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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统版时溢余文字转面接排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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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统版过程中，版面溢余文字处理是一个重要

技术环节。依据转面接排的约定俗成，讨论版面接排的步骤与

调控措施。溢余文字处理得当可以使版式妥帖并降低刊物的

印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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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版又称“统稿”，早先是志书或者族谱编纂过程

中总编纂把众多编撰人员收集、整理、撰写的单元稿件

统一编纂在一起的成书过程。由于期刊是在既定的报

道范围内对众多作者来稿按不同栏目进行集合，与上

述成书过程颇多相似，故期刊编辑流程中就有了“统

版”这一技术环节。一般来说，科技期刊尤其是综合类

科技期刊的编辑流程相比于其他类型刊物更为繁琐和

严谨，统版在整个编辑流程的诸多环节中处于挈领提纲

的地位。由于科技刊物中每篇文章恰好成为整数版面

的很少，通常约有８０％以上的文章存在版面的溢余或不

足，从而使版面溢余文字处理成为重要的技术关键，承

载着美化刊物和节约成本的双重功用，不可忽视。

纸质刊物的版面有限且宝贵，科技刊物的版式又讲

究规整严谨，灵活处理手段少，对待版面溢余或不足，通

常采用补白［１２］或编辑加工手段适度调整版面［３］。当不

宜采用补白或难以采取编辑加工手段调整版面时，绝大

多数刊物都采取以有余补不足，将多余文字转至它篇文

章末尾的空白处续完。这种转面接排处理版面溢余或不

足的措施，大约可以节约８％～１２％的刊物版面。

１　转面接排的约定俗成

　　１）续文顺转。续文顺转就是按阅读顺序将续文转

至以后的页面上。应当避免逆转［４］，因其不符合由前

往后的阅读习惯。对于双数页码后的溢余，如果能够

通过转页连码法转至次面处（俗称“压尾”）最为理想；

但实践中，次面文章作者为了保持文章首面的版面视

觉上的完整，常常不同意接转或接排，以至极大多数科

技刊物都不采用连排法或转页连码法。

２）一处溢余只补一处不足。这就是说，转排时既

不将某篇文章的溢余文字通过多次下转接到不同的文

字不足的版面上，也不将１篇以上文章的溢余文字转

接到同一面文字不足的版面上；理由是这样做会使阅

读不畅，并会使接排版面显得凌乱。

３）转面文字不宜喧宾夺主。续文转至它篇文章文

字不足的版面上，绝大多数是“寄人篱下”，其与主篇文

字应有主、次之别，通常是轻转重、小转大。一篇文章

中：轻重是指末尾溢余或不足文字是论文阅读主体部

分还是参考文献；大小是指末尾溢余或不足文字的篇

幅多少。一般情况下，轻转重优先于小转大［５］。由于

参考文献不是阅读的主体，各条参考文献之间也不存

在必然的逻辑关系，相对较轻，一般溢余的参考文献都

作下转处理。也就是说，即便是占有３／４版面的参考

文献（这种现象在综述文章中经常出现）也应该转到只

占有１／４版面含有阅读主体内容的版面上。

４）几种转面不宜。对于科技类文章，读者连续的阅

读思维一般不宜中断，因此，以下几种情况不宜转面：①

含图、表、公式的溢余部分；②转接会导致意群中断；③

最小一级标题的内容中间插入转接而把文字分开。

５）尽量避免转面。刊物转面在网络环境下已无阅

读障碍，但转面频繁还是会使人感到版式混乱，应尽量

避免。业内有许多避免转面的技巧；但是，科技期刊成

文结构固定，版式多是千篇一律，标题、插图、表格划

一，不宜调整，增删版面字数往往又很难，稍大一点的

溢余经常难于避免转面。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有备用稿

件调剂，或有补白准备。

２　转面接排的基本步骤

　　步骤１：根据刊物栏目将文章分别归属。每种科

技刊物都有相对固定的栏目，栏目内容内涵与外延确

定。统版的第１步就是将稿件按照内容分类并且归属

到相应的栏目中。这一步看似简单，但把作者的文章

安排到合适的栏目中和合适的位置上，实际上体现出

该刊是否从作者利益出发，充分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

步骤２：根据溢余或不足文字的轻重大小确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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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文章末页按照溢余或不足文字多少和内容轻

重来分，可能出现下列９种情况：１）文字多但内容轻；

２）文字多而内容轻重中等；３）文字多且内容重；４）文字

中等且内容轻；５）文字中等且内容中等；６）文字中等但

内容重；７）文字少且内容轻；８）文字少而内容中等；９）文

字少但内容重。对应上述９种情况，可以把它们分为３

类：第１类是１）、４）、７）；第２类是３）、６）、９）；第３类是

２）、５）、８）。第１类可以选择将末页作为下转页；第２类

可以选择将末页作为上接页；第３类既可作为下转页也

可作上接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

步骤３：理图。科技刊物中不仅有彩色图片，还有

饼状图、块状图、线条图，通常要区分３种以上（含３种）

不同色块或线条时，宜用彩色。在统版前，要核对编辑

处理图片时的措施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应着手调整。

由于彩图与黑白图片的印制成本差别很大，在每个印张

正反两面印刷时，如果彩图可以集中到某一面上，会在

保持良好的视觉效果的前提下，节约不少成本和减少浪

费。科技刊物大多是１６开本、对开印制，每个印张正反

两面的页码排序规律是２个页码黑白面与２个页码彩

色面相间。遇到带有彩图的文章，先对单篇文章里的彩

图一一进行清点，再在不出现彩图前置的情况下，对于

连续占面２个页码以上的彩图，对其位置作适度调整，

同时决定文章后的溢余或不足页是作为下转面还是上

接面；然后按照两两相间的页码排序规律串排文稿，在

一个印张内，尽量构成２个页码彩色面接着２个页码黑

白面的连接方式，且满足同一印张的首页与末页同在彩

色面或同在黑白面上，从而使多篇不同文章的彩图调整

到一个印刷面上，达到节省印刷成本、减少浪费的目的。

步骤４：初步排序。理图完毕后，就可以按照栏目

顺序对文章一一标注页码。根据连续出版物的规定

（惯例），每卷各期页码是连续的，即每年由第１期起最

后１期止，页码连续；但在每期刊物统版过程中初步排

序时，由于页码数目较多且页数时有变化，一般先将当

期起始页码定为１，以方便统稿时计算印张和安排彩

页顺序，减少标定转接页码错误。

步骤５：标注实际页码。初步排序完成后，认真检

查一遍，然后按照连续出版物规则标注实际页码。当

然，对于不采用按卷排连续页码的刊物此举不必。

步骤６：标注彩图拼版位置。为了方便出胶片时

一目了然地分辨出彩图，统版编辑需要提供与稿件对

应且明确标示彩图具体页码的说明，保障出片无误。

３　转面接排的调控

　　在实际统版时，根据轻重大小决定下转面和上接

面后，常常会出现下转面与上接面数目不对等的情况，

也会出现因方便彩图下转或上接以致需要增减文章末

尾溢余的情况，这时可以谨慎采用调整分段、虚词处

理、改图、适度紧排正文、缩小或加大表格占空、缩小或

加大行距和适度紧排参考文献等方法来调整版面［７］，

提高下转面和上接面的匹配度。

调整分段是指采取增减换行、增减章节层次等措

施进行占空调整［８］。

虚词处理是利用论文中虚词缺省并不影响句子真

实准确表达的特点，删除或增加一些虚词，通过减增字

行进行占空调整。

改图是指酌情将文中的图通过单栏改通栏、通栏

改单栏、增减图高等方式进行占空调整。

适度紧排正文是指利用现代排版系统具有的功

能，在不影响视觉效果的条件下进行字间距适度压缩，

从而调整占空。

缩小或加大表格占空是指在不影响表格视觉效果

的条件下，通过改变表内文字行距、栏距、表题等的占

空来调整表格占空。

缩小或加大行距和适度紧排参考文献是指在不影

响视觉效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排版系统的功能，

调整该项占空。

上述这些调整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切忌滥用。

由于有续文不作逆转的限制，实际统版过程中，有

时难以避免位置靠前面栏目中的文章不宜下转和不足

版面没有上接内容的情况，这时须用补白。补白的形

式多种多样，如消息、声明、知识介绍等。补白的字号

大小和版式可以酌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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