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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科技论文表格设计常见错误剖析∗

王小辰１,２)　　蔡　斐１)†

１)北航文化传媒集团学术期刊事业部,１０００８３;２)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科学技术与工程»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１:北京

摘　要　以编辑加工过程中遇到的表格设计常见错误为例,剖
析表格设计方面的错误,介绍通过结合表及文中内容改正表格

设计的步骤,进一步优化表格设计,以方便读者的准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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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科技论文中往往涉及数量繁杂的实验数据,

表格能系统、集中、简单明了地表达这些复杂数据之间

的关联和差异,是材料类文献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有效表

达方式.由于文献作者科研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较多,同
时又不太熟悉三线表的设计方法,所做出的表格常常并

不合理,有时甚至会出现明显的错误,导致读者不能正

确理解表格的内容;因此,编辑在正确理解作者原意的

基础上,对表格设计进行修改和完善就显得格外重要.
过去,对表格编辑加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统计学

结果的标注[１]、数据审核[２]、字段表达格式[３]等细节方

面,而对表格总体设计做宏观修改的研究[４]是近几年

才有的事.这里,笔者给出２例设计有误的表格,分析

错误所在及其原因,并逐一加以改正和完善.

１　例表A

　　原稿中的表格如表１所示.
首先,栏目名称应反映表身中该栏信息的特征或

属性[５].表１左侧第１列的栏目名称为“温度”,即表

表１　原稿中的表格

表 A　添加剂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其保留率的影响

温度/℃　　
添加前

剪切强度/MPa 弯曲强度/MPa

添加后

剪切强度/MPa 弯曲强度/MPa
２５ １７．０ ２０５．４ ２２．９ ２８８．４

２５０ １２．１ １７１．４ １８．９ ２４５．５
５００ ７．０ ９６．３ １２．６ １８５．２

　　保留率/％
　　２５０ ７１．１ ８３．５ ８２．５ ８５．１
　　５００ ４０．９ ４６．９ ５４．９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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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身中该栏列出的信息应属于温度.在表身最左侧

一列中,２５、５０、５００为温度的数值,符合这一要求,而
“保留率”却不属于温度的信息.由此,可判断出表格

设计有误.由于保留率为不同于温度的另一项目,且
又与温度相关,可在各个强度栏的右侧单独插入４列

用以给出保留率.
此时的表格设计上虽然不再有误,但仍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略去表 A表题“添加剂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及其保留率的影响”中的定语,可将其视为“添加剂
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列表的主要目的是对比添加

前后的变化.而以目前各栏的位置来看,若读者想要对

比添加前后剪切强度的变化,则必须跨过中间给出剪切

强度保留率、弯曲强度和弯曲强度保留率的３列,横向

间距过大,对于其他３类数据也是如此,这不仅容易造

成视觉疲劳,还给阅读分析带来很多不便.GB/T７７１３．
３—２０１４«科技报告编写规则»[６]中提到表格应具有可读

性,所以为方便读者对数据进行对比,应将添加前后的同

类数据相邻纵向放置,避免进行对比时跨距过大.由此,
需要将表A中添加前后的同类数据置于同一列中,即将

添加情况从项目栏中提出,在表格左侧增加一列给出.
提出添加情况后的表格如表２所示.改为表２的设计后,
对比同类数据时只需比较相邻两行,大大缩短了间距.

对比表１和表２可知,表格设计修改前后的表格

形式相去甚远.可见,对于表格设计有误或不够合理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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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提出添加情况后的表格

表 A　添加剂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保留率的影响

添加情况

２５℃

剪切强
度/MPa

弯曲强
度/MPa

２５０℃
剪切状态

剪切强
度/MPa

剪切强度
保留率/％

弯曲状态

弯曲强
度/MPa

弯曲强度
保留率/％

５００℃
剪切状态

剪切强
度/MPa

剪切强度
保留率/％

弯曲状态

弯曲强
度/MPa

弯曲强度
保留率/％

添加前 １７．０ ２０５．４ １２．１ ７１．１ １７１．４ ８３．５ ７．０ ４０．９ ９６．３ ４６．９
添加后 ２２．９ ２８８．４ １８．９ ８２．５ ２４５．５ ８５．１ １２．６ ５４．９ １８５．２ ６４．２

的情况,修改时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容易出现疏漏,而
应仔细观察表中各行各列的关系,必要时,还可联系文

中的内容进一步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予以逐步

修改和完善.由于表格在科技文献中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设计有改动的表格,修改后务必请作者核实是否

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以免造成错误.

２　例表B

　　在材料类的文章中,往往会研究实验条件对材料

性能的影响.列表时,一般将实验条件放置于最左侧

一栏,表示其为自变量,测试数据放置右侧的几栏中,
暗示其为因变量,并在表头中注明各列数据的属性.
当实验条件不止一项时,作者在原稿中给出的表格就

可能出错.在编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多项实验条件时

原稿中的表格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多项实验条件时原稿中的表格

表B　循环时间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循环时间/h
质量分数/％

压缩强度/MPa
１ ２

弯曲强度/MPa
１ ２

剪切强度/MPa
１ ２

０ ４６７ ３７０ ７２８ ６５８ ６７２ ５６１
２４ ４０８ ３６８ ７４７ ６３１ ６１９ ５３９
６０ ３７６ ３６５ ６９０ ６３２ ５８６ ５４７

表３中:循环时间和力学性能的各列总体上看是

由上向下读的,但要跳过第２行;质量分数则是由左向

右读的.由此可见,表格的阅读方式过于混乱,不符合

三线表的要求.分析可知,除“质量分数”一项外,其余

各参数的阅读顺序都是由上至下的;因此,应更改“质
量分数”项的阅读顺序,与其他项保持一致,即将其阅

读顺序从由左向右改为由上至下,并用辅助线将表身

按循环时间的不同分为３个部分.
更改后的表格虽阅读方向统一,但仍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首先,表格内“质量分数”的数值“１”和“２”分
别重复了３遍,而表格重在简洁,应将其简化;其次,结
合原稿内容可知,作者研究的重点为循环时间的影响,
因此需要调整各行的顺序.

鉴于以上２点,为方便读者对比循环时间不同时

同种材料力学性能的变化趋势,首先,将“质量分数”挪
到最左侧一栏,然后,将质量分数相同的各行按循环时

间递增的顺序调整到一起,最后,合并相同的质量分数

数值并通过辅助线加以区别,得到更改行列顺序的表

格,如表４所示.改进后的表格形式简单,结构清晰,
容易理解.

表４　更改行列顺序的表格

表B　质量分数不同时循环时间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质量分数/
％

循环时间/
h

压缩强度/
MPa

弯曲强度/
MPa

剪切强度/
MPa

０ ４６７ ７２８ ６７２
１ ２４ ４０８ ７４７ ６１９

６０ ３７６ ６９０ ５８６
０ ３７０ ６５８ ５６１

２ ２４ ３６８ ６３１ ５３９
６０ ３６５ ６３２ ５４７

３　结束语

　　合理的表格设计不仅能使数据呈现得简单、清楚,
还能改善阅读体验,对提升文献质量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而作者在表格设计方面往往很难做出非常合理的

选择.由于作者缺乏表格设计和修改经验,将设计有

问题的表格直接交给作者修改,返回的结果通常难以

令人满意;因此,建议编辑在遇到设计有问题的表格

时,不妨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先结合文中其他位

置的信息揣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再通过修改设

计出合理的表格并请作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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