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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汉语新词语探究

何芝垒

语言既是交际工具，也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词汇随着社会新事物、新现象、新

概念的出现而诞生，是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最具活力的。

新冠疫情暴发后，衍生出许多疫情新词语广泛使用于生活中，承担着科普知识、

传达信息、表达情感与思想等重要作用，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语

言学的角度来说，要阐释语言的动态变化，就需要对词汇的变动进行记录和分析。

从词汇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疫情新词语诞生的时间不长，经观察发现，在这

些疫情新词语中，存在不符合汉语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以及带有歧视性色彩现象。

截至 2023 年 3 月，中国内地关于疫情新词语的研究有学位论文 1篇，期刊论文 9篇，

这些研究成果对疫情新词的定义界定、造词方式、产生原因等都未做深入探讨。

本论文以中国内地 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产生的疫情新词语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分析法、数据统计与图表分析法、宏观分析与微观探究相结合法，综合了

词义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对疫情新词语的

定义界定、领域分布、造词方式、语用功能以及产生的原因展开探究。

研究结果得出：来自社会生活领域的疫情新词语占比最多，反映了疫情之下民众

的生活状态。疫情新词语的造词方式有词语模、修辞格、旧词新义、方言词、缩略，

以及“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六种；语用功能体现在描述疫情发展状况、聚

焦疫情热点事件、缓解疫情心理压力三个方面；产生的原因有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

自身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媒体的推动。

关键词：新冠肺炎 汉语造词法 汉语新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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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F CHINESE NEOLOGISM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HE ZHILEI

（英文版摘要）

Language is not only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Vocabulary is born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things, new phenomena

and new concepts, and is the most dynamic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language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many new epidemic words were derived

and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assum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conveying information,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thoughts, and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to explain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rd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of vocabul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cabulary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epidemic new words has not been a long time. After observation, it is found that among

these epidemic new words, there are discriminatory phenomena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structure and rules of Chinese word making. As of March 2023, there are 1 academic

dissertation and 9 journal papers on COVID-19 neologism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se

research results have not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definition, coinage and causes

of COVID-19 neologisms.

This paper takes the epidemic neologism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es the theories of

semantic science, semantics, grammatology, rhetoric, pragma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data statistics and chart analysis, macro analysis and micro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finition, field distribution, ways of word

making,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causes of new epidemic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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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pidemic new words from the field of

social life was the largest, reflecting th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under the epidemic.

There are six ways of making new epidemic words: word model, figure of speech, new

meaning of old words, dialect words, contractions, and "combination of numbers, letters,

symbol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ragmatic function is embodied in describ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focusing on the hot events of the epidemic, and

relieving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the epidemic. The reasons are the changes of social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tself,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rnet media.

Key words: COVID-19 Chinese word formation Chinese new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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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2019年 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文简称“新冠疫情”）暴发
1
。在新冠疫情

这一时期，与之相关的话题成为当时交际的日常，汉语词汇系统也因此而变化和发展，产生

了大量相关的汉语新词语（下文简称“疫情新词语”）。

社会的发展需要语言的应和与推动。语言既是交际工具，
2
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会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3
“社会”和“语言”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两个变量，

4
二者的

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语言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没有社会，语言就无从

存在。其二，社会的构成需要语言。没有语言作为沟通，人与人之间就会中断联系，社会

无从发展。其三，语言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即语言具有社会性。

从上述陈原及陈昌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语言反映社会发展的情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受社会发展的影响，

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和使用，源于新冠疫情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

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都在制定防疫措施。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优化“精准防控”措施。“动态清零”“做核酸”“居家隔离”“健康码”“场所码”

“行程码”“云学习”等一系列疫情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词语在社会生活中

被民众多次使用，是中国抗疫历程中的真实记录，也将成为这一时期特殊的语言现象。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隔离防控的原因，使得人与人之间线下面对面的言语交际减少，

1 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辞海》《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等工具书，“暴发”与“爆发”皆有

“突然发生”的意思，但用法却有所不同。

“暴发”通常用于洪水、传染病等。“爆发”通常用于火山、战争、重大事件等。

在《人民日报》《语言文字周报》《新华网》等主流报刊和网站中，使用“疫情暴发”的数量显著占优，

是主流的用法。综合笔者的理解，本论文认为使用“新冠疫情暴发”较为合适。
2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26。
3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页 3。
4 陈昌来，《应用语言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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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线上的言语交际频率。人们通过浏览社交媒体、阅读报刊及政府公文等获取信息，

一些与疫情相关的书面语词汇就此产生和被运用。

图 1：政府会议中疫情新词语的语用截图
5

由“图 1”所举之例可以看出，在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中，“动态清零”“四方

责任”“四应四尽”这类疫情新词语可以起到统一思想、部署工作、传达组织者的想法

等重要作用。因此，准确地理解其词义尤为重要。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仍有一些疫情新词语的词义被误解。如“社会面清零”一词，

不少人会理解为：新冠感染者全部治愈，社会上已经没有感染的人了。但实际解释却是：

当日新增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在管控的范围内（如隔离场所），不会再传染给管控范围以

外的人，这样的状况就相当于社会面是安全的，便将其称为“社会面清零”。诸如此类

的疫情新词语，应当如何正确地理解其词义呢，这值得去探讨和总结。

疫情新词语不仅是现代汉语发展中新语料的展现，而且还承载着民众的情感和记忆，

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新冠疫情时期社会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疫情新词

语的出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对这些词语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状况。

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通常是以新词语的产生去扩充和丰富的。疫情新词语随着新冠肺

炎的暴发而涌现出来，为词汇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及时地反映了疫

情特殊时期的社会变化状况，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事件、新状况，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

5 截图来源：〈进一步巩固扩大社会面清零攻坚成果！市委市政府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海工作

组举行工作会议〉，《每日经济新闻》，2022 年 5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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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进行了记录，这样的语言现象是值得对其进行探究的。同时，这也是现代汉语发展研

究的重要工作。

史有为认为：“新词语的纷至沓来，有的是词义模糊晦暗，有的是茫然难知，有的是

昙花一现，有的可万年常青。它的出现是现实存在的，是必须承认和记录的。”6

本论文认同上述观点，以中国内地的疫情新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探究。通过

统计疫情新词语的来源领域及分布情况，分析其造词方式、语用功能和产生的原因，以及

探讨疫情新词的未来发展情况等，希望可以为疫情新词语的研究添砖加瓦。同时总结出哪

些类型的疫情新词语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可以继续使用，哪些会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而隐退。

也藉此探明疫情新词语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对于那些不太符合汉语造词规律而又被使用

的疫情新词语，以及带有低俗趣味的疫情新词语应该如何看待进行探讨。全文共分为六个

部分，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在这一章节里逐一阐述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第二章 疫情新词语概述。对疫情新词语的定义界定、领域分布情况，以及被误用的

现象展开分析和探讨。

第三章 疫情新词语的造词方式。根据本文研究语料，从词语模、修辞格、旧词新义、

方言词、缩略，以及“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这六种造词法展开分析和论述。

第四章 疫情新词语的语用功能。基于本文研究语料，从“描述疫情发展状况”“聚

焦疫情热点事件”“缓解疫情心理压力”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五章 疫情新词语产生的原因。在前文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自

身的发展”“互联网媒体的推动”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第六章 结语。对本论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以及概述论文的研究局限。

6 史有为，〈动态视角：词汇活跃度纵横谈〉，《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5 月第 10 卷第

3 期，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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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问题

疫情新词语记录和反映了新冠疫情时期的社会变化，是时代的“晴雨表”。疫情时期，

在新闻发布会、政府公告，以及各种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使用“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

触者”“一般接触者”“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自我健康监测”等

疫情新词语，这些词语的词义如何理解，造词方式有哪些，这需要有人去总结。

疫情新词语是词汇系统中较为活跃的部分，会随着新冠疫情的变化而不断产生和发展，

以反映最新的社会状况。因此，对疫情新词语进行研究，可探究它出现的原因及使用情况。

如上文“图1”所举，“四方责任”一词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

不能理解这一词语表达的意思，那么就难以理解这段话所传达的内容。

随着“三年疫情”的变化和发展，
7
与之相关的各种讯息层出不穷。新冠疫情暴发至今，

仍有众多相似而意思又不完全一致的疫情新词语的词义令人费解。如“动态清零”“社会

面清零”“社会面动态清零”“社会面基本清零”“临时社会面清零”“总体社会面清零”

等词语的词义如何理解，这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和总结。

为了了解中国内地社会产生和使用疫情新词语的情况。笔者在《汉语盘点（2020-2022）》

年度“十大新词语”的收集中（表1、表 2、表 3），有如下发现：

表 1：2020 年十大新词语统计表
8

在“表1”的统计中，①②③④⑤⑩这几个新词语都与疫情相关，在疫情特殊时期经

7 三年疫情：指 2019 年 12 月１日—2022 年 12 月 1 日这个时间段，下文不再赘述。
8 王法，〈“汉语盘点 2020”年度字词揭晓“民”“脱贫攻坚”“疫”“新冠疫情”入选〉，《央视网》，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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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到。如“健康码”一词，该词由“健康”+“码”组成，“健康”一词大家都容易理

解，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码”指二维码，又称二维

条码，是一种编码方式。“健康码”这一疫情新词语该如何理解，它又是如何产生和被使

用的呢，这值得去探讨。

表 2：2021 年十大新词语统计表
9

在“表2”的统计中，可以看到⑧⑨新词语因疫情的需要而诞生，特别是“动态清零”

一词，作为中国防疫的总方针，在疫情期间的使用尤为常见。

图 2：“动态清零”一词的语用截图
10

从“图2”的表述来看，“动态清零”是防疫的最佳选择，所以它的词义十分重要。

动态清零的词义从字面上看容易让人理解为追求零感染，但实际表达的意思是发现一例阳

性感染者就采取措施将其控制和扑灭，不让疫情在当地“生根”，防止传播扩散到其他区

域。由此可知，动态清零意在强调对于每一起发生的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控制，

防止传播扩散。

9 曹岩、魏帮军，〈“汉语盘点 2021”年度字词揭晓“治”“建党百年”“疫”“元宇宙”当选〉，《环

球网》，2021 年 12 月 20 日。
10 截图来源：〈“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澎湃新闻》，2022 年 10 月 21 日。



6

表 3：2022 年十大新词语统计表
11

从“表3”的统计来看，⑦⑨新词语同样因为疫情而产生，在疫情期间经常用到。

例如，为助力科学精准防控．．．．，确保人员安全有序流动，……我市全面推广使用场所码．．．，

进入各类公共场所时需要扫码才能通行。12

综上所述，每个疫情新词语的出现都有其原因，所表达的意思仅从字面上进行解释，

难以准确地将其实际词义表达出来，只有弄清楚词语产生的原因，才能准确地把握其词义。

疫情新词语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其来源领域分布如何，都有哪些造词方法，造词规律

是怎样的。这是词语发展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亦是本论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汉语新词语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热点探讨问题之一。

笔者在中国的“三个数据库”中，
13
以“汉语新词语”为“关键词”对中国内地的研究情

况进行检索。
14
“知网”相关的研究有 785 篇、“维普”相关的研究有884 篇、“万方”

相关的研究有3355 篇，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

11 〈汉语盘点 2022 年度字词揭晓！“稳”“党的二十大”“战”“俄乌冲突”当选〉，商务印书馆微信

公众号，2022 年 12 月 20 日，https://mp.weixin.qq.com/s/kWIWU6yIjX63tBtmOvKI_A。
12 〈@白城人，“场所码”来喽！请转发扩散！〉，《澎湃新闻》，2022 年 12 月 4 日。
13 “三个数据库”所指如下：

1.中国知网（CNKI）：涵盖论文、工具书、期刊杂志、报纸等海内外文献资源的网络出版平台。下文简称

“知网”。

2.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以《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第一个专注于期刊资源数字化的文献数据库）

为支撑，提供全学科领域期刊文献的应用平台。下文简称“维普”。

3.万方数据库：涵盖期刊、论文、会议纪要、学术成果为一体的文献资源网络数据库。下文简称“万方”。
14 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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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疫情新词语在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情况，笔者同样在三个数据库中，

分别以“疫情新词语”“新冠疫情词语”为“关键词”与“主题词”，对三年疫情新词语

的研究情况进行检索，
15
所查询到的相关资料情况如下：

检索词

发文量

数据库

疫情新词语

（关键词）

疫情新词语

（主题词）

新冠疫情词语

（关键词）

新冠疫情词语

（主题词）

知网 无 10篇 无 8篇

维普 12篇 12篇 14 篇 14篇

万方 无 5篇 无 98篇

表 4：三个数据库的论文发表数量统计表

通过筛查与整理，在三个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去掉重合论文，与疫情新词语相关

的研究论文共计 10篇。其中，硕士论文1篇、期刊论文 9篇。对这 10篇论文进行分析

和总结后，以不同的研究视角为依据，研究分类大致可梳理如下：

1.词语分析类

张晖、周荐，邓煜简述了“云”词语的出现及使用现象；
16
李永华分析了“复工复产”

一词的使用现象；
17
芜崧、褚天青简述了“者”族新词的出现及使用现象；

18
邹煜、邹沫佳、

滕永林分析了“新冠肺炎”一词的命名及使用现象。
19

侯敏、滕永林叙述了“新冠肺炎”一词的命名过程，以及防疫中一些疫情新词语的使

用情况。
20
文中语料收集的时间从2020年 1月初到4月初，这一时间段内产生的部分疫情

15 之所以检索“关键词”与“主题词”，是因为进行“关键词”检索时，“知网”与“万方”没有数据

显示，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0 日。
16 张晖、周荐，〈“云生活”里的“云”词语〉，《语文建设》2020 年第 12 期，页 65-66。

邓煜，〈“云时代”话“云××”词语〉，《语文建设》2020 年第 13 期，页 59-61。
17 李永华，〈经济战“疫”：复工复产〉，《中国经济周刊》2020 年第 3、4 期，页 42-43。
18 芜崧、褚天青，〈“者”族新词——“逆行者”〉，《学语文》2021 年第 3期，页 96。
19 邹煜、邹沫佳、滕永林，〈“新冠肺炎”得名的前前后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年第 1

期，页 222-227。
20 侯敏、滕永林，〈词述中国战“疫”〉，《语言战略研究》2020 年第 3 期（总第 27 期），页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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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在本论文中亦有收录。

王涵以2020年疫情期间产生的热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冠疫情下热词使用的原因和

影响。
21
因其为期刊论文，篇幅较短，本论文将在其基础上，继续进行探讨，特别是2021

年和 2022年产生的疫情新词语。

边良、孙佳的研究视角针对“媒体‘活用’新词语”现象，指出在新闻报道中，媒体

对疫情新词语的使用存在语言不规范问题。
22
研究结论认为：“在产生的新冠疫情相关词语

中，有些词语的出现和使用是可取的，但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是行不通的。强调媒体在新闻

报道中使用词语时不要生搬硬套、望文生义，要遵循汉语的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这2

篇期刊论文篇幅较短，缺乏深入的研究探讨，文中列举了几个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词语在“活

用”时被误用及滥用现象。本论文将在其基础上，继续进行探讨。

2.课堂教学类

刘丹从“疫情词汇教学”这一研究视角切入，在文中对教学的对象、内容，以及方法

等进行了详细论述，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在华外籍人士的汉语学习水平。
23
这篇硕士论文虽

然涉及相关的新冠疫情词语，但也仅仅是简略提及，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疫情新词语的研究论文集中在期刊论文，但

文章篇幅都较短，论述内容受限。以学位论文进行研究的硕士论文研究视角集中在“课堂

教学”方向，在疫情新词语的定义界定、来源分布、造词方式等研究问题上，尚有可耕耘

空间。因此，对疫情新词语展开探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21 王涵，〈生态语言学视角下新冠疫情热词分析〉，《汉字文化》2021 年第 1期（总第 273 期），页 130-135。
22 边良，〈媒体“活用”词语切莫生搬硬造〉，《青年记者》2020 年第 17 期，页 68。

孙佳，〈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热词分析〉，《记者摇篮》2022 年第 5期，页 33-35。
23 刘丹，《针对来华汉语学习者的新冠疫情词汇专题课教学设计——以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留学生为例》

（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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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对象

本论文是一项针对中国内地三年疫情新词语的研究，因此，对于疫情新词语语料的收

集成了研究之关键。经笔者爬梳剔抉后，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语料有 620 条。之所

以说这些语料具有代表性，是因为这些语料都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常用的，且来自不同的

领域，能够满足交际需要。语料的来源主要有：《汉语盘点（2020-2022）》年度新词语、

24
《咬文嚼字（2020-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

25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2022）》

新词语表、
26
《疫情防控“简明汉语”》手册，

27
以及《人民日报》《人民网》《环球时报》

《光明网》《新华网》《澎湃新闻》中使用过的词语。
28

疫情新词语的入选原则：依据本论文对其定义（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展开，而后采取

人工收集、筛选、反复比对，多次排查的方法确定。

24 《汉语盘点》2006 年由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共同发起的活动，对每一年的

新词新语进行总结和盘点。每年的新词语盘点都反映了一年里中国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真实记录了民众

在社会生活中的关注焦点，呈现语言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这对本论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5 《咬文嚼字》杂志创刊于 1995 年，以纠正语言文字中错别字为主要内容。每年都会进行“十大流行语”

的评选活动，这对本论文的疫情新词语收集有一定的助益，通过笔者的比较与筛选，其中的部分流行语会

进入到研究的语料库中。
26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由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共同发布，比较全面地收集统计每年

在各类媒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新词语，这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相吻合。该“报告”每一年度收录的新词语

为上一年的，出版时间为每年年末。因此，本论文参考了 2021 年、2022 年收录的相关疫情新词语。
27 《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由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指导，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和北京语言大

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参与研制的应急语言产品。
28 所选报刊和新闻网站的考量有两点：（1）在中国的影响力较大；（2）参考“知网”中相关论文的发

表数量，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创刊于 1948 年，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报，影响力深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 年）评为

“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以《人民日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 3.14 万篇。

《人民网》1997 年创办，由《人民日报》建设，以发布新闻为主的网上信息平台。以《人民网》为主题

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 5165 篇。

《环球时报》1993 年创刊，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际新闻报纸，被评为“中国被转载率最高的十佳报纸”。

以《环球时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 2259 篇。

《光明网》1998 年由光明日报社创办，是中国国内最早设立的新闻网站之一，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以《光明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有 406 篇。

《新华网》1997 年创办，它是新华社主办的综合性新闻网站。以《新华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关文

献有 4735 篇。

《澎湃新闻》2014 年创办，这是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平台。以《澎湃新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

关文献有 14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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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疫情新词语的判定原则：所选词语既要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且被民众认可和使用，

又要具备“新”这一属性，这里的“新”有时间上的新，也有词义上的新，既有新造的词

语，也有旧词语被赋予新的意义。所选词语要与民众生活相关，反映新冠疫情之下的民众

生活状态。

筛选报刊和新闻网站中疫情新词语的大致步骤是：首先查看其对疫情新词语的使用情况，

然后分析该词语是否首次出现于新冠疫情期间，最后遵循“疫情新词语的入选原则”筛选。

统计后发现，在收集的研究语料中，既有新造词语，也有旧词被赋予新义。对于旧词新

义类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在进行“新旧词义对比”时，该词语的原词义参看《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中的释义，
29
以探求词义的变化规律和语用情况。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取以下研究方法展开探究：

1.网络文献检索法

由于疫情新词语的研究刚起步，所能查询到的相关资料以电子文档形式呈现居多。对于

前人的研究情况通过三个数据库进行搜寻，并以此为参照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方向。

对疫情新词语的语料收集和使用情况，通过线上查阅的方式获取。
30

2.数据统计与图表分析法

所收集的 620条研究语料，它们的来源领域分布不一，这就需要运用归纳、统计、计

算等数据统计的方法对语料的来源领域进行分类，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并分析，探讨疫情新

词语在不同领域的分布情况。

29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是 201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工具书，下文简称“《现汉（7）》”。
30 语料从《汉语盘点（2020-2022）》《咬文嚼字（2020-2022）》《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2022）》

《疫情防控“简明汉语”》《人民日报》《人民网》《环球时报》《光明网》《新华网》《澎湃新闻》中

筛选，语料的使用情况通过报刊、社交媒体、新闻网站，以线上查询的方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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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主要用于这几方面：一是语料来源领域的对比，分析不同领域占比情况；

二是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词义的对比，探查新旧词义之间的不同；三是谐音类新旧词语

的对比，从中挖掘疫情新词语词义的特点。

4.宏观分析与微观探究相结合法

综合词义学、
31
语义学、

32
语法学、

33
修辞学、

34
语用学，

35
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

36
对疫

情新词语进行论述，为其提供多元视角探讨。宏观上，将疫情新词语置身于新冠疫情时期，

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中探讨其反映的社会状况，而后分析疫情新词的语用功能、产生原因，

以及未来的发展情况。微观上，从疫情新词语本体研究着手，对其定义界定、领域分布、

造词方式进行诠释。譬如：用陈原提出的“语言和社会共变”理论探讨“语言”与“社会”

的关系；对语用功能进行分析时，运用陈昌来《应用语言学导论》一文中“语言与社会”的

观点；
37
以李宇明“词语模”和陈望道“修辞格”理论，以及曹炜的“引申式派生”论述为

理论基础，对疫情新词语的造词特征展开分析。如“浙风挡雨”一词，源于“遮风挡雨”。

“浙”是中国浙江省的简称，这里用“浙”替换“遮”代表浙江，这样的造词方法是否可

行？有何意义？本论文将会对这样的造词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

31 选择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词义

的学术著作，全书资料翔实、分析深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32 选择贾彦德《汉语语义学》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该书立足于传统训诂学，借鉴了国外现代

语义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深化地讨论了汉语语义的特点与历史演变，为本论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33 选择李宇明《语法研究录》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该书收录了作者近 20 年来在语法研究上的

成果，本论文引用其“词语模”理论。
34 选择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被学

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全书的两大特色：一是引例丰富，二是系统阐释。这对于本论文探究

修辞格对词汇及语言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
35 选择左思民《汉语语用学》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该书对语用学的产生、语用意义，以及会

话原则等作出论述，为本论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36 选择陈原《社会语言学》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这是一部全面论述社会语言现象的专著，以

现代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社会语言学若干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探索，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有着重

要的意义，为本论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37 选择陈昌来《应用语言学导论》作为研究之依据，其原因在于：该书系统阐述了应用语言学的产生、

发展，以及性质等。将理论性和实用性结合，体现了应用语言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为本论文的相关研究

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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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疫情新词语概述

要对疫情新词语进行研究，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新词语，以及如何界定疫情新词语；

其次需要探明疫情新词语的来源领域大致有哪些；然后分析它的来源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

最后观察其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本章节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

第一节 新词语的界定

关于新词语的定义，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和判定标准。在新词语的界定问题上，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在笔者参阅的众多资料文献中，学者们大致上是从“时间上”，

以及“含义或构词形式上”来界定“新词语”的，下文将依据此顺序展开探讨：

1.时间上的界定

新词语中的“新”是区别于普通词语的重要判定因素，产生多长时间的词语才算得上

是新词语呢？对于新词语产生的时间界限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

赵克勤认为，新词语的“新”和“旧”从时间上来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

何时期都会有新词语出现。
38

刘叔新认为，几乎每天都在产生新词新语，从产生到被广泛使用，并且得到人们的普

遍认可，在语言词汇中稳定下来的词语就可以称为“新词语”。这样的词语超过了一定的

期限，如15—20 年左右，当大家都熟悉了，就进入到普通词语行列。
39

曹炜赞同上述刘叔新的观点。
40

38 赵克勤，〈论新词语〉，《语文研究》1988 年第 2 期，页 32。
39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 249。
40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修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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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荐认为，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各自的新词语，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过渡性词语。从

出现的时间上看，新出现或刚开始使用的词语就是“新词语”。
41

2.含义或构词形式上的界定

除了时间上的“新”，新词语中的“新”指内容上是新的，还是形式上是新的，或两

者都包含呢？从这两个范畴上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

王德春认为，人们对社会上的新事物、新概念有了新的看法，以及新的认识而产生

的词语就可以称为“新词语”，这些新词语的产生一般是源于人与人交往的需要。
42

王铁琨认为，新词语的产生既有新创造的词语，也有从古语词、方言词、行业语中因

实际需要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以及固有词语被赋予新用法、新语义。
43

陈原认为，只要是新组合和新引进的，以及旧有词语复活或根据现实需要被赋予新

语义的词语就可以算作是“新词语”。
44

符淮青认为，新词语的形式、概念，以及对象都是新的，即新创造出来的词语就可以

称为“新词语”。
45

李宇明在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 汉语新词语》的序中指出，新词语的范围可分为两

个方面：其一，包括词和固定短语；其二，包括产生了新意和新用法的词语。
46

曹炜认为，新词语的意义或形式都是新的。
47

罗晚绮、王建华认为，新词语的类型有三种：（1）原先的词汇系统中不存在，当下

41 周荐，〈新词语的认定及其为词典收录等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期，

页 24。
42 王德春，《语言学教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页 158。
43 王铁琨，〈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4 期（总第

4 期），页 16。
44 陈原，〈关于新词语的随想〉，《语文建设》1997 年第 3 期，页 14。
45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172。
46 侯敏、周荐，《2007 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 1。
47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修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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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实需要而新造的词语；（2）原先的词汇系统中就存在，旧词重新出现，根据需要

被赋予新含义的原有词语；（3）原先的词汇系统中就存在，但之前只在专业领域使用，

领域之外的人不太熟悉，而现在广泛出现的原有词语。
48

李靖雨认为，新词语是原先语言系统中所没有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需要，利用

现存的汉语造词方法创造出来的内容新、形式新的词语，这些词语既有新造词语，也有旧

词赋予新义。
49

在上述所举的学者观点中，新词语的界定之所以难以统一标准，是因为它一直处于动

态发展中，很难通过一次的概念整合就将其界定。从时间上来看，新词语中的“新”是一

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这里的“新”是相对而言，在任何时期都存在新词语。从含义或构词

形式上来看，强调描述新的事物或新的概念。既有形式的新，如新创造的词形；也有内容

的新，如旧词赋予新词义或新用法。

综上所述，以及笔者的理解，关于新词语的界定，本论文的定义是：根据汉语的造词

结构和造词规律产生，在一定的期限内（如5年）被民众接受和多次使用。以新的形式、

新的意义或新的用法表达社会上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以及新现象等的汉语词语、短语、

网络语、横幅标语、方言词等。

本论文探究的疫情新词语属于新词语中的一种，指在三年疫情期间产生的与疫情相关

的新词语，以及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固定表达句式。“固定表达句式”指在新冠疫情期间

的话语中被经常使用，这些固定表达有助于本论文研究这一时期疫情新词语背后的社会时

代意义。因此，也将其纳入疫情新词语的研究范围。譬如，15分钟核酸采样圈。

48 罗晚绮、王建华，〈抗击新冠疫情语境中的新语新义现象分析〉，《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22 年４月

第 34 卷第 2 期，页 156。
49 李靖雨，〈探究新词语对汉语言的丰富与发展〉，《作家天地》2022 年 1 月 5 日，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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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疫情新词语的领域分布

在收集的研究语料中，从来源领域来看，这些疫情新词语分布在不同的领域，所占比例也

不同。通过统计语料的来源领域，可以了解它们的分布情况，探讨疫情新词语为何出现，

进而研究分析出现的原因。

本论文将 620条语料划分为五个领域，
50
分别是时政、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医学，

并对不同领域的疫情新词语数量进行统计（表5）。

本论文划分疫情新词语领域的原则有两点：一是依据该词语的词义；二是参考使用较多的

语境情况判定，这类词语从词义上看，可以同时归属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域，为了避免同时

划分到多个领域的情况，采取的处理原则是参看词语使用的语境情况，以词语常用的领域为主。

来源领域 词语数量（条） 例词

时政 55 全员核酸、静默 7+7、一省包一市。

经济 11 隔离经济、捂货惜售、地摊经济。

教育 11 云开学、云教学、云答辩。

社会生活 481 弹窗人员、行程码、健康码。

医学 62 新冠肺炎、同层密接、贯序接种。

合计 620

表 5：研究语料来源领域数量统计表

从“表5”的统计中可以看到，疫情新词语的来源领域分布是不均衡的。数量从多到

少分别是社会生活领域、医学领域、时政领域、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下文依据领域词语

数量，从分布量最多至最少的顺序展开分析。

50 领域分类参考侯敏、邹煜主编《2016 年汉语新词语》中的观点。侯敏、邹煜，《2016 年汉语新词语》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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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生活领域

在收集的研究语料中，以反映社会生活领域的疫情新词语居多。由381条“社会民生类”

和100条“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组成，共有481条，位列第一。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社会生活

领域

无接触配送、健康码、健康宝、健康包、行程码、场所码、约管、

大白、院感、云监工、云拜年、云办公、零接触、零报告、零感染、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

16

表 6：社会生活领域类疫情新词语表
51

“表6”列举的这些疫情新词语在疫情期间经常被使用，如以下三例：

（1）贵州省发布的“人员流动管理措施”公告通知。

图 3：“健康码”一词在公告中的语用截图
52

“图3”中提到的“健康码”一词，成为疫情期间中国内地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不仅

在跨省、跨地区人员流动时使用，而且在上学和上班，以及逛商场等进出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

健康码才能进入。

图 4：“健康码”一词在商场中的语用截图
53

51 仅列举 16 条疫情新词语以作分析之用，完整例词表详见本论文“附录 1”“附录 2”。
52 截图来源：〈贵州：11 月 1 日起省内无风险区域人员凭健康码“绿码”有序流动〉，《中国日报网》，

2022 年 11 月 3 日。

健康码：以申报人所在地的真实数据为基础，通过本人自行网上申报后生成记录个人行程的二维码。
53 截图来源：陈舒仪，〈疫情防护提醒丨省疾控：进入商城超市，要测体温核验健康码〉，《新湖南》，

202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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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更好、更安全地服务市民，……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传人的概率。从2020年1月

底开始，外卖平台实行“无接触配送”的服务。54
在疫情之下，各大外卖平台采取这一配送措施，

使得物流名词“无接触配送”就此产生和被使用。

（3）疫情暴发后，各地纷纷组织医护人员奔赴抗疫战线。出现了“白衣执甲，逆行出征”

一词指称这一抗疫举措，并为民众熟知和广为使用。

图 5：“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一词的语用截图
55

从上述所举之例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变化能促使与之相关的疫情新词语诞生和被使用。

这些词语大多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根据社会现实需要而诞生的，真实地反映了疫情之下民众

的社会生活状态。诸如此类的疫情新词语，就归属于社会生活领域。

2.医学领域

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对世界各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一次重大考验，医学领域类的疫情新词语也

因此频繁地出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

在所收集到的研究语料中，医学领域类疫情新词语有62条，居第二位。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医学领域

方舱医院、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冠状病毒、新冠、新冠疫情、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混管捉阳、德尔塔、人传人、隐匿性传播、核酸、

常态化核酸、核酸检测、间歇性排毒、超级传播者、无症状感染者、

零号病人、疫情拐点、窗口期、气溶胶传播、疑似病例、本土病例、

62

54 〈无接触配送、“快速通道”，外卖平台多举措服务武汉市民〉，《澎湃新闻》，2020 年 1 月 26 日。

无接触配送：将商品放到指定位置，减少人与人面对面接触。
55 截图来源：颜瑶，〈《战疫，我们众志成城》之一白衣执甲诠释“最美逆行”〉，《澎湃新闻》，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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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输入病例、指示病例、无症状携带者、接触传播、粪口传播、

聚集性病例、病原体、疑似患者、病毒携带者、健康申报、潜伏期、

复阳、飞沫传播、隐性感染、外源性感染、疫情高峰、聚集传染、

关联病例、群体免疫、清零、自我隔离、口咽拭子、单采、混采、

双采、单检、混检、鼻咽拭子、二代密接、同楼密接、隐性感染者、

阳性感染者、同城密接、同层密接、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

防控人员、隔离人员、管控人员。

表 7：医学领域类疫情新词语表

在“表7”收集的医学领域类疫情新词语中，既有指称人的，也有指称新事物的。

譬如，“密切接触者”（简称“密接者”）一词，指与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

出现前两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两天开始，与其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的人员。而“次密切接触者”指密接者的密接，这类人群通常是指与密接者近距离首次接触，

但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人员。又如“复阳”一词，指治愈出院的患者，核酸复查后呈现阳性

或再次出现发热等感染症状的现象。

综上所述，医学领域类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和使用，表意与新冠肺炎在医学上的术语或新

现象密切相关，此类词语就划分到医学领域。

3.时政领域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中国民众听从中国政府的号召，贯彻执行政府的各项防疫政策，

诞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时政措施类疫情新词语。

在收集的疫情新词语中，来源于时政领域的共有55条，总数位列第三。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时政

领域

就地过节、1+3核酸检测、N+7+7措施、1+8模式、静默7+7、静默14+7、

新冠1+3检测、4+7+12联动机制、动态清零、15分钟核酸采样圈、2+2

抗原核酸检测、1+1+1管理、核酸检测2+1+7、交验防疫3+1、应检尽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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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一省包一市、解封不解防、压茬推进、精准防控、社会面动态清零、

动态管理、联防联控机制、社会面清零、居家令、外防输入、社会面基

本清零、静态管理、原地静止、居家静止、原岗位静止、内防反弹、全

域静默、应隔尽隔、社会面完全清零、全区域管控、社会管控、社区清

零、疫情防控、围合式管理、社会层面清零、三消一静措施、敲门行动、

网格化管理、扫街扫楼扫村、即采即走即追、四早措施、硬隔离、双登

记、全员核酸、集中隔离、双阳双控、三项措施、三全管理、零容忍、

停课不停学。

表 8：时政领域类疫情新词语表

从“表8”收集的时政领域类疫情新词语中，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特点是：反映的都是与防

疫政策有关。如以下三例：

（1）“动态清零”一词，在中国的各大报刊上经常使用。

图 6：“动态清零”一词的语用截图56

（2）“一省包一市”一词的产生和语用。

图 7：“一省包一市”一词的由来截图57

如“图7”可知，“一省包一市”一词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用于指称这一政策。

图 8：“一省包一市”一词的语用截图58

56 截图来源：〈新华述评：坚持“动态清零”打赢抗疫硬仗〉，《新华网》，2022 年 4 月 13 日。
57 截图来源：〈“一省包一市”：疫情面前，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7日。
58 截图来源：〈“一省包一市”凝聚中华磅礴之力 下好“全国一盘棋”〉，《人民网》，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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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酸检测 2+1+7（简称“2+1+7”），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成为常用词。

用例：因青岛出现感染病例，兰山区对从青岛过来的人员实行“2+1+7”管控。
59

如上所举的例句里，疫情新词语反映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实施的防疫政策，诸如此类的

疫情新词语就归入时政领域。

4.经济领域

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极具代表性的经济领

域类疫情新词语，此类表意与经济相关的词语就划分到经济领域。

在所收集到的疫情新词语中，来源于经济领域的有11条，位列第四。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经济

领域

隔离经济、报复性消费、地摊经济、疫情消费、囤货式购物、捂货惜售、

复工复产、点式复工、口罩型复工、宅经济（宅家经济）、宅消费。
11

表 9：经济领域类疫情新词语表

“表9”中经济领域类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民众的消费模式，

是对经济发展情况的描述。譬如：在《中国语情》选载的“2020年战疫期间的新造词语”中提

到的“隔离经济”“囤货式购物”“捂货惜售”。60
这些新造的词语是疫情期间民众消费观念的

展现，同时也是对疫情特殊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的记录和反映。

14 日。
59 〈提醒！青岛新入临沂兰山区人员严格按照“2+1+7”防控要求管控〉，《沂蒙晚报》，2020 年 10 月

12 日。

“2+1+7”：指 2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检测、7 天健康监测。
60 〈《中国语情》选载|2020 战疫期间的新造词语〉，中国语情微信公众号，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DU0Njk0Ng==&mid=2247489165&idx=1&sn=786eeab9923442bc6

a9b7cf260ff0748&chksm=fb9fade0cce824f6baaeb1d3439dab455e0845c75fef09ac858eb0cd50edd28130614

8d4515e&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92228400171&sharer_shareid=7a38f56d249

94bff315d152a07fa313a#rd。

隔离经济：防疫封闭管理期间，无需投资，不需要门店、员工、出门，以及与顾客接触，只要一部手机，

一个 Wi-Fi，或足够的流量，就可以宅在家里创业赚钱。

囤货式购物：形容受疫情影响太久没有去逛街，在第一个促销节囤一大堆商品。

捂货惜售：指捂住口罩、消毒液等医疗物资，舍不得拿出来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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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领域

新冠疫情之下，中国教育部实行了“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政策，
61
诞生了诸多与教育相关的

疫情新词语。在所收集到的语料中，来源于教育领域的有11条，与经济领域类并列第四位。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教育

领域

宅学习、宅教学、云开学、云上课、云课堂、云讲堂、云辅导、

云学习、云教学、云毕业、云答辩。
11

表 10：教育领域类疫情新词语表

从“表10”收集的语料来看，这类疫情新词语与教育有关就归属于教育领域。

综上所述，疫情新词语在来源领域上分布是不均的，各领域的占比如下：

图 9：疫情新词语五个领域的占比情况分析图

如“图9”所示，在划分的五个领域中：社会生活领域占比77.58%、医学领域占比10%、

时政领域占比8.87%、经济领域占比1.78%、教育领域占比1.77%。

在这五大领域中，来自社会生活领域的疫情新词语占研究语料的半数以上。由此可见，

疫情新词语的发展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生活对疫情新词语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疫情新词语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特征，记录了疫情之下民众的生活状态。

61 邹硕，〈教育部：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中国日报》，2022 年 1 月 29 日。

停课不停学：指因新冠疫情学生不能到学校上课，老师利用网络平台教课，学生居家上网课的学习方式。

“停课不停学”既是一种教学政策，也是一种网课学习的方式。从词义上来说可以归属到时政领域，也可

归属到教育领域。这一词语作为“教学政策”使用的语境较多，本论文就将其归属到时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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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疫情新词语误用现象

在疫情时期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对“旧词语过度新解新用”现象。
62
如《环球网》

在报道中使用“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关门大吉！”为标题。
63
于此语境下，“关门大吉”

一词的使用是否合适呢？在《现汉（7）》中没有收录该词语，通过查阅《成语大词典》，

64
“关门大吉”的词义多用来指商店或工厂倒闭，而方舱医院休舱或关闭并不是倒闭所致，

而是指医院的患者治愈出院，暂无新增的新冠阳性感染者。这是抗疫中取得的阶段性胜

利，因此，在此语境下使用“关门大吉”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样的用法属于望文生义。

再如，《澎湃新闻》曾用“【抗击疫情】打赢防控狙击战，黑河全力以赴！”65
为标

题进行报道，以及一些海报用语将抗击新冠疫情说成是“防控狙击战”。

图 10：“防控狙击战”海报使用（1）
66

62 这里的“旧词语过度新解新用”与下文提到的“旧词新义造词法”有区别，“旧词语过度新解新用”

主要是指不以实际语境出发，词语的使用大多是望文生义，在实际使用语境中语义不通。而“旧词新义造

词法”是一种词义系统的内部变化，是在旧词的基础上，根据言语交际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产生出新的义

项，衍生出来的新词义是基于实际出发，符合语境的表达。
63 〈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关门大吉！〉，《环球网》，2020 年 3 月 9日。
64 该词典是 2013 年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成语大词典》给出的解释为：常用来指商店

或工厂倒闭，引申义指事情被迫终止。
65 〈【抗击疫情】打赢防控狙击战，黑河全力以赴！〉，《澎湃新闻》，2020 年 1 月 30 日。
66 截图来源：〈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公益海报 PSD 素材〉，大图网，2022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d

aimg.com/psd/202002/psd_167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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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防控狙击战”海报使用（2）
67

“防控狙击战”一词，由“防控”+“狙击战”构成。“狙击”指埋伏在隐蔽处伺机

袭击。如果把抗击新冠疫情譬喻成一场“狙击战”，奋战在抗疫工作中的医护人员和志

愿者就成了狙击手，基于对“狙击”一词的理解，用袭击的方式去防疫的说法语义不通。

根据语义理解，应该使用“防控阻击战”或“疫情阻击战”更为恰当，“阻”即阻止、

阻挡，“阻击”指以防御手段阻止敌人的进攻。我们可以将新冠肺炎譬喻成敌人，通过

采取各种防疫措施，阻止新冠肺炎扩散，阻挡疫情进一步蔓延。所以，应该用“防控阻

击战”而不是“防控狙击战”。

此外，还有一些从字面上容易混淆的词语被误用现象。譬如，“新冠疫情暴发”与

“新冠疫情爆发”混用，经笔者查证（详见绪论），使用“新冠疫情暴发”较为合适。

又如，在疫情严重地区采取“静态清零”措施时，被管控区域的民众全部居家隔离，造

成平日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行人少或处于无人状况。因此，有些网络媒体将这种情况说

成是“全城封闭，万人空巷”。通过查阅《现汉（7）》可知，
68
于此语境中加上“万人

空巷”一词的用法显然与语境不符，实为望文生义用法，直接用“全城封闭”即可。

在新冠疫情的语境中，语义不通和望文生义用法的词语时常出现，我们在使用时应

当注意辨别。疫情新词语的使用要符合语境，在交际中尽量避免歧义和语义不通的现象。

67 截图来源：〈战疫情海报设计〉，摄图网，2022 年 10 月 19 日，https://699pic.com/muban/ad-zhan

yiqing.html。
68 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走出来，通常用来形容欢迎、庆祝等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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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疫情新词语的造词方式

疫情新词语的构成材料有汉字、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从本论文收集的研究语料来看，

疫情新词语之所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使用，离不开汉语“造词法”的运用。
69
譬如：有些疫情

新词语是词汇系统中已经存在的，只是在新冠疫情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词语是将

表达信息复杂的短语或句子，通过缩略造词形成简洁的表达；还有一些词语则是运用“字母、

符号、数字和汉字组合”的方式构成。

本章节针对疫情新词语的造词规律，造词法及特点展开分析和论述。

第一节 词语模

在收集的研究语料中，很多疫情新词语在形式上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样的造词现象，

可以用李宇明提出的“词语模”理论进行诠释。
70

从词语模的定义和特点来看，它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产生的新词语会形成数量庞大的

同一系列词语。黄夏姣将这种有着明显结构特征且数量可观的新词语类型称为“族群新词

语”。
71
本论文采用此观点，在所收集到的研究语料中，符合族群疫情新词语类型结构特征

69 何谓“造词法”，它与“构词法”有何不同。

曹炜认为“构词法”指的是词的构成方式，是对现有词内部语素间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的结果。研究

的侧重点在于：词的内部各构成成分间在结构关系上是否有规律，以及有哪些规律等问题。“造词法”指

的是新词的创造方法，这是对词的来源的一种发生学研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词是怎样产生的、有无理

据和规律，以及都有哪些理据和规律等问题。前者从静态的研究角度出发，后者从动态的研究角度出发。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修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页 25。

本论文认同上述观点，想探讨疫情新词语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有哪些造词规律，因而采用“造词”的说法。
70 词语模：指的是具有相同的造词规律和特点，可以通过同一种造词方式大批量生产新词语的造词框架。

由“模标”和“模槽”组成，它之所以能够大批量地生产新词语，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具有“现成性”

的特点；二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即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三是产生的大部分新词语都与社会关注

的热点有关。

“模标”：固定不变的词语；“模槽”：需要填入词语的空位。
71 黄夏姣，〈族群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青春岁月》2013 年第 10 期，页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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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很多，如“云××”系列、“宅××”系列、“零××”系列。其中，以“云××”

系列词语较为常见，下文就“云××”系列词语的发展和变化展开探讨。

“云”在汉语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含义有：
72
1.〈书〉表示“说”，如“人云亦云”。2.作助

词，表示强调，如“岁云暮矣”。3.作名词，表示（1）中国云南省的简称；（2）中国的姓氏；

（3）由水滴、冰晶在空中悬浮聚集形成的物体，即“云朵”。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云”在原来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含义，指利用电子产品作

为依托，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活动。如“云计算”“云生活”“云学习”等。

以下为“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表，并对此进行分析：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云××”

系列

云两会、云选会、云会议、云聊天、云监工、云复工、云看房、

云签约、云看病、云指导、云阅览、云辅导、云讲堂、云答辩、

云毕业、云观展、云录制、云相聚、云陪伴、云聚餐、云火锅、

云吃饭、云买菜、云拜年、云跨年、云过年、云运动、云蹦迪、

云健身、云购物、云逛街、云踏青、云祭扫、云抗疫、云加油、

云旅游、云赏花、云赏樱、云种树、云养猫。

40

表 11：“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表

从“表11”收集的语料来看，“云××”词语的词义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如以下三例：

1.“云监工”一词，指通过网络监督某项工作的网友，如观看直播。该词语是在中国武汉

市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期间，网友们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在线观看医院建设现场，监

督和了解建设进度背景之下产生的。

2.“云指导”一词，指利用网络进行指导，由线上代替线下交流，如视频连线。

3.“云毕业”一词，指因疫情无法返校的应届毕业生，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完成毕业典礼。

综上所述，“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的造词方式符合词语模“模标”+“模槽”

72 参阅《现汉（7）》释义，本论文中原有词语之释义皆出自此词典。下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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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词框架。这里的“模标”是“云”，“模槽”是“云”后面需要填入的“××”词语。

譬如：模槽填入“拜年”一词，就构成了“云拜年”疫情新词语。其表达的意思是疫情期

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拜年，如视频、电话。

从语义特点来看，“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表达之意为：指疫情期间，民众待

在家中，主要通过电子产品（如手机、电脑）进行的一系列线上活动。例如，学习。

“云××”系列词语并不是疫情期间首创，在疫情之前已有出现。参看邓煜〈“云时

代”话“云××”词语〉一文中对“云××”系列词语出现的时间节点，以及结合疫情

期间的使用情况来看，“云××”系列词语的发展大致可总结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发阶段：1999 年—2005 年。在这一阶段只有个别词语出现，如云计算、

云理论、云模型等，而且这些“云××”词语主要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主要指的是一种计

算模型，还没有与互联网有密切关联。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2006 年—2010 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云××”词语

在计算机领域流行和被使用，常用词语有云安全、云数据、云平台等。此阶段“云××”

词语中的“云”主要指与互联网相关，其使用范围局限于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第三阶段，流行阶段：2011 年—2018 年。这一阶段“云××”词语开始应用于计算

机之外的领域，常见的词语有云电视、云盘、云停车等。此阶段“云××”词语中的“云”

依然与互联网密不可分，但其意义已经有了“生活气息”。

第四阶段，高潮阶段：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民众居家隔离，线下交

际的频率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线下转向线上，“云××”词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并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催生了云抗疫、云答辩、云复工等一大批与疫情相关的新词语。

此阶段“云××”词语中的“云”虽然还保留着与互联网相关的含义，但在这一方面语义

的新颖性已经不再凸显。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云××”词语得到了快速发展，“云生活”



27

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此阶段“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被民众接受和广泛使用，

成为汉语中的常态化词语。

相对于“云××”系列词语来说，“宅××”系列和“零××”系列的词语相对较少。

下文就“宅××”系列和“零××”系列的词语作简要分析。

“宅”在汉语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含义有：1.作名词，指房子、住宅、住所。2.作动词，

表示待在家中开展娱乐项目（多指沉迷玩电子游戏这类室内活动）。

新冠疫情之下，“宅”在表达意义和感情色彩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被引申为一种

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多指积极的室内活动，如居家生活、办公、学习）。这种独特的生

活方式被民众接受并参与，诞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疫情新词语。如“宅学习”一词，指疫

情期间待在家中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学习。

从语义特点来看，“宅××”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表达的意思是：在疫情期间，因防

控需要，民众足不出户，待在家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譬如，“宅消费”“宅经济”

“宅技能”“宅生活”“宅抗疫”“宅办公”“宅教学”等。

“零”在汉语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含义有：1.作形容词，表示小数目的、零碎（跟“整”

相对），如“零售”。2.作名词，表示（1）中国姓氏；（2）零数、零头，如“挂零”。

3.作数词，表示（1）单位中较低的量，如“一年零三天”；（2）没有数量，如“零距

离”；（3）数的空位“〇”，如“二〇二三年”；（4）某些量度的计算起点，如“零

点”。4.枯萎而落下（指草木花叶），如“凋零”。5.〈书〉落下（指雨、泪等），如

“涕零”。

新冠疫情期间，“零”除了表示“没有”、数值上的“0”外，还表示“肯定”之意。

相关的疫情新词语有“零风险”“零增长”“零接触”“零报告”“零感染”“零新增”

“零容忍”“零回头”“零死亡”等，这些疫情新词语大都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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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它是对抗疫工作取得成效的肯定。如以下二例：

1.“零增长”一词，指增长率为零，常用于对经济增长持否定或悲观态度。在疫情

期间，其词义未变，但用法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指的是疫情发展情况好转，这是

一种正面的、肯定的表达。

2.“零新增”一词，指没有新增添或增加。疫情期间表达意思为没有新增加新冠肺

炎阳性感染病例，这是对阶段性抗疫成果的肯定表达。如《人民网》曾报道：“零新增”

终于到来，我们已经看到全民抗疫带来的成效。73

其二，表示强硬的态度。如“零容忍”一词，指不能容忍之意。虽然这个词语在疫

情之前已经存在，但是使用的范围没有疫情之后大。在抗疫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制定和

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政策及措施，对于那些故意不执行、拒绝配合防控工作的人，公安机

关将采取“零容忍”态度，依法查处。中国实行“零容忍”防疫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零容忍”一词因而被频繁地使用和传播。

从语义特点来看，“零”表示“没有”、数值上的“0”，指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措

施做得很好，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表达。此外，“零”还表示强硬的态度。

新冠疫情之下，人们更加依赖于互联网，形成了无接触式的生活方式。通过“云购物”

“云办公”“宅消费”等方式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与外界联系和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由线下（实体）转变为线上（虚拟），疫情新词语因此被创造出来并频繁使用。

综上所述，“云××”“宅××”“零××”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在疫情之前已有部

分词语被创造出来，只是使用的范围没有疫情之后那么广泛。

本论文选取的“云××”“宅××”“零××”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是在新冠疫情暴

发后，新创造出来多次使用的词语，以及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存在，但出现的频率少或使

73 杨彦婷，〈点赞“零新增”背后的“中国力量”〉，《人民网》，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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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范围较小，而在疫情期间被多次使用或使用领域扩大的词语。诸如此类的族群疫情新

词语还有：“××者”系列，如“感染者”“阳性者”“阴性者”；“××区”系列，

如“消杀区”“封控区”“隔离区”；以及“无接触××”系列，如“无接触送餐”“无

接触消费”“无接触贷款”等。

通过词语模造词方式产生的族群疫情新词语不胜枚举，本论文仅以上述所举例子进行

分析和探讨。由此发现，在收集的这一批由词语模产生的族群疫情新词语中，有新造词语；

也有旧词被赋予新义，或增加了新的用法和使用的频率。

人与人在交往时，通常会遵循语言的经济原则，即用最少的语言来表达最有效的信息。

李宇明的“词语模”理论为“云××”系列这类族群疫情新词语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指导，

诠释了新造族群疫情新词语现象。

诸如“云××”系列族群疫情新词语，既描述了新的现象、新的概念、新的行为等，

同时也记录了新冠疫情特殊时期民众的生活状态。词语模“模标”+“模槽”的造词方式，

使得新造词语变得简洁易记、生动有趣、易于理解、符合实际，满足疫情期间民众交际的

需求，从而得到认可和广为使用。

第二节 修辞格
74

从本论文收集的研究语料来看，运用修辞格产生的新词语数量不少，如“谐音飞白”。

下文从修辞格的视角展开分析，以探究修辞格对语言和造词的影响。

1.谐音飞白

何谓谐音飞白修辞格，“谐音”修辞格指利用汉字具有同音或近音的特点，根据实际

74 本节修辞格理论皆引自陈望道（1997）《修辞学发凡》，下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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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用适合的字来代替原词语中的字，这是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造词方式。

而“飞白”修辞格，陈望道给出的定义是“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由此可知，“谐音”与

“飞白”的定义相通。在收集的研究语料中，出现了同时运用“谐音”“飞白”两种修辞格

的造词现象。庞中兰将这样的修辞现象称为“谐音飞白复合修辞格”（下文简称“谐音飞白

修辞格”）。
75
本论文采纳此观点，对研究语料中的“四字成语”和“网络语”进行分析。

（1）四字成语

从研究的语料来看，运用谐音飞白修辞格产生的疫情新词语，主要是从日常生活中

耳熟能详的四字成语变化而来。譬如：“沾沾自洗”一词，指为了避免病毒传播，不管

碰触到什么东西，都要自觉洗手。该词语源自“沾沾自喜”，由此可见，“沾沾自喜”

与“沾沾自洗”，将“洗”替换“喜”，“喜”为欢喜，“洗”为清洗，喜（xǐ）与洗

（xǐ）同音，易以一字形成疫情新词语“沾沾自洗”。此类“改造旧词”的方式是凭借

着人们对旧词的熟悉度，于此基础之上“添砖加瓦”产生易记易懂的疫情新词语。

再如，“临危不聚”“以独攻毒”“牢疫结合”等亦是此用法。
76

以下为四字成语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表，以及部分疫情新词语与原词语的对照表。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谐音飞白

行之有消、搓手不急、咳不容缓、谣无音讯、临危不聚、漱手就勤、

大疫灭亲、以独攻毒、物以泪聚、罩摇过市、心平气核、牢疫结合、

封凶化吉、得疫忘刑、断章取疫、谣不可及、沾沾自洗、见利忘疫、

疫码当先、疫往直前、疫情别恋、万无疫失、疫了百了、闻机起舞、

坐疫待毕、背水疫战、无情无疫、相互罩应、罩夕相处、蔬香门递、

疫不容辞、点头会疫、麻痹大疫、疫路平安、一心移疫、蝠为祸始、

90

75 庞中兰，〈试论网络语体中的语用修辞如何控效——基于修辞谐音飞白的简要分析〉，《渤海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期，页 146-147。
76 临危不聚：在疫情期间不要聚会。原词语为“临危不惧”。

以独攻毒：疫情流行期间应尽量居家减少外出，降低感染概率。原词语为“以毒攻毒”。

牢疫结合：做出瞒报或谎报行程等涉疫违法行为的人，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词语为“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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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无阳、背水疫战、见疫勇为、小心疫疫、见疫思迁、安身立命、

疫马平川、疫高胆大、得疫门生、疫情别恋、薄情寡疫、一疫孤行、

不疫而飞、上下疫心、疫气疯发、如沪添翼、沪你周全、鲁力同心、

新心相印、桂人相助、难能可桂、琼追不舍、琼追猛打、兵桂神速、

浙风挡雨、铭冀于心、竭晋全力、固若津汤、青囊相助、携手湘往、

守望湘助、湘互扶持、混管阳性、知豫之恩、皖无一失、力皖狂澜、

皖事大吉、京兵强将、随豫而安、鄂首相庆、骁勇陕战、蒙想成真、

辽胜一筹、国泰闽安、能征赣战、鲁力同心、豫人为善、花好粤圆、

渝战愈勇、捷报频川、画龙滇睛、藏锋敛锐、蜀你最好、秦劳勇敢。

表 12：四字成语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表

疫情新词语 原词语 疫情新词语 原词语

行之有消 行之有效 搓手不急 措手不及

咳不容缓 刻不容缓 谣无音讯 杳无音讯

临危不聚 临危不惧 漱手就勤 束手就擒

大疫灭亲 大义灭亲 以独攻毒 以毒攻毒

物以泪聚 物以类聚 罩摇过市 招摇过市

心平气核 心平气和 牢疫结合 劳逸结合

封凶化吉 逢凶化吉 得疫忘刑 得意忘形

断章取疫 断章取义 谣不可及 遥不可及

见利忘疫 见利忘义 疫码当先 一马当先

疫气疯发 意气风发 春疫盎然 春意盎然

疫想天开 异想天开 疫口同声 异口同声

见疫思签 见异思迁 以疫代牢 以逸待劳

封言疯语 风言风语 疫年半载 一年半载

表 13：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与原词语对照表77

从“表 12”和“表 13”的例词看来，大部分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的词义从字面意

思基本就可以明白。譬如：“疫码当先”一词，这里的“疫码”指的是健康码和行程码，

77 词语释义详见本论文“附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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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出公共场所时，需要主动出示才能通过。

此外，还有一些是带有地名（省份简称）谐音飞白的形式。如“青囊相助”，用“青”

替换“倾”代表青海省，原词语是“倾囊相助”；“竭晋全力”，用“晋”替换“尽”代

表山西省，原词语是“竭尽全力”；“兵桂神速”，用“桂”替换“贵”代表广西壮族自

治区，原词语是“兵贵神速”。此类用同音或近音地名简称替换耳熟能详四字成语中的某

个字，在疫情特殊时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形成的疫情新词语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

二是对该省或自治区派出的疫情支援团队的致敬。例如：“青囊相助”一词的使用，基于

对原词语“倾囊相助”
78
的理解，疫情新词语“青囊相助”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青海

省拿出人力、物力竭尽全力帮助别的省份抗疫。

用例：经历了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青海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日夜奋战，

舍生忘死；……共同谱写“一江连心，青囊相助”的战疫壮歌。79

如上分析，通过谐音飞白修辞格产生的疫情新词语之所以不难理解其词义，是因为民

众对原词语较为熟悉，谐音飞白是根据疫情交际语境的需要更动一到两个字。疫情新词语

与原词语因为同音或近音缘故，读起来既有熟悉感，又能让人眼前一亮，便于沟通与交流。

在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中，有的是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常戴口罩、不

聚集、不串门”的号召，如“罩夕相处”“大疫灭亲”“居家静止”；
80
有的则是带有调侃

意味，试图苦中作乐，吐槽疫情，如“疫地恋”“疫情别恋”“疫年半载”。
81
诸如此类

的疫情新词语在表达上既增加了趣味性和幽默感，又传达出新意，而且易于理解与记忆，

78 倾囊相助：把衣袋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别人。
79 〈“荆魂”待抚“青囊”相助〉，《新华社》，2020 年 3 月 20 日。
80 罩夕相处：疫情期间，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戴口罩陪伴。

大疫灭亲：疫情期间，果断举报那些不遵守防疫政策亲人的行为。

居家静止：疫情期间，待在家里不允许外出活动。
81 疫地恋：调侃在同一个城市的情侣，因受疫情影响而不能出门见面变成了“疫地恋”。

疫情别恋：疫情期间，暂时告别恋爱，保护自己和他人。

疫年半载：疫情一来，小半年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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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交流。因此，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受到民众的认可，广为使用。

然而，谐音飞白修辞格的造词方式也非随意为之，毫无语义逻辑依据、毫无原则的。

正如边良〈媒体“活用”词语切莫生搬硬造〉一文中所指现象：有些新造词语存在逻辑不

通、表意不明、含义跑偏等问题。例如，“小心疫疫”一词，它是从“小心翼翼”变化而

来，但在表意上却不太好理解。再如，“仁至疫尽”一词，源自“仁至义尽”，在词义上

也是似是而非，不但表达不明确，而且还会干扰对原词语的理解。此类使用时难以理解，

表意不太明确的词语，即使创造出来，应该也不会被广泛使用。

（2）网络语

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语的构成方式也变得多样化，
82
因为其表达简洁、生动，

从而得到众多网友的认可和使用。在抗疫期间，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网络疫情新词语。

以下为网络疫情新词语表，并对此进行分析：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网络语

口罩型复工、捅自己、全家捅、叮咚鸡、不鸡倒、阳转阴、四紧青年、

冬阴工、冬阴生、天选冬阴工、阴工株、刀片株、炫饭株、大筛、阳

过、阳康、王重阳、阳顶天、阳消、殷离、失味株、逆行者、约管、

阳人、这届病毒、阳了、天选打工人、复工懵、后疫情时代、小阳人、

小阴人、网课学困生、天选做饭人、幻阳症、天选牧羊人、神兽、两

脚羊、新羊、公羊、母羊、老羊、小羊。

42

表 14：网络疫情新词语表

在“表14”收集的网络疫情新词语中，与民众相关的词语居多。譬如：“约管”一词，

指民众为了避免混管呈阳性被隔离，提前约好 10个绿码的人一起做核酸；“幻阳症”一

词，本义指身边的人感染了，自己参照感染症状反复比对，对身体的感受过度警觉与检查。

82 网络语：即“网络流行语”“网络语言”，指的是从网络中产生或应用于网络交流的一种语言，包括

拼音、中英文字母、符号，以及文字等多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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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义指对未知情况的焦虑；“天选打工人”一词，指在疫情期间仍未染疫，每天需要按

时上班的人。这里的“天选”有调侃意味，“天选做饭人”亦是此用法。
83

再如，“复工懵”与“四紧青年”产生的背景是：疫情好转，居家隔离结束，开始恢复

上班或上课，大家一时之间还不适应工作或学习的状态，因而用“复工懵”与“四紧青年”

来表述。
84
在“复工懵”“四紧青年”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冬阴工”“冬阴生”。

85

此外，也有运用谐音飞白修辞格产生的网络疫情新词语。如：①“天选牧羊人”一词，

即“天选做饭人”之意；
86
②“叮咚鸡”一词，指“等通知”；③“全家捅”一词，指新

冠自测盒上市，全家人一起在家自己捅鼻子，自行检测排除阳性以求安心。该词语源自

“全家桶”（肯德基的一种套餐），这样的造词变化，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增强了

表达效果。

又如，因为阳（yáng）与羊（yáng）同音，在面对新冠肺炎阳性确诊者时，一些人用

“公羊”指称男性，“母羊”指称女性，“老羊”指称老人，“小羊”指称小孩，甚至还

将核酸检测筛查阳性感染者的这一过程戏称为“抓羊”，从而引发了社会热议。

图 12：社会热议截图（1）
87

83 天选做饭人：一家人中只有一人没有感染新冠肺炎，因此被留下来做饭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人。
84 复工懵：形容复工后坐在电脑前，开始发懵（如不记得工作流程是什么）。

四紧青年：疫情期间，部分居家上网课的年轻人零用钱变少，因琐事跟父母争吵，缺乏运动变胖，又突

然被通知复学，开学考试知识点不会，面临“手头紧”“亲情紧”“裤腰紧”“智商紧”。
85 冬阴工：到了冬天新冠肺炎检测还是阴性的打工人。

冬阴生：到了冬天新冠肺炎检测还是阴性的学生。
86 天选牧羊人：因为感染新冠以后，习惯称“阳了”“阳人”，谐音羊，所以被留下来给“羊”们做饭，

照顾“羊”们的人，称之为“牧羊人”。
87 截图来源：〈“公羊”“母羊”“小阳人”，别把伤害当有趣！〉，《京报网》，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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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社会热议截图（2）
88

如上所举之“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抓羊”疫情新词语，即使符合汉语的

造词规律，但是传达的内容有歧视意味，容易造成歧视现象，此类词语应停止使用。

通过上文的分析来看，在网络化时代，民众为了交流更便捷，通常会选择简洁明了、

便于记忆、容易沟通的词语来使用。由于网络语人人都可以进行创造，就会产生如“公羊”

“母羊”之类带有歧视意味的词语，在使用疫情新词语时要注意辨别，不可盲目跟风。

网络语正在逐渐走进现实语言生活，这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引自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杨尔弘观点）。
89
从本文收集的研究语料来看，网络疫情新词语之所以受民众欢迎，其优

势在于所用文字少，传达信息多，沟通速度快，交流耗时短。既满足了时代化、个性化、

网络化的特点，又巧妙地表达出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现象，在情感上获得民众的共鸣，

从而逐渐被认可。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使用的频率都很高，因而迅速发展成为疫情新

词语的造词方式之一。

除了上述“四字成语”和“网络语”使用修辞格造词外，本文研究语料中的横幅标语也

使用了修辞格。横幅标语紧跟时代步伐，它是宣传工作时常用的表达形式，在社会公共场

所经常见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在现实生活和网络宣传中都有使用。

88 截图来源：〈别再管新冠阳性感染者叫“羊”！〉，《京报网》，2022 年 5 月 9日。
89 彭训文，〈年度热词，生动记录社会生活〉，《光明网》，2023 年 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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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的100条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来看（部分见表15，完整见附录2），这些标语

在造词上采用譬喻、对偶、仿拟、借代、夸张、排比等修辞格，使得标语富有节奏性。

类别 例句 数量（条）

横幅标语

1.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

2.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3.预防千万条，口罩第一条。

4.肉夹馍挺住，热干面来了。

5.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

6.东家走，西家窜，染上病毒不好办。

6

表 15：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表

2.譬喻
90

新冠肺炎暴发初期，普通人难以理解此病毒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为了普及防疫知识，

让民众增强防范意识，中国的社区和乡村采用譬喻修辞格将抽象的新冠肺炎形象化、具体

化，以便于人们理解。如以下二例：

（1）在湖北省疫情防控解封后，出现了“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的

标语，该标语把从湖北省返乡不报告的人譬喻成“定时炸弹”，意在提醒返乡人员要主动

报备，从侧面反映了新冠肺炎的危险性。

图 14：“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标语
91

90 譬喻：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
91 图片来源：梅晓兰，〈小城标语见证中国抗疫〉，美篇，2020 年 7 月 5 日，https://www.meipian.cn

/314wgr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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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更好地劝说疫情期间不聚餐、不聚集，出现了“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

的标语，该标语用民众较为熟悉的“鸿门宴”典故指出疫情期间聚餐是有危险的，意在强

调不要聚集。

图 15：“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标语
92

3.对偶
93

从对偶修辞格的定义来看，满足其造词的标语有很多。如以下二例：

（1）“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该标语的前后两句都是主谓结构，而且字

数相等，它表达了对战胜新冠疫情的坚定决心。

图 16：“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标语
94

（2）“同舟共济，共同抗疫”。该标语既有节奏，又有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理

解与记忆。

92 图片来源：美篇，〈小城标语见证中国抗疫〉。
93 对偶：说话中凡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成双作对排列成功的称为“对偶”。
94 图片来源：朱丹，〈“忠”“孝”一家亲 合力抗疫情〉，《忠州日报》，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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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同舟共济，共同抗疫”标语
95

在上述所举例句中，对偶修辞格使得标语从内容上看，简洁明了、概括性强；从形式上

看，对仗工整，节奏鲜明，韵律感强，增强了表达效果。

4.仿拟
96

“仿拟”即套用既有的语句。被套用的语句一般是大众熟悉的，根据实际想要表达的

意思重新组织语言并使其产生新的含义。譬如：“预防千万条，口罩第一条”。该标语套

用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019）中的经典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一

台词民众较为熟悉，明白其表达的意思。通过仿拟修辞格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变为“预防千万条，口罩第一条”既增加了语言的幽默感，同时也传递出疫情防控中戴口

罩的重要性。这样的表述，宣传效果更好。

图 18：“预防千万条，口罩第一条”标语
97

95 图片来源：〈抗疫故事 青城有爱|李恒彪：同舟共济 共抗疫情〉，《网易新闻》，2022 年 3 月 7日。
96 仿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拟句，指的是全拟既成的句法；第二种是仿调，指的是只拟既成的腔调。
97 图片来源：美篇，〈小城标语见证中国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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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代
98

在收集的疫情新词语中，使用借代修辞格产生的横幅标语在交际中使用的语境主要是

“以物指称人”。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借代

修辞格

驴肉火烧、肉夹馍、三鲜豆皮、热干面、杂酱面、折耳根、胡辣汤、

灌汤包、煎饼卷大葱、河南烩面、武汉鸭脖、上海生煎包、武汉汤

包、长沙臭豆腐、 。

15

表 16：借代修辞格类疫情新词语表

在“表16”的例词中，展示的都是中国各省（市）的代表性美食。譬如：“肉夹馍”

“ ”是陕西省的传统特色食物，“热干面”是武汉市的代表性小吃。在新冠疫情期

间，这些各省（市）的代表性美食被用于指称当地人。如在西安暴发疫情，武汉支援抗

疫物资时，在运送物资的车上贴着： ；“肉夹馍挺住，热

干面来了”。《光明网》曾这样报道：西安人民众志成城，一定能战胜这次疫情。“肉

夹馍，加油！”99

图 19：“武汉热干面为西安 加油”标语
100

98 借代：所说的事物纵然同其它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可借那样的关系事

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
99 〈肉夹馍加油，西安一定行！〉，《光明网》，2021 年 12 月 24 日。
100 图片来源：〈热干面真的去为 Biángbiáng 面加油了！网友：有点泪目……〉，《澎湃新闻》，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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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肉夹馍挺住，热干面来了！”标语
101

“图 19”和“图 20”这两句横幅标语中的“肉夹馍”和“ ”都是指西安人，

“热干面”指武汉人，标语表达之意为：武汉人为西安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加油、鼓劲，

提供支援。

上述所举例句运用了借代修辞格，使得原有词语在疫情时期的言语交际语境中被赋

予新意义和新用法，这样的词语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让语言表述变得生动有趣。

6.夸张
102

夸张修辞格是指主观上对事物的描述进行夸大。譬如：“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

是自寻短见”。通过这样夸大聚会带来的危害性，以引起民众对居家隔离的重视。

图 21：“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标语
103

101 图片来源：〈心怀感恩的湖北人，带着热干面来了！〉，《澎湃新闻》，2021 年 12 月 28 日。
102 夸张：说话上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
103 图片来源：美篇，〈小城标语见证中国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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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排比
104

排比修辞格的运用，起到增强表达语势的效果。譬如：“东家走，西家窜，染上病毒

不好办”。

图 22：“东家走，西家窜，染上病毒不好办”标语
105

此外，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在语用功能上大致可分为：“科普”“劝说”“抒情”

“号召”“宣告”“警告”“恐吓”七个大类。通过这样的分类，可考察不同类别语用

功能在疫情防控中起到的作用。

类别 例句 作用

科普类

①人多莫去凑热闹，出门记得戴口罩。

②拒绝野味，远离病毒。

③人前咳嗽打喷嚏，记得遮住口和鼻。

社区或村落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民

众宣传防疫知识，让其了解防疫措

施的重要性，从而积极配合执行。

劝说类

①山外青山楼外楼，戴好口罩莫乱游。

②新冠疫苗尽早打，防患未然靠大家。

③外地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

社区或村落意图通过言语交际来动

员民众，从而使民众对某事认可，

并按照所颁布的指示行动。

抒情类
①疫情终会过去，静候春暖花开。

②同心抗疫，共植希望。

表达民众内心感情，以及对战胜新

冠疫情充满信心。

号召类
①全家戴口罩，胜过一堆药。

②一天到晚三件事，吃饭睡觉网上聊。

社区或村落向民众发出通知，让大

家响应所发出的告示内容。

宣告类
①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②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社区或村落告知民众政府抗疫的坚

定决心。

104 排比：同性质、同范围的事象用了组织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
105 图片来源：风寒夏向，〈农村大爷的防疫标语，谁都不服就服你〉，《新浪网》，202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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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类

①隐瞒症状不上报，黄泉路上提前到。

②要想活得久，不要到处走。

③野味一时爽，隔天医院躺。

④带病回村，不孝子孙。

社区或村落用提醒、劝阻等语气阐

述新冠肺炎的负面影响，让民众有

所警惕且能认识自身该履行的责

任，促使其积极配合防控工作。

恐吓类
①今年上门，明年上坟。

②蝙蝠炖汤，棺材反光。

社区或村落采取激烈的言辞、威胁

的语气，意在强调民众不要做某事。

表 17：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的语用功能分析表

通过对上文的分析来看，横幅标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被广泛使用，这是疫情新词语语

用的一个亮点，修辞格的运用是产生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以生动的

文字表达了标语的写作意图。其语言具有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直观形象等特点。

此外，其他类型的疫情新词语也使用了修辞格造词方式。例如：“疫情阻击战”一词

使用了譬喻修辞格；由“词语模”造词方式产生的族群疫情新词语，如“云××”词语，

此类词语同时也使用了仿拟修辞格；“群防群治”“双阳双控”“双联双进”等此类“ABAC

型”四字成语则是使用了复叠修辞格
106
。

综上所述，在言语交际中之所以运用修辞格，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寻求的最佳

言语行为。修辞格的使用对疫情新词语的影响大致有五点：①使语言形式更简洁、②丰富

了汉语词义、③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④使语言更加含蓄文雅、⑤反映出社会风貌和民众

心态。

第三节 旧词新义

疫情新词语的产生并不都是新造的词语，也有一部分是旧词被赋予新义。旧词新义指

在旧词的基础上，根据言语交际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产生出新的义项，衍生出来的新词义

106 复叠：把同一的字接二连三地用在一起。分为两种，一是“复辞”，指隔离的，或紧相连接而意义不

相等的；一是“叠字”，指紧相连接而意义也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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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疫情实际情况出发，符合语境表达的，并以此来完成有效的交际。这是疫情新词语

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研究疫情新词语这一课题，对旧词新义现象的探讨必不可少。

旧词新义现象属于词义系统的内部变化，它是在旧有词义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义项。有

着很强的规律性，也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原则。
107

以下为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表，并对此进行分析：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旧词新义

敬而远之、不约而同、空口无凭、口无遮拦、千人一面、特立独行、

贵人相助、聚少离多、南山可移、别来无恙、借酒消愁、一夫当关、

通风报信、安身立命、关门大吉、无机可乘、日清日结、生命摆渡人、

拨云见日、起早贪黑、贵在知心、同甘共苦、宅家、神兽、摸清本底、

洁身自好、喜出望外、云开雾散、拐点、守门员、吹哨人、抄作业、

武汉保卫战、团长、正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小阳人、新羊、老羊、

小羊、公羊、母羊、静默期、白匪、暂停键、抢跑、静音键、静默、

重启、紧箍咒、逆行者、扫楼、扫街、鸳鸯锅、吃独食、十八线主播、

无名之辈。

58

表 18：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表

在收集的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中，旧词语作为新词语出现的形式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旧词语被赋予新意义。这类旧词语的“翻新”使用，不是照搬原有的旧义，

而是为了适应新冠疫情所需表达，旧词语的形式保持不变，但词义却通过用法（如引申），

以及感情色彩的改变而产生了变化，增加了新的义项，这使得旧词语有了新的用途，展现

出新的活力。如以下三例：

1.“无名之辈”一词，原义指不出名的小人物。在新冠疫情期间，衍生出的新义是

指穿着白色防护服，默默无闻，积极参与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

2.“特立独行”一词，原义指人的志行高洁，不同流俗。在疫情期间新的解释是特

107 钟梓强，〈旧词新义探讨〉，《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21 卷第 1 期，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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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时期出门，尽量独自行走。新的解释意在提醒大家疫情期间即使外出也要和他人保持

安全距离。

3.“神兽”一词，原义指灵兽。在疫情期间指居家上网课的孩子。

从上述举例可知，此间的语言现象为：根据疫情实际需要对旧词语进行新的解读，

使其词义扩大，增加了词语的丰富度。再如，“无机可乘”“空口无凭”“口无遮拦”

皆是这样的造词方式。
108
新冠疫情之下，这些“旧词新义”词语既做到了形象与应景，

又传递出积极的抗疫正能量。

除了四字成语有这样的特点外，一些生活中常见到的旧词语同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譬如，“抄作业”“拐点”“十八线主播”。
109

第二种，旧词语的复活。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指的是将一些已经消失或不常用的旧

词语重新使用，原有的旧义保持不变。如“紧箍咒”一词，
110
疫情之前在生活中不常用，

但在疫情期间，因防疫工作的需要，使得这一词语使用的频率增多。

用例：本次疫情病毒传播力强，……因此，各地应该与病毒抢时间，做好社区防控

以及隔离防疫管理等工作，不能放松警惕，念好“紧箍咒”，严格遏制疫情扩散。111

从上述分析的情况来看，诸如“紧箍咒”这类旧词语本身具有较强的概括力，而且

与疫情期间所需表达的意思相契合，从而再次回到民众使用的语境中。

综上所述，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的特点是在动态的言语交际之中产生和实现的。

所采取的造词法从语义层面去看，大致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

108 “无机可乘”：原义指没有空子可钻。新义指航班取消，无飞机飞往目的地。

“空口无凭”：原义指光靠嘴说，并无凭据。新义指不戴口罩，健康是没有倚靠的。

“口无遮拦”：原义指说话随意不分场合。新义指不戴口罩出现在公共场所，就会被工作人员阻拦。
109 “抄作业”：原义指学生在没有理解或未经思考情况下抄袭同学作业答案的行为。新义指中国在抗疫

中取得的经验被其他国家效仿，外国学习中国抗疫做法的行为。

“拐点”：原义指（1）数学上曲线凹凸的分界点；（2）经济学上数值高低之间的相互转折点。新义指

在疫情防治中，疫情出现根本性缓解的分界点。

“十八线主播”：原义指没有名气的主播。新义指疫情防控期间，用网络直播方式给学生上课的老师。
110 “紧箍咒”：本义指《西游记》中，唐僧用来制服孙悟空所念的咒语。引申义指用于譬喻束缚人的东西。
111 杨娜，〈念好疫情防控的“紧箍咒”〉，《搜狐网》，2021 年 11 月 1 日。



45

其一，字面释义。

“字面释义”不难理解，指按照词语表面上的意思进行解释，根据需要增添与之相

关的新意义。如“守门员”一词，
112
在新冠疫情期间用来指称封控区、车站、小区等防

控工作岗位的检查人员。

用例：为了巩固疫情防控，市领导到前沿阵地现场指挥，……到高速口暖心服务点、

火车站等疫情防控岗位，与属地干部群众一道当好中门、小门的“守门员”。113

其二，引申式派生词义。
114

在旧词新义类的疫情新词语中，引申式派生词义也是重要的产生新含义方式之一，

生成的新义项是在旧义的基础上延伸而来。譬如：“公羊”与“母羊”指的是羊群的雄雌、

“老羊”与“小羊”指的是羊群年龄的大小。但在疫情之下，则被用于分别指称感染新

冠肺炎人群的性别、年龄，带有贬低和歧视色彩。

当词汇系统中的旧词语作为疫情新词语出现时，它大多是在旧义基础上增加新义和

新用法。
115
“旧词新义”造词法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词语数量，但它丰富了

词语的词义，使得词汇系统得到补充和发展，这是值得深入去研究和探讨的。

然而，旧词新义也不是随意为之，若是脱离了实际语境的表达，就会造成语义不通，

旧词语过度新解新用现象。在使用这类疫情新词语时，要基于实际言语交际语境出发，

不可望文生义。

112 “守门员”：原义指的是球类比赛中（如足球、手球、冰球等）守卫球门的队员。
113 〈评论|人人当好疫情防控“守门员”〉，《澎湃新闻》，2022 年 10 月 5 日。
114 曹炜指出，引申式派生是指在母义的基础上通过类比、推演而产生派生的一种方式。曹炜，《现代汉

语词义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页 117。
115 更多例词，详见本论文“附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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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方言词

“方言词”指区域性、地方性使用的语言。
116
在疫情期间，它出现了新的语用现象，

并且这样的用法得到民众的认可。如以下三例：

1.“压茬推进”一词，在上海发布的“核酸筛查”公告中出现。
117

2.“蛤蜊炖蛋”一词，原本是一道菜名。疫情管控期间，隔离等待是常态。而在上海

话里，“蛤蜊炖蛋”与“隔离等待”是谐音。
118
因此，在疫情的语境下，“蛤蜊炖蛋”是

“隔离等待”之意。

3.用方言“捅嗓子”代替“口咽拭子”、以“捅鼻子”代替“鼻咽拭子”，
119
这样的

用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成了非正式场合的交际语言。

由上述例句可见，方言词造词的方式是根据实际表达需要，有选择地将一些富有表现

力的地域方言词赋予新义或新用法。方言词的使用较大功能是词义易于当地人理解，利于

防疫知识的宣传，是疫情新词语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五节 缩略

缩略造词在生活中较为常见，要探讨缩略造词就需要先了解缩略语，“缩略语”指的

是把必要的信息进行压缩或浓缩。
120
“缩略造词”是指按照汉语的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

116 曹炜指出，方言有“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在现代汉语言学中，除非特别指明，否则一般所说

的方言指的是“地域方言”，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方言词”实际上就是指“地域方言词”。曹炜，《现

代汉语词汇研究（修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页 79。
117 〈陕西方言“压茬”用在了上海抗疫〉，今西安，2022 年 4 月 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

s?id=1728875263322430306&wfr=spider&for=pc。

压茬：指的是“不留一个死角”之意，如种地和翻地要压茬种与压茬翻；引申为努力、踏实、认真工作。

压茬推进：指的是努力奋斗，既包含了个体的努力，也包含了一茬茬人的接力。
118 吴振东、陈杰，〈《蛤蜊炖蛋/隔离等待》，这首沪语歌火了！〉，《新华社》，2022 年 3 月 18 日。
119 才宇、赵露，〈【防疫常识】捅鼻子和捅嗓子，到底啥区别？〉，《澎湃新闻》，2022 年 5 月 7 日。
120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页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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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众认同的方式，在不破坏语义的基础上，把复杂的表达加以压缩形成缩略语的表达形

式。缩略造词解决了短语或句子太长不便书写和交流的弊端，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这是

语言发展的一种现象，也是疫情新词语产生的方式之一。

通过对收集的疫情新词语分析来看，缩略造词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简称”，二是

“提取省略”，三是“数词略语”。

1.简称

“简称”是相对于全称而言的，指在不改变原有表达语义的前提下，抓住其表达的关

键语素，省略其他成分的一种简化形式，简化后的语素仍表示全称的意义。如“新冠肺炎”，

其全称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如“新冠”一词，同样指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这里仅提取“新冠”二字，省略了其他成分，但是不影响其整体意思的表达。“新冠”

多用于口语，书面语通常使用“新冠肺炎”，二者表达的意思都一样。

在新冠疫情之下，常用的简称类疫情新词语有很多。如下表举例：

简称 全称 简称 全称

密接者 密切接触者 次密接者 次密切接触者

院感 医院感染 感控 感染控制

洗消 洗涤消毒 消杀 消毒杀菌

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全员核酸 全部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留观 留院观察

表 19：“简称”与“全称”类疫情新词语对照表

2.提取省略

“提取省略”指提取既有表达形式中的一个词段或多个词段中的字，省略其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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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代表表达整体的意义。换言之，就是把原有表达形式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语素提取

出来，重新组成新的词语。

譬如，“四方责任”一词，表达之意为：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防疫责任。这一

词语在疫情期间经常出现在各类公告中。

图 23：“山西省政府官网发布的地市级政策措施公告”截图
121

由上述“公告”中的内容可知，“四方责任”一词的形成就是提取了原表达形式中

的语素“属地”“部门”“单位”“个人”构成，其表达的意义不变。类似的疫情新词

语还有很多，以下为提取省略类疫情新词语表，并对此进行分析：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提取省略

就地过节、小而散、双登记、敲门行动、即采即走即追、网格化管理、

双阳双控、抗疫大礼包、混管捉阳、快消快解、早小严实、防疫四宝、

集中隔离、硬隔离、扫街扫楼扫村。

15

表 20：提取省略类疫情新词语表

在“表20”的例词中，“双登记”一词在疫情期间经常使用。

用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平阴县安城镇便民服务大厅迅速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实行凡进大厅办事人员信息“双登记”制度。122

如上分析，原有表达形式的字数太多，人与人在交往时，为了说话以及行文的方便，

通常会采用简洁的方式来表述，省略类疫情新词语因而出现。

121 截图来源：〈晋中市：关于左权县近期核酸检测方式的通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2 年 11 月 2 日，

http://www.shanxi.gov.cn/ztjj/yqfkzccs/dsjzccs/jzs_22459/202211/t20221102_7352705.shtml。
122 〈宁重勿漏！人员信息“双登记”〉，《搜狐网》，2021 年 8 月 12 日。

双登记：指核验健康码和体温检测信息并登记，对来往人员进行筛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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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词略语

“数词略语”指在原有表达形式中，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同类语素，并在这些语素的

前面加上汉语数词重新组成新的词语。简言之，就是用汉语数词将原有表达形式中并列词

语的语素或语义成分概括出来。如“三加强”一词，表达之意为：加强乡村管理、加强

个人防护、加强定点诊治。

以下为数词略语类疫情新词语表：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数词略语

两集中、两站一场一码头、三减少、三加强、三保障、三查、三排、

三不变、三全管理、三项措施、三消一静措施、四方责任、四类人员、

四指定、四个查清、四早措施、四个维度、四个风险点、四应四尽、

四早、四查一戴、五张网、五道关口、疫情五查、五有三严、六快速。

26

表 21：数词略语类疫情新词语表

从上述“三加强”一词的释义和“表21”收集的例词来看，“数词略语”造词法可以

将原本信息容量很大的表达缩略成简短的词语，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易于记忆。这是数词

略语的优势，其缺点在于一些短语或句子经过简缩后，表意具有模糊性，通常需要附带简

要提示才能准确地表达。譬如，“三保障”一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

时期 词义

新冠疫情期间 强化应急工作保障、强化核酸检测保障、强化医疗救治保障。

脱贫攻坚战期间
123

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

表 22：“三保障”一词的词义对比表

从“表 22”来看，如果“三保障”在使用时不加以说明，表达的意思可能会令人难以

理解或误解，但是在使用时加上限制的条件（如疫情），就能够明确表意了。如下用例：

123 脱贫攻坚战：中国政府于 2015 年实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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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三保障”一词的语用截图
124

综上所述，缩略造词法在疫情新词语的造词中较为普遍，它使得原先复杂的表达形

式被压缩成简短的、易于记忆的新词语。
125
也正是因为原有表达形式的成分被压缩了，

因而有些疫情新词语会出现表意不明确的现象。缩略造词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产生的现象来看，有一定的原则。缩略后得到的新词语，并不是凭空创造

出来的。其原有表达形式是民众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的总结，缩略造词只是

将这些既有的短语或句子的表达方式简化，并未改变其指称的意义。

（2）从词语的构造来看，有一定的规律。缩略造词并不是随意搭配组成的，而是

需要总结原有短语或句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语素和语义，根据汉语造词法和民众使用习

惯重新组合构成。

（3）从词语的形式来看，简单明确。用简单的形式表述原有复杂表达形式的意义，

这是缩略造词最大的特点和优点。

（4）从词语的作用来看，经济实用。词语的产生和发展最终目的就是方便民众的

使用，缩略造词能提高语言表达的效率，节省沟通过程中的时间。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把复杂的短语或句子通过缩略成为简洁凝练的新词语，节省了

沟通的时间，使用起来更方便。这既是言语交际的需要，同时也是语言环境的需要，它

有效地增强了汉语词语的表现力，成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种表达形式。

124 截图来源：〈“三加强”“三保障”全力做好卫健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潇湘晨报》，2022 年 2 月

8 日。
125 更多例词释义，详见本论文“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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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

疫情新词语的构成材料是多样化的，它不仅仅是单一的汉字形式，有些是由数字与汉

字组合构成。譬如：“15 分钟核酸采样圈”，指 15 分钟步行到达的核酸检测点的总称。

此外，还出现了“字母、符号‘+’、数字和汉字组合”构成的形式。如“N+7+7 措施”，

指工作周期 N天+集中隔离 7天+居家健康监测 7 天。诸如此类的疫情新词语，本论文选

取了13条展开分析：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数字、字母、

符号和汉字

组合类

战疫00后、1+8模式、15分钟核酸采样圈、静默14+7、1+1+1

管理、核酸检测2+1+7、静默7+7、新冠1+3检测、交验防疫3+1、

入境5+3、1+3核酸检测、2+2抗原核酸检测、4+7+12联动机制。

13

表 23：“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类疫情新词语表

从“N+7+7 措施”一词的释义和“表23”所列之词来看，“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

组合”的造词法与上文提到的“缩略造词法”有相似之处，都是在不改变原有表达语义的

前提下，将复杂的短语或句子压缩成简短的词语。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两种造词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缩略造词法”的构成材料以汉字为

主，而“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造词法是将“数字”“字母”“符号”“汉字”

这几种汉语词语的构成材料组合构建，这样的造词方式既压缩了短语或长句式的繁复表达，

又避免了视觉上阅读的疲劳，易于记忆，便于书写与交流，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率。
126

126 更多例词释义，详见本论文“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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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疫情新词语的语用功能

词语的语用功能是指词语在生活中起到的实际作用。本章节从“描述疫情发展状况”

“聚焦疫情热点事件”“缓解疫情心理压力”这三个角度依次进行分析。

第一节 描述疫情发展状况

随着新冠疫情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状况和新的观念。这些新的状况、

新的观念在已有的汉语词汇系统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

出现了障碍，一些新的社会状况就不能很好地表述。譬如：在疫情之初，中国实行多种防

控措施。
127
民众对“防控指挥部”临时管控的区域，笼统地用一个“封”字指称。

图 25：“封”字的语用截图
128

疫情防控期间最严厉的防疫措施是“封城”，这表示该地区疫情较为严重，需要暂

停与外界接触。如“图 25”所举之“这里不封那里封”的表述，被封小区的感染情况如

何，单凭阅读这个文段，很难判断出来。这样的表述在当时来说，增加了民众的恐慌感。

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使是疫情区域，感染情况也会有轻重之分，倘若全部用一个“封”

字指称，则无法言明这一地区疫情的状况是严重的还是轻微的。因此，用一个“封”字

描述会产生语意不明确的现象，这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

127 多种防控措施详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128 截图来源：〈焦作疫情防控何时堂食？复工复产？开学？〉，《腾讯网》，2022 年 11 月 20 日。



53

随着人们对新冠疫情认识的逐步加深，创造出了“管控区”“防控区”“封控区”

“封闭区”“防范区”等不同的族群疫情新词语，这些新词语是根据疫情发展的实际情

况来定义的，在表意上已经有明显的区分，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也不同。

新词语 词义 实行的管理措施

封控区
指划定的中风险区，高风险区及阳性病例的发现点、

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以及周边区域。
只进不出，严禁聚集。

封闭区
指将新冠肺炎阳性个案的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

活动点及周边区域划为封闭区。

封闭隔离、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

防控区
指根据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视情将“封闭区”

“封控区”周边区域划为警戒区。

两点（居住点-工作点）

一线，非必要不离开。

管控区
主要指新冠肺炎阳性个案的密接、次密接及共同暴露

高风险人群的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及周边区域。
人不出区，严禁聚集。

防范区
指“封闭区”“管控区”以外可能暴露的重点人群的

活动区域。

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

限制人员聚集规模。

表 24：“封控区”“封闭区”“防控区”“管控区”“防范区”释义对照表

从“表2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个族群疫情新词语词义的区别。当再次面对或描

述被管控的区域时，可以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用不同的词语表达。

例如，“小区成为封控区”的表达比“小区被封了”传递的信息更为准确。

由上述分析可知，疫情新词语较为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描述疫情发展状况。

第二节 聚焦疫情热点事件

由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中，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与疫情相

关的信息。每当一个地方的疫情出现了新的变化后就会成为一个热点事件，引起民众探讨，

于是就出现了以反映疫情热点为主题的疫情新词语，如以下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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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当一个地方新冠疫情暴发的时候，附近的城市都会派出医务工作者或志愿者赶赴

疫情暴发地参与抗疫，这些医务工作者或志愿者从安全的区域向疫情暴发地出发，这一壮

举被称为“逆行”，于是就有了“最美逆行者”一词用于赞美这些医务工作者或志愿者。

2.抗疫期间，医用口罩、隔离衣、消毒液是较为紧张的防疫物资。社会需求量增大，

疫情暴发地以及周边城市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在此情况下，一些有库存的商家却捂住

口罩、隔离衣、消毒液等医疗物资，舍不得拿出来售卖，因而诞生了“捂货惜售”一词。

3.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民众足不出户，于是就有了“居家静止”一词。

4.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形成了一种居家隔离的“云”生活状态，产生了“云买菜”“云办公”“云课堂”等词语。

疫情新词语反映的社会现象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互联网广泛使用和言论相对自

由的社会环境下，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会被民众揭露出来，并通过用“旧词新义”的方式

进行表述，以表达不满。这样的用法如以下二例：

1.“白匪”一词，原义是指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对国民党军队的称呼。但在居

家隔离期间，一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借着志愿者的名义，趁机在分配生活物资时，出

现了以次充好、倒卖、克扣和占为己有的情况，这样的行为与匪差不多，因穿着白色防护

服，就被称为“白匪”，因而使得“白匪”一词被赋予了新义，用于指称这一类人。

2.“黑骑手”一词，原义是指驾驶黑车
129
上路的驾驶人员。疫情期间，新的含义是指

违规或无证从事配送业务的配送人员。如不具备配送资质、电子通行证，以及已知感染新

冠肺炎仍从事配送的人员。

综上所述，“最美逆行者”“捂货惜售”“白匪”等疫情新词语紧跟疫情时事热点，

及时地反映和聚焦疫情热点事件。

129 黑车：指没有牌照或非法运营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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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缓解疫情心理压力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抗疫，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居家办公、

线上教学、非必要不外出，这些政策措施打乱了民众原有的工作计划和生活安排，部分民

众因此滋生了不满情绪。加之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和扩散，让人产生了心理压力，有些人

甚至产生了心理问题，“心理防疫”也成为抗击疫情的另一个“战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为了释放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人们开始转变思想观念，尝试

在语言的交流上进行创新和求变，追寻轻松、娱乐的氛围，因而在交际时一部分疫情新词

语的使用就变得简单幽默、富有调侃意味，以便从精神上解压。

譬如，为了及时发现潜在的传染源，一些疫情不严重的社区或乡镇要求辖区所有人员

开展抗原自测，若抗原检测异常，便再进行核酸检测。于是就有了全家人一起做抗原自测

的常态，出现共同“捅鼻子”的姿势，网友将其称之为“全家捅”。“全家捅”一词的使

用比“全家人做抗原自测”的描述更为生动，在言语交际上变得轻松、幽默。

图 26：“全家捅”一词的语用截图
130

如“图26”所举之例，全家捅的语用刻画出疫情之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语意

表达让人在心理上会轻松许多，是疏解情绪的一种手段。

130 截图来源：田小鱼，〈继续排查！上海超 1400 万人已“全家捅”！发现一些阳性人员！废弃物这样处

置→〉，《新民晚报》，2022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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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捅自己”“天选做饭人”“冬阴工”“冬阴生”“叮咚鸡”“蛤蜊炖蛋”

等疫情新词语亦是此用法，通过这类词语的巧妙诙谐用法，以达到缓解情绪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收集的疫情新词语中，这些词语使用起到的实际作用大致有三个方面：

“描述疫情发展状况”“聚焦疫情热点事件”“缓解疫情心理压力”，这是疫情新词语的

语用功能，也是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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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疫情新词语产生的原因

语言是传递信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有着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规律。词汇作为语言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反映出语言的演变过程与发展状态。

疫情新词语作为新冠疫情时期汉语词汇的新生力量，为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增添了新

的元素，丰富了词汇的活力，记录了语言的发展过程。因此，分析和了解疫情新词语产生

的原因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既可以了解词汇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探查当时

的社会发展状况，增加对疫情新词语语用的了解。

本章节依次从“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自身的发展”“互联网媒体的推动”这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变化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当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有

的汉语词汇不能满足于人们的表达需求时，为了对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现象，以及新概

念等进行解说和命名，疫情新词语就会产生。如“弹窗人员”一词，由“弹窗”+“人员”

构成，“弹窗”通常指打开网页、软件、手机APP等自动弹出的窗口。在疫情防控期间，

民众外出都需要扫健康码和行程码，若是去过疫情暴发地或跨城市之间的流动时，健康码、

行程码就会有弹窗信息提示，为了便于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便将健康码、行程码扫码后

有弹窗信息提示的人员称为“弹窗人员”。该词语是疫情期间中国内地常用词汇，对民众

的生活、出行，以及工作都非常重要。如以下二例：

1.自2022 年 11月 3日起，我院开设弹窗人员．．．．核酸采集专用窗口。131

131 〈扩散！密云区中医医院开设弹窗人员核酸采集窗口！部分公交调整！〉，《网易新闻》，202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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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政府公告。

图 27：“弹窗人员”一词的语用截图
132

再如，“居家办公”一词，指上班族待在家中，利用互联网办公的一种模式。该词语

广泛使用的原因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民众待在家中，工作由公司转为在家办公。

图 28：“居家办公”一词的语用截图
133

上述这类疫情新词语还有“无接触配送”“云买菜”“云答辩”等，这些新造词语产

生的原因是：随着新冠疫情的变化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月 3 日。
132 截图来源：〈4 月 21 日起，来（返）川要扫“入川码”〉，德阳市人民政府，2022 年 4 月 21 日，

https://www.deyang.gov.cn/zmhd/hygq/rdgz/1635359.htm。
133 截图来源：〈北京：公共场所严格限流，鼓励远程和居家办公〉，《新华网》，2021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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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这些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创造。

第二节 语言自身的发展

语言是交际的重要工具，人与人每天都会进行语言沟通。在日常交际中，词语是最直

接和主要的语言造句材料。也因此，词语成为语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疫情新词语作为词汇系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民众对新

事物的认知过程中，通过语言的经济原则和发展规律、汉语造词法，以及使用习惯确定下

来的。

在本论文收集的语料中，运用到的汉语造词法有：词语模造词、修辞格造词、旧词新义

造词、方言词造词、缩略造词，以及“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造词。

譬如，“新冠肺炎”一词的确定，在疫情暴发后的一段时间里，此疾病在不同媒体的报道

中有不同的名称出现。这些名称有“不明原因肺炎”“病毒性肺炎”“新冠病毒”“新型肺炎”

“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等，众多的称呼给民众造成了困扰。

随着人们对此病毒认识度的加深。语言学者刘丹青指出，“新冠肺炎”一词较大程度上降

低了民众识解和记忆的难度，是社会表达的急需；刁晏斌教授认为，“新冠肺炎”一词表义相

对明确，而且容易识解，符合当代语言用户的接受与使用习惯；2020年2月8日，“中国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将此病毒确认为“新冠肺炎”，全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34
至此，在众多

的名称之中，最终将此病毒确认为“新冠肺炎”。
135
“新冠肺炎”一词，运用了缩略造词法，

既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又符合当代语言用户的接受与使用习惯。

又如，“神兽”“洁身自好”“白匪”“吃独食”“逆行者”“无名之辈”等词语的

134 孙宗鹤，〈“新冠肺炎”的简缩理据〉，《光明日报》，2020 年 2 月 22 日。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而启动的中央人民政府层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平台。
135 2022 年 12 月 26 日，“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因其不在本论文研究的时间范围，

故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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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运用了旧词新义造词法，将原有词语根据现实需要赋予新意义。这样的演变使得词

语的词义进行了扩大（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增添了新意义或新用法。这部分词语虽然还

是原来的词语形式，但是却因为产生了新意义和新用法而再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的新意

义或新用法促进了汉语词义系统的发展。由此可知，语言系统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其自

身的发展是疫情新词语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互联网媒体的推动136

网络化的普及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地域和时空限制，扩大了交际范围，提高了交

际效率。互联网被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

互联网相较于报纸、广播、电视来说，其交互性和自主性更强。报纸、广播、电视传

达的信息主要是由媒体单向推出，民众更多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在网络上，民众既可以

主动地接受信息，又可以自主地发布信息，这样的语言环境使得网言网语层出不穷。因此，

互联网媒体的发展必然会促使相关的媒体语言产生。
137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人与人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活动减少，在网络

上的互动频率增加，微信、报刊、电子邮件等通信渠道成为这一时期各种信息的重要载体。

在疫情期间的语言生活中，人们的阅读量增大，各大网络平台的弹幕、留言，以及评论等

逐渐进入民众（网友）的视野，为网络疫情新词语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譬如，因感染新冠肺炎会呈现出四肢乏力、头疼、胸闷、腹泻、胃口大开等不同状态。

根据感染者的不同感受，衍生出“学习株”“炫饭株”“刀片株”“酸痛株”“失味株”

136 互联网媒体：即“网络媒体”，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而言是“第四媒体”。
137 参考汪磊《互联网催生超媒体语言》，文中指出，每一种媒体都有与其顺应的媒体语言。

文章来源：李宇明、刘鹏飞、任伟、黄志波、许龙桃、汪磊，〈“语言与新媒体”多人谈〉，《语言战略

研究》2023 年第 1 期（总第 43 期），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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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株”“放屁株”“暴瘦株”等不同说法的族群疫情新词语来描述。
138
此类疫情网络

语言源自网友纷纷效仿而来，并在疫情期间广为传播。如下举例：

图 29：“炫饭株”“睡株”“学习株”的语用截图
139

此外，为了加深对疫情的防控意识，中国的不少社区和村落张贴出“口罩不想戴，病

毒来恋爱”“防疫千万条，口罩第一条”“宁愿长点膘，也不外面飘”“你别来，我无恙”

“偷吃野味，病床C位”等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这些标语经过互联网的传播，引发了

其他社区和村落的效仿，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体例格式被民众认可和广泛使用。

互联网媒体的广泛使用，一方面为网络疫情新词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增加了

疫情新词语的使用频率，引起人们的效仿，为疫情新词语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

138 〈“刀片株、放屁株、学习株”热传，挑个“温和的毒株”，靠谱吗？〉，《澎湃新闻》，2022 年 12

月 21 日。
139 截图来源：〈男子自称感染“哭株”流泪眼肿，网友纷纷晒出“睡株”、“炫饭株”、“学习株”……〉，

《九派新闻》，2022 年 12 月 18 日。



62

综上所述，疫情新词语的出现有其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当社会中出现了新的事物、

新的概念时，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语言来指称、描述，社会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状态，

语言也会因此失去活力。如果语言不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发展，也就会走向灭亡。由此可知，

语言的产生或变化总原则是“群众的约定俗成”，词语的产生和废除是“应需而生，因不

用而死”。
140
因此，新冠疫情结束后，在所产生的疫情新词语中，有的会在语言系统中保

留下来，进入到常用词汇行列，成为通用词语；有的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隐退，淡出民众

交际的使用范围。

例如，“云会议”“云课堂”“云监工”“无接触配送”“居家办公”“线上会议”

等词语表意与生活息息相关，即使疫情结束，在生活中也会使用到，因此能进入到常用词

汇行列，成为通用词语；而“外防输入”“一省包一市”“健康码”“内防反弹”“约管”

“新冠疫情”“复阳”“动态清零”等词语可能会成为“历史”词语，在通用词语系统中

“消失”，只有在提到该事件或需要表述相关历史概念时，才会启用这些词语。

140 钱乃荣，《现代汉语研究论稿》（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页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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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本章节首先对前文的讨论作简要总结，其次指出本论文存在的研究局限。

第一节 研究结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大致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疫情新词语的领域分布存在不均衡性。在研究的语料中，有77.58%的疫情新词语来

源于社会生活领域，这表明了疫情新词语的出现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的变化影响着

词汇的发展。

2.疫情新词语的造词方式是多样化的。由词语模、修辞格、旧词新义、方言词、缩

略，以及“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六种造词方式产生。

3.疫情新词语的语用功能是多方面的。在新冠疫情之下，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

语用功能体现在描述疫情发展状况、聚焦疫情热点事件、缓解疫情心理压力这三个方面。

4.疫情新词语产生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原因。由社会生活的变化、语言自身的发展、

互联网媒体的推动这三个方面促使疫情新词语诞生。

5.疫情新词语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符合汉语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表

意相对明确且容易识解，符合当代语言用户的接受与使用习惯的词语会进入词汇系统，成为

常用词汇。其二，不符合汉语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以及不符合当代语言用户的接受与使用

习惯的词语，即使被使用，也只会是昙花一现，不会融入词汇系统。其三，表意不明或带

有歧视色彩的词语，即使符合汉语造词结构和造词规律，也会被摒弃。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背景下涌现的这一批疫情新词语，展现出疫情时期特有的时代特

征，既方便了民众的交际，又增强和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进一步发展了汉语词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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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局限

本论文由于文章篇幅及笔者能力有限，仅从疫情新词语的“领域分布”“造词方式”

“语用功能”“产生原因”四个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有待挖掘和补充。

研究存在的局限有以下两点：

1.选题仅限于中国内地。疫情新词语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使用情况进行

对比研究。

2.所选择的 620条研究语料可能不够全面，对于语料的收集和来源渠道可以扩大范围，

补充新的语料进行探讨。譬如，新的语料是否还有其他的造词方法，语用功能是否有增加。

汉语新词语的研究是汉语学界的热点问题，虽然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但在这期间产生

的疫情新词语不会立刻消失，疫情新词语未来的发展动态仍然值得去关注。未来可从历时

研究的角度对疫情新词语进行研究，以探究词汇系统的发展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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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社会民生类疫情新词语表

类别 例词 数量（条）

社会

民生类

云赏樱、云种树、云买菜、云相亲、云购物、云看病、云吃饭、约管、

云监工、云复工、云看房、云签约、云观展、云阅览、云录制、大白、

云指导、云会议、云办公、云相聚、云聚餐、云火锅、云拜年、战疫、

云跨年、云过年、云赏花、云踏青、云祭扫、云抗疫、云加油、抗疫、

云旅游、云相亲、云逛街、零风险、零接触、零报告、零感染、宅娃、

零新增、零回头、零增长、宅办公、宅技能、宅生活、宅抗疫、宅家、

防范区、防控区、管控区、封控区、封闭区、消杀区、隔离区、

应收尽收、应转尽转、应隔尽隔、应免尽免、应检尽检、应治尽治、

应接尽接、应筛尽筛、应开尽开、应考尽考、应续尽续、应扫尽扫、

应验尽验、应贴尽贴、应领尽领、日产日清、日清日结、双阳双控、

双联双进、提级管理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零风险区、

低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战疫英雄谱、战疫00后、

行之有消、搓手不急、咳不容缓、谣无音讯、临危不聚、漱手就勤、

大疫灭亲、以独攻毒、物以泪聚、罩摇过市、心平气核、牢疫结合、

封凶化吉、得疫忘刑、断章取疫、谣不可及、沾沾自洗、见利忘疫、

疫码当先、疫往直前、万无疫失、疫了百了、坐疫待毕、副业刚需、

无情无疫、相互罩应、罩夕相处、蔬香门递、疫不容辞、麻痹大疫、

疫路平安、一心移疫、一疫孤行、蝠为祸始、别来无阳、背水疫战、

见疫勇为、小心疫疫、见疫思迁、安身立命、疫马平川、疫高胆大、

疫情别恋、疫地恋、疫情难民、薄情寡疫、疫想天开、不疫而飞、

如沪添翼、沪你周全、鲁力同心、新心相印、桂人相助、难能可桂、

琼追不舍、蒙想成真、辽胜一筹、皖事大吉、国泰闽安、能征赣战、

鲁力同心、豫人为善、花好粤圆、渝战愈勇、捷报频川、画龙滇睛、

藏锋敛锐、湘互扶持、携手湘往、守望湘助、蜀你最好、力皖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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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无一失、得疫门生、琼追猛打、知豫之恩、京兵强将、随豫而安、

鄂首相庆、固若津汤、兵桂神速、浙风挡雨、竭晋全力、青囊相助、

秦劳勇敢、骁勇陕战、铭冀于心、冀来之则安之、小而散、点头会疫、

不约而同、空口无凭、口无遮拦、千人一面、聚少离多、南山可移、

别来无恙、借酒消愁、一夫当关、特立独行、通风报信、安身立命、

关门大吉、无机可乘、敬而远之、洁身自好、武汉保卫战、摸清本底、

十八线主播、后疫情时代、涉疫、静音键、守门员、暂停键、吃独食、

白匪、拐点、逆行者、团长、正团长、中队长、小队长、抢跑、神兽、

静默期、抄作业、紧箍咒、吹哨人、核酸采样、这届病毒、叮咚鸡、

不鸡倒、捅自己、全家捅、常态化疫情防控、疫后综合症、新冠疫苗、

阳了、阳消、阳过、阳康、大筛、阴工株、学习株、炫饭株、酸痛株、

刀片株、幻阳症、有序解封、有序放开、有限活动、有限流动、疫考、

一地一策、一事一协调、一天一户、一人一次、动态调整、动态公布、

敲门关爱行动、总体社会面清零、临时社会面清零、战疫妆、复工懵、

无接触送餐、无接触贷款、非接触银行、无接触配送、无接触餐厅、

院感、流调、医废、感控、白衣执甲、神兽回笼、免疫护照、一米帽、

码上经济、四紧青年、线上复工、社交疏远、混管阳性、居家办公、

天选冬阴工、天选打工人、天选做饭人、天选牧羊人、生命摆渡人、

新冠妄想症、新冠傻瓜、新冠白痴、新冠一代、最美医生、贵人相助、

拨云见日、逢凶化吉、散装江苏、雨衣妹妹、蛤蜊炖蛋、全民自提、

全民核酸、全民隔离、下沉干部、阴暗刷屏、社交距离、十字花转运、

围住捞干、起居有常、隔离追剧、攻坚拔点、制动宿舍、远程办公、

共享员工、斩尾行动、无疫小区、弹窗人员、疫情大考、数字哨兵、

武汉封城、武汉经验、武汉日记、方方日记、武汉留守记、方舱日记、

武汉解封、转产扩产、疫情地图、快消快解、早小严实、室内流浪汉、

火雷速度、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扫楼、扫街、捅嗓子、捅鼻子、

网格化、静默、健康码、苏康码、企业码、重启、绿码、黄码、灰码、

红码、行程码、场所码、健康宝、盒区房、野团长、抢菜、黑骑手、

脱封、紧平衡、冬阴工、冬阴生、口罩银行、口罩店铺、口罩帮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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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外交、口罩荒、口罩脸、休舱、舱友、出舱潮、关舱、疫情财、

抗疫大礼包、健康包、关门不歇业、阳转阴、网课学困生、重新赋码、

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疫情防控行程卡、一标三实、限聚令、

时空伴随者、两站一场一码头、两集中、无感测温、三加强、防疫墙、

防疫四宝、四方责任、额温枪、复工专列、四应四尽、四个风险点、

线上演出、四查一戴、隔位就坐、疫情五查、抗疫精神、战疫语言服

务团。

附录 2：横幅标语类疫情新词语表

类别 例词 数量

横幅

标语类

防疫全员上，歼灭疫情有保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要听晚辈好言劝，不戴口罩全家嫌。

春节在家发微信，亲友关系照样近。

家乡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

返乡回来莫乱串，左邻右舍捏把汗。

返乡人员不隔离，亲人不死扒层皮。

疫区返乡不报告，害人害己不人道。

隐瞒症状不上报，黄泉路上提前到。

不听劝阻乱串门，家里可能添新坟。

春节集会一时爽，隔天医院床上躺。

今天野味吃得饱，明天病床要躺好。

今天聚餐做喜事，明天聚餐做丧事。

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去相会。

今天赶场凑热闹，阎王殿里去报到。

今天约起去串门，新冠肺炎传染人。

今天聚会图热闹，骨灰盒中乐逍遥。

今天聚众侃大山，明天染病妻子散。

今天野味吃下肚，明天棺材就常住。

同舟共济，共同抗疫。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

少吃一顿饭，亲情不会淡。

带病回村，不孝子孙。

返乡先隔离，亲人都爱你。

隐瞒病情，全村罪人。

口罩不想戴，病毒来恋爱。

聚餐就是找死，拜年就是害人。

疫情就是战斗，通知就是号角。

出门不戴口罩，可能就戴孝帽。

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躺家里

总比躺 ICU 强。

今年上门，明年上坟。

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

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上长草。

不食野味，防范病毒。

偷吃野味，病床 C位。

蝙蝠炖汤，棺材反光。

预防千万条，口罩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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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不串门，串门就是祸害人。

新冠疫苗抓紧打，远离病毒好方法。

不戴口罩乱聚集，家人含泪过头七。

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

多喝一碗蝙蝠汤，火葬场里睡得香。

尝了一碟穿山甲，寿衣穿得很优雅。

春节聚会一时爽，隔天医院床上躺。

发热症状及早看，自行隔离不传染。

不聚会不乱跑，待在家里病不找。

在家老实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

山外青山楼外楼，戴好口罩莫乱游。

出门必须戴口罩，别给他人添烦恼。

接种疫苗别再拖，安全保障好处多。

洗手通风戴口罩，健康意识最重要。

人前咳嗽打喷嚏，记得遮住口和鼻。

疫苗接种你我他，免疫屏障靠大家。

这个春节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

家庭保持通风好，讲究卫生别乱跑。

神仙也要戴口罩，疫情不是开玩笑。

这个春节莫瞎串，冠状病毒早防范。

面对疫情莫害怕，逃避隔离是违法。

一天到晚三件事，吃饭睡觉网上聊。

两情若是久长时，不打疫苗更待何时。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

待到山花烂漫时，走亲访友不得迟。

乡愁，就是一张张核酸证明。

在家时间长不长？比比当年张学良。

我为国家省口罩，我为自己省钞票。

志愿服务当为先，疫情防控做贡献。

口罩都不备，亲人两行泪。

聚一起吃饭，给社会添乱。

亲戚不走，来年还有。

朋友不聚，回头再叙。

口罩一戴，福气常在。

西湖春来早，口罩不能少。

宁愿裤子坐破，也不出去惹祸。

口罩你不戴，病毒把你爱。

口罩戴得快，病毒说拜拜。

口罩最重要，出门一定要。

不要吃野味，蒸煮要到位。

你别来，我无恙。

拒绝野味，远离病毒。

经常消毒，坏运消除。

老实宅家，来年必发。

要想活得久，不要到处走。

出门戴口罩，安全人称道。

串门就是传播，拜年就是害人，

聚会就是找死。

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

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宁做灵魂的传播者，不做疫情的

传播者。

抓早、抓小、抓基础。

快封、快筛、快消、快解。

即采、即走、即追。

扫街、扫楼、扫村。

同心抗疫，共植希望。

病毒无国界，大爱催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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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

肺炎病毒不认人，人人防护有责任。

远离人群家里宅，防病防灾幸福来。

疫情终会过去，静候春暖花开。

为了方中山，负了钟南山。

隔离不分离，逆行不独行。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待胜此疫，与子偕老。

附录 3：缩略造词类疫情新词语释义表

类别 例词 数量

缩略

造词类

1. “一退两抗”药物登记管理：指抗病毒、抗菌类、退热药物。

2. 入境人员“一转运”措施：对“新冠四类人员”一律按照有关规定

移交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做后续处置。

3. 新冠四类人员：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症状人员和密切接触者。

4. 货运物流“一断三不断”：“一断”指的是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三不断”指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

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

5. 重点场所及人员管理“两集中”：相关作业区域集中、相关作业人

员居住集中。

6. 两站一场一码头：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和轮船码头。

7. 三站一场：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和飞机场。

8. 防疫“三不变”：领导不变、组织不变、人员不变。

9. 防疫“三减少”：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减少旅游风险。

10. 防疫“三加强”：加强个人防护、加强乡村管理、加强定点诊治。

11. 防疫“三保障”：强化应急工作保障、强化核酸检测保障、强化医

疗救治保障。

12. 入境人员“三查”：健康申明卡核查、体温监测筛查、医学巡查。

13. 入境人员“三排”：流行病学排查、医学排查、实验室检测排查。

14. 邮件快件“三消一静措施”：所有邮件快件在分拨中心开展逐件消

毒；邮件快件到达营业网点后要进行全面消毒；邮件快件投递前再进行

一次消毒；上海发往异地件要及时粘贴消杀消毒标识，异地件中转前在

上海的转运中心要实施24小时静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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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点服务场所“四强化一提倡”：强化测体温、查核酸、扫场所码、

戴口罩，强化人员流量管控，强化场所清洁通风消毒，强化人员健康管

理和防控知识培训，提倡无现金支付。

16. 四方责任：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防疫责任。

17. 入境人员“四指定”：指定工作人员、服务区域、休息区域、行

李车及摆渡车。

18. 入境货物“四固定”：即作业人员、作业场地、生产设备、休息

区域固定。

19. 防疫“四个查清”：人数查清、人头查清、位置查清、管控情况

查清。

20. 防疫“四早措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21. 防疫“四应四尽”：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查尽查。

（①应治尽治：全力救治患者，不落一人。②应检尽检：检查范围内，

每一户人家都不错漏。③应收尽收：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都要由医院

集中收治。④应查尽查：加强管控，对村、镇、小区实行拉网式排查。）

22. 防疫“四查一戴”：查体温、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金边码，

戴口罩。

23. 抗疫“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24. 疫情五查：查进口物品报关手续、查检验检疫证明、查产地来源

及规格数量、查核酸检测报告、查进销货台账和消毒记录。

25. 社区防控“五包一”：1 名街道或乡镇干部、1 名社区网格员、1

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人员、1名社区民警、1名及以上志愿服务者，

开展社区防控工作。

26. “五有三严”防控办法：做到每个单位有防护指南、有防控管理

制度和责任人、有防护物资设备、有医护力量支持、有隔离转运安排，

专业机构要严格发热门诊设置管理、严肃流行病学调查、严防医院院

内感染。

27. 居家健康监测“六不得”：①不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②不得在

外聚餐；③不得在小区散步以及外出观影、观戏、观展；④不得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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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聚会和讲座等人群聚集性活动；⑤不得前往商场、超市、办公楼、

餐厅等人群密集场所；⑥不得前往影剧院、KTV 等密闭环境。

28. 隔离点“小而散”：集中隔离点的房间数量在 100 间以下，规模

小、分布散。

29. 重点场所入场“双登记”：核验健康码和体温检测信息并登记。

30. 防疫“社区三人组”：网格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

31. 社区防控“敲门行动”：摸排队伍一对一认领任务，逐户敲门，

以面对面方式开展“地毯式”入户摸排工作，精确掌握相关人员信息、

建立台账、组织检测。

32. 即采即走即追：核酸采样加抗原检测，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立即

放行，并实行动态追踪机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立即实施管控措施。

33. 防疫“扫街扫楼扫村”行动：对街道、小区、村庄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的防疫排查行动。

34. 城乡社区防疫“网格化管理”：把城乡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单

元，街（镇）干部、民警、基层医务人员、网格员、志愿者等进网入

格，围绕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各司其职，联防联控。

35. 防疫“早小严实”：时间要早，范围要小，措施要严，落到实处。

36. 就地过节：疫情期间，非必要不回乡，员工留在工作地过年。

37. 双阳双控：第一时间追阳、转阳；第一时间控密、控区。

38. 抗疫健康包：疫情防控所需医用物资。

39. 混管捉阳：在混合检测核酸（将多人的标本混合于同一检测管开展

检测）异常后，再单人单管核酸检测，找出其中的阳性感染者。

40. 混管阳性：在混检管中发现一个或多个新冠阳性样本的检测结果。

41. 防控“快消快解”：科学排除风险，快速有序解封。

42. 防疫四宝：扫码、测温、戴口罩、手部和鞋底消毒。

43. 全员核酸：所有人员都需要参加核酸检测。

44. 集中隔离：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

45. 硬隔离：凡是疫情期间发现需要隔离的情况必须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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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数字、字母、符号和汉字组合”类疫情新词语释义表

类别 例词 数量

数字、字母、

符号和汉字

组合类

1. 战疫00后：抗疫志愿者队伍中，2000—2009年出生的志愿者称呼。

2. 防疫“N+7+7 措施”：工作周期 N天+集中隔离 7天+居家健康监

测 7天。

3. 防疫“1+8 模式”：1名乡镇或街道班子成员负责，并设置 8人

专门小组负责网格内动员、组织、公告，样本采集送检等工作。

4. 15 分钟核酸采样圈：15 分钟步行到达的核酸检测点的总称。

5. 2+2 抗原核酸检测：即两日内第一日开展 2次抗原检测，第二日

开展 1次抗原检测和 1次核酸检测，循此往复。

6. 交验防疫 3+1：核酸检测报告、14 天体温检测表、健康采集表，

以及健康通行码。

7. 防疫“4+7+12 联动机制”：4家区级职能部门与 7家区级医院、

12 个街镇联动，落实专人负责就医服务保障队伍，建立扁平化工

作平台。

8. 核酸检测 2+1+7：2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检测、7 天健康

监测。

9. 1+3 核酸检测：第 1天和第 3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在这期间

做好自身健康监测。

10. 运输人员“1+1+1 管理”：安排 1 处集中住宿，每日上岗前开

展 1次抗原自测，每日离岗后开展 1次集中核酸检测。

11. 新冠 1+3 检测：“1”指的是核酸检测，“3”指的是肺部 CT

影像学检查、血常规和血清新冠双抗体检测。

12. 防疫“静默 7+7”：次密接人员的管控措施，7 天集中隔离+7

天社区自我监测。

13. 防疫“静默 14+7”：通常用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流动人员或国

外入境人员，14 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健康观察。

14. “入境 5+3”防疫措施：5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

15. 防疫“14+7 健康管理措施”：指 14 天集中观察期满后，增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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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居家或集中观察，其间做 4次核酸检测（第 1、7、13、20 天），

均呈现阴性才能解除居家隔离。

16. 核酸 10 合 1 混采检测：将采集到的 10 个受检者的咽拭子放入

同一根检测管检测。

附录 5：旧词新义类疫情新词语新旧词义对照表

词语 新词义 旧词义 数量

敬而远之
人与人保持一定距离就是对对方的

尊敬，多用于社交距离把控。
表示尊敬却有所顾虑不愿接近。

38

不约而同
不约饭、不约会，这是大家都同意

的。

没有事先商量，但彼此见解或行

动一致。

生命摆渡

人

奔波在医院与医院之间、隔离观察

点与医院之间，直接面对疑似或确

诊患者的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

在渡口码头用船为乘客提供交通

服务的人。

吃独食
疫情期间一个人吃饭，避免在公共

场所扎堆就餐。

有东西独自一个人吃，比喻独自

占有好处，不许他人染指。

空口无凭 不戴口罩，健康是没有依靠的。 光靠嘴说，并无凭据。

口无遮拦
不戴口罩出现在公共场所，就会被

工作人员阻拦。
说话随意不分场合。

千人一面
疫情期间，大家都是“蒙面人”。

指戴口罩后，看谁面孔都一样。

一千个人的面孔都是一个样子。

形容文学或艺术创作中人物形

象雷同，缺乏创造性。

聚少离多 聚会少一点，距离多一点。
在一起的时间短，离别、分离的

时间长。

南山可移

钟南山院士说可以走动了，才能出

门。（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呼吸病学学家。）

南山可以移走，但是判决不可动

摇，表示案情已经定案，不可改

变。

别来无恙
你别来看我，我就会减少感染新冠

肺炎的风险。

自离别以来，一切都好吗？常用

作问候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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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酒消愁
外出回家后，可用 75%的酒精消毒

以消除内心的不安。

用酒来浇灭郁积在心中的气愤

或愁闷。

一夫当关
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个保安拿着

体温枪把关。
形容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

特立独行
特殊时期出行，尽量独自行走，和

他人保持距离。

形容人的志向高洁，不随波逐

流。

通风报信
定时开窗通风，时常汇报自己的健

康情况。

把对立双方中一方的机密暗中

告诉另一方。

安身立命 居家不外出就是在保护生命。 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

无机可乘 航班取消，无飞机飞往目的地。 没有空子可钻。

日清日结
当天发现的感染者及密接者，当天

即转运或隔离。

一种管理方法，指一个工厂内当

天的产量、质量等要清楚；当天

的统计结果、结论也要清楚。

吹哨人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向外界

首先发出疫情防护预警而被称为

“吹哨人”“疫情吹哨人”。

起源自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

生时会吹哨子的动作，以引起同

僚以及民众的注意。

洁身自好 搞好个人和居家清洁，病毒不上门。 保持自身的纯洁，不同流合污。

抄作业

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被其

他国家效仿，指外国学习中国抗疫

做法的行为。

学生在没有理解或未经思考情

况下抄袭同学作业答案的行为。

宅家
在疫情语境下意为“响应国家号召，

不聚集、不串门。”
唐代宫中对皇帝的敬称。

十八线主

播

疫情防控期间，用网络直播方式给

学生上课的老师。
没有名气的主播。

拐点
在疫情防控中，指疫情出现根本性

缓解的分界点。

（1）数学上曲线凹凸的分界点。

（2）经济学上数值高低之间的

相互转折点。

逆行者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常用于称呼面

对危难挺身而出的人。
反向行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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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
疫情期间负责本小区在网上团购

（抢购）和分发物资的负责人。

军队中一个团级单位的最高指

挥官。

中队长 抗原检测为阳性（两条杠）的人。 队伍编制中，中队的负责人。

小队长 抗原检测为阴性（一条杠）的人。 中队长的下级。

白匪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志愿者中，趁机

在分配生活物资时，出现了以次充

好、倒卖、克扣和占为己有的人。

中共在 1927 年至 1937 年第一次

国共内战期间对国民党军队的称

呼。

小阳人
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感染

者。
生机活泼的人。

新羊
新检测出新冠肺炎结果为阳性的感

染者。
新出生的羊。

老羊 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老人。 年龄老的羊。

小羊 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小孩。 年龄小的羊。

公羊 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男性。 雄性的羊。

母羊 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女性。 雌性的羊。

神兽 居家上网课的孩子。
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动

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静默期
返岗人员跟企业原有的职工在 48

小时之内不要有接触。

公司在首日上市交易前的一段

时期内或上市后的几周内对外

不发布任何信息，任人评说，而

三缄其口，保持静默。

武汉保卫

战

2020 年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共同

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军队在

武汉地区展开的一场会战。

附录 6：部分谐音飞白类疫情新词语释义表

例词 词义 原词语 数量

行之有消 出门（出行）随身携带消毒产品，及时消毒维护健康。 行之有效

27搓手不急 每次搓手时间要超过 20 秒，保证对手部进行有效消毒。 措手不及

咳不容缓 有可疑接触史，一旦咳嗽，千万不能拖着不管。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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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移疫 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移除病毒。 一心一意

临危不聚 在疫情期间不要聚会。 临危不惧

漱手就勤 勤洗手、勤漱口，注意卫生问题。 束手就擒

大疫灭亲 疫情期间，果断举报那些不遵守防疫政策亲人的行为。 大义灭亲

以独攻毒 疫情流行期间，尽量居家减少外出，以降低感染概率。 以毒攻毒

疫了百了 只有疫情结束了，所有一切才能恢复正常。 一了百了

罩摇过市 只有戴口罩的人，才能大摇大摆地上街。 招摇过市

心平气核
疫情期间，部分地区多次组织核酸检测，当地居民看到核

酸检测点就自觉排队，不吵不闹，心态平稳等待核酸检测。
心平气和

牢疫结合
做出瞒报、谎报行程涉疫违法行为的人，将会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劳逸结合

封凶化吉
因疫情防控要求，部分人群被封控不能出门。但只要配合

防疫，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生命健康就有保障。
逢凶化吉

得疫忘刑 新冠肺炎感染者故意传播病原体，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得意忘形

断章取疫 疫情期间，拼凑素材做成疫情不实的消息进行传播。 断章取义

谣不可及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遥不可及

沾沾自洗 为了避免病毒传播，不管触碰了什么东西，都要自觉洗手。 沾沾自喜

见利忘疫
不良商家利用疫情趁机哄抬物价、制假售假，见了利益就

忘了疫情。
见利忘义

疫码当先 健康码、行程码，在进出公共场所时，主动出示才能通过。 一马当先

疫气疯发 被疫情气得快要发疯。 意气风发

春疫盎然 春天到了，疫情又暴发了。 春意盎然

疫想天开 一想到疫情，天灵盖就要烦到裂开了。 异想天开

疫口同声 做核酸时，不同的嘴发出同一个声音“啊”。 异口同声

见疫思签 看到疫情，就想到做核酸的棉签。 见异思迁

以疫代牢 疫情让生活变得像坐牢一样。 以逸待劳

封言疯语 被隔离到发疯，开始说胡话。 风言风语

疫年半载 疫情一来，小半年就没有了。 一年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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