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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科技期刊编排规范中的某些规范，如矢量、张量的标注方法，表格、公式的排法

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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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 年 ’ 月 ! 日发布的《出版物管理条例》指出：“出版物的规格、开本、版式、装帧、校对等

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保证出版物的质量。”认真、准确地执行《编排规范》是每个学报工作者的责任

和义务，学报编辑只有认真执行《编排规范》才能使学报的编排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但我们在执行过程中

也碰到一些具体问题，现提出供商讨。

’ 表格的排法

表格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的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由于表具有简洁、清晰、准确的特点，同时表

的逻辑性和对比性又很强，因而在科技书刊中被广泛采用。表格在书刊中所起的作用是代替或补充文

字叙述，表格的设计应该科学、明确、简洁，能够最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思。按照现行的期刊编排规范，

“为使表的结构简洁，并便于排版，建议使用三线表，必要时添加辅助线”。三线表比较简洁，排版工作量

小，有其优点。但一些复杂的表格，如表 ’，由于表格中内容较多、数据位数较多，不加辅助线很容易对

表格内容产生误会，表 ! 的排法效果明显要好得多。

表 ’ 水泥生料及水泥压缩量与压力的测试数据

生料受压 -. ’/! ! $ " + ( ) 0 , ’# ’’ ’! ’$ ’" ’+ ’(
生料压缩量 11 $0/#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生料体积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料内压力 .2 31$ ( /0 ’’ /" ’) /# !! /) !0 /" $" /’ $, /0 "+ /+ +’ /’ +( /0 ($ /’ (0 /! )$ /, ), /+ 0+ /! ,# /(

表 ! 水泥生料及水泥压缩量与压力的测试数据

生料受压 -. ’/! ! $ " + ( ) 0 , ’# ’’ ’! ’$ ’" ’+ ’(
生料压缩量 11 $0/#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生料体积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料内压力 .2 31$ ( /0 ’’ /" ’) /# !! /) !0 /" $" /’ $, /0 "+ /+ +’ /’ +( /0 ($ /’ (0 /! )$ /, ), /+ 0+ /! ,# /(

按照科技期刊排版规范中的说法，建议使用三线表是为了使表格简洁明了，且便于排版。在传统的

手工铅字排版情况下，复杂的表格给排版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一个表格往往要让排字工花费大量的时

间，而且排版效果差，很不美观，排版费用也高。但在计算机排版日益普及的今天，无论多么复杂的表

格，都可以非常轻松自如地排出，而且非常美观大方。所以笔者认为，对表格的排版格式要求，不应再强

求什么形式，只要能清楚地表达文章内容就行。

! 公式的转行处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数学表达式在科技文章中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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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给编辑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对于非数学专业毕业的编辑更是感到困难。为此，从 !"#$ 年起，就

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出版物中数学符号使用方法的国家标准，对数学公式的加工处理做了一些规定是

很有必要的，如字母的正斜体问题，上、下标的正斜体等，有利于编辑在具体工作中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但对规范中规定的长公式在什么地方转行问题，笔者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公式的转行问题，过去多数期刊遵循的是在 % ，& ，’ ，( ，!，) 前断开的方式，把这类记号放在下

一行的行首，也有的放在行末，在下一行再重复这类符号。按照《中国高等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数学式需断开，用 $ 行或多行来表示时，最好在紧靠其中符号 % ，& ，’ ，( ，!，) 等后断开，而在下行

开头不应重复这一符号。”笔者认为，在这些符号之后断开，没有在符号前断开的效果好。按照文献［!］，

认为新规则比较科学、简明，且不会引起歧义。笔者认为，这些符号中，容易引起歧义的只有一个减号，

我们在具体操作时，可以尽量做到不在减号处转行，因为在计算机排版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转行是很

容易的事情，可以通过调节字体大小、字间距等方法，尽量不从容易引起歧义的减号处转行。从排版效

果来看，在 % ，& ，’ ，( ，!，) 之前断开，符号对齐，要比在 % ，& ，’ ，( ，!，) 后断开美观，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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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公式（!）和公式（$），不难看出，公式（$）比公式（!）排法美观，在符号前转行比在符号后转行效果好，

同时也能与大多数的国外期刊一致［$］。

+ 张量、矢量符号的标注

按现行标准，矢量、张量符号均采用黑斜体标注。在以前，矢量、张量的标法是在字母上加箭头，在

传统的手工铅字排版时，是比较困难的，既增加了排版工作量，又不容易排得美观。因此，后来规定为用

黑斜体表示矢量、张量符号，这在手工铅排时是很有必要的。但在现在计算机排版已非常普遍的情况

下，排版难易已不是主要问题。笔者认为，矢量、张量符号仍应恢复采用符号上加箭头的标注方法，比用

黑斜体直观明了。采用计算机排版时，用黑斜体表示，需要在字母前后不停地变换排版命令，稍一疏忽，

如漏加一次命令，就会造成下面的内容字体混乱，既增加排版工作量，又增加了校对工作量。如果采用

字母上加箭头的方法，可将排版命令建立一个子文件，使用时用拷贝的方法，将排版命令反复调出使用，

比较方便，且不易引起后面的内容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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