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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时间表达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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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经验，进
一步探讨科技论文行文中用时间序词、用起点和终点标志时间

段、用周期或频率等叙述时的时间单位符号的表达方法，为科

技论文中时间表述达到统一和国家标准的准确贯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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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时间表达的方法，虽然国标中已有规定，有关

专家也讨论过，但在具体应用时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有

一些问题仍然没有讨论到；因此，编辑常常根据各自的

理解采取自认合理的表示方法。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

时解决，就会造成科技论文中表述不统一，也不利于论

文的国际交流。为此，笔者拟进一步探讨科技论文中

有关时间的表达方法，为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时间的

统一表达提供参考。

１　时间的单位

　　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１］明确指出，“凡可以相互比较的
量都称为同一类量”，国际单位制（ＳＩ）中“时间”基本
量的单位为“秒（ｓ）”，列出的允许与 ＳＩ并用的我国法
定计量单位有“分（ｍｉｎ）”“时（ｈ）”“天（ｄ）”。ＧＢ
３１０２．１—１９９３［２］在“换算因数和备注”中说，“其他单
位例如星期、月和年（ａ）是通常使用的单位”，而“年
（ａ）”作为供参考的其他非ＳＩ时间单位在附录 Ｂ表中
列出，属“限制性使用的单位”。

国标是以ＳＩ为基础、等效采用了有关国际标准而
制定的，适用于一切领域，具有强制性。一般来说，研

究人员在公式引用时基本能够做到量的单位的规范使

用，将公式中有关“时间”变量的单位换算为“ｓ”，但

是，在科技论文行文中的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时间的单

位可以是以上规定或允许使用的所有 ＳＩ和非 ＳＩ单
位。比如，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中“允许与 ＳＩ并用的我国
法定计量单位”中未包括“月”，事实上，如果用“月”做

时间单位也容易引起混乱，如“……延迟时间 τ＝６月
……”，其中的“６月”是“６个月”（英文中为６ｍｏｎｔｈｓ）
还是“６月份”（英文中为 Ｊｕｎｅ）就很难区分；因此，在
科技论文中应尽量避免用“月”做时间单位，可以根据

时间长短换算为“ａ（年）”或“ｄ（天）”。

２　用序词表示的时间

　　１）承认序数词是时间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法，但
在相关的国家标准中却没有规定；因此，在科技论文的

编辑过程中，“用序数词表示的时间是否用单位符号

常令人举棋不定”。鉴于此，李寿星等［３］建 议“在科

技论文中，最好不采用这种模糊的表达法”，而应当设

法将其改为以“ｈ”“ｄ”“钟点时刻或日期”来表示。实
践中，这种做法有时也不太合理。

一般来讲，室内可控试验的时间较短，操作流程中

时间控制比较准确，“第１天”“第２天”等序数词很容
易用“２４ｈ后”“４８ｈ后”等来代替；但大田试验一般持
续时间很长，有些指标比如叶面积在较短时间（几小

时）内的变化很小（可以忽略），人工观测时常常选择

“相隔一固定的时段”进行观测。此时，编辑应当在保

证作者意图真实表达的基础上，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的符号来准确、合理地表达。

２）序数“天或日”的表达方法。“年”是指连续１２
个月的时间周期，公元１９９３年指的是从公元元年起第
１９９３年，为序数词，此处“年”不是时间单位，因此不能
用单位符号表示。这点已基本达成共识，因此，文章中

很少有人将“公元１９９３年”表示为“１９９３ａ”。“月”可
视为３０ｄ的一个周期，一年中的１２个月份也是序数
词，均有特指，在英文中都有固定的单词，如果“月”有

单位符号也不会有人想用单位符号代替其中的“月”。

可见，序数词不用量的单位符号表示，将此经验类推到

“天或日”的表示上，就不难得出其正确的表示方法。

“天或日”指一个２４ｈ的时间周期。“第１天”是
序数词，特指从某一固定时间起的“第１天”，是不能
用“第１ｄ”来表示的。同理，其他与“天”有关联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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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中容易出错的描述也就可以找到合理的表达方

法，如“抽穗前１０天”指“从抽穗日起向前推的第１０
天”，为序数词，因此，其中的“天”也不应替换为“ｄ”。
３）序数词不用单位符号表示的理由。序数词描

述对象在时空中的位置，其含意与“时刻”同。一天之

中，时钟指针所指为钟点时刻，一年１２个月的序列中，
指针所指为“月份”，在公元年序列中，指针所指为“年

份”。可见，年份、月份、钟点均为描述对象的位置，只

不过在不同序列当中位置的大小不同。比如１９９３年，
位置比较大，为３６５ｄ，而“１月”的位置相对较小，为
３１ｄ，时针、分针、秒针在表盘上的位置就更小。既然
时间序词表示的是“时刻”，而“时刻”中的年、月、日等

不是时间单位，而是时间名称［３］，那么，用“序词表示

的时间”也不应该用“时间单位符号”来表示。

３　用起点和终点标志的时间

　　由起点与终点的差值所计算的间隔时间具有明确
的时间单位，可用相应的时间单位表示，但有时为了突

出起点与终点的“时刻”，需要有相应的统一的表示方

法。ＧＢ／Ｔ７４０８—１９９４［４］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可以
参考。以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为例，日期表达的基本格
式为１９８５０４１２，扩展格式为１９８５０４１２，其中的分隔
符为“连字符”。

用起点和终点标志时段时，起点和终点日期的表

达方法可以按国家标准执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起

点日期与终点日期之间的“连接符或分隔符”应如何

表示？根据 ＧＢ／Ｔ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５］的规定及业内人士
的讨论，有人提出，起点与终点之间使用一字线“—”

分隔较好，因为“—”具有表示“起止”［６］之意。如从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起至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止的时间段，
可表示为：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１５，然而，这一做法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却存在一些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排版变得越来越方便，编

辑部通常为排版者提供 Ｗｏｒｄ版本的电子文件，排版
时只需将其调入即可编排；但是，由于科技论文中“连

字符”“一字线”“半字线”等划分太细，加上不同连接

号之间形式相近（只有长短区别）、应用时不易区分，

排版软件在自动调入文件的过程中，程序会自动将文

中的连接符号进行替换，从而使得出版物中各种连接

符的使用异常混乱，也带来了很多争议［７］。

为了减少此类麻烦，参考 ＧＢ／Ｔ７４０８—１９９４［４］的
推荐标准，起点与终点之间可“用‘／’（斜线）分隔”，
“在某些应用领域内，双连字符可替代斜线作为分隔

符”。如从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起至
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５日１０时３０分止的时间段，可表示为：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１９８５０６２５Ｔ１０：３０：００或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１９８５０６２５Ｔ１０：３０：００。

４　周期和频率的表示

　　ＧＢ３１０２．２—１９９３［８］中指出：周期是一个循环的时
间，单位为“ｓ”，单位名称为“秒”；频率是周期的倒
数，相应的单位为“ｓ－１”，单位名称为“每秒”或“负一
次方秒”，１Ｈｚ是周期为１ｓ的周期现象的频率。在实
际应用中，“周期”的单位与“时间单位”相同，相应的

频率 “单位”为其倒数。

在自然科学研究论文的表述中，有关“周期和频

率”的描述比物理学中更复杂，有许多变种，由于国家

标准中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用法。

以往用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１）当动作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时可以直接用周
期表示。比如，“植物生理系统自动观测的时间间隔

为１０ｓ”，其中的“１０ｓ”指“观测”的周期，单位为“ｓ”，
频率单位为“ｓ－１”。
２）当动作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且有几个不同的

周期时，如观测土壤含水量，“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

范》，每月逢８日（８日，１８日，２８日）用土钻在土壤剖
面上沿１０、２０、…、１００ｃｍ土层取样……”，由于取样点
比较多，每次取样的时间较长，尽管取样的动作本身也

有周期性，但无法简单地描述为“周期是多少”，其中

时间单位也无法用符号表示。

３）有时为了突出时间的长短，行文中常用周期和
频率混合描述，比如，“２００８年长江流域发生了５０年
一遇的雨雪冰冻天气”。描述中利用了频率与周期间

的倒数关系（保持分子为１、根据分母上周期的数值大
小描述），其中的“５０年”为周期，按标准该用“５０ａ”表
示，但“遇”不是单位，“一”该用“１”还是用“一”表示
呢？标准中没有统一规定。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设置 “文献摘要”中含有“年一

遇”“年１遇”“ａ１遇”和“ａ一遇”的条件进行检索，结
果分别为３８条、２条、０条和１条。可见，在各种学术
期刊中，用“年一遇”表示的最多，比如“５０年一遇”。

５　结论

　　有关时间的表达方法已有过许多讨论，论文作者
和期刊编辑一般都能够正确表达，只是涉及以上问题

时有时可能会有疑惑，本文通过多方面分析，基本可以

达成以下共识。

１）时间序词相当于时间概念中的“时刻”，因此，
行文中不需要使用时间单位符号。

２）用起点和终点标志时间段时，国标中起点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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