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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论文中单位的错误修饰形式及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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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科技论文中，作者往往采取对单位符号的

修饰来达到使其表述更加明确的目的。虽然这种修饰

在整个行业约定俗成，但不符合国家有关量和单位使

用的规定［１２］。

概括起来，农业科技论文中对单位的错误修饰主要

有：以元素符号或名称进行修饰，以分子式进行修饰，以

汉字进行修饰，以英文缩写字进行修饰。这些错误修饰

主要出现在组合单位中，在组合单位的分子和分母中均

可见到。现对４种错误的单位修饰分别作举例分析。
１）元素符号或名称对单位的修饰。这类修饰常

见于植物营养、作物栽培方面的论文中。主要表现为

用“Ｎ（氮）”“Ｐ（磷）”“Ｋ（钾）”等对单位的修饰，多见
于修饰组合单位的分子。

例如，某文稿中的单位“ｋｇＮ／ｈｍ２”，以“Ｎ”修饰组合
单位的分子“ｋｇ”，表示每公顷吸收、残留及损失多少“ｋｇ”
的“氮（Ｎ）”，有时也用来表示每公顷施多少“ｋｇ”的“氮
（Ｎ）”肥。修改时，须删掉原单位后边的“Ｎ”。
２）分子式对单位的修饰。对组合单位进行修饰

的分子式主要有“ＣＯ２”“Ｏ２”“ＣＯ”“ＮＯ”和“Ｈ２Ｏ”等。
例如，某论文在叙述高寒草甸土壤 ＣＯ２排放通量

时写道：“在自然状态下，高寒草甸土壤 ＣＯ２排放通量
变化范围为１２０．９～１０００．４ｍｇＣＯ２／（ｍ

２·ｈ），平均为
（５７２．１±４４．３）ｍｇＣＯ２／（ｍ

２·ｈ）”。这里，“ＣＯ２”对组
合单位分子“ｍｇ”作错误修饰。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在自然状态下，高寒草甸土壤 ＣＯ２排放通量为
１２０．９～１０００．４ｍｇ／（ｍ２·ｈ），平均为（５７２．１±４４．３）
ｍｇ／（ｍ２·ｈ）”。
３）汉字对单位的修饰。汉字对单位的修饰在农

业科技论文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修饰词诸如“干土”

“土”“清水”“体重”“株”“鲜重”“干重”等，多数情况

下可直接删除修饰词。

例如，“……根据目前农村分户承包经营的生产

实际，重点进行增施有机肥（３７．５ｔ／ｈｍ２）、磷石膏
（３７５ｔ／ｈｍ２）、洗盐（１．２ｔ清水／ｈｍ２）等治理盐碱危害
的试验。”在修改时除删除“清水”外，还要对表述作适

当调整，把“洗盐（１．２ｔ清水／ｈｍ２）”改为“洗盐（用水
量为１．２ｔ／ｈｍ２）”。
４）英文缩写字对单位的修饰。英文缩写字对单

位的修饰比英文单词的修饰更常见，在文稿中出现频

率比较高的有“ＢＷ”“ＦＷ”“ａ．ｉ．”“ＤＷ”等。这里，ＢＷ
为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体重）的缩写，ＦＷ为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鲜
重）的缩写，ＤＷ为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干重）的缩写，ａ．ｉ．为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有效成分）的缩写。

ＢＷ对单位的修饰在兽医学方面的文稿中很多，如
“如按０．６ｍｇ／ｋｇＢＷ灌服，给药间隔为４８０ｈ”。在兽医
学研究和临床上，灌服或注射的剂量都是指每千克体质

量的用药量，因此，直接删去“ＢＷ”不会引起任何疑义。
ＦＷ对单位的修饰则多见于植物生理及果蔬专业

的文稿中。比如，某论文中 ＳＯＤ的酶活性单位为
“ｕ／ｇＦＷ”，“ＦＷ”对“ｇ”的修饰不当且累赘，测定酶活
性时肯定要取植物的鲜组织，干的植物组织中酶不会

有活性，所以采集的样品组织的质量一定是鲜质量。

修改的办法与上面相同，删去ＦＷ即可。
ａ．ｉ．对单位的修饰仅在农药类文稿中可见到，如

“５０％地亚农 ＥＣ其经济有效的推荐使用剂量为７５０
ｇａ．ｉ．／ｈｍ２”，“ａ．ｉ．”对“ｇ”作了不当修饰。但是如果直
接删除又会引起歧义，因为７５０ｇ不是５０％地亚农乳油
的用量，而是其中含有的有效成分的质量，当有效成分

用量为７５０ｇ时，５０％地亚农乳油的用量一定大于７５０ｇ。
因此，修改时最好请作者把有效成分的用量换算成５０％
地亚农乳油的用量，然后删去组合单位中的“ａ．ｉ．”。

总之，在编辑加工时必须牢记计量单位国际化的

一条重要原则：“绝不能对单位符号进行修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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