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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的字形与读音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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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因其环境毒性和邻避效应，广受社会关注，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报道和资料中经常出现，但
“噁”是生僻字，未被 2013年版《通用规范汉字表》[1] 作为规范字收录，故各类出版物中常出现“二噁英”和
“二恶英”2种写法。例如，在本文收稿之日以“二噁英”作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可得 1 070条中文
记录；而替换为“二恶英”搜索，可得 785条中文记录。2种写法混用，常导致相关作者、读者和编辑的困
惑。尽管早已有人呼吁“二恶英”应写为“二噁英”[2]，但给出的缘由不够细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此外，“噁”
应该读作“wù”还是“è”，亦是众说纷纭。为明确“二噁英”的字形和读音，本文从含义、词源和读音 3个角度予
以辨析，供相关人员参考。 

1    “二噁英”的含义

“二噁英”对应英文名词为 dioxin。狭义的“二噁英” (dioxin) 专指六元杂环化合物 1,4-二氧杂环己二烯，
即环己二烯上 2个碳原子被氧原子替代所形成的杂环化合物；广义的“二噁英”是“二噁英类” (dioxins) 的俗
称，复数词缀“s”表示一类化合物。根据《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
辨质谱法》 (HJ 77.2—2008) [3]、《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4]、《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
制标准》 (GB 18484—2020) [5] 等国家和行业标准给出的定义，“二噁英类” (dioxins) 是多氯代二苯并-对-二噁
英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PCDDs) 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PCDFs)
的总称，英文简称为 PCDD/Fs。PCDDs包含 75种同类物，PCDFs包含 135种同类物，故 PCDD/Fs包含
210种同类物。简而言之，狭义的“二噁英” (dioxin) 是单环化合物，而 PCDD/Fs是多环化合物。图 1展示了
单环化合物“二噁英”“呋喃”与它们对应的多环化合物 2,3,7,8-四氯代 PCDD、2,3,7,8-四氯代 PCDF之间的关
系。由于在英文语境下，dioxins除包含 PCDD/Fs外，有时还包含具有类二噁英的多氯联苯类物质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 [6]，所以“二噁英类”对应的准确英文名词应为 PCDD/Fs。

“二噁英类” (PCDD/Fs) 的化学结构较为简单，在有机化学领域受关注度不高，但因其属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POPs) ，且被列入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故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广受关
注。事实上，“二噁英类” (PCDD/Fs) 的 210种同类物中，仅有 17种 2,3,7,8-位置被氯原子取代的同类物才具
有环境毒性 (包含 7种 PCDDs同类物和 10种 PCDFs同类物) ，因此，社会关注的“二噁英类” (PCDD/Fs) 实
际上仅为 17种 2,3,7,8-PCDD/Fs同类物。在涉及“二噁英类”的环境监测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一般只出
具 17种 2,3,7,8-PCDD/Fs同类物的质量浓度和毒性当量浓度。 

2    “二噁英”的词源

从有机化合物的命名规则来看，“二噁英类”中“噁”字的偏旁“口”表示此类化合物为杂环化合物。我国对
杂环化合物采用“口”旁音译谐音命名的原则自 1932年被确定，自 1980年被重新确定，一直沿用至今[7]。例
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机化学》 (第 2版) [8] 第 300页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基础有机化学》 (第 4版) [9] 第
891页给出了杂环化合物“噁唑”的命名，高等学校出版社《有机化学》 (第 2版) [10] 第 597页给出了杂环化合
物“二噁烷”和“1,3,5-三噁烷”的命名。

国际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 接受 3种杂环化合物命名规则，其中 Hantzsch–
Widman命名规则的应用较为广泛[11]。根据 IUPAC接受的 Hantzsch–Widman命名规则，“二噁英”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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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xin”可拆分为“di”、“ox”和“in”3个部分：“di”
为希腊词源前缀，表示杂环化合物中存在 2个相
同的杂原子；“ox”是杂环命名前缀“oxa”的缩写 (杂
环命名前缀中的“a”一般被省略) ，表示杂原子为
氧；“in”是杂环命名词干，表示六元杂环。相似
的，“呋喃” (furan) 按 Hantzsch–Widman命名规则
的名称为“oxole”，可拆分为“ox”和“ole”2个部分：
“ox”是杂环命名前缀“oxa”的缩写，表示杂原子为
氧；“ole”是不饱和杂环命名的词干及后缀，表示
五元不饱和杂环。

与“呋喃”对应的“oxole”相比，“二噁英”对应
的“dioxin”的“in”并未反映化合物是饱和杂环还是
不饱和杂环，而实际上“dioxin”是不饱和杂环，若
完全按照 Hantzsch–Widman命名规则，则应命名
为“dioxine” (其中，“ine”表示六元不饱和杂环) 。
而从谐音中文词来看，“二噁英”中的“英”并无“口”
旁，与“呋喃”“噻吩”“吡咯”“吡啶”等常见杂环化合

物中文命名用字全带“口”旁又有区别。从词源角度来看，“二噁英”及“dioxin”的中英文都是杂环化合物命名的
“怪胎”。由于前述内容已能说明“口”旁对于“二噁英”命名的重要性，加之受篇幅所限，所以本文不再更深入地
探讨词源差异的历史渊源。

与其他常见化合物命名用词不同的是，“二噁英类”中的“噁”是生僻字，是 2013年版《通用规范汉字
表》[1] 中规范汉字“噁” (见 44页，编号 7 519) 所对应的繁体字为“噁” (见 98页) 。从汉字简化历程来看，
“噁”是“噁”的类推简化字。但是，实践中“噁”极少使用：1) 以“噁”作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搜索的结果
条数为零；2) “噁”未被常见的 GB 2312字符集 (如仿宋_GB2312字体) 和 GBK字符集 (如 Windows自带宋
体、方正仿宋_GBK字体) 收录，在微型计算机中只有使用 Unicode字符集的字体 (如微软雅黑字体) 才能正
常显示。相较而言，随着微型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升级和中文输入法的改进，“噁”的计算机输入和排版已不再
困难，写作“二噁英类”比“二恶英类”“二噁英类”都更合适。

综上，从词源和使用便利性两个角度来看，出版物中按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标准规范，沿用“二
噁英类”是最为合适的选择，有必要时可加注英文简称 PCDD/Fs。 

3    “噁”的读音

《康熙字典》第 208页中收录了繁体字“噁”的 3种音义：1) 读“wù” (乌路切) ，词语“喑噁”指发怒的样
子；2) 读“è” (遏鄂切) ，词语“噁噁”形容鸟叫声；3) 读“wò” (屋郭切) ，音义同“雘”，为上等红颜料。这 3种
音义与“二噁英类”的关系不大。

尽管“二噁英类”的“噁”是繁体字，但“噁”的“口”旁表征杂环化合物，而非身体器官，只是按照杂环化合
物命名规则生造“噁”字时，恰有繁体字“噁”可用而已。因此，“噁”的读音应遵循其本字“惡” (即“恶”) 的读音。
“恶”读“wù”时是动词意义，表示“讨厌，憎恨”，读“ě”也是动词意义，表示令腹部不适，唯有读“è”是名词意
义，表示“不好”。较早版本的汉语词典中存在将“噁”注音为“ě”的做法，但最新的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 (第
12版) 》中已给出“二噁英类”的“噁”读“è”的示例。此外，2013年版《通用规范汉字表》[1] 在其 47页的尾注
说明中指出“噁：化学名词用字，读è，如‘二噁英’等”。 

4    结论

1) 狭义的“二噁英” (dioxin) 专指六元杂环化合物 1,4-二氧杂环己二烯，广义的“二噁英”是“二噁英类”
(dioxins) 的俗称，指 2大类共 210种同类物。当表示一类化合物时，同时使用“二噁英类”和其英文简称
“PCDD/Fs”的方式最为准确，不会发生歧义。

2) “二噁英类”中“噁”字的“口”旁表征杂环化合物结构，不能被“恶”替代。尽管“噁”的规范汉字是“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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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环化合物“二噁英”、“呋喃”与其对应的多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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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氯取代位置)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oxin, furan, and their
associated PCDD/Fs congeners (The numbers 1 to 9 in the
figure indicate possible chlorine substitution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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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极少被使用。从词源和使用便利性两个角度来看，出版物中按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标准规范，沿
用“二噁英类”是最为合适的选择，有必要时可加注英文缩写 PCDD/Fs。

3) “二噁英类”中“噁”字读音应遵循其本字“恶”用作名词时的读音“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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