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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关性原则甄别科技论文中的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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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图表等是科技论文的基石，但因作者经验、时间、
不严谨等原因而导致错误时有发生，对论文学术质量造成了影

响。编辑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中的相关性原则，凭借丰富的经

验和直觉可以发现并改正此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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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质量包括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２个方面。学
术质量通常用一定的客观指标如影响因子、被引频次、

检索系统收录情况、基金论文比、平均引文数等衡

量［１］，但这些均为外在的评价指标，难以定量评价论

文的学术水平。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科技论文

具有公式图表多、符号单位多、数据多、学科交叉性强、

术语多而新、分析讨论逻辑性强等特点，在规范表达的

基础上，数据的准确性尤为重要。而许多科技论文出

自博士生之手，他们或受限于经验、时间，或者学术作

风不够严谨，导致在讨论部分数据错误时有发生。编

辑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运用系统方法论中的相关性原

则对甄别科技论文中的数据与图表错误非常有效。笔

者结合具体实例，对此进行探讨。

相关分析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

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探讨其相关方向以及相关

程度，而相关性原则是相关分析思想的总结。相关性

分析通常应用于统计分析，尤其是数据分析［２］，而相

关性原则则广泛应用于经济、医学、计算机等领域，用

来预测某一时间段的进展或者结果［３５］。

本文利用编辑方法论中相关性原则中的一一对

应、逻辑关系等原理［６］对科技论文中的错误进行

剖析。

１　从组内数据相关关系判断错误

　　任何事物都是有内在联系的，实验数据间更是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同一组数据中。组内数

据常见的错误有以下几种：

１）数据重合、交叉定义；
２）相同属性的数据数量级差别很大；
３）相同属性的数据小数位数或有效数字不一致；
４）相同属性的数据结果计算规则不同；
５）计算错误或者笔误。
例１　河流功能分级中，按 ｐＨ大小打分如下：

６．５～７．５（４分），６．０～６．５（３分），５．５～６．０（２分），
４．５～５．５（１分），４．５以下（０分）。

分析　从此例中可见同一ｐＨ得分不同，说明此种
分级方法混乱。其原因是未考虑数据间的交叉关系。

正确的应为：６．５～＜７．５（４分），６．０～＜６．５（３分），
５．５～＜６．０（２分），４．５～＜５．５（１分），＜４．５（０分）。
注意定义分段函数时，不要重复定义某点的函数值。

例２　判别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关系见表１。

表１　计算结果

真实值 判别值 判别值与真实值差值

０ ０ ０
５ ０ ５
１０ １７ ７
１５ ２５ １０

分析　由此表可以看出，第２行的数据差值“５”
有误，正确的应为“－５”。说明计算数据间的差值时
没有考虑到正负号或者减数和被减数的关系。注意要

与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相区分，绝对误差是测量值与

真实值之差的绝对值，相对误差为绝对误差所占真实

值的百分比，一般在计算时大多采用的是绝对误差和

相对误差，计算单纯的前后数字差值时，不能用绝对

值，要考虑正负号。另外，如化学元素分析中，各组分

精确计量的，相加后结果必须为１００％。
例３　实验研究轴压力系数、体积配箍率对钢骨

高强混凝土延性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２。
分析　从试件编号和试验参数的对应关系可以发

现，试件编号６是错误的，因为试件编号的第１组数对
应剪跨比，正确的编号应为ＳＲＣ２０１６１１５（试件１～６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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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跨比均为２．０）；此外，体积配箍率的第５项是错
误的，因为根据试件编号判断，其相应值应为２．２。编
辑数据表时一定要注意其间的相关关系。

表２　钢骨高强混凝土短柱的位移延性系数

序号 试件编号
立方体

强度／ＭＰａ
体积

配箍率

轴压力

系数

位移延

性系数

１ ＳＲＣ２０２２１２５ １１３．２ ２．２ ０．７３ ２．００

２ ＳＲＣ２０１６１２５ ９３．７ １．６ ０．７３ １．８０

３ ＳＲＣ２０１２１２５ １１０．９ １．２ ０．７３ １．６５

４ ＳＲＣ２００８１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 ０．７３ ２．０６

５ ＳＲＣ２０２２１１５ １１８．７ １．６ ０．６７ ２．０９

６ ＳＲＣ１５１６１１５ ８５．６ １．６ ０．６７ １．６３

２　前后数据间的相关关系

　　数据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数据的联系，一篇论文
中前后组实验数据往往是有内在联系的。数据关系相

同，则得到的相同属性的数据应该有相同的特征，特征

外的值都应该是错误的。组间数据常见错误有以下几

种：１）实验参数与实验结果中采用的实验参数不对
应；２）前组实验结果与引用前组数据的后组实验结果
参数不对应；３）图表规律、图文规律不相符。

例４　 图１为平均孔径对孔径分布的影响，图２
是根据图１中不同的孔径分布函数模拟得出的通量变
化。可见在膜的其他几何参数都相同的情况下，随着

膜平均孔径的增大，膜渗透通量也显著增大。

图１　平均孔径对孔径分布的影响

图２　平均孔径对通量的影响

分析　有些数据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此例中图２
是根据图１中部分实验数据进一步实验得出的结果，
采用的平均孔径分别为０．１０、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３５
μｍ，而文中的图２里多了０．１５μｍ这一组数据，显然
是不合理的。

例５　如图３可见，业务代表Ｅ５的重要性最高。

图３　对１０位业务代表个人特征评价结果

分析　由此图可以看出，业务代表 Ｅ５的影响力
最高，而重要性最低，与正文叙述不符，经与作者核实

发现是图的图例反了。

另外，要注意数值的正负情况，即坐标轴标值与图

例的符号要综合考虑。

由上述实例可见，一组数据内，几组数据间，图表

间，图图间及图文间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因此，严密的

逻辑思维能力是编辑不可缺少的，要用这种能力发现

错误，改正错误。

３　结束语

　　编辑工作中运用相关性原则，凭着严谨的工作作
风，通过经验的积累，可以帮助作者极大地减少数据错

误，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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