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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计算机类出版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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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计算机类出版物中常见的需要规范与解决的问
题，如物理量和单位使用不规范，专用名词、专用符号使用随

意，滥用字词以及侵权等，并结合工作实际与相关出版规定，给

出了参考用法和避免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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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过去、现在或将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应

用和推广，都离不开计算机类出版物，包括计算机图

书、报刊、磁盘、光盘以及互联网出版物等；然而，在计

算机类出版物中，存在着物理量和单位使用不规范，专

用名词、专用符号使用随意，滥用字词、随意造词以及

侵权等现象。这不但会有损于出版物的严肃性，而且

会对读者造成误导，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下面讨

论编辑计算机类出版物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　量和单位的使用

　　计算机类出版物中，常用的量有信息量、传输速
率、转速等。这些量的单位使用往往被忽略或在使用

时被“习惯”所左右。编辑要注意量和单位的使

用［１２］。

１）表示信息量的常用单位是位（ｂｉｔ）和字节
（ｂｙｔｅ），习惯上用大写字母 Ｂ表示 ｂｙｔｅ，但 ｂｉｔ不能用
字母ｂ来表示，只能用ｂｉｔ表示。常用的词头有 Ｋ、Ｍ、
Ｇ、Ｔ，相互之间的换算关系为１Ｋ＝１０２４，１Ｍ＝１０２４
Ｋ，１Ｇ＝１０２４Ｍ，１Ｔ＝１０２４Ｇ。应当注意它们与一般
常用国际单位制词头“１ｋ＝１０００，１Ｍ＝１０００ｋ，１Ｇ＝
１０００Ｍ”相区别。

实际上，国际计量局（ＢＩＰＭ）是禁止使用国际单位
制词头在二进制中的上述用法的，标准字典不承认这

些词头的二进制意义。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规定在
二进制中的词头为“ｋｉｂｉ”“ｍｅｂｉ”“ｇｉｂｉ”“ｔｅｂｉ”，名字
的前２个字母来源于原来的国际单位制词头，而后面
的“ｂｉ”是二进制的缩写。其符号分别为“Ｋｉ”“Ｍｉ”
“Ｇｉ”“Ｔｉ”，作为二进制乘幂的计数方法，分别代表２１０、
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从ＩＥＣ的观点来看，国际单位制词头只有
十进制的意义而不再用作二进制的意义［３］。

在我国以及国外计算机类出版物中，使用 ＩＥＣ二
进制词头的仍然鲜见，还是使用国际单位制词头的居

多。笔者建议在ＩＥＣ二进制词头未被广泛接受的情况
下，仍可用Ｋ、Ｍ、Ｇ、Ｔ表示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但在“位”
ｂｉｔ前面的词头“ｋ”（小英）、Ｍ、Ｇ、Ｔ，其含义又回到国
际单位制词头本身的原意，代表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１２。这
样也许有些纠缠，但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在计算机类出版物中，会经常出现只用词头表示

信息量的现象，应注意避免。如“一块３０Ｇ的 ＩＢＭ硬
盘，一张１．４４Ｍ的软盘，一根１２８Ｍ的内存条”，正确
的表达方式为“一块３０ＧＢ的 ＩＢＭ硬盘，一张 １．４４
ＭＢ的软盘，一根１２８ＭＢ的内存条”。
２）关于传输速率和转速。在计算机类出版物中，

传输速率，又称“带宽”，其单位名称是“位每秒”或“字

节每秒”，单位符号为 ｂｉｔ／ｓ或 Ｂ／ｓ。转速的单位名称
和符号分别为“转每分”与“ｒ／ｍｉｎ”。

出版物中经常见到把某款硬盘的技术参数描述为

“容量：３０Ｇ，转速：７２００ＲＰＭ，传输速率：４０ＭＢｐｓ”。
正确的应为“容量３０ＧＢ；转速７２００ｒ／ｍｉｎ；传输速率
４０ＭＢ／ｓ”。

同样会见到：“目前，５６ＫＭｏｄｅｍ已经过时，其传
输速率为５６Ｋｂｐｓ让人不能忍受”的文字。正确的叙
述为：“目前，５６ＫＭｏｄｅｍ已经过时，其传输速率为５６
ｋｂｉｔ／ｓ让人不能忍受”。应该注意的是，这里“５６ｋｂｉｔ／
ｓ”中的“ｋ”是小写字母，代表“１０００”，与 ＳＩ词头的意
义相同。

现实中也常见“……ＩＰ骨干网带宽将从目前的
３００Ｍ猛增至２５００Ｍ……”等说法，实际上应为“……
ＩＰ骨干网带宽将从目前的 ３００Ｍｂｉｔ／ｓ猛增至 ２５００
Ｍｂｉｔ／ｓ……”。这里的词头“Ｍ”是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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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涉及到设置显示器的“颜色”属性时，应当注
意“色”与“位色”的区别，如１６色和１６位色。当显示
器的“颜色”设置为１６色时（如果可能的话），显示器
只能以１６种颜色来显示输出内容；当显示器的“颜
色”设置为 １６位色时，显示器能以 ２１６种颜色（即
６５５３６种颜色）来显示输出内容。可以想象，当把“１６
位色”改成了“１６色”，其结果相差就太大了。真是差
之毫厘，失之千里。

４）在计算机类出版物中，经常会用到“英寸
（ｉｎｃｈ）”这一比较特殊的单位，如５．２５英寸磁盘，３．５
英寸磁盘。虽然英寸不是法定计量单位，但如果只是

简单地将英寸换算成厘米（１ｉｎ＝２．５４ｃｍ）表示，则显
得非常生硬，如将“３．５英寸磁盘”叙述为“８．８９ｃｍ磁
盘”，而大多数人只知道３．５英寸磁盘，根本就不知道
８．８９ｃｍ磁盘为何物；因此，在出版物中，可以采用注
释的方式，在“英寸”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标注“英寸”

与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如“１ｉｎ＝２．５４ｃｍ”，或
者用括注的形式同时标注用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时的

量，如“３．５英寸（８．８９ｃｍ）磁盘”或“８．８９ｃｍ（３．５英
寸）磁盘”。同时要注意的是，“５英寸盘”“３英寸盘”
的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５．２５英寸磁盘”“３．５
英寸磁盘”。

２　外文字母的大小写以及符号的使用

　　外文字母大小写的使用应统一和规范。如“Ｎｏ
ｖｅｌｌＮｅｔｗａｒｅ”应表述为“ＮｏｖｅｌｌＮｅｔＷａｒｅ”，“Ｐｇｕｐ”为
“ＰｇＵｐ”，“Ｐｇｄｎ”为“ＰｇＤｎ”，“金山 Ｗｐｓ”为“金山
ＷＰＳ”，“ＷＩＮ２０００”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

在计算机类出版物中，经常会用到版权符号、注
册符号、商标符号ＴＭ、表示函件地址的符号＠等，应
注意不能混淆。如“ｔｈｅＩｎｔｅｌ ＮｅｔＢｕｒｓｔＴＭ”，不能写成
“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ＴＭＮｅｔＢｕｒｓｔ”。

正斜线“／”与反斜线“＼”在使用时也不能混淆，须
注意区分。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要用“／”，如“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ｑｕｐ．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而表示文件在磁盘
的存放地址时，要用反斜线“＼”，如“Ｃ：＼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ｘｅ”。

３　计算机英文专有名词的翻译

　　计算机英文专有名词一般可以直接使用，而不必
译成中文，否则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４５］。例如一

篇关于“爱虫”的报道，它说：“一种名叫‘爱虫’的计算

机病毒本月４日侵袭了全球计算机系统……目前计算
机专家只知道‘爱虫’病毒通过‘微软展望’电子邮件

程序……病毒然后感染其他数据文件，凡是带有．ＪＳ

和．ＣＳＳ的文件都将被‘视觉基础’编程语言中的一个
文件覆盖，而原文件名不会改变……。”其中的“微软

展望”“视觉基础”就迷糊了众多读者。实际上是这

位记者先生把电子函件程序“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ｕｔｌｏｏｋ”和编
程语言“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分别硬译成了“微软展望”和
“视觉基础”。

同样，对“Ａｄｏｂｅ”“Ｃｏｍｐａｑ”“Ｄｅｌｌ”“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ＶｉｓｕａｌＦｏｘＰｒｏ”“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等也是以直
接引用为好，如将“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７．０”译为“否头锈布
７０”，将“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１０”译为“课桌１０”更显荒诞。

对于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名词，可用人们都一致

认可的中文。如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ｅｎｔｉｕｍ”“Ｃｅｌｅｒｏｎ”
“Ｃ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可使用译文“微软”“奔腾”“赛扬”
“酷睿”“因特网”。特别注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译为“因特
网”，不要译为“互联网”。

对于“Ｍｅｎｕ”一词，译为“菜单”已被绝大多数人
接受；但“菜单”被全国科技名词委定名为“选单”，在

定名后大多数编辑对这个问题还是视而不见，使得书

稿中“菜单”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绝大部分作者对“选

单”已很难接受了。对于类似问题，笔者认为应使用

已经规范的名词，可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以前常用的

名词。

４　新技术名词和缩略词的使用

　　计算机技术更新迅速，新技术、新名词不断涌现，
这就需要出版计算机类出版物的相关人员，特别是编

辑人员，要不断了解计算机技术开发应用的最新动态，

掌握计算机类新名词和缩略语的正确表示方法。例

如：

Ｍｏｄｅｍ：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ｄ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调制解调器）。有
的专业词典已将Ｍｏｄｅｍ作为单词收入（如《英汉双解
计算机辞典》，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而不再将其视
为组合词［６］；

Ｅｍａｉ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ｉｌ（电子信函）；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ｏｏｋ（电子书）：英文简称多用 ｅｂｏｏｋ、

ｅＢｏｏｋ表示；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网络出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因特网／内联网（也称为企业内

部因特网）。如果不知道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为何物，而以为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错误拼写，并将其更正，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缩略词，当第一次出现时，一定要给出完整的

英文和相应的中文意思，这样才便于读者理解。如

ＡＤＳＬ：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Ｌｉｎｅ为非对称
数字用户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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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随意造词或使用口头语、网语和笑脸符

　　我们经常在计算机类出版物中可以看到以下一些
词：霸道，好酷，爽极了，斑竹（版主），依妹儿（Ｅ－
ｍａｉｌ），好东东（好东西），菜鸟（计算机技术水平较差
的人），大虾（大侠：深谙计算机技术的网迷）等。还可

看见以下一些符号（俗称笑脸符）：“：－）”“：－｝”
“：－ｅ”“：－ｔ”“：－＃”，分别用以表达笑、听见了、失
望、烦恼、无可奉告等含义。

在正式出版物中，书面语与口头语应有区别，尽量

少用或不用口头语，更不能随意使用网络语言和符

号［７］。除了在专门介绍网络语言和网络聊天符号时，

诸如以上的网络语言和笑脸符都不得使用，否则会误

导读者，使其分不清哪些是正确的汉语词汇，哪些是错

误的。不知当读者看到有文章把“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写为
“瘟酒吧”时有何感想？在思想意识、科学知识、语言

文字规范化使用等方面正确引导读者，始终是出版工

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６　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用语的区别

　　随着我国港台地区计算机书刊越来越多地被引进
到内地，我们应注意内地与港台地区计算机用语的区

别。引进时，可将不同的用语“翻译”过来，否则会给

读者造成不便。可参见表１［８］。

表１　我国港、台地区与大陆常见计算机用语对照表

港台 大陆

尺规 标尺

文字方块 正文框

列印 打印

列印机 打印机

字元 字符

字型 字体

底瞃 下画线

物件 对象

功能表 菜单

港台 大陆

清单方块 列表框

软体 软件

程式 程序

视窗 窗口

贴上 粘贴

对话方块 对话框

磁碟机 驱动器

范本 模板

滑鼠 鼠标

７　侵权问题

　　计算机类出版物容易出现侵权问题。一些作者为
了快速赚取稿酬，将别人的文章、图片以及音视频等拼

凑、剪贴起来就向刊社投稿。虽然是文责自负，但如果

出现了侵权行为，刊社也负有连带责任。

稿件中若出现下列情况［９］，我们就应予以注意：

１）稿件中若出现乱码和繁体字，那么，稿件内容
有可能是直接从网上下载来的。

２）稿件中如果插图模糊不清，文字中有个别奇怪
字符，那么，稿件内容极有可能是通过扫描别的出版物

得来的。

３）稿件如果中文字叙述有的不符合汉语习惯，有
从外语资料翻译过来的痕迹，那么，稿件内容极有可能

是直接引自某个软件的帮助文件。

４）稿件内容几乎没有文字差错，甚至非常符合出
版规范，如字母大小写、正斜体、量和单位都非常正确，

那么，稿件内容有可能是直接引自其他出版物的电子

文档。

５）电子出版物稿件中包括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作
品和网页，如果出现未授权第三方软件，图片或视频上

出现某个公司或出版单位的 ＬＯＧＯ，或者明显有被遮
盖或修饰处理过的痕迹等现象，那么，极有可能存在侵

权行为。

８　结语

　　目前，计算机类出版物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
因此，许多杂志社、出版社都加入到出版计算机类出版

物的行列中来，竞争异常激烈。或许是为了赶时间，抢

占市场，或许有的杂志社、出版社缺乏计算机相关专业

的编辑人员，使得不少计算机类出版物存在笔者所提

及的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很

多，如果能引起有关主管部门和编辑同人的注意和重

视，也就达到了本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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