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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强化“量和单位”编校工作的对策

关　开　澄
（大庆石油学院学报编辑部，１６３３１８，黑龙江大庆）

摘　要　针对获得国家期刊奖和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奖的科技
学术、技术期刊在执行《量和单位》国家标准时存在的诸多错误

或不规范之处，分析了出错的３个原因，提出了强化量和单位
编校工作的５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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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１９９３《量和单位》［１］是关于量、
单位和符号规范表达的强制性、基础性国家标准。在

该标准中，国家对６００多个物理量名称及其单位进行
了明确规定。１０多年来，该标准在保证科技期刊中量
和单位表达的科学性、规范性，提高文章可读性，适应

国际交流等方面作用显著，但执行现状不容乐观。陈

浩元先生或撰文［２３］或在编辑培训班讲课［４］时指出，

科技出版物在使用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和书写规则

时存在的问题比比皆是，并对各类错误进行了详细辨

析。文献［５８］也都列出了量和单位的各种错用形式
并予以辨析。

笔者抽样调查发现，当下科技期刊中量和单位不

规范表达的问题仍严重存在，尤其是一些被评为国家

期刊奖的期刊或名牌且具特色的大学所办学报，在贯

彻落实《量和单位》国家强制性标准时，仍存在“不够

有力或不坚定或漠视的现象”，反映在刊物中是不规

范或错误随处可见。例如：使用废弃的量名称“比热”

“摩尔数”“重量百分比”等，混淆“质量”“重量”，滥用

“浓度”“含量”；随意编造使用非标准量符号，混淆标

准量符号字母的大小写，把化学元素符号或物品代号

作量符号使用；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卡（ｃａｌ）”“道尔
顿（Ｄａ）”“亩”等，使用非标准的单位符号“ｒｐｍ”

“ｐｐｍ”“ｗｔ％”等，表达量值时未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
混淆单位和词头符号的大小写，对单位符号进行修饰；

在图表中用特定单位表示量的数值时未采用“量／单
位”标准化表示法，仍采用传统的括号法“量（单位）”

或逗号法“量，单位”；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了科技期

刊贯彻执行量和单位国家标准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提

出了强化量和单位编校质量的对策建议。

１　原因分析

１１　漠视意识是主流
１）编辑自身的“漠视”心理。不少编辑同人认为，

期刊的学术内容最重要，量和单位等表达标准与否无

关大要，读者阅刊、专家或行业评刊时看重的是学术内

容而非表述形式，抓住学术性和自明性就行；因此，审

稿加工时，编辑通常漠视标准化。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笔者对此也感触颇深。

２）作者“漠视”之“无意识、随意性、抵触性”。作
者的“无意识”是指，他不知有标准化一说，撰稿投稿

时无标准化意识。这大多出在年轻作者群。这反映出

标准化落实工作有“长期性”特点，应常抓不懈。作者

的“随意性”是指，当编辑要求标准化时，作者就照改

之，反之，就“可改可不改”。这一方面反映出作者态

度的“弹性可塑性”，另一方面折射出编辑执行标准化

的“强势”主导地位，即编辑对标准化的态度影响并决

定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抵触性”是指，主观上抵触标

准化，虽属少数，但小觑不得。尤其是有些老专家、老

教授和某些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他们往往不太认同

或不理解标准化，认为多年来业界就这么说写，课本、

教材也是这么讲授，用惯的语言形式，而偏要用标准化

“矫正”，觉得艰涩、别扭，不适应，难接受。某些人甚

至还常常提出“国际上”某某“权威”刊物也不是你们

编辑这样要求的［９］。这反映出旧思维或习惯在某种

程度上仍制约标准化进程。

３）“权威”期刊“漠视”的负效应。这个负效应不
可小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刊、名刊、获奖期刊

往往是“方向标”，他们忽视标准化，哪怕是“自以为

是”的点点做法，都将产生“学习或仿效”效果，进而放

大其负作用。当谈及期刊编校规范化问题时，不少同

人常推出某某名刊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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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马虎”意识有市场
１）作者撰稿时“马虎”。有的作者清楚标准化要

求，但囿于过去教科书上和行业用语等习惯，马马虎

虎，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标准化轨道。

２）编辑马虎大意。审读、加工、校稿时编辑粗心
大意，往往让错讹“蒙混过关”，流入传播领域。这是

造成差错累累的主要原因。

１３　“灰箱”意识　编辑实践中，经常遇到执行标准
时的“为难”情形，权称“灰箱”现象。这源于对标准学

习、掌握得不够和执行过程中的摇摆。例如：有些量用

该量英文名称缩写的首字母表示，这是名称，如临界高

温ＣＨＴ；当它作为符号出现在公式中时是用ＣＨＴ还是
ＣＨＴ还是该用符合标准化的符号Ｔｃ，ｈ？由量和单位组
成的函数曲线图的“标目”形式是采用“量／单位”还是
传统的括号法“量（单位）”或逗号法“量，单位”？解决

诸如此类“灰箱”现象，尤其需要标准化的正确指导。

２　对策建议

　　１）编辑、作者都应树立执法意识。我国法定计量
单位由国务院发布实施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制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执行法定单位是我国的

基本国策之一，全国所有地区、机构、单位和个人都必

须遵守法定单位。我们应树立执法意识，从执法的高

度积极自觉地采用法定单位，不折不扣地执行《量和

单位》国家标准。

２）强化主编、编辑的标准化意识。有什么样的主
编就有什么样的期刊和编辑，主编标准化意识的强弱，

抓与不抓标准化以及抓标准化力度的大小，直接关涉

期刊标准化水平的高低。编辑具有很强的标准化意

识，熟练掌握《量和单位》等国家标准，就能在对文稿

的审读、加工、校对工作中，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重

视学术、技术内容质量的前提下，时时处处注意表达形

式的标准化。

３）强化期刊的标准化宣传意识。期刊编辑要抓
住作者修改稿件的每次时机，向作者解释关涉标准化

内容的修改，有针对性地宣讲量和单位知识，尤其要注

意向老专家、名学者科学地宣讲标准化，取得他们的理

解支持，使其在著书立说、出版辞书类工具书等时模范

地执行标准。刊社可抓住页面“补白”机会或有计划、

有目的开辟园地刊登标准化规定和知识，为作者、读者

答疑解惑，为他们掌握标准化知识提供通道和方便。

４）强化图书、音像、电子、互联网等出版单位编辑
的标准化意识。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所有出版单位，

都肩负着出版物标准化的重任。每出一部著作、教材、

工具书，每出一个音像、电子、互联网作品，各路“编

仙”若都能认真“念好”标准化这部“经”，那么受众耳

濡目染的就都是标准化作品，所熏陶的环境就都是标

准化用语环境，则受众发表其作品时势必都会使用标

准化语言。科技大发展带来传媒手段大发展，尤其网

络与现代人日趋紧密；因此，把好网络“标准化关”，意

义更重大。果能如此，闸好了“源头活水”，则标准化

事业可兴矣。

５）政府、行业学会或协会、出版科研机构、高校、
新闻媒体等部门要积极宣讲、督促、建设标准化。可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标准化知识培训和学术性、技术性的

专题讲座及在高校开设《科技论文写作》选修课等。

支持、推动编辑人员上讲台，意义重大。有关部门要把

标准化纳入科技期刊评刊、评奖等指标体系，并赋予其

相应的权重因数，强化全社会的标准化意识。

有关部门要强化科技期刊刊后审读制度，完善阅

评报告制度，对严重不规范行为，要予以“曝光”。要

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力，加大行政执行力，产生威慑力，

增强出版单位自我约束力。尤其应特别关注大刊、名

刊、获奖期刊的标准化建设，使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榜

样，为期刊编校标准化带好头，导好航，引领科技期刊

界打造出越来越多内容与形式、学术性与标准化和谐

统一的精品期刊。

执行《量和单位》国家标准，你我责无旁贷，任重

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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