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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插图形式的优化

方　　华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３０，上海）

摘　要　科技期刊插图的形式，对论文内容的表达和整个版面
的美化均有重要的影响。在编辑加工图稿时，除了要使图稿具

有科学性外，还应对其表达形式给予足够的重视。针对一些期

刊中插图形式方面的不足，探讨科技论文插图形式的优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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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的主体是其载文的内容，期刊价值主要

由载文内容的水平来体现；但上乘的内容如果缺失了

规范表达和美观版式的配合则难以使期刊在激烈的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人员大

多为理工科学习背景，在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的同时，

对于期刊的版式设计应予以高度的重视［１２］。插图是

科技论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能直观、形象地描

绘难以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复杂问题，从而可以替代大

量的文字描述，增加内容含量。插图的表达形式不仅

关系到版式的整体效果，而且对插图本身的科学性和

可读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编辑加工图稿时，除

了要使图稿具有科学性外，还应对其表达形式给予足

够的重视［３６］。本文针对一些科技期刊中插图形式上

的不足，探讨编辑加工中对图稿形式的优化问题。

１　图题的整合

　　图题应该简洁明确，具有较好的说明性和专指性。
对于一系列具有共性的插图，应采用一个总的图题，并

视具体情况加或不加分图题的表达方式。为了加强对

比效果并节约版面，往往把由同一参变量引起的数条

函数曲线叠置起来，此时的分图题可直接标入图中。

１１　宜加分图题的情况　在编辑加工一系列具有共
性的插图时，要充分利用它们的共性与个性来编写图

题，力求以最简洁的方式准确地表达插图的内涵，同时

使插图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当插图本身的标目等项目

还不能说明每个分图特性时，宜采用总图题与分图题

相结合的方式。总图题突出了系列插图的共同之处，

而分图题则可以明确地区分各分图间的不同之处。如

某科技期刊上有４个同一系列的插图，图题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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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测试就可以作出表格是否规范的判断。那些随意编

排、不进行研读和推敲的表格，虽然从形式上看像是三

线表，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线表，是不易阅读、需要

反复试读才能读懂的表格。

对于“横读表”，在既不影响阅读效果又可以节约

版面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使用的；但应该使它在形式上

与（纵读的）三线表有所区别，可排成如表６的样子，
使读者第一眼从表的形式上就知道要按照读“横读

表”的阅读路径去组合信息。表 ６实际上是一个二
线表。

表６　横排表

Ａ ａ１ ａ２ … ａｎ
Ｂ ｂ１ ｂ２ … ｂｎ
Ｃ ｃ１ ｃ２ …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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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ｉ　低碳纤体积分数夹芯结构混杂复合材料拉伸试验曲线
图ｉｉ低碳纤体积分数分散结构混杂复合材料拉伸试验曲线
图ｉｉｉ高碳纤体积分数夹芯结构混杂复合材料拉伸试验曲线
图ｉｖ高碳纤体积分数分散结构混杂复合材料拉伸试验曲线

这些图中作者将所有条件均分别写入了各自的图

题，除了“高”“低”“夹芯”“分散”这几个词语外，其他

内容完全一致，给人一种冗杂的感觉，不易区分各自的

具体条件。对于上述图题可以进行如下整合：

夹芯结构 分散结构

（ａ）低碳纤体积分数
夹芯结构 分散结构

（ｂ）高碳纤体积分数
图ｉ　混杂复合材料拉伸试验曲线

整合后，４个图采用１个共同的总图题，２个分图
题，并将图题中未反映出来的条件直接标入图中，使得

图题简洁明了、易于区分，而且在版式上也更加美观。

１２　不宜加分图题的情况　当插图的标目已经表明
每个分图的特性（如曲线的对应关系）时，则不宜再加

分图题重复说明。例如：

ｙ１＝ｆ１（ｘ）曲线 ｙ２＝ｆ２（ｘ）曲线
（ａ）对ｙ１的影响 （ｂ）对ｙ２的影响
图ｉ　设计变量的变化对状态变量的影响

显然，ｙ１＝ｆ１（ｘ）和 ｙ２＝ｆ２（ｘ）曲线本身已经表明
分图（ａ）和（ｂ）就是 ｘ分别对 ｙ１和 ｙ２的影响，此时分
图题可以删去。

在由几个分图组成的插图中，当横坐标的标目、标

值及标值线均相同时，以叠置为宜，此时分图题所示的

条件可直接标入图中，分图题删去。

２　图注符号的使用

　　当把不同条件下的一组函数曲线描绘在同一幅插
图上时，需要在各曲线上分别加注不同的图注符号，以

便在图例中说明各条曲线的具体条件。插图中图注符

号的大小要适中，过大影响美观，过小则不易分辨；当

图中曲线间有足够间隔时，条件可直接标在相应曲线

旁，略去图例，使插图简洁，更加便于阅读。

图注符号形状和类型的选取是插图版式清晰、易

于阅读的关键。在一些科技期刊的插图中，常常看到

选用形如“▲”“”“!”“”，或“×”“＋”“｜”“－”的符

号组，这些符号组中的符号形状极为形似，不易区分，

使插图可读性大打折扣；因此，当一幅插图中的曲线较

多时，建议使用“■”“□”“●”“○”“▲”“△”等形状或类

型明显不同的符号组，使曲线的区分更加容易。

３　图例应力求简洁明了

　　对于一张拥有众多曲线的插图，图例的编排方式

不仅影响版面的美观，更是准确、清晰地表达论文内容

的关键；但是，这一点在有些科技期刊的编辑加工环节

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图１所示为某期刊上的一
幅插图。图中有８条曲线，图例中用了８种符号，其中
第１、２、５、８这４个符号的形状和类型都很相似，难以
分辨（第２和第５个似乎还是同样的符号），而第３、４、
６、７这４个符号正是上述易混淆符号组“▲”“”“!”
“”的空心类型。

图１　某期刊中的一幅插图

　　分析图１中各曲线的条件发现：８种条件可以分
为Ｌ＝３．０ｍｍ和 Ｌ＝３．４ｍｍ２组，每组中 ｆ的４种取
值均为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０９；因此，可以将图１中的
８种条件以实线和虚线２种线型和４种符号来表示，
结果如图２所示。显然，图２的形式更为美观，表达方
式更为简洁明了，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

图２　对图１进行形式优化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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