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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期刊中的表格一般应使用三线表的形式，但一些科技论文未使用三线表，或使用三线表但

不规范，如栏目隶属关系不清，表格中量和单位的表达不规范，辅助线添加不当，将二线表误用为三线表

等，影响了论文信息的有效传达。三线表同向栏内的信息应具有相同的特征或属性，其阅读路径为竖向阅

读，如表格信息属横向阅读，则应设计为二线表。表格中量与单位的表达应采取“量 /单位”的形式。必要
时，三线表可添加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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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ree-line table is usually used in sci-tech periodicals, but some scientific papers do not use it, or use
no standard form, such as column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is not clear, quantities and units in the form is not standard，

improperly adds auxiliary line, as well as two-line table is misused for three-line table. All of these influence the thesis
informati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ree-line table the column informat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r
attribute, and its reading path is vertical reading. If the form information belongs to the horizontal reading, it should be
designed as two-line table. The quantity and unit in form should be expressed as “quantity/unit”. If necessary, the
auxiliary line could be added in three-lin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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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表格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等的一种有效表达

方式[ 1 ]，具有表述简洁、对比性强、可读性好等优

点，能系统、简洁、直观、明了地表述出事物的隶

属关系及数据对比。设计合理、科学、规范的表格，

不仅可简化文字论述，还可美化论文版面。因此，表

格和插图一起被称为文字论述的一对翅膀，在科技

论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

是，笔者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发现，大部分作者对

表格的设计要求不熟悉，其稿件中的表格存在各种

各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了论文的内容表达和学术质

量。有些表格甚至因为设计不合理、不科学、不规

范，让人无从理解，编辑加工时无法准确把握表格

所要表达的事物的隶属关系，进而不能准确有效地

对表格进行优化，必须和作者进行电话或当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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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但加重了编辑的工作量，降低了编辑效率，

也耗费了作者的宝贵时间。基于此，笔者将编辑实

践中所遇到的表格常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以期为

作者科学、合理、规范设计表格提供参考。

1 未使用三线表

科技期刊中的表格一般应使用三线表的形式。

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 1998年颁发的《中国高等学
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第6.9.3条提出：
“为使表的结构简洁，建议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

辅助线。”《科技书刊标准化 18讲》中对表格的形式
也“推荐使用三线表”，且“必要时可加辅助线”。三

线表是传统卡线表的优化形式，其不仅保留了传统

卡线表的全部功能，而且表达方式简洁、明快，版

面设计整洁、美观，故绝大部分科技期刊都采用这

一表格形式。虽然有关规范只是“推荐使用”或“建

议使用”三线表，作为科技论文的作者或一本科技

期刊，可以选择使用三线表，也可以选择不使用三

线表而使用其他的表格形式，但从有效、简洁、统

一的原则出发，一本科技期刊如选择使用三线表的

形式，就应该全刊统一。因此，作者在撰写论文过

程中需要设计表格时，应遵循期刊统一的表格编排

形式，而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选用的是三线表的形

式，故作者应按照三线表的规范形式，合理、科学

地设计表格。但一些稿件中的表格，依然使用卡线

表，或虽然使用了三线表，却很不规范。

规范的三线表由表序、表题、项目栏、表身（说

明栏）及表注（可无）构成，必要时可添加辅助线。

三线表的构成如图 1所示。

表序即表格的序号，按全文中表格出现的先后

顺序编号，如全文只有 1个表格，也需标序，即“表

1”。表题即表格的名称，表题应准确得体、简短精
练，一般采用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中心词语的偏

正词组。项目栏一般放置多个栏目，有时这些栏目

还需分成多个层次，每个层次之间用一条辅助线隔

开，以表明上下层之间的隶属关系。项目栏应与表

题相匹配，即将表题所强调的信息特征作为项目栏

中的各个栏目加以设置，同时根据表题强调的主次

关系设置栏目的先后顺序[2]。三线表与传统卡线表的

最大区别在于：三线表中没有用来分隔各栏的竖线。

但三线表并非只有 3条线，必要时可以添加辅助线，
辅助线一般为非贯穿全表的细横线。

2 栏目隶属关系不清

栏目是用来标志所指栏内信息的特征或属性的，

当此信息是事物的称谓、行为或状态时, 栏目一般用
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表示。GB/T 7713— 1987《科学技
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中指出：

表格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

据依序竖排。该规定表明了表格中测试项目或内容

与测试数据的隶属关系，项目栏中每个项目的内容

应与其同栏表身中的内容相对应，同向栏内的信息

应具有相同的特征或属性。GB/T 7713— 1987中的上
述规定，容易让人产生表格为横向阅读的误解，而

实际上，表格的阅读路径应是竖向阅读，竖读是表

格尤其是三线表最重要的特征[3-4]。笔者在编辑实践

中发现，一些作者可能不了解这一原则，在论文中

采用了横向阅读的表格编排形式，导致测试项目由

上至下读而测试数据由左至右读，这与国标的规定

正好相反。如表 1所示的表格，即属于这种情况，规
范的编排方式应将横向栏目与竖向栏目互换，规范

后的表格（见表 2）隶属关系清楚明了，对比性较强。
表 2中将“总抚养比”置于“少儿抚养比”与“老人
抚养比”之后，比表 1更具统计意义；同时，表 2在
编排设计时，因横向栏目较少，竖向栏目较多，使

用将竖表转栏的叠栏表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叠栏

表栏目线的中间应是断开的。

图1 三线表的构成

Fig. 1 Three-line table

表1 预测年份人口抚养比

Table 1 The dependency ratio to the population of forecast year

表2 预测年份人口抚养比

Table 2 The dependency ratio to the population of forecast year

年份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少儿

抚养比

0.25
0.26
0.26
0.28
0.28

老人

抚养比

0.26
0.30
0.40
0.52
0.60

总抚

养比

0.51
0.56
0.66
0.79
0.88

年份

2040
2045
2050
2055
2060

少儿

抚养比

0.27
0.29
0.29
0.30
0.30

老人

抚养比

0.62
0.61
0.60
0.63
0.62

总抚

养比

0.89
0.90
0.89
0.9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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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与单位表达不规范

在数据表格中，量和单位的表达是表格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GB 3101—1993《量和单位》中指出：
为了区别量本身和用特定单位表示的量的数值，尤

其是在图表中用特定单位表示的量的数值，量与单

位的表达采用量与单位的比值形式表示。因此，在

量和单位栏目中，量和单位的表达应采取“量 /单位”
的形式，如需转行时，应按照数理转行的规则，即

“/”线不出现在行首，应在“/”线之后断开。如果
是相除的组合单位，应采用括号和负数幂的表达形

式。如表身中所有数据的单位都相同，则应将单位

置于表格顶线上方距右端 1 个字符的位置，且不加
“单位”字样。

在量与单位的表达上，许多文稿都存在不规范

的现象，如采用“量（单位）”的表达形式；有些文

稿未将单位置于量和单位栏目中，而是在数据后加

带单位。如表3所示的表格，即是采用了“量（单位）”
的表达形式。除此之外，表 3中还存在上述栏目隶属
关系不清的问题，纵横向栏目设置错位；表题中的

“2000~2009”应为“2000—2009”，表示有明确时间界
限的起止符号应为“—”，即一字线；表格左上角的

栏目缺栏目名。规范的表格如表 4所示，修改后的表
格对“碳排放强度”用表注的形式进行了解释。

表3 2000~2009年天津市碳排放主要指标
Table 3 The main carbon emissions index of Tianjin from 2000 to 2009

人均 CO 2
排放量（吨）

碳生产力（万元 / 吨碳）
碳排放强度（吨碳 / 吨标准煤）

2000

6.972
0.24
2.50

2001

7.175
0.27
2.47

2002

7.388
0.29
2.46

2003

8.136
0.31
2.56

2005

9.723
0.39
2.47

2006

10.325
0.40
2.47

2007

11.283
0.42
2.54

2008

12.790
0.45
2.81

2004

9.663
0.31
2.68

2009

12.878
0.48
2.70

4 二线表错用为三线表

科技期刊中大部分的表格都采用三线表的形式，

但对于一些较特殊的表格，也可选择使用二线表或

卡线表的形式。如表格的纵向栏目较多而横向栏目

较少，考虑到版面设计的经济、美观，也可采用横

排表的形式。如上述表 3，在表格的左上角补充栏目
名称“年份”，即是典型的横排表。这种横排表在形

式上和三线表非常相似，但不是规范的三线表。因为

其阅读路径是横向的，不符合三线表的竖向阅读路

径要求。对于此类横排表，在既不影响阅读效果又可

节约版面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使用的，但其在形式上

与三线表是有所区别的，即这种横排表的编排形式

应为二线表，修改后的表格见表 5。这样，读者从表
的形式上就可看出表格应该按照横读的阅读路径去

组合信息。将二线表误用为三线表的情况，在稿件中

经常出现。如表 6也属于这种情况，表 6与表 3出自
同一篇文稿。这类表格的修改其实很简单，只需将中

间多余的栏目线去掉即可。但大多数作者可能并不

知道这样的表格应设计为二线表的形式。表 6的修改
表格见表 7。表 7纵横向栏目的比例具有典型的二线
表形式特征。如设计为三线表，不但会浪费大量的版

面，而且视觉效果也不理想；而选用二线表的形式，

既不影响阅读效果，还也可节约、美化版面。

表 4 2000—2009年天津市碳排放主要指标
Table 4 The main carbon emissions index of Tianjin

from 2000 to 2009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人均 CO 2
排放量 /

（ t·人 - 1）

06.972
07.175
07.388
08.136
09.663
09.723
10.325
11.283
12.790
12.878

碳生产力 /
（万元·t- 1）

0.24
0.27
0.29
0.31
0.31
0.39
0.40
0.42
0.45
0.48

碳排放

强度

2.50
2.47
2.46
2.56
2.68
2.47
2.47
2.54
2.81
2.70

注：碳排放强度 = 碳排放总量 / 能源消耗总量。

表 5 2000—2009年天津市碳排放主要指标
Table 5 The main carbon emissions index of Tianjin from 2000 to 2009

年    份

人均 CO 2
排放量 /（ t·人 - 1）

碳生产力 /（万元·t - 1）

碳排放强度

2000

6.972
0.24
2.50

2001

7.175
0.27
2.47

2002

7.388
0.29
2.46

2003

8.136
0.31
2.56

2005

9.723
0.39
2.47

2006

10.325
0.40
2.47

2007

11.283
0.42
2.54

2008

12.790
0.45
2.81

2004

9.663
0.31
2.68

2009

12.878
0.48
2.70

注：碳排放强度 = 碳排放总量 / 能源消耗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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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辅助线添加不当

一般情况下，三线表只有 3条线，即顶线、栏目
线和底线，见图 1。但当表格表达的关系较复杂时，
一般需添加辅助线。辅助线一般为非贯穿全表的细

横线，以与三线表的 3条主线相区分[5-6]。辅助线一

般添加在项目栏中，表身中应尽量避免添加辅助线。

添加在项目栏中的辅助线一般为非贯穿全表的细横

线，而在必要时，添加在表身中的辅助线则有 2种形
式：贯穿全表的细横线与隐线，隐线即为采用加空

的方式将上下栏目隔开以示区分。辅助线的正确添

加具有一定的难度，稿件中辅助线添加不当或不会

添加辅助线的现象较多。如表 8即为在需要添加辅助
线的地方而未添加辅助线的示例，修改后的表格见

表 9。

表 8实际上既不是卡线表，也不是三线表，甚至
不是“表格”，整个表身只有 1行，其表身中的数据
看上去是一行一行排列的，而实际上是一列数据即

为一个整体，且其纵向栏目也设计不当，即 1个栏目
内包含了 2个栏目名。修改后的表 9，在项目栏“实
测高差”栏目下，添加了辅助线；同时，“总计”不

属“测点名”，增加 1 条辅助线加以区分。

6 结语

表格是科技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设计合理、科

学、规范的表格，对论文的有效交流起着重要的作

用。在表格的编排设计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因

此，建议教育部门将科技论文的写作及规范化、图

表设计的科学及规范化等列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以提高科研论文作者的写作及图表设计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科技期刊中的表格一般应

使用三线表，上述问题也是主要针对三线表而言的，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时使用卡线表比三线表的

阅读效果可能更好，这时，不必拘泥于三线表的表

达方式，可采用阅读效果更好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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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4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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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27.698

2004

9 8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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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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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9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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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80.040

2008

15 04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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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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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0— 2009年天津市碳排放量
Table 7 Carbon emissions of Tianjin from 2000 to 2009

年份

排放量

2000

6 980.384

2002

7 441.186

2003

8 227.698

2004

9 891.957

2005

10 141.110

2006

11 098.890

2007

12 580.040

2008

15 040.970

2001

7 204.134

2009

15 815.910

表8 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数据

Table  8 Trigonal height measurement data

表9 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数据

Table  9 Trigonal height measurement data

测点名

C1
C2
C3
C4
B2
总计

实测高差 / m两测站

间距 / m

334.367
265.565
115.024
142.260
121.890
979.106

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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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186
-0.157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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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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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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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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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高差 /m
-0.611
-0.037
-0.183
-0.159
-0.254
-0.747

高程 / m

67.399
67.436
67.619
67.778
67.524

测点名 距离 / m

C1 334.367
C2 265.565
C3 115.024
C4 142.26
B2 121.89
Σ 979.106

万 t

实测高差 / m
往测 返测

-0.609 -0.613
-0.035 -0.039
-0.186 -0.180
-0.157 -0.161
-0.253 -0.255
-0.744 -0.749

平均

高差 高程 /m

-0.611 67.399
-0.037 67.436
-0.183 67.619
-0.159 67.778
-0.254 67.524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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