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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文摘编写规则 》 ( G B 6 4 47
一

86)
,

调查分析 1 9 9 4 年或 1 9 9 5 年出版的 20 种期刊 20 期 3 59 篇论文的

文摘编写情况
。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开头的主语是赘语 ; 简单重复论文标题已有的信息 ; 出现不必要的分段
、

自

我评价和本学科常识
;

参考文献标注方法欠规范
,

并有缺陷
;
生物学名用法不规范

。

认为出现诸多错漏的原因

是
:

作者可能对指示性和报道性两类文摘的作用和编写要求不熟悉
,

甚至对文摘的含义没有足够的理解
;

作者

在编写文摘时
,

没有充分考虑文摘所必须具有的客观性
、

独立性和 自含性 ; 某些科技期刊编辑和一些为人之师

者可能不熟悉文摘编写国家标准
; 《文摘编写规则》 国家标准中个别词不尽完美

;
一些读者可能把正式出版物中

有讹误的文摘作为标准模式仿照
。

关键词 科技论文 文摘 文摘编写

A b s t r a c t T h e a b s t r a e t in g o f 3 5 9 sc ie n t i f i e p a p e r s f r o m 2 0 i ss u e s o f 2 0 s o r t s o f s e ie n t i f i e p e r io d ie a l s

is s u e d i n 1 9 9 4 o r 1 9 9 5 w e r e a n a ly s e d b a se d o n t h e R u l e s f o r A b s t r a e t s a n d A b s t r a e t i n g ( G B 6 4 4 7 -

8 6
, n a t i o n a l s t a n d a dr )

.

T h e p r o b le m s w e r e t h a t t h e s u b ie e t s in t h e b e g i n n i n g o f t h e a b s t r a e t s w e r e

s u p e r f l u o u s ; b r i e f l y r e p e a t e d t h e m e ss a g e s d e r iv e d f r o m t h e p a p e r s l h e a d i n g ; t h e r e w e r e u n n e c e s -

s a r y o f p a r a g r a p h i n g
, s e lf 一 e v a l u a t io n a n d c

om m o n k n o w le g e o f t h e s t u d y f ie ld ; t h e b io l o g ie a l n a m e

u s e n e ss w e r e in e o r r e e t
.

T h e r e a s o n s w e r e t h a t t h e a u t h e r s m ig h t n o t b e a w a r e o f t h e d if f e r e n t a b
-

s t r a e t i n g r e q u ir e m e n t s a n d f u n e t io n s of t h e i n d i e a t iv e a b s t r a e t s a n d t h e in f o r m a t iv e o n e s , a n d e v e n

n o t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t h e a b s t r a e t s ; n o t f u l l y e o n s i d e r t h e o b ie e t i v i t y
,

in d e p e n d e n t a n d s e lf

一 e o n t a in e d o f t h e a b s t r a e t s d u r in g a b s t r a e t i n g ; s o m e o f t e a e h e r s a n d e d i t o r s o f s e i e n t i f i e jo u r n a ls

m ig h t b e n o t f a m iil a r w it h t h e n a t io n a l s t a n d a r d ; G B 6 4 4 7 一 8 6 s t ill h a d b le m is h ; s o m e r e a d e r s m i g h t

a b s t r a e t f o l fo w i n g t h e i n e o r r e e t a b s t r a e t s f r o m t h e io u r n a l s
.

K e y w o r d s sc i e n t i f i e p a卯 r s , a b t r a e t s , a b s t r a e t i n g

科技论文文摘在一次文献期刊中常位于论文题

目与正文之间
,

是科技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它

通常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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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文摘一般分为两大类
,

即指示性文摘和报道性文

摘
。

`

指示性文摘
,

顾名思义
,

具有指导作用
,

文摘的

内容比较简单
、

抽象
,

仅指明论文的主题范围
,

内容

梗概
,

没有涉及论文各主要信息条款的具体内容
。

因

此
,

指示性文摘又称非结构性文摘
。

它的独立性和自

含性比较差
。

其作用只是帮助读者决定是否有必要阅

1 9 9 5
一

0 8
一

20 收稿
。

读该论文
。

指示性文摘篇幅要求不大
,

一般 2 00 字左

右
,

可作为综述性和论述性论文的摘要
; 指示性文摘

如
“

论述了金矿勘查 中地面高精度有磁测野外工作方

法的技术特点和保证高精度的技术措施
,

以及金矿 区

高精度磁测观浏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解释方法
,

并通过

实例说明高精度磁测在金矿勘查中应用的效果
。 ”
川

报道性文摘又称结构性文摘
。

完整的报道性文摘要求

包括目的
、

方法
、

结果和结论四要素
。

其中
,

目的指

研究的前提
、

范围
;
方法指所用的原理

,

理论
,

条件
,

材料
,

手段等
;
结果指研究的结果

,

数据
,

现象
,

被

确定的关系等
;
结论指结果的分析

,

比较
,

提出的问

题
,

建议
,

假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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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重要信息
,

也可置于文摘中
,

但写得简单
。

方法
、

结果
、

结论三要素宜写得详细
; 目的可写得简单

,

根

据具体情况也可 以省略
。

报道性文摘通常按 目的
、

方

法
、

结果
、

结论的顺序报道论文的内容
,

但也可按结

果
、

结论
、

方法的顺序报道
。

由于报道性文摘概述了

论文的主要论点
,

新的和重要的内容及定量的数据等

基本内容
,

它记载的信息量与论文的相当
,

因此
,

它

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 自含性
,

可 以不依附论文而独立

使用
。

报道性文摘的篇幅也不宜过大
,

一般 40 0 字左

右
,

它可作为结构层次比较明显的实验性论文的文

摘
。

为了使科技论文文摘的编写有章可循
,

国家标准

局 于 1 9 8 6 年 6 月 4 日颁布 了 《文摘编 写 规则 》

( G B 6 4 4 7 一 5 6 ) [`〕 ,

并 于 1 9 5 7 年 6 月 l 日实施
。

G B 6 4 4 7 一 8 6 已经实施了若干年
,

科技论文文摘的编

写情况如何 ? 笔者对 1 9 9 4 年或 1 9 9 5 年出版的 20 种

期刊共 20 期 35 9 篇有文摘的论文进行了调查 和分

析
,

发现目前仍然有一些科技论文文摘的编写是不如

人意的
。

现根据 G B 6 4 4 7 一

86 并结合笔者近年遇到的

文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分析如下
。

1 文摘开始的主语是赘语
。

常在文摘中见到

用
.`

本文
” 、 “

该文
” 、 “

该作者
, , 、 “

笔者
, , 、 “

本

研究
” 、 “

本试验
” 、 “

本实验
”

等作主语

在 35 9 篇论文的文摘中
,

用上述词作文摘开头的

文摘就有 1 10 篇
,

占调查论文总数的 30
.

64 %
。

论文

的文摘
,

其内容必然是来 自该论文的
,

文摘反映的研

究 内容无疑也是该论文的作者所做的
,

因此
,

没有必

要将
“

作者
”

或
“

本文
”

等这个信息再次出现于文摘

中
,

成为文摘的赘语
。

而应直接采用
“

进行了… … 调

查
” 、 “

对… …进行研究
” 、 “

综述了… … ” 、 “

报告了

… …
、 “

提出了… … ”

等类似的词或词组记述论文的

内容
。

2 不应简单重复论文标题已有的信息

例 1 “

电弧法制备富勒烯的条件

研究了用 电弧法生产富勒烯 (f ull er e ne ) 的条件
。

通过实验
,

分析 了石墨棒的直径
、

电压
、

起弧电流和

氮气压力对产率的影响
,

得到生产富勒烯的最佳条

件
:

电压 2 5一 3 9 V ;
氦气压力 2

.

7 义 1 0 3 P a ,

电流 10 0

士 1 O A (对 d 6 m m 碳棒 )
,

1 5 0士 l o A (对 d 8 m m 破

棒 ) 和 200 士 10 A (对 d 10 m m 碳棒 ) ;
产率与破棒

直径无关
。 , ,

[习

例 1 存在几个问题
:

( 1) 题目已经明确地提示论

7 4

文主要是研究电弧法制备富勒烯的条件
,

而且文摘总

是和论文的题目在一起的
,

文摘的第 1 句只是将标题

的
“

制备
”

改成
“
生产

”
而已

,

它提供的信息与题 目

提供的信息是重复的
。

( 2 )
“

通过实验
”

没有把实验

的条件体现 出来
。

因为根据论文
,

电弧法是 目前广泛

应用的
,

但不少研究者在设备上进行了各种改进
,

而

作者是在自行设计的电弧炉上对实验
“

条件
”

进行探

索的
,

炉子的气密性对试验的结果有很大影响
。

因此
,

实验设备应该在摘要中得到体现
。

( 3 ) 摘要中的
“ d

”

不是单位符号
,

而是作者给直径的符号
,

因此
, “

d
”

应该得到注明
。

( 4) 作者是用单因素实验方法分

析因素间的关系的
。

因此
,

例 1 中
“

研究… … 石墨棒

的直径
”
可以改写成

”
用 自行设计的电弧炉和单因素

实验方法分析了石墨棒的直径 ( d )
” 。

3 文摘应不分段或尽可能不分段

论文文摘篇幅有 限
,

字数较多的报道性文摘也只

有 4。。 字左右
,

因此
,

要求文摘结构严谨
,

用词精炼
,

尽量一气呵成
,

不分段落
。

在调查 中
,

发现有分段的

6 篇文摘尽管其上下段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

但在结

构上却没有分段的必要
,

完全可以用一个自然段来论

述所有的内容
。

如
“

本文首次报道黄精属 尸 ol y go an ut m 我国三种特

有植物的染 色体数 目和核型
,

结果如下
:

安徽黄精 .P

a n h u i e n s e
发现两个细胞型

:

( 1 ) Z n = 2 4 = 4m + 6 s m +

1 4 s t ; ( s ) Z n ~ 2 0 ~ 4 m + 6 s m + 10 s t ; 娜封黄精 p
.

加
n g 夕a e n s 。 Z n = 一s ~ 6 m + s s

m + 4 s t ;
距药黄精 p

.

f
r a n c h e t i i 有三个 细胞型

:
( 1 ) Z n = 2 2 = s m + s s

m

( Z s e ) + 6 s t ; ( 2 ) Zn = 2 0 = Z m + 1 4 s m + 4 s t ; ( 3 ) Zn

= 1 8一 4 m + s s m + 4 s t + Z T
,

全部属 3B 核型
。

黄精属植物安徽共 10 种
,

本文对 9 种黄精的染

色体数 目
、

核型进行 了比较研究
,

发现它们可划分成

三个类群
,

与中国植物志 ( 第十五卷 ) 的形态分类基

本相符 [ ; :
。

可以改写成
“

发现
:

安徽黄精 凡 ly g 口

ant
u m an hu l’en se

有两个细胞型
:

( 1 ) Z n = 2 4 ~ 4 m + 6 s
m + 1 4 s t

,

( 2 ) Z n

一 2 0 = 4 m + 6 s
m + l o s t ;

螂呀黄精 P
.

aL
n g 夕

aesn
e Z n =

1 5 = 6m 丰 s s m + 4 s t ;
距药黄精 p

.

介
口

cn h e t ii 有 3 个细

胞型
:

( l ) Z n = 2 2 = s m + s s m 姆
s e

) + 6 s t ;
( 2 ) Z n

= 2 0 = Z m + 1 4 s m + 4 s t ; ( 3 ) Z n = 1 8 = 4 m + s s rn + 4 s t

+ Z T
,

全部属 3 B 核型
。

安徽黄精属植物共有 10 种
,

对其中 9 种黄精的染色体数目
、

核型进行比较
,

认为

它们可划分成 3 个类型
,

与中国植物志 (第十五卷 )

的形态分类基本相符
。 ”

G
u a n g x i cS i 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4
,

N
o v e

m b
e r 1 9 9 5



4 文摘应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参考文献

为了保证文摘的独立性和 自含性
,

编写文摘应尽

量避免使用参考文献
。

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他人已

经出版的著作
,

否则不用引文
。

1j[

例 2 “

再议网络图的逻辑同构变换

图对同一逻样问题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

在必要

时需要进行逻辑同构变换
。

川本文对
“

节点型网络向

箭线型 网络的逻辑同构 变换
”
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

增

加了三种情况的图形子模
,

进一步证明了逐步生长法

的通用性
。

同时
,

提出了箭线型 网络向节点型网络逆

向变换的算法
:

逐线收缩法
,

文中通过简例
,

给出了

用 上述 两种 变换算法 编制 计算机程序获得的 结

果
。 ,

心〕

例 2 中的
“

图对同一逻辑结构… … 同构变换 lj[
”

和
“

节点型网络向箭线型网络的逻辑同构变换
”

均来

自同一篇文献
,

前者既不是
“

再议网络图的逻辑同构

变换
”

一文的研究目的
,

也不是其研究结果
。

作者在
“

节点型网络向箭线型网络的逻辑同构变换
”
一文中

提出了逐步生长法
.

并进行了通用性的证明
,

但由于

通用性证明只基于 5 种情况的图形子模
,

未包括一切

可能的图形子模 (8 种 )
。

因此
,

作者在
“

再议网络图

的逻辑同构变换
”

一文中作了补充
,

实现 了逐步生长

法完整的通用性证明
。

因此
,

例 2 中的第 1 句引文应

该删去
。

其后可以改为
“

在 5 种图形子模 (系统工程

学报
,

1 9 8 8
,

3 ( 1 )
: 6 5~ 7 2 ) 的基础上

,

增加了 3 种

图形子模
,

实现了逐步生长法完整的通用性的证明
。

同时提出了箭线型网络向节点型网络逆向变换的算

法
:

逐线收缩法
。

通过简例
,

给出了上述两种变换算

法编制计算机程序获得的结果
。 ”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

文摘中的引文在标注方式上

不尽相同
,

归纳起来有 4 种
:

( l) 只标注引文在论文

中出现的序号
,

见例 2 ; ( 2) 只标注引文的题名
,

见

例 2 ; ( 3) 只标注作者
。

如
“
利用极值原理研究 了一

类 非线性扩散方程解析稳定状态
,

推广 了 C
.

5
.

K a -

h a n e
和 L

.

E
.

玩 b ls u d 的结果
。 ” [`〕 ( 4 ) 同时标注作

者和引文题目
。

如
“
… … 这一结论改进了 T Y iL

,

M

M is i u r e w ie z

等在
`
N o d i v i s i o n im p il e s C h a o s ’

中的命

题 3
.

6
,

此外
,

本文还简化该文中的命题 2
.

3 和 3
.

4

的证明
。 ”
川笔者认为

,

不应该采用序号标注方式
,

因

为文摘是独立于论文的
。

另外 3 种标注方式也有缺

陷
,

原因是读者根据文摘无从查知引文的来源
。

另外
,

既然 已经认定该文摘须引用参考文献
,

又何不在文摘

中把引文来源信息如刊名
、

出版年
、

卷号
、

期号
、

页

码等明确地标注出来
,

以便读者查找
。

引文来源信息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的标注方式可 以采用正文注解形式
。

此外
,

依照 《文

后参考文 献著录规则 s))[ 〕 ,

在标注多作者文献时
,

应

该标注第 1 作者
,

其后附
“

等
”

字
。

5 文摘不应有自我评价的内容

自我评价是作者对 自己研究成果的自我肯定
。

但

它不是论文的研究 目的
,

也不是论文的研究内容或研

究结果
。

文摘则是论文内容的不加评论
,

不加补充和

注解的简明陈述
。

它要求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

因此
,

不应在文摘中进行 自我评价
。

在调查中
,

发现有 自我

评价内容的文摘有 8 篇
,

其中 7 篇都使用了
“

首次
”

或
“

第一
”
的词

。

如
“
… …本文是我国对 尖袍镰刀 菌

蚀脉专型 ( F u s a r u m
o x 少s P o r u m f

.

s p
.

v a s i n
fe

c t u m )

为害田 间辣椒的首次试脸报告
。 ’

,0[ 〕“

代表了果胶生产

研究的前 沿技术
。 ’

,l[
“ 〕 “

并育成了国际上第一个食用

黄花菜同源四倍体新品种
。 ” l[ `〕应该将 自我评价的句

子或内容删去
。

6 文摘不应出现本学科本专业领域的常识

学术期刊的读者一般都是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

同行
,

专家
,

或其他专业人员
。

此外
,

文摘篇幅有限
。

因此
,

摘要不应该出现读者熟知的常识或基础知识
。

如
“

扫描 电镜以高分辫
,

大面积及立体像的观察效能

研究肿瘤
,

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工具
。

本文用扫描电镜

… … ,,[ `

呜 }文中
, “

扫描电镜以高分辨… …有利工具
”

是学科的基础知识
,

应删去
。

又如
“
陶瓷容器在化工

、

食品工业及 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
,

传统技术难以生产

小 口颈 陶容器
。

本文提出一种模芯
“

膨胀
”
变形的小

口 颈陶瓷容器泥坯一次成形技术
,

工艺实践表明
,

该

技术通用性好
,

投资少
,

产品产量优 良
。 ’

,1[
3〕引文 中

“

陶瓷容器
: · ·

… 广泛应用
”

是生活中的常识
,

可删去
,

在
“

传统技术
”

之前加
“

由于
”
即可

, “

本文提出… …

成形技术
, ”
可改为

“

提出… …成型技术
。 ”

7 生物学名用法应规范

文摘中生物学名用法不规范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

( l) 论文标题中的生物名称和文摘中第一次出现

的生物名称均不加注学名
。

这是不符合文摘独立性和

自含性的要求的
,

也造成文摘作用的不完善
。

因此
,

要求论文在标题出现不加注学名的生物名称时
,

文摘

中第一次出现的生物名称必须加注学名
;
论文标题没

有生物名称
,

文摘中首次出现的生物名称也要加注学

名
。

( 2) 在属的学名或同属 的生物种名尚未出现 的情

况下
,

生物种名第一次出现时
,

学名中的属名就略写
,

只用属名的第一个字母表示
。

这也使读者从文摘 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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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了解生物种的真实名字
。

如在
“

根瘤菌中的 N d oD

基因及其与弗兰克氏菌 ( F r
a n i k) a中的类

n
d oD基因

功能互补
”

[ l’ 〕一文中
,

文摘开头即是
“

根瘤菌可在几

种豆科植物上成瘤
” ,

其后依次出现 的生物名称为
“

首楷根瘤 ( R
.

en l i l o t i )
” 、 “

慢生型大豆根瘤菌 ( B
.

z a P o n ic u m )
” 、 “

碗豆根瘤菌 ( R
.

l e g u m i n o s a r u m )
”
和

“

茎瘤 固氮菌 ( A
.

ca 耐 i on d an
: ) ” 此例 中的生物学名

用法存在上述生物学名用法不规范的两个方面
:

文摘

开头的
“

根瘤菌
”

应注上完整的属名
, “

慢生型大豆

根瘤菌
”
和

“

茎瘤固氮菌
”

学名中的属名不能略写
,

应将学名写全
。

因为它们在文摘中均为第一次出现
,

况且在它们之前
,

没有出现相同属名或同属种名
。

出现上述诸多现象的原因
,

可能是 ( l) 作者对

指示性和报道性两类文摘的作用和编写要求不熟悉
,

甚至可能对文摘的含义没有足够的理解
; ( 2) 作者在

编写文摘时
,

没有充分考虑文摘所必须具有的客观

性
、

独立性和 自含性
; ( 3) 一些为人之师者

,

本身可

能也不甚了了
,

不熟悉文摘编写的国家标准
,

因此也

就未能及时纠正学生在文摘中的错漏
; ( 4) 某些掌握

论文发表大权的科技期刊的编辑们
,

也未必就熟悉科

技论文文摘编写的国家标准
,

加上语法修辞的素养尚

有待提高
,

因此
,

无可奈何地让文摘中的错漏出现于

自己责编 的出版物中
; (5 ) 纵然是 《文摘编写规则 》

国家标准
,

个别词也不尽完美
,

尚有瑕疵可供商榷
、

推敲
; ( 6) 由于在正式出版的科技期刊中

,

文摘出现

错漏
,

使读者把有讹误的文摘作为标准模式仿照
、

导

致以讹传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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