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 第#期 中 国 岩 溶 $%&’!" (%’#

!))*年+月 ,-./01023,- /3(3,- /4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文章编号78))89":8);!))*<)#9)!**9)*

论文摘要编写方法及我国地学科技论文

摘要编写存在的主要问题
=

韦复才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 桂林 *"8))"<

摘 要7在简要介绍科技论文摘要概念及编写方法的基础上>以国标2?@""A9:@
和2?AA8#9:A为尺度>对我国有代表性的#+种地学科技期刊#+)篇论文摘要进

行了审读分析B结果表明>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中主要存在有摘要类型误

选C摘要无实质性内容C篇幅过长或过短C摘要含有自我评价内容和使用非第三人

称写法*个方面问题>其中又以摘要类型误选和摘要无实质性内容最为常见>分别

占统计数的#+D和#@DB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对2?@""A9:@和2?AA8#9:A
不够了解及对摘要编写不重视所引起B
关键词7地学科技论文E摘要编写E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7F8* 文献标识码7-

G 引 言

!8世 纪>科 学 技 术 发 展 一 日 千 里>文 献 浩 如 烟

海B在这浩繁的信息海洋中>摘要不仅由于篇幅短小C
占用读者时间少>而且还由于能提供与一次文献等量

的 主 要 内 容>弥 补 了 传 统 文 献 目 录 检 索 中 的 信 息 不

足>因而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捕获信息的重要窗口和决

定是否要进一步阅读全文的参考平台B可见>写好论

文摘要>无论是对扩大作者的论文还是刊载该论文的

期刊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B
然而>笔者通过审读发现>我国不少的地学科技

论文摘要编写还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

题又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摘要编写的基本方法要求不

掌握所为B为此>本文首先介绍了科技论文摘要编写

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础之上>着重论述了目前我国地

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其中一

些典型例子进行剖析>以引起人们对论文摘要编写的

重视和关注B

H 摘要的概念及其编写的一般方法

摘要又称文摘I8>!J>是指以提供一次文献内容梗

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的简明C确切记述文

献重要内容的短文I#JB摘要的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具

有K全C短C精C准C通L的特点B所谓的K全L>就是要全

面地反映出一次文献的主要内容>以让读者即使在不

阅读全文的条件下也能完整地了解作者开展研究的

目的C采用的技术方法途径和所取得的结果和结论等

重要信息E所谓的K短L>就是文字简练>篇幅短小>尽

可能少地占用读者的时间E所谓的K精L>就是有选择

地摘取一次文献中的要点>摒除一次文献中那些在本

学 科 领 域 已 成 为 常 识 的 内 容>侧 重 反 映 作 者 的 新 观

点C新认识E所谓K准L>就是要客观C准确地反映一次

文献的内容>保持原文的基本信息和格调>不加任何

的解释C评论E所谓的K通L>就是层次要清晰>逻辑关

系要正确>表述要通畅>语义要确切B摘要的这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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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赋予了它高度的自含性"完整性和独立性!可以独

立于原文以外而被他人检索和使用#$%&
按写作内容"要求的不同摘要可分为报道性"指

示性及报道’指示性三种类型#(%&报道性摘要是指明

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文摘!主要适

用于那些论题比较单一的学术论文)指示性摘要是以

指明文章的主题范围为目的的一种文摘!一般适用于

综述"述评"研究简报和技术类论文)报道’指示性摘

要是上述两种摘要的综合!即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

达一次文献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部分!而以指示性摘要

的形式表达其余内容!用于研究内容较多"涉及面较

广的科技论文&国标*+,$$-./,0文摘编写规则1规
定!报道及报道’指示性摘要的篇幅一般以$22个字

为宜)指示性摘要以322个字为宜#(%&但也有与此不

同的看法!如国标*+--4(./-0科学技术报告"学位

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1认为学术论文摘要篇幅

以3225(22字为宜)邱德勇认为报道性摘要字数为

(22字左右!指示性摘要4225462字!报道’指示性摘

要约3225362字为宜#3%)管灵则认为报 道 性 摘 要 以

(22字以内"报道’指示性摘要以322字以内"指示性

摘要以422字左右为宜#6%&尽管目前对不同类型摘要

的具体篇幅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意思即摘要

篇幅不宜太大都是相同的&
科技论文大都为学术性论文!因此其摘要都应写

成报道性或报道’指示性!摘要内容一般包括研究工

作 的 目 的"方 法"结 果 和 结 论!并 以 结 果 和 结 论 为 重

点#$%&为此在摘要编写时一定要根据论文的内容正确

地选择与之相应的摘要类型)对于学术类论文要着重

反映原文献中的新认识"新观点!不应简单地重复文

章题名的已有信息或记述在本学科领域已为众所周

知的常识性内容)要客观"如实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

果!切忌不必要的自我评价或补充解释)要采用第三

人称写法!行文简洁!用词准确!术语规范!语意连贯!
逻辑清晰!标点符号和计量单位使用正确!除非证实

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否则一般不用引文&

7 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解当前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中存在

的问题!笔者最近以国标*+,$$-./,和*+--4(./-
为尺度!对我国两年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8种地

质科技期刊0表41共计(82篇论文摘要进行了认真审

读分析&审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

编写主要存在摘要类型误选"无实质性内容0报道性"
报道’指示性摘要没反映出作者的主要研究结果和结

论1"篇幅过长或过短"使用非第三人称写法及含有自

我评价内容等问题&这里所说的摘要篇幅过长过短主

要参照国标*+,$$-./,"*+--4(./-等有关摘要篇

幅要求综合界定!即报道性摘要篇幅大于$22字"报

道’指示性摘要大于(62字"指示性摘要大于322字为

过长)报道性摘要篇幅小于462字"报道’指示性摘要

小于422字"指示性摘要小于62字为过短&
统计结果显示!在上述6方面的问题中又以摘要

类型误选和无实质性内容问题最为突出!分别占统计

数的(89和(,9)其次是篇幅过长或过短和使用非

第三人称写法!分别占统计数的(49和3290表31&

表: 审读样刊一览表

;<=>4?@ABCDBEFGF<HICJGK<LA

主办机构性质 高 校 研究院所 中央委局 地方局 学 会

刊物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桂林工学院学报

吉林大学学报0地球科学版1
世界地质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

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

地球学报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地质与资源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中国岩溶

资源调查与环境

矿产与地质

勘察科学技术

国土资源遥感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中国矿山工程

第四纪研究

化工矿产地质

地球科学进展

地质通报

中国地质

中国煤田地质

福建地质

贵州地质

江苏地质

新疆地质

云南地质

北京地质

西部探矿工程

甘肃地质学报

华南地震

地质论评

岩土工程学报

铀矿地质

工程勘察

矿物岩石

合计 / 4(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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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存在问题统计

"#$%&’(#()*()+#,(#$,-./0#1.232.$,-0*4)(56-.,.6)+#,(5-*)*#$*(2#+()7+5)7#

指 标
存 在 问 题

类型误选 篇幅过长或过短 使用非第三人称 无实质性内容 自我评价

频数8篇9 :;& :&: << :=> &?

占百分比8@9 => =: &A =B <

统计分析发现C我国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出错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律D8:9几乎所有的摘要类型误

选都是把报道性E报道F指示性摘要误写成指示性摘

要8图:9G8&9在无实质性内容的摘要中C以报道F指示

类摘要占的比重最大8表=9C而且主要出现在对某一

问题的综合研究的论文中C其主要表现是没有用报道

性摘要的形式来反映文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那一部分C
而是全都写成指示性内容G8=9摘要篇幅过长过短问

题 均主要出现在报道类中C各为:?和 ?B篇C分别占

报道类摘要总数的;%;@和&B@G8H9在非第三人称的

摘 要写法中C多冠以I我们JEI作者JEI笔者JEI本文J
等多余的词汇G8;9自我评价的形式主要表现为I本研

究KK取得了很好的效果JEI对KK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与实践意义JEI为KK开辟了新途径JEI为KK
提供了成功的典范JC有的甚至还自诩I达到KK国内

领先水平JC等等L

图M 摘要类型误选饼图

N)6%:’(#()*()+#,/)6O2-.//#O,(#$*(2#+(3#((-27*

表P 无实质性内容摘要统计

"#$%=’(#()*()+#,(#$,-./#$*(2#+(*,#+Q+.7(-7(./*O$*(#7+-

摘要类型 报道类 报道F指示类 指示类

无实质性内容8篇9 ::: &< :

类型统计数8篇9 =&< HB :<

占类型统计数8@9 =H ;> B

除上述指出的;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外C在我国地

学科技论文摘要编写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表述不

够简洁E逻辑性不强等问题C但由于篇幅所限C于此恕

不敞开讨论L

P 典型实例分析

为便于对论文摘要编写基本方法的了解和掌握C
下面拟通过实例对本次审读中最为常见的摘要类型

误选和摘要无实质性内容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剖析L
P%M 类型误选

前已述及C摘要类型选择错误是我国地学科技论

文摘要编写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L由于一些

作者对科技论文摘要类型划分及不同摘要类型的适

用范围等不甚清楚C同时也由于指示性摘要只着重于

指明主题所涉及的范围C而对于需要进行一番归纳提

炼才能反映出的作者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C则可以少

写甚至从略C因此这种摘要编写起来比较简单容易C
所以不少本应用报道性或报道F指示性类型来写的地

学科技论文摘要便自然而然地被写成了指示性摘要L
下面的两段摘要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两个例子D

题目D从清镇猫场矿 区 高 铁 铝 土 矿 的 产 出 特 征 再 探 讨 黔

中铝土矿矿床成因

摘要D该文根据清镇猫场铝土矿的物质组分E矿层顶底接

触关系E矿石类型及其垂直和水平分带特征C并结合黔中铝土

矿的区域成矿规律C总结黔中地区铝土矿从发生E发展到终结

的一些规律C再探讨铝土矿形成的地质历史L

点评D从给定的题目看C该文的中心议题应是黔

中铝土矿成因问题C而且文题还规定要从清镇猫场矿

区高铁铝土矿的产出特征这一途径去进行论证说明L
可见C该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单一C论点也很集中L
按国标RSBHH<T?B要求C该文摘要应用报道性的摘

要类型来编写L但例中的摘要只简单地指明了文章主

题涉及的范围及其研究途径C根本就没有反映出作者

的任何研究结果和结论信息L然而笔者在对该摘要的

一次文献审读后发现C该一次文献不仅从沉积环境E
构造运动E矿体分布等宏观角度论述了高铁铝土矿的

一般地质特征C而且还从矿体的矿物化学成分及微量

元素锶E钡比值变化等对高铁铝土矿和低硫低铝土矿

进行对比C进而依据地质构造和沉积环境的演化历史

和地球化学的理论进行分析C最后才得出了黔中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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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矿是在高铁铝土矿床的基础上经湖沼相沉淀分异!高
价铁被淋滤迁移而形成的结论"但铝土矿矿床的这些

基本特征及其成因观点在摘要里均没有得到反映#可
见#该摘要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摘要类型误选例子"

题目$荔波小七孔岩溶植被的研究

摘 要%&’$本 文 通 过 实 地 调 查!样 方 统 计!标 本 采 集 等#对

荔波小七孔地区岩溶植 被 的 生 境 条 件!区 系 组 成!群 落 特 征!
发展演替以及保护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摘 要%(’)*+$通 过 实 地 调 查!样 方 统 计!标 本 采 集 等#对 荔

波小七孔地区岩溶植被的生境条件!区系组成!群落学特征等

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区植被区系十分丰富#
在 &(,-(的范围内#自然分布的维管束植物高达./0种#分别

隶属于&&/科!(/(属1地理成分也相 当 复 杂#既 有 世 界 分 布!
泛热带分布!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间断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

非洲分布#又有北温带分 布!东 亚 和 北 美 间 断 分 布!西 亚 至 中

亚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此外#区内岩溶植被多元顶极演替特

征 也 很 明 显#常 绿 阔 叶!落 叶 阔 叶 与 常 绿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共

存"小七孔的这种植被群落特征主要由其气候!土壤!小生境

差异及其配置的不同而引起"

点评$该文是2中国岩溶3的一篇来稿"正如来稿

摘要%&’中所说的那样#该文涉及植被的生境条件!区
系组成!群落特征!发展演替以及保护利用等#内容较

多#所研究的问题学术性也很强#所以其摘要理当要

写成报道4指示性"然而#摘要%&’仅提供了研究的手

段和研究范围#压根没有反映出作者所取得的主要研

究结果和结论#因此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类型误选

的例子"为此#在该文编辑加工时#编辑将摘要%&’改
成了摘要%(’"摘要的前一句为以指示的形式#指明了

本研究采用的手段和研究内容范围1第&句之后到末

尾#则是用报道的形式分别介绍作者通过研究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和结论"该摘要共(/&个字#是一篇详略

较为得当#重点较为突出的报道4指示性摘要"
567 无实质性内容

此类摘要的共同点是没有反映出作者的主要研

究结果和结论"在形式上#不少无实质性内容摘要都

袭承了指示性摘要的写法#以罗列的方式#向读者提

示论文主要述及了那些内容1而有的无实质性内容摘

要为了显示论文的理论水平#常在指示性内容的基础

之上再加载一些不必要的概念解释!抽象的评论或有

关知识的介绍1有的则写成前言式#着重于研究意义!
作用方面的介绍1有的则基本上是文题已有信息的简

单重复"例如$

例&指示性

题目$关于云南省罗 平 县 湾 子 水 库 彻 底 补 漏 并 扩 容 的 初

步设想

摘要$本文通过对滇 东 典 型 岩 溶 病 害 水 库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的阐述#总结该水库多年治理未遂的经验教训#结合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根 治 湾 子 水 库 渗 漏 并 可 进 一

步扩大库容的初步设想"
例(常识%概念’8指示性

题目$西 和 县 兴 隆 金 矿 的 控 矿 构 造 分 析99一 个 入 字 型

构造控矿的实例

摘要$入字型构造是野外最常见的构造体系之一#对岩浆

岩及其矿产具有多期控 制 作 用#对 地 下 水!矿 产 资 源!工 程 稳

定性!滑坡和地震等地质灾害的研究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兴

隆金矿是一个典型的入字型构造 控 矿 的 实 例#由 一 条 主 干 断

层和数条次级断层及褶皱构成#通 过 对 该 区 的 构 造 基 本 特 征

和控矿因素的分析#对今后科学的勘查和开采提供了依据"
例.前言式

题目$宜春钽铌矿尾矿库的管理

摘要$宜春钽铌矿&:尾矿库的闭库与(:尾矿库的使用

及管理#关系到尾矿库下游几个村庄村民的生活!生命与财产

的安全#同时关系到宜春钽铌矿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搞好尾矿

库的管理至关重要"
例;简单重复文题已有信息

题目$单管高压旋喷注浆技术在砂层加固!止水工程中的

应用

摘要$就其它工艺在砂层的加固!止水工程中难以解决的

问题#提出了单管高压旋喷注浆技术#并通过一些工程实例证

实此工艺的可行性"

分析$例&只简要地指明了论文述及的内容#没

有反映出作者具体的水库防渗和扩容的技术方案#为
一纯粹的指示性摘要1例(先是对入字型构造作用和

意义进行了一番的空泛评论#然后再简要地指明兴隆

金矿的构造组成情况和论文要探讨和分析的主要内

容#但对于读者渴求了解的入字型构造如何控制兴隆

金矿的形成和分布则不得而知1例.写的则全是进行

宜春钽铌矿尾矿库管理的意义#但对于采用什么样的

技术方案对&:!(:尾矿进行封管则根本没提及1例;
则基本上是论文题目已有信息的重复#对于读者所感

兴趣!期待了解的单管高压旋喷注浆的工艺要求等内

容#却只字不提"纵观这几例摘要#它们由于缺乏实质

性内容#不能满足读者需求#因此也就形同虚设#失去

了宣传论文内容!吸引读者阅读全文的窗口作用"

< 结 语

地学科技论文是地学科技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
而地学科技论文摘要又是了解地学科技论文内容的

=0( 中国岩溶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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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窗口!因此地学科技论文摘要的编写意义和作用

十分重大"我国地学科学研究十分活跃!年发表的论

文 量 近 万 篇!然 而 由 于 不 少 的 论 文 摘 要 编 写 不 够 规

范#类型选择不正确#摘要缺乏实质性内容等!而严重

地影响了读者对这些论文乃至期刊的使用"因此!在
地学界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技论文摘要编写的国家标

准宣传推广意义重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写

成此拙作!权当抛砖引玉"由于涉猎文献有限和成文

时间仓促!更重要的是由于水平有限!文中若有谬误

之处!敬请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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