缩略词语的较长音节组合形式便一般称作原

式。”。 

汉语大部分的词汇都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构成的词语，

用起来很容易记住和使用，特别是对学汉语的留学生。

那么汉语当中由三个以上音节构成的词汇极不容易记

住，说出来对人们又有些烦恼，所以使用缩略手段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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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成比较简单且容易记住的新词语。军事方面，中国

人经常使用的一些缩略词语，比如： 

“总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缩略形式； 

“总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缩略形式； 

“总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缩略形式。 

还有非军事缩略词语比如： 

“北大”是“北京大学”的缩略形式； 

“中央台”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缩略形式； 

“洛外”是“洛阳外语学院”的缩略形式；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

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经

常使用的缩略形式。 

1. 2 缩略语的由来及其出现原因 

用缩略手段把比较长、比较复杂的词语紧缩成比较短、

简单的新词语，汉语早已经存在着，并不是新的现象。

比如： 

“南军北军”缩略为“南北军”； 

“息姑”缩略为“息”； 

“女子月事布”缩略为“女子布”； 

“未央宫卫尉”缩略为“未央卫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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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在社会各个方面都使用缩略语，特别是自中国

改革开放到现在缩略语的范围越来越大，无论是政治方

面、经济方面、军事、工业、农业的词汇及表达形式都

离不开缩略现象。下面要举不同的例子： 

政治方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缩略为“安理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缩略为“党中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缩略为“全国政

协”。 

经济方面 

“财经大学”缩略为“财大”； 

“创收外汇”缩略为“创汇”； 

“经济援助”缩略为“经援”。 

军事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缩略为“二炮”； 

“军事训练”缩略为“军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缩略为“三野”。 

工业方面 

“北京毛纺织厂”缩略为“北毛”； 

“北京工业大学”缩略为“北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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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大会”缩略为“工代会”。 

农业 

“中国农业银行”缩略为“农行”； 

“全国农业展览馆”缩略为“农展馆”。 

缩略语为什么出现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进行

分析，就是：从缩略语使用的角度和汉语发展的角度。

先分析一下儿使用缩略语的实际情况。 

我们就从缩略语本身的定义来出发研究这个原因吧！它

的定义就是把音节比较多、说出来要花比较长时间的词

汇紧缩成音节比较少的新词汇，使用的时候不要那么长

时间，因此说的时候就避免把词汇一部分遗漏了的可能

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实例来证明这个看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如

果我们把这个词汇分析一下儿，就发现它由二十个音节

构成的，这二十个音节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第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

五个成分，而每个成分都可以单独作为词汇儿。再比

如：“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八项农作物

增产措施”，这词汇更复杂，它由十八个音节构成的，

这个十八个音节包括了“水”，“肥”，“土”，

“种”，“密”，“保”，“工”，“管”，“八

项”，“农作物”，“增产”，“措施”的十二个成

分，而每个成分都能独立作为词汇。 

我们可以想象上述的这两个实例，如果在比较正式的场

合使用的话，会有多少麻烦，特别是使用频繁高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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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也特别是开会时需要把这些词汇翻译成另外的外国

语言，我作为一位翻译会确定这种由好几个音节构成的

词汇，如果没缩略的话，翻译成阿语时会给翻译者很大

的压力，甚至会导致翻译整个的过程都失败了。所以面

对跟上述词汇同样的词汇，缩略的手段就是必不可少的

措施。那么我们把上述的两个实例缩略看看会有什么区

别，产生什么样的词。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缩略

成“八届十中全会”，“水、肥、土、种、密、保、

工、管等八项农作物增产措施”缩略为“八字宪法”也

可以缩略为“农业八字宪法”。 

第一个实例就由二十个音节构成的词语，紧缩成由六个

音节构成的新词，第二个实例由十八个音节构成的词

语，紧缩成由六个音节构成的新词，这样把这两个词语

用起来，不管是写的形式还是说出来的都比较方便，不

会让人觉得反感。 

对我来说也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我在单位已经快二十

年都负责了汉阿阿汉的翻译任务，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

中，在正式的场合或者非正式的场合都碰到跟上述的例

子很多类似的词汇。比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缩略为“总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缩略为“总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缩略成“总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缩略成“一野”； 

“运输八型飞机”缩略成“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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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缩略成“八一”。 

这些实例不算多，天天都会遇到更多同样的情况，当时

使用缩略的形式会让我们省很长时间。 

从汉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儿缩略语出现的原因，语

言就是社会的舌头，社会所有方面的事情都只有通过语

言才能表达出来，所以，随着中国社会各种各样领域迅

速的发展，汉语为了符合这快速发展的话，就不断产生

新的词汇，缩略语在这些新产生的词语占了相当大的比

例。随着社会节奏不断的加快，经济、政治、科技、卫

生、工业、农业、教育、贸易，等等都天天不断增加了

不少的新词语，其中有不少为方便使用而需要缩略的词

语。下来要提一些实例。 

经济 

“超过定额”缩略为“超额”； 

“股票市场”缩略为“股市”； 

“联合投资”缩略成“合资”。 

政治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缩略为“党代会”； 

“国际妇女联合会”缩略成“国际妇联”； 

“邓小平文选”缩略成“邓选”。 

科技 

“防备地震”缩略成“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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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缩略成

“国防科工委”； 

“科学技术委员会”缩略成“科委”。 

卫生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缩略成“爱委会”； 

“保护健康”缩略为“保健”； 

“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 

工业 

“北京内燃机总厂”缩略成“北内”； 

“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花费少”缩略为“多快好

省”； 

“国有企业”缩略为“国企”。 

农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缩略成“粮农组织”； 

“农民代表大会”缩略成“农代会”； 

“农业技术”缩略成“农技”。 

教育 

“北京航空学院”缩略成“北航”； 

“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缩略为“博导”；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缩略成“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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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缩略成“春交会”；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缩略为“两个市场”；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缩略成“贸促会”。 

军事 

“参加战斗”缩略为“参战”； 

“短程导弹”缩略为“短导”； 

“防御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袭击”缩略为“防化”。 

体育 

“奥林匹克理事会”缩略为“奥理会”； 

“冰球协会”缩略为“冰协”；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缩略为“六运会”。 

1. 3 缩略语的范围 

1. 3 .1 缩略语原式的条件 

不是任何由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汉语单位或者短语都可

以作为缩略语的对象，作为缩略语的对象必须具有以下

的条件。 

一、具有固定性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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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固定性的词汇意味着，不是因为地点、时间、场合

以及人员不同而会发生变化的词汇。再说日常上使用平

率比较高，人们经常使用，比如： 

“埃及人民共和国”缩略为“埃及”；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缩略为“中央军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缩略成“高法”。 

跟以上的实例来实用类推的方法，就发现以下的短语根

本不能作为缩略语的原式。 

“放假的目标” 

“宿舍楼” 

“人民公园” 

“自由活动” 

“长方的桌子” 

这些词汇就是比较自由性的词语，不能作为缩略语的对

象，因为人们不经常使用，再说词汇本身没必要缩略起

来的原因。 

还有一种词汇及短语既不是固定性的词语，又不是自由

的词语，这种在中间的情况就是具备一种相当的定性、

社会使用率高、其成分非变动而常常一起出现的音节形

式。比如： 

“高级干部”缩略为“高干”； 

“超级市场”缩略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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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试验”缩略为“参试”。 

二、作为缩略语的原式一般来说，其成分都是实词而不

是虚词，因为人们为给实物或者动作命名时，只能使用

的都是实词。因为只有实词才能表达出逻辑的概念，而

虚词如：“的”、“得”、“地”、“了”、

“过”……等等只能表示语法意义。 

1. 3. 2 产生缩略语的方法 

缩略语产生的方法按照蒋向勇先生在《现代汉语缩略语

的认知研究》中指出，可以分为三种方法，就是：缩合

法、节略法及拼缀法。 

一、缩合法： 

缩合方法就是产生缩略方法当中最普及最常见的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就把原式的单位或者短语分成几个成分，

而从每个成分选出最能代表该成分的一个音节或者语

素，比如：“北京大学”如果要把这个词汇缩略，就把

其分成“北京”和“大学”两个主要成分，然后就从

“北京”选出代表的语素，就是“北”，同时也从“大

学”选出代表的语素，就是“大”，然后把两个代表语

素放在一起就组成新的词语“北大”，社会一承认，使

用频率一高了，慢慢就认定下来了。跟以上的实例相似

的有挺多的例子，比如： 

“超级市场”缩略为“超市”； 

“香港、台湾”缩略为“港台”； 

“高等教育”缩略成“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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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辉先生也在他的《缩略词语研究》中提到这种方

法，但是他指出，如果要缩略的原式就由两个成分构成

的，而每个成分由两个音节组合的话，就会由 AB+CD 的

形式构成的。那么如果使用缩合法就选择“AC、AD、

BC、BD”中的一个格式，比如： 

“北京大学”使用 AC 格式缩略成“北大”； 

“高等学校”使用 AD 格式缩略为“高校”； 

“取保释放”使用 BC 格式缩略为“保释”； 

“方便人民”使用 BD 格式缩略为“便民”。 

但是这个方法对 

“出口入口”的“出入口”； 

“安全委员会”的“安委会”； 

“助理工程师”的“助工”。 

就无法使用，因为原式的音节超过了四个音节，所以我

们能确定王吉辉提出的这种缩合法就只适合由四个音节

构成的词汇而已。 

二、节略法： 

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缩略就跟以上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

是直接从原式中选出其前部分或者后部分来代表整个的

词汇或短语，比如： 

“副研究员”缩略成“副研”； 

“九三学社”缩略成“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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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缩略为“清华”。 

上述的这些实例都是节略法的略尾的手段构成，那么以

下的几个实例都按照节略法的节头手段构成的。 

“特命全权大使”缩略为“大使”； 

“广播电视大学”缩略成“电视大学”； 

“三八国际妇女节”缩略为“妇女节”。 

节略的节头手段比略尾的手段少用了很多，使用其产生

的缩略语比使用略尾的缩略语少得多。 

三、拼缀式法 

拼缀法就有位移式和合称式两种构成手段。 

位移式比如：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缩略为“教科文”； 

“老年、中年、青年”缩略成“老中青”； 

“物理、化学”缩略为“理化”。 

合称法比如： 

“财政贸易”缩略为“财贸”； 

“初等教育”缩略成“初教”； 

“共产党、政府、军队”缩略为“党政军”。 

拼缀法跟缩合法和节略法根本不一样，最明显的区别就

是构成缩略语的方式，在缩合法和节略法当中就是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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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式中选出最能具有代表性的成分，再说这个成分应

该具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拥有相当于固定化的成分，

不能随便把其位置或者表达其意义的音节替换，第二就

是具有比较高的还原性，也就是说跟其原式具有比较稳

定、透明的关系。比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二炮兵” 

这个缩略语使用节略法节头手段而生产的“第二炮

兵”，本身的词语就跟其原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炮兵”具有很明确、很稳定的关系，意义很清楚，不能

怀疑它能代表另外的短语，再说也能把它算为新的复合

词汇，再比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部”的“总参”，其意义很明

显，且跟原式具有很稳定、透明的关系，也能把它算为

新的复合词汇。 

而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教科文”分

析一下，就发现跟上述的例子完全不一样，首先意义不

太透明、稳定，其中的“科”代表什么“科”，是“科

学”的“科”，还是“科技”的“科”，还是“科研”

的“科”呢？，其中的“教”是代表“教育”的

“教”，还是“教学”的“教”，还是“教改”的

“教”呢？，所以跟“科教文”类似的缩略语，因为其

意义不透明、跟其原式的关系不太强就不能算为新的词

汇。 

1 .3.3 缩略语的范围 

上述解释了缩略词语生产的方式，也对其原式说明了一

些条件，现在我们凭着上述的内容来定缩略词语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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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分析一下汉语中一些语言现象跟缩略语的关系，哪

些会进入缩略语的范围，哪些不能算为缩略语。 

一、简称 

简称就是缩略词语之中的一类。为什么呢？因为简称的

原式“全称”缩略起来前就具有比较固定化的形式“名

称”，不会因为地点、时间、场合有变化而发生变化

的。只是因为其构成的音节比较多而需要缩略起来而

已，使用时要用“全称”还是其“缩略形式”都随你的

便了，因为不管“简称”还是作为其来源的“全称”都

已经被社会认定下来了。再说构成缩略词的“简称”时

都使用缩略方法的“缩合式”或者“节略式”。比如： 

使用缩合式的“简称” 

“洛阳外国语学院”使用缩合法缩略成“洛外”； 

“化学工业”使用缩合法缩略成“化工”； 

“中央军事委员会”使用缩合法缩略成“军委”。 

使用节略式的“简称” 

“埃及人民共和国”使用节略法的略尾式缩略为“埃

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节略法的节头式缩略为“解放

军”； 

“中国致公党”使用节略法的节头式缩略成“致公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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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称（总称） 

统称还是总称的意思，就是对一类的事物按照其本身的

性质，或是应用的方法、目的来使用“名称”作为其的

“总称”。比如： 

“火炮、坦克、机枪、潜艇……等等”使用“武器”给

它们总称； 

“列兵、士兵、军官……等等”使用“军人”给他们总

称； 

“铅笔、钢笔、纸、本子……等等”使用“文具”给它

们总称。 

上述的实例都不能算为缩略语，因为这些统称（总称）

构成时不是按照构成缩略语的条件而产生出来的，产生

缩略语法就是按上述的“缩合法”、“节略法”、“拼

缀法”的三种，而产生的缩略词都离不开原式，也就是

说都以原式作为其构成的基础，产生出来的缩略词的成

分及音节，都从原式中的成分及音节选出来，那么上述

例子的“武器”、“军人”、“文具”跟其代表的事

物，从构成角度来讲一点相似的成分或者音节都没有。

它们虽然也使用紧缩法来概括对应的原式，但是毕竟都

没有按照构成缩略语的方法进行，所以不能把它们看作

缩略语。 

三、通称（俗称） 

通称（俗称）根本都不能算为缩略语，因为这种汉语现

象产出来的“通称”（俗称）跟要代表的事物或者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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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成分及音节，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甚至从意义角

度来讲也很难想象它们有任何关系。比如： 

“宝贝儿”父母都来使用代表自己“孩子”； 

“二百五”中国人使用表示“笨”的意思； 

“内人”中国人经常使用来代表“妻子”的意思。 

通称（俗称）因为构成时没有用其来代表的事物的成分

及音节，作为它构成的基础，也违反了缩略语构成的方

法，所以就不能把它看作缩略语。 

四、并称 

并称就是把含不同概念的（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放在一

起，而造新的词汇，换句话说，构成代表两个以上不同

原式及其不同概念的新词汇。我们可以通过表达并称概

念的成分把其分为两类： 

1- 使用原式的全部成分来表达概念，比如： 

“桌、椅、柜”都在这里能买到。 

这次的开会“列兵、上等兵、军官”都要参加。 

中国菜的“馒头、包子、饺子”我都喜欢吃。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引号中的并称要表达的概念都

由原式全部的成分而组成起来，一点儿变化都没有，只

是把名称并列在一起而已，这种语言现象根本不能算为

缩略语。 

2- 使用最能代表原式概念的成分。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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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工科”可以产生“理工”的并称； 

“教员、职员、工人”可以产生“教职工”的并称； 

“关闭、停产、合并、转产”可以产生“关、停、并、

转”的并称。 

上述实例中的并称都能算为缩略语的一种，因为都通过

对原式进行紧缩的方法而产生出来的，使用的是缩合

法。 

五、合称 

合称本来就是缩略拼缀法的一个手段，就是把表达不同

意义（两个以上）的名称合并在一起，构成新词汇，可

以分为三个种类 

1- 选出各原式中的共同成分而合并在一起。比如： 

“出口、入口”可以产生“出入口”的合称； 

“离休、退休”可以产生“离退休”的合称； 

“皮鞋、便鞋”可以产生“皮便鞋”的合称。 

这些实例的合称都能算为缩略语，因为都使用拼缀法的

合称手段构成下来。 

2- 选出各原式中的一个成分合并在一起。比如： 

“科学、考验”可以产生“科考”的合称； 

“香港、澳门”可以产生“香澳”的合称； 

“科学、教育”可以产生“科教”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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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例中的合称都是缩略语，因为都是凭拼缀法的合

称手段而产生出来。 

3-直接把原式的成分合并在一起，比如： 

“上、下”产生“上下”的合称； 

“左、右”产生“左右”的合称； 

“男、女”产生“男女”的合称。 

这些实例中的合称都不是缩略语，因为都跟原来的原式

的结构完全相同，没进行任何紧缩。 

六、别称和代称 

别称就是意味着有一个事物具有两个名称，一个是比较

正式的，另一个是比较民间性的名称，二者可能因为这

个事物具有什么特点而产生出来，凭着这个特点造出来

的别称，使用的时间一长，就会被社会认可下来，跟我

们研究有关的就是，构成别称的成分及音节跟原来正式

名称的音节不同，所以别称跟其代表的原式无关，因此

别称无法算为缩略语。别称最明显的实例就是地名的别

称比如： 

“上海”的别称是“沪”； 

“河南”的别称是“豫”； 

“南京”的别称是“宁”。 

代称 

代称就是使用原式一种特点来制造的，有一些地方具有

历史性的特点，比如：咱们阿拉伯国家的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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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当时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了得到

其解放，不断向殖民国家发起革命，每次革命的烈士成

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得到解放时，其革命烈士贴近一

百万，所以阿拉伯人常常用“一百万烈士的国家”来代

表“阿尔及利亚”，咱们的埃及也有代称，在阿拉伯世

界你一说“人间的母亲”，对方就感受到的“埃及”，

中国也是，大部分的世界人民使用“大龙”来代表中

国。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究来确定，因为代称的元素、

音节跟原式的成分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其构成及制造

的规定都远与缩略语构成的方法及规定，所以不能把代

称算为缩略语。 

七、含数词的缩略语 

有一些说法和表达形式都包括数词，能不能缩略呢？我

们通过以下的实例能够把含数词的表达形式分为几种

类。 

1- 原式由一些并列的成分而构成的，比如： 

“爱祖国、爱边疆、爱各族人民”缩略为“三爱”； 

“包修、包退、包换”缩略成“三包”； 

“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打击严重经济犯

罪活动”缩略为“两打”。 

通过对上述的实例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原式的共同点就

是，都由并列的成分而构成的，缩略时就选出共同成

分，在其前面加上表示它们数量的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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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种类因为缩略语的成分都从原式的成分中选出来，

而从长短的角度来判断，都符合缩略的规定，所以这种

类可以算为缩略语的一种。 

2-在数词和共同的成分中间加其他成分，比如：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缩略为“两个市场”；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缩略成“两个文明”；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缩略为“三个面

向”。 

这些实例跟上述的种类完全相同，只是缩略时，在缩略

语中的共同成分前加量词的“个”或者形容词的

“老”，这一种类也算为缩略语的一种。 

3-原式由一些不同的并列成分而构成的，比如:  

“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缩略成“两弹一

星”； 

“主观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党派主义作风，官

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缩略为“三风五气”；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

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缩略成“五讲四美三热爱”。 

这种也算为缩略语的一种，因为都由原式的一些成分而

构成的，就从每一种表达形式中抽出代表的成分，再加

表达其的数词，从长度的角度来分析都比原式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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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式由不同的成分构成，产生的缩略语跟原式一点关

系都不存在，这种当然不能算为缩略语，比如：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缩略为“老四

件”； 

“电扇、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缩略成“新四大

件”； 

5- 数字缩略，就是对表示年的数字进行缩略，比如： 

上世纪的“1978”年，缩略为“78”年； 

上世纪的“1990”年，缩略为“90”年； 

当世纪的“2016”年，缩略为“16”年。 

上述的实例都算为缩略语的一种。 

6-有一些含数字的说法，但是又没有原式的说法，表示

的意义又跟其本身的意义无关，比如： 

“七上八下”表示的意思是着急、忧郁的意思。 

“成千上万”表示的意思是非常多的意思，用千来数。 

“四面八方”表示的意思是各个地方的意思。 

上述的实例都不算缩略语。 

1. 3 . 4 专名的缩略 

汉语的专名大部分都由两部分而组成的，第一部分就是

表示事物本身特征的最重要的部分，位于前边，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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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第二部分就是表示其种类、类别的次要部

分，位于后面，叫做“通名”或者“类名”。比如： 

“埃及人民共和国”分为专名的“埃及”，和通名的

“人民共和国”； 

“牡丹花”分为专名的“牡丹”，和类名的“花”； 

“高血压病”分为专名的“高血压”，和类名的

“病”。 

从缩略的角度我们能够把专名分为两大类，就是： 

1-能够对其进行缩略的专名。 

2-没必要对其进行缩略的专名。 

前者缩略时都必须符合缩略的规定、方法。比如： 

“埃及人民共和国”用节略法的略尾手段缩略成“埃

及”； 

“清华大学”用节略法的略尾手段缩略成“清华”； 

“新华图书馆”用节略法的略尾手段缩略成“新华”。 

上述的实例都是根据缩略的规定而进行的，换句话说，

产生的缩略词都比原式短，构成其的成分都从原式选出

来的。 

专名缩略法除了上述的节略法以外还有以下的方法： 

使用缩合法对含序数的专名进行缩略，比如： 

“高中一年级”缩略成“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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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钢铁厂”缩略为“上钢一厂”；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缩略成“北医三院”。 

使用缩略的两个方法（缩合法、节略法）向专名进行缩

略，比如： 

缩合法 

“北京大学”缩略成“北大”； 

“联合经营”缩略为“联营”。 

这里的缩略词由两个成分而构成的，一个来代表专名，

另一个来代表通名（类名）。 

“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缩略为“老龄委”； 

“地名委员会”缩略为“地名委”； 

这里就选出专名的两个成分，通名的一个成分构成缩略

词。 

“环境保护委员会”缩略为“环委会”； 

“鲁迅研究室”缩略为“鲁研室”； 

这里选出专名的一个成分，通名的两个成分构成缩略

词。 

节略法的略尾手段： 

“九三学社”缩略为“九三”； 

“南开大学”缩略为“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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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使用原式中的专名来代表整个原式而构成缩略

词。 

节略法的节头手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缩略成“解放军”； 

“六一国际儿童节”缩略成“儿童节”。 

这里就选出通名的一部分来代表整个原式而构成缩略

语。 

有一些专名缩略起来具有特殊的情况，比如： 

“第一针织厂”缩略为“针织一厂”； 

“第一内科”缩略成“内一科”。 

上述两个实例都比较特殊，因为缩略语产生时为了强调

原式某种性质，而没有根据原式的顺序构成，把表示原

式性质的成分提在最前面的，这个情况不少见的，还有

比如： 

“第二城市建设公司”缩略为“城建二公司”； 

“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缩略成“血防领导小组”；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缩略为“上棉一厂”。 

为了强调次第缩略时，可以把表示次第的词提到最前面

的，比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缩

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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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缩略语的种类 

我们对缩略语进行详细的解释后，可以对其再进行种类

研究。 

1- 按照缩略的方法可以把缩略语分为两大种类，就是： 

     1）缩合的缩略语 

如果要缩略的原式由几个成分而组成的，使用缩合法，

就分别从每个成分中选择对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放

在一起组成缩略语。比如： 

“人民防空”缩略成“人防”； 

“节约用水”缩略成“节水”； 

“友好协会”缩略为“友协”。 

     2）节略的缩略语 

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缩略，就是对构成原式的成分进行仔

细的分析，选出对原式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分产生缩略

语，这种方法内含两个分类就是： 

       a- 节头法，比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缩略为“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缩略成“二炮兵”； 

“六一国际劳动节”缩略为“劳动节”。 

        b- 略尾法，比如： 

“埃及人民共和国”缩略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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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缩略成“清华”； 

“西班牙国”缩略为“西班牙”。 

2- 按照原式的语言单位，就可以把缩略语分为以下的三

类 

1）语缩略 

如果原式由固定的词组构成的话，就属于语缩略的种

类，比如： 

“中国科学院”缩略为“中科院”； 

“卫生学校”缩略成“卫校”； 

“环境保护”缩略为“环保”。 

2）词缩略 

如果要缩略的原式属于词的单位，那就是词缩略的种

类，比如： 

“日本国”缩略为“日本”； 

“中国菜”缩略为“中菜”； 

“空中小姐”缩略为“空姐”。 

3）语素缩略 

汉语语素的缩略不常见的，比如 

“可口可乐”缩略为“可乐”； 

“自行车”缩略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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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钟”缩略“秒”。 

3- 按照缩略语含有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的分类 

    1）指称的缩略语 

“北京工业大学”缩略为“北工大”； 

“阿拉伯语”缩略为“阿语”； 

“阿非利加洲”缩略成“非洲”。 

上述的实例都是由专名及通名构成的，缩略时都通过缩

合法进行的。 

     2）描写的缩略语 

“严厉打击”缩略为“严打”； 

“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花费少”缩略为“多快好

省”； 

“高级、精密、尖端”缩略成“高精尖”。 

    3）陈说的缩略语 

“冬季训练”缩略为“冬训”； 

“家庭教育”缩略成“家教”； 

“物理疗法”缩略为“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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