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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之读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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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期刊社，４０００３０，重庆

摘　要　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对于读者同样重要。当前的科
技编辑更多的是从文稿的正确性以及规范性对文稿进行加工。

本文介绍读者友好的几个方面，通过对科技论文中的部分要素

的分析，讨论科技期刊编辑在文稿加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

科技论文的读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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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的写作、出版和交流，是为了更好地传播

知识和作者的思想，因此，对于作者而言，如何更好地

让读者理解其作品，是非常重要的。相应地，如何帮助

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文的主题和内容，也是所有编辑人

员应该考虑和必须面对的问题。

读者友好反映的是论文如何更加贴近读者，如何

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及创造性思维，如何能

够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中更好地体味作品的内涵。

１　读者友好

１１　形式读者友好　文章的排版格式、图表位置、字
体大小、公式安放、颜色搭配等等，首先是从美观的角

度体现出文章的艺术性；同时，通过这些成分的合理呈

现，可以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既轻松自在，又容易

进行反复研读，更好地把握文章的实质。

１２　内容读者友好　题名、摘要、正文、结论等是论文
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从这些具体的内容中来把握文

章的精髓。编排好顺序及组织好语言，使作者用以表

达论文的经络，能够引导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加适合作

者的写作思路。

１３　知识发现读者友好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除了
要展现作者自己的创新知识外，还应该展现知识发现

的轨迹，便于读者根据作者的研究轨迹继续进行深入

研究。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和正确标注，以及志谢的

合理使用等，将利于读者对相应知识和相关研究人员

有更好的把握。

２　编辑可以把握的读者友好的几个方面

２１　摘要撰写及文章结构安排　在摘要编辑的过程
中，科技期刊编辑主要把握摘要的“四要素”，即研究

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１］，来梳理作者的摘要及正

文内容。

摘要一般分报道性摘要和指示性摘要。目前，绝

大部分科技期刊和会议论文都要求作者提供报道性摘

要。在国际审稿中，很多刊物会要求作者首先提供摘

要，在对摘要作了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对全文进行评审。

很多国际知名会议，如 ＩＦＬＡ（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
联合会）的年会，都要求作者提供不超过１个页面的
摘要，以加快对会议论文的处理。著名的ＳＣＩ数据库，
便是一个文摘库，检索者根据摘要判断是否需要获取

全文。由此可见，一篇好的摘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该文章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２２　版面设计　版面设计主要包括图表的位置，图形
与文字的相对位置，表格的位置等。刊物版面设计是

对文章编排格式的确定和处理，是整体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完善版面的阅读功能。其基本

要求包括清晰性、易读性和和谐性。版面设计应当遵

循一定的规律，包括对称与平衡，比例与尺度，对比与

调和，节奏与韵律，变化与统一［２］。

科技期刊的科学性以及严谨性等特点，决定了文

章的版式比较一致而沉稳。合理的布局，可以更好地

响应读者的视力和记忆，从而更加有利于读者把握文

章的主旨。

２３　变量定义　在科技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经常需要
定义一些变量，从而更加符合科学工作者的阅读习惯，

利于学术交流。《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讲》［３］８９１００，３２０４０７

中给出了各种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要求。这里，通过以

下几个例子来说明变量定义的读者友好。

在编辑过程中，笔者曾发现一篇讨论可见度水平

的文章中，作者定义了一些量符号，如 ＬＶ为可见度水
平，Ｌ为背景亮度，Ｌｍ为最小亮度，Ｌａ为平均亮度……
根据量符号定义的规则，在该段对变量的定义中，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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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符合变量定义标准之处；但是，这里的定义不便于

读者理解。参照《１８讲》中对于短式下标和长式下标
的规定［３］９５９８，参考变量实际的物理意义，可对变量定

义作如下修改。

其中，对于背景亮度，作者是用“Ｌ”定义的，虽然
与文章的整体变量定义并不冲突，但是不能很好地表

达物理量的实际意义。在此，可以将该变量定义为

“Ｌｂａｃ”，因为“背景”的英文单词是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对于读
者来说，很容易在文章中联想到该变量表达的真实物

理量，便于作者理解文章的内容。同理，将变量定义中

的 Ｌｍ（路面上最小亮度）和 Ｌａ（路面平均亮度）改为
Ｌｍｉｎ及Ｌａｖｅ，则会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思维的连贯性。
２４　三线表编排　实验测量和计算数据是论文的核
心内容，作为数据表述主要形式之一的表格，因具有鲜

明的定量表达量化信息的功能而被广泛采用。三线表

因其形式简洁、功能分明、阅读方便而在科技期刊中被

推荐使用。

三线表的编排如何更好地体现读者友好呢？对于

三线表的设计，《１８讲》给出了明确的说明［３］１３３１３６；但

是，很多作者对三线表的理解仅限于形式，没有把握其

精髓，所以设计上就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少

同人进行探讨［４６］。本文仅就项目栏的排列以及表注

等问题，探讨编辑工作中如何更好地体现读者友好。

在三线表中，数据的编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表

的可读性。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作用是使相似属性

得以更好地比较。人们的阅读习惯是从左到右的，因

此，在项目栏的安排中，应当将读者更加熟悉的栏目安

排于左边，而将新的、重要的栏目安排于右边，利于更

好地激发读者的注意力。同时，对于属性值，尤其是该

值为图形等时，应当专门用表注的形式展现出来。这

样既保留了表格的易于阅读比较的优点，又使得表结

构不至于太庞杂。

２５　图形制作　科技论文文稿中图的问题比较多，按
照文献［３］１２３１２８对图的要求，可以从如下方面来增强
文章的读者友好。

可以将多个图合并，对于单个坐标轴相同或者多

个坐标轴相同的图，依实际情况予以合并；图应具有自

明性，单独的图可以理解，尽量使图不依赖段落中的文

字内容；图的标目应采用“量／单位”的标准化形式，并
使标值处于０．１～１０００之间［３］１２４。

现在不少论文中都有作图系统生成的图，如各种

模拟软件生成的结果等。此时，作者认为该软件是领

域内通用的，则生成的图不需编辑即可发表；然而，对

于一些领域外的读者，或者新进入该领域的读者，并不

能很好地理解图中的内容。此时，编辑应当与作者沟

通，并行精心的加工，依照读者友好性及作图规范，把

图加工好。

２６　参考文献著录　在参考文献著录过程中，应该从
如下几个方面体现读者友好。

１）数量合理。据统计，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平均
引文数在快速上升，２００５年的平均引文数为８．９１条／
篇；但是，与国外的篇均引文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２００１年美国《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收录论文的平均
参考文献量已达２８条／篇［７］。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我国作者对参考文献重视不够。适当数量的参考

文献既反映了作者科学研究的基础，又可以使读者更

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该提请作者

增加必要的参考文献，，以增强文章的读者友好性［８］。

２）标注方式得当。关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和
要求，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
有明确的说明［９］；但是，在当前国际化日益突出的形

势下，为了更好地适应广泛的国际读者的需求，科技期

刊编辑应当注重作者姓名格式、文献类型标志，以及联

机文献的可读性及可获取性，以利于读者的理解和

获取［１０］。

３）杜绝无效引用。参考文献的无效引用，会导致
读者走入不相关的领域，浪费读者的宝贵的科研时

间［７］；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精心审核和查证，使作者

论文中著录的参考文献恰到好处，有利于读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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