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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应培养对错误数据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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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实例分析，对科技期刊论文中错误数据的类型进

行了归纳，并就编辑如何提高对数据的敏感性提出了建议。认

为编辑不仅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

累、掌握必要的统计学知识，还要对数据进行细致的复核，才能

减少甚至消除科技论文中的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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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的文章中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

于种种原因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数据，直接

影响了论文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作为一名科技期刊编

辑，应该培养对错误数据高度的敏感性，才能避免或减

少这类错误，把好论文发表的最后一关。笔者结合工

作实践，对论文中出现的错误数据的类型作了归纳，并

就编辑如何提高对错误数据的敏感性提出建议。

１　实例分析

　　例１
［１］
　对象：选择择期行下肢骨科切开复位

内固定手术患者４０例，年龄１９～４６岁，体重５１～７８

ｋｇ。

该例对性别构成没有介绍，对年龄的介绍也不完

整，只给出了范围，没有给出均数和标准差。

一般来说，介绍临床研究对象时，必须对性别和年

龄进行描述，对于计量资料还要求给出其集中趋势和

离散趋势。反映集中趋势的指标主要有均数、中位数、

众数等，反映离散程度的指标有极差、标准差、四分位

数间距，不同的资料需要选用不同的指标。如资料属

于正态分布，则选用均数和标准差，如是偏态，则需介

绍中位数和极差、四分位数间距。

例２
［２］
　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Ｉｎｆａｎｔ和混合变应原ＩｇＥ的

判定标准相同，当荧光值达到１７０时（对应浓度为０．３５

ｋＵ／Ｌ）为阳性，进一步分级为：１级≥０．３５ｋＵ／Ｌ，２级

≥０．７０ｋＵ／Ｌ，３级≥３．５ｋＵ／Ｌ，４级≥１７．５ｋＵ／Ｌ，５

级≥５０ｋＵ／Ｌ，６级≥１００ｋＵ／Ｌ。

该例分级标准含混不清，如≥０．３５与≥０．７有重

叠，前者包含了后者。这类错误还常见于对连续性数

据如质量、长度、温度、时间、年龄等分组的情况［３］。例

如年龄分组，“年龄／岁 ：０～１０，１０～２０，…，５０～６０，＞

６０”。这一表示不准确，也不科学。正确为：“年龄／岁

：０～１０，＞１０～２０，…，＞５０～６０，＞６０。

例３　作者在对某院抗高血压药物使用分析的原

稿中说：“２００８年，钙拮抗药１０４１０万元、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药１７７０万元、利尿药５７５万元、β受体阻

滞药６１３万元，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药３１２万元，合

计约１．４亿元。”

三甲医院的总收入一般是１０亿元左右，而该院仅

高血压药物就达到１．４亿元，所以数据肯定有问题。

经与作者沟通，原来数据统计方法有问题。实际数据

为，钙拮抗药２９７万元、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５０

万元、利尿药２万元、β受体阻滞药２２万元，血管紧张

素Ⅱ受体拮抗药１５９万元，合计５３０万元左右
［４］。

例４　一篇关于征兵制度改革后兵员质量分析与

控制策略的原稿中，作者指出：“检出身体有边缘问题

人员占新兵总数的９．１％，其中，调换新兵占新兵总数

的０．４％，经全军终极鉴定医院明确诊断身体不合格

并退兵占新兵总数的１８．０５％。”

该例中，身体不合格退兵率１８．０５％，此数字过

大。经与作者沟通，原来是笔误。真实数字是１．５％。

例５
［５］
　结果：观察组气腹后１０、４０、６０ ｍｉｎ和放

气后１０ｍｉｎＳＯ２、ＰｅＴＣＯ
２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见表１。

该例表１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缺样本例数。对于需要作统计分析的数据，样

本例数必不可少。本例中观察组１０５例和对照组１０６

例没有在表中体现。

２）有笔误。麻醉前对照组ＰｅＴＣＯ
２
的数值是６．８３±

３．２３，明显不同于观察组的３６．３８±３．９０，应该是笔误。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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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不同时间节点犎犚、犕犃犘、犛犗２ 和犘犲犜犆犗
２
变化比较（珔狓±狊）

组别 麻醉前 气腹后１０ｍｉｎ 气腹后４０ｍｉｎ 气腹后６０ｍｉｎ 放气后１０ｍｉｎ

观察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０．２１±１１．６４ ７８．５１±１２．０８ ７９．６２±１０．６１ ８０．４０±９．６６ ９５．６５±８．６４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９６．０±１０．５０ ８３．４±７．３５ ８３．１８±９．５３ ９０．１５±７．９５ ８９．５５±７．６５

ＳＯ２ ０．９５０±０．０１７ ０．９８９±０．０１１△ ０．９８６±０．０１４△ ０．９９０±０．０１０△ ０．９７６±０．０１８△

ＰｅＴＣＯ
２
（ｍｍＨｇ） ３６．３８±３．９０ ４１．８５±７．７３△ ３９．００±１．６５△ ４１．２５±２．４０△ ４６．５０±４．２８△

对照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１．０９±１２．２４ １１２．２７±１０．４７ ９１．７０±７．３６ ８９．６５±９．４５ ９５．１６±１０．４１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９５．２５±９．３８ ８８．０５±９．２３ ８８．２８±８．６３ ８９．７０±７．３５ ８９．３３±１０．９５

ＳＯ２ ０．９５７±０．０１７ ０．９４８±０．０１５ ０．９５１±０．０１１ ０．９３６±０．００９ ０．９６０±０．０１３

ＰｅＴＣＯ
２
（ｍｍＨｇ） ６．８３±３．２３ ４５．７５±２．３３ ４６．５０±３．９８ ４７．２５±３．８３ ４３．５８±３．１５

注：与本组麻醉前比较，犘＜０．０５，犘＜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３）统计分析有误。根据２组样本的均数、标准差、

例数可以推断２组总体均数之差的可信区间
［６］。本例

中，气腹后１０、４０、６０ｍｉｎ，观察组 ＨＲ与对照组的总

体均数之差的９５％的可信区间不包含０，说明２组之

间有统计学差异。同样，气腹后１０、４０ｍｉｎ，观察组

ＭＡＰ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同一指标均数和标准差的小数位数不一致。如

观察组 ＭＡＰ麻醉前与气腹后１０ｍｉｎ的数值。

此外，该表表题交代不清楚，栏目设计不合理，栏

目也未采用“量／单位”这一标准化表示方式，量名称还

有错。这些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故不予讨论。

２　错误数据的类型

２１　与数据相关的表达有误　本文例１、２，以及例５

中１）、４）的错误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错误与作者统

计学基本知识缺乏有关。如果作者对计量资料的统计

描述知识熟悉，那么例１的错误就可以避免。实践中，

很多作者不管资料的分布类型，一味采用均数±标准

差的形式，有时会出现标准差是均数几倍的现象。例

２的错误说明作者对数学符号的使用不熟悉。

２２　数据本身的含义违背常理　本文例３、４，以及例

５中２）的错误属于这种类型。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的人

一眼就可看出数据有误。例３的作者在收集数据时，

不小心采用了错误的计算公式，导致数值变大，而事后

也没有进行复核。例４以及例５中的某些错误可能是

作者笔误造成的。

２３　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符　如果单看一个数据，

不会发现有错误，但若与文章的其他部分综合考虑就

可能会发现错误。

１）数据之间违反了一致性原则
［７］。如方法中提到

采用小鼠３０只，但结果中却是２５只，全文也没有交代

怎么少了５只。理论上讲，这２个数字必须一致。此

外，还要考虑文章中各部分之间、文字与图表之间，相

应的数据是否一致。

２）简单的逻辑关系不符。如例２中，分组之间出

现了数据重叠。此外，常见的错误还有构成比之和不

等于１、率的计算有误等。

３）统计推断有问题。如例５中３）的错误。此类

错误不易发现，一般需借助计算器或统计软件才能发

现，必要的话还需作者提供原始数据。

３　编辑如何提高对错误数据的敏感性

３１　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审稿时，固然要重视论文

的创新性，但也不能忽视对数据的审核。如果数据出

错，则论文表达的准确性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科学性

和创新性了。实践中，如果一篇文章出现多起数据错

误，则有理由质疑作者的科研态度和科研能力，即便是

基金支持的论文也应该坚决退稿。本文所举的一些数

据错误为什么发表前没被发现，就是由于责任编辑不

负责、不认真。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核心［８］，作

为编辑，一定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防止一些有错

误的论文发表。

３２　要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尽管多数科

技期刊的编辑都具有从事相关专业的经历［９］；但在这

个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交叉学科越来越多的时代，如果

不能及时学习和积累知识，那么在审稿和加工过程中，

面对一些新名词、新概念就会束手无策，即使数据有错

误也未必能发现。实践中，对于不熟悉的知识，一定要

与作者沟通，必要时还要向专业人士请教或通过网络查

询，尤其对于论文中的核心数据，更不能出一丝差错。

３３　要掌握必要的统计学知识　很多科研论文离不开

统计分析，而目前论文中统计学分析错误的现象非常普

遍［１０］，从简单的对数据的统计描述到复杂的统计推断，

几乎每个环节、每个部分都可能发现错误。作为编辑，

掌握必要的统计学知识十分重要。建议编辑同人多看

看如胡良平等［１１］关于统计学误用方面的书，只有见的

错误多了，才能练就一眼就会看出错误的本领。

３４　要对数据进行仔细的复核　相比较前面３条，这

条最为重要。对于数据较多的文章，审稿时一定要耐

心，尤其是出现数据的地方，一定要放慢速度，理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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