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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校对软件条件下的编校工作重点

胡晓强　　黄晓红

成都理工大学学术期刊编辑中心，６１００５９，成都

摘　要　根据对１０本使用过计算机校对软件的中文科技类书

刊的检查，发现有８种错误没有被计算机校对软件查出。据此

讨论在辅以计算机校对软件的条件下，为保证出版物的编校质

量，编辑校对人员在工作中应该重点关注的方面。认为只有校

对软件与人工编校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的校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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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编辑出版机构的排版工作全面实现了计算机

化之后，计算机校对技术也应运而生。１９９４年，中文

校对软件正式问世［１］。此软件在计算机中采用人工智

能技术，对排版文件进行自动检测，并将可能是错误的

地方做出标记，供编辑、校对人员参考。计算机校对软

件在错误字词的校出方面有一定的优势［２］，它可以克

服人工校对时因编校人员的阅读习惯而导致的错漏。

某些人工校对的薄弱环节，正好是计算机校对软件的

优势所在，所以，将计算机软件校对作为人工校对的补

充手段，有利于提高校对质量［３］。使用计算机校对软

件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校对的速率很快，工作效

率非常高；因此，在某些编校人手不足的出版机构，或

者以量计酬的出版机构，它不是作为人工校对的补充

手段，而是作为主要校对工具，于是，导致了出版物的

差错率较高。

笔者随机挑选１０本使用过计算机校对软件的公

开出版发行的中文科技类书刊，每本均抽查大约１０％

的篇幅。根据检查的结果，归纳计算机校对软件难以

查出的错漏，据此总结出辅以计算机校对软件时编辑

与校对人员应该重视的若干方面。

１　错误的类型

　　经统计、归纳，出现的错误有如下８种类型。

１）文字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①错字与正确的字字形上相近，并且错字组成的词

也是汉语中就有的词，例如“凹面”误作“四面”，“合金”误

作“含金”，“及其”误作“极其”，“围成”误作“围城”。

②有错字的词虽然是个不存在的词，但是，如果这

２个字与其前后相邻的字能分别组成合理的词时，校

对软件也不能校出。

③有的专业术语中的一个字不同，所代表的概念、

意义就大不一样，如果这个字用错，校对软件就不能发

现。例如，地质学中的“侏罗纪”与“侏罗系”，“碳酸岩”

与“碳酸盐岩”，“拗陷”与“凹陷”，等等。

④外文字母的大写与小写、正体与斜体方面

的错误。

⑤把英文字母当数字用。例如，把英文“ｌ”当作数

字“１”，把英文“Ｏ”当作数字“０”。

２）标点符号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①该用标点符号的地方没有使用，例如“画一十

字”，其中的“十”字应该加引号。

②没有正确使用逗号，在该用顿号或分号的地方

均用了逗号。

③把冒号“：”当作比例号“∶”使用。

④把一字线“—”当作破折号“———”使用。

⑤把“ｘ”当作乘号“×”使用。

３）公式错误。公式中的大多数错误都不大可能被

校对软件查出来，包括正体与斜体，大写与小写，上角

标与下角标，不符合科学规则，不符合编排规则，同一

个公式在不同地方出现时的写法不一致，等等。

４）插图错误。插图中的任何错误以及图（表）位置错

误，校对软件都不可能发现，并且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内，校对软件都无法解决校对插图的问题。

５）物理量和单位的符号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①国家标准中有明确规定的物理量，没有使用其

法定的符号。

②误用物理量的单位，如质量的单位误用成ｋＮ。

③没有使用法定单位，如长度单位用了?。

④ＳＩ词头用错，如把 ｍ写成 Ｍ，把ｋ写成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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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写成ｕ，等等。

６）编号错误，如图序、表序、层次标题序号和参考

文献序号等出现错误。

７）逻辑关系错误或者算式的计算错误，如“狓＝２，

狔＝３，狓＞狔”“１／３３３８≤１／２０００”“犪＝２，犫＝３，狓＝犪＋

犫＝６”，等等。

８）在文章不同位置（如摘要、正文、插图、表格、参

考文献等）对同一对象的写法不一致，甚至相反。

２　校对工作重点

　　从上述的差错统计中可以看出，目前的计算机校对

软件还很不完善。这是因为计算机校对软件，特别是中

文的计算机校对软件，其主要功能和优势还仅体现在词

语的校对上［２］。在词语中一些人工编校时容易忽略的

错字，校对软件几乎能百分之百地把它校出来［３］；但是，

至少在上述８个方面，校对软件还是无能为力：所以，这

些方面仍然需要编辑、校对人员按照一定的校对流程一

丝不苟地做好校对工作。基于此，对于辅以计算机校对

软件手段的出版机构，为了既要提高工作效率又要降低

差错率，就需要充分发挥软件与人工各自的特长，编辑

和校对人员就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在字词方面，应该关注词语与其前后的相关内

容是否相符。例如：地质学中的“侏罗纪”与“侏罗系”，

相关文字是讨论时代的就应该用“侏罗纪”，若是讨论

地层的则应该用“侏罗系”；还比如，“碳酸岩”与“碳酸

盐岩”，如果相关文字是描述火山岩的，则出现“碳酸盐

岩”就是错的。目前的校对软件还难以作这种较为复

杂的分析和判断，因此，这要靠编辑、校对人员根据相

关的知识与原则进行判断。

２）标点符号是编校工作中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３）对于插图、表格和公式，要像没有使用过校对软

件那样来进行校对；因为校对软件对图表和公式中的

大多数错误都无法校出，这就全靠编校人员来把关。

４）在物理量及其单位的符号方面，除了部分非法

定单位能够被计算机校对软件查出来，其他更多方面的

问题也是校对软件难以解决的。例如：物理量没有采用

规定的符号；单位符号虽然是法定单位中有的，但却“张

冠李戴”了；ＳＩ单位词头出错；等等。这些错误基本上还

是要靠编校人员认真、仔细地校对才可能被发现。

５）编号方面，科技书刊中有多种类型的编号，它们

一般都是有规律性的编号。尽管这样，一旦出现跳号、

重号等错误，校对软件也难以查出；所以，对于这些编

号，仍然要靠编校人员耐心地按照传统的编校方式逐

一检查，才能确保其正确无误。

６）有涉及逻辑关系推断或者列式计算的内容，也

需要编校人员作相应的判断或者演算，不要指望校对

软件能发现其中的所有错误。

７）在文章不同的位置重复相同的内容时，编校人

员应该将它们进行前后对照；因为如果前后不一致，则

至少有一个是错的。例如，同一个数据在文字讨论中

与在表格中所列的不一样，再如文字叙述中提到的文

献作者姓名与文后参考文献表中所列出的不一致，等

等。尽管有的校对软件具有检查重复语句的功能，但

是很显然这一功能是无法发现这类错误的，只有编校

人员不厌其烦地一一对照，才有可能发现这类错误。

３　结束语

　　在现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中文计算机校

对软件既有一定的优点和特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

此，它应该仅仅是编辑校对工作的辅助工具。出版机

构的广大编辑和校对工作者，在长期的编校工作中潜

心钻研，总结出许多对提高编校质量行之有效的理论

与技术方法［４１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必须

践行的。只有将校对软件的优势与人工编校的优势充

分结合，互相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在效率和质量２个方

面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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