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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王传泰
!(地质找矿论丛)编辑部"天津

%##$"$

#

摘要!

!

地质科技论文中的各类地质术语(专用符号(计量单位(测试数据(标点符号需要规范地使

用和表达&参考文献著录须准确地标注%如果对上述地质信息要素使用不当或表达失范&不仅使

读者难以准确地理解文章的原意&还会造成地质科学术语和概念表达的混乱&从而影响稿件的整

体质量&影响地质科技信息的交流和传播%文章对论文写作中常见的几个规范化问题进行了阐

述&以利于地质人员科技论文写作技能的提高%

关键词!

!

地质科技论文"地质术语"计量单位"标点符号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I

!

文章编号!

!

$##$ $B$!

#

!#$%

$

#! #%$( $!

#

!

引言

地质科技论文是表达作者在勘查和研究活动中

的新发现(新认识的文字载体形式%论文发表的前

提条件不仅要求其内容深刻新颖(文字通畅易懂(数

据科学严谨(图表清晰明了&还要求论文的各类术

语(数据(符号等的表达要规范化&以便于地质信息

的交换(贮存(识别和统计分析&满足学术交流和文

献管理工作的要求%

在我们收到的稿件中&使用已废止的地质术语(

地质年代与地层单位称谓混乱(使用非法定计量单

位及符号(计量单位符号书写错误(标点符号使用不

规范(一些专业用字#词$不正确等情况时有发生&如

果论文中的各类地质信息要素使用不当或表达失

范&不仅让读者难以准确地理解文章的原意&还会造

成地质科学术语和概念表达的混乱&从而影响稿件

的整体质量&影响学术交流和科学传播%笔者结合

编辑工作的实际&从规范使用地质术语(量及量单位

#符号$(标点符号和数字&以及参考文献著录几方面

进行阐述&为地质技术人员撰写科技论文提供一些

参考和帮助&提高地学期刊论文的标准化(规范化水

平%

$

!

地质术语的规范表达

!#!

!

地层及地质年代

随着地球科学的发展&许多专业用语也在不断

更新%作为地质科技人员&应随时关注相关动态&及

时了解相关专业术语的准确含义%

#

$

$年代地层的表达*

$B

+

%

前寒武系%原称的-元古界和太古界.已改称为

-元古宇和太古宇.%元古宇#

HK

$为三分&分称为古

元古界#

H,

$

$(中元古界#

H,

!

$和新元古界#

H,

%

$"太

古宇#

I:

$为四分&分称为始太古界#

I-

#

$(古太古界

#

I-

$

$(中太古界#

I-

!

$和新太古界#

I-

%

$%稿件中

不宜再使用-下元古界.(-上元古界.(-上太古代界.

等称谓了"还要注意的是&始太古界的代号为-

I-

#

.&

新太古界的代号为-

I-

%

.%

寒武系与志留系%寒武系现为四分&分称底统(

下统(中统和上统&其代号分别为
)

#

&

)

$

&

)

!

和

)

%

"志留系亦为四分&分称为下统(中统(上统和顶

统&其代号分别为
R

$

&

R

!

&

R

%

和
R

B

"-

R

%DB

.表示上顶志

留统%请注意这两个系各统称谓的区别&以及代号

的差异%

石炭系与二叠系%石炭系采用二分&分称为下



石炭统#

)

$

$和上石炭统#

)

!

$"二叠系则为三分&分

称为下二叠统#

H

$

$(中二叠统#

H

!

$和上二叠统#

H

%

$%

稿件中若出现-下石炭统.(-上石炭统.或-下二叠

统.(-上二叠统.时&最好说明一下依据的是哪种划

分方案#三分还是两分$%

古近系与新近系%新生界#

)G

$分为古近系

#

C

$(新近系#

?

$和第四系#

b

$&原称-第三系.已不

存在&原称的-老第三系.和-新第三系.改称为-古近

系#

C

$.和-新近系#

?

$.%因此&诸如-第三系盆地.(

-第三系红层.等术语要改称-古近系)新近系盆

地.(-古近系)新近系红层.&地层代号为-

CD?

.%

#

!

$年代地层要与地质年代对应%在地质学稿

件中&地质年代的单位#宙(代(纪(世(期$要与年代

地层的单位#宇(界(系(统(阶$相对应&使用时要分

清所述对象是年代地层还是地质年代%年代地层的

单位中分-上(中(下.亚单位时&其对应的地质年代

亚单位为-早(中(晚.%如 &与-上震旦统陡山沱阶.

对应的地质年代单位为-晚震旦世陡山沱期.%

在我国&通常将地方性地层单位称为岩石地层

单位#或岩性地层单位$&包括群(组(段(层&它只适

用于比较小的地域范围&与年代地层单位之间没有

相互对应的关系%有的稿件中把-组.与-期.相对

应&如&将-早三叠世刘家沟期.与-下三叠统刘家沟

组.相对应&这种表述是不规范的&而表述为-早三叠

世刘家沟组沉积时期.则较为适宜%

!#"

!

地质体的单位及符号

#

$

$年代地层的单位及符号%年代地层单位符

号的表达形式要遵循有关国家标准*

(

+及规范"设定

#图
$

$&书写时要注意字符的写法#大写'小写(正体

'斜体(上角标'下角标$%

-阶.属于全国性或大区域性地层单位%阶的符

号是在统的符号后面加阶名的汉语拼音头一个字母

正体小写&如&梅树村阶&写作
)

$

E

"如同一统内阶

名第一个字母重复时&则年代较老的阶用一个字母&

较新的阶在头一个字母之后加第二个汉字汉语拼音

的头一个字母小写正体&如&韩江阶&写作
_

%

<

F

%

-群.属于地方性地层单位%群的符号是在相应

的地质年代符号之后&加上群名的汉语拼音头一个

字母大写斜体"如果在同一个地质年代中的首位字

母重复时&可再加上第二个汉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

字母小写斜体%如&火地垭群&写作
H,

!

6F

%跨时

代的群&如吕梁群&写作
I-

!

DH,9<

"白云鄂博群&写

作
)<Db/:

%

-组.也属于地方性的地层单位%组的符号是在

图
!

!

地质体单位符号的结构#据文献*

(

+修编$

L.

5

>$

!

)*E/.+7,.*+M*-E7,*M1

6

E/*41*M

5

3*4*

5

.;/*8.31

地质年代符号后&加组名汉语拼音的首位字母小写

斜体"同一个年代内组名首位字母有重复时&则年代

较新的组在首位字母之后再加上第二个汉字汉语拼

音的头一个字母小写斜体%如&莲沱组&写作
e

$

<

"东

坡组&写作
eF

@

%跨时代的组&符号是将
!

个年代

符号连写&然后加上组名汉语拼音的首位字母小写

斜体&如&灯影组&写作
e

)

F

"三山子组&写作
)

_.

"

嘎啦山组&写作
H,

%

)

$)

"拉嘎组&写作
)

!

H

$

<

%为了

制图的需要&有时将几个组并层&表示方法为!在年

代符号后加组名符号&不论是
!

个组还是更多的组

并层&由老到新均用-).连接&如&梁山组(栖霞组和

孤峰组并层&写作
H<

)

)

%

-段.也是地方性地层单位"

%段的符号是在年

代的符号后以上角标形式注以段名的汉语拼音首位

字母小写正体&如&中寒武世盘车沟段&写作
)

P

!

"三

叠纪沙堡湾段&写作
K

1

%组进一步划分的段#非正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式段$的符号&是在组的符号后以上角标形式注以阿

拉伯数字#

$

&

!

&

%

$&以表示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如&

休宁组第三段&写作
e

$

?

%

%

跨统(相邻(并层及时代不确定的年代地层单位

的符号!

"

已划分清楚#界线$的相邻地层&如&上石

炭统至下二叠统&写作
)

!

)

H

$

"-中(上侏罗统.表示

为-

@

!

)

@

%

."

#

未划分清楚#界线$的相邻时代的地

层&如&上石炭 下二叠统&写作
)

!

H

$

"中 上侏罗

统#中上侏罗统$&写作
@

!

@

%

"

$

不同时代相邻接的

那部分地层&如&侏罗系中统和上统相邻接的部分&

写作
@

!D%

"

%

相邻的两个地层单位的全部地层&如&中

二叠统和上二叠统的全部地层&写作
H

!̂ %

"

(

时代

不确定的年代地层单位&如&中侏罗统或上侏罗统&

写作
@

!

'

@

%

"

)

有疑问的地层单位&如&可能为中寒武

统&写作
)

!

,%

在地层的表述中&不要-群.与-组.混用!前面把

某地层称为-

cc

群.&而后面又称为-

cc

组.%

#

!

$侵入岩的年代单位符号及表达%

侵入岩的岩性符号通常用希腊字母斜体表示&

如&

"

为花岗岩&

#

为闪长岩&

*

为二长岩"用
,

表示

玢岩&用
&

表示斑岩%用字母的组合表达一些过渡

性岩石类型&如&用
"#

表示花岗闪长岩&用
*

"

表示

二长花岗岩%侵入岩的岩性符号及其组合要参照相

关规范*

(

+来执行%

目前&侵入岩时代#期次$的表示方法有
!

类!

"

按构造旋回侵入岩分期*

(

+

"

#

按地质时代的侵入岩分

期"

%构造旋回分期!以侵入岩符号表示基本岩性"其

右侧的数字下角标#

$

&

!

&1&

&

$&表示不同的构造旋回"右

侧的数字上角标#

$

&

!

&

%

$&表示早(中(晚期"右上标由连

接符号引出的数字#

$

&

!

&

%

$&表示侵入阶段&其后字母

#

7

&

/

&

;

$表示第几次的侵入#图
$

$"难以划分阶段的&可

直接在-期.的数字之后加上-次.的符号&如&

"

!7

(

表示

燕山早期第一次侵入%地质时代分期!岩体按时代

#世'纪'代$表示%以纪'代的年代符号
^

侵入体岩性

符号表示的&年代符号的字号比岩性符号小一号&如&

三叠纪花岗岩写作
K

"

&古元古代花岗岩写作
H,

$

"

"以

世的年代符号
^

侵入体岩性代号表示的&年代符号的

字号比岩性符号小一号&如&晚石炭世花岗岩写作

)

!

"

&晚三叠世花岗闪长岩写作
K

%

"#

%

在区域花岗岩的谱系研究*

&

+过程中&还推广了

一种花岗岩类谱系单位符号&它按照花岗岩类的超

单元(单元(序列(岩体等不同尺度设计了一套符号&

它亦有对侵入岩进行分期的功能&但它更强调有限

范围内的区域对比和侵入体间的时空联系%

作者在插图中设置侵入岩单位符号时&不要把

不同的分期方法混合使用&更不能将几种方法同时

使用%尽量按照简明扼要的原则设置侵入岩单位的

符号系统%

#

%

$岩石中矿物的符号%在地质论文的岩石显

微图像和素描图中&往往要用符号注明某些特征矿

物%在标注矿物名称时&其符号要根据矿物的英文

名称缩写而成&并按照有关规范*

('

+

(辞典中规定的

缩写名和写法&不要自造矿物符号%

#

B

$地质体延展方位的表示%地质体的延展方

向通常是
!

个相反的方位&表示方法!

"

可以将
!

个

方向均写出来&中间用连字符连接&如&矿体呈
?UD

RC

向延展&向斜轴呈
?CDRU

向展布"当延展方向

为南北向或东西向时&可写作
R?

向或
CU

向"

#

因

-地质体的延展方向有
!

个相反的方位.属于专业常

识&所以只写出地质体延展方位中向北的那个即可&

如&矿体呈
?U

向延展&向斜轴呈
?C

向展布%表示

方位的变化范围&可用连字符连接不同的方位&如&

?CD??C

向断裂&褶皱轴呈
?UUD?UD??U

逐渐

偏转的弧形%

#

(

$地质体的产状要素的表达%地学期刊中经

常有对地质界面#如岩层面(构造面及地质体的接触

界面等$产状的描述&除了文字阐述外&还会用产状

要素定量描述地质界面的空间状态%通常地质界面

产状的表示方法有方位角法和象限角法%由于目前

使用的罗盘仪是用全角#

%&#X

$标定方向的&所以采

用方位角法记录产状比较直观(方便&无须进行角度

的来回换算&降低了数值换算中出现失误的机率%

因此&推荐大家使用方位角法表示地质界面的产状&

记录的方式有
!

种%

"

记录岩层的走向(倾向和倾

角!测量岩层的走向&读取罗盘中朝北的角度&并判

断出岩层的倾向方位&再测量岩层倾角&记录形式

-走向
^

倾向
^

倾角.&如&

%$(X

'

?C

*

B"X

&

B(X

'

RC

*

'(X

"

#

记录岩层的倾向和倾角!记录形式-倾向
^

倾角.&如&

$%(X

*

B(X

&

%(#X

*

"#X

%在一篇论文中&不

管选用哪种方法表示地质界面的产状&必须全篇一

致&切勿多种记录方法混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表示

地质界面的走向时&不要在方位角的前#后$再加修

饰符号&以致造成错误%如&

?U%!#X

&或
?%!#XU

&

均为错误的写法#因为在
?U

象限中不会出现

%!#X

&故而是错误的$%

!#$

!

地质术语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

#

$

$使用已废弃的年代地层#地质年代$术语*

!

+

%

表
$

中列举了常见的使用已废弃的年代地层#地质

'$%

第
!"

卷
!

第
!

期 王传泰!地质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表
!

!

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达的正误对照

K7/43$

!

)*--3;,7+80+;*--3;,+*E3+;47,0-3*M1,-7,.

5

-7

P

<.;0+.,17+8

5

3*4*

5

.;7

5

31

不正确的写法 正确的写法 错误原因

太古代&元古代"太古界&元古界 太古宙&元古宙"太古宇&元古宇

早元古代&晚元古代"下元古界&上元古界 古元古代&新元古代"古元古界&新元古界

老第三纪(早第三纪"下第三系 古近纪"古近系

新第三纪(晚第三纪"上第三系 新近纪"新近系

上古生代"早古生界 上古生界&晚古生代"下古生界&早古生代

晚三叠系 晚三叠世&三叠纪晚期

寒武纪双鹰山组 寒武系双鹰山组

)<;

&

8"4

&

)<4

#长城系或长城纪$

)<

#长城系或长城纪$

R7

&

R/

#青白口系或青白口纪$

b/

#青白口系或青白口纪$

新旧概念

不清楚

地层及时代

概念混淆

地层#时代$符号

写法不对

表
"

!

地学论文中容易写错的字#词$

K7/43!

!

)<.+313;<7-7;,3-1,<7,;*048/30+;*--3;,4

6

Q-.,,3+.+

5

3*4*

5

.;74

P

7

P

3-1

不正确 正确 不正确 正确 不正确 正确 不正确 正确

喜山
!!

运动 喜马拉雅运动 孤
!

形构造 弧形构造 穹窿
!

穹隆 折
!

曲 褶曲

磨园
!

度 磨圆度 分枝
!

构造 分支构造 窿
!

起带 隆起带 柔
!

皱 揉皱

方园
!

方圆 矿体成支
!

叉状 矿体成枝叉状 黄骅拗
!

陷 黄骅坳陷名称 复
!

盖 覆盖

荧
!

石 萤石 幅
!

射 辐射 黄骅坳
!

陷期 黄骅拗陷期动作 超伏
!

超覆

萤
!

光显微镜 荧光显微镜 花冈
!

岩 花岗岩 泻
!

湖#相$

%

湖#相$ 倾覆
!

倾伏

褪
!

化作用 退化作用 班
!

岩 斑岩 粘
!

土矿物 黏土矿物 上复
!

地层 上覆地层

矽
!

化 硅化 矽
!

线石 夕线石 粘
!

度 黏度 下覆
!

下伏

矽
!

卡岩#化$ 夕卡岩#化$ 付
!

变质岩 副变质岩 迭
!

层石 叠层石 不正
!

合 不整合

青盘
!

岩#化$ 青磐岩#化$ 付
!

矿物 副矿物 二迭
!

纪 二叠纪 石碳
!

系 石炭系

侧俯
!

角 侧伏角 付
!

长石 副长石 它
!

色 他色 炭
!

元素 碳元素

迭
!

加异常 叠加异常 兰
!

色 蓝色 它
!

形#晶$ 他形#晶$ 炭
!

质页岩 碳质页岩

捕掳
!

体 捕虏体 兰
!

晶石 蓝晶石 摸
!

拟 模拟 泥碳
!

泥炭

溶融
!!

#体$ 融熔#体$ 铜兰
!

铜蓝 同位素年令
!

同位素年龄 炭
!

酸盐 碳酸盐

固熔
!

体 固溶体 兰
!

铜矿 蓝铜矿 胞
!

子花粉 孢子花粉 钢
!

性地层 刚性地层

沙
!

岩 砂岩 腐植
!

质 腐殖质 海棉
!

状 海绵状 油汽
!

油气

引伸
!

引申 石腊
!

石蜡 侵
!

染状 浸染状 水蒸汽
!

水蒸气

既
!

使 即使 叶腊
!

石 叶蜡石 纺缍
!

虫 纺锤虫 水份
!

水分

分挡
!

分档 组份
!

组分 端元
!

端员 部份
!

部分

予
!

处理 预处理 年分
!

年份 新沟咀
!

组 新沟嘴组 震憾
!

震撼

按
!

装 安装 份
!

量 分量 类形
!

类型

偶而
!

偶尔 究竞
!

究竟 座
!

标 坐标

年代$术语(地质年代单位与地层单位不加区分的例

子%如&太古代片麻岩&应为太古宙片麻岩"元古界

辽河群#

H,

$

9

$&应为古元古界辽河群#

H,

$

9

$%

#

!

$地质体单位的符号书写不正确%在书写地

层(侵入岩的符号时&应当注意符号中字母的大'小

写(正'斜体%如&地层符号中代表-组.的字母应当

为小写斜体"侵入体符号中表示岩性的的字母要用

希腊文小写斜体%例!下寒武统馒头组&写作
)

$

5

&

不要写作
)

$

E

#梅树村阶$%

#

%

$年代地层单位与地质时代单位使用不正

确*

!

+

%

"

用文字表述跨时代的不同-单位.地层#年

代$的复合时&省略前者地层#年代$的单位是错误

的%如&泥盆)早二叠世&应写作泥盆纪)早二叠

世"石炭)上三叠统&应写作石炭系)上三叠统"太

古)古元古代&应写作太古宙)古元古代%只有相

同单位的地层#年代$复合&前者地层#年代$的单位

才可省略&如&太古)元古宇"

#

用年代地层单位描

述侵入岩的时代是错误的%如&二叠系花岗岩&应写

作二叠纪花岗岩%

#

B

$错别字#词$

*

!B

&

"$B

+

%在地质科技论文撰写

中&常出现一些错别字#词$&或未使用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术语规范写法&表
!

中

列举了地学论文中容易写错的字#词$%出现错字(

别字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未能正确理解地质

术语中文字的涵义&另一方面是部分作者对简化字

的使用和理解有所偏差%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

!

量和单位的规范表达

科学技术领域所使用的量又称物理量&是-现

象(物体或物质可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属性.

*

$(

+

%

正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是地质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

质*

$&

+

"使用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及符号&不仅会造成

科学计量方面的混乱&还会使科技论文的交流价值

大打折扣*

$'

+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法定计量单位的

重视不够*

$"

+

(传统做法#老习惯$及国外的影响(对

量和单位的理解有误所致%地质科技论文的作者要

自觉使用法定计量单位&规范书写量和单位*

$A

+

%

"#!

!

量和单位的构成

!>$>$

!

量名称及符号

#

$

$量名称%每一个物理量的标准化称谓即为量

名称%在国家标准/

2N%$##

&

%$#!

)

A%

量和单位0

*

!#

+

中共列出了
&$B

个量的名称%这些量名称&反映了学

科的最新发展%它的命名依据是国际标准&同时结合

我国国情&适当考虑了原有的使用习惯%

#

!

$量符号*

!$

+

%通常是采用单个拉丁字母或希腊

字母&一般用小写(斜体书写&但来源于人名缩写的量

符号用大写%例!长度#

<

$(时间#

/

$(电流#

I

$(质量#

5

$(

热力学温度#

J

$(质量分数#

B

$(体积分数#

-

$(摩尔分数

#

?

$(物质
N

的量浓度#

4

:

$%需要时&量符号可带有下标

或说明性记号!用表示变动性数字的字母(坐标轴符

号(表示几何图形要素的字母作下标时&下标要用斜

体*

!!

+

"用量符号作下标&其大(小写与原符号相同"来源

于人名的缩写的下标用大写"其他情况用小写*

!%!(

+

%

有
!

个以上(复杂的下标&可将其置于圆括号中并放在

量符号之后%例!矿物包体的均一法盐度#

&表示为
B

#

?7)4

&

3

g

$%在量符号的后面不得附加圆点&但可加符

合语法的标点符号%

地质科技论文中表示某元素的同位素比值相对

于标准样品同位素比值的偏差&通常用
#

或
1

表示&

应书写为斜体字母*

$$

&

!&

+

&如&

#

#

$"

_

$&

1

#

('

L3

$%

!>$>!

!

量单位及符号

#

$

$量单位%量单位是指-为定量表示同种量的大

小而约定的定义和采用的特定量*

$(

+

.&即!用于表示某

一对应量的计量单位称为量单位%例!量名称-长度.

所对应的计量单位为-米.%长度(直径(距离(高度和波

长等&可以相互比较&即同一类量&其量单位相同%我

国法定计量单位是以国际单位制#

RY

$单位为基础&加上

我国选定的一些非
RY

制的单位构成的&包括
(

个部分!

"

RY

基本单位"

#

具有专门名称的
RY

导出单位"

$

我

国选定的非
RY

的单位"

%

由以上单位构成的组合单位"

(

由
RY

词头与以上单位构成的倍数单位*

!#

+

%

#

!

$单位符号%单位符号分为中文符号和国际

符号%国际符号是指全世界通用的用拉丁字母或希

腊字母表示的单位符号&也称标准化符号%在国家

标准/量和单位0中&把国际符号称为单位符号&未列

中文符号%

"

单位符号均采用英文或希腊字母正

体"

#

一般的单位符号为小写&如&

J

5

#千克$&

,

#吨$&

E

#米$&

1

#秒$"源于人名的单位符号&其首字母大

写&如&

?

#牛顿$&

I

#安培$&

=

#伏特$&

U

#瓦特$

*

!'

+

"

$

由基本
RY

单位导出的组合单位中&相乘的
!

个符

号之间要用间隔号#4$连接&如&功的单位
?

4

E

"

相除的
!

个符号之间用左斜杠符号#'$连接&如&速

度的单位
E

'

1

"

%

导出单位具有专门名称的&必须用

其专门的单位符号&不得使用组合符号形式&如&压

力的单位是
H7

&不得再用
?

'

E

!

"*平面+角单位

X

&

k

&

n

&在组合单位中应采用加圆括号的形式!#

X

$&

#

k

$&#

n

$&如&#

X

$'

1

"

(

单位符号不能与中文符号构成

组合形式的单位"只有当组合单位中含有计数单位

或没有国际符号的计量单位时&才允许同时使用汉

字和单位的国际符号构成组合单位&如&元'
,

&

E

!

'

人&

J

5

'#月4人$"

)

通常使用的单位!星期#周$(月&

没有标准化符号&应用汉字表示&如&

,

'周&

,

'月"

*

在非普及性书刊中&表达量值的单位必须使用国际

符号%

!>$>%

!

RY

词头及符号

RY

词头加在法定单位前面构成十进倍数或分

数单位&仍然是我国的法定单位"

RY

词头的作用是

避免单位前的数值过大或过小%

RY

词头一律用正

体&大小写必须按规定书写#表
%

$&以免引起岐义%

RY

词头在使用时须注意!

"

使用词头构成单位

时&要使量的数值处于
#>$

&

$###

范围内*

!"

+

&如&

#>##%'&E

&写作
%>'&EE

"

#

词头不能单独或重叠

使用*

!A

+

&如&

$#

& 个零件不能写作
9

个零件&

+E

不

能写作
E

8

E

"

$

词头与单位符号之间不留空隙&要

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有词头的指数单位是包括

词头在内的整个单位的幂&如&

JE

% 即
$###

%

E

%

"

%

地学论文中常见的单位
X

&

k

&

n

&

E.+

&

<

&

8

&

J

5

等&不得

加词头*

%#%$

+

"

(

J

5

可看作带词头的基本单位&已不

能在其前面再加词头&其倍数和分数单位只能改用

在
5

前重新加词头构成*

!A

+

&如&

$&>B2J

5

应改写作

$&>BK

5

"

)

组合单位加词头时&词头加在整个单位

之前&如&电阻率的单位
J

D

4

E

"

*

万#

$#

B

$和亿

#

$#

"

$是我国习惯使用的数词&可以与单位符号连

A$%

第
!"

卷
!

第
!

期 王传泰!地质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表
$

!

RY

单位词头

K7/43%

!

C+

5

4.1<7+8)<.+1311

6

E/*4*MRYE04,.

P

4

6

.+

5P

*Q3-

因数 符号
词头名称

英文 中文
汉语拼音 因数 符号

词头名称

英文 中文
汉语拼音

$#

!B

Z

6

*,,7

尧*它+

6

7*

$#

a$

8 83;.

分
M3+

$#

!$

e G3,,7

泽*它+

G3

$#

a!

; ;3+,.

厘
4.

$#

$"

C 3O7

艾*可萨+

7.

$#

a%

E E.44.

毫
<7*

$#

$(

H

P

3,7

拍*它+

P

7.

$#

a&

8

E.;-*

微
Q3.

$#

$!

K ,3-7

太*拉+

,7.

$#

aA

+ +7+*

纳*诺+

+7

$#

A

2

5

.

5

7

吉*咖+

F

.

$#

a$!

P P

.;*

皮*可+

P

.

$#

&

9 E3

5

7

兆
G<7*

$#

a$(

M M3E,*

飞*母托+

M3.

$#

%

J J.4*

千
g

.7+

$#

a$"

7 7,,*

阿*托+

7

$#

!

< <3;,*

百
/7.

$#

a!$

G G3

P

,*

仄*普托+

G3

$#

$

87 83;7

十
1<.

$#

a!B

6 6

*;,*

幺*科托+

6

7*

用&如&万
E

&亿
,

"但在非普及性科技期刊中&最好

将-万
E

.&-亿
,

.写作
$#

B

E

&

$#

"

,

%

"#"

!

量值的表示

!>!>$

!

量值及量值范围

#

$

$量值%用阿拉伯数字与单位符号结合表示%

如&长度
(###

米&写作
(###E

&或
(c$#

%

E

&或
(

JE

%在表达量值时须注意!

"

除*平面+角单位

X

&

k

&

n

外&数值与单位符号间要留间隙*

$"

+

#

$

个字符$"

#

单位不用中文符号表示&如&-千克.写作
J

5

"

$

不

要把单位用括号括起来&如&

(#

#

E

$是不规范的"

%

不可用缩略语替代单位&如&用
<-1

替代
<

#小时$&

用
E*43

替代
E*4

&将
PP

E

当作单位使用"

(

不许通

过增加单位标注来改变标准化的单位符号&如&质量

分数为
([

&不可写作
([

#

E

'

E

$"若需要标示量的

特性或测量过程信息&只能通过增加量名称符号的

下标来说明&如&-

*f(##=

E7O

.应改写为
*

E7O

f(##

=

"

)

不要将信息与单位符号相混&如&含水量
!#

E4

'

J

5

&不可写作
!#E4]

!

_

'

J

5

&或
!#E4

水'
J

5

"

*

在图表的标目中&图的轴向(表目中须标明数值的单

位&一般采用-量'单位.形式&如&

B

N

'

$#

a&

&

-

N

'

[

&

/

'

i

&

@

'

$#

(

H7

%

#

!

$量值范围*

!$

&

%!

+

%量值范围
f

数值范围
^

单

位%数值范围采用浪纹号#

&

$连接"单位相同的量

值范围&单位写在数值范围之后&如&

!#

&

%#E

&

'"

&

""i

%表达量值范围时须注意!

"

一系列数值的

单位相同时&可以在最末一个数值之后写出单位符

号%如&

(#EE

&

B(EE

&

B!EE

&可以写作
(#

&

B(

&

B!

EE

&各数值后的点号用逗号#&$"

#

表示百分数的

量值范围&前后
!

个数值的-

[

.要全部写出&百分号

与数值间不留空格&如&

%A[

&

B&[

"

$

表示有相同

幂次的量值范围时&前面数值中的幂次不能省略&

如&

!>""c$#

a&

&

!>A"c$#

a&

"

%

用量值相乘表示面

积或体积时&每个数值的单位都要写出&如&

&#Ec

B#E

&

(#;EcB#;Ec!#;E

"

(

单位不完全相同的

量值范围&每个量值的单位应全部写出&如&

%X

&

&X

"k

"

)

用-万.或-亿.表示的数值范围&每个数值中的

-万.或-亿.不能省略&如&

%

万
&

"

万&不能写成
%

&

"

万%

!>!>!

!

量值公差

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将中心值与公差

用圆括号扩起来*

$"

&

!"

+

&单位符号只写
$

次&如&参量

为
$$">&(97

&公差为
#̀>!#97

&建议写作#

$$">&(

#̀>!#

$

97

%也有的表示为
$$">&(97̀ #>!#97

%

"#$

!

量和单位在使用中的常见错误

!>%>$

!

误用量名称及符号

#

$

$使用非标准的量名称%如&将质量称为重

量&将密度称为比重&将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称为百

分含量*

!

+

%

#

!

$使用不规范的量符号*

!

&

$$

&

!B

&

!&

&

%%%B

+

%

"

误写

或未区分正'斜体与大'小写!如&将
@

f$##JH7

误

写为
Ef$##JH7

&将
P

]

写成
@

6

或
H]

&将质量分

数
B

写成
2

或
O

"

#

用多个字母构成量符号&如&

将临界高温
J

;

&

<

写成
86J

"

$

把化学元素符号当作

量符号使用&如&

_

!

h)_

!

f!h$

应写作
Y

#

_

!

$

hY

#

)_

!

$

f!h$

&

]

!

R_

B

f( EE*4

'

\

应 写 作
4

#

]

!

R_

B

$

f(EE*4

'

\

"

%

量符号与物质组合表达时

出错!将地质样品中物质的质量分数广义式量符号

B

N

写成
B

#

N

$"将具体物质组分的量符号写成了广

义式&如&硫的质量分数
B

N

#应写作
B

#

R

$$&白云石

的体积分数
-

N

#应写作
-

#白云石$$"将具体的物质

成分写成下标&如&

B

?7)4

#应写作
B

#

?7)4

$$%

!>%>!

!

误用量单位及符号/

!

"

$"

"

!B

"

!A

"

%!

"

%B%'

0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

$

$使用已废弃的单位符号%如&用 -目.

#

E31<

$表示矿样粒度单位&其法定单位应为
EE

#毫米$"用-

7,E

.#大气压$表示压力&应换算成法定

单位符号
H7

#帕$%

#

!

$单位符号使用有误%

"

符号书写有误&如&

8

E

写成
0E

"

#

单位符号写成斜体&如&

$##E%

"

$

大'小写有误!

JE

写成
J9

&

J

5

写成
V

5

"

%

用一种单

位符号代替另一种!用*平面+角单位作时间单位#

%#

1

写成
%#n

$"将时间单位
1

&

E.+

&

<

&

8

&

7

&周&月&误写

成
13;

&

E

&

<-1

&

87

6

&

6

-

&

QJ

&

E*

"

(PP

E

&

PP

/

&

PP

,

不

是我国的法定单位&它们是表示数量份额的英文名

词缩写*

!&

+

&其中
PP

/

和
PP

,

在不同国家表示不同的

数值&应搞清它们代表的是什么量&数据来源于哪

国&然后代入相应的标准单位进行替换%如&将

PP

E

#

5

'

5

$写作
B

N

'

$#

a&

"将来自美国资料中的

PP

/

#

Y

'

Y

$写作
-

N

'

$#

aA

%

#

%

$单位符号附加标识修饰引起错误%

"

加下

标&如&

If$(I

E7O

#应为
I

E7O

f$(I

$&

@

f"#H7

E7O

#应为
@E7O

f"#H7

$"

#

插入修饰性字符&如&

#>!(

E

5

#

H/

$'

\

#应为
(

#

H/

$

f#>!(E

5

'

\

$"

$

修饰单

位&如&

L3

的质量分数为
!#[

#

E

'

E

$#应为
B

#

L3

$

f!#[

$%

#

B

$单位符号加词头不规范%

"

词头字母大'小

写错误&如&

"

P

E

写成
"HE

"

#

添加词头换算错误&

如&将
$####E

! 写成
$#JE

!

#应为
$<E

!

$&将
(

JE

% 写成
(###E

%

#应为
(c$#

A

E

%

$"

$

理解词头含

义出错&如&将词头
2

#

$#

A

$当成亿#

$#

"

$&将
+E

#

$#

aA

E

$写作
o

#

$#

a$#

E

$"

%

重叠使用词头&如&将

+E

#纳米$写成
E

8

E

#毫微米$"

(

在词头和单位符

号之间留了空隙或加上其他符号&如&

JE

!

&或
J

4

E

!

&或#

JE

$

! 等形式都是错误的%

#

(

$自造量名称或量单位%

"

在中文单位符号

后加-数.当作量名称&如&天数(秒数(吨数(米数"

#

在中文单位符号前加-个.&如&

(

个小时(

$!

个厘米%

#

&

$使用已废弃的中文单位%使用已废弃的中

文符号单位&如&

%(

公尺(

(

公分(

(#

立升%

#

'

$其他的不规范问题%

"

单位符号之后带个

实点&如&

$#;E>

&

$##?

4

E>

"

#

把单位插在数值中

间&如&

$E"(

"

$

把单位符号拆开表示&如&摄氏
!#

度"

%

对于分子为
$

的组合单位符号未采用负数幂

形式&如&将衰变常数的单位
7

a$写成
$

'

7

"

(

图表中

的量单位未用标准化表达方式&如&将
B

N

'

$#

a&写成

B

N

'

PP

E

等%

"#%

!

地质论文中常见的几个量和单位的使用问题

!>B>$

!

地质论文中常用的几个量名称

#

$

$比重%比重是被废弃的量名称%/量和单

位0规定*

!#

+

&-质量除以体积.为体积质量或*质量+

密度&量符号为
(

&其定义式为
(

f5

'

Y

"单位符号为

J

5

'

E

% 或
J

5

'

\

#结合文中的具体所指选择单位$%

#

!

$浓度%目前对于-浓度.的使用混乱&应当结

合文意搞清具体涵义&不要随意使用%/量和单位0

称为
N

的浓度或
N

的物质的量浓度&指-

N

的物质的

量除以混合物的体积.

*

!#

+

&其量符号为
4

N

&单位符号

为
E*4

'

E

% 或
E*4

'

\

%其他所谓-浓度.!单位为
5

'

\

的&称质量浓度#

(

N

$"单位为
$

的&原称质量百分比

的应称质量分数#

B

N

$&原称体积百分比的应称体积

分数#

-

N

$"单位为
E*4

'

J

5

的&称质量摩尔浓度

#

5

N

$"单位为
E

a%的&称分子浓度#

8

N

$

*

!#

&

%"

+

%在叙

述有关浓度的语句中&要准确表述相关的量名称和

量符号%如&-盐水的浓度为
([

.&应改写为!盐水

的质量分数为
([

"-空气中
R_

!

的体积百分比浓度

上升到
#>([

.&应写作!空气中
R_

!

的体积分数上

升到
#>([

%又如&某地区的石英矿物中的流体包裹

体盐度为
B

#

?7)4

&

3

g

$

f!#>B[

&

!#>&[

%

#

%

$含量%含量在地质论文中被广泛使用&但

-含量.不是法定的量名称&且涵义不确切%-含量.

仅可在文字叙述时作为定性描述的一般术语&泛指

某混合物中所包含的
$

种或数种成分的量#类

量$

*

%%

+

&其所指可以是质量分数#

B

$(体积分数#

-

$(

摩尔分数#

?

$及原子数#

M

$%在定量描述时&要结合

具体的情况&选择标准化的量名称及量符号代替-含

量.一词%

#

B

$丰度%丰度亦称克拉克值或重量克拉克值&

是指研究体系中被研究元素的相对量值&以前文献

中多用
PP

E

表示其单位%因为丰度或克拉克值不

是物理量&所以不能作为量名称直接使用%可以将

-丰度.直接改用质量分数#

B

$&或用标准化量名称

予以限定&如&铬在地壳中的丰度
B

#

)-

$

f$$#c

$#

a&

%

#

(

$品位%在地质学中&品位是指矿石中有用元

素#组分$所占的比率&是一种类量&其量名称可以是

质量分数#

B

N

$&也可以是体积分数#

-

N

$%在对品位

进行描述时&要写明矿种&并标明标准化的量名称&

如&某金矿的品位为
B

#

I0

$

f(c$#

a&

%需要指出

的是&前人习惯将
5

'

,

用作金矿石品位的单位&因为

5

'

,

不是法定单位&所以建议用
$#

a&替代
5

'

,

%

!>B>!

!

地质论文中,含量-的表述

#

$

$岩石或矿物的氧化物(微量元素或稀土元素

$!%

第
!"

卷
!

第
!

期 王传泰!地质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的-含量.&应为质量分数#

B

$

*

!&

&

%A

+

%如&-

R._

!

f

&([Q,

或
R._

!

#

[

$

f&(

.&改为
B

#

R._

!

$

f&([

"

-稀土元素的含量介于
('>&Ac$#

a&

&

(%%>BAc

$#

a&之间.&应表示为稀土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A

c$#

a&

&

(%%>BAc$#

a&

*

B#

+

%使用元素符号(分子式

或物质英文缩写字母之比的地化参数&如&

?/

'

K7

&

e-_

!

'

K._

!

&

\:CC

'

]:CC

&应改用标准的表达方

式*

!&

+

!

B

#

?/

$'

B

#

K7

$&

B

#

e-_

!

$'

B

#

K._

!

$&

B

#

\:CC

$'

B

#

]:CC

$%

#

!

$岩石中的矿物 -含量.&应为体积分数

#

-

$

*

%A

+

%如&重砂矿物的含量(岩矿鉴定的矿物含量

等由颗粒统计获得的含量属于体积分数%

#

%

$类质同象矿物中端员矿物的-含量.和长石

的牌号&应为摩尔分数#

?

$

*

%A

+

%如&-闪锌矿中
L3R

分子的百分含量最高可达
!&[

.&应表述为闪锌矿

中
L3R

分子的摩尔分数#

?

#

L3R

$$最高可达
!&[

"斜

长石牌号&应写作
?

#

I+

$%

#

B

$元素的同位素比值&应为同位素的原子数之

比%如&-

"'

R-

'

"&

R-

.&应写作
M

#

"'

R-

$'

M

#

"&

R-

$"

-#

"'

R-

'

"&

R-

$

.

.是指锶同位素的初始比值&应写作
M

.

#

"'

R-

$'

M

.

#

"&

R-

$

*

!&

&

B#

+

%

%

!

部分标点符号的规范表达

$#!

!

连接号

连接号表示语句中某些相关联成分之间的连

接"连接号的形式有
%

种*

B$

+

!短横线#$(一字线

-).和浪纹线-

&

.#范围号$%由于国家标准/标点

符号用法0中对连接号的具体应用范围未作出严格

的区分与界定&论文中对连接号的使用并不统

一*

B$((

+

&有必要对其规范使用%

%>$>$

!

一字线!.#

主要用于连接相关项目#时间(空间$的起止(走

向(递进等*

B$

+

%

#

$

$连接
!

个时间点&表示确定的时间段的起止

关系#有-至#到$.的意思$

*

!

&

B!B(

+

&如&

!#

世纪
"#

)

A#

年代&

!###

)

!##&

年&

&

)

A

月&

'

)

A

日&上午
"h

##

)

$!h##

&寒武纪)志留纪&

)

!

)

H

$

%

#

!

$连接序数&表示起止关系*

B!B%

+

&如&第
$

)

$%

卷&

$#

)

$(

行&

%(

)

%'

页%

#

%

$连接
!

个地名或方位名词&表示空间上
!

点

之间的确定的跨度范围(起止或走向#有-至#到$.的

意思$

*

!

&

B!B%

&

B(B'

+

&如&凭祥)南宁一线&依兰)舒兰

断裂&

4

)

4

k剖面&

$%

线)

$"

线#勘探线$&

%

中段

)

B

中段%

#

B

$连接相关的项目&表示一种递进式的发

展*

!

&

B!

&

B(B'

+

&如&人类的发展可以分为古猿)猿人)

古人)新人这
B

个阶段%在表达递进关系(过程时&

也可以用-

'

.来替代-).%

#

(

$一字线的其他固定用法%多用于非中文书

面语的部分&具有专业符号的作用%

"

图名中连接

量名称或标目&表示相关*

B&

+

&有-11对11.之意&

不构成复合词#语$&如&温度)压力图&

P

]

)

C<

相

图&

:/

)#

Z^?/

$判别图&

#

#

$%

)

$)

#

#

$"

_

$体系"

#

连接 相 关 的 化 学 元 素 符 号 代 表 化 学 键 #单

键$

*

B!B%

&

B&

+

&如&

]

)

_

)

]

"

$

用于图注中&标示数字

#字母$与意义的对应#作解释(说明$

*

B!

&

B(B&

+

&如&

!

)

花岗岩&

7

)样品#为节约版面&也可在此用英句点号

代 替 一 字 线$"

%

用 于 表 格 内&表 示 -未 发

现.

*

B%BB

&

B&

&

B"

+

"

(

用于标准代号中&作标准序号与年

份的连接*

BA

+

&如&

2N

'

K$("%B

)

!#$$

标点符号用

法%

%>$>!

!

浪纹线!

&

#

又称范围号%主要用于连接具有统计意义的
!

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字或数值#量值$的范围*

B$

+

#从低限到高限$(波动范围*

!

&

B!B%

&

B(B&

&

(#

+

%凡实数的

数值范围应当用-

&

.连接*

($

+

%如&

(

&

$#

&

#>$

&

#>(

E

&

%

&

(

5

'

E4

"

&#[

&

'#[

"

!(

&

%#i

"

%#

&

%&

岁"

$!

&

$(

天%

%>$>%

!

短横线!#

又称半字线(二分之一线%

#

$

$主要用于连接具有并列关系的中文名词或

词语&构 成 #一 个 整 体 概 念 $复 合 词 或 词

组*

!

&

B$B%

&

B'

&

(#

+

&如&水 岩作用&构造 热事件&黄铁矿

方解石 石英组合&细脉 浸染状构造&银黝铜矿 砷

黝铜矿系列&铂 铑热电偶&铅 锌 镍合金&沉积 变

质型铁矿&

H8

%

I1

!

R H8

B

I1

%

系列矿物&

9

5

_

I4

!

_

%

R._

!

系统&

?7

^

)7

!̂

9

5

!̂

)4

a型热卤

水&流体成分阴离子属
R_

!a

B

)4

a

L

a型&石炭 二

叠系&

)

!

H

$

火山岩"

$( %

勘探线%

#

!

$短横线的其他固定用法%多用于非中文书

面语的部分&具有专业符号的作用%

"

连接汉字词

语与 数 字(字 母&构 成 产 品 型 号(物 质 名 称

等*

B!B%

&

B'

&

(#

+

&如&

9H= %

显微光度计&铀
D!%(

"

#

用

于化合物名称与其前后的符号或位序间的连

接*

B'

&

(#

+

&如&

7

氨基丁酸&白细胞介素
$

"

$

用于全

数字式日期(各类编号*

(!

&

((

+

(图表序号(电话号码各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字符段之间的连接*

B!BB

&

B&B"

&

(#

+

&如&

!#$$ #( !#

&

YRR?$##$ $B$!

&

)0$! $

矿体&图
$! $

&表
B (

&

#!! "B!&%!#$

"

%

用于期刊论文作者简介中出生年

份的后面*

B&

+

&如&王司奇#

$A"#

$"

(

用于正文中参

考文献相邻序号的连接&文后参考文献起止页码的

连接*

B&

+

%

%>$>B

!

浪纹线和一字线的异同/

(&('

0

浪纹线(一字线在文章中表达数值范围的意思

不尽相同&了解浪纹线和一字线表达数值范围的不

同涵义&以便根据文义选用恰当的连接号形式%

#

$

$表示范围的
!

个阿拉伯数字是量值#具有统

计意义$&使用浪纹线#

&

$"若表示范围的
!

个阿拉

伯数字仅为序数的起止#具有-至.的意思$而无统计

意义&应该用一字线#)$%

#

!

$表示时间范围中不确定的时段或时间点&使

用浪纹线&如&这座铜矿建于清朝康乾年间#

$&&!

&

$'A(

$"表示的时间范围有明确的起止点&使用一字

线&如&抗日战争时期#

$A%'

)

$AB(

$%

#

%

$表示数字或数值#量值$范围时&浪纹线表示

范围内的每一点都能取到#包括小数$&取值点是连

续的"而一字线表示范围内的取值只能取整数%

$#"

!

冒号

%>!>$

!

冒号的基本用法

#

$

$在地质科技论文中&冒号主要用在提示性话

语的后面或总结性话语的前面&起提示下文和总结

上文的作用%

#

!

$冒号的其他固定用法!在论文和出版物中当

作标识符号使用%

"

在工具书中&在释义和例证之

间用冒号分隔"

#

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用于出版地

与出版社名称#或保存地与保存单位$之间的分隔&

以及出版物年卷#期$与起止页码之间的分隔"

$

在

每日
!B

小时计时制中&冒号用作时(分(秒的分隔

符%

%>!>!

!

使用冒号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个句子内部一般不应出现两重冒号套用%

#

!

$如果句子中的宾语不长&语气没有明显停

顿&则无须在动词后面使用冒号%

#

%

$冒号不要出现在行首的位置%

#

B

$冒号的书写形式是-!.#特点是左偏下$&注

意与数学符号中比例号的形式-

h

.#特点是上下左

右居中$的区别%在地质论文中经常涉及地质测量

的比例尺(图件的比例尺等&常有作者将冒号当作比

例号使用&如&将比例尺
$h(####

&误写成-比例尺

$

!

(####

.%

$#$

!

英文的标点符号

在地质学术论文中&英文摘要是论文的必备部

分之一%由于英文标点符号与中文标点符号的用法

与形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按照英文标点符号的用

法撰写英文摘要&使英文摘要书写得更为规范%

%>%>$

!

中$英文标点符号的主要差异

#

$

$部分中文标点符号在英文中没有!

"

英文中

没有顿号#($&其句子的并列成分之间多用逗号分

隔"

#

英文中没有书名号#/0$&表述书名(报刊名和

一些专有名词往往用斜体字或者下划线表示"

$

英

文中没有间隔号#4$&需要间隔时多用逗点"

%

英文

中没有着重号%

#

!

$有些英文标点符号在中文标点符号中没有%

"

撇号#

k

$!英文中用撇号表示所有格(复数或省略"

#

连字符#

D

$!英文中的连字符比中文中的半字线更

短&用于!连接并列的名词构成复合词&连接词缀与

词根#单词$构成派生词&连接需要转行的单词%

#

%

$某些同名的标点符号在中(英文中的书写形

式不同%

"

句号!英文是实心点#

>

$&中文是空心圈

#%$"

#

省略号!英文是
%

个英句点#

>>>

$#位居行的

底部$&中文是
&

个点#11$#位居行的中部$"

$

破

折号!在英文中相当于
$

个汉字长度#)$#位居行中

偏下部$&在中文中相当于
!

个汉字长度#)))$#位

居行的中部$%

%>%>!

!

英文写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

$

$浪纹线%在英文摘要中出现浪纹线#

&

$的

现象非常普遍&这是错误的用法%浪纹线是中文标

点符号&不是英文的标点符号%英文中表示数字的

范围常用连字符#

D

$&如果数字有负号等符号修饰

时&需要用-

,*

.来代替%

#

!

$破折号%中(英文的破折号是有区别的&不

仅二者的书写形式不同#)))和)$&而且在用法上&

二者也有一些差异!中文破折号主要用于对前文的

解释(说明和话题的转换等&而英文破折号主要表示

语气的转折(强调(插入成分及单词的省略等%对于

中文副标题前的破折号&在英文摘要中还是用冒号

表示比较合适%

#

%

$中文顿号及省略号%中文顿号和省略号不

能用在英文摘要中%英文标点符号中没有顿号#($&

用于分隔并列的数字(单词(短词或从句&要用逗号

#&$%中(英文中的省略号虽然在用法上相似&但书

写形式却有明显区别!中文有省略号是上下居中的

&

个圆点#11$&而英文的省略号是由
%

个英句点

#

>>>

$构成的%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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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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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地学论文的中文部分&如有并列的阿拉伯数

字(数理公式(元素符号(化学式等&应视为英文词

语&要用逗号#&$分隔%

B

!

数字的规范表达

地质科学论文中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如何准确(

恰当地表达数据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方面%国家

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0规定*

("

+

!表示科学计量和

计数的数字全部采用阿拉伯数字"当数字作为词素

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有修辞色彩

的语句时&用汉字数字*

!"

+

%对于地学论文来说&凡

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并且得体的地方&都应使用

阿拉伯数字*

$B

&

!!

&

%!

+

%

%#!

!

选用阿拉伯数字的场合*

!!

&

%!

&

("

+

#

$

$用于计量方面%

"

计量的数字&如&

!>(

&

a%

&

&%[

&

&"[

&

$h(##

&

$#

多个&

%##

余只"

#

计量

单位#长度(容积(体积(质量(温度(经纬度(频率等$

前的数值&如&

(!%>(&JE

&

%B&>"'\

&

(>%BE

!

&

$#

&

$(J

5

&

%Ai

&北纬
B#X

"

$

表格中的数字%

#

!

$用于编号方面%如&电话号码(邮政编码(门

牌号码(公路编码(样品编号(期刊论文编号(文章的

章节编号(文中表图序号(参考文献序号(期刊的年

卷期号(书刊页码%

#

%

$表示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如&

!#

世纪
A#

年代&

$AAA

年
$$

月
!"

日&

$#

!

(#

!

#(

%

#

B

$表述现代社会新出现的事物(现象(事件&其

名称中可包含阿拉伯数字的书写形式%如&

%2

手

机&

%W

图像&

2"

峰会&

A%

号汽油%

%#"

!

选用汉字数字的场合*

!!

&

%!

&

("

+

#

$

$非公历的纪年及月日%如&丙寅年十月十五

日&腊月二十三&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

#

!

$相邻
!

个数字连用表示的概数%如&三四个

月&五六十年前%

#

%

$带有-几.字的数字表示的概数%如&二十

几&一百几十&几万分之一%

#

B

$含有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特定含

义词组中的数字%如&五四运动&-一二4九.运动%

#

(

$长期使用并已稳定的包含汉字数字形稳定

式的词语%例!三叶虫&星期五&第一作者%

%#$

!

使用阿拉伯数字时须注意的问题*

$&

&

!!

&

!"

+

#

$

$书写
B

位和
B

位以上的数字要采用三位分

节法&即从小数点算起&向左和向右每
%

位数为一

组&每组之间留出
$

'

!

个字符#

$

'

B

个汉字$的空隙%

如&

$!%%(>$B$(A!&

%

#

!

$小数点前用来定位的-

#

.不能省略%如!

#>"(

不能写作
>"(

%

#

%

$数值的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电流

值为
#>!(#

&

#>(##

&

#>'(#I

.&不能写作-

#>!(

&

#>(

&

#>'(I

.%

#

B

$数值的修约不能简单地-四舍五入.&要遵守

有关规定*

(A

+

&可以参照-

B

舍
&

入
(

看齐&

(

后有数

进上去&

(

后为零向左看&左数奇进偶舍.进行修约%

如&-

!(>$($

.修约到小数后一位数&应为-

!(>!

.%

#

(

$表示数值增加可用倍数或百分数&如!增加

!

倍&增加
(#[

"表示数值减少不能称-倍.&只能用

分数或百分数&如&减少了
$

'

!

或
(#[

&不能说减少

了
!

倍%

(

!

参考文献的规范表达

参考文献是指在地质科技论文撰写过程中引用

的有关图书(期刊等载体信息资料&它是论文重要的

组成部分%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和在正文中的标注

方法有顺序编码制(著者 出版年制
!

种方式*

$B

&

&#

+

&

每一种期刊只采用其中的
$

种方式并且全刊统一%

因此&作者在撰写论文前一定要了解拟投的刊物采

用何种著录方式&以免出现文献著录格式的错误%

&#!

!

顺序编码制的文献著录格式

#

$

$正文中引用文献的标注%

"

按先后顺序对

文章正文中引用的文献连续编码"用序号加方括号&

以上角标形式标注在引文之后&或作为句子的组成

部分编于句中"

#

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将文献的

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列出&序号间用逗号#&$隔开"

若为连续序号&可标注为起止序号&即以半字线#$

连接%

#

!

$文后参考文献表的编制%参考文献表按在

论文中的引用文献先后顺序排列%不同文献类型的

著录项目#形式$(文献类型符号&请参照国家标准

/

2N

'

K''$B

)

!##(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0

*

&#

+的

规定%

&#"

!

参考文献著录中的几个问题

#

$

$地学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中经常会出现地质

科研报告(地质矿产勘查报告(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文献类型&这些文献按有关规

则*

%%

&

((

&

&#

+著录不好处理%为此建议!

"

可将科研报

B!%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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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区调成果资料(学位论文视为公开文献&列入参

考文献表&并按相应的格式进行著录"

#

将#未正式

出版的$地质矿产勘查报告和会议论文单独编码&列

入文后的注释表中"序号用加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如&

"

&

#

&11$&采用小五号(宋体
^

新罗马体字"

注释表置于正文之后(参考文献表之前%也可将勘

查报告和会议论文作为随文脚注处理%具体如何标

示&要按期刊的统一规定&以保持全刊一致%/地质

找矿论丛0采用前者处理方式%

#

!

$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规定不允

许公开的文献(资料&不得在论文中引用%

#

%

$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时&只需在正文的引文

处末尾以右上角标形式标注该引文所在参考文献表

的文献序号即可"无需在引文后再加圆括号并标注

文献著者和出版年份#那是著者 出版年制的标注方

式&不可重复标注$%

#

B

$选用引文时&要注意选择最新的(最必要(最

具说服力的参考文献%因为参考文献是论文立论的

重要基础&所以平时多读好文献&注意积累各种专业

信息&对论文的撰写颇为有益%

&

!

结语

地质科技论文中出现的表达不准确(不规范的

问题多种多样%地学工作者和期刊编辑都要不断学

习地质学方面的新知识&了解新的国家标准&提高我

们的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尽量减少地质科技

论文中表达不规范的问题&使地质科技论文从整体

上提高质量&满足学术交流的要求%

致谢!本文承蒙余和勇主编审阅"并提出修改建

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

中国地质调查局
>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南#

!>#

版$&

!##$ #& #$

发布
>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RZ

'

K&#$#aAB

沉积岩包裹体均一温

度和盐度的测定方法*

R

+

>

参考文献!

*

$

+

!

李凯明
>

地学书刊中几个常见问题例析*

@

+

>

科技与出版&

!##'

#

$#

$!

%" %A>

*

!

+

!

李学军
>

地学论文中常见的表达问题及解决方法和建议*

@

+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

#

(

$!

''A '"%>

*

%

+

!

李林蓓
>

地质论文撰写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

+

>

化工矿产

地质&

!##!

&

!B

#

%

$!

$&% $&">

*

B

+

!

张增奇&刘书才&张成基&等
>

/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

表0和/国际地层表0简介*

@

+

>

山东国土资源&

!##%

&

$A

#

%

$!

%B

B!>

*

(

+

!

2NA("

)

"A

区域地质图图例#

$h(####

$*

R

+

>

*

&

+

!

地质矿产部直属单位管理局
>

花岗岩类区
$h(

万区域地质填

图方法指南*

9

+

>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AA$>

*

'

+

!

2N

'

K$'B$!>$

)

$AA"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火成岩岩石分类

和命名方案*

R

+

>

*

"

+

!

吴厚松
>7

)))国内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符号*

@

+

>

科技术语研

究&

!##(

#

B

$!

BB B'>

*

A

+

!

夏明生
>

关于我国地学期刊编辑标准化的几个问题*

@

+

>

编辑

学报&

!##B

&

$&

#

B

$!

!$! !$%>

*

$#

+

!

杨建超&章雨旭&黄泽光
>

地质学某些术语用词辨析*

@

+

>

中

国科技术语&

!##'

#

%

$!

%( %">

*

$$

+

!

李杰美
>

地质科技期刊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

科技术语研

究&

!##%

&

(

#

!

$!

%" %A>

*

$!

+

!

李杰美
>

地质科技期刊中的几个错例*

@

+

>

编辑学报&

!##$

&

$%

#

B

$!

!$$ !$!>

*

$%

+

!

黄昌武&郭海莉
>

也谈-坳.-拗.&-心.-芯.的使用)))兼与刘

全稳先生商榷*

@

+

>

天然气工业&

!##"

&

!"

#

(

$!

$%% $%B>

*

$B

+

!

张光威
>

科技论文编辑中常见问题及其修改*

@

+

>

海洋地质与

第四纪地质&

!##$

#

B

$!

&#

&

AB

&

$$#>

*

$(

+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L$##$

)

$AA"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

R

+

>

*

$&

+

!

郭俐虹
>

科技论文中数字(量及单位符号的正确使用*

@

+

>

船

海工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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