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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中国家标准要求用黑斜体表示的几个符号

向　阳　洁
（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４１６０００，湖南吉首）

摘　要　介绍数量、矢量、矩阵、张量的定义及其表示形式，阐
明这四者之间的联系，并给出一个判别某个符号是否需要排成

黑斜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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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１］规定：矢量、张量和矩阵符号

用黑斜体字母表示。但在编辑数学文稿时，正确执行

这一规定有一定难度。笔者就此对数学中国家标准要

求用黑斜体表示的几个符号从定义开始作一归纳，并

给出了判别某个符号是否需要排成黑斜体的方法。

１　定义及表示

１１　数量　数学中将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叫做数
量，物理中称为标量。数量符号用白斜体字母表示。

１２　矢量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叫做矢量，数学中
常称为向量。在线性代数中，矢量是指 ｎ个数组成的
有序数组，称为ｎ维矢量，表示为α＝（ａ１，ａ２，…，ａｎ），
ａｉ为矢量α的第ｉ个分量。

科技期刊中最常采用矢量的代数表示形式，即一

般印刷用黑色小写字母 α，β，γ，…，或 ａ，ｂ，ｃ，…来表
示。文献［２］指出，数学文献中应用 ａ表示列矢量，ａＴ

表示行矢量，即ａ＝（
ａ１

ａｎ
），ａＴ＝（ａ１，…，ａｎ）。

１３　矩阵　数学中，矩阵就是由ｍ×ｎ个数ａｉｊ（ｉ＝１，
２…，ｍ；ｊ＝１，２，…，ｎ）排成的 ｍ行 ｎ列的表。矩阵由
数组成，或更一般地，由某环中元素组成。建议科技期

刊中矩阵符号用大写黑斜体字母表示，如 Ａ，Ｂ，…。
其一般形式为Ａ＝（ａｉｊ）ｍ×ｎ，ｍ为行数，ｎ为列数，ａｉｊ是

矩阵Ａ的元素，也可表示为Ａ＝（
ａ１１…ａ１ｎ
　
ａｍ１…ａｍｎ

）。

文献［２］认为，矩阵 Ａ中的元素宜用 ａｉｊ表示，而
Ａｉｊ用于表示Ａ中的分块矩阵。
１４　张量　从代数角度来讲，张量概念是矢量和矩阵概
念的推广。矢量可以看成是一维的“表格”（即分量按照

顺序排成一排），矩阵是二维的“表格”（分量按照纵横位

置排列），那么ｎ阶张量就是一张ｎ维的“表格”。张量符
号一般用大写黑斜体字母表示，如Ｔ、Ｓ等。

２　四者的联系

　　数量加上方向即为矢量。
矩阵Ａ＝（ａｉｊ）１×ｎ即 Ａ＝（ａ１１… ａ１ｎ）时为一 ｎ列

的行矢量，矩阵Ａ＝（ａｉｊ）ｍ×１即 Ａ＝（
ａ１

ａｍ
）时为一 ｍ行

的列矢量。一般情况下，矩阵由ｍ个行矢量和 ｎ个列
矢量构成。

数量是零阶张量，矢量是一阶张量，矩阵（方阵）

是二阶张量，三阶张量则好比立体矩阵。

３　集合与矢量的区别

　　国家标准中并未规定集合符号（非负整数集、整
数集、有理数集、实数集、复数集除外）需要用黑斜体

表示，但因其表示形式与矢量的表示形式极易混淆，所

以在编辑时常标注为黑斜体。这是不正确的。

一定范围的、确定的、可以区别的事物当作一个整

体来看待时，就叫做集合，其中各事物叫做集合的元素。

表示集合常用的方式有列举法（｛ａ１，ａ２，…，ａｎ｝）
和描述法（｛ｘ｜Ｐ｝，ｘ为该集合元素的一般形式，Ｐ为这
个集合元素的共同属性），而矢量常表示为 α＝（ａ１，
ａ２，…，ａｎ），与集合的列举法表示很类似；但仔细观察
可发现，矢量的包围组成元素的括号是小括号

“（　）”，集合的包围组成元素的括号是大括号
“｛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集合的组成元素是无序
的，矢量的组成元素是有序的。这一点很关键，可用来

判别某个符号是否需要排成黑斜体。

例１　设Ｂｎ＝｛α｜α＝（ａ１，ａ２，…，ａｎ），ａｉ∈Ｂ（０≤ｉ
≤ｎ）｝，且Ｂｎ为Ｂ上诱导出的ｎ维布尔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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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Ｍ＝｛Ａ｜Ａ＝（
ａ１

ａｎ
）或（α１，…，αｎ）

Ｔ，α１，…，αｎ∈

Ｂｎ｝，Ｍ为Ｂ诱导的布尔矩阵代数，Ｔ为转置变换，其
中Ａ，Ｂ∈Ｍ，可以表示成Ａ＝（ａｉｊ）ｎ×ｎ或Ｂ＝（ｂｉｊ）ｎ×ｎ。

本例来自一份数学原稿，其中所有的“Ｂ”都标注
成黑斜体。笔者起初对这种排法不确定。经过与作者

讨论得知，第２、４、６个“Ｂ”为布尔代数〈Ｂ，∧，∨，，
０，１〉的简称，其中“Ｂ”是一个非空集合，应排为白斜
体；“Ｂｎ”表示布尔代数集合，其组成元素“ａ１，ａ２，…，
ａｎ”是无序的，故此“Ｂ”应排为白斜体；第７、８个“Ｂ”
表示矩阵，其组成元素可认为是有序的 ｎ个行矢量或
ｎ个列矢量，故此“Ｂ”应排为黑斜体。笔者建议，前６
个“Ｂ”宜用花体“Β”或其他符号代替以避免混淆。修
改后的稿件内容［３］如下：

设Βｎ＝｛α｜α＝（ａ１，ａ２，…，ａｎ），ａｉ∈Β（０≤ｉ≤
ｎ）｝，且Βｎ为Β上诱导出的ｎ维布尔代数。

设Ｍ＝｛Ａ｜Ａ＝（
ａ１

ａｎ
）或（α１，…αｎ）

Ｔ，α１，…，αｎ∈

Βｎ｝，Ｍ为Β诱导的布尔矩阵代数，Ｔ为转置变换，其
中Ａ，Ｂ∈Ｍ，可以表示成Ａ＝（ａｉｊ）ｎ×ｎ或Ｂ＝（ｂｉｊ）ｎ×ｎ。

４　结束语

　　数学稿件中的符号繁多，有些文稿并未明示某个
符号是矢量、矩阵或张量。编辑人员在无法确定某个

符号是否需要按照国家标准标注为黑斜体时，可先从

符号定义入手观察其表示形式，最直观的是看它包围

组成元素的括号，是小括号“（　）”的为矢量或矩阵，
应排为黑斜体，是大括号“｛　｝”的为集合，应排为白
斜体；进一步可分析其组成元素是否有序，有序则标注

为黑斜体，无序则标注为白斜体。

还有些文稿甚至只在文中提了一下某符号，并未

给出任何表示形式或解释。如文献［４］中“文中的环
Ｒ都是含有单位元１的结合环，模都是左Ｒ酉模”，笔
者在初编校时就误认为“Ｒ”是集合符号而标注为白
斜体。

编辑人员在不明确该符号表示的数学意义时必须

与作者讨论或向专家请教，在确定该符号是表示矢量、

矩阵或张量后方可作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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