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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表格时应重视内容的科学性

卢　庆　霞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０２９，北京

摘　要　以已发表论文表格中存在的科学性问题为案例，分析
表格编辑加工过程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强调在对科技论文的

表格进行编辑加工时，不仅要注意规范其形式，还应重视其内

容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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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论文中，表格作为文字叙述的辅助和补充，

能够系统、简洁、集中和逻辑性、对比性强地表达科学

内容，是科技论文及其他科技文献中不可缺少的表达

手段；使用合适的表格会使文章论述清晰，篇幅紧凑；

表格设计、编排得当还能起到调节、美化版面

的作用［１］。

科技论文中涉及大量实验和统计数据时，需要用

表格来表达。对统计表格的加工是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的一部分，有相关的规范和原则；但科技论文表格中的

错误屡见不鲜，许多学者对论文中统计表格常见的错

误进行过讨论［２５］。目前科技期刊的编辑对表格的形

式都很重视，但笔者强调，在重视表格形式的同时还应

重视表格内容的科学性。

１　注意有效数字修约

　　实验观测或收集数据时均涉及到有效数字问题，
即量值的精确度。在研究设计时使用什么量和单位一

经确定，在整理数据过程中不能随意自定有效数字。

在计算平均数后对其有效数字应进行修约，修约后的

有效数字应与样本数字的位数相同，修约的原则是

“四舍六入五看齐，奇进偶不进”［６］，不能随意增加有

效数字的位数以表示“数据精确”。表１从形式上来
看已符合编辑出版要求；但作者未注意到表格中有效

数字的修约问题，因为对婴儿的体质量在测量时通常

只精确到１ｇ，这已经是很精确了，在统计处理时，计算

平均数应计算到小数点后１位，并通过有效数字的修
约规则进行修约，结果中的精确度仍应为１ｇ，即只保
留整数位即可。小数点后的数字既占位置，又不符合

实际情况，也不科学。这在科技论文中很常见，作者可

能不重视，但在编辑加工时编辑应重视，根据实际情况

或与作者沟通后对表格中的数据进行有效数字的

修约。

表１　２组婴儿体质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ｎ 出生时体质量／ｇ 第４２天体质量／ｇ 体质量增长／ｇ

抚触组 ５０ ３４３９．００±２９０．０２ ５３９１．００±３４５．６３ １９５２．００±１３７．０１
对照组 ５０ ３４５１．４０±２８３．８８ ５１７４．００±２９７．１４ １７２２．６０±６５．８４
ｔ ０．２１６ ３．３６６ １０．６７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　准确理解作者意图

　　对一篇论文所附表格的加工，首先必须全面理解
论文的内容，明白作者设计表格的意图，不能按照自己

的想当然对表格进行修改或合并。表２从形式上看也
符合编辑出版的要求，但是，其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很准

确。汽车队与焦化厂是什么关系？是否为焦化厂的汽

车队？如果是，横向栏目就存在问题；“机关后勤”显然

不能算焦化厂污染区作业工人，因而表题也不妥。当

然，这些都需要认真阅读原文，准确理解作者的设计意

图后才能修改，甚至需要与作者沟通才能正确修改。而

且，既然研究按照不同的作业区和工作性质进行分组，

就应该进行组间比较。此外，不能将有差异的组合并在

一起，如问卷内容第３项在炼焦工人中的发生率是如此
之高，结果与化厂工人和机关后勤合并后与车队人员比

较却无显著性差异，这显然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会得出

错误的结论。因此，尽管其形式符合编辑规范，但它的

内容并不科学。这应在与作者充分沟通后予以重新

设计。

３　认真核实数据

　　作者在撰稿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会发
生数据错误或表达不准确。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应重视

对数据的核对。如表２中炼焦工人、化厂工人和机关
后勤加在一起的总数不是４３４例，而是４２４例。这样
的情况在科技论文中并不少见，如果期刊编辑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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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核查，提请作者核对，将错误的数据刊出，其后果 是不言而喻的。

表２　焦化厂各污染区作业工人和汽车队人员健康状况问卷结果分析 例（％）

问卷内容
焦化厂（ｎ＝４３４）

炼焦工人（ｎ＝１４４） 化厂工人（ｎ＝１３７） 机关后勤（ｎ＝１４３） 合计 Ｐ
车队人员（ｎ＝２３４） Ｐ

１．看书戴眼镜 ３１（２１．５） ２４（１７．５） ２１（１４．５） ７６（１７．５） ＞０．０５ ３９（１６．７） ＞０．０５
２看远处需要戴眼镜 １６（１１．１） １３（９．５） １２（８．４） ４１（９．４） ＞０．０５ ２４（１０．３） ＞０．０５
３眼前经常有黑点 ９３（６４．６） ３５（２５．５） １３（９．１） １４１（３２．５） ＜０．０１ ３５（１５．０） ＞０．０５
　　　       

３３突然出冷汗 ６１（４２．４） ４９（３５．８） ３８（２６．６） １４８（３４．１） ＞０．０５ ３８（１６．２） ＜０．０１

４　表题或栏目要明确并与内容一致

　　表题要能概括说明表的中心内容，必要时注明获
取资料的时间和地点；栏目的文字要简明，有单位的要

注明单位。表３是经过编辑加工的表格［７］。笔者以为

该表的表题作为一篇论文的题名更合适，而不是一个

表题。第１栏显然不是臭氧的质量浓度，而是分组；分
组中０．１４和０．２７可能是采用不同浓度臭氧组；表注
中描述太繁琐，也不准确。如果改成表 ４可能更合
适些。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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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ａ

　　注：用ｔ检查法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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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不同处理方式不同时间点草鱼鱼种
鳃组织ＳＯＤ活性比较（珋ｘ±ｓ，ｎ＝１０）

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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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① ２．２２±０．４０① ２．２０±０．３８①

０．１４ｍｇ·Ｌ－１臭氧组 ２．７４±０．３９②③ １．９３±０．１７ １．４６±０．１８②

０．２７ｍｇ·Ｌ－１臭氧组 １．２９±０．２４②③ １．１６±０．１４②④ １．０３±０．１②③

　　注：ｔ检验法。与同时间点对照组比较 ①Ｐ＜０．０５，②Ｐ＜０．０１；与
同一时间点氧气组比较 ③Ｐ＜０．０１，④Ｐ＜０．０５。

５　合理标注统计学检验结果

　　在科技论文的结果中，常需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对用图表表达的结果其统计学检验结果

应在图表中以简明的形式表示出来。有调查显示，统

计学描述完整的论文甚少，其中缺项最多的就是图表

中需要直接描述的内容［８］。表２中的统计学检验结果
就表达不当，用的什么方法？对于３组或３组以上的
数据比较，在其后标出的 Ｐ值是何意？是３组间比较
有差异吗？其组间两两比较结果如何呢？最后一栏的

Ｐ值是谁与谁比较？读者只能猜测。表３中的标注方
法很繁琐，而且表达并不清楚。如果改成表４的标注
方法就简便和清楚多了。

此外，对能用简短文字表达的内容就不要用表格。

李兴昌［１］提出，表格设计的原则是：表格要精选；形式

要合适，设计要科学。所谓精选表格，有 ２方面的含
义：一是根据描述的对象和表格本身的功能，决定是否

应当采用表格；二是在确定用表格的基础上对同类表

格进行分析比较，精选出确有必要的表格，从而实现准

确、简明、生动地表达科学内容的要求。因此，对能用

简短的文字即可把内容表达得清清楚楚就不要用表

格，使用表格反而显得累赘、零乱和松散，不利于读者

顺畅阅读，所占的版面也较多。

６　结束语

　　科技期刊编辑在加工表格时，不仅要注意其形式，
更要注意其内容。只有科学、规范的表格才能准确表

达论文的内容，使论文更具科学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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