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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摘要的规范化

岳满堂
“

摘要是现代科技论文的必要附加部分
，

它要求提供论文内容梗概
，

不加注释和评论
，
具有独

立性和 自明性
，

并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情报信息
，

字数不多
，

便于读者阅读取舍
，

供二次文摘采

用
，

为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
。

结合笔者编辑例证阐述了撰写科技论文摘要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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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现代科技论文的必要附加部分
，

它是以

提供论文内容梗概
，

不加注释和评论的间短陈述
�

摘

要应具有独立性和 自明性
，

并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

情报信息
，

字数不多
，

便于读者阅读
。

其重要性在于
，

一方面它摘取了全文的精华
，
因而读完摘要便可基

本决定是否要再读全文
�
另一方面摘要也可供二次

文摘采用
，

为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
。

国家标准
“
������一 ��文摘编写规则

“
对文摘的编写作出了

具体的规定
。

虽然撰写文摘并不复杂
，

但是要把握其

要领
，

掌握其方法
，

对于作者与编者来说都是很有必

要加以研究的
�

本文结合笔者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具

体例证加以阐述
�

�输送速度快
，
�������� �温降小

，

���℃�����
，

结

构简单
，

安全可靠
，

已达国际水平
，

应予推广应用
。

这段摘要中开头写出文章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

接着介绍了装置的结构
，

然后是装置的性能和效果
，

最后是评价和建议
。

� 摘要的四要紊

�� � 目的
。

即研究
、

研制
、

调查的前提
、

目的
、

任务
，

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

���方法
。

即所用的原理
、

理论
、

条件
、

对象
、

材料
、

工艺
、

结构
、

手段
、

装备
、

程序等
。

��� 结果
。

即实验研究结果
�

被确定的关系
，

得

到的效果
、

性能等
。

��� 结论
。

即对结果的分析
、

研究
、

比较
、

评价
、

应用
，

提出的问题
，

今后的课题
，

启发建议
、

预测等
。

例��

文题 连铸连轧保温快速衔接装置的研制

与应用

摘要 介绍小方坯连铸连轧机保温快速衔接装

置的性能
、

特点和在沈阳钢厂应用概况
。

该装置 由保

温罩和快速输送装置组成
。

其设计合理
，

保温效果好

�
、

摘要写作要求

��� 结构严谨
，

语义确切
，

表述简明
，
一般不分

段落
，

字数以���一���为宜
。

��� 要客观
、

如实地反映原文的内容
，

不应是正

文的补充
、

注释
、

总结
，

也不应加进原文内容以外的

解释或空洞的评论
，

不作模棱两可的结论
。

例�
�

文题 我国钢管混凝土结构研究与应用的

部分新进展

摘要 钢管混凝土由于具有一系列优点
，

近年

来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
。

论

述了…… 。

这段摘要的第一句话属原文以外的评论
，

不应

写进摘要里
。

��� 要着重反映文章的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

的观点
。

��� 不要简单地重复文章题 目中已有的信息
。

例�
�

文题 型钢生产技术现状与发展

摘要 阐述 了我国型钢生产技术现状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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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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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摘要 中的第一句话只是简单地重复了题

名
，

没有任何信息价值
。

��� 避免写出本专业领域内众所周知的内容
�

例�
�

文题 多高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施

工中质量通病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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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施工

中
，

要严格控制柱的轴线位移和垂直度… … 。

在浇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时
，

严格控制柱的

轴线位移和垂直度
，

这是专业人员的常识
，

因此
，

在

摘要中提供这样的信息是没有必要的
。

���一般不必在摘要的开头冠以
“
本文

”
等字样

。

许多作者习惯在摘要开头加上
“
本文

”
两字

，

例

如
“
本文报道了…… ” “

本文研究了… … ” “
本文根据

… … ”
等等

，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

从一篇文章摘出一

条摘要
，

当然是指那篇文章
，

没有必要在文稿中增加

那些没有信息价值的词语
。

���应采用第三人称过去式的写法
。

摘要的开头应写成
“
对… …进行了研究 ” “

综述

了… … ” “
利用… … ” “

通过… … ” “
探讨了

· ·

一
” “
设

计了…… ”
等等

�

���摘要中一般不用图
、

表
、

化学结构式
，
以及

相关专业的读者尚难于清楚理解的缩略语
、

简称代

号
，

一般只用标准科学术语和命名
，

而且尽量用简称

和缩写
，

从而做到文字精练
，

简明扼要
，

例如可以不

用
“
计算机辅助设计

”
而用

“
���

” 。

��� 不进行自我评价

有的论文摘要在最后写上
“
本项 目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 “
本项 目通过 了部级鉴定

” “
本产品颇

受用户好评
”
等语句

，

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想提高文

章的身价
，

但这种评价往往不是论文本身的内容
，

甚

至可能会给读者不符实际的信息
。

���� 摘要不要与前言或结论雷同
。

有些作者错误地把前言与结论当成了摘要
。

� 摘要的形式

�
�

� 报道性摘要

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摘

要
�

叫作报道性摘要
，

它用来报道论文所反映的作者

的主要研究成果
，

向读者提供原文中的全部创新内

容和尽可能多的定量或定性的信息
�

字数一般为�� 。

� �。 。
�

尤其适用于试验研究和专题研究类的论文
�

多为学术类期刊所采用
。

例�
�

文题 复吹转炉底吹气流数学模型研究

摘要 建立描述复吹转炉底吹气流行为和炉底

传热的数学模型
。

应用所建数学模型研究了复吹转

炉底部供气热奎塞问题及保持底吹气流
“
射流

”
喷

出
、

避免喷嘴灌钢的供气条件
。

提出了复吹转炉底吹

喷嘴设计和供气控制的依据以及减缓热塑塞效应的

措施
。

验证了鞍钢���� 复吹转炉底吹喷嘴设计和供

气情况
。

此摘要以
“
摘录要点

”
的形式

，

报道出作者的主

要研究成果和比较完整的信息
。

�� � 指示性摘要

指示一次文献的陈述主题及取得的成果性质和

水平的简明摘要
，

叫作指示性摘要
。

它只简要地介绍

论文的论题
，

或表达论文的目的
，

仅使读者对论文的

主要内容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

字数一般为几十字到

一二百字
。

例�
�

文题 马钢高炉长寿技术

摘要 概述了马钢中型高炉采用稳定高炉操作

和改进冷却壁结构等措施延长高炉寿命的技术与经

验
。

摘要只概括地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
，

即
“
采用

稳定高炉操作和改进冷却壁结构等措施
”
来延长高

炉寿命
。

使读者对论文主要内容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

�� � 报道一指示性摘要

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述一次文献中信息价值

较高的那部分内容
，

其余部分以指示性摘要形式表

达
，

字数一般为���� ���
。

例�
�

文题 铝热法钢包精炼的热模拟实验

摘要 在铝热法钢包精炼水模拟实验的基础上

进行的感应炉中该法热模拟实验证明
�

化学热法具

有升温速度快
、

热效率高的特点
，

经加铝升温后
，

钢

中�
、

�
、

�元素变化甚微
，

且对钢水清洁度无明显影

响
，

是一种设备简单
、

费用低廉
、

行之有效的钢包加

热方法
。

此论文价值最高的是试验结果
，

用报道性摘要

形式表述
，

其余部分只用指示性摘要形式概括介绍
。

�
、

结语

摘要在一篇论文中占有重要位置
�

它是一篇文

章的重要信息点
，

因此
，

对于如何写好摘要和恰当选

用摘要形式
，

是作者和编辑应十分重视的问题
。

如果

摘要撰写不好或类型选用不合适
�

将给阅读和文献

检素带来很大困难
�

直接妨碍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

甚

至因检索不易成功而导致科研中的重复性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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