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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科技期刊中误用“浓度”的现象十分常见。通过

实例对常见的误用“浓度”现象进行分析，纠正其中的错误。认

为科技期刊中在定量表达某组分的含量时，应正确使用质量分

数、体积分数、摩尔分数、质量浓度、浓度、质量摩尔浓度等标准

化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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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自己的编辑实践，就目前科技期刊中常

见的误用“浓度”现象进行分析讨论，以期为科技期刊

编辑及科技论文作者提供参考。

1 “浓度”的概念及单位

在材料科学、化学与化工、食品科学、医学、生物学

等领域，“浓度”是一个使用频次很高的物理量; 然而，

由于某些科技期刊编辑标准化意识不强、对量名称的

使用不够严谨，致使目前科技期刊中误用“浓度”的现

象普遍存在。
要正确使用“浓度”这一物理量，首先需要正确理

解其概念及所表达的意义。GB 3102． 8—1993［1］中关于

“B 的浓度”的定义为:“B 的物质的量除以混合物的体

积。”B 的浓度也可称为 B 的物质的量浓度; 浓度的 SI
单位为 mol /m3，与 SI 单位并用的单位为 mol /L［2］。

文献［2］指出: “只有‘物质的量浓度’可以简称

‘浓度’，其他含‘浓度’一词的量名称，都必须说出全

称……至于很多人把‘质量分数’‘体积分数’等量纲

一的量也称作‘浓度’，则更是错误的。”

2 常见的误用“浓度”现象

2. 1 “质量浓度”误用为“浓度” B 的质量除以混合

物的体积，称为 B 的质量浓度［1］，“质量浓度”的 SI 单

位为 kg /m3，与 SI 单位并用的单位为 kg /L［2］。
例 1［3］ 在电压为 10 V，电极间距 1． 5 cm，氯化钠

浓度为 5 g /L，电解 1 h 的条件下，pH 值对脱色率、
COD 去除率及氨氮去除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例 1 中量名称“浓度”与单位“g /L”不匹配。从所

用单位来看，其对应的量名称应为“质量浓度”，因此，

例 1 正确表述应为: “在电压为 10 V，电极间距 1． 5
cm，氯化钠质量浓度为 5 g /L，电解 1 h 的条件下，pH
值对脱色率、COD 去除率及氨氮去除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2. 2 “质量摩尔浓度”误用为“浓度” 溶液中溶质 B
的物质的量除以溶剂的质量，称为溶质 B 的质量摩尔

浓度［1］。质量摩尔浓度对应的 SI 单位为 mol /kg［2］。
例 2［4］ 结果表明，在反应温度为 50 ℃，Mg2 + 浓

度为 0． 04 mol /kg 的条件下，得到了形貌规则、尺寸较

大、表面光滑的氯化钾晶体。
例 2 也存在量名称与单位不匹配的问题。由其使

用的单位“mol /kg”可以看出，对应的量名称应为“质

量摩尔浓度”。例 2 是将“质量摩尔浓度”误用为“浓

度”的典型实例。正确表述应为: “结果表明，在反应

温度为 50 ℃，Mg2 + 质量摩尔浓度为 0． 04 mol /kg 的条

件下，得到了形貌规则、尺寸较大、表面光滑的氯化钾

晶体。”
2. 3 “质量分数”误用为“浓度” B 的质量与混合物

的质量之比称为 B 的质量分数［1］。质量分数是量纲

一的量。任何量纲一的量的 SI 一贯单位都是一，符号

为 1; 百分符号%可视为量纲一的量的分数单位［2］。
例 3［5］ 分别称取 0． 6 g、0． 75 g、0． 9 g、1． 05 g、

1. 2 g 的 NaCS，加去离子水至 30 g，配制 2%、2． 5%、
3%、3． 5%、4%的 NaCS 溶液浓度，……。

例 3 中量名称“浓度”与单位“%”不匹配。从例 3
的表述不难看出，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 NaCS 质量分

数分别为 2%、2． 5%、3%、3． 5%、4%。这是将“质量

分数”误用为“浓度”的典型实例。正确表述应为:“分

别称取 0． 60、0． 75、0． 90 、1． 05、1． 20 g 的 NaCS，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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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水至 30 g，配制 NaCS 质量分数为 2． 0%、2． 5%、
3． 0%、3． 5%、4． 0%的溶液，……。”

受口语表达习惯的影响，将“质量分数”误用为

“浓度”的现象在科技期刊中极其常见; 但是，科技期

刊不同于日常的口头交流，它除了科学性之外，还有规

范性的要求，所以科技期刊编辑在编辑加工论文时不

能以日常口语表达习惯代替规范用语。
2. 4 “体积分数”误用为“浓度” 某物质的体积与混

合物的体积之比称为某物质的体积分数［2］，体积分数

是量纲一的量。
例 4［6］ 本次实验中，在氧气浓度为 17． 65%的气

氛下，污泥中有机质能够完全分解或燃烧，释放的气体

量最大; 在氧气浓度为 6． 67% 和 12． 65% 的气氛下，

污泥中的部分有机物并不能完全分解和燃烧。
例 4 中量名称“浓度”与单位“%”不匹配。在科

技论文中，表示某物质的含量时，如果该物质和混合物

均为气体或者液体，则多用体积分数，例如“空气中氮

气的 体 积 分 数 为 78． 09%”“氧 气 的 体 积 分 数 为

20. 95%”“体积分数 70% 的乙醇溶液”; 因此，例 4 是

将“体积分数”误用为“浓度”的典型实例。正确表述

应为:“本次实验中: 在氧气体积分数为 17． 65% 的气

氛下，污泥中有机质能够完全分解或燃烧，释放的气体

量最大; 在氧气体积分数为 6. 67% 和 12． 65% 的气氛

下，污泥中的部分有机物并不能完全分解和燃烧。”
2. 5 量纲一的量误用为“浓度”

例 5［7］ 在底物浓度为 5%，酶解 48 h 的条件下，

预处 理 后 原 料 的 还 原 糖、葡 萄 糖 和 木 糖 产 率 分 别

为……。
例 5 存在与例 3 和例 4 相似的问题———将量纲一

的量误用为“浓度”，但又不同于例 3 和例 4。类似例

3、例 4 这样的误用情况，期刊编辑还可以根据文义推

断出作者想要表达的量，如质量分数、体积分数等; 而

例 5 的表达较为模糊，即便是通读全文后，单从其表述

上也看不出 5% 对应的是哪个物理量，这种情况致使

期刊编辑无法对其表述进行准确的修改。
遇到这类情况，编辑一定要跟作者核实原文想要

表达的意义。例如例 5，虽然数值都是 5%，但是使用

不同的物理量进行表征时，底物的绝对量是有差别的;

因此，如果不明确指出使用的物理量，则例 5 中的数值

5%是没有意义的。

3 结束语

科技论文中经常会涉及混合物中各组分组成问

题。质量分数、体积分数、摩尔分数、质量浓度、物质的

量浓度、质量摩尔浓度等物理量均能定量描述混合物

中某组分的含量; 但是各物理量的意义有本质的区别，

不能不加区分地使用“浓度”来表述。在编辑实践中，

科技期刊编辑应头脑清醒，洞悉作者意图，视具体情况

而定，根据文义所指，准确使用能正确表达作者欲表达

信息的标准化量名称。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关键取决于稿件本身的学术

水平，但是编校质量也是影响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8］。一般来说，一种高质量的期刊，不仅表现在其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上，而且应具有较高的编校质量;

期刊的编校质量和学术质量并非互为因果关系，但又

很少出现背离现象，期刊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间有

着较强的相关性［9］。科技期刊编排的规范化、标准化

重要而又复杂; 因此，处于出版工作第一线的编辑，必

须具有精湛的编辑实务能力，掌握并严格执行有关国

家标准，以保证编校精准，进而保证并提高科技期刊

质量［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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