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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公式审读的比较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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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公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科技论文的科学性，
因此，编辑加工中对数学公式的审读十分重要。该文从数学公

式间的对称、相似、因果和对应关系中发现规律，运用编辑方法

论中的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数学公式的科学性，并阐述比较分析

方法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　科技论文；编辑方法论；数学公式；比较分析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ＬＵＯＪｉｎ，
ＷＡＮＧＸｉｎ，ＷＡＮＧＹｏｕｄ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ｉｓ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ａｒ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ｌｉｋ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
ｒｕｌｅｓａ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ａｒ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４３００７４，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

数学公式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确与

否直接关系到文章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编辑加工

中对数学公式的审读十分重要。然而，大量的编辑实

践表明：论文稿件中公式错误并不鲜见，这些错误较多

的出自笔误，也有计算推导中的疏忽，但并不排除作者

在推导过程中出现错误。由于科技编辑不是专业领域

的学者，面对错综复杂的数学公式及符号，难以辨其正

误，仅依靠作者文责自负，显然是不科学、不严谨的。

作为科技信息传播中的把关者，编辑的责任就是要使

论文中数学公式错误减到最少甚至消失。如何对数学

公式的科学性进行把关，是科技编辑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学公式是符号化的人工语言，具有科学性、逻辑

性和简洁性。公式中的数据和符号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逻辑思维的体现，内在关系紧密，具有

较强的可比性。在此，笔者提出用比较法审读数学公

式的科学性，为科技编辑提供一种简单、实用、有效的

手段。所谓比较法就是依据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内

在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方法［１２］，是认识事物的一种基

本方法。不论是对于探索自然科学，还是研究社会科

学理论，比较法都是一种适用的方法。比较法作为人

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自然领域和社会

领域的成功应用，为人们提供了诸多借鉴。应用比较

方法，可以克服编辑中的狭隘性，增强逻辑性和实践

性［３４］。本文将具有对称、相似、因果关系和对应关系

的公式或公式中的项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公式间的内

在关联关系，发现并改正其中的错误。

１　对称项的比较

　　一些公式尤其是元素较多的矩阵、行列式内部的
元素是相互联系的［５］，在形式上表现出一定的对称

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错误。

例１　局部结构张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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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析　式（１）等式右边的行列式中：左上角是 Ｉσ
对ｘ求偏导的平方，右下角是 Ｉσ对 ｙ求偏导的平方，
形式上对称；右上角是Ｉσ依次对ｘ、ｙ求偏导之后求平
方，左下角是Ｉσ依次对ｙ、ｘ求偏导，而并没有求平方，
形式上不对称。经过与作者沟通，发现该公式确实有

误，公式右上角的平方应该去掉，为
ＩσＩσ
ｘ( )ｙ Ｇｐ，这

样，右上角与左下角就对称了，消除了错误。

对称项的比较看似简单，但如果不注意观察，发现不

了其中的规律，就无法比较；只有确定其间确实存在对称

关系才能运用这一方法进行审读核查。这种对称性的发

现，有的很明晰，有的则要观察分析之后才能看出来。

２　相似公式的比较

　　相似是事物内在统一性和有序性的一种外在表
现［６］。根据２个或多个公式部分属性相似，从而推断
其他属性也应该有相似性。通过相似部分的对比分

析，可以发现一些细小的错误。

例２　磁场量测量分别为 Ｂ′１＝Ｃ１Ｂ＋Ｂ０１，Ｂ′２＝
Ｃ２Ｂ＋Ｂ０２，式中：

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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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Ｂ′１，Ｂ′２的表达形式具有相似性。两者的系
数矩阵Ｃ１、Ｃ２的表达形式也有相似性，第１～３列中ｋ′
的下标有规律可循：Ｃ１依次为 ｘ１、ｙ１、ｚ１，Ｃ２依次为
ｘ２、ｙ２、ｚ２，用以区分空间３个方向，但是Ｃ１第２行第３
列以及Ｃ２第１行第３列ｋ′的下标破坏了这种相似性，
这２项可能有错。经作者核实得：Ｃ１的第２行第３列
下标应为ｚ１；Ｃ２矩阵的第１行第３列ｋ′下标应为ｚ２。

运用相似比较审读公式，主要要把握具有关联的

几个公式之间的相关性，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难点在

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当发现相似之中有相悖之处

就应该怀疑，进而核查。

３　因果公式的比较

　　数学公式的推导都具有连贯性，有前面的原因（各
种条件）才能得到后面的结果，这些公式就具有因果关

系。因果公式间的比较，不是微观地看１个公式或几个
关联公式，而是较为宏观地观察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的

公式群，推断公式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进而判断正误。

例３　该蝴蝶突变模型的平衡曲面方程为
５ｘ４＋４ａｘ３＋３ｂｘ２＋２ｃｘ＋ｄ＝０； （２）

奇点集方程为

３０ｘ４＋１２ａｘ２＋６ｂｘ＋２ｃ＝０。 （３）
蝴蝶突变模型分解形式的分歧集方程为

ａ＝－１０２，ｂ＝２０ｘ３，
ｃ＝－１５ｘ４，ｄ＝４ｘ５。 （４）

分析　考察式（２）～（４）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将
式（４）分别代入式（２）和（３）后，式（３）成立而式（２）并
不成立。比较发现，要么式（２）有误，要么式（３）和（４）
都有误，而式（２）有误可能性比较大。经与作者讨论，式
（２）正确表达应该为６ｘ５＋４ａｘ３＋３ｂｘ２＋２ｃｘ＋ｄ＝０。

当文章中出现公式群时，要善于运用逻辑性思维，

将具有因果关系的公式进行比对，从而核查正误。这

种情况多存在于定理、引理的证明过程中。

４　对应公式的比较

　　有一些公式的比较是建立在对文章的宏观把握之
上的。需要比较的公式或许相隔很远，但是由于针对

的是同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就会

存在对应关系。此时，善于将具有对应关系的公式前

后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就可能发现问题［７８］。

例４　初始化完成后，发送方在Ｉｉ随报文发送Ｕｉ，
计算式为

Ｕｉ＝｛ＤＧｉ，ｉ，ＭＡＣ（Ｋｉ，ＤＧｉ），Ｋｉ－ｒ｝。 （５）
式中：ｉ，ｒ＝１，２，…；ＭＡＣ表示消息验证码。

……

改进后Ｕｉ的计算式为
Ｕｉ＝｛ＤＧｉ，ｉ，ＭＡＣ（Ｋｉ，ＤＧｉ），Ｋｉ－ｒ｝。 （６）

分析　从对比前后文中的式（５）和（６）Ｇｉ见，改进
前后算法的公式完全一样，并没有改进，肯定有错误。

问题提出后，作者承认直接将式（５）拷贝为式（６），忘
记了修改其中的量，应将式（６）中的 ＤＧｉ改为 ＤＧｉ＋１，
Ｋｉ－ｒ改为Ｋｉ－１。

很多论文都涉及到对某种算法的改进或某种表达

式的优化［９］，并得出改进后算法的优越性。这时一定要

将改进前后的２个（２组）公式比一比，看看是否有改
进。此外，数学公式较多时，往往涉及到的变量、参数也

较多，甚至文章前后会多次用到同一个变量。编辑还可

运用比较法进行核查：多处出现的同一变量是否表示同

一含义，是否有一符多义或一义多符的情况出现。

５　结束语

　　科技论文中的数学公式是编辑审读的重点和难
点，不注意分析比较往往很难发现其中的错误，有时会

不自觉地认为其天然合理，往往成为编辑的死角。不

进行严谨的对比与验算，就会影响刊物质量，贻误读

者。实践证明：只要在编稿过程中细看、多想，运用比

较法对公式进行分析和比对，就可有效发现论文中公

式的错误，保证论文的学术水平，提高刊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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