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科技论文提炼方法与塑造技巧

１.摘要与关键词的拟定

论文的摘要就是文章主要内容的精辟概括，也是对全文框架的客观、简

明扼要的介绍和阐述。科技论文的摘要部分是对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

实践的总结，是对研究目的、方法和研究结果的概括。摘要置于主体部分

之前，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的内容，以便决定是否阅读全文。所以，摘

要必须选择最关键的论据进行说明，希望达到的目的也必须描述清楚。在

不超过短短２００字的摘要部分中，作者应撰写包含４个要素的内容，即：

“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得到什么结果”、“结果说明了什么”。

简短精炼是科技期刊论文摘要的必要特点，只需简明扼要地将研究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分别用１-２句的关键句子加以概括即可。很多作者认为，

摘要部分和结论部分非常相似，其实不然，结论部分只是归纳和阐述获得

的多个结论与观点，而摘要部分则是全文的一个精辟缩影。所以，摘要部

分包含了精简的结论部分的观点。关键词的拟定是十分讲究的，一般为３～

５个关键词。关键词的设定代表了文章的中心和特色，一般可以是论文研

究的主体对象，或者是经改良后的研究方法，或者是达到一种理想的研究

目的。关键词的选择切勿使用通俗的名词，如“发展”“创新”“研究”

“进步”等，使用这些词藻不仅不能发挥关键词的作用，还会降低论文在

评审专家眼中的整体印象。关键词也不可全为研究对象的名词，那样会使

读者感觉此文的研究对象非常多，经典的关键词的拟定顺序应是：“关键

对象”“新的方法”“优越性能”，这种类型的关键词顺序能较好地提升

论文的水准。



２.序言的撰写技巧

文章的序言（引言）是一个关键部分，序言的优劣将直接导致评审专家

或读者是否愿意阅读，也能较好地反映出文章质量的高低。序（引）言的

主要任务是向读者勾勒出全文的基本内容和轮廓，可以从论文的主体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谈起，就其关键技术和技术难点进行重点阐述，

从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顺利地引出作者的实验成果，以及取得的某

些突破性成绩。序（引）言其实是科技论文最难写的—部分，因为，不仅

序（引）言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学科领域的熟悉程度，还间接地反映了作者

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合适、进行研究的意义何在、研究的价值如何体现等

问题，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序（引）言的书写。通常情况下，引言的内容

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谈研究背景、意义、发展状况；第二层次谈目

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而引出研究动机；第三层次简要

说明作者的研究目的和大致内容，可强调取得的成果；第四层次谈及论文

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四个层次中，第一层次占得比重较大，约占序言

部分的４０％，其必须从已报道的文献中择选出对应的观点，涉及的参考

文献选择必须经典，其观点尽量选择来源于近年外文ＳＣＩ检索的优质期

刊。撰写序（引）言应当注意以下几点：（１）文献背景切记泛泛概括，

不能统称为一个观点，譬如“某某方面取得了进展”，因为这样很显然就

代表了作者并未精读文献，而应该逐条细读文献并体现出所选主题的研究

进展；（２）序言谈及对象切勿偏离主题，这里就是指用选择的参考文献

来阐述某个研究的现状时不要与作者自己拟定的动机偏差较远；（３）序

言的表达应该精简明了、层次清晰，切勿长篇大论而浑浊不清，内容要准



确和肯定，这样才能显示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自信，正面地坦诚表达自己

的观点。

３.研究方法（实验手段）的阐述

研究方法（实验手段）的阐述是十分影响论文评审的环节。每一个实验

主题都有其研究方法或实验思路，有些实验方法是传统的，与其他文献所

述相同，有些实验方法是作者自己改进的，具有创造性的特征。实验手段

或研究方法的阐述必须精简准确，在本专业／行业内传统方法要一笔带过，

创新的方法则要具体阐述其基本原理、处理模式、参数设置等。所选择的

研究方法准确无误，审稿专家对其产生的数据结果就不会质疑，而研究方

法本身如果存在缺陷，则论文中的数据结果或结论就缺乏可靠性，变得毫

无意义。因此，必须在所属专业内认真分析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

准确度，确保不会产生质疑之处。具有创新性的方法需要详细具体地阐述

清楚，并肯定该方法的合理可行性。

４.结果与讨论部分的精炼

该部分的撰写应该从多个角度展开，通常有并列和层进两种模式：并列

模式就是优化实验条件，得出不同的结果并进行分析和对比，这可以体现

出作者充实的工作量；层进模式即层层深入，带领读者充满兴趣地逐渐深

挖表面现象的实质根源，给人一种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感受，体现了作者

对此主题研究的精深和追求。在科技论文的撰写中，结果的列举应该简洁

明了，直接了当地告诉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了什么，做了哪些细致入微的



工作。对结果的讨论要大胆创新，抓住结果的主要特征追究其根源。许多

作者在该部分的表述不够科学，只是凭着个人感觉：怎样做就怎样写，不

对所获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不充分考虑所做工作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实质

上，作者在撰写论文之前应该对所做工作进行详细的筛查，辨识哪些结果

是可行的，而哪些是不必要提出的。对结果的阐述和讨论并非越多越好，

从３－５个互相有关联的角度描述最佳。科技论文的语言描述尽量要求简

要，切勿啰嗦重复，不能加以确切推断的部分，则绝不能盲目定论。此时，

具有丰富色彩的图示成为了讨论部分中的亮点，配合一定数量的表格数据，

即可清晰地阐述所得的结果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作者应该注重图示

和表格的综合运用，这样往往能充实文章的内容，达到生动形象的目的。

５.结论的表述与升华

科技论文的结论部分尤为重要，结论是判断论文科学价值的关键所在。

结论部分既要比较精简，又要力求突出，为此，首先，作者应该确保所述

结论是来自于自己的实验研究，结论本身是科学无误的；其次，作者应该

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充满自信、大胆地提出创新性的正确观点，体现结论本

身基于已报道的研究的创造性；再次，作者应对结论的科学价值和意义进

行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结论部分不能类同序言和结果讨论部分般引

用他人的参考文献及观点，结论就是论文所述实验研究的客观性成果，其

字数不应该超过３００字符，应起到简练清晰、画龙点睛的作用。

６.参考文献的选择与优化



参考文献的选择是非常有学问的。参考文献的质量决定了论文的基础和

高度，选择近几年的外文ＳＣＩ收录的期刊论文是比较理想的举措。选择

参考文献的基本规则是：（１）尽量集中选择与论文主题紧扣的文献，避

开偏远文献的引用；（２）尽量选择某些公认或专家认可的经典文献做支

撑，一般来说位于ＳＣＩ期刊的一区、二区内的期刊论文比较优质和理想；

（３）尽量统筹兼顾中外参考文献引用的数量，外文文献与中文文献比例

一般保持约３：１的比例；（４）参考文献出版的时间尤为重要，尽量选

择近１０年来的文献，太过陈旧的文献不宜采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前人的观点总会被后续的研究部分继承和完善；（５）切勿滥用无关的文

献或者低档次文献，对于存在学术不端的作品更要远而处之。总的来说，

文献的引用要恰到好处，数量尽量控制在１０～３０条不等，可以对前期

研究的基础文献加以引用和强调，亦可根据某个期刊的要求引用该期刊已

发表的相关论文，同时应注意参考文献的格式，提供完整的作者名、论文

名、年份、卷、期、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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