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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调查、分析、归纳医学期刊中形态学图片所存在
的错误和不足，探讨形态学图片编校过程中遇到的诸如图片的

取舍、排版、图题的拟定、图注的表述等问题，并对医学论文形

态学图片编校规范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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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图片是很多医学论文，尤其是基础医学研

究论文结果部分的重要内容，是论证研究成果最直观

的论据。在医学论文中，常见的形态学图片有大体标

本、显微结构、超微结构、免疫荧光显色、免疫组织化学

观察等图片。图片都是由作者提供、处理的，由于作者

对插图的规范化要求不了解，导致投稿时图片往往不

完善、不规范甚至有错误［１］。笔者采用机随机抽样法

抽取医学期刊４０种作为样本，分析形态学图片编校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调查样本的情况

　　采用计算机随机抽样法抽取２０１１年１—３月国内
医学期刊４０种，其中综合性期刊２９种，专业性期刊
１１种，每种 １册。４０种期刊共刊登形态学图片 ５９４
幅，对其编校规范性进行核查。结果（表１）显示，医学
期刊形态学图片编校差错普遍存在。

２　存在的问题分析

２．１　图题不规范　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形态学图题不
规范最为常见。

表１　２０１１年１—３月国内医学期刊形态学图片
规范性随机抽样调查结果（ｎ＝５９４，幅（比例／％））

存在问题　　　 数量

图题自明性不强 ３２５（５４．７１）
染色方法未标注 １１６（１９．５３）
无染色图片观察手段未标注 １０９（１８．３５）
用描述性文字作为图题 ８５（１４．３１）
放大倍数或标尺未标注 ５４（９．０９）
图注不规范或不清晰 ４８（８．０８）
放大倍数明显错误 ４２（７．０７）
图题或分图题缺如 ４１（６．９０）
彩图改印为黑白图 ３５（５．８９）
同一观察对象使用数幅不同放大倍数的图片 １２（２．０２）

１）图题不完整，缺乏基本信息，导致整幅插图无
自明性。如类似“ＥＰＣｓ的培养和鉴定”这样的图题比
比皆是，读者只能够了解该研究将 “ＥＰＣｓ”细胞作了
培养和鉴定以及大概分组，而涉及到该研究的实验对

象（人还是动物）、研究目的（针对什么疾病）、分组情

况（各组采取了何种处理措施）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

却未反映出来。

２）以描述性文字作为图题。即以对细胞的形态
描述、显色情况和性质判断等描述性语句来做图题。

此类图题其一缺乏自明性，其二喧宾夺主占据大量的

版面，使应该写明的内容被忽略，其三这些描述性文字

通常都与正文结果部分的文字重复。

３）语法错误。不少作者在正文部分尚能注意语
句的通顺与否，而在拟定图题时，却常将一些支离破

碎，成分缺失的词、词组任意堆砌起来，造成语法错误。

４）滥用英文缩写。在“图题自明性不强”的 ３２５
幅形态学图片中，有近１／３的图片其图题里出现了不
常用的英文缩写，如图题“ＥＰＣｓ的培养和鉴定”中的
“ＥＰＣｓ”就缺乏自明性，不如直接取其全称“血管内皮
祖细胞”。

２２　图注不规范或不清晰
１）染色方法（染色剂）未标注或标注错误。最常

见的是采用了免疫组化方法的形态学图片，未见标注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染色剂）。此外，将一些显色

剂（如ＤＡＢ）误作为染色剂标注。
２）观察手段未予标注。一些未经染色处理的形

态学图片，图注中缺少对其观察手段的任何标注及说

明。如一般光学显微镜（ＬＭ）、电子显微镜（ＥＭ）、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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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显微镜、倒置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不予标

注就降低了图片的自明性。

３）放大倍数标注有错或不规范。在放大倍数明
显标错的４２幅图片中，有３７幅的错误是标注为“放大
４００倍”（脏器组织细胞图片），却明显不是４００倍视野
下形态。其原因有二：一是作者在撰文时误标（实际

多为放大１００或２００倍）；二是作者在编辑文档或编辑
部在排版时将原始图片作了裁剪、拼接或缩小。第２
种原因使得所标注的放大倍数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为

避免这种问题，近年很多杂志要求作者直接在形态学

图片上标注标尺及长度；然而，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

一部分图片既标注了标尺，又重复标注了放大倍数，往

往放大倍数还是有错。此外，在放大倍数标注的形式

上，不应标注为“物镜 ×目镜”（如“１０×２０”），也不应
只标注物镜倍数（如“×４”“×１０”）。
４）图注不规范或注释不清晰。有的图片标注了

“↑”，却没有对“↑”作注释；有的图片直接采用文字
对图注“↑”作注释，写作“大箭头示……，小箭头示
……”；有的图注“↑”为手绘上去的。这些都是不允
许的［２］１２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１幅图由数张图片组
成，最多的有２０多张。图片下方对每张图片一一编号
说明，并掺杂大量染色方法、放大倍数以及其他描述或

注释，纷繁复杂一大堆，使整幅图片早已“不堪重负”

又何来“自明性”可言。

２３　所用图片不典型 　在一些杂志中经常可见：同
一张组织切片不同放大倍数的图片同时具有同一张病

理切片４０、１００、４００倍放大的图片；同一观察对象具有
不同视野的图片；已经在众多教材及文献中反复出现

过的正常组织的形态学图片；将注有染色方法的形态

学图片印成黑白图；等等。此类图片刊登出来毫无意

义且浪费版面，都应酌情删减。

３　编校规范化措施

　　形态学图片编排主要和基本的要求是体现“自明
性”。学界对科技论文插图的“自明性”一般描述为

“即仅看图题、图注和图上的各项内容，勿需再看正文

的有关文字叙述，就能基本上了解图意”［３］。事实上，

我们只要在选图和拟定图题、图注等环节都满足“自

明性”要求，不仅能够使读者“基本上了解图意”，而是

能够基本上了解全文。为了使形态学图片编排科学、

合理，达到规范化要求，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３１　帮助作者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图片　编辑对论文
图片第１步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读全文，在掌握文章主
题的基础上帮助作者取舍图片。应遵守的原则是，删

除一切可要可不要的图片［２］１１９。根据文章结果部分所

描述的内容，只保留最能够说明问题的。一般来讲，同

一张组织切片的不同放大倍数的图片、同一观察对象

的不同视野的图片，均只保留１幅。为了节约版面，那
些在教材和文献中能够查阅到的正常组织的形态学图

片也应予以删除。

３２　仔细审校图片并合理设计版式　编辑注重了对
图片的清晰度、对比度的限制，彩样与原图核对等环节

的质量控制［４］，而容易忽略形态学图片本身应该呈什

么颜色，这个问题审稿专家也往往容易忽略。这就对

科技期刊编辑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常

用方法的显色结果（如 ＨＥ、Ｎｉｓｓｌ、Ｍａｓｓｏｎ等），编辑要
一眼就能够鉴别；对于一些少见的染色方法的显色结

果（如ＬＢＦ、ＭＢＰ等），编辑应查阅专业书籍，明确了解
该方法染色出来的组织、细胞所显现的正确颜色，杜绝

形态学图片颜色偏差。版式设计时，根据实验所采用

的不同处理方法、不同药物剂量或实验设立的不同时

相点等因素，应注意实验组、对照组图片上下分别对

应，使从视觉上就有一种对照、对比的效果；反之，有的

图片相互之间没有“对照”的关系，就不应该采用通栏

或合并的版式，而应采用分栏独立的版式。

３３　图题要完整、规范　首先应该将研究对象、实
（试）验目的（条件）、分组情况、时相点、所观察的具体

指标等因素尽量在图题中表述出来，在兼顾图题完整

性的同时做到言简意赅，尤其应注意在有分图题时，总

图题、分图题对以上各项内容既要兼及又不能重复。

其次，对形态学图片进行描述和结论性的文字不宜作

为图题。如果非要在图片中加入这些内容，应更换字

体和字号，以注释的形式来表述［５］，最好不要与结果

部分的文字重复。第三，要注意语法正确、语言优美。

笔者建议图题采用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作为中心语的

偏正结构，中心语由 “所观察的具体指标”充当，定语

从研究对象、实（试）验条件、分组情况、时相点等各个

方面对中心语加以修饰或限定。这样的图题看上去清

晰、规范，也符合汉语语言习惯。

３４　图注应简洁、直观　在用图注能够使图片内容更
加直观明白的情况下要积极采用图注。在图题后括号

内应标注相应的染色方法（未经染色的图片要标注显

微镜类型）和放大倍数，力求将形态学图片所涉及到

的实验背景资料一一表达清楚。放大倍数常规是以物

镜乘以目镜的积来标注，理论上为了版式美观可以将

原始图片作整体的缩放，但切忌作局部的缩放。最佳

方法是用标尺表明放大倍数，可使形态学图片不受排

版时缩放的限制。目前很多实验专用摄影机都自带标

尺，在编排时要给原始图片添加标尺也有相应的软件

可供操作。若要在图片上添加图注，应该用计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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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软件进行处理，文字、符号要清晰。对图注符号进行

注释时应直接将符号样式置于图片之下。如果对标注

“↑”进行注释，应写作“↑：示……”，不能写作“箭头
示……”；因图片上若有１种以上需要指示的内容，文
字就不便指明了。

４　举例

　　如图１。读者不能从图题了解实验目的这一最重
要的信息；图中有图注“↑”，却没有对“↑”进行注释；

从分图题来看，“↑”在图Ａ、Ｂ指示的是“线粒体”，在图
Ｃ、Ｄ指示的是“突触”，不能用同一符号“↑”来指示，且
图中的“↑”为手绘，欠规范［２］１２８。通过阅读原文，了解

到本实验是研究孕鼠在摄入十溴联苯醚（一种工业污染

物）后其子鼠脑组织的发育情况，本幅图片是在电子显

微镜放大２万倍观察十溴联苯醚组摄入组与未摄入组
子鼠线粒体、突触结构的对比情况。以此对本幅图片的

图题、图注、注释等作了重新编校。与原图相比内容丰

富了，文字却减少了，自明性也得到很大提升（见图２）。

图２　电镜下子鼠脑组织的超微结构（×２００００）

Ａ：实验组 Ａ组线粒体结构；Ｂ：对照组线粒体结构；Ｃ：实验 Ａ组突角结构；Ｄ：对照组突角结构。

图１　编排不规范的形态学图片举例

Ａ、Ｃ：实验Ａ组；Ｂ、Ｄ：对照组。　：示线粒体；：示突触。

图２　母源性＋溴联苯醚暴露子鼠的海马超微结构变化（ＥＭ×２００００）

图２　根据自明性原则进行规范化修改后的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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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的学位论文作为文后参考文献时如何著录？

　　问　参考文献为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应如何著录？
答　按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的示例，可归纳出未出

版的学位论文的著录格式为：“主要责任者．题名
［Ｄ］．授予地：授予单位，授予年：引文页码”。其
中，文献类型标志“Ｄ”不应细分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等。按 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授予单位”指授予学位的机构名称，对大学而言，即

要求标示学校规范的全称，而不是著录至其二级机构

“学院”或“系”。例如：“樊英．经济增长中系统演化
的复杂性研究［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５：５１
５２”。

（郝　远）

８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