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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论述科技 i仑文摘要重要性和规范化内容的基础上
,

深入剖析了两篇农业科技

论文的随文摘要和世 界上 最大的 农业 文献检索工具—
《 C A BI 文摘 》中收录的同一论文文

摘的异同
,

通过实例分析
.

指 出 C A BI 文摘的优点 及随文摘要的不足之 处
,

阐 明了摘要规范化

写作的原则
、

内容及优越性
。

关键词 科技论文写 作
,

摘要
,

规范化

中国分类号 H 1 5 2

随着知识爆炸和文献量剧增
,

摘要在科技论文写作和传播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

面对浩

瀚 的书海文山
,

科技工作者无法竞读所需的全部文献资料
,

只能借助于论文摘要或文摘刊

物
,

以最少时间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

由于这一原因
,

论文 前的摘要成了读者迅速了解论

文 内容的一条捷径
。

一篇写作规范的摘要用语不多而萃取了全文精华
,

可使读者不阅读全

文而获得其中的重要信息 ; 达到或接近二次情报 加工的要求
,

可被二次文献出版部门直接

收录或略加工后利用
,

有利于快捷
、

有效地传递 科技成果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摘要写得好

坏
,

直接关系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

为文难
,

撰写摘要更难
。

要写好摘要
,

一要彻底了解论文 内容
,

二要懂得写作规范
。

只

有这样
,

才可高屋建领
,

言之有物
,

使撰写的摘要高出一筹
。

当前摘要存在的问题较多
「’ 二,

原 因并不在于作者不熟悉论文 内容
,

而在于作者重视不够
,

不了解摘要规范化写作 的要

求
,

从而导致不少摘要成为
“

信手随笔
”

之作
,

大大降低了它的应用价值
。

有比较才有鉴别
。

为了提高摘要写作水平
,

本文以两篇农业科技论文为例
,

深入分析

了随文摘要与在世界著名的农业文献检索刊物—
C A B I 文摘 中收录的同一论文文摘的

异同
,

以期了解摘要规范化写作的特点和要求
。

1 科技论文摘要的规范化内容

科技论文摘要可分为指示性和报逆性两种类型
。

指示性摘要仅简明地指出论文涉及

的主题范围
,

定性地说明所探讨的对象
、

目的
、

方法和主要结论
,

而不定量报道其具体内

容
,

行文一般为 50 一 1 00 字
。

这种摘要适 合于描述综述
、

述评和论理性论文
。

报道性摘要则

反映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

创新 内容和尽可能多的定量和定性的信息
。

这类文摘信息量

大
,

参考价值高
,

一般行文 20 。一 30 0字
,

适用于试验研究类论文
。

科技论文提倡报道性文摘 ` 2
·

3 ,

规范化 内容应包括 目的
、

方法
、

结果和结论四个方面
。

目的 除可根据论文标题或从摘要中推知外
,

摘要应点明研究的 目的或主题范 围
。

方法 要介绍所用的技术手段或方法
,

但需视实际情况
,

有详有略
。

传统的方法可一

收稿 日期
: 1 9 9 5

一

( ) 8
一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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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带过
,

应用的新技术
、

新手段
、

则应清楚地描述其基本原理
、

应用范围及可达到的精度
。

要简要描述条件
、

对象
、

材料
、

工艺
、

结构
、

数据及数理分析方法
。

结果 准确而简 明地阐述研究结果
.

根据科学数据
,

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 系
,

阐明

研究对象的效果和性能
。

要说明试验起止年代
,

标明是单次观察还是重复测试结果
。

要指

明精度
、

可靠性限度及有效范围
,

突出创新成果
。

结论 包括推荐
、

评价
、

应用
、

建议
、

预测
、

假设等
。

要注意阐明成果蕴含的意义
,

特别

是这种意义与研究 目的之联系
。

一般情况下
,

目的和方法
、

结果和结论可分别合并
。

Z C幻3 1文摘与随文摘要示例

《 e A B x 文摘 }}是国际英联邦农业局 ( C o m m o n 一

W e a l t h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B u r e a u X In t e r n a -

it o n a l
,

简称 C A B )I 编辑出版的大型农业文摘刊物
。

自 1 9 2 8年问世以来
,

共出版 C A BI 文摘

类杂志 50 余种
,

收录 1 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40 多个语种的 12 0 00 多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
,

年

报道量 15 万条以上
,

约占世界农业文献总量的 80 %
, `

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献检索工

具
。

《 C A BI 文摘 》历史悠久
,

写作规范 (收录的文摘由专家重新编撰 )
,

信息量大
,

能独立使

用
,

深受读者欢迎
。

现从中选出 2篇与原文摘要比较
,

分析两者的异同及 C A BI 文摘的写作

特色
。

例 1 黑土培肥效果的定位研究
.

1
.

土壤养分的变化
〔们

随文摘要 不同培肥措施对土壤全氮
、

全磷
、

碱解氮
、

速效磷的积 累为
:

有机肥 > 秸秆

还 田 > 化肥 > 对照 ;速效钾的累积增长为秸秆还 田居首
,

有机肥次之
.

对照区呈下降趋势
。

有机物料的培肥效果优于化肥
。

C A B I 文摘 在 中国东北进行 了大 田 试验
,

测定施用有机肥
、

秸秆
、

草木择 (相 当于

2 5 7
.

5 k g 有机碳 /亩 )和化肥 ( N
、

P
Z
O

S 、

K
Z
O 各为 6 0 k g / h m

,
)后所引起的养分积 累

。

全氮
、

全磷
、

碱解氮
、

速效磷的积 累依次为
:

有机肥> 桔秆还田 > 草木择还田 > 化肥 > 对照
。

有机

物料与对照组间全氮存在显著差异 ( T
一

测验 )
:

施用有机肥和桔秆分别 比对照增加 0
.

0 26 和

0
.

02
.

1 9 8 6一 1 9 90 年问
、 有机肥

、

秸秆
、

草木择
、

化 肥 和 对 照处 理 分别 使 全 氮平 均 增

长 2 5
.

3%
,

1 7
.

5%
,

1 3
.

0 %
,

3
.

9%和 一 6
.

5% ;全磷增长 3 7
.

0 %
,

2 1
.

9%
,

1 1
.

0%
,

6
.

9%

和 一 1
.

37 %
.

对 照 与有 机 肥
、

秸 秆 处 理 的 全 磷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分别为。
.

01 7 > L S OD
.

。 :

( 0
.

0 0 7 5 ) 和 0
.

0 7 > L s o
o

.

。。
( 0

.

0 0 5 4 )
。

与 对 照 比 较
,

其余 4个
,

处理碱解氮每年平均提高

4 0
.

1 %
, 2 1

.

1肠
,

1 1
.

0 %和 5
.

2 4 % ;
速效磷提高 8连

.

0 %
,

3 5
.

1%
, 2 7

.

2%和 1 7
.

3% ;
速效

钾提高 33
.

9%
,

38
.

1%
,

n
.

9%和 8
.

31 %
.

( C A B I A b s t r a e t R e s u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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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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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 -

q u
i
v a l e n t t o 1 5 7

.

8 k g o r g a n
i
e C /m

u , a n d f e r t i li z e r s ( 6 0 k g f o r e a e h o f N
,

P : O 。 a n d K
: 0 p e r h a ) a r e d e

-

s e r
i b e d

.

L e v e l s o f t o t a l N a n
d P

, a
l k

a
li
n e h y d r o l y

z a b le N
、
a n

d
a v a i l

a b ! e P w e r e i n t h
e o r d

e r :
m

a n u r e >

s t r a w >
e lo v e r

) f e r t i l iz e r s )
e o n t r o l

.

S ig
n i f ie a n t d i f fe r e n c e s o

b
s e r v e d b e t w e e n t o t a

l N
v a l u e a

m
e n
d m

e n t s

a n
d

e o n t r o l ( T
一 t e s t s ) w

e r e 0
.

0 2 6 a n
d 0

.

0 2 f o r
m

a n u r e a n
d

e r o p s t r a w
, r e s P二 B

e t w e e n 1 9 8 6一 1 9 9 0 m a -

n u r e , s t r a w
, e

l
o v e r ,

fe r t 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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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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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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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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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内源性和外源性雌二醇对绵羊黄体溶解的作用
L̀ 二

随文摘要 20 只绵羊随机按双因子试验设计分 为 4个处理组
,

双因子为 x 一

射线照射

卵巢选择性破坏卵泡和埋植雌二醇
。 x 一

射线照射使发情 周期黄体期延长
,

雌二醇使这种作

用逆转
.

子宫内膜催产素受体浓度决 定于黄体溶 解发生的时间
,

即黄体溶解较早发生羊

只
,

子宫内膜催产素受体浓度 低于 黄体溶 解发 生较晚或 尚未发 生 的羊 只
。

催 产 素和

P G FM 均呈现明显的分泌波
。

雌二醇处理缩短 P G F M 峰值间隔时间
,

延长催产素峰值间

隔时间
。

可能存在一种不 依赖 于催产 素的 P G F
2 .

释放
,

雌二醇对这 种依 赖于 催产 素的

P G F
2 .

释放有着重要作用
。

c A BI 文摘 20 只母羊随机安排在 2 X Z复因子试验处理 中
,

两个因子分别为
x 一

射线

照射卵巢以破坏卵泡和埋植雌二醇
。

照射使发情周期黄体期延长
,

而埋植雌二醇有相反作

用
。

埋植的雌二醇被雌二醇处理的所有母羊所吸收
,

但照射卵巢的母羊只有一只吸收了雌

二醇
.

埋植母羊血液中雌二醇浓度迅速增加
,

以后下降并维持在 4 ~ 10 p g /m L
,

但仍显著

高于未埋植的对照母羊
。

17 d 时黄体溶解较早的羊只
,

子宫 内催产素受体浓度低于黄体

溶解较晚或未出现黄体溶解的羊只
。

雌二醇处理的母羊催产素和前列腺素 P G F 2.

代谢物

[ 1 3
,

1 4
一

d ih y d
r o 一

1 5
一

k e t o ( P G F M )〕均呈波动式释放
,

与未处理的对照组相比
,

P G F M 峰值

间隔时间较短
,

催产素峰值 间隔时间较长
.

催产素释放不依赖于 P G F
,

而可能受雌二醇所

调控
。

( C ^ B l ^ b
s t r a e t L

, J 2 0 e
w

e s w e r e r a n
d
o m l y a

l l
o e a t e d t o t r e a t m e n t s i n a Z又 2 f

a e t o r i a l
e x p e r im e n t ,

t h e fa e t o r s b e in g d e s t r u e t io n o f f o ll ie le s
b y ir r a

d i
a t io n o f th e o v a r ie s w i t h X

一 r a y s a n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o n o

f

a n o e s t r a d ia l im p l a , l t
.

lr r a d ia t i
o n p r o l o n g e d t h e

l
u t e a l p h a s e o f t h e o e s t r o u s e y e l e , t h e e f fe e t w a s r e v e r s e d

b y o e s t r a li o l
.

T h
e im p l

a n t e d o e s t r a d i
o
l w

a s a b s o r b e d i
n a

ll e w e s t r e a t e d o n
l y w it h o e s t r a d io l

,

b u t i n o n
ly

1 o
f t h

e i r r a
d i

a t e d
e w e s

.

B lo o
d

o e s t r a d io l e o n e e
b
t r a t io n r e p id l y i n e r e a s e d i n i n 一p l

a n r e d e w e s , t h e n
d
e -

e r e a s e d a n d r e
m

a i n e d a t 4一 1 0 P g /m L w h ie h w a s s t i ll s
ig

n
i fi e a n t ly h ig h e r t h a n t h

a t in u n t r e a t e d e o n t r o l

e w e s
.

E w
e s i n w h ie h l

u t e o l y
s i s o e e u r r e d e a r l y h a

d
a
l
o w e r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o f o x y t o e i n r e e e p t o r s in t h e e n -

d o m e t r i u m
o n

d
a y 1 7 t

h
a n in e w e s w h i

e
h h

a
d

a l a t e l
u t e o

ly
s is o r

d id
n o t s

h
o w l

u t e o l y
s i s

.

P
u is a t i l

e r e
l
e a s e

o f o x y t o e in a n d 1 3
,

1 4
一

d ih y d r o 一
1 5

一

k e t o P G F
2 .

( P G F M ) w a s o b s e r v e d i n o e s t r a d io l
一 t r e a t e d e w e s ,

w i th a

s h o r t e r
i
n t e r v a

l b e t w e e n P G FM P e a k
s b u t a

l
o n g e r in t e r v a l b e t w

e e n o x y t o e i n p e a
k
s , t h a n i n n u t r e a t e d

e o n t r o ls
.

I t w a s e o n e lu d e d t h a t o x y t o e i
n r e l e a s e e o u ld b e 1

1记 e p e n d e n t o f P G F
a n d m a y b e r e g u la t e d b y

o e s t r a d io l
.

)

3 C A B I 文摘与随文摘要的比较

例 1中的随文摘要未说 明材料与方法
,

只定性地报道了不同培肥措施对土壤 4种养分

变化的影响
,

内容不具体
,

属于指示性 摘要
。

读者仅能根据摘要作出要否阅读全文的决定
,

而不能从中获取具体的信息
。

C A BI 文摘则不同
,

除详细交代了试验地 点
、

材料与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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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间 ( 19 86一 19 9 0年
,

重复 5年试验 )外
.

还定量描述了 4种养分的积 累程度
,

指明了数

据分析方法 ( T
一

测验 )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

内容具体
,

结论科学
、

可靠
。

读者不需查阅原文

就可了解论文的实质内容
。

例 2是篇理论性研究成果
。

随文摘要写得较好
,

交代了材料与方法
、

结果与推 测
。

不足

之处是摘要中 只有定性描述
,

结论含 义不清
。

C A BI 文摘对结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描述
,

使研究成果报道更准确
、

完整
、

科学
。

如照射卵巢的母羊仅一只吸收了雌二醇
,

埋植的母羊

血 中雌二醇下降并维持在 4 ~ 10 p g / m L ; 1 d7 时黄体溶解较早发生的羊 只
,

… …等等
,

指

明了有效范 围
。

此外
,

还标明了化学物质名称
。

随文摘要仅交代了
“
催产素和 P G FM 均呈

现 明显的分泌波
” ,

但 P G FM (前列腺代谢物 )有很多种
,

种类不同
,

效果有异
,

标明化学物

质名称使报道更臻严密
。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
,

C A BI 文摘的结论很有特色
,

言简意赅
,

内容

明确
,

阐明了成果蕴含的意义
。

从上面二个例子可 以看出
,

C A BI 文摘的显著特点是
:

文摘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撰写
,

各部分内容明确
,

层次清楚
,

条理分明
,

信 息量大
,

能满足广大读者和文献工作者的需求
。

按照这种模式撰写摘要
,

不但可使 内容全面
、

完整
、

清楚
,

而且可以检验论文写作是否遗漏

了项 目
,

进而检验科研设计和实施方法是 否完善
,

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科学性
,

以便发现缺

陷及时补救
,

减少那些质量不高的科研工作 `日j 。

未按规范化要求编写的摘要
,

重点不突出
,

内容不完整
,

甚至遗漏主要项 目
,

信息量小
,

良芳混杂
,

读者无法由中选取有价值的论文
。

从 C A BI 文摘中
,

笔者注意到一种颇受启发性的现象
: C A BI 文摘员就是专家

,

他们业

务水平高
,

情报意识强
,

工作作风严谨
,

在了解论文内容的基础上
,

能严格按照摘要写作的

规范和标准提炼精华
.

因而撰写的文摘具有 明显的广度和深度
,

可使信息得到准确
、

有效

的传递
。

随文摘要不及 C A BI 文摘
,

并不是作者业务水平所限
,

而在于其情报意识不强
,

未

按照规范化标准写作
。

作者如能重视这一问题
,

则论文摘要一定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C A B I 文摘篇幅较长
,

一般为 2 50 一 3 50 字
,

比原摘要多 1 50 字左右
。

但规范化摘要有很

多优点
,

篇幅较大可以通过斟字酌句
,

删去赘语
,

以有限的文字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等写

作技巧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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