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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new coronavirus on Chinese vocabulary 

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most prone to change factor in language. With 

social progress or the emergence of major events, new words continue to 

emerge to meet the new communication needs. The generation of a word 

is not just super imposing the semantics of the constituent words, but 

based 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ctual context of the vocabulary 

used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rough activation 

of a series of semantics.  

At the end of 2019, a mysterious virus in China, The virus has 

brought many economic, health, social and even political changes. 

people's communication certainly cannot avoid this big event, so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have appeared in the language to meet people's 

communication needs on this topic.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changes in 

Chinese language vocabulary brought about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ronavirus. 

Keywords: 

language research covid-19 new words compound 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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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أثير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المستجذ على مفردات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الملخص

انًفزداد ْٙ أكخز انعُبصز قبثهٛخ نهتغٛٛز فٙ انهغخ، فًع تطٕر انًزتًع ٔالأحذاث 

ٔتٕنذ يعبٌ رذٚذح فٙ انهغخ . انكجزٖ تخزد عهُٛب كهًبد رذٚذح نتهجٙ احتٛبربد انتٕاصم انزذٚذح

نٛس يززد سٚبدح أٔ إضبفخ نًعبَٙ انكهًبد انًٕرٕدح، ٔنكُّ يزاحم يٍ اتًبو ديذ نهًفبْٛى عجز 

. تفعٛم سهسهخ يٍ انًعبَٙ استُبدا إنٗ انخهفٛخ انخقبفٛخ ٔانجٛئخ انهغٕٚخ انٕاقعٛخ

 ظٓز فٛزٔس غبيض فٙ انصٍٛ، نُٛتشز ثعذْب فٙ انعبنى كهّ، ْذا 2019فٙ َٓبٚخ عبو 

انفٛزٔس رهت يعّ انكخٛز يٍ انتغٛزاد ٔانتأحٛزاد الاقتصبدٚخ ٔانصحٛخ ٔالارتًبعٛخ ٔانعهًٛخ، 

ٔثبنطجع نٍ ٚخهٕ حذٚج انجشز يٍ ْذا انًٕضٕع، نذنك ظٓزد فٙ انهغخ انكخٛز يٍ انكهًبد 

ْذا انجحج ٚتُبٔل انتغٛزاد انتٙ أحذحٓب . انزذٚذح نكٙ  تهجٙ احتٛبد انجشز نهتٕاصم حٕل ْذا الأيز

ظٕٓر فٛزٔس كٕرَٔب انًستزذ عهٗ يفزداد انهغخ انصُٛٛخ، أ٘ ثعجبرح أخزٖ، انكهًبد انزذٚذح 

انًتعهقخ ثفٛزٔس كٕرَٔب انًستزذ، يع استخذاو عهى انهغخ انتطجٛقٙ نتفسٛز كٛفٛخ تكٍٕٚ ْذِ 

 .انكهًبد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نكهًبد انصُٛٛخ انزذٚذح أسهٕة انذيذ-  فٛزٔس كٕرَٔب انًستزذ  -دراسبد نغٕٚخ

 انتجسٛ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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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1.现代汉语构词法 

论现代汉语构词的方法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朱德熙先生曾经

在其著作《语法讲义》谈过汉语的构词法，有重叠、附加、复合三

大类。其中本人在论文中最关注的是最后一类，既是复合。 

1.1 复合词或合成词 

复合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组成合成词的构词方法。

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词叫做复合词。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

的的结构关系基本上和句法结构关系是相同的，句法结构关系有述

宾、主谓、联合、偏正等等，大多的复合词是根据这些关系组成

的。例如 

防水： 由两个语素组成，一个是“防”另一个是“水”，两个语

素之间的句法关系是述宾。 

飞机：“能飞的机器”，“飞”是对“机”的描写，属于偏正关系。 

证明：“证”的结果是“明”。证明的意思是根据确实的材料判

明人或事物的真实性。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述补。 

总之，合成词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各

种不同的关系可以造更多的新词。 

1.2 复杂的合成词 

上面所提的是简单的复合词，换一句话说，它们的组成部分

大多是语素。如果组成部分本身不止一个语素，那么合成词的结构

就变得更为复杂，例如： 

取款机：这无疑是新的词，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取钱机

械化了，再也不用去银行排队取钱，对这一新词，我们可以采用层

次分析法，第一层就是“取”和“款”之间的结构关系，既是述宾，第

二层是“取款”一词和“机”的关系，既是“偏正”关系。如果换一个角度

看待这个词，我们还能把它概括为“功能+事物”，这种格式算是很常

见，例如“割草机”，事物是“机”功能分别是“取款”和“割草”。再例



Dr. Ahmed Zarif Daif 

 

27

8 
Philology 76 June 2021 

 

如： “按摩棒”，也属于上述范畴，既是“功能+事物”只是这里的事物

更加为具体一点，“棒”还表示事物的形状，是对“按摩机”的具体

化。 

这种方式还可以简单化一点，如果“功能”部分超过两个字，

可以进行省略使其更顺口一些，例如“娃娃机”，这里的“娃娃”原来

指“取娃娃”，全称“取娃娃机”，对该词进行简单化后就变成“娃娃

机”，该注意的是，该词的组成部分在结构关系上发生了变化，关系

由两层关系直接变成单层关系，既是“偏正关系”是“娃娃”和“机”之间

的结构关系。 

那么“简称”是汉语造新词的一种方式，上述所提的例子只是

简单的例子，是四个字简单化为三个字，下面本人再谈谈更为流行

的“简称”方式。 

“简称”这种方式，朱德熙把其分为两种，一是，减缩式复合

词，二是，紧缩式复合词。前者表示在全称的基础上减少组成部

分，例如“清华大学”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既是“清华”和“大学”，简

称“清华”直接减少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者表示在全称的基

础上把原有的组成部分紧缩起来，拿每个组成部分的一两个字取代

之，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由三个组成部分组成，既是“上海”、“师范”

和“大学”，简称“上师大”，这样每个组成部分在新词中都被表现出

来。再比如：“土地改革”，简称“土改” 

上述所提的新词，不管“土改”也好，还是“上师大”也好，都

是汉语之前没有的词语，都算是新词，本人这里关注的并不是新词

本身，而是构造那些新词的机制，得出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

新型冠状病毒的新词是怎么来的，又怎么理解。 

下面本人会在此基础上对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后所出现的新词

加以说明与分析。 

2.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新词 

2.1 病毒称谓 

由于病毒刚出现时，人类尚未了解其性质和类型，所以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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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定的名字，2019 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

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当时病毒的称谓还是“不明原因

肺炎”，看来此叫法含有高度的模糊性，是一种对疾病与我们对其的

认知的一种描写，后来成功分离出首株病毒毒株，确定了新冠病毒

为疫，再后来媒体便开始大量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

名称，直到国家卫健委宣布了统一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

称“新冠肺炎”。据本人手中的资料，对病毒的称谓可以总结为下列

几个方法 

2.1.1 使用合成方法命名 

上述已经提到过了，一开始人民、甚至政府对“新冠”不够了

解，在无法确定其类型的情况下，只能叫之为“不明原因肺炎”，这

种称谓非常模糊，而且它直接承认相关部门对病毒的“无知”。随着

医学发现，医生对疾病的认识越来越高，后来研究明白了其性质，

所以按道理这种模糊的称谓无法继续使用。相关部门就使用了合成

方式给新病毒命名。 

这种方法就是把原有的词语结合起来构成新的单词，当医生

发现该病毒属于冠状病毒范畴，同时又不是我们之前所认识可以引

起严重的疾病如中东呼吸综合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等的几种冠

状病毒，所以他们采用了简单的语言处理方法，在这类病毒原有的

名字前加了一个能够区分“原来传统的冠状病毒”与“新发现的冠状病

毒”的“新型”前缀。 

该前缀之前用得较为广泛，它的作用就是区分原有的东西和

新出现的类似的东西，表示两者又相同又有区别，比如： 

新型建筑：该词就区分原有的建筑，和按照新的标准、具有

新的同能与特点的建筑，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建筑”，表示新的

东西既没有脱离“建筑”这个大范畴，又具备了之前的建筑没有具备

的特点，比如是智能的、节能的等等。 

那么按照这个方法给新的病毒给予称谓是符合汉语新词语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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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 

既表示该病毒属于“冠状病毒”这个大范畴，又表示它具有新

的特点，之前的类似病毒没有的。 

2.1.2 使用简单化法命名 

该称谓是在上述的方法的基础上得出的，就是把称谓的两个

元素，既是“新型”与“冠状病毒”开头的两个字拿出来，作为简单一

点的称谓，这样就得出了“新冠”。 

该方法在汉语中较为普遍，上述已经提到过，叫做“简称”的

“紧缩式合成词”，本人认为用此方法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经

济原则和语音系统的去向。汉语的经济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规约语言

使用的普遍性原则，语言的经济性意味着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收获、

节约、节省、省时”（袁洪 2014），而现在的语音系统去向就是双音

节词占优势。这种方法可以使比较长的词语变得更顺口一些，之前

有过类似的案例，比如：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巴基斯坦跟中

国是“铁哥们儿” 简称“巴铁” 

这个方法又可以解决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对新词语的需求，又

可以使新出现的词语更简单，更顺口一些， 

2.1.3 英语称谓 

虽然本文研究的范围是现代汉语，但是病毒的英语名称也算

是现代汉语范围之内的，因为目前中国很多地方也开始使用英语的

正式称谓，所以本人觉得，解释英语称谓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有必要

的，这样才能够毫无缝隙地覆盖这一新词的所有角落。 

刚开始，病毒只出现并传播于中国境内，随着人口流动，传

到全世界，当然，中文的称谓不管有多么简单，也不能用于别的语

言中，该病毒的英文名字也经历了多次谈论才确定下来了。甚至有

的称谓具有严重的政治色彩，比如，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多次用

“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一词指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该叫法只不过

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政策，也属于个人的偏见判断而已，所以该叫法

慢慢消失了，被其它的客观而科学的叫法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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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是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称谓，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被卫生组织确定下来了，采用的是对全名的“简称”用“冠状

病毒疾病”英文称谓 corona virus disease 三个词的几个开头字母，加

上该病毒首次出现的年份 2019 年，最后得出目前被全世界通用的称

谓。 

2.1.4“新冠肺炎”的命名道理与依据 

在“新冠肺炎”称谓正式确定之前，还有其他的称谓例如， “新

型肺炎”“野味肺炎” “新冠”等称谓。那么多称谓当中，“新冠肺炎”最

终被暂定为通用称谓，本人认为这个称谓能够确定下来主要有以下

几点原因： 

1. 本人先看病毒的称谓发展与变化过程，先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到“新冠肺炎”，可以看出疾病

的称谓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停地简单化的过程。“任何事物或现象

都具有多种特征或标志，可是人们给一个事物或现象命名，却

只能选择它的某一种特征或标志作为依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简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新型

肺炎”也可以是“病毒肺炎”或“冠状肺炎”或“新冠肺炎”或“新肺”

或“新炎”或“冠肺”或“冠炎”或“新冠”等。上述已经介绍过紧缩方

式和减少方式，不管采用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全称构成地因素

比较多，所以，简单化的形式非常多，但相比于这些简称，“新

冠肺炎”在语音上平仄相对，而且不存在相混的同音词。 

“新型肺炎”“病毒肺炎”两个称谓的缺点就是在语义上只说明

了这次肺炎是“新出现”的或“由某种病毒引起”的，两个称谓区别度

很不明显，因为任何一种新出现的或由病毒引起的肺炎都可以使用

这两个简称 ，比如2003 年“非典”刚出现的时候就被称为“新型肺炎”

和“病毒肺炎”。如果采用“冠状肺炎”这个简称，我们会发现简称中

的“冠状”指的是“冠状病毒”，而这是医学中的广泛范围，结果语义

范围也很广泛，不具有特指性和专一性，所以，这个简称也不太合

适。“新肺”“新炎”两个称谓虽然又满足语言的经济原则，又符合词

汇简单化的规律，但是在语音上与“心肺”“心眼”谐音容易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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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提到的简称都存在一点问题，只有“新冠”这个最简形式的称

谓，是汉语双音节化发展的产物，又不会和其他的谐音词混，还满

足语言的经济原则。 

2. 语言的经济性、明晰性和约定俗成性原则。上述提到过语言的

经济原则。简言之，经济原则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词语的缩略和

语境的省略。“新冠”一词，由“新冠肺炎”紧缩而来，“新型肺炎”

又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紧缩而来，这样就组成了新的偏正短

语“新冠肺炎”。与其全称相比，“新冠肺炎”在字数上缩减了一

半，而“新冠“又紧缩了一半，两者都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同

时，四字结构的短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音节整齐匀称，还符

合汉语所谓的对称。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对称性的四字结构短

语也可以降低人们认知的难度，更容易记忆。而两个字的词语

是占现代汉语词语大多数，是新词的去向，那么不管是“新冠”还

是“新冠肺炎”各有各优点和特色。 

2.2.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其他的词语 

与“新冠“相关的词语很多，不局限于病毒的称谓，本人可以

概括为 

2.2.1 旧词新义 

也就是说，该组中的词语原来存在于汉语中，只不过其原有

的语义和“新冠”出现后的语义不太一样，例如： 

疫情：原来指的是任何疫病传染的情况，人类在其漫长历史

上曾经经历过好几次的疫情，比如：黑死病、伦敦大瘟疫等等，但

是，那些“疫情”是现代人只是从历史课本中了解的，没有亲自经

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现代人类经历的第一次严重的疫情，所

以，目前一说“疫情”，人们想到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除非该单

词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表示过去的其他的疫情。这种语义紧缩，从

广泛的概念变成特定特指的术语也是“新冠”引起的。 

该注意的是“疫情”一词也采用了“简称”的“紧缩方式”得出的，

是从“疫病的情况”简称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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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和上述一样，原来也具有比较广泛的语义，指任何疾

病传染得很厉害的时期，现在专门指我们目前经历的“新冠”时期，

道理也是一样的。 

该词和上述的词一样，也采用了“简称”的“紧缩方式”得出来

的。 

“封城”这一词原来和军事行动相关，主要用于历史文献中，

这次新冠传播后，不但让这么久没使用的单词再次出现，而且还衍

生出一些军事战争类的词语，运用比喻或谐音双关修辞，使疫情防

控更具体化、更形象化，如“疫情阻击战”“武汉保卫战”“战„疫‟”等。

如果拿“武汉保卫战”为例，该词是由两个原有的词语组成，既“武汉

“和”保卫战“，当然任何一个城市如果遇到了战争，自然会有其”保

卫战“，但是这次的”武汉保卫战“并不指什么战争，这是一种比喻而

已，所以原来的”保卫战“一词就会让人联想到”战争“、”轰炸“、等一

系列相关的战争词语，但这次的”武汉保卫战“一说出，就让人联想

到”新冠“，所以本人认为该词表面上是旧的词，但是在性质上完全

和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保卫战”不相同。 

2.2.2 新创造的词语 

这部分词语语言中原来没有的，不存在于汉语词汇中，但

是，那些词语由原来存在的词语构成，当然，这类词语包括新型冠

状病毒的称谓，还包括其他的词语，例如： 

方舱医院：由两个原有的单词构成，方舱+医院，两者是独立

的词汇，都有明确的语义，但是两者本来是毫无关联的。疫情爆发

了之后，确证病例日益增长，导致对医院床位的需求日益增加，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考虑到建造一些由放舱组成的临时医院，

这样就成功解决问题了，又创造了新的概念，就是方舱医院。 

该新词采用了“形式+功能”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该方法是现代

汉语较为普遍的构词法，采用该方法可以创造无限的新词，例如 

液体镜头= 形式（液体）+功能（镜头） 

固体燃料=形式（固体）+功能（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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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健康信息码”，目前是中国人或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

的通行证，是电子科技与医学结合的产物。虽然该词的组成部分都

是原有的词语，但是得出的新术语的语义大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

这是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的现象。该词也有对其进行简单化，甚至

把它简称为“码”，就这样，一个字放在合适的语境中就能够表达一

个全新的语义。 

3.与新冠相关的新词语的特点 

1.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疫情初期出现比较多的新词主要是跟病

毒称谓有关。初期，人们对相关状况缺乏认知，最关注的是“我

们面对什么？”，接下来，随着对情况认知的增长，人们更多关

注防护措施，所以出现类似“封城”、“方舱医院”等新词，最后疫

情进入了常态化阶段，变成人们生活的正常部分，就开始出现

类似“复工复产”、“防疫健康信息码”等新词。 

2.爆发性和及时性。由于疫情爆发得很突然，语言就起了应急作

用，为了应急人们得交际需求，随着疫情的爆发也爆发了大量

的新词，而且爆发得很及时，基本上很及时地满足语言交际的

需要。 

3.语言渲染共情效应。众所周知，军事战争类词语有能力引起人

们的共鸣，所以与新冠相关的新词，有一大部分染上了军事的

色彩，正如热门的标语“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或“武汉保卫战”

等。同时也有部分词和标语充满了励志，例如传播于全世界的

口号“武汉加油”，虽然这个口号表面上没有什么新义，反而听起

来有一点像运动赛场很热门的口号，但是实际上人们一听到之

就联想到新冠和武汉抗疫情的战争。 

那些正面词也能引发积极的情感回应。除了增长士气，还有感

动人心的共情，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话语接受度极高。 

4 . 针对性和创新性。按照对受众群体的情感取向，新出现的新

词语一方面特别关注了人们的交际需求，从疫情发展情况，到

科学防控方法的变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信息输出；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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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了热点，及时更新、创新新的词汇，例如2020年11月由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英新冠词典》，所收词汇不但涉及疫

情相关的高频词或专业术语，如方舱医院（makeshift hospital）

等，还记录了一些新的汉语表达，如无接触配送（contactless 

delivery）等。 

4.总结 

本论文主要研究疫情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并没有收集全

部的与新冠相关的新词，只是想进一步了解新出现的词语是如何创

造的，研究又一次表明了，汉语是一种具有高度的应急能力的语

言，它具备很多手段能够随着大事件的突发及时创造新词来满足人

们的语言交际需求，证明语言的灵活性特别强。 

本文采用了语言学，尤其认知语言学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

的新词进行分析，探讨其语义与构成方法，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了解

那些新出现的词语的内部结构和产生机制，尤其是新冠的称谓，显

然称谓的问题是语言学家和媒体最关注的相关新词，因为它直接关

系到人们对这个热门话题的交际需求。 

由于相关资料目前还是有限，而且时间有一点紧张，所以本

文免不了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以后继续改善，例如，收集的资料没

有覆盖所有的领域，尤其是较为专业的术语，这是因为很多术语是

非常专业，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收集所有的新词，而是举例讲明

白其产生机制，希望在将来的日子中能够在本文的基础上继续对所

有的相关新词进行全面收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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