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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论文图表中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的表达
存在很多问题，如图表中不标出检验结果、表达符号多样、符号

标注位置不统一、检验结果描述缺项等，以及图表注释中对检

验结果的表述不全面，甚至描述有错。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规范表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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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统计学分析的描述一般包括观察指标

（样本数）、数据表达方法、统计学分析方法、研究设计

的类型、统计分析软件及版本、显著性检验的水准［１］，

其中大多数内容一般均可在“材料与方法”一章的“数

据处理”中进行统一描述［２３］，也有部分内容，如样本

数、数据表达方法、统计学分析方法、显著性检验的水

准，可在图表中直接进行描述。据史红等［１］的调查，

统计学分析描述完整的论文甚少，其中缺项最多的也

正是这些在图表中需直接描述的内容。

平均数（本文中“平均数”均指“算术平均数”）差

异显著性检验是科技论文中最常见的统计检验，其检

验结果一般应以简明的形式全部在图表中表示出来；

但目前科技论文图表中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的

表达及符号的使用非常混乱，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统计

检验表达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另一方面是刊社对

此类问题重视不够，一般遵照原稿不做任何处理。为

此，笔者依据统计学分析描述的原则，并结合国标的规

定，通过对图表中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的表达

及符号使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规范表达的建议。

１　图表中存在的问题

　　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常见有２个平均数间的差

异显著性检验（成组检验）和多个平均数间的差异显

著性检验（多重比较）。用于成组检验的方法有ｔ检验
等，而用于多重比较的方法有 Ｄｕｎｃａｎ和 ｑ检验等；但
许多论文的图表中对这２种检验结果的表达和描述却
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述甚至欠妥。

１１　 图表中显著性检验结果表达存在的问题
１）不标出检验结果。常见图表中，尤其是图中不

标出成组检验结果或多重比较结果，而只在文中直接

陈述显著性检验结果。这样，如果数组较多，对于“极

显著”“显著”“不显著”的情况很难全部准确陈述。

２）表达显著性检验结果的符号有多种。
①成组检验的结果中，极显著和显著有用大写和

小写英文字母表示的，也有用和表示的，还有用
其他符号，如○、△、□等表示的［４］。

②多重比较的结果中，极显著和显著有用大写和
小写英文字母表示的，也有用相间和相邻字母表示的，

还有用指定某几个字母来表示的。

３）表中符号标注的位置不统一。表示显著性检
验结果的符号，如、或英文字母等，在表身中的位
置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位于平均数 ±标准差（误）数
值的右边、右上角、右下角，或单独为一列，如１５７．５±
３４．９ａ、２１３．５７±４５．７ａ、２３９．２±４４．６ａ；也有少数将字母
标在平均数的右上角，如１７３．４ａ±４８．７。
４）显著性检验结果的描述缺项。如图表中大多

缺少标注样本数和所用检验方法等。

１２　图表注释中显著性检验结果描述存在的问题　
图表注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４］，显著性检验结果注释

的描述中主要是检验判断规则的表述不全面，如极显

著、显著和不显著的各种判断规则缺项，有的缺少比较

对象，有的缺少显著性水平，有的干脆不标注，更有甚

者描述不准确或有错。下面为一些期刊中常见的表注

释示例。图注释中的表述亦类似。

例１　表中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例２　同行上标或同列下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相邻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相间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例３　有相同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无相
同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显著，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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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Ｐ ＜０．０１），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下同。

例４　表中的ａ、ｂ分别表示同行平均数之间的差
异极显著和显著。

例５　表示在 α＝０．０１水平下差异达到极显
著，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下差异达到显著。

例６　表中每列有相同字母的值表明该组与其他
组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例７　没有相同字母的数值相互之间差异显著。
例８　同行右上角标有ａ表示差异不显著，ｂ表示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ｃ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这些注释大多都缺项：有的用相邻字母和相间字

母或用某些指定的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和极显著，

不符合统计学中字母标记法的规则；有的缺少显著性

水平Ｐ；有的用“下同”字样，意味着以下图表中不再
重复此表注，造成以下图表不能自明；而例３中“有相
同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的描述是不准确的，

因为如果大写字母相同意味着差异不是极显著，但如

果小写字母不同，差异还是显著的，因此，可改为“有

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　规范化表达建议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表的脚注应由上标形式
的从‘ａ’开始的小写拉丁字母编号，即 ａ、ｂ、ｃ等。在
表中需注释的位置应以相同的上标形式的小写拉丁字

母标明脚注。”［５］但统计学中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结果的标注有其特殊的方法及含义，不完全是一般意

义下对表格中的信息做注释或编码；因此，对显著性检

验结果的标注既要执行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的规定，又要
兼顾统计学检验方法的特殊含义和习惯用法。建议图

表中使用号标记法和字母标记法标注２种检验方法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所用符号应放在数值的右上方。

成组检验一般是２个组（试验组与对照组）间的
比较，因此，统计学上习惯用“”和“”号表示极显
著和显著，且注释符号标注在试验组上。其含义为：试

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标注者则为不显著（Ｐ
＞００５）。如果同一图表中还需同另一组继续比较，
再使用字母表示，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用另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字母选取顺序应从ａ、ｂ开始。规范表达见表１
和图１（为节省版面，图表中英文对照均略；表１中酶
活力的非法定单位Ｕ未修改）。

多重比较的结果统计学上常用字母标记法［６］标注

（方法略），有一定的标记规则，有时需要用大小写多个

字母同时表示，其含义为：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组

间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
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
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规范表达见表２和图２。
表１　臭氧对草鱼鱼种鳃组织ＳＯＤ活性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臭氧质量浓度／
（ｍｇ·Ｌ－１）

酶活力／（Ｕ·Ｌ－１）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对照组 １．８５±０．３０ １．８１±０．２６ １．８３±０．２０
氧气组 ２．２３±０．３４ ２．２２±０．４０ ２．２０±０．３８

０．１４ ２．７４±０．３９ａ １．９３±０．１７ １．４６±０．１８

０．２７ １．２９±０．２４ａ １．１６±０．１４ｂ １．０３±０．１７ａ

　注：用ｔ检验法进行分析。同一列中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表示差
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一列中与氧气组
相比，ａ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ｂ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标
者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注：水温（１９±１）℃，盐度为３０；设 ｐＨ为８时为对照组，
用ｔ检验法进行分析。同一曲线中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不标者则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１　酸碱度对精子活力的影响（珋ｘ±ｓ，ｎ＝６）

表２　各组肉鸡心脏腹水指数的变化（珋ｘ±ｓ，ｎ＝６４）

组别 ２８日龄 ３５日龄 ４２日龄

Ｃ１ ０．１９７±０．００６Ｂｃ ０．２１０±０．００６Ｂｂ ０．２１３±０．０１０Ｂｂ

Ｔ１ ０．２２０±０．０１３ＡＢｂｃ ０．２３０±０．００７ＡＢｂ ０．２５１±０．００７Ｂｂ

Ｔ２ ０．２２３±０．００９ＡＢａｂ ０．２５５±０．０１５ＡＢａ ０．２７８±０．０１８ＡＢａ

Ｃ２ ０．２４７±０．００６Ａａ ０．２８８±０．０１８Ａａ ０．３０３±０．０２０Ａａ

　注：用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多重比较。同列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组间
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注：用ｑ检验法进行多重比较。同一曲线中标有不同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组间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和显著（Ｐ＜

０．０５），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２　壳多糖对异育银鲫白肌ＲＮＡ／ＤＮＡ和
生长的影响（珋ｘ±ｓ，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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