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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特征谈科技论文的编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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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科技论文特点的分析，提出了利用人类认知的
一般特征来分析并发现科技文稿中的典型学术性问题和科学

内容差错的方法，并介绍文稿编辑加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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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一般被理解为是在“文责自负”基础上

进行的一种对文稿的文字修改润色、规范修正升华的

整理工作［１］１９３。许多编辑在对科技论文进行编辑加工

时往往只注意科技文稿中表面的字词句点符的正误及

其表面上的“标准”“规范”，而忽视其内在本质的学术

性和科学性问题，许多论述科技论文编辑加工方面的

论文［２８］也大多是探讨如何使文稿更规范、更标准等

问题；然而，科技期刊的价值在于传播科学思想、交流

学术观点、介绍科研成果，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其本质特征是学术性和科学性。如果论文中存在某些

学术方面的问题或科学性方面的差错，则会误导读者，

从而影响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的传播交流与进步；所

以，对科技文稿的编辑加工应重在发现并纠正其学术

性问题和科学性差错，保证文稿的科学性。下面从科

技论文的一般特点出发，探讨如何利用人类认知的一

般特征来对科技文稿进行编辑加工。

１　人类认知的一般特征

　　心理学认为：人的知觉具有选择性［９］１２１１２２，即人在

知觉时总是把少数刺激物作为知觉对象进行清晰的反

映，而把其余的作为知觉背景只产生模糊反映；而且人

的知觉还具有知觉定势［１０］１４１的特点，即人在认知新事

物和已变化的事物时，常常是以原有的准备状态来反

映和认知的。由于这些特征，人们常常易犯“先入为

主”“熟视无睹”“熟能生错”“歪曲事实”的错误。因

为“先入为主”的内容已在大脑中建立了兴奋中心、占

据了主导地位，而后入的内容就只能作为求次之而只

在大脑中建立较弱的兴奋中心，所以，易被抑制无反映

或被歪曲反映。

作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少不了要经过多次删减

增补润色等修改工作，文稿大方向可能是越改越好，但

修改后由于各种疏忽而使文稿常常留下一些后遗症，

如上下文逻辑衔接问题，变量符号及概念等使用前后

混乱问题，笔误和打印差错，等等。作者拥有修改前的

“先入为主”的知觉定势和对文稿中部分内容的知觉

选择，而对自己文稿修改后新产生的和文稿中未被知

觉选择的种种差错就“熟视无睹”，无法发觉了。如果

这些差错不予以纠正就出版发行的话，让同行读者读

起来，就会因文中衔接问题而感觉“莫名其妙”，因文

稿中变量符号、概念混乱而导致无法理解，因文中笔

误、打印差错而将错就错地予以误解。“失之毫厘，谬

之千里”，对科技文稿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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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科技论文中常见问题和差错分析

２１　上下文逻辑衔接问题　在未经编辑加工的科技
文稿中出现上下文逻辑衔接的问题很常见。

笔者曾编校过的一篇文稿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它的主要内容为

εｃ（ｔ）＝
σｃ（ｔ０）
Ｅｃ（ｔ０）

［１＋φ（ｔ，ｔ０）］＋

∫
ｔ

ｔ０

１＋φ（ｔ，τ）
Ｅｃ（ｔ０）

σｃ（τ）
τ

ｄτ＋ε０ｃ（ｔ）， （１）

利用数学变形可得

εｃ（ｔ）＝
σｃ（ｔ０）
Ｅｃ
［１＋φ（ｔ，ｔ０）］＋

σｃ（ｔ）－σｃ（ｔ０）
Ｅｃ

·

［１＋ａｃ（ｔ，ｔ０）φ（ｔ，ｔ０）］＋ε
０
ｃ（ｔ）， （２）

其中φ（ｔ，珔τ）＝ａｃ（ｔ，ｔ０）φ（ｔ，ｔ０），ａｃ（ｔ，ｔ０）称为混凝土
老化系数．”

笔者审读这段文稿后发现有以下２个问题：１）其
中φ（ｔ，珔τ）这个函数在其上文的２式中并不存在，在前
文中也没出现过，那就只可能或者是 τ上面多加了一
横的打印差错（因它与式（１）中的 φ（ｔ，τ）只差 τ上面
的一横），或者是文中漏掉了一段有关φ（ｔ，珔τ）的内容。
笔者稍加分析后就排除了第 １种可能，因为，如果
φ（ｔ，珔τ）即为φ（ｔ，τ）的话，那就是说 φ（ｔ，τ）可表示为
ａｃ（ｔ，ｔ０）φ（ｔ，ｔ０），则式（１）中的积分式中的φ（ｔ，τ）就
可直接用ａｃ（ｔ，ｔ０）φ（ｔ，ｔ０）来表示，而 ａｃ（ｔ，ｔ０）是常系
数，那么，这个对变量 τ的积分就没必要了。对此，编
辑决不能擅自做去掉 τ上一横的修改。２）文中
ａｃ（ｔ，ｔ０）这个老化系数没有给出具体定义，而在其下
文的“计算模型”一节中又要具体用到这个系数的值。

笔者把这些问题告诉作者时，作者立即明白了，原

来果真是因作者为压缩文稿篇幅删减了几段文字后造

成的。作者为他在删减后已仔细检查了好几遍而为什

么没能发现这２个问题而大为困惑。其实原因就在于
“先入为主”的内容（即删减前的内容）已在作者大脑

中知觉定势了，而后入的内容（即删减后的内容）就被

抑制了，所以难以予以正确反映。

这类因删减或增加而造成的上下文衔接问题的情

况，在已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的一些论文中也经常可

以见到。例如，笔者曾在一本科技期刊上发现一篇论

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将（５）、（６）式代入上式即可
……”，而文中所找到的式（５）、（６）是显然不能代入那
个“上式”中运算的。笔者认为这一定也是因作者删

减或增添后所造成的。

２２　变量符号、名词概念前后使用混乱问题　同一物
理量在前后文中使用不同的变量符号，同一名词概念

在前后文中表述不同，新引入的概念、符号在文中无定

义，这类问题在科技文稿中屡见不鲜。

笔者曾编校过的一篇文稿前文中有：

“……因此这 ｎ×ｎ个权重比就构成了 Ｂ层次中
ａｉｊ元素的两两比较评判矩阵Ａｎ为

Ａｎ＝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ａｎ１ ａｎ２ … ａ













ｎｎ

，……”

而在后文中出现：

“据两两比较法和表２我们就可以得到 Ｂ的判断
矩阵ＨＢ为

ＨＢ＝

１ ３ ４ ５ ７
 １ ２ ３ ４
  １ ３ ４
   １ ２
   















１

，”

笔者根据全文的逻辑关系、主题内容判断其前文

中的“评判矩阵 Ａｎ”与后文中的“判断矩阵 ＨＢ”应为
同一概念的量，后经作者证实确实如此。

在文稿中造成这种前后变量符号使用不一致的原

因，一是由于作者书写文稿时前后依据的参考文献不

同，二是因为作者知觉的选择性只在其概念的实质内

容，亦即只有概念的实质内容被作者的知觉选择了，被

作者的知觉清晰反映了，而对于概念的表现形式———

符号就被作为知觉背景只被模糊反映了；因此，作者往

往难以发现其前后所用符号的不一致。但对于读者来

说，就会误以为这是２个不同概念的量，从而影响对文
稿的正确理解。

另外，文稿作者经常会忘记对所使用的变量符号、

名词概念给予定义，这也是由于所需的相应定义内容

与变量符号、名词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早已在作

者大脑中建立了知觉定势。对于作者来说，他一见这

个符号、这个名词就能在自己大脑中立即出现相应的

定义内容，而对于自己文稿中是否缺少这段定义内容

的文字就“熟视无睹”了；但对于读者来说，只见符号、

名词，而不见其定义内容，就可能读不懂文稿。

２３　笔误和打印差错　各种各样的笔误和打印差错
在科技文稿中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知觉的消极特征，作

者常常难以发现这类差错。

例如，笔者曾编校过的一篇科技文稿中有这么一

句：“采用不同的通信网络系统有所不同。……”如果

只注意文字章法、条理规范，则并不能发觉它有什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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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当笔者把自己当作同行“读者”来审读时，对该

句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断句理解了：可以把它断句为

“采用不同的通信网络，系统有所不同”，其中的“系

统”可理解为与通信网络相对应的那个系统，也可理

解为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个特定的系统，还可理解为是

这个特定系统中的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该句话也可把

它断句为“采用不同的通信网络系统，××有所不
同”；等等。对此句话不同的理解可造成对全文核心

内容不同的理解。笔者就此再进一步考察全文整体主

线，在理解全文的基础上，猜想该句应为“采用不同的

通信网络，系统（的某些方面
獉獉獉獉獉

）有所不同”。与作者沟

通后证实是作者打印时的笔误，系统后漏掉了“的结

构”这几个字。

又如，笔者所编校的另一篇科技文稿中有这么一

句：“……的弹性模量为１０９Ｐａ”。单就这一句看，其
中物理量及其数值单位都无任何问题。当笔者把自己

当作文稿的“作者”，进行一次“再科研”的科研过程

时，即把这个物理量放在全文中与其他物理量做比较

时，就怀疑这个物理量值似乎有问题，带着疑问请教作

者，证实原来是笔误，应为１０９Ｐａ。这个差错被纠正后
作者非常感激，因为全文的核心内容都基于这个量值，

这个差错将会影响整个文稿内容的科学性。

容易出现笔误、打印差错的情况很多，尤其是量符

号的上下标、大小写、正斜体、带撇与不带撇记号等的

混乱，因变量相同的自变量错乱，加减乘除等运算符号

的错漏，等等。这些差错若不予以纠正，则往往会因细

微之差而严重影响文稿质量，甚至可能导致较大的学

术性问题。

例如，笔者曾把一篇文稿匿名交给一位专家审稿

后被否定了，理由是文中给出的相关计算模型的数学

演算无法进行。这位审稿专家非常认真地对文稿中给

出的数学式逐一演算而算不通，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从而否定了该文；但由于该文作者是笔者非常熟悉的

一位重点院校的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学风严

谨的教授，所以笔者相信该文不会是其胡编乱造之作，

一定是由其中存在笔误或打印差错而造成的。笔者提

醒作者可能的笔误之处，作者才发现果然是文中出现

了一处漏掉“＋”号，一处错把“＝”号写成“－”号，还
有一个积分上下限的小差错，纠正了这些差错该文发

表后被 Ｅｉ收录了。可见，原本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
文，差点被细微的笔误差错而湮没。

３　编辑加工的思路与方法

　　对于如何克服人类认知特征的消极作用，而发挥
其积极作用，如何根据科技论文的一般特点来分析并

发现文稿中存在的典型学术性问题和科学性差错，笔

者常用的思路与方法如下。

首先，把自己当作是文稿的“作者”，即把对科技

论文的编辑加工看成是一次“再科研”的过程，重置与

文稿内容相应的“科学研究”进程。在编辑加工前，编

辑要基本上读懂文稿，理解文稿的主要内容，把握文稿

的核心内容；在编辑加工中，要根据科学研究的一般规

律，即科学研究总是一步套一环地进行的，以及科技论

文的一般特点，即各部分、各元素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

关系，来仔细推敲文稿主体结构的合理性。

其次，把自己当作是与文章作者是同行的“读

者”，在对全文整体理解把握的基础上，根据上下文的

逻辑关系，根据全文的逻辑结构去考察和审视各部分、

各元素的正确性。

最后，把自己看成“编辑”。作为编辑，思维品质

要具有“批判性”，要加强理性思维，才能克服认知特

征的消极作用。笔者有如下体会：对付这类因认知的

消极特点所造成的作者无法发觉的文稿问题与差错，

常用的办法是处处“怀疑”一次。在对文稿进行审读

和编辑加工的认知过程中要绷紧这根“怀疑”的弦，时

刻留意文稿中可能出错、容易出错的方方面面。在操

作上，要一字一词一停顿，一符一号一停顿地“审读”，

使知觉兴奋中心能较好地转移到文稿的每一处。

总之，通过“作者”—“读者”—“编辑”三位一体

的相互作用，我们就可能克服知觉的消极作用，编辑加

工出优质的科技论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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