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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技论文撰写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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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中文科技论文撰写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 , 在借鉴《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

据规范》基础上 , 从文献标识码、题名、作者及其工作单位、作者简介、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基金项目、参

考文献等方面阐述了科技论文撰写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以期为科研工作者的论文撰写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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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abnormal phenomena in writing Chinese scientific articles , based on the use of《Data

norm for retrieval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CD)》,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some attention points in

the writing of scientific article , such as Document code , Title , Author , Biography , Abstract , Keywords , CLC num2
ber , Foundation item , References ,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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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论文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迅猛发展使这种交流日益增加。但

由于各期刊对论文撰写的要求缺乏统一的标准 , 使中文科

技论文的撰写长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现象 , 这既影响了其

学术水平的提高 , 也限制了学术的交流。《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 的出

台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论文撰写和期刊编辑中的不规

范现象。笔者籍此《规范》谈一下中文科技论文撰写过程

中的几个问题。

1 　文献标识码
为便于文献的统计和期刊评价 , 确定文献的检索范围 ,

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 , 每一篇文章或资料应标识一个文

献标识码 , 如《规范》中共设置了以下 5 种 :

A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 (包括综述报告) ;

B ———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 (科技) 、理论学习与社会

实践总结 (社科) ;

C ———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 (包括领导讲话、

特约评论等) ;

D ———一般动态性信息 (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

访等) ;

E———文件、资料 (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

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

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以及文摘、零讯、补白、广告、

启事等不加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的不同对于文章的撰

写也有所不同 , 如文献标识码为 A、B、C 三类的文章应有

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作者名及工作单

位 , 而文献标识码为 A 的文章还应附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

词。因此 , 文献标识码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著

录的格式。论文的文献标识码一般编排于中文关键词之后 ,

以“文献标识码 :”或“ [文献标识码 ]”作为标识。

2 　题 　名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 , 概括文章的要旨 , 符合编

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选择关键词。题名

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

式和公式。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 , 必要时可加副

题名。文献标识码为 A、B、C 三类的文章还应有英文题

名 , 并与英文作者名及工作单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等一起编排于参考文献之后或正文之前。

3 　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文章作者是文章的主要撰写人或主要参与者 , 同时也

是该文的责任者。多位作者的署名间用逗号“ ,”隔开。英

文摘要或英文文章中的中国作者姓名采用汉语拼音形式 ,

姓前名后 , 中间为空格 , 姓的全部字母均大写 , 复姓应连

写 ; 名的首字母大写 , 双名中间加连字符“2”, 姓与名均

不缩写。

文献标识码为 A、B、C的文章应标明主要作者的工作

单位 , 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 , 以便于联

系和按地区、机构统计文章的分布 ; 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

间以逗号“ ,”分隔 , 整个项目用圆括弧“()”括起 , 直接排印

在作者姓名之下。英文摘要或英文文章中的作者工作单位

还应在邮编之后加列国名 , 并以逗号“ ,”与前者分隔。不同

工作单位的作者 , 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

序号 , 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间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

数字 , 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以分号“;”隔开。作者工作单

位如位于脚注或文末应以“作者单位 :”或“ [作者单位 ]”

作为标识。

4 　作者简介
对于文章的主要作者可按以下顺序刊出其简介 ; 姓名

(出生年2) , 性别 , 民族 , 籍贯 , 职称 , 学位 , 简历及研究

方向 (任选) 等。简介一般编排于首页脚注或文末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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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或“ [作者简介 ]”作为标识。同一文章的其

他作者也可以在第一作者之后相继列出 , 其间以分号“;”隔

开 , 最后以“. ”或“。”结束。

5 　摘 　要
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 , 不加审议和补

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论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是指

对一份文献内容的缩短的精确表达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

论”。凡文献标识码为 A、B、C 三类的期刊文章均应附中

文摘要 , 其中 A 类文章还应附英文摘要。摘要应具有独立

性和自含性 , 不应出现图表、冗长的数学公式和非公知公

用的符号、缩略语。中文摘要篇幅一般为 100～300 字。英

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中文摘要前加“摘要 :”或

“[摘要 ]”作为标识 , 英文摘要前加“Abstract :”作为标识。

6 　关键词
关键词和摘要都是对论文主题的浓缩 , 而关键词比摘

要更精炼 , 它揭示的是论文的主题要点 , 是反映文章主要

内容的术语 , 对文献检索有重要作用。凡期刊文章的文献

标识码为 A、B、C三类均应标注中文关键词 , 有英文摘要

者应同时给出英文关键词。一般每篇文章可选 3～8 个关键

词 , 由期刊编辑在作者配合下按 GB/ T 3860 的原则和方法

参照各种词表和工具书选取 ; 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

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文章题名中的人名、地名也可作为

关键词标出。多个关键词之间应用分号“;”分隔 , 中、英

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 , 中文关键词前冠以“关键词 :”或

“ [关键词 ]”, 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 :”作为标识。

7 　中图分类号
凡具有文献标识码的文章均应标识分类号 , 从而按学

科属性实现期刊文献的检索 , 同时为文章的分类统计创造

条件。分类号目前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 4 版)》进

行分类 , 可由作者或期刊编辑在作者配合下选取 , 一般编

排于文献标识码后 , 并以“中图分类号 :”或“ [中图分类

号 ]”为标识。文章一般标识 1 个分类号 , 多个主题的文章

可标识 2 或 3 个分类号 ; 主分类号排在第一位 , 多个分类

号之间以分号“;”分隔。

8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指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 , 属文章题名注释的

一种 ,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基金

项目一般编排于首页脚注 ,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

“基金项目 :”或“ [基金项目 ]”作为标识 , 注明基金项目

名称 , 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基金项目名称应按

正式名称填写 ; 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 , 其间以分号“;”

隔开。

9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为撰写论文而引用的相关图书、期刊资料 ,

是学术论文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既有助于读者进一

步检索有关资料 , 又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分析的重

要信息源之一 , 同时它还体现了对著作权和他人劳动的尊

重 , 因而其规范化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论文的学术水平。但

长期以来国内的科技期刊对参考文献著录规范不一 , 因而

使参考文献著录成为科技论文撰写中最混乱的地方 , 甚至

出现部分科技期刊参考文献中的文献题名被省略的现象。

911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包括主要责任者 (一般责任者超过三人时 , 只著录前

三位 , 其后加“等”字或相应的字 , 各作者之间应以“ ,”分

隔) 、文献题名及版本、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出版项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

得地址、文献起止页码等内容都应该是参考文献著录的项

目。

912 　文献类型标识及载体类型标识
《规范》根据 GB3469 - 83 规定 , 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

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 见下表。

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 期刊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标识 M C N J D R S P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 其文献类型标识建

议采用单字母“A”; 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 , 建议采

用单字母“Z”。对于数据库 (database) 、计算机程序 (com2
puter program) 及电子公告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等电子

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采用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 : 数据

库 (DB) 、计算机程序 (CP) 及电子公告 ( EB) 。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做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

其载体类型。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则应同时标明

其载体类型。《规范》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的载体

类型 : 磁带 (magnetic tape , MT) 、磁盘 (disk , DK) 、光盘

(CD - ROM , CD) 、联机网络 (online , OL) 。包括文献载体

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可以“ [文献类型标识/ 载体类型

标识 ]”的格式来表示。

913 　文后参考文献的编排
参考文献表可以按照顺序编码制组织 , 也可按“著者2

出版年”制组织 , 但必须与正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

一致。《规范》采用 GB7714 - 87 中的顺序编码制格式著录 ,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 ; 表上以

“参考文献 :” (左顶格) 或“ [参考文献 ]” (居中) 作为标

识 ; 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 , 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 , 如

[1 ] , [2 ] , ⋯, 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参

考文献条目最后均以“. ”结束。常用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

式如下 :

a.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 ]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 ] . 出

版地 : 出版者 , 出版年. 起止页码 (任选) .

b. 期刊文章

[序号 ]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 . 刊名 , 年 , 卷

(期) : 起止页码.

c.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 A ] .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 (任选) . 原文献题名 [ C] 刊名 , 出版

地 : 出版者 , 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d. 报纸文章

[序号 ]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 N ] . 报纸名 , 出版

日期 (版次) .

e. 标准

[序号 ] 标准编号 , 标准名称 [ S] .

(下转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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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信息素质标准 , 该标准认为具有信息意识的人应该具

备 : 能详细、清晰明白地说明信息需求 ; 鉴别各种类型和

格式的潜在信息源 ; 能够考虑到获得所需信息的花费和益

处 ; 评价信息需求及种类和范围。信息意识强的人对信息

很敏感 , 能随时捕捉到身边有用的信息为己所用 , 信息意

识弱的人 , 对信息的反映较迟钝 , 即使碰到有价值的信息

也会放之而过 , 错失良机。因此 , 读者应该培养自己的洞

察力 , 在看似平常的信息中发掘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 并不

断扩大自己的视野 , 从相关学科、边缘学科中发现有用的

信息。据统计 : 一个学科的信息有 1/ 3 分布在书刊名与学

科名称相同的书刊中 , 有 1/ 3 分布在书刊名与学科名称有

关的书刊中 , 另外 1/ 3 则分布在书刊名与学科名称无关的

书刊中 , 同一专业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刊物中 , 同一篇文

献分散在不同的载体上 , 一个传统学科应用的技术有 50 %

来自其它的学科 , 一个新兴技术的应用技术有 70 %是从外

学科来的。

412 　信息检索技能
在信息时代 , 当人们尽情享受网络的快感时 , 多样化

的信息获取途径以及严重的信息污染和数据烟雾也同样使

人感到迷惑 , 有价值的信息被置于大量无价值的信息中而

变得不易被发现和评价 , 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查找到所需的

信息就需要有一定的检索技能。能不能选择最适当的研究

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来访问所需的信息 ; 能不能构造和执

行有效的查找策略 ; 能否具有联机检索能力或其它检索方

法 ; 能够根据需要优化检索策略 , 这四点是衡量检索技能

的标准。笔者以为在对读者在信息检索技能教育中应重点

突出以下内容 :

41211 　Internet 基本知识 , 包括 Internet 的发展历史及网络

基本知识 , 各种浏览器的使用 , Internet 在中国的发展 , 入

网方式介绍 , 网络常用术语 , Internet 的基本功能 , 网上资

源分类 (如可分成四种 : 电子邮件资源、FTP 资源、WWW

资源、网络新闻组资源) , 网上信息服务的类型基本上有四

种 (信息获取服务如 FTP , Gopher , 信息搜索服务如 wais ,

Archie , 信息交流服务如 E - mail , Telnet , Usenet 等 , 多媒

体信息服务) 。

41212 　各种检索工具及检索系统。A. 主要包括 Internet 上

各种检索工具介绍、搜索引擎的概念、工作原理、特点及

分类、使用。WWW 检索工具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按主题

的浏览方式 , 如 Yahoo、Galaxy 等。Yahoo 是 WWW 上最大

的检索网点 , 它是最出名的一个主题检索工具 , 也提供简

单的关键词检索。另一类是按关键词检索的 , 如 Alta vista、

Web crawler、Lycos 等 , Lycos 是最大的免费检索引擎 ; Info2
Seek 它不仅提供全文检索 , 且可检图像 , 以西文为主 , 支

持中文检索 , 且支持布尔逻辑检索。B. 如何选择检索系

统 : 光盘或网络或联机数据库 , 它们各有特点 , 如要求时

效性强的则利用网络数据库 , 因为它是在线实时更新的 ,

如对时效要求不太高 , 则利用光盘数据库 , 因为它操作较

简单 , 且不必联网 , 费用低 , 速度快 , 对于前两者检不到

的信息 , 特别是科技查新 , 则选用国际联机数据库 , 因为

它收录文献信息较完备、系统 , 查全率、查准率会较高。

Dialog是世界上最大的联机检索系统 , 拥有 700 多个集文献

信息库、数据信息库、事实数据库于一体的大型数据库系

统。C. 如何设置检索技巧 , 检索途径等 , 正确利用搜索引

擎的检索功能 , 如布尔逻辑符的运用 : 逻辑与 (AND、

3 ) 、逻辑或 (OR、+ ) 、逻辑非 (NOT、 - ) ; 字符串检索

(用双引号括起或用 - 连接) , 截词检索 (通常使用 ? 表

示) , 字段检索、特殊符号等的用法。D. 代理检索工具及

索引搜索引擎介绍。由于一般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结果不够

精确 , 而且不能进行综合逻辑运算和提炼等缺点 , 为了快

速检索到精确的信息 , 搜索代理工具如 Copernie 应运而生 ;

为了避免搜索返回太多的结果 , 而使用索引搜索引擎 , 如

Meta Craw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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