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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技论文中一些数字概念的正确表达方法

几乎所有的地质科技论文中
,

都要使用数字来表达定量的描述或评价
。

然而不少论文中的数字概念表

达得 不够确切
,

甚至表达错误
,

常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

不得要津
。

这方面的问题
,

亚借引起作者和编者的注

意
。

关于不确定数里词 (约数 )的表示方法

通常便用
“

大概
” 、 “

约
” 、 “

上下
” 、 “

左右
”

、
“

余
” 、

“
以上

” 、 ` 、

以下
” ·

一
,

不准确的 t 化副词来表达
。

例如
:

“

某矿区排水圣
,

大概为3Om
,

/ h
。 ”

这个排水量是一个约数
,

它应该有一个上下限
,

作者未精确表示
,

或者是

未取得精确的实测数据
。

于是只好
“
大概

”

了
。

这种
“

大概
”

并不是漫无边际的
,

如果按正负 10 % 的误差来考

虑
,

那么
` ·

大概 30 附 / h
”

则相当于 2了一 33 k m
,

/ h
。

有时我们也可理解排水蚤的约数相当接近于排水量的均

值
。

不要将量化副词重登使用
。

例如
: “

约35 k m左右
” 、 “

大概在30 k m上下
” 、 “

大概约35 k m ” … …
。

正确的表

达应为
“

约 35 k m
” ,

已经表示了数值变化的上下限
,

例如
: `·

流量变化在 30 一 50 m ,

/ s之间
” ,

就不能写成
“

流量

变化在30 一 50 m 3

,s/ 以上
” 。

这个
“

以上
”

便不可理解了 还 有的同志喜欢用
“

大于
” 、

“
小于

”

表示量的变化
,

如

最小流量小于 ( < )3 o m ,

/ 。
,

最大流 t 大于 150 m
3

/ s
,

这样写 也要 不得
,

本来是比较明确的含意
,

被弄得似是 而

非了
。

当你使用约数时
,

请特别注意有效位数
,

约 3叨
、

约肠 “ 约 3 5 5
.

分别指有效位数分别为百
、

十
、

个位数
,

在这些约数之后
,

不能再用小数点加零来表示
,

如约300
.

0
、

约 3 10
.

.0
·

…
。

因为这已经不是约数
,

而是一个精

确的数值了 此外
,

还有如变化在30 一 50 士下
.

活动 在30 一 5。左右的表示理
、

都要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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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倍数和百分数的正确用法

数量的增加
,

可以用倍数和百分数表示
,

但增加几倍和增加到 几倍的意义不同
。

例如
:

某勘探钻孔经盐

酸洗井之后
,

单位涌水量增加了两倍
,

这表明过去为1
.

现在为3 如果写成增加到两倍
,

则过去为 1
,

现在为

2 礴加 2 00% 和增加到 2 00 % 意义亦不同
,

与增加 2倍和增加到 2倍的概念一致
。

又如增加 的不是整倍数
,

则

以 百分数表示更好
。

例如
:

增加了87 %
,

即过去为10 0% 而现在为 187 %
。

如果说增加到87 %
,

则过去 一定是

小 于盯% 的数值
。

例如
:

某地质队去年只完成生产任务53 %
、

经过努力
,

今年提高到肠%
,

距全面完成任务

只差 5% 了
。

数量的减少或降低
,

不要用倍数表示而应以百分数表示
。

例如
: “

由于洗井方法不当
,

使钻孔出水 ! 减少

( 降低 )3 。%
” 。

即过去为 100 %
,

现在只余下了70 % 了
;
如果说减少到 3D %

,

则过去为 10 0%现在只余 30 % 了
。

用倍数表示数量的减少或降低
,

则令人费解
。

例如
: “

钻孔出水量降低或减少一倍
” ,

因为减少一倍意味

着 1 一 l 一 。
,

减少 2倍就等于负 l
,

这便令人莫明其妙了
。

习惯上可以这样理解
,

减少一倍
,

相当于某个量减少

了
一

丰
.

即减少 50 %
;

减少二倍
,

相当于在减少一半之后再减去一半
,

即减少 了某量的 7 5%
,

换言之即余下

2 5
`
兄 了

。

文章里的数字应力求准确
,

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数量要写明上下限
,

文稿中的数字书写
,

应尽可能使用阿

全 住字
,

凡度量衡
、

时间
、

日期
、

小数
、

比数
、

百分率… … ,

以及表示数量
、

编号的数字等
。

但下述情况例外
。

1
·

专用术语 的数字用汉字
,

如
“ 三相平衡

” 、
“ 三水转化

” , “
二分法

” ,

不应写成
“
3相平衡

” 、 “
3水转化

” 、 “
2争

一

读
’ 、 ,

之
.

十以内带量词的个位数字
、

序数字
.

以及论文题 目中的十以内的数字刊用汉字
,

如
:
三个方面

,

四种方

案 侧 两对( 一般也不用二对}
· ·

… :

: {
.

浴 言化程度很高或汉语成语中的数字要用汉字
,

如
; “

理由有三
: ,

其
- -

… … ;
其二

·
·

… ;

其王
-

… … 。 ”

忆
一

例 林
” “

·

独一无二
” 、 “

三言两语
”

等
;

透
,

习惯用法和某些约数多用汉字
,

如
“

两路 口
” “

_

三岔 口 ” 、 卜
三五次

” 、 。̀

八九不离十
” 、 “

约七八 寸例
” 。

附带说
一

句
,

科学实验数据
,

作者撰文
,

编者改稿
,

都要慎而重之
.

数据要反 复核实
,

不能错漏
,

f 行来不

垠 马友哈
。
注

一

所渭失之毫厘
,

谬之千里
,

多一 个零
.

少
一

个小数点
,

都会铸成夫错
。

雨 言

第四届国际水力工程软件会议

即将召开

第四 届国际水力工程软件会议将于1 9 92 年7月在西班牙巴伦西亚 u m 沁er is d a d P ol it ec n ic a
举行

.

会议

;

的 是为了让水利研究和设 计中软件J
一

程方面起 了重要作用的有关科学工作者和 工程师们会聚一堂
,

软科
-

壳术的应用
,

可解决复杂的水力工程问题 有关计算技术以及为解决水动力学
、

水力学和水文学问题要开发

的软件都将在这次会议土加以讨论
,

此外
,

还将讨论计算机在明渠水流
、

压力流和地下水流监测试验及处理

体结果方面的应用
。

其体议题如下
:

( 1 )水动力学摸拟
; ( 2 ) 大坝溃决

; ( 3 )压力流
; ( J )水为流网

;
( 5 ) 明谓水

流
·

( “ )环境模拟
; ( 7 )水文学和地下水流

; ( 8 )数据搜集及野外设备
; 《g )经验模型和计算机模型之间的相互关

;
冬 ( 10 }实验控制中的计算机应用

; ( 11 )水力软件及专家系统
;
( 12 )软件维护

。

( 王灌凝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