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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辨析科技论文中数值方程的差错

贾丽红　张红霞　庞富祥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０３００２４，太原

摘　要　运用数值方程的基本概念及基本量和单位的关系，对
科技论文中遇到的可疑数值方程进行验证，分析某论文中矿山

支护计算式。结果表明，验证结果精确可靠，从中发现了论文

中由于对力学概念不清导致的错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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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所述理论无论是属于纯粹的逻辑推理还是应

用科学的实验证明，对编辑而言，只是脱离物化条件的

抽象的理论推演；所以，编辑必须借助于思维试验来对

文稿所述理论的正确性加以分析判断。笔者通过查阅

大量资料，以近期编辑的一篇稿件为例，对科技论文中

的理论公式（即数值方程）进行验证，运用国际单位制

中的基本量和单位对稿件里出现的问题加以辨析，纠

正了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是错误的公式。

１　基本概念

　　数值方程是一种将量的单位加以固定的量方程，
它只给出数值间的关系，而不给出量之间的关系；因

此，在数值方程中，必须指明量所用的单位，否则没有

意义。例如：量方程 Ｆ＝ｍａ中的３个量确定后，可得
标准化的数值方程［１２］

Ｆ／Ｎ＝（ｍ／ｋｇ）（ａ／（ｍ·ｓ－２）。

２　实例分析

　　笔者在编辑一篇有关煤矿井下巷道锚杆支护参数计
算的稿件时发现，其极限平衡半径Ｒ的计算式表达不正
确，表现在其中力学参数概念有误，同时存在着量和单位

符号表达不规范的问题。作者原稿是这样表达的：

锚杆支护参数的计算主要有锚杆的长度、直径、间距

与排距，其中最主要的是锚杆长度，计算时考虑的参数比较

多……本文针对现场情况只讨论极限平衡半径的计算公式

及计算时注意的事项。以下为极限平衡半径的计算公式：

Ｒ＝α
（Ｋ１γＨ＋Ｋ２Ｃｃｏｔ）（１－ｓｉｎ）

Ｐｉ＋Ｋ２Ｃｃｏｔ[ ]

λ

（１）

式中：Ｒ———极限平衡区半径（ｍ）；γＨ———自重力
（ｔ）；γ———上覆岩层体积质量（未知的岩层可取平均
值２．５ｔ／ｍ３）（ｔ／ｍ３）；Ｈ———巷道埋深（ｍ）；Ｐｉ———支
护阻力（ｋＮ）；Ｃ———黏结力（ＭＰａ）；———内摩擦角
（°）；Ｋ１———采动影响系数；Ｋ２岩体力学参数修正系
数；α———巷道理论半径（ｍ）。

查其计算式来源，是作者参考由何满朝编著、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煤矿锚杆支护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４
年出版）一书，应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权威性和时代

性。可是，以上的表述与 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１９９３规定
相悖。审稿专家并没有指出计算式有误，只是对论文

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进行了审查，并给予肯定。经编

者仔细分析，上述表达有几处不妥之处。

１）等式两边。左边，Ｒ———极限平衡区半径（ｍ）；
右边，α———巷道理论半径（ｍ）。那么，方程右边方
括弧里的所有参数计算结果应为量纲一，这样才符合

量方程计算结果。

２）方程右边方括弧内。分子中Ｋ１、Ｋ２、ｃｏｔ、ｓｉｎ
都是量纲为一的量，只有γＨ、Ｃ是量纲不为一的量，这
２个量用“＋”号相连表示为同类量，但从作者的公式符
号说明中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同类量，不能进行“＋”运
算。分母中Ｋｉ、ｃｏｔ是量纲为一的量，Ｐｉ、Ｃ是量纲不为
一的量，这２个量也用“＋”号相连，从它们的单位符号看
也不是同类量，不能进行“＋”运算。从式（１）得知，方括
弧里的所有参数计算结果，其量纲为一，而分子分母不能

相“＋”，更不能相约成量纲一，所以该式表达肯定有误。
３）此外，量符号表达不规范，如 γＨ———自重力，

γ———上覆岩层体积质量，Ｐ———支护阻力，Ｃ———黏
结力，Ｈ———巷道埋深等；单位符号表达也有不规范
的，如自重力（ｔ）。更重要的是重力、阻力、应力等的概
念表达不清楚［３］３９５５。

经与作者沟通，修正了错误之处：分子第１项自重
力γＨ，量符号规范为 γ→ρ，Ｈ→ｈ，同时再乘以重力加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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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ｇ，即得 ρｇｈ为应力，单位 ＭＰａ；黏结力 Ｃ→σ，单
位ＭＰａ。分母的支护阻力 Ｐｉ→ｐｉ，单位ＭＰａ

［３］８４１０２。

改正后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α
（Ｋ１ρｇｈ＋Ｋ２σｃｏｔ）（１－ｓｉｎ）

ｐｉ＋Ｋ２σｃｏｔ[ ]

λ

。（２）

式中：Ｒ为极限平衡区半径，ｍ；ｇ为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ρ为上覆岩层体积质量，ｔ／ｍ３；ｈ为巷道埋深，ｍ；ｐｉ为
支护阻力，ＭＰａ；σ为黏结力，ＭＰａ；为内摩擦角，
（°）；Ｋ１为采动影响系数；Ｋ２为岩力学参数修正系
数；α为巷道理论半径，ｍ。

代入数值方程，去除量纲为一的量，得

Ｒ／ｍ＝（α／ｍ）［（ρ／（ｋｇ／ｍ３））（ｇ／（ｍ／ｓ２））（ｈ／ｍ）＋
σ／（ｋｇ／（ｓ２·ｍ））］／［ｐｉ／（ｋｇ／（ｓ

２·ｍ））＋
σ／（ｋｇ／（ｓ２·ｍ））］。 （３）

式（３）右边方括号内经过整理，得
［（ρｇｈ）／（ｋｇ／（ｓ２·ｍ））＋σ／（ｋｇ／（ｓ２·ｍ））］／

［ｐｉ／（ｋｇ／（ｓ
２·ｍ））＋σ／（ｋｇ／（ｓ２·ｍ））］＝１。

进而［（ρｇｈ）／（Ｎ／ｍ２）＋σ／（Ｎ／ｍ２）］／［ｐｉ／（Ｎ／ｍ
２）＋σ／

（Ｎ／ｍ２）］＝１。则数值方程 Ｒ／ｍ＝α／ｍ成立。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错误的公式入手，可以推出分

式的分子缺了一个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试。

３　总结与体会

　　１）原文表达失误的原因是，工程技术类论文作者

对国家标准理解不够准确，导致计算式的力学概

念模糊。

２）用数值方程的概念对论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分析，并纠正了其表达不规范甚至错误之处。

３）该方法的使用对科技学术期刊编辑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

４）一篇学术论文如果表达不规范，将会失去科学
性；因此，科技工作者应当熟悉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

了解编辑出版部门对文稿质量的要求，而科技期刊编

辑大胆质疑，认真纠错，更是责无旁贷。

５）编辑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质疑精神，是一种实证
精神，体现为科学的思维方式［４］。只要我们将科学精

神贯穿于编辑活动的始终，就一定会排除各种非科学

因素的干扰，去伪存真，办出高质量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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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应正确使用“隔”与“膈”和“漏”与“瘘”

刘　嘉　　刘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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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与“膈”
隔（ｇé）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 １对其解释为“遮断；阻

隔。如隔河相望、隔着一重山等”。

膈（ｇé）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人或哺乳动物胸腔
和腹腔之间的膜状肌肉。收缩时胸腔扩大，松弛时胸腔缩小。

旧称横膈膜”。

这２个字在医学论文中的误用源于“纵隔”与“横膈”的使
用。纵隔是两侧纵隔胸膜之间所有器官的总称，它们借疏松的

结缔组织互相联结，以利于各器官的活动。纵隔的前界是胸

骨，后界为脊柱胸段，两侧壁为纵隔胸膜，上经胸廓上口与颈部

相通，底为膈肌。纵隔不是器官，而是一个解剖的区域；因此，

纵隔应当用隔离的“隔”。横膈是将腹腔和胸腔分隔开的膜状

肌肉，因此，“横膈”不应写作“横隔”。

“漏”与“瘘”

漏（ｌòｕ）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２对其解释为“物体有孔或
缝，东西能滴下、透出或掉出。如漏勺等”。

瘘（ｌòｕ）　《辞海》释义２对其的解释为“空腔脏器与体表

或空腔脏器之间不正常的通道，常由外伤、炎症、手术并发症等

造成，形成后不易自愈，常需手术治疗”。

医学论文中，瘘一般与瘘管、瘘道连用，指人体内发生脓肿时

生成的管道，管道的开口或在皮肤表面或与其他内脏相通，病灶内

的分泌物可以由瘘管流出来。漏指物体有孔或者缝隙，东西能滴

下或透出，并不存在管道。

临床上常见“胆瘘”与“胆漏”。胆瘘是指胆汁经异常通道

向异常出口排出的现象，可能起源于肝内外胆管或胆囊，通向

某处或多处器官、孔道、体腔或体表，其间存在着１个或多个病
理性通道。而胆漏多在起病后短期内出现，常急骤发生，不具

备瘘管，只有胆汁漏出，常见于创伤性或手术后的数日之内。

胆管或胆囊因急性炎症或其他病变所致穿孔或破裂发生胆汁

漏出，初期为形成瘘管前亦属胆漏。胆外漏持续日久即形成瘘

管成为胆外瘘。两者根本区别在于有无瘘管。例如，“对术后

出现的胃排空障碍、吻合口漏等并发症的治疗，ＥＮ组有明显优
势”。句中“漏”应为“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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