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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公式表达方式对科技期刊文章被引用有极大影

响，原因是其表达方式不规范导致读者对公式产生恐惧感。文

章分析科技期刊数学公式表达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数学公式

规范表达的 5 条建议，即在公式表达中要具备以下 5 方面的描

述: 1) 公式应用说明; 2) 公式来源说明; 3) 公式符号表示; 4) 公

式符号说明; 5) 公式整体解析。在具体实践中，通过投稿指南

引导作者规范表达数学公式，编辑对数学公式表达实行规范化

编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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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of expression of mathematical formulae in
scientific periodicals∥XIE Wenliang，ZHANG Yijun
Abstract The ways of expression of mathematical formulae have
considerable effects on the citation of scientific periodicals in that
non-standardization of these formulae brings a sense of fear to
reade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expression of
mathematical formulae that commonly exist in scientific periodicals
and proposes five rules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xpression: 1) expla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formulae; 2 ) explanation of the source of formulae; 3 )

expression of the symbols of the formulare; 4 ) explanation of the
symbols; 5 ) analysis of the whole formula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we suggest that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should be
utilized to guide authors to standardize the expression of

mathematical formulae， and editors should implement the
standardization during the editing of the formu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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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公式在科技期刊中经常用到，特别是以公式

为研究模型的计量学科。根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

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他们

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对当今世界 3 大生态学顶尖期

刊的论文的引用情况研究表明，文章正文中平均每页

每多 一 个 数 学 公 式，论 文 被 引 用 的 次 数 就 会 下 降

28%［1］。为了尽量减少这种被引用次数下降的情况

发生，文献［1］提出了 2 种权宜之计: 一是正文中尽量

减少公式数量，将公式放到文后附录中去; 二是在公式

中增加更多的解释性文字，对公式进行解释。笔者认

为: 第 1 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由于篇幅受限，期刊

往往省略了附录，这势必导致正文公式更难读懂; 第 2
种方法有一定的可取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公式的

可读性。然而，要消除读者对公式的恐惧感，还要从数

学公式的规范表达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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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数学公式不仅仅是数学家所求，也是期刊

编辑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为了减少作者被数学公式的

复杂性所吓倒，科技期刊编辑有必要在数学公式的

科学定义、格式编排、公式准确度、公式表达上进行

层层把 关，使 公 式 易 读、易 懂，消 除 读 者 对 公 式 的

恐惧感。
在国内，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科技期刊中数学公式

对文章引用频次的影响情况进行调查; 但是，已有不少

文献对数学公式表达不规范的情况进行过研究，不过

都仅限于从编排的角度来讨论［2-9］。其中: 文献［2-3，

5，8］探讨了数学公式的转行问题; 文献［4，6，8］讨论

了数学公式中数学符号的字体以及排版等问题; 文献

［7］从句法属性、功能与位置 3 个方面探讨了英文科

技期刊中数学公式的用法; 文献［9］通过对称项公式、
相似公式、因果公式以及对应公式的对比，发现公式中

的错误，从而提高公式的准确性。本文从公式本身的

角度探讨科技期刊中数学公式的规范表达问题。

1 数学公式的定义

数学公式的定义是: 人们在研究自然界物与物之

间时发现的一些联系，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一种表达方法，是表征自然界不同事物数量之间的或

等或不等的联系，它确切地反映了事物内部和外部的

关系，是我们从一种事物到达另一种事物的依据，使我

们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内涵［10］。
人们对数学公式的普遍误解是，数学公式就是一

条用“=”连接的左右等式，等式仅有几个符号，没有

其他附加部分。这种误解是由于人们缺乏对数学公式

定义的理解。从文献［10］的定义，结合科技期刊中所

遇到的数学公式可以得出如下概念:

1) 数学公式分为方程、不等式以及其他表达式;

2) 数学公式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

种表达方法”，在科技期刊中，数学公式不仅是数学符

号表达，还要结合排版规范、文字规范及表达规范等;

3) 运用数字公式的目的是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事

物的本质和内涵”，在科技期刊中，意味着数学公式要

使读者读懂文章的内容，不产生恐惧感。

2 科技期刊中数学公式的表达问题

科技期刊中公式表达普遍存在着以下问题:

1) 缺乏公式文献来源说明。很多作者在写科技

论文时参考了某一中、英文文献，从文献中引出了公

式，但在文中没有对公式的来源进行说明; 有些作者是

研究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该领域中研究很深入，在他的

意识当中，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公式“就是这样的”，没

必要对其进行推导或证明。
2) 缺乏对公式的相关参数符号进行必要的说明。

数学被认为有艺术美是因为数学公式有一套严格的定

义和表示以及推理方法; 但大多数论文作者不是学数

学的，缺乏严格的数学思维，没有掌握数学公式的严格

规范，对公式的相关参数和符号没有进行说明或解释

不清。
3) 缺乏对公式表达进行编辑加工。期刊编辑绝

大部分也不是学数学的，不少编辑学的是文科，对数学

公式严格定义缺乏思维训练，对数学公式除了对字体

等进行规范化加工之外，不作任何其他的处理。

3 数学公式规范表达的编辑加工

科技期刊中数学公式表达有比较规范的例子，如

文献［11］中对数学公式 McLeod-Li 的描述原文，现摘

录如下( 为了便于分析，用 1°、2°、3°、4°、5°划分公式表

达式的每一层表达) :

1° 对于 AＲCH 效应，一般可采用 McLeod-Li 检验

和 Engle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20］。( 为了与本文的文献

序号相区别，将引文中的文献序号用黑体数字表示。)
2° McLeod-Li 检验是由 McLeod 和 Li［21］在 Ljung-

Box 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表达式如下:

3° Q = T( T + 2) Σ
p

j = 1

γ2
j ( ε

2 )
T － j 。 ( 7)

4° 其中 T 为样本容量，p 是设定的滞后阶数，ε 是

模型残序，γ j( ε
2 ) 是模型残差序列平方的 j 阶自相关

系数。
5° Q 统计量的特色在于其是以序列平方后的自

相关系数为基础进行计算的。同样的，Q 统计量也需

要大样本来保证其有效性。其原假设为: 序列不存在

p 阶 AＲCH 效应。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Q 统计量

渐近服从 χ2 ( p) 分布。McLeod-Li 检验正是基于这一

点，对序列的 AＲCH 效应进行检验。
文献［12］中对数学符号和数学式编排规范有比

较全面的介绍，本文从数学公式表达规范化的角度进

行探讨，通过对一个规范案例的分析归纳出科技期刊

中数学公式规范表达应具备的 5 条要求。
1) 公式应用说明。说明该公式主要的作用，如案

例的 1°表明 McLeod-Li 公式是应用于 AＲCH 效应检

验。大部分科技期刊将公式应用说明放在公式表达式

之前，也有少数放在公式表达式之后，具体如何处理，

要看文章的结构安排。
2) 公式来源说明。一般来说，需要对公式的来源

进行说明，以证明公式的合法性，否则读者对公式的权

威性有所怀疑。文献来源不明将导致作者不敢随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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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如果公式是直接引用于文献，则

如案例的 1°“Engle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20］”; 如果公式

是由文献推导而出，则原文献中的旧公式可以不照写

出，但应将推导出该公式的文献作声明，如案例的 2°
说明式( 7) 是来自文献［21］; 如果公式是作者的研究

成果，则可以直接写出公式，并对公式进行详细介绍以

及进行公式合理性证明。
3) 公式符号表示。如案例的 3°是公式的符号描

述，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参数等，及其在文中所有公式

中的次序。为了使公式清晰、美观，要用专业的公式编

辑器，如 MathType、Latex 等对公式进行录入和加工。
公式中的符号要严格按照 GB 3102． 11—1993《物理科

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的规定和文献［12］中的

介绍，即变量、函数、点、段、弧用斜体字母表示，常量、
具有特殊定义的函数和算子用正体字母表示，矩阵符

号用大写黑斜体字母表示，矩阵元素用白斜体字母表

示［3］。如果文章中有多条公式，则用圆括号“( ) ”对

公式进行按顺序编号，在文章中引用该公式时则用

“由式( ×) ”“根据式( × ) ”等表达方式。
4 ) 公 式 符 号 说 明。如 案 例 的 4° 对 T、p、ε、j、

γ j ( ε
2 ) 等变量含义逐个进行描述。数学公式中有很多

符号，包括变量、常量、参数、函数、算子、矩阵以及运算

符等，要对这些符号进行一一说明，读者才能读懂整个

公式的含义。变量要说明属性，约束变量要给出范围，

常量给出数值定义，参数、函数、算子、矩阵等要说明含

义。特别要注意的是，数学公式中允许自定义运算符

号的存在，在描述群、环、域这种代数结构运算符时，不

仅要对运算符进行解释，还要对运算符定义运算优先

级别。公式符号说明一般放在公式表达式之后。
5) 公式整体解析。如案例的 5°对 Q 所代表的整

个公式的特色、Q 的统计量要求及 Q 的检验原理对公

式进行整体解析。对公式进行整体解析的目的是对公

式内容、作用、特征以及公式运用限制等作进一步的说

明，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公式的内容。

4 结束语

科技期刊中的文章涉及的是自然科学内容，往往

需要理论和实验的相互印证。理论经常要用数学公式

来阐释，如果这种阐释方式不规范，读者就会望而却

步，出于无奈，读者无法对文章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则会影响该文的引用频次。科技期刊应该在公式规范

表达方面起示范作用; 因此，本文对此提出了 5 个要

点: 公式应用说明、公式来源说明、公式符号表示、公式

符号说明以及公式整体解析。

期刊中数学公式表达规范，读者和编辑都能从中

受益。
1) 有利于读者读懂文章和引用文章。读懂是引

用的基础，引用是发表文章的目的之一。如果读者读

不懂，即使文章选题多么优秀也无法被引用。数学公

式规范表达有利于读者理清思路，对公式的来龙去脉

一目了然。只有对公式进行规范化加工，才能减少或

消除如文献［1］研究结论中所描述的“文章正文中平

均每页每多一个数学公式，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就会下

降 28%”所带来的引用困惑。
2) 有利于编辑审稿及加工。期刊发文的影响力是

通过被引用来体现的，作为编辑，在审稿和编辑加工过

程中，必须足够重视公式的规范表达。有了以上公式规

范表达的 5 个要点，审读和加工稿件时，编辑可从这 5
个方面对公式定义的合理性进行独个验证，对于不符合

这 5 条要求的公式，编辑要进行增补或者要求作者按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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