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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中几个常见问题的规范表达

徐用吉　黄　炜　林清华　杨海亮
（东北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１０００４，沈阳）

摘　要　对科技编辑中容易出错的几个问题，如Ｘ射线衍射靶
源、吨钢渣量与吨钢渣耗、传输速率与差错率等，分析了其物理

意义，依据国家标准或规范，给出了其正确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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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工作中经常遇到几个符号或概念各刊的表

达方式不一。作者从探究符号或概念的物理意义着

手，依据国家标准或规范，给出了其规范的表达形式。

１　Ｘ射线衍射靶源

　　Ｘ射线衍射是探索物质微观结构及结构缺陷等问
题的强有力工具。笔者查阅了国内几十种科技学术期

刊，发现由于缺少规范，科技论文中涉及 Ｘ射线衍射
的表述五花八门，尤其是靶源的表达更是混乱。以铜

靶为例，科技期刊中常见的靶源描述有ＣｕＫα、ＣｕＫα、
ＣｕＫα、ＣｕＫα、Ｃｕ，Ｋα、ＣｕＫα、Ｃｕ靶 Ｋα线、Ｃｕｋα、
ＣｕＫα等。

为了规范靶源的表达，我们首先要了解 Ｘ射线衍
射的机制。每种物质都有它特定的原子结构，而与 Ｘ
光谱的发射过程有关的原子结构特征为原子中各电子

壳层的能量。元素的电子壳层可用 Ｋ、Ｌ、Ｍ…表示。
当Ｘ光管中灯丝发出的电子达到一定的能量时，会将
靶面材料中原子的Ｋ层电子击出，使原子处于Ｋ激发
态。于是，它的外层电子（Ｌ、Ｍ、Ｎ…）将跃迁至 Ｋ层，
以使其能量降低。当Ｌ层电子跃迁至 Ｋ层时，发出的
Ｘ光称为Ｋα辐射，Ｍ层电子跃迁至 Ｋ层时发出的 Ｘ
光称为Ｋβ辐射。电子向Ｋ层跃迁时发出的一系列Ｘ
光称为Ｋ系辐射。同样，Ｌ层电子被击出，有 Ｌ激发，
也会产生一系列 Ｌ系辐射［１２］。综上所述，Ｋ、Ｌ、Ｍ、Ｎ

等表示核外电子能级，α、β、γ表示射线。
《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讲》指出［３］：“将核外电子按

能量由低到高的排布分成若干层，分别命名为 Ｋ、Ｌ、
Ｍ、Ｎ、Ｏ、Ｆ、Ｑ层，均用大写字母表示”，“这些符号并不
是量符号，所以都应采用正体”，“化学元素、粒子和射

线符号都用正体”。因此，靶源中的所有符号都应采

用正体，科技期刊中最常见的错误是将电子能级和射

线用斜体表示。还有些期刊将射线 α、β、γ作为下标
形式使用，而国标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量有相

同的符号或是对一个量有不同的应用时或表示不同的

值时，可采用下标予以区分”［４］。笔者认为靶源中的电

子能级符号并不是量符号，故α、β、γ不必以下标格式
出现。

根据上面的分析，建议将靶源规范为“ＭＫα”，在
Ｍ（Ｍ代表化学元素符号）和 Ｋα间留有适当的空隙，
以避免把能级符号当作化学元素符号。

２　吨钢渣量与吨钢渣耗

　　钢渣是炼钢时产生的一种工业废渣，其数量一般
为粗钢产量的１２％～２０％ 。笔者查阅了国内几十种
科技学术期刊，发现吨钢产生钢渣质量的表述多种多

样，如“吨钢渣量／ｋｇ”，“吨钢渣量（ｋｇ／ｔ）”，“渣钢比
（渣量／钢量）ｋｇ／ｔ”等。这些物理量都是表示钢渣质
量的，单位应该为 ｋｇ，量和单位之间应当用除号“／”。
吨钢已经有单位钢的意思，在单位中就没有必要再写

“／ｔ”。应该统一为“吨钢渣量／ｋｇ”的表示形式。
脱硫是炼钢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在硫分配比一定

的情况下，适当加大渣量可以提高脱硫量，在这个过程

中生产１ｔ钢需要加入渣的质量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在文献中它的表述不一。如被表示成“吨钢渣耗（ｋｇ／
ｔ）”，“吨钢渣耗 ｋｇ／ｔ”和“每吨加入量／ｋｇ”。道理同
上，应表示成“吨钢渣耗／ｋｇ”。

３　传输速率与差错率

　　传输速率和差错率是数字通信系统的２个主要性
能指标，常出现在通信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在编辑加

工这类论文时，传输速率和差错率的表述方法很容易

出错，常见的错误有２类：在表述传输速率时混淆码元
传输速率（传码率）和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在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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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率时混淆误码率和误比特率。为了正确地编辑加

工论文中的这些概念，有必要对其作一大概的了解。

数字通信传输的是离散信号，如果离散信号的状

态只有２种，可用二进制数字“０”或“１”表示；如果离
散信号的状态有Ｎ种，则可采用Ｎ进制。例如，Ｎ＝４，
则四进制的每一位数字可用２位二进制数字表示。在
数字通信中常用时间间隔相同的符号来表示１位二进
制数字，这个间隔称为码元长度，而这样的时间间隔内

的信号称为二进制码元。同样，Ｎ进制的信号也是等
长的，并被称为Ｎ进制码元［４］。信息量是衡量传输信

息多少的一个物理量，单位是“比特”，符号为“ｂｉｔ”。
一般规定，每个二进制码元含有１ｂｉｔ的信息量。

传输速率可以用码元传输速率或信息传输速率来

衡量。码元传输速率定义为码元数除以时间（以秒为

单位），单位为“波特”，常用符号“Ｂ”来表示，如４８００
Ｂ；信息传输速率定义为信息量除以时间，单位为“比
特／秒”，符号为“ｂｉｔ／ｓ”［５６］，如１２００ｂｉｔ／ｓ。

差错率是衡量系统正常工作时传输信息可靠程度

的重要性能指标，有２种表述方法：误码率及误比特
率。误码率是指错误接收的码元数在传送码元总数中

所占的比例；误比特率是指错误接收的信息量在传送

信息总量中所占的比例［５］。编校时应注意的问题：

１）码元传输速率仅仅表征单位时间内传送码元
的数目，而没有限定这时的码元是何种进制，考虑到同

一系统的各点上可能采用不同的进制，因此给出码元

传输速率时必须说明码元的进制。例如，二进制码元

传输速率可以记为ＲＢ２。
２）因为二进制码元含有１ｂｉｔ信息量，因此二进制

系统的码元传输速率与信息传输速率在数值上相等，

但单位不同；对于 Ｎ进制系统，码元传输速率与信息
传输速率是不同的，例如，某个八进制系统的码元传输

速率为１２００Ｂ，则该系统的信息传输速率为 ３６００
ｂｉｔ／ｓ。
３）误码率和误比特率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只有系

统采用二进制时，二者的数值才相等；因此在编校论文

时应注意区分这两个概念。在论文中误比特率常用缩

略语ＢＥＲ（ｂ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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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召开第１１次学术年会暨建会２０周年庆祝大会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第１１次年会暨建会
２０周年庆祝大会，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４—２９日在海口举行，５３０
多人出席。

大会由秘书长郑进宝主持。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宣部出

版局张贤明处长，教育部科技司张建华处长，高教出版社吴向

副总编，海南省委宣传部郭志民处长，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卢

新处长，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汪新红常务副社

长，本会新老理事长、秘书长、副理事长。张贤明、张建华、郭

志民、吴向先后讲话，对大会表示祝贺。第１～４届理事长、第
５届名誉理事长陈浩元满怀深情地做题为《我爱我们的研究
会》的发言，第２、３届副理事长曹振中代表莅会老编辑讲话。
理事长颜帅做题为《继往开来，为扩大高校科技期刊的社会影

响而努力工作》的主旨发言。会上宣读了中宣部出版局、教育

部科技司、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科技部条财司、高教出版社、

中国刊协、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以及部分省市自治区高校学报研究会和会

员发来的贺信、贺电和贺幛。会上还为“‘中国知网杯’高校科

技期刊突出贡献奖”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和纪念品。

年会以“网络环境下高校科技期刊的编辑与出版”为主

题，特邀张建华、吴向、卢新、中国科技信息所曾建勋和马峥、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王鹏、Ｅｉ中国信息中心吕
萍、汤姆森公司吴小勇、北京大学图书馆蔡蓉华、中国科学院

文献中心刘筱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司安诺杰、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公司叶
路、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公司林家乐、查尔斯沃思公司初晓

英等做专题报告。年会还分“办刊经验交流与期刊发展研讨”

“医学期刊”“英文版期刊”等３个分会场进行，共有２０多人做
了配有ＰＰＴ的专题发言，并充分展开了互动讨论。

与会代表反映：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代表多、规模大，内

容丰富、学术气氛浓厚，报告水平高、听者参与踊跃，会议开得

既紧张又活跃，大家收获甚大、受益匪浅。

（卞吉摘自研究会《会讯》总第５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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