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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论文摘要撰写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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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45；2．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重庆 4OO044) 

摘要：针对《重庆建筑大学学报》来稿中部分作者在论文摘要撰写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了摘要在 

文献检 索 中的重要 作 用；介绍 了摘要 的主要 类型 、基本 内容及 写作要 点 ；指 出英 文摘要 是 国际 

间学术交流的“桥 梁”。摘要 的撰写 必须做到 标准化 ，以利进入 国际重要 检 索 系统 ，使论 文产生 

更 广 泛 的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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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andarization in W riting Abstract of Academic Paper 

CHEN Rong ，YOU Lian2，WANG Xiu—ling ，HU Ling 

(1．Editorial Office ofJournal of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2．College ofcom— 

puter，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OOO44，P．R．China) 

Abstract：Based on deficiencies found in abstracts of ac~emic papers of some au山ors received by山e Editorial Of- 

rice of Journal of 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the importance of the abstract in literature retrival is pointed out． 

Then the main types，basic content and key points for abstract are introduced．It indicates that the abstract in Eng- 

lish is a“bridge”in international~ emic coInlTlunication and it should be written in confonnity to山e standard to 

be convenient for entering the intemational retrieval system and for widel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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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中规定：“论文都应有摘要。摘要的编写应符合 

GB 6447—86的规定”。国家标准《文摘编写规则》将摘要定义为：“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 

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摘要的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 

和结论。有时也包括一些虽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摘要应具有独 

立性和自明性，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1，具有短、精炼、完整的特点。 

摘要的作用主要是：(1)报道、检索作用。世界科技文献的数量呈指数规律增长，任何人都不可能去 

逐篇阅读这些文献，文摘杂志的刊登和数据库的收录将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及时、系统地报道出 

来，为科技工作者尽快了解科研动态、借鉴经验、制定计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2)为科技情报人员和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作者自己撰写的摘要，检索机构可以直接采用或只需 

进行一点简单的加工，避免由文摘员编写摘要可能产生的误解和欠缺。 

摘要的质量至关重要，作者可以通过阅读摘要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决定是否阅读全文。摘要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传播效果与期刊的知名度，只有认真写出清楚、精炼的摘要，才能实现其应有 

的作用，传达重要的可检索信息，吸引读者去阅读全文。 

1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及编辑部的继续努力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自1995年以来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I) 

÷收稿日期：2OO4—02—12 

作者简介：陈 蓉，女，重庆人，编辑，主要从事编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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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库所收录，至2002年，被收录论文数已达403篇。EI公司成立于 1884年，是美国第一个文献 

摘要和索引机构，主要收录工程技术期刊和会议文献，并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报道。EI是我国用作国 

际论文的统计源，主要显示我国工程学科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地位。 

鉴于大多数检索系统只收录论文的摘要部分或者其数据库中只有摘要部分免费提供，许多读者也 

是通过阅读摘要来掌握信息，摘要的编写应当标准化。本刊编辑部为此作了很大努力，在《重庆建筑大 

学学报稿约》中作了规定，并从2002年第2期开始，对载文摘要作了标准化的要求，载文摘要的整体质 

量也确实提高了，但至今在来稿中仍有一些论文摘要不规范，特别是一些刚进入研究领域的、缺乏科技 

论文写作经验的青年作者，还需要对他们的论文进行较大修改，其中存在问题相当多的就是摘要。 

2 摘要撰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摘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按照摘要应具有的基本要素去认真撰写。在摘要中简单重复题 

目中已有的信息，或是原封不动地将结论用来代替摘要，有的没有写明目的，有的看不出研究的方法，不 

能使读者得到完整的信息。 

2)摘要的类型与内容不相应。(1)学术论文价值较高，创新内容较多，但摘要撰写过于简略，漏掉了 

重要信息，也就可能失去许多读者；(2)论文创新之处较少，摘要却写得冗长，要点并不突出。 

3)写法不妥。(1)将摘要与引言写得雷同，特别是有关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史的内容。引言的作用 

是用简炼的语言概述该文研究问题的内容、背景以及该文作者在研究中所作的工作，在摘要中偏重于背 

景介绍等本应是引言的内容是很不恰当的；(2)摘要中出现评论性的文字如“这项研究取得了新的突 

破”，“推动了前人的工作”等，这种写法不能向读者传送任何客观、有用的信息，在文风上也是不妥的。 

4)摘要的撰写不具独立性与自明性。(1)摘要中出现引文，由于引文出自论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 

作者只读摘要就不可能知道引文出自什么文献，带来了检索上的不便；(2)使用不通用的缩写，这种缩写 

是研究前沿刚形成不久的术语，只有少数该领域研究人员熟悉，在一般的工具书中难以查到。 

以上出现的问题表明部分作者对科技论文的摘要类型与基本内容不熟悉。 

3 摘要的类型与写作要点 

3．1 摘要的分类 

根据基本内容，摘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报道性摘要。全面、简明地概括论文，尽量提供定性或定量信息，一般在 300字左右，内容包括： 

(1)目的：研究工作的目的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及作者写作意图。 

(2)方法：所用的理论、条件、材料、手段、装置、程序等。 

(3)结果：理论性成果或实验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搜集到的数据，观察到的现象等。 

(4)结论(讨论)：对结果的分析、比较、应用，提出问题或今后的课题，建议、预测等。 

由于报道性摘要信息密度大，内容完整，可以部分地取代阅读全文，凡是在内容上具有独创性和前 

沿性的学术论文，都适宜写成报道性摘要。 

2)指示性摘要。以简短的语言概括论文的主题及取得的成果，使读者对论文的主要内容有一个轮 

廓性的了解，一般在 100字左右，多用于简报、综述、会议报告等。 

3)报道 一指示性摘要。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述论文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部分
，以指示性摘要的形 

式表述其余部分。一般在200字左右。 

3．2 摘要的写作要点 

1)客观地反映论文的内容，适当突出研究中的创新之处，尽量包括论文中的主要论点
、重要的论证 

或数据。不加以评价，不摘取已成为本学科领域常识性的内容。 

2)句子简短，结构严谨，表述简洁，语义确切。采用第三人称表述，不必用“本文”
、“作者”等作为主 

语，要注意表述的逻辑性，摘要不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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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若需使用新术语，可附原文术语，使用非同行熟知的缩略语或代号应 

加以说明。 

4)不用引文、插图、表格，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 

4 英文摘要 

《学报》的来稿中也可看出有的作者对英文摘要的撰写不够重视，认为看英文摘要的读者少。实际 

上这种认识不正确。英文摘要作为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英语被大多数国 

家列为国际语，国际检索系统通常采用英语，因此好的英文摘要非常有助于国际重要检索系统的收录， 

对于增加期刊和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机会，扩大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国际间知识传播、学术交 

流与合作的“桥梁”和媒介L2 J。 

英文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相对应，可以简洁、准确地将中文摘要译成英文。要注意用词简明、层次 

清楚，时态的运用也应简练，主要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过去科技论文中第三人称和被动语态的 

使用较为普遍，目前也有许多期刊使用了主动语态，采用何种语态，以能清楚、简明地表达为佳。而掌握 
一 些特定的规范表达，建立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句型库”，对英文摘要的撰写很有帮助。 

5 结语 

《学报》自1957年创刊以来，在反映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培养人才、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起了不可低 

估的作用。20OO年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之后，《学报》的建筑类专业 

特色更加突出。《学报》拥有较高水平的作者群、治学严谨的编委会和努力工作的编辑队伍，为《学报》的 

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要全面提高《学报》的质量，在注重论文学术水平的同时撰写出标准化的 

摘要，争取通过国际重要检索系统的收录报道，使《学报》上更多的优秀论文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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