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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机类论文中参量定义中

符号正斜体使用的建议

康晓伟　赵秀珍　熊芳沁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１，北京）

摘　要　针对计算机类论文参量定义中的符号正斜体使用不
规范的问题，指出目前用法中所存在的弊端，分析其原因并提

出了在参量定义中规范使用正斜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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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对计算机类论文中量符号正

斜体的规范使用做过详细阐述，也有很多文献可供参

考。有编辑认为“变量及函数因其中取值是变化的，

沿用数学习惯，可用斜体表示”［１］，另有专家认为“程

序编译系统中进行程序录入时是排不出斜体的，而程

序和算法是解决问题的精确描述，所以其中量符号应

当用正体表示”［２］。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笔者常常

看到这２种做法均大量存在，难以定论；但是，笔者注
意到，与众多讨论成段计算机程序和算法表述中的量

符号问题的文献相比，对文章原理及定义中的具体参

量、集合分量、数据结构包中各指标的量符号问题产生

关注的文献则很少，因此，笔者就此问题进行分析与讨

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助于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１　定义中量符号使用示例

　　随着计算机学科的发展，科技期刊中与计算机有
关的论文的发表数量也在增加；但由于计算机类论文

中量符号繁多，涉及面广，正斜体情况复杂，因此，在无

国标规定和行业规范的情况下，编辑此类稿件时，出现

量符号正斜体混乱在所难免。下例为某篇计算机类论

文中对部分参数的定义描述［３］。

ＦＡＮＴ的数据结构为 ［ｓ，ｄ，ＲＩＤ，ｔｔｌ，ｒｅｃｖ
ＮｏｄｅＬｉｓｔ，ＧｒｉｄＩＤ，ｎｏｄｅＴｙｐ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ｔｈＩｎｆｏ，

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Ｔ，ＲＥＴ］。其中ｓ是源节点地址；ｄ是目的
节点地址；ＲＩＤ是ＲＲＥＱ包的ＩＤ；ｔｔｌ是生存周期；ｒｅｃｖ
ＮｏｄｅＬｉｓｔ记录着已经收到数据包网格头 ＩＤ的列表；
ＧｒｉｄＩＤ代表每个网格ＩＤ，它将一个物理区域划分为一
个２维的逻辑网格区域；ｎｏｄｅＴｙｐｅ显示该节点是网格
头还是普通节点；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ｒｅａ定义的传播范围是由
源节点和目的节点所在的网格 ＩＤ确定的一个基本矩
形区域。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代表传输数据包的完全能量消耗，通
过式（４）计算。ＰａｔｈＩｎｆｏ为路径信息；ＬＥＴ为链路终止
时间，ＲＥＴ为预测路由终止时间。

计算机类论文中，作者为追求简洁明了，经常直接

使用程序表述中的具体参数、指针、模块名称等作为量

的定义，并代入公式计算。若论其名称，为单词缩写或

全拼，是常量应为正体，但它们都是变量，不断更改其

值，应为斜体。

对此，笔者在工作中与部分编辑沟通交流，发现除

了“量符号全部一视同仁，均采用正体表示”这一种情

况外，还有几种编辑处理方式。

１）按数学习惯对待，将所有变量用斜体表示，单
词形式的名称改写为一个字母表示，加以下标注释的

形式。修改如下：ＦＡＮＴ的数据结构为［ｓ，ｄ，ＲＩＤ，Ｔｔｔｌ，
ＬｒｅＮＬ，ＧＧＩＤ，ＮｎＴｙｐｅ，ＳＳＡ，ＩＰＩ，Ｅｐｒｅ，ｔＬＥＴ，ｔＲＥＴ］。
２）有的编辑同人以自己对论文中量的含义和作

用的理解来自行拟定正斜体，纷繁不一。例如，将单个

符号或名称缩写较短的变量用斜体表示，长单词形式

的变量名称继续沿用正体。修改如下：ＦＡＮＴ的数据结
构为［ｓ，ｄ，ＲＩＤ，Ｔ，ｒｅｃｖＮｏｄｅＬｉｓｔ，ＧｒｉｄＩＤ，ｎｏｄｅＴｙｐ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ｔｈＩｎｆｏ，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Ｔ，ＲＥＴ］。

就上述做法，笔者结合自己在编辑实践中的观察

和体会，认为均略有不妥。

１）沿用数学习惯法全部采用斜体表示变量，各参
数是常量或变量一目了然，有利于全文内容的清晰表

达；但缺点是有违计算机行业专业人士的写作表达方

式，由于定义的量名称和文章中编译程序里的量名称

不能很好地对应，前后不一致，使相关人士阅读及上机

调试验证均比较麻烦。

２）后一种方法由于编辑们按个人理解编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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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没有统一规则可依，容易造成相关领域的文章符

号混乱，内容表达不顺畅。这不仅不利于行业的知识

传播，而且给各刊物的编辑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２　参量定义中符号正斜体的使用

　　计算机类论文中量的定义经常采用集合表示，集
合的表达法分为列表法与描述法。本文示例中对

ＦＡＮＴ数据包的描述为列表法，其中各分量名称均源
于算法和程序。

１）算法的定义是指完成一个任务准确而完整的
描述。也就是说，给定初始状态或输入数据，经过计算

机程序的有限次运算，能够得出所要求或期望的终止

状态或输出数据［４］。可见算法是一种思路，需要通过

计算机程序这个载体来实现。

２）程序是由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编译器录入
的。在计算机语言中，这些分量的名称失去了数学意

义，它们只是计算机可辨认的符号，代表内存地址或内

存区域，有些比较长的单词代表的量名称本身就是程

序语言可执行的语句或调用的函数，而且，程序编译器

也无法输入斜体字符，编译程序只能识别正体符号。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若是源于算法和程序的分量名称，则需要用正
体表示，而且不能随意修改和删剪名称长度。

２）若是论文中某个定义的变量是作者自行拟定
的，与算法和程序无关，或者是源于数学模型，应使用

斜体表示。据此，上述示例可修改如下。

ＦＡＮＴ的数据结构为 ［ｓ，ｄ，ＲＩＤ，ｔｔｌ，ｒｅｃｖ
ＮｏｄｅＬｉｓｔ，ＧｒｉｄＩＤ，ｎｏｄｅＴｙｐ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ｔｈＩｎｆｏ，
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ＬＥＴ，ｔＲＥＴ］。

经与作者讨论可知：分量 ｓ、ｄ、ＲＩＤ、ｔｔｌ、ｒｅｃｖ
ＮｏｄｅＬｉｓｔ、ＧｒｉｄＩＤ、ｎｏｄｅＴｙｐ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ｔｈＩｎｆｏ均来
自于算法和程序，不能修改和删剪，并用正体表示，而

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只是作者自己定义的分变量，采用斜体单字母
加正体下标注释的表示法；ＬＥＴ和ＲＥＴ是链路终止时
间和预测路由终止时间的英文全称首字母缩写，与算

法和程序无关，亦采用斜体单字母加正体下标注释的

表示法，即ｔＬＥＴ和ｔＲＥＴ。
３）对于程序和算法中包含的函数或变量若用数

学模型解释其定义的，但与算法及程序无关的情况，应

该按国家标准用斜体表示。例如［３］，链路终止时间

ｔＬＥＴ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ｔＬＥＴ＝（ ｂ２－４槡 ａｂ－ｂ）／２ａ。
式中：ａ＝ｖ２；ｂ＝（ｄ２０＋（ｖｔ２）

２－ｄ１）／ｔ２；ｃ＝ｄ
２
０－２Ｔｒ；

ｔ２＝Ｔ２－Ｔ１。
在本例中，变量链路终止时间是一元二次方程的

一个实根，不属于算法和程序，而是一种数学模型，因

此，应按国家标准的规定使用斜体。

３　结束语

　　由于计算机类论文中量符号正斜体问题大多只讨
论成段程序及算法中的处理方式，而涉及到具体使用

的讨论较少，而且不同书刊在编辑加工时差异较大，编

辑加工中涉及到具体问题的参考文献较少，因此，笔者

提出如下建议。

１）编辑应该不断积累计算机领域的相关知识，在论
文修改和加工中与作者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尽可能了

解作者的意图，明确每个符号所代表的量的具体含义。

２）不要草下结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掌握文
章中每个量符号含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结合行业习

惯和国家规范，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判断和使用正斜体。

３）有关部门能够全面了解计算机类论文中量符
号正斜体使用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尽快制订出相

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以供编辑人员参照执行，从

而迅速规范科技期刊中量符号正斜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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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新闻出版学科高被引图书排序名单
　　本刊讯　据万方数据库发表的《２００８年版中国期
刊高被引指数》报道，２００７年新闻出版学科高被引图
书排序名单如下（括号中数据为总被引频次）：１．传播
学教程（３９６）；２．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讲（１１７）；３．传播

学概论（１１６）；４．娱乐至死（１０１）；５．传播理论：起源、
方法与应用（８５）；６．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７５）；
７．新闻学概论（７３）；８．大众传播模式论（６９）；９．中国
新闻事业通史（６７）；１０．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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