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论文摘要及关键词编写规则 

1  定义及功能 

摘要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3 000字以下的研究简报或简讯，才可视情况不附摘

要。摘要是以提供论文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论文重要内容的短文。

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有时也包括“其他”(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

要目的，但就其见识和情报价值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拥有与论文同

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摘要的主要功能是：（1）使读者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现代科技信息浩如烟海，读者检索到论文

题名后是否会继续阅读论文的其他部分．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摘要来进行判断。（2）为科技情报人员和

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论文发表后，文摘杂志或数据库对摘要可以不作修改或稍作修改而直接利用，从

而避免他人编写摘要可能产生的误解、欠缺甚至错误。随着全文检索光盘的出现、期刊上网，摘要吸引

读者和介绍文章内容的功能越来越明显。可以这样说，摘要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论文的被利用情况

和期刊的知名度。 

2  分类 

摘要可大致分为以下3种类型(或写法)。 

（1）报道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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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当于简介。报道性摘要一般用来

反映科技论文的目的、方法及主要结果与结论，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的信

息，充分反映该研究的创新之处。科技论著如果没有创新内容，如果没有经得起检验的与众不同的方法

或结论，是不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的，所以建议学术性期刊(或论文集)多选用报道性摘要，用比其他

类摘要字数稍多的篇幅，向读者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篇幅以300字左右为宜。 

（2）指示性摘要 

指示性摘要是指明一次文献的论题及取得的成果的性质和水平的摘要，其目的是使读者对该研究的

主要内容(即作者做了什么工作)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创新内容较少的论文，其摘要可写成指示性摘要，

一般适用于学术期刊的简报、问题讨论等栏目以及技术性期刊等．篇幅以100字左右为宜。 

（3）报道-指示性摘要 

这种摘要界于上述两者之间，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述一次文献中信息价值较高的部分，而以指示

性摘要的形式表述其余部分。篇幅以200字左右为宜。 

对摘要进行分类．明确不同类型摘要的功能，对摘要的写作及编辑加工是非常有用的，论文发表的

最终目的是要被人利用。如果摘要写得不好，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论文进入文摘杂志、检索数据库，

被人阅读、引用的机会就会少很多，甚至丧失。一篇论文价值很高，创新内容很多，若写成指示性摘要，

可能就会失去较多的读者。 

3  摘要的要素 

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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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结果，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课题，假设，启发，建议，预



测等。 

其他：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就其见识和情报价值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 

一般地说，对于报道性摘要，方法、结果、结论宜写得详细，目的和其他可以写得简单，根据具体情况

也可以省略；对于指示性摘要，目的宜写得详细，方法、结果、结论、其他可以写得简单，根据具体情

况也可以省略。 

4  编写摘要的注意事项 

(1)排除在本学科领域方面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 

(2)不得简单地重复文章中已经表述过的信息； 

(3)要求结构严谨，语义确切，表述简明，一气呵成，一般不分段落；忌发空洞的评语，不作模棱两可

的结论。没有得出结论的文章，可在摘要中作扼要讨论； 

(4)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应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道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

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人”“作者”“我们”等作为摘要陈述的主语； 

(5)要采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尚未规范化的，以采用一次文献所采用的为原则。如新术语尚无合适的

中文术语译名，可使用原文或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一般不要使用图、表或化学结构式，以及相邻专业的读者尚难于清楚理解的缩略语、简称、代号。

如果确有必要，在摘要中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 

(7)不得使用文章中列出的章节号、图号、表号、公式号以及参考文献号等； 

(8)必要提及的商品名应加注学名； 

(9)应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要注意正确使用简化字和标点符号。 

5  常见问题 

（1）过于简单，缺少了摘要的要素 

（2）把本应该在前言中出现的内容作为摘要 

（3）本学科领域方面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出现在摘要中 

（4）缩写词语交代不清（外文符号需要用汉语文字说明其含义） 

 

关键词标引要点 

关键词是科技论文的文献检索标志，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主要是为了编排索引，检索

文献，信息传播等。因而要尽可能标引准、标引全。一般每篇论文标引3～8个关键词，可显著表示论文

的核心内容，最精确地表达论文的各个重要层面。 

关键词包括2类词：（1）叙词（正式主题词），指收入《汉语主题词表》（叙词表）中可用于标引主

题概念的即经过规范化的词或词组；（2）直接从文章的题名、摘要、层次标题或文章其他内容中抽出来

的，能反映该文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或词组），即汉语主题词表中的上位词、下位词、替代词等非

正式主题词和词表中找不到的自由词。 

本刊一般采用“浅标引”，即选出文章中用以表示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主体)内容及信息的单词和术

语。应该尽可能按照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l0月出版的《汉语主题词表》标引关键词，将自由词规

范化为叙词。缩写词一般应还原全称，如“FMD”标引“口蹄疫”等。 

存在的主要问题：（1）标引不全；（2）标引不准；（3）出现缩写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