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对来稿中表格编排处理的要求 
 

 

1  表式  采用三线表式，即顶线（粗线）、底线（粗线）和栏目线（细线），如有合计行或表达统计学处理结果的行，则

在该行上再加1条分界横线。在纵栏头中，可根据分层需求加用非贯通性短横线。表格应具自明性。  

2  版位  先见文后见表。应通过文字引出表格，即在文稿正文的章节标题后，以文字说明作为承接，再排表格，如“××

×××。见表×”或“由表×可见……”。表格排在首次出现相关内容的自然段落后，上下正文与表、表与表之间空小5号

字1行。表旁不串文。标目词居中。 

3  表文题  表文题位于表格上方。表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表”字为小5号黑体，数字为Times New Roman体。

1篇文章仅有1个表格，表序应为“表1”。表文题的中文文字采用小5号宋体，英文和数字为Times New Roman体。表文题与

表序号之间留1字空，不加标点。表序号与表文题一起居中排。若表中所有参数的单位相同，单位可标注在表题之后（加括

号）。各栏参数的单位不同，则应将单位符号加括号标注在各栏标目词后或下方。  

4  排版  横、纵标目间应有逻辑上的主谓语关系，主语（通常为“组别”）一般置表的左侧，谓语（通常为需要比较的指

标）一般置表的右侧。 表内横栏头文字以同层次第1个字为准，上下对齐，非每行居中排。横栏头中第2层次文字应缩1格排。

表中纵栏同类项目的数字应以个位数（或小数点）或以范围号“～”、区间号“±”等符号为准，上下对齐，各行有效位数

应相等。但同一纵栏中的各横栏数字表示各自独立的项目时，则可不用上下对齐，应按各自栏宽居中排。 

5  表内容  表格横径不应超过页边距左右各1 cm（即宽度不超过19 cm），更不可超过整版页面（即21 cm）。表内中文内

容采用6号宋体，英文和数字为Times New Roman体，应1格1个数据。同一个表格中的同类数据保留的小数点位数应当一致，

并与全文相应指标数据保留的小数点位数一致。表中上下左右相邻栏内文字或数字相同时，应重复排出。不可使用“同上”、

“同右”或“″”等字样或符号。也不可将空白项轻易写成“0”或以“—”线填空。因“0”代表实测结果为零，“—”代

表未发现，空白项代表未测或无此项。若使用符号表示未测或未发现，应在表格线的下方以简练文字注释。  

6  表格注释（表注）  表注的中文内容采用6号宋体，英文和数字为Times New Roman体，排于表格底线下缘。表“注：”

前空2字格，同一个表格不同内容的注释之间用“；”隔开，注释结束时加句号。注释用的角码符号一律采用单个右上角码

的形式，按英文字母小写顺序选用a、b、c、d……在表中依先纵后横的顺序依次标出。 

7  续表法  表格长度在一页内排不下时，应选适合横行处断开，用细线封底，在次页上重排表头和剩余表身，但须在表头

顶线上方加注“续表”字样，表序和表题则可省略。 

8  竖表转栏法  表格可从长度方向切断，平行地转排成2～3幅，幅与幅间以双细线分隔开，每幅纵向栏目重复排出。  

9  横表分段法  表格可从宽度方向断开，转排成上下重叠的2～3段，段与段间用双细线分隔，每段的横栏项目须重复排出。 

10 参考表格样式  常见表格设计样式见表1～6。 

 
表 1  2 组人群一般情况比较    （人数） 

性别  年龄（岁） 工龄（年）  饮酒 
组  别 人数 

男性 女性  ≤30 ＞30 ≤10 ＞10  有 无 

接触组 94 83 11  28 66 47 47  9 85 

对照组 86 77 9  35 51 52 34  12 74 

χ2值  0.070  2.350 1.987  0.836 

P 值  0.792  0.125 0.159  0.361 

喝茶  吸烟 接受医疗照射  生活应激事件 
组  别 人数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接触组 94 39 55  22 72 89 5  10 84 

对照组 86 45 41  21 65 77 9  11 75 

χ2值  2.119  0.025 1.658  0.202 

P 值  0.145  0.873 0.198  0.653 



表 2  2 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比较 （ sx  ，%） 

组  别 人数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 NK 细胞 

对照组 86 67.989.36 11.413.99 19.649.42 

接触组 94 66.629.85 10.674.42 21.8810.22 

t 值  －0.948 －1.169 1.527 

P 值    0.345   0.244 0.128 

 
表 3  淋巴细胞亚群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t值 P值 95%可信区间 

T淋巴细胞       

  工频电磁场接触  －1.016 1.447 －0.053 －0.702 0.484   －3.873~1.840 

工龄    1.701 1.843 0.088 0.923 0.358 －1.938~5.339 

性别    5.291 2.313 0.173 2.287 0.023   0.724~9.858 

年龄  －2.628 1.942 －0.131 －1.354  0.178 －6.461~1.205 

饮酒    2.126 2.268 0.073 0.937 0.350  －2.350~6.602 

喝茶    0.773 1.553 0.040 0.497 0.619  －2.293~3.838 

吸烟    3.066 1.788 0.136 1.715 0.088  －0.464~6.596 

接受医疗照射  －2.959 2.744 －0.083 －1.078 0.283  －8.376~2.459 

生活应激事件  －1.353 2.321 －0.045 －0.583 0.561  －5.935~3.230 

B淋巴细胞       

  工频电磁场接触 －0.738 0.641 －0.087 －1.151 0.251  －2.003~0.527 

工龄 －1.264 0.816 －0.149 －1.549  0.123   －2.876~0.347 

性别 －0.426 1.025 －0.032 －0.416 0.678  －2.449~1.597 

年龄  0.988 0.860 0.112 1.149 0.252 －0.710~2.685 

饮酒  0.061 1.004 0.005 0.061 0.952  －1.922~2.044 

喝茶  0.532 0.688 0.063 0.773 0.441 －0.826~1.890 

吸烟  1.172 0.792 0.119 1.479 0.141  －0.392~2.735 

接受医疗照射  1.195 1.216 0.076 0.983 0.327  －1.204~3.595 

生活应激事件 －1.643 1.028 －0.125 －1.597 0.112  －3.672~0.387 

NK细胞       

  工频电磁场接触 1.777 1.484 0.090 1.197 0.233  －1.152~4.707 

工龄 －0.587 1.890 －0.030 －0.310 0.757 －4.318~3.145 

性别 －2.656 2.373 －0.085 －1.120  0.265 －7.339~2.027 

年龄 1.509 1.991 0.073 0.758 0.450  －2.421~5.440 

饮酒 －2.425 2.325 －0.081 －1.043 0.299  －7.015~2.166 

喝茶 －1.515 1.593 －0.077 －0.951 0.343  －4.659~1.629 

吸烟 －3.699 1.834 －0.160 －2.017 0.045    －7.319~－0.079 

接受医疗照射  3.588 2.814 0.098 1.275 0.204  －1.968~9.144 

生活应激事件  2.539 2.381 0.083 1.067 0.288  －2.160~7.239 

注：自变量赋值：工频电磁场接触：不接触=0；接触=1；工龄：≤10 年=1；＞10 年=2；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30 岁=1；＞30 岁=2；

饮酒、喝茶、吸烟、接受医疗照射、生活应激事件：无=0；有=1。 

表 4  3 组大鼠染毒后 28 d 体质量及肺、肝、肾、脑脏器系数比较 （ sx  ） 

组  别 动物数（只） 体质量（g） 肺脏器系数（g/kg） 肝脏器系数（g/kg） 肾脏器系数（g/kg） 脑脏器系数（g/kg）

对照组 6 455.6±31.8 7.9±0.5 36.2±4.2 6.3±0.8 4.5±0.5 

低剂量组 6 386.6±31.9a 14.3±3.4ab 36.0±2.3 6.6±0.9 5.0±0.5 

高剂量组 6 3898.2±32.3a 24.8±2.2 a 34.9±2.4 7.0±0.7 5.0±0.9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高剂量组比较，bP＜0.05。 



表 5  131 株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类型 病原菌数（株） 构成比(%) 病原菌类型 病原菌数（株） 构成比(%) 

G + 球菌   G－
杆菌   

葡萄球菌属   肠杆菌科   

金葡菌 43 32.8 粘质沙雷氏菌  5 3.8 

腐生葡萄球菌a  2  1.5 大肠埃希氏菌  4 3.1 

黏膜球菌a  2  1.5 产气大肠杆菌  3 2.3 

微球菌a  2  1.5 聚团肠杆菌  3 2.3 

表皮葡萄球菌a  1  0.8 奇异变形杆菌  3 2.3 

其他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a 12  9.2 伤寒沙门氏菌  3 2.3 

肠球菌属   弯曲杆菌属   

肠球菌  3  2.3 弯曲菌  1 0.8 

屎链球菌  1  0.8 真菌   

G－
杆菌   白色念珠菌 17 13.0 

非发酵菌科   热带念珠菌  3  2.3 

洛菲氏不动杆菌  7 5.3 其他非白色念珠菌  9  6.9 

铜绿假单胞菌  4 3.1 合计 131 100.0 

产碱假单孢菌  3 2.3    

注：a血浆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表 6  2 组工人班前尿中 TMT 检测结果 

测定值（mg/L） 检出情况 
组  别 总人数 

范围 M（P25，P75）
a 检出人数 检出率（%） 

接触组 124 <0.000 5～0.215 8 0.005 9（0.001 8，0.030 6）b 113   91.1b 

制粒岗位 23 0.001 7～0.215 8 0.049 7（0.021 9，0.076 8）d  23 100.0 

破碎岗位 11 0.011 5～0.175 6 0.067 8（0.051 5，0.105 5）cd  11 100.0 

押出岗位 16 0.005 9～0.106 5 0.023 9（0.014 5，0.032 9）d  16 100.0 

组装岗位 74 <0.000 5～0.016 7 0.002 7（0.001 2，0.005 3）  63  85.1 

对照组 25 <0.000 5～0.001 6 <0.000 5   2e   8.0 

注：a个体尿中TMT水平小于检出限 0.000 5 mg/L者，以检出限的 0.5 倍水平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与对照比较，bP<0.01；与押出岗位比较，cP<0.01；

与组装岗位比较，dP<0.01；e对照组尿中检出TMT的 2 名工人，在日常工作中需经常到生产车间收集生产数据，尿中TMT分别为 0.000 8、0.001 6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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