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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计量单位使用的常见问题及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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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举出科技期刊数据表中量和单位栏目存在的各种
不规范格式、遗漏或错用计量单位等问题，认为编辑加工中应

重视对这些问题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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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设计与优化数据三线表已有众多论

述［１３］，这里针对科技期刊数据三线表中存在的量和

单位栏目的各种不规范格式、遗漏或错用计量单位等

问题作一例析，以供讨论。

１　数据三线表中量和单位栏目不规范

　　数据三线表中量和单位栏目不规范主要有如下几
种情况。

１）未表示成“量／单位”［１］１３５的形式。这是国际标
准和国家标准都推荐的形式。有的期刊仍沿用以前的

“量（单位）”或“量，单位”格式，如“平均步长（ｍ）”
“身高，ｍ”等；有些期刊同一表格中格式不尽相同，栏
目中甚至缺少或误用量名称及其单位。

２）未采用数理式的转行规则［４］。一般都是根据

表宽来安排上、下行内容，如

特征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不规范，正确的应为

特征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或　　特征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

３）相除的组合单位表示错误。如“剂量／（ｍｇ／ｋｇ／
ｄ）”这样表达会引起误解，依据文义，应改为“剂量／
（ｍｇ·（ｋｇ·ｄ）－１）”。
４）较大（较小）数据的表达不规范。一是倍数单

位选择不当；二是词头位置不规范。以“ｐ／１０５Ｐａ”为
例，常有以下２种形式：“１０－５ｐ／Ｐａ”，“ｐ／（×１０５Ｐａ）”，
前者显然不规范，后者的“×”也是多余的。

对数据三线表中量名称（或符号）及单位栏目的

审核可参见文献［１］。

２　计量单位和百分号遗漏

　　１）遗漏量的单位。常见的是栏目中仅有量的名
称，而无单位，如“体质量”“面积”等。只要按照“量／
单位”的规范格式来审核，这种错误均可发现。

２）遗漏“％”。“％”是分数１／１００的单位符号，在
表格中用得较多，也比较特殊（可代替１０－２），故遗漏
的情况比较常见。有的如“所占比例”“回收率”及文

献［５］中列出的“百分比”栏目等，很容易发现是否漏
了“％”；但有的需要通过计算来进一步确认，如表 １
所示。

表１中只有第４栏没有“％”，这样的话，标准偏
差就比平均值还大，值得怀疑。经我们计算，确认少了

“％”，即“标准偏差”应为“标准偏差／％”。这种错误
还不是个别的，编辑加工时应格外小心。当全表的单

位均为％时，应将％放在表的右上角。

表１　样品测定结果及精密度

测量序号 氯的质量分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１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４２ ３．１
    

３　计量单位有误

　　１）量纲为一的量误加了单位。与遗漏单位相反，
在不该加单位的栏目中却添加了单位的现象时有发

生。例如，晶体结构Ｘ衍射实验数据中，原子坐标（ｘ，
ｙ，ｚ）、热参数等数据一般都用表格列出，而我们发现同
类文章中，有的原子坐标有单位“ｎｍ”，有的没有。在查
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确认其量纲为一［６］，纠正了这一

类错误。

２）组合单位有误。对量进行数学运算时，会产生
许多新的“量和单位”［７］，有的组合单位是由公式中各

量的单位决定的，稍不注意就会出错。如某文献中用

公式（１）计算城市扩张动态度，结果列于表２（公式及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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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量符号等稍作改动）。

Ｄｃ＝
Ｕ２－Ｕ１
Ｕ１

·
１

Ｔ２－Ｔ１
×１００％， （１）

式中：Ｄｃ为某一时期城市扩张动态变化速率；Ｔ１、Ｔ２为
某一具体年份；Ｕ２、Ｕ１分别为Ｔ２、Ｔ１年份的城市面积。

表２　义乌市城市空间结构动态变化

　　年　份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市区总面积／ｋｍ２ ０．９３４ ３．３７８ ５．４０３ １３．１０３３５．６５１

净增面积／ｋｍ２ ２．４４４ ２．０２５ ７．７００ ２２．５４８
动态变化率Ｄｃ／％ １６．３５ １１．９９ ２３．７５ ３４．４２

５年平均动态变化率／％ ５．１１ １１．９９ １９．７９ ３４．４２

    

而分析公式（１）可知：如果（Ｔ２－Ｔ１）的单位用 ａ
表示，那么 Ｄｃ的单位应为（ａ

－１·％），因为分子（Ｕ２－
Ｕ１）的单位与分母Ｕ１的相同；再通过对表中数据的验
算，确认表中第４行第１栏的单位缺少了 ａ－１，该栏应
改为“动态变化率／（ａ－１·％）”，这样第５行的数据也
跟着出错，据此所得的结论就有问题了。故遇到由公

式→表格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先对照公式验证一下单
位，然后再核对数据。

３）单位换算（或带有幂次的单位加词头）出错。
作者原稿中常有废弃、不规范的单位及需要变更词头

的，在换算时往往出错。如１００Ａ－２＝１０４ｎｍ－２，常有
人算错。

还有一种情况，即原稿中将单位放在了表题上

（有时还是英文的），如某表题中计算机输出的原始数

据为“……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ｎｔｅｒｓ
（Ａ^２×１０^３）”及表中某一数据为“７４（１１）”，那么，正
确的理解应是：热参数Ｕｅｑ为７４（１１）×１０

－３Ａ２，表栏中
规范的格式为“Ｕｅｑ／１０

－５ｎｍ２”，表中对应的数值不变，
仍为７４（１１）。这种情况常容易错写成“Ｕｅｑ／１０ｎｍ

２”

或“Ｕｅｑ／１０
－４ｎｍ２”。

所以，在遇到单位换算时，应先提请作者修改，然

后我们再对着原稿核对，这样即可减少因不当修改而

出现的差错。

４）各栏目间单位不匹配。有的表格中各个量之
间有一定的关联，单位遵循某种规律，审核时应相互照

应。如我们发现表３中有问题，即样品ＣｅｘＺｒ１－ｘＯ２－δ
质量的单位为ｇ，而Ｃｅ４＋的量的测定值单位却为 ｍｏｌ。
对照表中数据来看，这不太可能。后经作者核查，确认

其单位应为ｍｍｏｌ。

表３　样品测定结果

ｍ样／ｇ Ｖ／ｍＬ Ｃｅ４＋测定值／ｍｏｌ δ
０．２２３９ １８．０２ １．０１４ ０．０３２３

   

注：Ｖ为消耗Ｋ２Ｃｒ２Ｏ７的体积。

４　计量单位的其他问题

　　例如：使用非法定的单位“Ｏｅ”“ｃＰ”；用非规范的
英文缩略语（或汉语拼音的缩写）作单位，如“酵母菌

５．７×１０５ＣＦＵ／ｍＬ”，应改为“酵母菌 ５．７×１０５

ｍＬ－１［８］；不区分单位符号的大小写等，如 “Ｃｍ
（库·米）”常被误写为“ｃｍ”。解决此类问题，就要我
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做“有心人”，更多地积累经验，熟

悉各种单位的使用规则。

５　结束语

　　从上面列举的例子来看，单位的错漏，有可能导致
结论的错误，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作为编辑，

应重视对文稿中量和单位的规范性、严密性和准确性

的审核，做到在审核数据前，先审查单位。当然，这是

对编辑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我们多思考、勤查阅，

不断积累经验、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及时与作者沟

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更多的精力，为减少和消灭出

版物中的各种差错尽到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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