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７（４）

科技论文插图的可读性编辑加工

陈爱萍　赵惠祥　余溢文　虞蓓蓓　张　弘
《同济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９２，上海

摘　要　科技论文可读性是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而影响其可
读性的因素很多，插图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编辑应从提

高可读性的角度修改插图，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文中以坐

标图和照片图为例，讨论其编辑加工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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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的编辑加工是一个再创造过程，编辑应力

争使论文简明、清楚、易懂，提高文章的可读性［１２］。插图

是科技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设计与绘制质量直接影

响着论文的可读性。已有许多文献对论文文稿中插图的

编辑加工进行过讨论［３６］，但对如何结合正文内容对插图

进行修改以增强论文可读性的文献较少。笔者以坐标图

和照片图为例，讨论其编辑加工的原则和方法。

１　坐标图加工

１１　标值的选取　坐标图是科技期刊中应用最为广
泛的插图，其主要元素包括横纵轴、标值、标值线

等［７］。标值是坐标轴定量表述的尺度，一般作者习惯

于选取５和１０的整数倍或对数坐标来表示；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是某些特定的数值，

因此应根据正文内容来选取标值。

例如，图１表示的是堆肥过程污泥中氮减量的变
化。图１ａ为作者提供的原图，横坐标取为５的整数
倍；然而从正文描述的“在堆肥第０～７天两者差异不
明显，第７～１４天和第１４～２１天时ＷＢ１０工况的氮质
量分数相对ＷＢ０工况快速减小”可以看出，作者所做
堆肥试验的时间为７的倍数，分别为０、７、１４、２１，这一

标值虽然没有错误，但是不便于阅读。同作者商量后

改成图１ｂ，即可由正文内容方便地找到相应的数值，
使插图简洁明了。

图１　堆肥过程污泥中氮减量的变化

１２　数据点的选取　作者一般习惯于把所有试验的
数据点画在图上，以表示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图

２ａ所示。可以看到，图２ａ上的数据点密集，如若进行
缩小处理，图上的点就无法区分，放大了又多占版面；因

此，应考虑图上的数据点是否有全部保留的必要。

坐标图按其性质可分为定性图和定量图。定性图

是示意性的，而定量图则不同，能够体现变量之间的规

律性关系；因此，对图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定性图可

灵活选取，删繁就简地画出所要说明的内容；定量图要

求精确，不能随意删减，对图的要求较高。

从正文内容看，对该图的描述有２句话：一是“中
下风向 ５个监测点的质量浓度变化曲线图”，二是
“Ｕｒｅｆ＝１．５ｍ·ｓ

－１时该被动扩散阶段持续约６５０ｓ”。
由此可以判断：图２ａ表达的是质量浓度随时间变化
的趋势，并且在高点过后质量浓度降低到零的持续时

间，时间与浓度之间不存在定量关系，只是一个浓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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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示意性图。它不同于图１，堆肥时间与氮减量之
间有对数关系，任意一个数据点的取舍都会对最后的

拟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针对图２ａ，建议作者删去部
分数据点，只保留描述变化的特征点。

修改后如图２ｂ所示，虽然离笔者的要求还差了
一些；但由于作者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保留作者的修

改。修改后插图大小适中，版面配合较好，同时也完

整、清晰地表达了正文内容。

图２　Ｕｒｅｆ＝１．５ｍ·ｓ
－１风速下各测点质量浓度的变化

２　照片图加工

２１　图的删除　有的来稿用多张图表述同一现象，造成
篇幅和版面浪费；所以，编辑完全有必要通读全文，在掌

握文章内容的基础上，精选插图，删去可有可无的插图。

例如：某篇论文在第２．１节硫铁矿表征部分说，
“实验所选用的硫铁矿均为天然矿物，通过扫描电子

显微镜（ＳＥＭ）观察，硫铁矿物由块状、颗粒状矿物组
成”，如图３ａ所示；在第２．８节硫铁矿重复利用实验
部分说，“对反应前后硫铁矿的 ＳＥＭ图做了相应的考
察”，如图３ｂ所示。

从图３ａ和图３ｂ以及正文内容看，虽然图３ａ和
图３ｂ的放大倍数和拍摄选取的区域有所不同，但都
表达的是反应前硫铁矿扫描电子显微镜图，而且图３
ｂ的特征也符合图３ａ的描述，因此只需保留一幅即
可。与作者商量后，根据正文内容，保留图３ｂ，并做

适当裁剪，修改后见图４。
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看，由于这２幅图的放大倍数

和拍摄选取的区域有所不同，容易使读者误解。删去

１幅后，对内容表达更加明确，避免读者揣测。

ａ　硫铁矿ＳＥＭ图

ｂ　反应前硫铁矿ＳＥＭ图

图３　作者提供的原图

图４　反应前硫铁矿ＳＥＭ图（×２０００）（修改后）

电子显微镜照片的处理方式一般有２种：一是对
于只标注了放大倍数的电子显微镜照片，一般不缩放，

按照片原大制版或对照片的次要部分进行裁切；二是

对于只给出标尺的照片，标尺和照片可同步缩放，放大

倍数不用标注。对于图３ｂ的处理，这２种方式都可；
但鉴于笔者的习惯，裁切了照片边缘的次要部分，保留

了特征部分［８］。但是，如果论文中强调的是颗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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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则应采用第２种方式，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直观。
２２　图的裁剪　照片是对客观事物原貌的展现，对照
片进行裁剪时应突出主题内容，调整主体位置，剪掉杂

乱背景，使画面和版面更加充实、美观［９］。

例如，图５为３个试件的破坏形态。正文对破坏
特征的描述为：“ＳＣＳＷ１腹板１和２底部距支座１６０
ｍｍ处均出现４个半波屈曲，腹板２距底部３２０ｍｍ处
中部出现２个半波屈曲；ＳＣＳＷ２一侧腹板底部距支座

１６０ｍｍ处出现凹曲；ＳＣＳＷ４在墙体下部和腹板两侧
均产生２个半波屈曲”。

图５表述的重点是底部距支座最高３２０ｍｍ处的
变化；但从图５可以看到，照片中有很多杂乱的背景，
而且选取的大小也不一致；因此根据正文相关描述并

结合全文内容，裁减照片如图６所示。裁剪后，突出了
底部距离支座出现屈曲的部分，去掉了杂乱背景，画面

看上去更加充实。

图５　试件典型破坏形态（作者提供的原图）

图６　试件典型破坏形态（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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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云飞天不动，

风过树仍留。

人生如驹隙，

何须愁白头。

（二）

云飞天不动，

动静自感求。

世界多变幻，

心定少烦忧。

（三）

云飞天亦动，

不动时怎流？

人类求发展，

思索永不休。

（四）

云飞天必动，

天地晒风流。

宇宙有法则，

万物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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