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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类论文编校过程中常见疏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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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化工类论文稿件中，常常出现一些编辑在编校时容
易忽略的错误。这些错误通常是编辑规范外、专业领域内的错

漏。对这些错漏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疏漏予以举例分析。认

为如果编辑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高度的责任感，是可以发现

这些错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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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的质量包括学术质量和写作质量２个方
面，二者相辅相成［１］。编辑加工的稿件虽然经过了专

家评审，但由于种种原因，免不了还存在疏漏；因此，编

辑有责任对这２个方面进行把关。在编校过程中，编
辑不但要注意使文稿符合编辑规范，帮助作者修改，更

要注重校对专业领域内、编辑规范以外的疏漏。这里，

将化工类论文中的一些常见疏漏列出，并做分析，以供

同人参考。

１　常见疏漏

１１　计算公式的差错　计算公式在原理推导类、理论
研究类的论文中出现较多。编辑在编校计算公式的过

程中，千万不能因为“文责自负”而走马观花，要注意

作者在计算过程中是否有疏漏、引用的公式是否有误。

例如，表格中有一列数据，最后一行为合计值，但

检查时重新计算，却发现合计值是错误的［２］。

再如，有位作者计算化学吸附速率常数，引用了公

式ｋａ＝Ａｅ
－Ｅａ／ＲＴ。这个公式是物理化学中比较常用

的公式，正确的应该是ｋａ＝Ａｅ
－Ｅａ／ＲＴ。作者将上角标的

部分写成了非上角标，其表达的意义完全是错误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编辑掌握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１２　化学反应方程式　化学反应式常出现在化学反

应机制的推导中。一般来说，化学反应都是相当复杂

的过程，学科知识不很深的编辑，对一个化学反应式中

的生成物和产物是否正确是无从判断的；但是，并不能

因此就不重视对反应方程式的编校，最起码的应该保

证反应式中不出现“低级”错误。例如，在反应式中涉

及到电子，通常表示为“ｅ”，但有的作者却表示为
“ｅ－”，后一种表示法是不规范的，应当避免。此外，还
应注意：方程式等号两边的原子数目和化合价是否配

平；如果标明反应温度很高，应该呈液态或气态的反应

物是否错标成了固态。

１３　化学结构式　通常在有机物反应机制的研究中
会出现化学结构式。有的有机物分子结构非常复杂，

涉及的官能团繁多，确实很难一一指出其中的错漏。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与文中的叙述相结合进行编校。

比如：看看文中提到的官能团在化学结构式中是否出

现；出现的基团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有误。不能文中叙

述的是羟基，化学结构式中却只有羧基；不能文中说官

能团在１，３位，结构式中却在２，４位。
１４　单位　在化工类论文中，单位使用相当频繁。在
编校文稿的过程中，每遇到一个量或数字时，都应该仔

细斟酌一下这个地方是否应该有单位，每遇到一个单

位，都需考虑它是否正确。校对单位时，很多情况下都

需要根据常识来判断作者使用得是否正确。例如，组

成单位（包括词头）的２个字母“Ｍ”和“ｍ”，使用的场
合非常多，但由于只有大小写的区分，作者在录入时很

容易因为没有注意大小写的切换而产生笔误；因此，当

遇到以Ｍ或ｍ做词头时，应该首先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数量级正不正确，切不可一眼带过。

再一个应该注意的是百分数。尤其是在表格中，

如果表中的数据都是百分数，通常将百分号置于表的

栏目中，表身中只留数字。这时，应留意判断数字的数

量级是否合理，以免得出错误的结论［３］。例如，有作

者筛选Ｆ－吸附剂时，测定了一系列不同配方的 Ｆ－吸
附剂的吸附率，用表的形式给出了一组测定值：

试验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吸附剂的
吸附率／％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７２ ０．８６ ０．８１ ０．５６ ０．７４

从编辑规范的角度来看，这个表没有什么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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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稍微用心，就会发现数值与实际不相符，因为

如果吸附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

的。后来，笔者找作者求证，证实是作者将小数转换成

百分数，把百分号置于表的栏目中后忘记修改数字。

１５　前后照应　科技论文强调逻辑性，所涉及的结论
推断应该有论证材料与之相呼应［４］。有位作者在论

述氧化物半导体薄膜的电学性能时，给出薄膜方块电

阻随退火温度变化的曲线图，随后对曲线做详细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薄膜的电阻率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呈

先减后增的趋势，可达８．０×１０－４Ω·ｃｍ。严格来讲，电
阻与电阻率有本质的区别，论证材料中是电阻，结论却

是电阻率，这就是前后不照应。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

让作者修改到位，否则就与科技论文的逻辑性相悖。

编校文稿的过程中，注意前后文统一是相当重要

的，甚至会因此而发现一些不易发现的问题。有作者

采用改性剂改性粉煤灰时给出了一句话：本次试验采

用的改性剂为单烷氧基三羧酸钛，这类品种的分子通

式为Ｃ３Ｈ７Ｔｉ（ＯＣＯＲ）３。随后列出作用机制：

　　对于编辑来说，分子通式和作用机制的正误是无
从查证的，但如果在编校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前

后一致，就会发现机制中 Ｔｉ与 Ｃ３Ｈ７相连的一侧应有
“Ｏ”，而分子通式中却没有。很明显，必然有一个是错
误的。由此例来看，即使编辑对相关学科的知识了解

不够深入，也能找出错误，至少能对作者提出问题。

化工类论文中，图片用得相当广泛，常常是将试验

数据绘制成图，进而对图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结

论。这种情况下，图文必须保持完全一致：不能曲线图

上的转折点在２０处，文中却叙述成在２１处；不能曲线
图上没有平台，文中却叙述从横坐标某处起纵坐标保

持一个值；不能Ｘ衍射图谱中的峰出现在１７００ｃｍ－１

处，文中却叙述成出现在１７０２ｃｍ－１处；不能ＥＤＳ分析
谱中显示有Ｎｉ，文中却叙述成 ＮｉＯ。诸如此类的错误
较多，都应该告知作者，及时纠正。

再有，前后照应还包括文章前后所用的名词术语、

标志符号应当一致。例如：某作者在前文中提到一种

助剂ＪＴＹ，但在后文中有些地方却成了 ＪＹＴ；另一作者
在前文中提到电导率，后文中却成了电阻率，虽然电导

率和电阻率都能够说明问题，但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类错误屡见不鲜，须谨慎才能发现。

２　产生疏漏的原因及发现错误的方法

　　产生文中所提到的各种疏漏的原因很多：作者在
写作时粗心大意，对这些细节没有仔细推敲；在录入时

不小心按错键但又没有仔细检查；在引用他人的研究

成果时照搬照抄，没有根据自己论文的内容进行细节

上的修改。此外，作者多采用网上投稿方式，而网络的

不稳定性也会带来一定的错漏。

编辑的工作量大，在快速阅读的过程中要发现这

些错误并非易事，但从以下２个方面着手，可在很大程
度上发现错漏，解决问题。

１）重视提高编辑自身的专业素质。化工类期刊
的编辑除了要掌握编辑学的知识以外，还应该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５］和较广的知识覆盖面。具备了一定

的专业知识，对公式、化学结构式、单位等出现的专业

上的错误自然而然就会很敏感，即使较快地阅读文稿

也能发现错误。在这方面，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

做得非常好，他们鼓励自己的编辑攻读本专业的硕士

学位，深化编辑的专业知识。

２）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编校文稿的过程是一个
仔细阅读、反复阅读的过程，在每一遍的阅读中都应该

抱着对读者负责、对期刊质量负责的心态，必须克服厌

倦心理［６］。审读文稿要时刻带着“对不对”的质疑：看

见结论就想想是否与论证方法相照应；看见插图就想

想是否与文字叙述相符合；看见名词术语、材料牌号等

等就想想前后是否一致；看见数值就想想是不是应该

有单位，所给单位是否正确；看见计算式就应验算看看

作者有没有算错；等等。如果这样，在编校过程中不断

提问，并找到答案，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细节上的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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