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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技期刊中有关“系数”“因子”“比”表达

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化建议

陈春雪　　张小庆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编辑部，１０２４１３，北京

摘　要　对核科技期刊中有关“系数”“因子”“比”组合的量名

称表达问题作了归纳，并举例分析了处理方法。对规范此类量

名称的方法提出了建议。认为统一它们的表达形式对准确传

播科技信息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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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书刊、报纸、新闻稿件、教材、产品铭牌、产品

说明书等，在使用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书写规则时，

都应符合新标准的规定；所有出版物再版时，都要按照

新标准进行修订［１］。自１９９３年 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

１９９３《量和单位》颁布以来，在国家的大力宣传和编辑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它已得到广泛采用。组合术语“×

×系数”“××因子”“××比”作为科技论文中经常用

到的物理量，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由于各学科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组合的量名称并未全部列入

国家标准。不同的期刊遵循自己的习惯用法和行业惯

例各行其是，使这些量名称的使用存在不统一和不规

范的情况。核科技期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不

一致和多样化有碍于信息储备和科技交流。

其实，国家标准［２］中对这类物理量的名称是有定

义规则的，具体可见 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中的附录 Ａ《物

理量名称中所用术语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笔

者以几种核科技刊物为例，对未纳入国家标准的有关

“系数”和“比率”等量的表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

分析并提出建议。

１　存在问题

　　在以往的科技文献（包括教科书）里，有关“系数”

“因子”“比”这些量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没有规律可

循［３］。例如“去污因子”，笔者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出版的

核科技期刊关于这些量的表达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有３６％的文章用了“去污系数”，而有６４％的文章用了

“去污因子”；各期刊的说法也不相同，５０％的期刊同时

使用这２个名称。

１１　“系数”和“因子”混用　《规则》定义：在一定条件

下，若量犃和量犅，可用乘积关系式犃＝犽犅表示，则作

为乘数出现的量犽常称为系数、因数或因子。“因子”

这一术语常在化学领域使用［３］。区分“因子”和“系数”

的关键是犃 和犅 的量纲是否相同：若量纲不同，即犽

的单位不为１，则用“系数”；而量纲相同，即犽的单位

为１，则用“因数”或“因子”。

比如核科技论文中的“分离因子”和“去污因子”就

存在表达不规范的情况。“分离因子”常用２种元素的

分配系数之比来表示，量符号为α
［４］。

“去污因子”也叫“净化因子”，表达式［４］如下：

犉＝
犙Ｂ
０／犙Ａ

０

犙Ｂ／犙Ａ
。

式中：犙Ａ
０、犙Ｂ

０分别是原样品中组分Ａ、Ｂ的量；犙Ａ、犙Ｂ

分别是分离后组分Ａ、Ｂ的量。

从定义来看，这２个量的量纲都为１，按照《规

则》，采用“因子”表达比较合适。“分离因子”和“去污

因子”对应的英文量名称分别是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和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１２　“系数”和“比”混用　由２个量所得的量纲一的

商，常称为比［率］（ｒａｔｉｏ）
［２］，可简称为“比”。量纲为一

是“比”的特点，但有时人们容易把“比”和“系数”混淆。

如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中经常用来表征核素在地质介质

吸附作用结果的重要参数犓ｄ
［５］，其表达式［４］为

犓ｄ＝
珨犕
犮
。

式中：珨犕 是交换剂中被吸附的离子的量除以交换剂的

质量，ｍｏｌ／ｇ；犮是溶液中离子的浓度，ｍｏｌ／Ｌ。其名称

在期刊中有５种表达形式：１）吸附分配比；２）平衡分配

比；３）分配比；４）吸附分配系数；５）吸附比。这些表达

的存在，易造成混乱。尤其是“分配比”一词和液液萃

取的物理量“分配比”容易混淆。后者“分配比”是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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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萃取过程中，当萃取体系达到平衡后，被萃物在有

机相的总浓度与在水相的总浓度之比，是一个量纲为

一的量。从表达式可知，“犓ｄ”虽然是２个物理量的比

值，但它却是量纲不为一的（ｍＬ／ｇ）；因此，将其称为

“吸附分配系数”更规范，对应的英文是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３　“比”的不规范表达

１３１　比的误用　相除关系并不都宜称为比。浓度、

质量浓度就不属于“比”。核科技论文中也存在这样的

误用。物理量“液固比”，是研究核素在地质介质上吸

附的影响因素之一。它是指液体的用量与固体的用量

之比［６］，一般用液体体积（犞）与固体质量（犿）之比得

到。很显然，它虽然可以用２个量相除来计算，但量纲

不为一；因此建议改为质量体积或者比体积［２］。

１３２　其他不规范表达　“比”还有其他的不规范表

达存在。如在核化工的溶剂萃取工艺中，“相比”也称

为“流比”，是比较常用的物理量［７８］。它是指有机相

的体积与水相的体积之比。在核技术期刊中常有以下

表达：相比（ＯＡ）为１。存在的问题是：１）将物质的

名称代替量的名称使用，同时也是自造口语化的名称；

２）用“有机相”和“水相”英文名称的首字母Ｏ和Ａ表

示物理量。这２点都不符合规范
［９］；因此建议将“相

比”改写成“有机相与水相的体积比”，若用符号表示则

为“犞Ｏ／犞Ａ”。

２　问题分析及建议

　　“系数”“因子”“比”这些物理量存在多样化表达的

主要原因：一是在学科长期发展过程中，符号、名称混

用，不可能一下子统一和规范；二是一些教科书还在沿

用传统的单位与量名称，没有及时更新；三是有些编辑

对国家标准《量和单位》学习不够，执行不坚决。这种

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论文的可读性降低，容易使

读者误解其中的含义；因此规范有关这３种量的名称

很重要。

科技期刊编辑在规范类似“××系数”“××比”等

量的表达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１）首先查阅《量和单位》，看它们是否已列入国家

标准，如列入则直接采用标准名称；

２）若未列入，则要弄清这些量的原始定义；

３）参考术语《规则》进行分类命名，以量纲是否为

一去区别“系数”和“因子”、“系数”和“比”；

４）在遇到旧术语时，应仔细检查其与《规则》的分

歧，避免出现随意化、口语化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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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不应表示为２００８８８

　　在ＧＢ／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出版物上数字用法》５．１．

４中，对示例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说：“‘年’‘月’可按ＧＢ／

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的５．２．１．１中的扩展格式，用‘’替

代”，写成“２００８８８”。虽然后文中说“月和日是一位

数时，可在数字前补‘０’”，但这里用了助动词“可”，

仍暗示不补“０”也正确。很遗憾，这种表示法和说法都

是不 正 确 的，完 全 不 符 合 ＧＢ／Ｔ 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的

５．２．１．１中的规定：日历日期表达式，“其完全表示法应

该为８位数字 组成的一个纯数字型数据元，其中

［ＹＹＹＹ］表示一个日历年，［ＭＭ］表示日历年中日历

月的顺序数，［ＤＤ］表示日月中日历日的顺序数”，“扩

展格式：ＹＹＹＹ ＭＭ ＤＤ”，“举例１９８５０４１２”。敬

请编辑同人注意：务必执行专项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７４０８—２００５的规定，不要将“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写成

“２００８８８”。

（陈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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