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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居中排数学式点号使用情况调查与分析
邱　尔　依

«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５００６,江苏苏州

摘　要　为了解我国科技期刊居中排数学公式点号使用情况,

对６３种理工科类大学学报中的居中排数学式进行了调查与分

析.结果表明:不少科技期刊对居中排数学式已在实行按需添

加点号;但还存在居中排数学式中点号错用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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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式是科技期刊所载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字叙述具有同样的功能.
无论公式是串文排还是居中排,都宜按实际需要添加

点号[１].而涉及数学式,特别是居中排数学式的点号

运用是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难点之一.有关居中排

数学式点号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早在２０多年前在文献

[２]中就有提及,之后也不断被提出讨论[１,３９].为了

解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居中排数学式点号使用的情况,
笔者从全国理工科类大学学报中抽取了６３种期刊进

行调查,逐篇检查这些期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中居中排数

学式式后、式内点号的使用情况.在此根据调查结果

对一些有关问题予以讨论.

１　居中排数学式中使用点号与否的情况

　　在这次调查的６３种刊物中:对处于行末的居中排

公式式后按需添加点号的(忽略个别式后遗漏或错用

点号的情况)有２６种;行末居中公式式后不加点号的

有３７种,其中２８种刊物对行末居中排公式式后基本

全部不加点号,另９种对行末居中排公式式后部分加

点号、部分不加点号.
同时,这次调查的期刊中有５２种出现多个公式并

列一行居中排的情形,对行末居中公式式后不加点号

有２９种,添加点号的有２３种.多个公式并列一行居

中排时,同行公式之间不加点号的期刊共５种,且这５
种刊物均同时对行末居中公式式后也省略点号.

根据以上结果,所调查的６３种期刊大致可分为以

下３类:

１)居中排数学式式后按需添加点号,共２６种,占
比４１．３％;

２)并列一行的数学式之间添加点号,处于行末的

数学式式后不加点号,共３２种(包括未出现多个公式

并列一行居中排的期刊),占比５０．８％;

３)居中排数学式(不论是否处在行末)式后都不加

点号,共５种,占比７．９％.
对于居中排数学式,式内点号一般出现在对公式

中的量作注释或补充说明的场合.若注释或补充说明

的内容没有采用圆括号括起来,则公式与注释或补充

说明内容之间应使用逗号,注释或补充说明内容后的

点号视情况添加.所调查的刊物中共６０种出现带有

注释或补充说明内容(未用圆括号)的居中排数学式,
其中公式与注释或补充说明内容之间省略点号(用留

空代替)的为３１种,约占５１．７％,其中,行末居中公式

式后也省略点号的为３０种,占比９６８％.
在以前,绝大部分书刊在(居中排)公式末尾都不

加点号[６]２６,而这次调查的结果反映出科技期刊对居

中排公式中点号的处理方式已有很大改变:有一定数

量的科技期刊对居中排数学式式后按需加标点,对居

中排公式式后一律不加标点而用空距代替的期刊只占

极少数;同时,有不少期刊部分地省略居中排公式式后

点号———对并列一行的公式之间按需加点号,但对处

在行末的公式式后不加点号.

２　居中排数学式中点号的错用情况

　　１)式内点号多余.当数学式带有注释或补充说明

内容且注释或补充说明内容采用圆括号时,圆括号起

句内括号的作用,因此根据句内括号的用法,圆括号前

不必加点号,圆括号后应按需添加点号.调查中发现

有圆括号前带有点号的错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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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１０]　如下式所示:

f(v)＝ (kc )(vc )k－１e－(v/c)k,　(０＜v＜∞).(１５)

此例中圆括号前的逗号多余,应删去.这次调查

的刊物中出现数学式带注释或补充说明内容且采用加

圆括号方式的有２７种,其中存在式内点号多余问题的

有１１种,占４０．７％.

２)点号位置错误.当数学式为分段形式时,每段

公式式后都应合理添加点号;当数学式为方程组时,每
个公式式后都应合理添加点号.调查中发现有分段公

式(方程组)式后虽然添加了点号,但是把分段公式(方
程组)当作一个整体,只在这个整体后面加点号.这样

处理既不合理也不美观.例如:
例２[１１]　忽略Ce 中的非正交项,即:

φi
TCeφj＝

Cej,i＝j
０,i≠j

. (９)

此例中句号的位置错误,应该移到分段公式的第

２段式子之后,即“i≠j”之后;第１段式子后,即“i＝
j”之后,应添加逗号或分号.本次调查的期刊中全都

出现有方程组或分段公式,其中存在点号位置错误的

有１６种,占２５．４％.

３)点号不符合语义停顿.一些居中排数学式虽然

添加了点号,但添加的点号不符合语义停顿,应该用逗

号的用了句号,应该用分号的用了句号,等等.例如:
例３[１２]　吊舱单元侧向力系数

KTy＝Ty/(ρn２D４);KTY＝TY/(ρn２D４),
转舵力矩系数

KMZ＝ MZ/(ρn２D５),
式中.

此例中有２个公式并列一行居中排,根据上下文

的语义停顿,这２个公式后的点号都不合适.前一式

式后用分号停顿过长,应改用逗号;后一式式后用逗号

停顿太短,应改用分号.同时,根据上下文,下行的公

式式后应改用句号.

３　结论与建议

　　与串文排公式一样,居中排公式也是行文语句的

组成部分,在其末尾区分情况加点号是科学、合理的.
由这次针对居中排数学式点号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对比以前大多数书刊对居中排公式都不加点

号的情况,目前我国科技期刊中已有不少改变了做法,
对居中排公式按需添加点号.这一改变反映出业界越

来越多认识到居中公式末尾加点号的合理性.今后还

应继续倡导在居中排公式末尾按需加点号,并建议相

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此做出推荐性的规定.
另一方面,目前科技期刊中还存在着一些居中排

数学式的点号错用问题,比如式内点号多余、点号位置

错误、点号不符合语义停顿等.居中排数学式中,应根

据上下文以及公式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按需要合理添

加点号,以使论文更具逻辑性.要进一步规范居中排

公式中的点号使用,广大科技期刊编辑在编辑加工时

应当更加严谨、认真.要重视居中排公式中的点号使

用问题,而对居中排公式点号使用中出现的不同意见,
大家可以充分探讨,以便得到最合理的处理方式.此

外,也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出台关于数学式中点号使

用的规范或标准,以使居中排公式中能合理使用点号,
提高文章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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