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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 年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科技期刊编校质量审读所抽查的 !(& 种科技期刊&进行编校质量分析) 每种期

刊选择 # 期&计算差错率) 共抽查字数 $!$E$ 万&差错基数*! ;:#E:&平均差错率*'E#;G万&差错率最高*#!E((G万&差错率最

低*(E:(G万) 差错率所占比例较高的有文字类差错***% 个"#*E&;F#&标点符号差错*:&' 个"#%E%&F#&格式类差错*&;! 个

"!;E!!F#&计量单位差错 %%; 个"!%E&#F#&其余差错类型均未超过 'F) 文章分析了差错类型&积极寻找差错成因&为提高

期刊的编校工作质量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河南省"科技期刊"差错率"编校质量

""期刊的编校质量指文字表达&标点符号的使用&图标的

编排和校对质量%是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

) 校对工作是编辑后&印制前期刊内在质量的把关环

节%是期刊质量保障体制的最后防线) 编辑工作的疏漏可以

在校对中弥补%如果校对工作有疏漏%将成为期刊成品的差

错)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较多%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精品

科技期刊还为数不多) 期刊学术质量不高&编校质量差错较

多等问题成为制约科技期刊发展的瓶颈) 自 !;;* 年新闻出

版署下发#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以

来%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切实加强了报刊审读工作%相继

建立和完善了审读制度)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根据国家#图书

质量管理规定$&#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自然科学

期刊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等规定%于 #((: 年组织了第

! 次科技期刊编校质量审读%#((; 年进行第 # 次审读) 本文

根据河南省第 # 次科技期刊编校质量审读结果%对期刊论文

中常见的文字&词语&语法&标点符号&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等

方面的差错进行总结%分析差错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为科

技期刊出版单位提供决策参考)

!"差错率与差错率类型分布情况

#((;年%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根据科技期刊编校质量审读

规定%组织有关专家对全省 !(& 种科技期刊 #((* A#((; 年编

校质量进行审读%#((* 年和 #((; 年各 ! 期) 季刊类期刊选

择 #((* 年第 $ 期&#((; 年第 # 期+双月刊选择 #((* 年第 &

期&#((; 年第 $ 期+月刊选择 #((* 年第 ; 期&#((; 年第 ' 期+

半月刊选择 #((* 年第 ; 期&#((; 年第 ' 期+旬刊选择 #((*

年第 ; 期&#((; 年第 ' 期+抽查范围!$# 开本抽查 !( A#( 页%

!' 开本及以上抽查 !( A!& 页)

本次研究中%共抽查字数 $!$E$ 万%其中字数 # A$ 万的

期刊 *$ 种%$ A& 万字的期刊 !# 种%& A!( 万字的期刊 !( 种+

差错基数共 ! ;:#E:%平均差错率为 'E#;G万%最高差错率为

#!E((G万%最低差错率为 (E:(G万) 差错率q!G万的期刊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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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即中学生数理化!初中版*(E:&G万"&试题与研究*(E;$ G

万"&中学生数理化 *(E;(G万"&郑州大学学报 *医学版"

*(E:(G万") 差错率o!(G万的期刊有 #: 种%超过平均差错

率的期刊 %! 种) #((' 年上海市科技期刊编校质量检查工作

总结显示'#(

!抽查 $'' 种科技期刊*包括 #( 种英文期刊"%共

抽查字数 !*$( 万%平均差错率 &E::G万%与我们的研究结果

'E#;G万相似+较张伟潼等'$(对 #;# 家期刊审读结果 %E;%G万

稍高) 将差错率类型分为计量单位&标点符号差错&语言文

字&数字用法&图表&格式差错&名词术语&英语表达&知识性

差错&政治性差错&公式差错及其他)

为提高编校质量%降低差错率%我们对差错类型和典型

差错进行分析) 所有期刊具体差错类型数据&所占比例见图

!) 差 错 率 所 占 比 例 较 高 的 有 文 字 类 差 错! **% 个

*#*E&;F"%标点符号差错!:&' 个*#%E%&F"%格式类差错!

&;! 个*!;E!!F"%计量单位差错 %%; 个*!%E&#F"%其余差

错类型均未超过 'F) 由图 ! 可知%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差

错&格式类差错G公式差错&计量单位&数字用法&英语表达&

名词术语&图表差错&知识性差错&其他差错呈依次降低的趋

势) 由于多数作者和编辑更注重对文章总体质量的把握%对

标点符号和语言文字不够重视%排版印刷中可能出现较多格

式类差错%才出现这三种类型差错率较高) 因此%控制科技

期刊差错率%尤其应重视对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格式类及公

式的编辑加工)

图 !#河南省科技期刊编校差错类型图

#"差错类型分析

$"!#语言文字差错

本研究中语言文字常见差错主要有错字&别字&漏字&倒

字&科学术语不符合规范等) 其类型有!

*!"多数期刊同音字&形近字&繁简字的误用较多+

-的.&-地.&-得.误用较为普遍+-瘀. ! 用于-瘀血.&-瘀

斑.&-活血化瘀. % 而不用-淤.+ -不少矿山企业对与煤伴

生的瓦斯&油页岩&高岭土&高铝粘土44.中-粘.应改为

-黏.+-运用自然界生态守衡原理%营造完整的水生态系统.

中-衡.字应改为-恒.) -耦联 *合" .&-偶联*合".!都可

以%前者物理专用) -症.&-证.&-征.用法!-症.用于-症

状.&-并发症.+-证.用于-证候.&-适应证.+ -征.则用于

-综合征.&-体征.&-征象.)

*#"用词差错%如误解词义 &用词不当&同音词及同义词

误用&生造词& 乱用成语&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颠倒&结

构混乱等) 同音词差错如-其他.与-其他.%后者通用%前者

只用于事物 ) -目前国内外磷酸净化已经大规模生产的方

式44.应改为-目前国内外已广泛应用的磷酸净化方式

44.)

*$"语句差错包括!主谓宾成分不当& 辅助成分有误&重

复累赘& 不合逻辑)

$"$#标点符号差错

本研究中标点符号差错率占 #%E%&F% 仅次于语言文字

差错中问题较多的是顿号&逗号&分号和句号的使用 %尤其

是顿号的使用) 如在并无并列关系词语或成分之间滥用了

顿号 % 有的则是在并列关系的词语或成分之间用逗号) 还

有将点号和删节号误置于句首&连接号误用为破折号等) 如

-数据显示为达到完全的梗死实施进一步的再灌注时[.<jM

的抗梗死作用仍然有效而且44.应改为-数据显示为达到

完全的梗死%实施进一步的再灌注时 [.<jM的抗梗死作用

仍然有效%而且44).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应改为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等) 标点符号差错率高反映出作者和编校

人员对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不够了解%也不够重视%应提高

重视程度'%(

)

$"%#格式G公式差错

本研究中格式类差错占 !;E!!F%表现在正斜体误用&黑

白体误用&字号错&另页&另面&另段&另行&接排&空行&图表

位置错等格式差错较多%正文注码与注文注码不一致) 如

-直径 !0,.量值与单位符号间未空格+内文中未出现表题%

而将表列出)

本次审读中发现参考文献格式的差错较多%尤以文献作

者姓名的相关问题最为显著%刊名缩写不当 %文献的出版

年&卷 * 期 " 号和页码等数字的差错也较多) 如-f7p1-C%

j7p1T%29-/7QC34)92S,2YY2098CY44'a(E!;;*%+3RC0S.32

S24T/-9.C3%$#%'$ D:(7.缺少期次%格式也存在错误%应改为

-p1-Cj%p1T j%eT p%29-/7QC34)92S,2YY2098CY44'a(7

+3RC0S.32S24T/-9.C3% !;;*%$#*#"!'$ D:(7.

$"&#数字用法与计量单位差错

数字用法差错率为 &E*&F% 主要是阿拉伯数字和汉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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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用错误% 年&月 &日 &时间表示法不规范以及前后文数

字使用例数不一致等) 法定计量单位应用差错占 !%E&#F%

涉及量名称&量符号&量值和单位符号等) 如 -#47Q

D!肾上

腺素.而错用为-(E#F肾上腺素.表示+-正常人群中的血浆

玉米黄质浓度大约为*(E(%&' r(E(#''"

&

40,Q

D!

.%应改为

-4*%&E' r#'E'",40Q

D!

.)

有关质量浓度&质量分数&体积分数的误用较多) 固体

在固体中的含量%如土壤中的元素含量&肝组织中铁的含量&

头发中微量元素&头发中三氧化二砷的含量等用质量分数)

而液体中液体的含量如 j

#

<

#

&血清的浓度%气体G气体如空

气中?<

#

含量用体积分数)

$"'#图表与英语表达#名词术语差错

本研究中图表差错占 (E*!F%包括图表内容与文字内容

不符%缺乏图题&表题&表注%图序&表序位置错误%图&表中计

量单位和量符号差错)

单纯的英文拼写错误比较少见%仅占 $E!%F%多数属于

中英文不对照%英语中通常用斜体表示期刊名和书名%每个

实词第一个字母大写) 另外%英语中也没有顿号和浪纹号)

顿号由逗号代替%浪纹号用连字符或-YSC,49C4.代替)

名词术语差错占 !E#;F%如-机理,,,机制.&-甘油三

脂,,,甘油三酯.&-报导,,,报道.&-相量图,,,向量图.&

-心肌梗塞,,,心肌梗死.&-白内障摘除术,,,白内障摘出

术.)

$"(#知识性#政治性差错

知识性&政治性差错有如下实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级的行政

单位%是中央直属的副省级单位44.,,,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是副省级建制%怎么能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级呢/

-* 级的大地震%相当于 %(( 颗原子弹释放的能量.,,,

原子弹的能量不是每颗都一样的%他们的威力从几百吨到几

万吨bgb当量不等%显然是不科学的)

-这里有烟台苹果&河北鸭梨&本地西红柿等各式各样的

水果).,,,西红柿是蔬菜%不应该归于水果)

-台湾人民认为44.,,,这显然是政治性差错%应改为

-中国台湾地区44.)

$"降低差错率对策

编校差错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技期刊编校人员的语言文字修养&科学文化素质

和专业修养偏低%责任心不强)

二是少数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急功近利%质量意识淡薄%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和责任)

三是部分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缺乏质量监督制度%或虽有

完善的监督措施%但实施方面尚存不足) 新闻出版行政管理

部门建立了出版单位&省级新闻出版局和新闻出版总署三级

审读机构%对出版物的保障机制和约束&监督&奖惩等宏观调

控机制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但实施方面

尚存不足%应加大实施力度) 因此%我们要降低编校差错率%

就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建立完善的校对质量的管理制度

报刊审读工作对于正确和及时引导舆论%确保报刊出版

单位认真遵守出版法规和宣传纪律%提高报刊整体出版质

量%促进报刊健康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 运用审读实行监

督&指导是强化报刊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 建立健全

切实可行的保障校对质量的管理制度% 如三校一读制度&集

体交叉校对与责任校对相结合的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和合理

的奖惩制度等)

"!#建立和健全'三审制(和严格的编校制度

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三审制.和严格的

编校制度%即责任编辑初审&同行专家复审&主编终审) 专家

审稿和编辑审稿都是-三审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 编辑

加工中要杜绝泛泛而做%流于形式%面面俱到%编辑人员应对

编辑加工进行科学细分&合理定位&具体要求&明确责任%做

到事半功倍%保证期刊质量''(

) 本研究表明%语言文字差错

占 #*E&;F%格式类差错占 !;E!!F%提示我们必须对文稿内

容&形式&格式方面进行细致加工':(

) 文稿经过精心加工%改

正不规范处%核对事实材料和引文%统一了格式%使结构更严

密%语言更流畅%观点更鲜明%论证更全面%从而保证信息传

播质量)

"##建立编校差错三级管理系统

编校差错三级管理系统中第一级为责任校对%第二级为

校对科长%第三级为审读员)

第一级校对员要改变以往只对责任编辑和前一个校次

校对者质疑并解决差错问题的做法%对编校差错进行归纳%

将结果反馈给责任编辑&前一个校次校对者和录排人员) 在

解决校对者质疑后%责任编辑或前一个校次校对者以及录排

人员要增强对差错的认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差错)

校对科长为第二级管理者%对每次编校差错进行分析%

指出差错原因%并将结果转审读员)

审读员作为第三级管理者%一方面要对是否进行印制前

审读及审读重点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要对付印样在编校过程

中的编校差错及整改措施进行总结%并呈报业务主管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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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印前内部交叉审读制度和奖惩措施

所谓印前内部交叉审读制度%是指期刊印刷出版前%在

编辑部内部实行交叉审读的制度 ) 它的优越性就是减少差

错%保证并提高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 如能正确制定并认真

施行%经过印前内部交叉审读并改错%差错率基本控制在 !G

万以下) 印前审读则在三校的基础上再次把关%能将差错消

灭在刊物出版之前%充分发挥交叉校对的优势) 合理安排工

作流程%并不会延误刊物的出版发行'*(

) 审读完成后%先确

认差错%然后计算每位编校人员的差错率%最后填写审读情

况统计表%避免以后出现同类错误%也可以制定相应的奖惩

措施) 差错的认定主要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编

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等)

%"$#提高期刊编校人员自身素质&加强责任意识

本次研究中知识性差错占 (E*!F%目前期刊发生较多的

差错是用字&词语&语法&标点及逻辑性&知识性错误和计量

单位错误) 这与科技期刊编辑平时缺乏语言文字规范化训

练%以及国家有关标准的培训和学习有很大关系';(

) 出版物

质量问题%归根结底是出版从业人员的素质问题) 科技期刊

编校人员应该继续学习武装自己%更重要的是通过编辑精细

加工使文稿内容更加完善%表达更加规范) 编辑工作是文化

传播&文化积累性质的工作%具有对语言文字规范*包括标点

符号"的职业敏感&深厚的语言修养和良好的表达能力至关

重要'!((

) 提高编校人员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加强专业

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凝练团队精神%培育职业自豪感

尤其重要) 一个期刊的品牌效应是期刊编辑部整体质量水

平和实力的象征) 科技期刊编辑一定要具有品牌意识%充分

发挥刊物的特色) 加强期刊出版服务活动%将期刊培育成品

牌期刊%达到质的飞跃) 建设一支既具有编辑&校对专业知

识%同时又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科技知识%能够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队伍%是做好编辑出版工

作&发展编辑出版事业的根本保证)

%"%#遵照出版规律办事&严格执行有关法规#标准

审稿加工的-三审制.和校对工作的-三校一读.%既是

国家强令推行的制度%也是我国出版界普遍采用的编辑校对

流程) 科技期刊编辑和校对人员应按规定经常参加编辑岗

位培训%接受系统的继续教育%熟悉编辑出版法律法规%将其

贯彻到编校工作中%引导读者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遵循#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审视稿件的政治性%作出

实事求是的评价) 责任编辑在书稿审读和加工中必须按照

图书质量管理相关规定规范操作'!!(

) 科技期刊必须遵循

#量与单位$&#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标点符号用

法$&#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

定$&#汉语语法$&#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汉语拼音方案$等一系列基础性国家标准及规定%努力实现

规范化%降低差错率'!#(

)

科技期刊综合质量评价是在编校质量评价的基础上进

行的%不重视编校质量就无从奢谈重视学术质量) 如何进一

步提高科技期刊办刊质量%需要我们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

长期奋斗)

致谢""感谢河南省科技期刊编校质量审读专家组全

体成员所做的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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