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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决定科普类书稿质量最重要的

因素是书稿本身的学理。其实还不够。由于作者水

平、成稿方式以及观察视角、信息来源的不同，科

普类书稿的水准也会有很大不同。如编辑不认真把

关就随意出版，会带来不良影响。杜绝这类现象的

发生，要求编辑必须从书稿审读的源头做起，严格

把关。 

科普类书稿的内容一般都按“通过论证使论据

支持论题”的逻辑来展现。因此，除病句错字错符

外，书稿中的错误一般都可以归纳到“论题不当、

论据存谬、论证无力”三个方面。本文仅对论题、

论据、论证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类、浅析，

以期有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一、论题类错误

一部科普类书稿的论题应包括：由书名表达的

总论题，由各章节题目表达的多层面的分论题。总

论题的真实性依靠分论题的真实性来证明。常见的

科普类书稿中三种常见问题实证分析

刘久平

［摘要］科普类书稿的内容一般都按“通过论证使论据支持论题”的逻辑来展现。因此，除病句错字错符外，书稿中的错误

一般都可以归纳到“论题不当、论据存谬、论证无力”三个方面。分析科普类书稿在论题、论据和论证方面常见错误的具

体表现与成因，结合案例探讨发现并纠正它们的思路和方法，是保证这类图书质量合格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论题 论据 论证 科普类书稿  常见问题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论题类错误主要有：

1. 书稿总论题有错误

总论题有错误即书稿主旨不正确，大前提有错

误，这种错误虽不多见，但却存在，而且需要高度

重视。

①某书稿名为《神医释梦》，全书通篇用所谓

的中医观点和八卦“解释”人的各种梦境与疾病的

一一对应关系，以及“释梦”“解梦”的方法。比

如梦到“平房”，就解释说“平房代表患者的膈

肌”；梦见“楼梯毁坏”，则代表是“肋骨骨折”；

梦见下雨，就是人的“湿气太重”，等等。 

②某部介绍 2008 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顺

利发射的书稿，涉及较多涉密数据。

例①声称“中医”能解释各种梦境，并可治疗

与梦相对应的疾病，这些都牵强附会、观点错误。

我国历代中医对于梦的认识及对梦寐疾患的辨治研

究有其渊源，对一些梦境也按中医理论体系有特定

的解释，但并非像《神医释梦》那样信口开河，无

所不包、无所不能。此稿带有典型的唯心主义和迷

信色彩，总论题具有原则性错误，违反了新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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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署关于不得出版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内容出版

物的有关规定，予以退稿，不能出版。

例②错在泄密。按照国家保密法的规定，信息

载体要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机密。

为能辨识和防止书稿中这类错误，编辑应强化

“严把政治关、严把科学关”，严格执行国家的保密

制度的意识，熟悉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杜绝的错误思

想观点和政治、宗教取向，前期坚持选题论证制，

还应在审读阶段严格执行三审制度，遵照新闻出版

总署关于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按程序送交有关单位审

定通过后再发稿。

2. 书稿总论题正确，分论题有误

这主要表现为，书稿中的某些章或节的内容与

全书主旨不一致：无关系或关系牵强，观点相左，

观点偏颇，无谓重复等。

①在一本普及人体知识的幼儿科普图书中，有

大量成人专业水平的知识，如DNA、分子链、细

胞内结构（如核糖体、粗面内质网等）、肌纤维图、

虚寒证、气血两亏、脾胃湿热、抗体、激素、pH，

等（不一一列举）。

②一本有关小儿经络按摩的书中有一个标题

是：“经络穴位按摩，胜过补药的灵丹妙药”。

③某科普动物小说，作者描述一条警犬“真

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有些狗皮比猪皮还厚”、

“只能怪自己是条缺心眼的狗，白白失去了荣誉”。

例①的错误在于看似在严谨地诠释总论题，但

由于忽略了幼儿科普图书“唤起读者对科学的兴趣

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原则，内容严重脱离小读者

的接受程度，造成分论题与总论题偏离。少儿科普

图书，内容的适龄与适度非常重要，而该书稿是对

科普初衷的严重背离。

例②中的“小儿经络按摩”总论题没有问题，

但分论题观点 “补药”和“灵丹妙药”是有失偏颇

的。小儿经络按摩有其适应证，但决非“灵丹妙

药”；且小儿也不可擅用补药。作为分论题它同时

存在两个错误。此标题可改为“经络穴位常按摩，

日常保健不放松”。

例③从拟人化的角度描写动物故事的总论题没

有错，错在作者在具体描述动物心理的分论题上，

将人类攀比、嫉妒的狭隘心理，拟人化用于动物的

心理活动表达，文字带有很强的发泄情绪，立意欠

妥，观点偏颇，没有可比性，与本书扬善抑恶的总

论题相违背。对这样的有关描述应作删除处理。

这类错误主要是由于作者（尤其集体作者）撰

写书稿前，未能厘清需要通过哪几方面的内容，才

能将总论题说准、说全；哪些内容与总论题看似有

关实际无关，哪些可独立存在，但却又不应涉及，

等等。因此，编辑要把书稿作为一个完整系统，从

宏观上把握分析其内部结构是否存在上述弊端，使

各个分论题与总论题逻辑严密、相辅相成。

二、论据类错误

“论据”多是指以事实为主的立论的根据，此

外还包括理论论据或道理论据。一部科普类书稿的

论据应包括：证明书稿总论题和分论题准确可靠的

各种翔实的材料和经典文献中的科学定义及权威论

述。常见论据类错误主要有：

1. 论据牵强

这类错误表现为，论据（时间、地点、事

件、人物、数字等）与论题没有内在的合乎逻辑

的联系。

①女人比男人寿命长，是因为女人来月经，月

经能排毒。

②孩子一生病，立即送医院吃药、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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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让孩子沦为了药品的试验对象。而中医治法

具有简便、保健与治疗并举的优点，适合孩子的健

康、做孩子的家庭保健师。

③某“农村节能”的书稿，其中一节讲穿衣与

减少碳排放的关系，但作者却大谈穿衣与气质

内涵。

例①中“女人比男人长寿”并非定论；且“月

经能排毒”本身就不科学，它与“女人比男人长

寿”无合乎逻辑的联系，不能作为其依据。即使按

某些研究数据表明的女人比男人寿命长，也是有遗

传、生理和心理特点、生活方式及劳动强度多方面

的原因。此句存在多个问题，应删除。

例②缺乏对医院治疗“让孩子沦为了药品的试

验对象”的任何事实依据，观点偏颇，用词极端，

扬此抑彼，带有明显的学科偏见。其危害在于会误

导读者片面理解必要的临床治疗，严重者甚至会贻

误患儿的治疗时机。在此，“中医治法”作为“论

据”是严重错误的。

例③“穿衣与气质内涵”，与“减少碳排放”

毫无关系，反映不了主题的实质。

这类错误多是由于作者或因缺少论据强拼硬凑

所致，或因把握不准论题与论据之间的必然联系懵

懂误选所致，表现为原因说明不了结果、现象反映

不了本质、偶然证明不了必然。对此编辑要归纳出

全稿的总论题和分论题的确切含义，据此逐条对号

入座地查验相关论据是否妥帖。

2. 论据难以充分支持论题

这类错误表现为论据的不完满——在横向上，

以少替多没讲全；在纵向上，以浅代深没讲透。

①只要坚持锻炼，就能保证健康。

②血管硬化：血管里的血液凝结，形成血栓，

致使血液循环不畅。

③人体的很多部门都是属于一次使用的，这里

包括肝脏、肾、脑细胞、血管��

例①属于没讲全。 坚持锻炼仅为保证健康的条

件之一而非全部。应改为：“坚持锻炼是健康的基

本保证。”

例②属于没讲透。“血液凝结会形成血栓”没

有错，但“血管硬化”与“循环不畅”是两种病因

病理机制的结果，后者不是前者的解释。属于答非

所问。应改为：“引起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主要

是由于血液中过多的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内膜，最

终诱发血管硬化。”

例③属于没讲清。何为“人体的很多部门”和

“一次使用”，属于含糊其词，语焉不详。

这类错误是由于作者对论题的本质内容认识肤

浅从而形成的片面思维所致。在证明论题可靠的足

够“证据群”中，只知其一二，因此所举的事实材

料满足于浅尝辄止。论据的数量、范围只有对论题

构成“充分必要条件”，才能全面透彻地支持论题。

编辑须找出其内容未对论题构成“充分必要条件”

的两类论据：一是只形成“必要条件”的论据（有

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二是只形成“充分条件”

的论据（有之则必然，无之未必不然），请作者将

它们完善成“充分必要条件”的论据。

3. 论据质量欠佳

这类错误通常表现为：材料错误，材料不准，

材料陈旧，材料相互矛盾。第一类错误最为严重，

后三类错误易犯且常被忽视。

①继德国和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都乘机振兴

了本国的经济。 

②因为贫血可通过输血治疗，所以血卟啉症患

者可通过饮用鲜血来缓解病痛。

③人类目前发现的小行星有近 3000 颗。

④饭后运动容易得盲肠炎。

⑤胆固醇在第一个月降低了 18%，第二个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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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低了 6%，两个月平均降低了 22%。

例①属于材料错误。“亚洲四小龙”是指香港、

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而句中“本国”二字将香港

和台湾当成了独立的国家，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例②属于材料引用错误。这段内容原摘自网

络：“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

代，血卟啉症患者可能试图通过饮血这种偏方来治

疗。”作者不加分析，断章取义，将其作为结论性

的论据材料是错误的。

例③属于材料不准——数据不正确。如不查

阅资料，编辑或许无从判断确切的行星数量，但至

少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行星不止 3000 颗。

专业资料证实，“至今为止在太阳系内一共发现了

约 70 万颗小行星”。两个数据差距甚大。

例④属于材料陈旧。“盲肠炎”是过去老百姓

对“阑尾炎”的俗称，医学上现在已不用此称。

例⑤属于材料相互矛盾。“两个月平均降低了

22%”与前面的数据材料不符。正确的表达是“两

个月平均降低了 12%”。

造成上述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作者过分依赖旧有

知识或第二三手资料（尤其是网络），且疏于对其

深入分析所致。编辑要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责

任意识质疑书稿中的全部材料。网络只是线索，不

能作为依据。对于材料论据错误，编辑除自己做好

功课外，还应依靠权威专家和工具书，据此指出

书稿中哪些论据分别存在哪些问题，然后会商作

者改正。

三、论证类错误

“论证”是指引用论据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

的论述过程，是由论据推出论题时所使用的推理

形式。

1. 以偏概全

这种错误表现为仅凭有限论据就轻率地推导出

结论。

①将粗粮细做后，能更好地增强膳食的营养，

起到延缓身体各器官衰老的作用，是最方便的健身

励志方法。

②大气层就是地球的保温层。

例①错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粗粮中含有丰

富的纤维素，“细做”只是更利于人体吸收，并不

能“增加”其营养成分，更不能推论其有“健身励

志”的作用。

例②中所言的大气层的作用有很多，不仅仅是

保温，还有更为重要的保护作用，如阻挡和吸收太

阳紫外线，阻止宇宙陨石撞击，从而使地球上的一

切生命得以生存和繁衍，等等。

以偏概全类错误在于作者以片面的事实根据推

论全部的结论，也属于“论据难以充分支持论题”。

2. 类比不当

这类错误表现为，利用两类事物某些相似之

处，推导出两类事物在其他多个方面仍会相似的

结论。

糖尿病患者和重感冒患者都感到身上乏力。前

者将血糖调整到正常值后，乏力感消失，因此后者

治疗也要注意控制住血糖。

感冒患者的乏力与糖尿病人的乏力症状相似，

但病因不同，不能类比，因此推断感冒病人也要通

过注意控制血糖来改善乏力是类比错误。这类错误

是由于作者搞不明白用于类比的两类事物属性相异

所致。因此，凡遇类比法论证，先查两类事物的性

质可否用于推导，指出用于类比的两类事物已知相

同属性与推出的属性之间不相关的足够程度，来证

明类比结论的荒唐，会商作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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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果关系不当

在论证中，这类错误分别表现为：强拉因果、

因果倒置、因不穷尽、以先后为因果。

①小腿肚子动不动就抽筋，如果还要去奔跑的

时候，可能就会死掉。

②如果平衡能力下降，那么神经系统功能开始

衰退，帕金森、老年痴呆��发生的几率就高。

③蚂蚁是靠气味路标来认路回家的。

④糖尿病病人只有管住嘴，才能迈开腿。

例①属于强拉因果。“腿肚子抽筋”与“奔跑

死亡”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例②属于因果倒置。神经系统功能衰退可导致

平衡能力下降，是原因，而非结果。

例③属于原因未尽。气味只是蚂蚁认路的路标

之一，蚂蚁利用太阳的位置定向（又叫天文路标），

是对太阳的偏振光敏感，所以即使没有出太阳，蚂

蚁也会依靠太阳路标认路。

例④属于以先后为因果。“管住嘴”与“迈

开腿”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无先因后果的关系。

正确的应该是 ：“糖尿病病人既要管住嘴，也要

迈开腿。”

这类错误是由于作者对所论事物的因果关系缺

乏洞见所致。编辑应明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因

果关系是确定不变的，同时存在着一因多果、多因

一果的情况。纠错时一般按“包括时间顺序性在内

的由某一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本质联系”，来

判断何为因、何为果。

4. 自相矛盾

在论证中，这类错误表现为：一个论题中允许

两个相互反对的判断同真。

①声音畅利，咳声响亮，痰薄易出，这样的孩

子往往正常。

②袋鼠搏斗时，会站在自己的尾巴上，用后脚

搏斗。

例①孩子有咳有痰，缘何谓之正常？显然自相

矛盾。

例②袋鼠的尾巴既可以支撑袋鼠休息，也可

以作为“武器”，但如果用后脚站在尾巴上时，再

“用后脚搏斗”，自相矛盾，难以理解。

这类错误是由于作者没有理清前后的逻辑关

系。编辑细读书稿，一望便知。纠错时根据论题的

正确意图，留一真，否一假。

5. 违反同一律

在论证中，这类错误表现为：在同一个论题

中，混淆概念和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和偷换论题。

①感冒分为风寒感冒和病毒性感冒。

②黑米、紫米可以补气血，畅通心窍。

例①属于混淆概念。即把不同的概念当作同一

个概念来使用。中医将感冒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

冒，西医将感冒分为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中

西医术语不能混淆。

例②属于转移论题。黑米、紫米即使可以补气

血，也不能说有“通心窍”的作用。这是将两者关

系生拉硬拽，属于转移论题。

这类错误多因作者概念不清所致，也不排除有

故意为之者（如某些转移论题、夸大养生作用的图

书）。编辑要把审核书稿中各种概念在使用过程中

是否保持了同一性即其内涵外延始终不变，作为

重点来认真把关。要在通读全书稿的过程中，细

看各种概念在被展开论证中，是否偏题、离题和

跑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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