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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详简度与编写要求

马应森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编辑部

,

厦门 36 1的5)

摘 要 为了促进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文前摘要编写的规范化和改善其被引用与被收录情见
,

对布

分高校学报的摘要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

调查结果表明
,

摘要的写作苍遇存在编写不规范
、

随意性

大
、

详简度低子现象
。

其主要原因是作者
、

审者
,

尤其是编者不 t 视
,

有关标准
、

规范和软材对摘要

的详简度要求不一致
,

学报的编料质全评价体系关注不够千
。

提 出更新观念
、

统一妥求
、

t 视评

价
、

提高紊质和增大详简度等措施
,

指出中文摘要以 300 字左右
,

一般不超过 400 字为宜
。

并时结

构式摘要与传统式摘要进行比较
,

指 出结构式摘妥的编写形式符合摘妥四妥素的要求
,

是传统摘

妥的格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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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文前摘要对期刊界而言
,

既不是热点
,

也不是难点
,

因为国际标准 ( I汉卫 14 一
197 6( )E )以及国家标准〔̀ 一 4】和高校规范5[] 对其编写要求已有明确的规定

,

有关的论著【6一 9] 也

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

然而
,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高校学报 )文前摘要的编写至今仍不

受重视
,

学报的被引用和被收录情况欠佳
。

因此
,

本文主要通过对 1998 年下半年出版的部分

全国重点
、

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学报的摘要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

对其详简度进行统计分析
,

并

提出改进的措施
。

1 随机抽样调查结果

为了分析高校学报文前摘要的编写情况
,

改善高校学报被国内外引用和收录的情况
,

随机

抽取了 199 8年下半年出版的部分全国重点
、

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学报的文前摘要进行统计分

析
。

结果表明
,

摘要的写作普遍存在编写不规范
、

随意性大
、

不符合摘要四要素LZ一 61的要求和

详简度偏低等现象
。

表 1给出论文摘要字数 (含标点符号 )抽样调查统计情况
,

其中全国重点

和一般本科院校学报各 9家
,

专科院校学报 6 家
。

由表 1可以看出
,

摘要字数少于 100 个的全

国重点
、

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学报分别占 21
.

0 %
、

5 1
.

1%
、

74
.

4 % ; 少于 150 个的分别占

55
.

6 %
、

83
.

7 %
、

98
.

3 %
。

通常摘要的字数是衡量摘要详简度的主要指标
,

字数太少
,

详简度

低
,

难以保证对文献内容准确地作实质性记述
,

难以提供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
,

起不

到摘要的作用
。

很难想象
,

几十个汉字
,

甚至三四十个汉字就能对一项科研课题进行全面
、

完

整的描述
,

更何况有的摘要在短短的几句话中还写进一些无用的信息
,

例如背景资料
,

对自己

工作的不切实际的评价 (首次报道
,

填补… …空白
,

… …重大意义
,

等 )和带有广告性质的
。

值

得注意的是在抽样调查数据中
,

专科院校学报的摘要字数少于 50 个的竞占 31
.

9 %
。

还有数

学类的论文摘要普遍过于简短
,

有的甚至只用一句话
。

以上统计不包括采用结构式摘要的学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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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因分析与对策

衡量学术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刊物和论文被引用和被

收录的情况
。

自9 0年代以来
,

高校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占全国发表的论文比例大幅度增

加
,

但高校学报在被引频次最高的中国科技期刊排行表中的位置未喜反优
。

影响刊物和论文

被引用和被收录情况固然有许多因素
,

其中主要是学术质量和知名度
,

但是摘要的编写质量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
。

众所周知
,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

论文数量迅速增加 (据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统计
,

19 97 年仅在 12 14 种中国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 12 0851 篇
,

而 1991 年为

9科35 篇
,

期刊数为 121 7 种 )
,

交叉学科与高新科技不断涌现
,

科技信息总量急剧上升
。

人们

为了迅速有效地获取具有创新性
、

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科技信息
,

避免重复研究
,

往往不是浏览

各种科技期刊
,

而是先通过检索系统 (文摘刊物
、

数据库等)看文摘
,

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

通

过文摘或摘要判断是否需要阅读正文
。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刊物论文通过光盘版以及万方数据

(Ch ian lfon )系统《科技期刊群)和各地
、

各部门
、

各单位等窗口上了因特网
,

使摘要越来越成为

人们快速进行科技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
。

因此
,

作者
、

审者
,

尤其是编者应加强对论文摘要重

要性的认识
,

更新观念
。

可以说
,

论文的学术水平如何
,

主要贵任在作者
、

审查
,

而论文摘要的

编写质量如何
,

主要责任在编者
,

因为编者有贵任要求作者如何写好摘要
,

编者有贵任
、

也应有

能力编写好摘要
。

表 2 给出有关的国家标准
、

规范
、

教毯织寸论文摘要编写要求的对照
。

由表 2 可见
,

由于有

关摘要的国家标准〔卜 4〕规定不一致
,

引用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s[J 和教程6[] 提法不统一
,

例如
“

不宜超过 2X() 一 3 00 字
” , “ x x x 字以内

” 。

不少刊物的征稿简则也过分强调要
“

扼要简短
” ,

“

不宜超过 x x x 字
” , “

x x x 字以内
” ,

造成误导
。

难怪至今还有不少新老编辑一开口就是
“

要简短
” , “

不应超过 x x x 字
” ,

似乎关键在
“

简短
” ,

内容嘛
,

可随意
。

实践证明
,

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
,

要使论文摘要符合编写要求
,

能完整地表述一项研究工

作的目的
、

方法
、

结果
、

结论等实质性内容
,

建议中文摘要以 3 0() 字左右
,

一般不超过 4的 字为

宜
,

外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应` 致
。

不少作者和审者不重视论文摘要的撰写
,

有的认为是一种负担
,

或认为是编辑的工作 ;有

的不甚了解撰写摘要的要求
,

尤其是发表论文少的作者和刚开始写论文的年轻作者
。

有些编

辑贵任心不强
,

没有按要求请作者修改摘要
,

放任自流 ;有些编辑业务素质不商
,

不敢按要求对

不符合标准的摘要进行实质性修改
,

怕改错
,

怕花时间
,

因为编辑必须领悟论文的主要内容和

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功底
。

还有一些作者和编辑可能由于外文水平不高
,

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

时间去写好外文摘要
,

还不如
“

扼要简短
”

些更省事
。

当然也有一些高校学报
,

办刊条件差
,

甚

至是一个人办刊
,

实在无能力顾及摘要的编辑加工
。

在有关高校学报的评价标准和评比活动中
,

摘要的编写质量也常常不像其他项目一样受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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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有关的国家标准
、

规范
、

教程对论文摘要编写要求对照衰

国标/规范/教程

名 称

发布/批准/出版

时 间
撰 写 要 求

详 简 度

报道性 报道指示性 指示性

口鹉肠8 一 83 检索 1 983 一 0 1一 2 9发布 对文献内容作实质
期刊编辑总则川 性描述

C邵朋7 一 86 文摘
编写规则 [2 1

1 986 一 06 一 4 1发布 以提供文献内容梗 魂加字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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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摘的要素
: 目的

、

方法
、

结果
、

结论
、

2加 字左右为宜

其他

口阶7 1 3 一 87 科学 19 87 一 05 一 05 批准 是报告
,

论文的内 中文
:

一般不宜超过 2 00 一 30() 字 ;

技术报告
、

学位论 容不加注释和评论 外文
: 不宜超过 250 个实词 ;如遇

文和学术论文的编 的简短陈述 ; 特殊擂要字数可以略多

写格式t31 应具有独立性和自
含性

` ) ;有数据
、

结
论

,

是一篇完整的
短文 ;其内容应包
含与报告

、

论文同

等t 的主要信息
,

一般应说明目的
、

实脸方法
、

结果和
最终结论等

,

重点

是结果和结论

C B /刀 179 一 92 科 19 92 一 04 一
13 批准 摘要的撰写

,

应参照 口冤材 7的规定
学技术期刊编排格
式 [̀ 1

中国商等学校自然
科学学报编排规
范 ts ]

199 3 一 01 一 14 发布 应具有独立性和自 3以】字
含性

,

应是一篇完 以内
整的短文 ;

内容包括 目的
、

主
要的方法

、

结果和

结论等

2X() 字
以内

100 字
左右

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19 95 一 09 第 l 版

教程 [ 6 ]

书写要求详见国际 中文
: 不超过 月加 字为 2 00 字

口肠科 , 一 86 宜 ;

外文
:

不宜超过 250 个 上下

实词

1)即不阅读报告
、

论文的全文
,

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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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式摘要

自从 19 8 7年 R
.

Bi ran H a ” e s提出临床研究论文的结构式摘要9][ 以后
,

我国医学期刊界

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l。一 ` 2 1
,

取得良好的效果
。

目前在医学期刊和个别高校学报推广应用的

结构式摘要的编写方法与国家标准 口即科7 一 86 2[] 有关文摘的四要素 ( 目的
、

方法
、

结果
、

结

论 )是一致的
,

其层次分明
、

随意性小
、

编辑加工容易
。

它实际上是传统式报道性摘要的格式

化
。

由于刊物的学科门类繁多
,

论文的内容千差万别
,

因此摘要所选用的要素与格式可能有一

些差别
,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略作变动
。

但是原则只有一条
,

那就是摘要应对论文作实质性描

述
,

其内容应包含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
。

显而易见
,

足够的详简度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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