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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文章采用层次和归类法的审读方式

闫　聪　　王凤翔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４４，北京

摘　要　科技期刊文章审读时会遇到各类问题。以文章的层
次和元素项为审读的目标，提出了采用层次分析和归类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审读。这种方法给出了层次审读模型的基本

规律，归纳了元素项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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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２］就科技期刊出版后的审读问题进行了
分析和总结，但笔者认为，出版前的审读更能及时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更能保证期刊的质量。为此，笔者提

出一种采用层次和归类法对科技期刊文章进行刊前学

术质量和编辑质量交叉审读的审读方法。其思路是：

首先，对文章的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其次，将内容按类

别的知识点进行细化归类，每次就一个元素项内容进

行审读，因为是采用同类问题之间的比对，只关注一个

知识点，就容易发现问题。这种审读方法的优点是，既

保持文章内容宏观（层次）上叙述的连续性，又保持文

章微观（同一个元素项）上表达的连贯性，不必切换思

维和转换思考的角度，从而使审读工作更能发挥作用。

１　文章层次和归类的分析法

　　科技类文章内容的表现形式虽然繁多，但都有其
基本的结构形式和规律。

１１　结构和数字的层次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和层次化的分析法，适用于系统分

析。审读也需要对文章进行系统化、层次化的定性

分析。

文章结构是由各个层次连接而成的，将文章进行

分解，可以得到这样几种层次：文章开头有题名、作者

姓名及单位、摘要、关键词和中图分类号等６项，共６

个层次；文中有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等４项，共
４个层次；在篇首页地脚有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和作者
简介等３项，共３个层次。审读时只要检查文章是否
具有６、４、３层次（某些推导证明类论文，其文章的层
次会减少），就可以知道文章层次是否完整。

文章的数字层次有页码号、标题号、公式号、图表

号和参考文献号等５项，共５个顺序层次。在审读数
字号时要注意的是，在编辑加工中由于内容、参考文献

条数的增减，可能会引起图表和参考文献在文中的顺

序号发生变化，因此，要检查图表号和参考文献号与文

中的顺序号是否相一致。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模型可以分为６、５、４、
３个层次。记住这些数字，就可以掌握文章结构层次
模型的基本规律。

１２　同一元素的归类　归类分析法用于将各种信息
进行分类，或把知识点分成若干方面加以分析。归类

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的思路相近，但不同之处是各个

知识点之间不存在层次关系。

本文所指的归类法是将同一元素项（知识点）进

行归类（可能在不同的层中），这时不用考虑文章内容

整体是否连续，只考虑同一元素项（知识点）表达的连

贯性。这些类可以包括文字项、图表项、符号项等。每

次只瞄准一个项进行微观审读，就可以查出编辑工作

中容易疏漏之处。

２　审读方法

２１　层次间的关系　审读文章层次时，不要孤立地只
看某一层，还要考虑层间的关系，即上下层之间是否有

关联。

１）题名和关键词。
例１　题名：三维楼宇路径模型的自动生成算法；

关键词：路径生成；图像细化

这里的问题是题名与关键词缺少关联。应将题名

改为“楼宇三维路径模型的自动生成算法”，关键词改

为“楼宇；三维路径生成；图像细化”。这样修改后，题

名和关键词就有了上下层的衔接和关联，文章按主题

层次展开。

２）引言和结论。
例２　引言　本文作者提出了环多项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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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环多项式的渐进边增长构造

法。该构造法借助环多项式，优化了新增边的选择，不

仅可以实现较大的围长，而且有效地减少了最短环的

数量，改善了ＬＤＰＣ码的性能。
其结论部分只在最后增加了２句话，即“……优

化了码字构造，仿真结果表明……，且构造灵活，构造

复杂度低”，其他与引言内容相同。

这里的问题是结论和引言内容没有什么区别。现

将结论修改如下：“本文作者提出了环多项式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环多项式的渐进边增长构造

法。在选择新增边时，利用环多项式，不仅保证了新增

边形成的环尽可能长，而且短环的数量尽可能少，优化

了码字构造。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较大的围

长的同时，短环数量可以减少约５２．８％，这就降低了
信息反馈对译码性能的影响，明显改善了 ＬＤＰＣ码的
性能，且构造灵活，构造复杂度低。”

修改后的结论和引言分别有了叙述的侧重点，从

而保证了文章内容的完整性。

２２　文字项　文章中经常出现近义词，不能不加区分
而随意使用。例如“结点”和“节点”，“连接”和“联

接”，“及”和“以及”，等等。审读时需要仔细推敲，力

求用准。

２３　图表项　图表在科技论文中使用比较多。审读
时应注意图表的设计是否科学、规范。

１）函数曲线图。如纵坐标的标值是１、２、３，标目
是“Ｆ／Ｎ”。在纵坐标上方写出“×１０３”，其原意是数
值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但这种表示方法是不规范
的［３］１２４。应将“×１０３”纳入标目中，即“Ｆ／１０３Ｎ”（Ｆ／
ｋＮ），或“Ｆ×１０－３／Ｎ”。建议首选“Ｆ／ｋＮ”这一形式。

同理，如果在纵坐标上方写出“×１０－３”，标目是
“Ｉ／Ａ”，那么，其原意是数值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
这种表示方法也是不规范的［３］１２４。应改为“Ｉ／１０－３Ａ”
（Ｉ／ｍＡ），或者“Ｉ×１０３／Ａ”。建议首选“Ｉ／ｍＡ”这一
形式。

２）表格。三线表中变量 ｘ和函数 ｙ是按“列”
或“栏”（竖）排的［３］１３４，每一栏表身中的行与行之间的

数据一般具有可比性。若每行都是单项元素的排列，

如第１行是电压５Ｖ，第２行是电流２Ａ，…，第ｎ行是
功率１０Ｗ等，这就不便于相同量不同数值之间的
比较。

２４　符号项　符号涉及字母最多。字母的形式有正、
斜体，黑、白体，大、小写，上、下角标，单字母、多字母，

以及花体等 。符号是最容易出现错误的一类［４］。

１）变量。例如：将旋转频率 ω错写成 ｗ，是希文

与拉丁字母不分；实数集 Ｒ错写成 Ｒ，是黑正体和黑
斜体不分；ＬｈｅｌｌｏＴ错写成 ＬｈｅｌｌｏＴ，是下标中的名词和变量
不分，Ｌ下角标是由名词和变量混合组成的长下标，下
角标中的Ｔ是变量，应该用斜体表示。符号项因为有
多种表示形式，使用时要注意区分。

２）单位。例如：带宽的单位，在通信中用频率单
位ＭＨｚ、ＧＨｚ等表示，指无线电信号工作的频率范围；
而在计算机中是用数据传输率Ｍｂｉｔ／ｓ、Ｇｂｉｔ／ｓ等表示，
指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比特数量（也有表示为 ＭＢ／ｓ、
ＧＢ／ｓ，指单位时间内传输的字节数量，Ｂ是字节的英
文首字母）。带宽有２个不同的含义，要区别对待。
３）函数、特征数和常数。例如：将伽马函数 Γ（ｘ）

错写成 Γ（ｘ），正体 Γ写成斜体 Γ；特征数瑞利 Ｒａ错
写成Ｒａ，斜体写成正体。这里，特殊函数Γ（ｘ）容易与
一般函数ｆ（ｘ）混淆，瑞利Ｒａ容易与英文名字缩写词
Ｒａ混淆。需要注意是：一般函数 ｆ（ｘ）和一般常数 ａ、
ｂ、ｃ等用斜体表示；特殊的函数和其值不变的数学常
数，如伽马函数Γ（ｘ）和虚数单位 ｉ、自然对数的底 ｅ、
圆周率π等用正体表示；特征数都用斜体表示。
４）其他符号。例如：有限增量用正体 Δ表示，表

示变量时用斜体Δ；作求和符号时用正体Σ表示，表示
变量时用斜体Σ。

３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科技期刊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
与归类法相结合的审读方式，给出了文章整体和局部

的审读思路。采用这种审读方式要注意如下几点：

１）对于层次，不能只看一层，而应进行层次分析，
看哪些层次间有对应关系；

２）对于文字，要注意近义词之间的区别；
３）对于图表，要看其设计是否科学，是否规范；
４）符号涉及的内容和要求最多，只有采用归类的

方法，按归类审读才能发现不易察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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