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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应注意培养对数字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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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在稿件编辑中，往往对数字的“敏
感性”不高，可能会使各种与数字相关的错误被忽略或是造成

新的数字相关性差错，如稿件修回日期与病例收集时间矛盾、

病例总数与不同性别病例数之和不等、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核算

差错等等，使稿件和期刊质量受到影响，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应

从逻辑性和规范化两方面着手，注意培养对数字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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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对数字的敏感性不高，往

往发现不了文稿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数字自相矛盾的错

误，影响了论文和期刊的质量。笔者针对医学期刊中

常见的数字差错及如何提高对数字的敏感性作

一讨论。

１　常见的几类数字差错

１１　稿件修回日期与病例收集日期矛盾　临床病例
研究类稿件在资料和方法部分要进行临床资料的描

述，临床病例的收集起止日期是其基本内容之一，病例

收集起止日期应在稿件修回日期之前。由于作者笔误

或是其他原因，有时会出现病例收集日期与稿件修回

日期相矛盾的问题。

例如，一篇临床病例研究类稿件的修回日期为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２２日，而在其临床资料描述中，“选择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４月于 ××市口腔医院牙周科
就诊的中重度慢性牙周炎患者３０例”，病例收集截止
日期２０１０年４月在修回日期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２日之后，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１２　稿件修回日期与随访日期矛盾　病例报告类稿
件需要描述病例的术后随访时间及疾病复发情况，由

于笔误、造假或其他原因，会出现随访时间与修回日期

相矛盾的问题。

例如，一篇病例报告类稿件的收稿日期为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在临床资料中有这样的描述：该患者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入院……术后１个月，患者在 ×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放射治疗４周，总剂量３０Ｇｙ，
随访至今，无复发”。从时间上推断，即使患者入院当

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立刻做手术，术后 １个月应为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放疗１个月后的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
月１２日，这也在“收稿日期”之后，与事实不符，后面
的“随访至今，无复发”则无从谈起。

１３　病例数错误　临床病例收集总数、不同性别病例
数、疾病各分类病例数也是临床资料的基本内容，如果

作者马虎或是在文稿修改变动后未对照核实，会出现

病例总数与不同性别病例数之和不等，或是病例总数

与疾病各分类例数之和不等的问题。

例如：“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１月在 ××大学附
属××医院口腔科治疗的腮腺良性肿瘤患者１２０例，
其中男性６７例，女性５０例”。病例总数为１２０例，男
女病例数之和却为１１７例，二者数目不等。此类简单
的差错未被纠正，稿件刊出后，就会发生３例病例非男
非女的笑话。

又如：“３０例患者中，有５例为腐败坏死性口底多
间隙感染，２３例为化脓性口底多间隙感染”。当发现
此类病例总数与疾病各分类例数之和不等的差错时，

需要请作者核实临床资料。

再如：“收集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６月于 ××市
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就诊的牙源性颌骨囊肿患者６７
例，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３５例……１３８例患者经术后
病理检查，根端囊肿２５例，含牙囊肿４２例”。男女例
数之和为６７，各类疾病例数之和为６７，这些数目与颌
骨囊肿总例数６７例都是吻合的；但是，“１３８例患者”
却不知从何而来，与病例数 ６７相矛盾。与作者沟通
后，了解到该研究的６７例牙源性颌骨囊肿患者是从
１３８例颌骨囊肿患者中筛查出来的，后经修改［１］，才避

免了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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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核算中的差错　临床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类稿件中多涉及大量的数据和统计描述表

格，编辑进行数据核算时，如果对相关的规则和规范不

熟悉，就会使原有的数值计算错误被忽略或将原本正

确的数值改错。最常见的是在进行相对数（率和构成

比）的核算时，未正确进行数值修约［２］。

例如，９５．２５０修约到１位小数时，按照规则应修
约为 ９５．２，而不是按纯数学的“４舍 ５入”法修
约成９５．３。
１５　单位使用和表达不规范　全面实现刊物的标准
化规范化是提高期刊质量的重要方面［３］，量和单位的

标准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医学文稿中常用的量

和单位的表达必须正确、统一和规范，这对医学科学的

传播、文献的编纂检索及对外学术交流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４］。

医药卫生领域中长期受多种单位制并用的影响，

临床医生在一些基础应用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稿件中

涉及到量和单位时，往往倾向于使用专业内沿袭下来

的常用单位。这些单位或是与要表达的计量指标不

符，或是为非法定计量单位，需要进行换算。医学期刊

编辑应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标准，注意纠正文稿中的此

类错误。

例如，“依次用４００、６００目碳化硅砂纸湿打磨纵裂
牙模型两剖面的牙本质粘接表面”，“目”为“目数”的

单位，目数越大，颗粒越细；但是，用目数来衡量砂纸抛

光粉颗粒的大小是不规范的，应当用粒径来表示颗粒

大小，所以，应将目数折算为粒径。修改后即为“依次

用３８、２３μｍ（４００、６００目）碳化硅砂纸湿打磨纵裂牙
模型两剖面的牙本质粘接表面”［５］。

又如，“患者使用０．０２２英寸的Ｒｏｔｈ直丝弓锁槽，
牙弓排平后，加力２００克”。其中“英寸”和“克”都是
口腔正畸临床工作中习惯使用的“单位”；但“英寸”不

是法定计量单位，“克”不是“力”的单位（而是质量的

单位），应进行换算。修改后为“患者使用０．５６ｍｍ的
Ｒｏｔｈ直丝弓锁槽，牙弓排平后，加力１．９６Ｎ［６］”。

ｐｐｍ、ｐｐｂ曾广泛应用于卫生检验与卫生监督中，
实质上ｐｐｍ为“ｐａｒｔｓｐｅｒｍｉｌｌｉｏｎ”的英文缩写，表示百
万分之几，ｐｐｂ为“ｐａｒｔｓｐｅｒｂｉｌｌｉｏｎ”的英文缩写，表示
十亿分之几，它们既不是量的名称，更非计量单位［７］。

遇到此类问题时应进行换算，ｐｐｍ应写成１０－６，ｐｐｂ应
写成１０－９。

表示量值时，单位符号应置于数值之后，数值与单

位符号之间留１／４汉字空格。临床医疗用品或器械的
型号也多用数字和字母联合表示，但数字与其后符号

之间不留空。如果未加留意或对相关知识不了解，容

易与“单位国际符号与其前边数值之间留适当空隙”

相混淆，应注意避免。

例如，“必兰专用注射针头（２７Ｇ：０．４ｍｍ×２１
ｍｍ）”中，Ｇ是 Ｇａｕｇｅ，是美国一种表示钢材产品的直
径系列代号，同时也是注射器通用的直径量化指标。

２７Ｇ为型号，它的规格是０．４ｍｍ×２１ｍｍ，“２１”与“Ｇ”
之间留空格是不规范的，改后为“必兰专用注射针头

（２７Ｇ：０．４ｍｍ×２１ｍｍ）”［８］。

２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应培养对数字的敏感性

　　为了提高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对数字的敏感性，可
从逻辑性和规范化２方面着手。编辑文稿时，应把内
容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放在首位。对于临床病例报告或

临床研究类稿件，要结合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思考数

字的含义及其表达的内容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是否相

符。医学期刊青年编辑除了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还

要熟悉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数值修约规则，以及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等国家标准和规

范［２，９１１］。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只有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对

数字的敏感性，才能增强对数字的把关意识，保证所编

发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性和规范性，从而提高期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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