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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自然科学学术论文

的基本类型及其共同之特点
“升

翟绪发 杨 勇 刘佩芬

(西北农业大学科研处 )

摘 要

在 自然科学内卑
,

按其内容和层次可分 为基础理论科学
、

应用技术科 学 和 发展科

学
。

一

与之相对应
,

自然科学科研课题及科 学论文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

即基 拙 理 论研

究
、

应用技术研 究和开发研 究
。

其科学论文所具有的共 同特点主要有四点
,

即客观性
、

创造性
、

平 易性和退样性
。

关键饲 自然并学学术论文
; 基本类型 ;

客观性 ; 创造性 ; 平易性 ; 逻样性

广大科技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时成果首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各种专

业性或综合性的学术理论期刊
,

它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

又是对科技人员进钧

业务考核
、

晋升 业务职称
、

取得一定学位的重要评定依据
。

科学论文一 经公开发表
,

就

将藏入名山
,

进入科技文献宝库
,

久远流传
,

供世人参考借鉴
。

总之
,

它对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及整个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

本文着重对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的基

本类型及其共同的主要特点谈一些浅见
。

一
、

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的性质及其基本类型

科学
,

是指反映自然界
、

社会
、

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理论知识体系
。

所 谓 学

木
,

就是指这种较专门的
、

有系统的学问
。

科学研究
,

是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前人 已有科

学成就的基础上
,

对各个不同学科领域中新课题的探索
。

科学论文 (亦 叫学术论文
、

或

简称论文 )
,

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真实记录
,

是记载
、

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
。

这

种文章
,

可 以 是科研 工作获得了新为发现或发明
,
以陈述新的见解或主张

,
可以是否

. 本文承蒙冯有权
、

樊守衡副教授
,

映西师范大学谢振中
、

张惠 民同志
,

河北农业大学何锡源同

志
,

甘肃农业大学吴成林同志
,

以及段宏谋
、

张襄英等同志审阅并提 出 宝 贵修改意见
,

在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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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某一学科领域 中的某种旧观点
,

或者是对某种旧理论旧观点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
一

也可

以是在某一学科领域
,

把一些分散的资料加 以系统化
,

运用新的观点或方法加以论证
,

得出新的结论等等
。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

只有不断创新
,

才能推动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妙

向前发展
,
因而说创新是科学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

科学研究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维活动
,

从选择研究题 目开始
,

经过调查研究
、

查阅

文献资料
、

设计研究方案
、

试验观察
、

记录整理
,

到分析
、

归纳
、

提炼
、

撰写研究总纤

报告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

然后才 能进行技术鉴定
、

申报研 究成果
。

成果获得 肯 定之

料加可以论文形式发表
,

公布于世
,

推广应用
,

把科研 成果 由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

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

以达到科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
、

推动生产力发展甜 最终 目

种
。

纵观科学研 究的全过程
,

可 以清楚的看出
,

科学论文的写作是科研工作一 个 重要的

组成部分
,

它既是研 究成果的文字总结
,

又是进行科技交流
、

发挥科学作用
、

产生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果的手段
。

由此即可充分看出科学论文 f户撰写与发表是至关重要妙
。

在 自然科学内部
,

按其内容和层次可分为基础理论科学
、

应用技术科学和 发 展 科

学
。

它们虽有不 同的研究对象
、

范围和作用
,

但三者又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
。

与之相对

应
,

自然科学科研课题及科学论文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

即基础理论研究
、

应用技术研

究
、

开发研究
。

这与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技术活动幼分类与定义
”
所提 出尸 基

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实验发展邵
_

`

含义基本是一致 ;
一

}
。

基础理论科学
,

是整个 自然科学 卜:
.

:

理论基础
,

它的主要任务是在科学的新领域探 索

自然界运动
、

变化
、

发展的规律
,

但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用 目灼
。

续研究 成果 一形式是

新发现和新理论的建立
,

它常常对广泛的科学领域产生影 响
。

基础理论研究
,

旨在增加

科学技术知识
,

加深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

它是应用技术科学和发展科学前进。 :
_

动力和

源泉
。

应用技术科学
,

是基础理论科学通向发展科学的桥梁
,

它涉及口 是特足 领 城 户
_

问

题
,

更专门
。

其研究有特定的实际目标
,

而其研究成果对科学领域爪影响是孔
一

限
`

:
.

。

它的

职能是将基础理论科学中高度抽象的规律
、

原理拟化为特定专业
厂;万共体规律

,

炸将其发

展到易于同生产实践挂钩
。

应用研究自 目的
,

旨在把基础理论化为物质技术 和 方 法技

术
。

发展科学
,

它是高度的综合性和专业性 f
,

统一
,

其职能是把基础理论科学和应用技

术科学的规律
、

原 理运用于开发事业
,

使之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
。

发展研 究 { 任

务
,

就是具体地解决推广物质技术和方法技术中所遇 到灼实际问题
。

因为发展研究是 以

直接投入实际生产和应用为特征的
,

故对经济发展起着最直接的影响
。

关于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科研课题价举例
,

为了较全面准确起见
,

本文特 引用 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鱿表例 (见下表 )
。

就 自然科学科研课题的分类和层次而论
,

在具纵深配置上保持共合理酌结构
,

形成

基础理论研究
、

应用技术研究
、

开发研究三者之间 , 最佳比例
,

对于促进科扶事业爪发

展
,

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

具有极为重要鱿 战略意义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

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这既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
,

世
.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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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实验发展三种类型科研课魔举例
.

基基基础研究究 应用研究究 实验发展展

IIIII 研究微分方程的理论论 为说明波荡 (如无线电波传输输 用于微分方程的计算机程序侧侧
的的的的强度和速度 )研究微分方程程 发展展

lllll 研究气流中的压力条件与固固 为获得建造导弹和飞机所需的的 飞机样机机身的发展展
体体体浮力力 空气动力学数据

,

进行气流中压压压
力力力力情况和固体浮力的研究究究

对对地热区地质位置和地热发发 为利用蒸汽
、

热水等 自然资资 为进行发电
、

取吸或作为提耳耳
生生过程研究究 源

,

研究地热源源 矿物的来源
,

研制使用地热蒸护护
或或或或热水的方法法

研研究与微生物耐辐射有关的的 为获得保存果汁方法所需的知知 研制一种用Y射线保存 果汁臼臼
生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的机制制 识

,

就辐射对酵母生存的影响进进 方法法
行行行微生物学研究究究

VVVVV 研究乳糖酶消化乳糖 (破坏坏 为获得有关确定成年人不耐乳乳 研制一种用于确定乳塘 下耐伯伯
乳乳乳搪 )的过程程 糖的实验方法所需的数据

,

对此此 (在乳搪消化后测血糖 )的方法法
现现现现象广泛进行研究究究

VVVIII

{
有机体区分自己与夕卜来细胞胞 为寻找一种抑制在器宫移植中中 为使移植成活或能成功进行昙昙

的的的机制 (基因
、

抗原生物个体体 会引起对外来组织
、

排他性的免免官移植
,

研制一种杭排他机制合合
的的的标志 ))) 疫机制的方法

,

对这种免疫机制制药物物
进进进进行研究究究

飞飞飞 研究心理学因素对疾病的影影 为得到适当的治疗方法所需的的 发展一种新的治疗心理因素少少
}}}}}向向 数据

,

对引起胃溃疡的心理因素素造成的胃溃疡的方法法
进进进进行研究究究

粗粗粗 研究同功酶的等电势样式式 研究在各种培养基中土豆的组组 研制一种能通过组织培养产璧璧
织织织织培养养 无病毒上豆植株的方法法

lllll 研究植物蛋白质合成与光合合 为获得培育更能抗病的新谷物物 培育新的有较强抗病性能的却却
速速速率率 品种所需的数据

,

对有关抗病的的谷物品种种
谷谷谷谷物遗传性质进行研究究究

.

此表引自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分类与定义

” (见参考文献 8)
。

的
一

个基本方针
。

这个方针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为 了

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
,

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
,

结合我国的实际
,

赵紫阳同志明确指出
,

我们要
“
着重发 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 ,

与此同时
,

也要 “ 加强基础研 究
,

使整个科

学技术有可靠的指导力量和后备力量
” 。

高等院校
,

专业设置和学科门类 比较齐全
,

具

有较强的科技力量和较先进的科研手段
,

承担着国家较多的重点科研项 目 (包括国家的

有些攻关项 目 )
,

肩负着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
。

因此
,

邓小平同志指出
,

科学院和

高等院校在重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前提下
,

可 以适当地多搞一些基础科学的研究
。

这就更进一步为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指明丁方向
。

竺
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

,

新的发现
、

发明和创造将不断涌现出来
。

什么才能算是

发明呢 ? 对此
,

我国颁发的 《 发明奖励条例 》 作了明确解释
。 “ 发明是一种重大的科学

技术新成就
,

它必须 同时具备下列三 个条件
:

①前人所没有的 ; ②先进的 , ③经过实践

证明可 以应用的
。 ” 前 人所没有的

,

是指具有新颖性
,

新颖 胜是用是否公知公用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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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凡是新的发明
,

必须是没有公开发表和公开使用的
。

有的国家采取相对新颖性

政策
,

即在本国必须是未公知公用
,

而在 国外是否已公知公用
,

则不加过问
。

我们 国家

采取 厂
,

甘是绝对新颖性政策
,

即任何一项发明
,

都必
二

项是国内外都未公知公用
。

二
、

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的主要共同特点

科学 论文是议论文中的一类
。

一般的议论文是对科学领域以外的某些现象
、

问题提

出 自己的见解或主张
,

并加 以论述的文章
。

学术论文则是对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现象
、

.

闻

题进行研究
、

探论的文章
。

这两种议论文虽然在逻辑构成上相同
,

即都是 由 论 点
、 :

.

论

据
、

论证构成的
,

但学术论文则有其独有的特点
。

就 自然科学学术论文而言
,

其主要的

共同特点有 以下四点
。

( 1 ) 客观性

学术论文必须具备客观性
,

这是由科学研究的性质和任务所 决定的
。

科学研究的任

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

探求客观真理的
,

因此
,

科学论文的撰写必须以调查
、

实验
、

观察
、

查阅文献资料等获得的真实材料为基础
。

但是
,

在审阅各种论文文稿时常

常会遇到这些情况
:

有的夸大试验结果或 其功 能 ; 有的结论不够真实
; 有的缺乏充分有

力的证据
; 育的层次混乱

、

结构不严谨
,

形成材料堆积
, 还有的对机理探讨 的不深入

,

论证缺乏逻辑性等等
。

分析问题产主的原 因
,

主要有两点
: 一是缺乏一个科学工作者应

有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 二是缺乏科技写作基木功和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的 良好
一

素养
。

学术论文的客观性
,

要求 立论客观正确
。

立论
,

是指一篇学术论文的中心思想及提

出的基本观点
。

没有 中心
,

没有观点
,

文章就失去了灵魂
。

客观正确性是与主观臆断
、

个人偏见相对立的
,

它要求科学论文的写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
,

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
,

正确结论
。

客观真实性不是机械地对客观事物的照相
,

而是辩证地符合逻辑地反映客观

事实
。

客观事物显露出来的大量直观
、

表面现象
,

只能是研究工作中需要积累起来的宝

贵素材
,

最重要的步骤是透过这些表 象
,

经过周密而细致地检验
、

分析
、

归纳
、

提炼
,

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规律
,

这种经过概括抽象
、

上升为理论的东西
,

既是科

学研究所探求的正确 结论
,

又是论文学术价值的集中标志
。

科学试验的客观真实性的重

要标志是它的重现 性
,

即同一种试验
,

在相同的条件下
,

别人是完全能够重复出来的
,

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

除此之外
,

在文字表述上也须采取十分严谨的
、

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
,

防止以偏概全
、

随意夸大或缩小
。

科学论文的客观性
,

要求论据充分有力
。

经过周密地调查
、

试验
、

观察
、

查 阅 文

献
,

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
,

以最充分
、

最确实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
。

充分
,

是要

求占有的
、

并经过整理筛选的资料
,

是系统而完整的
;
有力

,

则是要求所选用的资料真

实可靠
,

紧扣题意
,

前后一贯
,

无懈可击
,

足 以证明立论的正确性
。

科学论文的客观性
,

要求论证严密而富有逻辑效果
。

论证就是指论题与论据之间的

逻辑关系和形式
。

一篇写得好的科学论文
,

必须观点鲜明
,

论据确凿
,

论证有力
,

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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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序
,

说理透彻
。

在科学论文的写作中
,

根据 已知的判断推导出新的判断
,

都必须通过

推理加以论证
,

达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

论据和论题的统一
,

判断和推理的统一 , 给出

为论据足 以推出论题
,

井由此而引出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

只有把个别与一

般
、

原因与结果
、

内因与条件
、

现象与本质等等之问的关系
、

区别
,

统统论证清楚 了
,

新的结论才能被证实
,

才能成立
。

追求因果关系
,

寻求因果规律
,

是科学研究工作主要

任务之一
,

规律乃是
一

定因果关系的表现
。

当然
,

人们对于各种现象发主的原因和条件

灼认识
,

也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科研手段的进步而不断深化
。

尤其是在生物

科学的研究中
,

由于对某些影响因素还不能很好地控制
,

而 且有些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因此在一定的认识阶段上
,

既要把原 因和条件区分清楚
,

但又

不可绝对化
。

( 2 ) 创造性

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

一

也是衡量科学论文价值的根本标准
。

科学从不停 留在已

匆的原理
、

定律和理论体系
,

她的天性就是探求未知
,

不断发现物质运动新 的结构
、

特

点和形态
,

从而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原理和定律
,

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
,

使人类获得新

约自由
。

科学论文与科技教科书
、

科普作品等相比较
,

后者主要是传授和传播已有的科

技知识
,

而前者则是发表和交流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如果文章所反映的研究结果没有

新的创见或创造
,

那就不成其为科学论文
。

科学研究的过程
,

就是提出新问题
、

解决新问题
、

获得新成果
,

不断开辟出新的科

学道路
,

推动科学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

英国 《 自然科学史 》 一书的作者斯蒂芬
·

梅森说
: “ 科学总是要发展

,

并有新的发现
,

… …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
、

制定新

理论的一种手段
,

… … 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 翻
。 ” 〔注丫 〕科学工作

者的天职就是探求未知世界
,

开拓新路
,

发明创造
。

一篇科学论文若 能表述出一项新的

研究成果
,

特别是重大的研 究成果
,

是不容易的
,

即便是做到了
,

有时也可能暂时不被

人们所接受
,

甚 至遭到反对
,

伴随而来的会是一场激烈地争论
,

因此还必须具有科学家

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胆略
。

当然
,

真理总是相对的
,

不 能搞绝对化
。

毛泽东同志

在 《 实践论 》 中指出 : “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
,

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
,

各个具休

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
,

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
,

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

具休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

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
,

就是绝对的 真 理
。 ”

可

见
,

每一项科学试验的成功
,

每一篇科学论文反映出的新见解
,

只能具有相 对 的 真理

性
。

不具备真理性的
“
论文

” ,

也就没有丝毫的生命力
。

(3 ) 平易性

写文章的第一个
,

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

就是要让人家明白
。

有人说
,

难懂是 文章的

最大缺欠
,

这是有 道理的
。

科学论文是宣传科学 真理的文章
,

讲的是复杂
、

抽 象的道

理
,

还要用到很多专门术语
,

能写得平易近人
,

深入浅出
,

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

确是要

花气力的
。

注一
:

引自 《 应用文体写作概要 》 第 13 3页
, (见参考文献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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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以辨洁为能
,

不以繁褥为巧
。 ” 科学论文的文字表述

,

应尽可能地作到简练
、

通顺
、

清晰
、
明白

,

篇幅不宜过长
。

另外
,

用字用词也要力求准确
,

特别是不要轻意使

用那些含糊不清的形容词和量词
,

如前所未有
、

很大
、

很小
、

很可能等等
。

在写作方法

和技巧上也要遵循由已知 到未知
、

由简单到复杂
,

由具体到抽象 (即 由浅
,

} \

深 ) 的认识

规律进行表述
,

以求达到使读者开阔思路
、

易于理解的良好效果
。

在撰写论文时
,

还要

姜于科学而恰当地使用图表和图解
,

把一些多种要素间的复杂关系
、

繁多的统计数字及
·

其所反映出来的变化规律等
,

用图表或图解来表达
,

就会一 目了然
,

给读者 以直观
、

具

体
、

深刻的印象
。

这样写出的 文章
,

不但富于变化
,

增强了表达效果
,

而且使读者更易

于理解和接受
。

( 4 ) 逻辑性

科学论文的逻辑性主要是指文章的谋篇布局
、

层次结构
、

论点的 确立
、

论据侧 选

择
、

推理的方式等
,

都必须符合逻辑规则
。

逻辑思维能力
,

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科学素养

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

也是进行科学论文写 作必备的条件
。

人们的思维是通过概念
、

判断
、

推理等形式来进行 f 夕,

任何
一

门科学都必须通过这些形式才能建立它的理论休系
。

因而

列宁说
: “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 。

在撰写科学论文时
,

经常出现的逻辑错误就在 于

不能正确地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中育关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
,

有的前后矛盾
,

不

能自园其 说
; 有 j为持形而上学 灼观点

,

搞绝对化
、

片面性
,

不能历史地
、

辩证地
、

发展

地去分析问题
; 有的文不对题

,

结构不严谨
,

层次不清楚 ; 还有 的概念不明确
,

判断不

恰当
,

在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或证明时所用的方式不明确等等
。

六从…公
一

丈之毖龚塑
一

努

事物的属性 ( 性质 )
,

有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之分
。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

一种思维
,

给一件事物下定义
,

就是揭露概念的内涵 ( 即本质属性 )
。

在科学研究和科

学论文的写作中
,

经常使用下定义的方法确定概念的意义
。

定义对事物有区别作用
,

真

实定义是正确理论此一 部分
。

概 念分为种概念和属概念
,

所谓分析问题
,

实际上就是进

行概念的划分 ( 即把种概念划分成属概念 )
。

在 撰写科学论文时
,

材料的组织
、

内容的

安排
,

都必须按照逻辑的 次序 (即以分析结果的合理次序为根据
,

而不是机械地按试验

时间的先后去编排 )
。

如果违背了划分原则和合理的逻辑顺序
,

就会导致概念不清
,

层

次混乱
。

判断是对事物有所肯定或否定的一种思维
。

判断是以概念为基础的
,

概念反映事物

的本质属性
,

判断则既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

又反映其非本质属性
。

判断是否正确
,

关

键在 于概念是否正确
。

因此
,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
,

要取得正确的判断
,

必须先有正确的

概念
。

推理是由判断所形成的
,

由判断发展到推理是科学思维的升华
。

推理分为确实可靠

性推理和或然性推理
。

在 撰写科学论文时无论运用哪一种推理方法
,

都要 自始至终保持

中心思想的确定性和一贯 性
,

作到层层推理
,

步步深入
。

如果在推理中
,

无端地转换原

来的论题
,

或改变原论题的论域
,

轻则使文章节外生枝
,

重则就会文不对 题
、

逻辑 混

乱
,

导致失败
。

只有在文章的中心思想上鞭辟人里
,

作到文笔清晰
,

分析透彻
,

才能使

文章的内容像浮雕突出于玉面一样
,

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

科学 巨匠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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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 “
科李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 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

,

逻辑之对于

它
,

有如 比例和透视规律对于画家一样
。 ” 〔注二 〕在科学论文写作 中

,

自觉地进行科

学思维和运用逻辑方法
,

有助于严密思想
,

加强论证
,

写出具有准确性
、

鲜明性和生动

性的科技文章
,

并达到逻辑
、

语法
、

修辞三者的统一
。

以上只是从共同的方面论述了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的主要特点
,

从个性来讲
,

由于各

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及其特点不同
,

因此在科学论文撰写的要求上也有其特殊 性 的 一

面 言比如
,

农业科学是隶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大类
,

其科学研 究和科学论文既有一般 自

然科学的共同点、 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
。

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它所研究

的主要对象是活的生物体
; 二是与环境条件紧密联系

,

并由此派生出其七许多特性
,

如

长周 期的连续性和不可逆性
、

明显的地域性
、

强烈 片季节性
、

以及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试验上的许多外界条件的难以控制性等等
。

这些特殊性的存在就从客观上给农业科学研

究工作增大了难度和复杂性
。

农业科学论文对这些特殊性也必然要进行充分地反映
。

同

称
,

其它学科的学术论文也一定会具有各自的个性特点
。

三
、

结 束 语

关于现代科学的分类
,

当前还存在很多争议
。

从科学整体的发展趋势看
,

将是学科

的继续分化和相互渗透
。

在科学研究体系上
,

科研阶段和层次的划分
,

国内外也不尽相

同
。

尽管科学论文的类型
、

文体有别
,

但就其共同点来讲
,

都必须具备客观 性
、

创 造

性
、

平易性和逻辑性这四个特点
。

评价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和质量
,

也主要是按照不同

学科各自评定科研成果的具体标准和学术 论文撰写上必须具备的共同特点来衡量游
,

它

包括科学论文的学术理论价值
、

可产生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果和论文的文字创作水平
。

科技写作
,

在我 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
。

重视对科技写作知识的学 习
,

加 强科技写作

基本功的训练
,

是造就一代优秀科学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

这个问题 已经引起了

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
、

科研单位和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

许多理
、

工
、

农
、

医科高校

已经正式或试验性地开设了科技写作课
。

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
,

定会涌现出更多压
…既有

渊博专业理论知识
,

又有高超科技写作才能的科坛新秀
。

受篇幅的限制
,

木文对 自然科学各种不同文体的学术论文 (即体裁表现形式和体例

组织形式 ) 的个性特点未加论述
,

还须继续研究和探讨
。

〔 1 〕 李景隆等编
:

宁人民出版社
。

〔 2 〕 李景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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