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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摘要的撰写 

论文摘要，是现代科技论文的必要附加部分；是以提供文 

献内容梗概为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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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拥有与一次文献 

同等量的主要信息⋯。 

对照<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关于论文摘要的描述。气 

象期刊中的一些论文摘要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加上了作者的评论。例如： 

① ⋯⋯所得标定方程精度高。结果令人满意。 

② ⋯⋯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例①中“方程精度高。结果令人满意”和例②中“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等词语，都不是客观地记述文献的内容。而是多 

余的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自我评论。 

例①中不是不能写“方程精度”。而是不能用自我评价方 

式写“方程精度”，应用具体数字表述方程精度，这种表述不 

仅客观、具体。而且也让读者对“精度”有定量的了解。相反。 

“方程精度高”的表述不仅违背了论文摘要的基本要求。而且 

也向读者提供了模糊的信息，因为“方程精度高”中的“高”是 

个模糊词，并不能反映方程的具体精度。此外，例①中的“结 

果令人满意”同样向读者提供了模糊信息。因为从“摘要”中 

既看不到“方程精度”。又看不到方程使用结果，“满意”从何 

而来? 

例②中的评论，远离文摘写作的要求。实属多余，应该删 

去。 

问题之二。没有“摘”出文献要点。例如： 

③⋯⋯建立了3种非台风型⋯⋯短时区域暴雨天气及多 

普勒雷达资料概念模型，并对短时暴雨的时空分布做了统计 

分析。 

例③类文摘。在气象期刊中颇具代表性。这类文摘。概述 

了作者研究工作内容，却遗漏了研究结果——确定了“暴雨概 

念模型”和“短时暴雨时空分布特征”。而“结果”恰恰是文章 

的精华和要点。“摘要”。顾名思义就是摘出文章要点。应拥 

有与一次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阅读文献全文。就能获 

得必要信息。由于例③漏掉了文献的主要信息，读者不可能 

从此类文摘中获得与一次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因此例③ 

称不上“摘要”。至少称不上合格的“摘要”。 

2 使用不当的词语 

科技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传播的是科学技术。更应该用词 

准确。避免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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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科技论文中有以下常见的使用不当的词语。 
一 是“以上”的使用。例如： 

④ 气温在28℃以上时。不利于黄瓜霜霉病发生。 

28℃以上。可以理解为／>28℃。也可以理解为 >28℃。 

显然，这种表述容易产生歧义。如果作者的本意不含28℃． 

应用>28℃；若含28℃，应用／>28℃。 

二是临界值不是一个具体数值。而是一个数值区间。例 

如： 

⑤ 相对湿度超过6o％～80％。 

例⑤显然是个病句。既然超过了80％，怎么可能不超过 

6o％呢?作者给出的相对湿度指标究竟是超过6o％，还是超 

过80％?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读者无所适从。这种不准确的 

词语。不可能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技术信息。 

三是表示量值的数字前面用了“约”，量值后面又用了 

“左右”。例如： 

⑥ 气压下降了约5 hPa左右。 

例⑥中的“约”。即“大概”的意思，“约5 hPa”中的5不是 

确定的数。而是约数。已有5左右的意思。若在5前面用了 

“约”。后面就不能再用“左右”；若后面用“左右”。前面就不能 

用“约”。 

四是标目中“时间”的使用。 

现代科技论文的坐标图中。必须有标目。在气象科技论 

文中，“时间”在要素随时问变化曲线图标目中出现的频率较 

高。例如： 

⑦ 时间／年(时间／日)。 

例⑦中的“时间”，既可理解为起点到终点的时间长度， 

又可理解为时间中的某一点；其中的“年”。既可理解为一年 

时间长度。又可理解为某一年份。因此。例⑦的表示不科学、 

不确切，容易产生岐义。 

标目的规范化表示。应用斜线把物理量和单位分开，如物 

理量和单位有专用的外文字母或符号。应分别用字母或符号 

表示。如p／hPa、∥℃。时间(长度)在物理学 中，用字母 t表 

示。在气象学中没有专用字母。如果沿用物理学中的t表示。 

将和摄氏温度的表示字母发生冲突。因此，气象科技论文标目 

中的“时间”通常直接用汉字表示。 

气象科技论文坐标图标目中的“时间”。有时指时问长 

度，有时指时间中的某一点。为避免引起歧义，对两种不同含 

义的“时间”。应采取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例⑦中的“时间” 

是表示时间长度。标目用时间／a(时间／d)表示。就不会产生歧 

义；如果是表示时间中的某一点，即某一年份，把例⑦改为年 

份／年(日期／日)。同样不会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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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争议的标点使用 

争议之一，并列的阿拉伯数字和并列的字母之间能否用 

顿号。 、 

有人提出，并列的阿拉伯数字和并列的字母之间，不能用 

顿号，只能用逗号。 

并列阿拉伯数字和并列字母之间用顿号，完全符合顿号 

使用规则。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虽写法不同，但表示的意 

义相同，既然并列的汉字数字之间可以用顿号，为什么并列的 

阿拉伯数字之间不能用顿号?并列的外文字母多为物理量符 

号，用汉字书写的并列物理量之间可以用顿号，为什么用字母 

表示的并列物理量之间不能用顿号? 

事实上，在并列的物理量字母之间用逗号，有时容易造成 

误解。例如： 

⑧ 根据 ，H2的计算结果，⋯⋯ 

例⑧很容易理解为 的计算结果是根据 而来。这显 

然混淆了二者的并列关系，使要表达的句意面目全非。如果 

二者间用顿号，就不会产生上述误解。 

句中并列词语较长或需要强调时，并列词语之间也可以 

用逗号。因此，在并列的阿拉伯数字和并列的字母之间，可以 

用顿号，也可以用逗号；若用逗号易产生歧义时，最好用顿号。 

争议之二，相连的书名号及引号之间能否用点号。 

有人提出，在相连的书名号及引号之间不能再用点号。 

例如： 

⑨ 《新疆气象》《贵州气象》《湖北气象》等为公开发行的 

省级气象期刊。 

例⑨中《新疆气象》和《贵州气象》之间、《贵州气象》和 

《湖北气象》之间，应该用顿号。 

理由之一，《新疆气象》、《贵州气象》和《湖北气象》为句 

中的并列成分，其间用顿号无可厚非。 

理由之二，标号和点号有不同的功能，标号(书名号、引 

号、括号、着重号等)标明句中词语的性质和作用。点号除表示 

说话时的停顿和语调外，用于句子中间的点号(顿号、逗号 

等)还表示词语间的语法关系。例⑨中的书名号，仅表示《新 

疆气象》、《贵州气象》、《湖北气象》为期刊，并不能表示朗读 

(说话)时《新疆气象》、《贵州气象》、《湖北气象》之间的停顿 

和三者在语法上的并列关系。因此，例⑨中《新疆气象》、《贵 

州气象》及《贵州气象》和《湖北气象》之间用顿号更科学、更 

恰当。 

4 科技文章的“减肥” 

新闻界提倡写短小精炼的新闻稿，科技期刊的编辑和作 

者也应该对那些臃肿的科技文章“减肥”。因为文章臃肿，不 

仅使文章结构松散，掩盖重点，淡化主题，而且浪费版面，减少 

期刊信息容量，增加读者阅读负担。 

气象科技论文也存在臃肿的问题。 

表现之一，语言I罗嗦。 

语言I罗嗦，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着边际、无关宏旨 

的空话套话多；二是本来一句话可说明的问题，却说了几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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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大段话。要消除因语言I罗嗦引起的文章臃肿，首先要端 

正文风，走出“长度=深度”的写作误区，认清文章臃肿给期 

刊、读者和作者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是勤学苦练，提高 

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只要长期坚持笔耕不辍，功到自然成。 

表现之二，图表过多。 

图表是科技文章的直观、形象表述语言，也有装饰版面的 

功能。但一些文章中却附加了不必要的图表及在表中列出了 

不必要的内容。 

“不必要的图表”，是指两三句话可以把图表中的信息表 

达清楚的图表。图表的使用，还在于节省版面，减少繁琐的语 

言叙述。如果图表占的版面比文字叙述占的版面还大，并且 

简单几句话就能把图表提供的信息表述清楚，再用图表已无 

必要。 

表格中“不必要的内容”，是指与主题无关或从表中已列 

出的内容就可口算出的其他数据。把不必要的内容列入表 

格，不仅使表格臃肿，而且也会干扰或湮没表中主要信息。 

表现之三，参考文献过多。 

参考文献是现代科技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出参考文 

献，一是体现科学的继承性、严肃性和对文献作者劳动成果的 

尊重，二是精简文字、节约篇幅，三是让读者共享资源。 

然而，一些文章后面却列出了一大堆不必要的参考文献。 

所谓“不必要”，一是指专业教科书，二是指“待发表”的论文， 

三是指与论文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献。 

教科书中的内容，属常识性内容，本专业人所共知，没必 

要列入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不仅供作者写文章时参考，同时也让读者“共享 

资源”。“待发表”的论文，读者如何参考? 

大量罗列与本篇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献，实不可取，除了 

使文章臃肿外，还有虚张声势之嫌，如果这些无关紧要的文献 

多为自己的作品，更有自我炫耀之嫌。 

表现之四，不必要的信息重复。 

有些文章已经给出了表，又附上了和表提供同样信息的 

图，已经给出了图表，又不厌其烦地复述图表中的信息；可以 

在一个图表中反映的信息，却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图表。 

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文章的“结语”如何写。 

目前，不少人(包括作者和编辑)把“结语”等同于正文的“结 

论”，即在文章最后一个一级标题(“结语”或“结论”)中一条 

条重复前文中的观点或结论。“结语”并不是现代科技论文 

的必要组成部分，可有可无，应根据具体文章丽定；即便需要 

“结语”，也应该是指出本论文尚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与先 

前已发表过的(他人或本人)研究工作的异同、本论文在理论 

和使用上的意义及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议等，若重复 

前文中读者已了解的若干观点或结论，除了增加文章臃肿和 

读者负担外，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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