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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易误用的量和单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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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质量与重量、体积与容积、体积质量与容重、含量
与百分率等物理量的含义与区别。指出现在所说的与力无关

的重量均应改为质量，体积与容积２个概念的主体不同，容重、
比重均应统一为体积质量，含量应分情况改为质量分数、体积

分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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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要求：“所有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以后出版
的科技书刊、报纸、新闻稿件、教材、产品铭牌、产品说

明书等，在使用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书写规则时，都

应符合新标准的规定；所有出版物再版时，都要按照新

标准进行修订。”但时至今日，许多期刊还在采用非法

定的量和单位名称。这种情况在农业期刊中更是屡见

不鲜，比较典型的是：将“质量”称为“重量”，将“体积质

量（［质量］密度）”称为“容重（重度）”，将“相对体积质

量（相对［质量］密度）”称为“比重”，用“百分含量”指

代“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仅在中国全文数据库农

业类核心期刊中用关键词“千粒重”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的
文献进行搜索，得到６５７１篇，同时用“千粒质量”仅搜
索到１９５篇文献，用关键词“土壤容重”搜索到１４３２篇，
同时用“土壤体积质量”仅搜索到１６６篇。可以看出，科
技期刊执行法定计量单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有

不尽如人意之处。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

论述几组易误用的量和单位，供同人参考和讨论。

１　质量与重量

　　质量（ｍａｓｓ）是ＳＩ的７个基本量之一，是物体所固
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体惯性大小和引力大小的量

度（以牛顿第二定律所表现出的质量称为惯性质量，

以万有引力定律所表现出的质量称为引力质量，这２
种质量实际上在可测精度内相等）。在 ＳＩ中，质量的
基本单位是 ｋｇ（千克）。此外，还有２个可以与 ＳＩ单
位并用的由我国选定的作为法定单位的单位：ｔ（吨）和
ｕ（原子质量单位）。

牛顿力学中的质量是一个恒量，不随物体所处纬

度和高度的变化而变化。物理概念中的质量与日常生

活中所指的物体的好坏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是不一样的，后
者是“品质”“特征”或“质地”等词的指代［２］。

重量（ｗｅｉｇｈｔ）是力（ｆｏｒｃｅ）的概念，是物体受引力
作用后所受重力的度量，即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称为

重量。ＧＢ３１０２．３—１９９３指出：“物体在特定参考系中
的重量为使该物体在此参考系中获得其加速度等于当

地自由落体加速度的力，当此参考系为地球时，此量常

称为物体所受的重力。”值得注意的是，重量不仅与物

体所在地的引力的合力有关，而且与由于地球自转引

起的当地离心力有关（离心力影响较小，一般不予计

算）［３］。由于浮力的作用被排除，因此，所定义的重量

为真空中的重量。在国际单位制中，重量的单位为 Ｎ
（牛），是ＳＩ导出单位，定义为加在质量为１ｋｇ的物体
上使之产生１ｍ／ｓ２加速度的力为１Ｎ。重量会随物体
所处的纬度和高度等的变化而变化。

质量与重量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可通过自由落体

运动公式 Ｇ＝ｍｇ确定，式中 Ｇ、ｍ、ｇ分别为物体的重
量、质量和重力加速度。通过分析该式可知，地球上同

一位置的重力加速度是一定值，故物体的重量与其质

量成正比关系。但它们在本质上还是完全不同的２个
物理量，不可以混用；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

于把“质量”称为“重量”。１９８４年，在《国务院关于在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指出：“人们生活

和贸易中，质量习惯称为重量”；但国家标准不赞成在科

技领域的这种混用。可见，“重量”一词被双重使用只是

５０５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２卷

过渡时期的办法，是为了照顾习惯，长远来看，是必须区

别清楚的。所以，在科技文章表达中，当需要重量这个

词时，必须弄清楚其指的是力还是质量。如现在科技论

文中的“千粒重”“体重”“用天平称重”“减重”“干（湿）

重”均应改为“千粒质量”“体质量”“用天平称量”“减

量”“干（湿）质量”等。只要不断努力，就会逐步改掉不

合理、不科学的旧习惯，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

２　体积与容积

　　体积（ｖｏｌｕｍｅ）是国家标准中用于表示空间
（ｓｐａｃｅ）的量，指物质或物体自身所占空间的大小。容
积（ｖｏｌｕｍｅ）是指容器所能容纳的别的物体的体积。由
于容积与体积的计算方法相同，所以，现实应用中，很

多人就认为容积就是体积。其实，容积和体积是２个
不同的概念：首先，这２个概念的主体不同，体积是指
自身所占的空间，而容积是指所能容纳的其他物体的

体积；再者，物体体积的测定要从该物体的外部来测

量，而求容积却是从物体的内部来测量。在１９８６年的
《量和单位》国家标准中，体积一项列有容积，１９９３年
的标准中体积项没有列出容积；但容积含义明白无误，

按我国习惯仍可以延用［４］。

３　土壤体积质量与容重、相对体积质量和比重

３１　土壤体积质量与土壤容重和土壤密度　容重是
我国“材料比重”的老说法，即物体的重量除以其体

积，单位为Ｎ／ｍ３。在土壤学研究中，经常要用到土壤
“容重”。对于土壤容重有不同的描述：邵明安主编的

《土壤物理学》中将土壤容重定义为干容重，又称土壤

密度，是干的土壤基质的量与总容积之比［５］；而黄昌

勇主编的《土壤物理学》中将田间自然垒结状态下单

位容积土体（包括土粒和孔隙）的质量或重量（ｇ／ｍ３

或 ｔ／ｍ３）称为土壤容重，曾称土壤假比重。容重数值
大小受密度和孔隙２方面影响［６］。

可以看出，这里“容重”中的“容”其实是土壤的体

积，把它描述成“容”是挺别扭的；“重”其实与重量没

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质量”，单位也与传统意义上

“容重”的单位不同。可见土壤“容重”的名称与定义不

统一，含义不确切。在ＧＢ３１０２．３—１９９３中也没有列出
“容重”，但在［质量］密度（［ｍａｓｓ］ｄｅｎｓｉｔｙ）的量名称前，
加上了新命名的量名称体积质量（ｖｏｌｕｍｉｃｍａｓｓ），将之
描述为质量除以体积，把新的量名称置于原有的量名称

前，其意是优先使用新的量名称。故建议大胆使用国标

中列出的量，将土壤“容重”改称为土壤“体积质量”

（ｓｏｉｌｖｏｌｕｍｉｃｍａｓｓ），使其名称与定义相统一。
土壤密度是固体土粒（不包括粒间孔隙的容积）

的质量除以其体积，密度值的大小是土壤中各种成分

的含量和密度的综合反映［５］。可见，这里所说的土壤

密度实质上就是不包括土壤粒间孔隙的体积（下文用

孔隙）的土壤体积质量，为了更好地区分包括粒间孔

隙的体积质量和不包括粒间孔隙的土壤体积质量，有

的期刊只将“土壤容重”改称“土壤体积质量”，而“土

壤密度”概念保留。这样的体积质量就可以反映土壤

的疏松程度，同一密度的土壤，体积质量越小，孔隙度

越大［７］。有的将土壤“容重”改为“假体积质量”，相应

的“土壤密度”改称“真体积质量”［８］。

其实，由于体积质量这一量的特殊性，在给出量值

时，对有关的情况要有所说明，这样才能使给出的量值

含义准确。农田土壤研究中，多是研究包括粒间孔隙

的土壤体积质量对农田通气性等的影响，而对粒间孔

隙的体积质量谈得较少。根据土壤体积质量得出的过

程，可以看出量值指的是包括粒间孔隙还是不包括粒

间孔隙的体积质量，用环刀法测定的未经扰动的体积

质量当然是包括粒间孔隙的体积质量，而用质量瓶法

测定的必是不包括粒间孔隙的体积质量。在行文中谈

到土壤体积质量时，如无特别说明，一般指的都是包括

土壤粒间孔隙的。在科学研究和科技论文中，既可以

沿用土壤密度的概念，也可以将土壤密度改为不包括

粒间孔隙的土壤体积质量。这２种表达方式都不会产
生歧义，但以优先采用新的量名称来论，第２种表达方
式应当予以提倡。

３２　土壤相对体积质量与比重　所谓“比重”，是某
物质的质量与相同体积４℃纯水质量之比。可以看
出，这里的“比重”与“重”毫无关系。由于“比重”名

称的含义不确切，加之在计量学上测量的都是体积质

量而非比重，因此，国际上对于比重已经废除不用，我

国国家标准中也没有列出。

相对体积质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ｏｌｕｍｉｃｍａｓｓ）、相对［质
量］密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ａｓ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是指物
质的密度与参考物质的密度在对２种物质所规定的条
件下的比。在“比重”废除后，可采用相对体积质量或

体积质量，土壤比重改为土壤体积质量，因为４℃纯水
的密度接近１ｇ／ｃｍ３，所以，只须在数值后加上单位“ｇ／
ｃｍ３”即可。若改为相对体积质量，则应指明参考物的
体积质量。

４　含量与百分率

　　 “含量”（ｃｏｎｔｅｎｔ）一词使用极为广泛，表示混合物
中某组分所占的份额；但并未列入《量和单位》国家标

准，因其概念含混不清，含义不确切，既可以指质量浓

度，也可以指体积分数或分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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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ｐｅｒｃｅｎｔ）也称作百分数、百分比，其数
学符号为“％”，“％”也就是单位一的分数单位。以
前的文献中涉及含量时，常用“含量……％”表示，其
含糊的用法也就成了许多混乱的根源。

如在以前文献中有“ＣＯ２的含量为２０％”的说法，
仅从数据而言，这里的“含量”既可以理解成是 ＣＯ２的
“质量百分数”，也可以理解成为 ＣＯ２的“体积百分
数”。如是前者，可以改为 ＣＯ２的质量分数为２０％或
ｗ（ＣＯ２）＝２０％＝０．２，或 ＣＯ２的含量为０．２ｇ／ｇ；如是
后者，则要改为ＣＯ２的体积分数为２０％或 φ（ＣＯ２）＝
２０％＝０．２，或 ＣＯ２的含量为０．２ｍ

３／ｍ３。像“ＣＯ２的
含量为２０％”这类模糊的表达，使得读者不能准确判
断是ｗ还是φ，造成了混乱。所以在对一个量值进行
引用前，首先应判断其“含量……％”究竟是什么量，
先前文献中的一些不正确、含糊的提法和表达方式，可

以给我们提供判断的依据。如“质量百分数为５％的
硫酸”“含量为 ５％（ｍ／ｍ）的硫酸”“Ｈ２ＳＯ４％ ＝５％
（ｍ／ｍ）”等都可作为我们判断文献所表达的都是
Ｈ２ＳＯ４质量分数的依据，可以改为 ｗ（Ｈ２ＳＯ４）＝５％或
ｗ（Ｈ２ＳＯ４）＝０．０５或硫酸的含量为５０ｍｇ／ｇ。相应的
“体积浓度为……”“Ｖ／Ｖ”则告诉我们文献中指的是
“体积分数”。而“０．８５％（ｍ／Ｖ）的生理盐水”显然指
的是质量浓度，可以改写为 ρ（ＮａＣｌ）＝０．００８５ｇ／ｍＬ，
此时的量纲不为一，也就不能用百分数来表示 ［４，９］。

如果文献中的“含量”没有提供可以判断其属性的依

据，那这样的数据就最好不要引用。

５　结束语

　　现在量与单位误用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究其原
因，一是在学科长期发展过程中，符号、名称混用，不可

能一下子统一、规范；二是一些教科书还是沿用以前的

单位与量名称，没有及时更新；三是有些编辑同人对学

科最新的发展掌握不够，没有对有些量与单位的概念

重新学习和认识，所以也就难以发现文献中使用的不

规范的量与单位。

因此，建议编辑同人要认真学习、贯彻《量和单位》国

家标准，要大胆使用新的、规范的量名称和单位。同时有

关部门要加大对标准的宣传贯彻力度，新闻、出版、教育

部门要起到示范作用，严格、准确、规范化地使用量和单

位，还要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全民标准化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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