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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生物学期刊

应重视对表格中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的审校

王　　音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保护》编辑部，１００１９３，北京

摘　要　抽样调查部分农业和生物学期刊表格中数据统计分
析结果的标注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总结出在数据统计分析标

注方面的常见错误，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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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是以试验为基础的学科，常

常根据大量的试验数据来得出相应的结论，试验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关系到结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因

此，试验数据在这类论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论文

中除要有合理的试验设计外，必须对试验数据进行科

学的整理与分析，几乎所有试验的结果，都需要用适当

的统计分析方法［１］来处理，以找出规律性并作出正确

的判断，由此得出所揭示的原理及其普遍性［２］。生物

统计能判断处理间的差异究竟是本质的，还是偶然误

差所引起的，从而使试验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３４］。

笔者所编刊物来稿中涉及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的表达，最常见的是在表格中用大小写字母来表示差

异显著性分析结果。在稿件审读和编辑过程中发现，

无论作者、审稿专家还是编辑都对论文中数据统计分

析结果的核对不重视，表现在作者来稿中存在统计分

析错误，专家审稿时对这方面内容不进行审查，编辑退

修时也没有核查；因此，稿件到了定稿阶段仍然存在严

重的数据统计分析问题，使论文的科学性大大降低。

为了弄清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存在，笔者共抽查了

１３个省市出版的２４种生物学和农业期刊，其中２０种
为中文科技核心期刊，影响因子为０．１～０．８［５］。每种

刊物均随机选取２００９年的某一期，对其中涉及差异显
著性分析的所有文章及表格进行检查，共核对了１３３
篇文章的２７５个表格，其中有标注错误的表格５４个，
占１９．６％，共发现错误７７处。２４种刊物中只有５种
在所抽查这一期中未发现错误，其余１９种均存在各种
问题，错误率在３０％以上的有６种。从此结果可以看
出，目前生物学和农业期刊论文中数据分析结果存在

着严重的问题，必须引起相关期刊编辑的重视。

１　数据统计分析常见问题和编辑核查重点

　　考虑到数理统计方法并非大多数编辑之所长，本
文不讨论具体的数据统计处理方法和原理，而是将出

现数据统计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使编辑能

通过这些表象发现有问题的数据，从而将信息反馈给

作者，及时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核对、调整、补充和

修改。

１１　未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在处理作者来稿时发现，
许多作者在试验方法中已写明对不同处理设置了３次
或３次以上重复；但在结果部分仅将数据列出却没有
进行统计分析，这样的数据不能完全反映隐藏在数据

中的本质规律，即无法确定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是由于

偶然因素的影响还是本质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测验，常用的有ｔ测验、卡
方测验和 Ｆ测验。编辑若发现存在此问题，应及时要
求作者补充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１２　统计分析方法不正确　目前作者一般使用现成
的统计分析软件，如 Ｓ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ＰＳＳ、ＤＰＳ、Ｅｘｃｅｌ
等进行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时作者只需将试验数据按

一定要求输入计算机中，然后由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后

给出分析结果。虽然不需要作者亲自动手进行相应计

算，但必须能够正确选择所用的分析程序和正确输入

需要处理的数据。最常见的分析方法方面的错误是没

有在同一条件下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而是将

不同条件下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这些数据之间本没

有可比性却被放在一起进行了统计分析，导致得出错

误的结论。编辑应注意核查产生数据的条件是否一

致，进而判断数据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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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表示差异显著性的字母标注错误　表示差异显
著性的字母标注的一般规律为：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０．０５水平的差异显著性，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０．０１
水平的差异显著性。按照数据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依

次标注，数据后具有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具有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为便于说明和理解，特从本次抽查刊物出现
的错误中摘录部分数据拼接组成常见错误虚拟表（表

１）。若出现下述现象，则说明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有
错误。

表１　常见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标注错误虚拟表

处理
平均产

量／ｋｇ 糖含量
糖含量／
％

致死率／
％

ＳＯＤ活性／
（Ｕ·ｇ－１·ｍｉｎ－１）

１ ８４８４ａＡ ６．０ｂ ８．１７ａＡ １４．８±０．８ｃｄｅ ４７６．２２ａＡ
２ ８９５５ｂｃＡ ４．０ｃ ７．７０ｂＢ ３６．６±２．８ ３３９．４０ｄＣＤ
３ ９１５９ｂＡ ６．０ａｂ ７．２３ｄＣ ２３．４±２．１ｂｃ ３６９．１４ｃＣ
４ ８９１４ｃＡ ７．０ａ ７．１８ｄＣ ２５．１±４．５ｂ ４３５．５３ｂＢ
５ ３．０Ｄ ６．２３ｄＤ １８．０±２．９ｂｄｃ ３０６．３８ｅＥｄ

１）表示差异显著性的字母未按数据从大到小或
从小到大顺序依次排列，而是出现了跳跃。如表１的
第２列中，８４８４＜８９１４＜８９５５＜９１５９，而０．０５水平
的标注却出现了 ａ—ｃ—ｂｃ—ｂ的顺序，假设现有标注
反映的数据间的差异显著性是对的，正确的标注顺序

应为ａ—ｂ—ｂｃ—ｃ。
２）同列（行）测验对象相同的数据后标注的字母

却不一样。如表１的第３列中２个为６．０的数据后分
别标注了ｂ和ａｂ。
３）缺少某个字母，即字母标注出现跳跃。如表１

中第４列０．０５水平测验结果没有ｃ，由ｂ直接跳到ｄ。
４）０．０１水平的标注与０．０５水平的标注出现了矛

盾，即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而０．０１水平却显著。如
表１第４列中７．２３、７．１８与６．２３这３个数据之间在
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但７．２３和７．１８却与６．２３在
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这违背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

５）个别数据标注缺失，如表 １第 ５列中 ３６．６±
２８后面未标注。

６）未按顺序标注字母，如表 １中第 ５列 １８．０±
２９后面的标注为ｂｄｃ，应为ｂｃｄ。

７）大小写字母交叉。如表１第６列数据３０６．３８
后面标注为ｅＥｄ，出现了字母交叉，由于大、小写字母
代表不同的显著水平，因此，这种交叉是错误的。从书

写形式看，应为ｄｅＥ或 ｅＤＥ，但结合其他数据一起看，
若为３０６．３８ｄｅＥ，则与 ３３９．４０ｄＣＤ有矛盾，即两者在
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却在０．０１水平显著；因此，可以
排除第１种可能。若为３０６．３８ｅＤＥ，与其他数据的标

注不矛盾，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不能排除原标注中ｄ为
误标字母，其实际标注应为 ｅＥ的可能：所以，遇到这
种情况，编辑最好与作者联系，请作者自行核对，不要

擅自修改。

８）同一列（或行）测验中个别数据后面标注的字
母出现了与其他数据后面字母大小写不同的情况。如

表１中第３列最后一个数据３．０后面标注的为大写字
母Ｄ，其他数据后均为小写字母。这种情况为误标或
录入排版问题，编辑可以代为修改，将Ｄ改为ｄ。
１４　表注标注有误　从作者来稿和已发表文章看，大
多数表格是对同列数据作差异显著性分析，但也有一

些情况下需要对同行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测定，在表

注中一定要正确标注分析对象。表２就出现了标注错
误：本应进行同行比较，即比较取食不同食物条件下伪

钝绥螨某一虫态发育历期的差异，因标注错误变为比

较取食某种食物时螨不同虫态历期的差异，根据常识

可知不同的虫态历期没有可比性。

表２　伪钝绥螨取食花粉和二斑叶螨各螨态的发育历期

发育阶段
发育历期／ｈ

花粉 二斑叶螨

卵 ４５．９４ａ ５０．８８ｂ
幼螨 ２６．１７ａ ２２．０８ｂ
前若螨 ４４．２３ａ ３９．３６ｂ
后若螨 ４６．４０ａ ３６．２４ｂ
未成熟期 １６２．７４ａ １４８．５６ｂ

　　注：历期后面的英文字母为 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测验法，同一列中小

写字母不同，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否则不显著。

１５　格式方面的问题　
１）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指代不明。例如，某表从

左到右依次列出了不同密度条件下所得出的平均产

量、增产数量、增产率、单株生产力、投资、收益等６项
数据指标，并将 ＬＳＲ测验结果放在表格的最后２列。
一般来讲，这个测验结果应该是针对倒数第３列数据
“收益”的，但仔细阅读全文才发现，这个测验结果实

际是来自于对“平均产量”数据的测验。由于该数据

位置与表示和其相关的差异显著性测验结果的字母相

距甚远，又未在表注中加以说明，使读者很难直接看出

两者的关系，易对读者造成误导，同时违反了“表格应

具有自明性”的规定［６］。

２）同一个表有些数据标注大写字母，有些标注小
写字母，且无表注。表３中有２组数据应引起编辑注
意：一组是吐絮期的载铃量，２个数据一个标注大写字
母一个标注小写字母，两者未在同一水平下进行比较，

肯定有错误；另一组是盛铃期的根冠比数据，与其他数

据用大写字母标注不同，该组数据均以小写字母标注。

这种情况有２种可能：一是本应与其他数据一样也标

４１４



　第５期 王　音：农业和生物学期刊应重视对表格中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的审校

注大写字母而在打字时误标；二是该组数据仅在０．０５
水平显著，而其他数据都是在０．０１水平显著。由于该
表没有表注，所以很难判断属于哪种情况。编辑应与

作者联系，明确作者原意。此次抽查发现有些期刊这

种标注情况较多，因此建议：如果作了０．０５和０．０１这
２个水平的测验，最好将分别代表不同水平的大、小写
字母都标出，同时在表注中说明大小写字母所代表的

显著水平。这样表达的结果既完整又易于读者理解。

表３　不同时期单位叶面积载铃量与根冠比差异

品种
载铃量（ｇ／ｍ２）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根冠比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甲 １２１Ａ ３０３Ａ ８７３Ａ ０．０４Ｂ ０．１３ｂ ０．０３Ｂ
乙 ４３Ｂ １５８Ｂ ４３８ｂ ０．０９Ａ ０．２０ａ ０．０９Ａ

３）同一表格中标注顺序不一致。如有的数据按
从大到小的顺序标注，还有的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标注。

同一个表格甚至同一篇文章最好能按同一顺序标注。

４）不标注测验的显著水平。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作者都是用小写字母代表０．０５水平，大写字母代表
０．０１水平，但有时根据需要可以用小写字母表示对同
列数据进行测验，用大写字母表示对同行数据的测验

结果；因此，最好每个表格进行相应的标注，使表格具

有自明性。

５）字母顺序排列错误。如本应为８０．８９ｂｃｄ，却标
注为８０．８９ｂｄｃ。虽然３个字母都在，但按照统计分析
过程中表示差异显著性字母的生成原理，这样排列是

不对的，应予改正。

６）同一种期刊标注风格不一致。有的表中以主
体字母标注，有的表用上标来标注。虽然不算作错误，

但对于同一种期刊应有统一的规定，笔者推荐用主体

字母标注。

２　对策和建议

　　由于编辑缺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和意识，不重
视对统计结果的检查核对，导致刊出的许多文章在数

据方面存在严重的错误，使得论文的结论失去了科学

价值。考虑到编辑是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调控者［７］，

因此，要避免带有数据分析方面错误的文章刊出，编辑

必须从作者、审稿人和编辑自身３个方面做好工作。

１）强化编辑对数据的审查意识。数据是科技论
文的核心，结论来源于对数据的分析；因此，编辑审读

文章时应将审查数据作为重点之一，通过一些表象来

检查数据处理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只有把好数据审查

关，才能保证论文结论的科学性。

２）将审查数据的要求传达给审稿人。审稿人都
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数据分析方面的知识或许比编

辑更丰富，如果能明确要求他们审稿时对数据处理结

果进行认真审核，将避免许多错误。

３）对作者提出相应要求。可以在征稿简则中明
确要求作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认真核对分析

结果。

４）编辑把好初审和复审关。编辑在对稿件进行
初审时就可以对数据的处理情况作初步检查，发现存

在明显错误，可与作者联系，让其修改后再投稿。对已

经通过外审的稿件，若审稿人没有提出统计分析方面

的问题，编辑可以再核查，以确定审稿人是否对这方面

进行了审查。

５）编辑应学习并掌握本学科所涉及的数据处理
方法，以便能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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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正

本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３３４～３３６页发表的王晴、杜冰的《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发展的探讨》一文中，第二作者杜
冰应为通信作者，虽然在篇首页地脚处加注了“通信作者”，但在“杜冰”的右上角未标注“”。特此更正，并向
作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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