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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值得推敲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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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编辑工作实际，秉承推敲精神，提出先化整为零、
后综观全文的编辑加工策略，对摘要、引言、方法、结果和结论

中的数据特征、错误类型，以及全局观视阈下论文中常见的数

据前后文不一致错误，进行了实例分析，阐明隐蔽数据错误的

审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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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苦吟派诗人贾岛为诗句“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中用“推”还是用“敲”苦苦思索，并引出

千古流传的“推敲”故事。可见贾岛诗句用词之求精

求准。数据作为科技论文的核心，贯穿论文始终，从试

验设计、试验结果到讨论，无一不是靠数据来支撑，若

无相关数据佐证，则终乏说服力；因此，科技论文中的

数据也理当要求精准。但是，由于作者写作水平

所限、疏忽大意或是关注焦点不同，其所投稿件中的数据

问题不一而足，这就要求编辑对于论文中的数据也应有

“推敲”精神，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时刻做到“心中有

数”［１］，对于异常或者直觉有问题的数据学会多思多想、

多查证、多与作者沟通，以确保论文刊出时数据准确无

误，避免数据传播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错误，导致经济

损失［２］。

对于论文中的常见数据错误类型、成因及审读方

法，编辑同人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分析［３７］；但这些研

究多从数据错误归类或者方法论角度进行讨论，而编

辑日常工作中接触的多是由摘要、引言、方法、结果、结

论（讨论）及参考文献几部分组成的完整文稿，因此，

若能就论文各组成要素中的数据特征、错误类型及审

读方法进行探讨，对于数据的编辑加工则更具有指导

意义和价值。因此，本文针对论文基本组成要素（由

于参考文献中的数据多是出版年卷期、页码等固定数

据，故不做讨论）中的数据特征、错误类型及审读方法

进行研究，并对全局观视阈下论文中常见的数据前后

文不一致错误进行分类阐述，以与编辑同人探讨。

１　论文有关组成部分中的数据

１１　引言中的数据
１）数据特征。引言是围绕既定的立意选题，对相

关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研究切入点进行描述的内容；

因此，引言中出现的数据多源自文献，是已经公布、发

表或经调查证实的数据，用以说明相关研究成果。

２）错误类型。由于引言中的数据多源自文献，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因

［１０］ＨＵＨＹ，ＺＥＮＧＺＰ，ＬＩＵＪＺ，ｅｔａｌ．Ｋｅ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ｉ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６（３）：３３６

［１１］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Ｋ，ＧＯＯＳＳＥＮＳＳ，ＩＳＨＩＨＡＲＡＹ，ｅｔａｌ．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 ＳＥＬＥＮ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ｒｓｉｄ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１５：Ｅ０６００７

［１２］ＭＡＺＡＲＩＣＯＥ，ＬＥＭＯＩＮＥＦＧ，ＨＡＮＳＣ，ｅｔａｌ．ＧＬＧＭ３：ａ
ｄｅｇｒｅｅ１５０ｌｕｎａ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ｏｆＮＡＳＡＭｏｏｎｏｒｂｉｔ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１５：Ｅ０５００１

［１３］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Ｍ］．６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８２６

［１４］ＸＩＮＨ，ＪＩＡＮＧＳＹ，ＹＡＮＧＪＨ，ｅｔａｌ．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Ｅｄｉａｃａｒａｎ
Ｄｏｕｓｈａｎｔｕ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ｈ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２７（２）：２０６

［１５］ＷＡＮＧＢＧ，ＪＩＮＭＧ，ＬＩＡＮＧＸ．Ｕｓ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ａｔｆ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ｚｏｎｅｓｉｎ
ｔｈｅＨｅｂｅｉＰｌ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
２６（３）：４３０

（２０１６０５１０收稿；２０１６０７２６修回）

９３４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８卷

此错误较少；但并不排除如作者阅读文献时曲解文意、

断章取义造成引用错误，作者对原文献数据进行归纳总

结时出现错误，甚至原文献数据本身错误［４］等情况。

例如本刊接收的一篇文稿，引言中有“马铃薯产

量水平只有 １４．４２ｔ／ｈｍ２，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１６９ｔ／ｈｍ２）的７５％”［８］。从行文组织来看，这些数
据没有什么问题；但稍加留心就会发现，（１４．４２／
１６９）×１００％＝８５．３％，而不是７５％。为了核实是作
者引用错误还是原数据错误，编辑逐本溯源查阅了其

来源文献，发现该文献中对应内容是“（中国马铃薯）单

产水平只有１４．４２ｔ／ｈｍ２，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１６９
ｔ／ｈｍ２）的７５％”。可见原文献数据就是错误的。返修
时将此问题指出，修改稿中作者将７５％改为８５％。
３）审读方法。引言中的数据多引自文献，若编辑

发现错误，可直接将意见反馈给作者，让其核对并修

改；若返回稿中未做改动，编辑则应查阅原文献核实，

在排除编辑个人理解偏差的前提下，与作者沟通进行

修改，防止文献数据传播过程中的二次错误出现。

１２　方法中的数据
１）数据特征。方法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

究结果的源头，只有方法科学、设计合理，得到的结果

才可能准确可靠。方法部分不仅包括试验材料、试剂

仪器设备及其来源、试验地点、试验时间、区域概况，而

且包括试验规模（如样本量）、设计思路、测定指标及

统计方法等；因此会涉及很多数据，如来自年鉴、地方

志、相关文献的概况描述类数据，试验设计数据，以及

计算公式等，数据特征比较丰富。

２）错误类型。方法中的数据错误类型较多，如经
纬度颠倒、数据计量单位错误、区域概况引用数据出

错、计算公式出错［５］等。

例如本刊接收的一篇稿件中，关于研究区域概况

有“乾安县全县总面积３６１６．６ｋｍ２，总人口３０６４０２
万”［９］。初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斟酌就会

发现，“总人口３０６４０２万”，相当于一个县城人口有３０
亿多，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数据如果不经认真推敲，

刊登出去，就会闹大笑话。

３）审读方法。对于方法中如数据计量单位等错误，
经验丰富的编辑因为积累了很多常见数据知识，因此一

旦出现错误，一眼就能看出，对于确定的可以直接修改，

无法确定的交由作者核实修改；而经验不足的编辑发现

此类错误则比较吃力，因此在加工各类文章时，要有意主

动记忆一些常见数据，丰富自己的常识库，提高业务能力。

１３　结果中的数据
１）数据特征。结果是论文研究的主要承载者，具

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既是方法的终结，也是讨

论或结论的来源；因此，结果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数

据。这些数据在论文中多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并多有

对应的文字分析。文字分析中出现的数据主要有直接

数据和间接数据２种：直接数据可以从图表中看出；间
接数据则由图表中的数据进行二次计算或归纳得到，

是对图表数据的延伸。

２）错误类型。由于结果中数据众多，因此成为数
据错误的“重灾区”。对于有对应文字分析的图表数

据，直接数据错误编辑只要认真比对即可发现。间接

数据的某些错误，编辑只需通过简单计算往往就可发

现；但对图表进行归纳总结后用以描述相关趋势及差

异等的数据，有些可以通过观察图柱或线条变化趋势

判断对错，有些数据错误则比较隐蔽，需要编辑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逻辑常识和工作经验才可发现。在笔者

工作过程中，就发现了如下比较隐蔽的数据错误。

① 逻辑错误。在本刊接收的一篇文稿中，结果部分

有“由图２可知，……，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和均匀
度随林冠开度的增大而增加，呈直线正相关关系”［１０］。

推敲过程：在二校后通读时发现文字叙述（呈直线正

相关关系）与图２（见图１）的数据（ｒ＝－０．１５９５和 ｒ＝
－０．２８５０）不符，经查阅作者原稿发现，２个ｒ都是正值，这
可能是排版人员失误而责任编辑一校时疏忽造成的。

② 违背生活常识类错误。本刊接收的一篇文稿
中，结果部分有“通过调查２０１１年西安灞生态区周
边的房价，得到消费价格见表３”［１１］。

图２　广东省银瓶山自然保护区林下物种多样性指标与林冠开度的关系
图 １　结果中的数据错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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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结果中的数据错误实例
表３　西安灞生态区房地产消费价格

到生态区

的距离／ｍ
距离

中值／ｍ
房价／

（元·ｍ－２）
房屋间

差价／元
８０～１３０ １０５ ８２００
１３０～１８０ １５５ 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２３０ ２０５ ６３００ ９００
２３０～２８０ ２５５ ５５００ ８００
２８０～３３０ ３０５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３０～ ４７００ ３００

　　推敲过程：针对原表３（见表１）没有对应的文字
分析，从表格来看，没有超大、超小、有效位数不一致等

异常数据，因此在修改稿中并未发现问题；但笔者在一

校过程中，对前２列的数据产生了疑问，与生态区距离
仅８０ｍ，如何保证生态区的正常发展？因此怀疑数据
有误，在请作者校对时提出了此问题，作者校对结束

后，改为表２。
３）审读方法。由于结果部分涉及数据众多，因此

编辑首先要对图表中的数据逐一核查，并与对应的文

字内容进行比对，保证前后一致；同时对一些间接数

据，在比对核查的基础上，还应适当深究，发现其中的

隐蔽性错误；对于自身欠缺的专业知识，要积极查阅相

关资料，或向作者请教，与作者沟通后进行修改，以免

刊印时出错。

表２　对原表３的修改结果
表３　西安灞生态区房地产消费价格

到生态区

的距离／ｍ
距离

中值／ｍ
房价／

（元·ｍ－２）
房屋间

差价／元
８００～＜１３００ １０５０ ８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１５５０ 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２０５０ ６３００ ９００
２３００～＜２８００ ２５５０ ５５００ ８００
２８００～＜３３０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３００ ４７００ ３００

１４　摘要或讨论中的数据
１）数据特征。摘要和讨论中的数据有一定的共

同点。其中，摘要独立于正文存在，是科技论文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读者快速了解研究内容的一个窗口，

也是主要的检索对象。摘要中的数据，一般直接或间

接来自正文结果；讨论是对结果的归纳总结，是研究问

题得以解决的落脚点，其中的数据，有些是源自结果或

对结果数据的延伸，还有些则是引自同类文献，以说明

研究差异或创新性。

２）错误类型。摘要或讨论中源自结果的数据，主
要错误形式就是与文中其他部分不一致。由于数据不

一致是论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错误形式，因此另立一

节展开叙述；对源自文献的数据，一方面要核对能否说

明相应观点，另一方面则应如对引言中数据一样注意

引用数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３）审读方法。对于摘要或讨论与文中不一致的
数据，可以通过比对发现错误；对于源自文献的数据错

误，则可采取引言中的数据审读方法发现并予以解决。

２　全局观视阈下的论文数据

　　综观科技论文核查全文数据［１２］，是编辑加工的必

经步骤。因为同一组数据可能散见于论文各相应部分

中；因此在综观全文核查数据时，常见的错误就是同一

组数据前后文不一致，如中英文摘要不一致、方法或结

论与结果不一致、摘要与正文中不一致，等等。

同一组数据前后文不一致的错误虽然比较常见，

但只要编辑在修改或校对文稿过程中，对反复出现的

同一组数据进行全文比对，即可发现并解决。对于数

据前后文不一致的错误，编辑同人也曾有探讨［５，７］，本

文简要列举几种。

１）中英文摘要不一致。本刊接收的一篇文稿中
文摘要有“最大理论预测值（６．６３％）”［１３］，而英文摘
要中对应数据却是６．７２％。经过全文核查比对，发现
英文摘要中出现错误，应为６．６３％。
２）试验方法、结论与结果不一致。在本刊接收的

《地鳖虫提取物对大鼠运动能力和骨骼肌抗氧化酶活

性的影响》［１４］一文中，有关试验设计的描述，原稿中其

他处都是“按大鼠体质量设为０．５，１．０，１．５ｇ／ｋｇ”，仅
１．２．１节是“０．５，１．０和２．０ｇ／ｋｇ”，显然是作者疏忽导
致。可将１．２．１节直接改为０．５、１．０和１．５ｇ／ｋｇ。

在另一篇文稿中，对于目的基因的扩增，方法部分

的描述为 “采用 ２０ｇ／Ｌ琼脂糖凝胶检测 ＰＣＲ扩增产
物，并用琼脂糖凝胶试剂盒回收、纯化目的片段”［１５］；

但在对应结果中，却是“经１０ｇ／Ｌ琼脂糖凝胶分析，
ＰＣＲ扩增的 ＢＰＥ１２３和 ＢＰＥ２７５片段的长度分别为
４６２和７６２ｂｐ，与预期结果一致”。同一数据前后文不
一致，但对此错误编辑无法确定孰对孰错。经与作者

讨论，确定均应为“２０ｇ／Ｌ”。
３）其他不一致。本刊接收的一篇文稿，引言中有

“ＯＲＦ３编码基因包括 ＯＲＦ３ａ和 ＯＲＦ３ｂ２个基因，不
同毒株的ＯＲＦ３ｂ都为７４４ｂｐ，而ＯＲＦ３ａ因毒株的不同
而长度不等”［１６］，而方法中相关内容为“……用于扩

增ＯＲＦ３ａ、ＯＲＦ３ｂ基因全长，长度分别为 ２１９和 ７３５
ｂｐ”。前句是总结性描述，后句是针对具体毒株
ＴＧＥＶ；但从逻辑上来看，既然“不同毒株的 ＯＲＦ３ｂ都
为７４４ｂｐ”，为何 ＴＧＥＶＯＲＦ３ｂ长度却是 ７３５ｂｐ呢？
对此疑问请作者核对，作者反馈结果是引言中错误，应

为７３５ｂｐ。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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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组数据全文不一致的错误，最常用且最

有效的审读方法就是比对法。只要编辑牢记，见到文

中多处出现的同一组数据，无论散见于何处，即进行比

对，错误基本就可消除。比对法，是编辑初学阶段比较

容易上手和掌握的一种方法，不仅对于核查数据有好

的效果，在其他内容编校中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３　结束语

　　在科技论文数据的编辑加工中，采取“化整为零，
综观全文”的加工策略，不仅可以提高编辑尤其是新

入职编辑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解决论文

中出现的数据错误。具体而言，对一篇文稿数据的编

辑加工，可以采用如下步骤。

１）化整为零，以小节为单位进行加工。根据不同
组成要素中的数据特征，以恰当的方法如计算法、比对

法、常识法、逻辑推理法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推敲，以小

节为单位进行编校加工也可以强化数据外其他内容的

编校质量。

２）综观全文，消灭同一内容前后文不一致的错
误。在化整为零逐节处理之后或处理过程中，还应利

用比对法对同一数据进行前后文核查；因为论文中比

较常见的数据错误类型就是前后文不一致，且这类错

误不仅在数据中存在，在同一概念、药品、基因符号、试

验处理、结论等内容中也都有可能存在。

“化整为零，综观全文”的加工策略不仅有利于全

盘把握论文中的统计数据，通过审读推敲消除其中错

误，对其他内容的编辑加工也有一定的实用性；同时，

由于各行各业数据表述方式不同，尚无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可以参考，编辑在处理论文中的数据时，始终要保

持对数据的敏感度，通过单一数据核查、同一组数据比

对，消除数据错误，确保刊发论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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