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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因数”的认同度尚需加强

何　　雪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３０，上海）

　　在国内外摩擦学等相关研究领域中普遍使用“摩
擦系数”和“摩擦因数”来评价材料的减摩性能。而

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附录 Ａ（物理量名称）中所用术语的
规则［１］明确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如果量 Ａ正比于量
Ｂ，则可以用乘积关系式 Ａ＝ｋＢ表示（其中 ｋ称为系
数、因数或因子）。如果量Ａ和量Ｂ具有不同量纲，则
用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如果两个量具有相同量纲，则用
因数或因子（ｆａｃｔｏｒ）。”因此，“摩擦因数”才是应该使
用的标准术语。

目前，“摩擦因数”已在我国摩擦学等相关行业大

量使用，并被引入高中物理教科书中［２］。笔者通过

《万方数据网》提供的《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知识

服务平台［３］，对其中工业技术类学术期刊进行全面统

计，发现最早开始使用“摩擦因数”的有《中国表面工

程》《中南大学学报》《机械工程学报》《润滑与密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中国机械工程》等近１０种
不同学科科技期刊，其主要分布于工业技术领域机械

类刊物。其中最早使用“摩擦因数”的是《中国表面工

程》，可见该刊能够较好地执行国家标准。除此之外，

大多数刊物还在延用“摩擦系数”一词，这可能是因为

这些学科一直沿用本学科惯例的结果。

由此说明，我国科技名词的规范和统一还任重道

远［４］；同时也提醒我们，“摩擦因数”一词在材料科学

及摩擦学等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认同度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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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文来稿在标题上存在的“先天缺陷”问题，是一

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

这项工作的好坏将决定整个征文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目

标，并直接影响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为此，笔者希望，

对今后开展类似于“我与科协”这类的主题征文活动，

组织者和参与者应该自觉地对这种很容易让人忽略的

征文标题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并在征文通知中予以恰

当的引导，提醒应征作者精心制作个性化的文章标题，

以减少后续征文文集出版时的编辑工作量，切实提高

我们社会主题征文活动的水平、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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