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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数值范围的表达及数值的修约

李丹颖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编辑部 , 辽宁 沈阳 110024)

　　在整理科研成果 、 撰写医学论文的过程中 , 肯定会遇到

大量的数据 , 为了使这些数据更科学 、 更规范 , 就需要对其

进行正确的处理。下面谈谈数值处理的 2个问题 。

1　数值 (量值)参数和偏差范围的表示[ 1]

1.1　单位相同的参数范围 , 只写出后一个参数的单位即可。

如5 ～ 10μmol/ L , 不必写作 5μmol/ L～ 10μmol/ L。但单位不完全

相同的参数范围 , 每个参数的单位都必须写出。如 1h20min ～

3h , 18°～ 40°16′。

1.2　百分数范围 , 前一个参数的 “ %” 不能省略 , 如 20%～

70%, 不能写作 20～ 70%。 “%” 其实是一个数值 , 20 ～ 70%

就是 20～ 0.7 , 而 20%～ 70%表达的是 0.2 ～ 0.7。真是失之毫

厘 , 谬以千里。

表示带中心值的百分数偏差时 , 应将中心值与偏差用括

号括起 , 然后加 “ %” , 如 (25±2)%, 不应写成 25±2%,

也不应写成 25%±2%。

1.3　参数的上 、 下偏差不相等时 , 偏差分别写在参数的右

上 、 右下角 , 单位只写1 次。例如 (42+3-2)μm , 42
+3μm
+2μm和 42+3-2

μm都是不正确的。

1.4　有相同幂次的参数范围 , 前一个参数的幂次不能省略。

在医学论文中经常出现 WBC3.6 ～ 11×109/L , Plt100 ～ 250 ×

109/L这类的表达 , 甚至有些工具书上也是这样表示 , 这是错

误的。3.6 ～ 11×10
9
表达的是 3.6 ～ 11 000 000 000。 正确的表

示为WBC3.6×109～ 11×109/ L, , Plt100×109～ 250×109/ L。

1.5　附带单位的量值相乘表示面积或体积时 , 应将单位重复

写出。例如表示一个房间的面积应表达为 5m×4m , 不能写成

5×4m2 , 表示一个物体的体积应为 60cm ×60cm ×50cm , 表达

为 60×60×50cm3和 60×60×50cm 都是不对的。

2　数值的修约

在处理实验数据或统计数字时 , 常遇到一些准确度不相

等的数值 , 这就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修约。根据 GB8170—87

《数值修约规则》[ 2]及 GB3101—93附录 B 《数值修约规则》 [ 3] ,

修约时不能简单地采用 “ 4 舍 5 入” 的办法。 应遵循的原则

是:①拟舍弃的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等于 、 小于 4 , 则舍去;

大于 、 等于 6 , 则进 1。 ②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等于 5 ,

若其右边数字并非全部为 “ 0” 时 , 则进 1;其右边数字皆为

“0” 时 , 所拟保留的末位数字若为奇数则进 1 , 若为偶数或

“ 0” 则不进。有人总结为通俗易懂的口诀 “ 4 舍 6 入 5 看齐 ,

奇进偶不进” 。

例如:将6.750 0 , 6.650 0 , 6.650 1分别修约到小数点后

1 位 , 那么修约后的数值为 6.8 , 6.6 , 6.7。

拟舍弃的数字为 2 位以上的 , 不得进行连续多次修约。

如 25.251 应一次修约成 25.3;而不能先修约成 25.25 , 再修约

成 25.2。

对于极大值或极小值 , 经单位换算后进行修约时 , 应遵

循 “极大值只舍不入 , 极小值只入不舍”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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