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论文写作方法 
 

我们在学习及科研过程中，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他人进行交流，因此对于当

今大学生来说，撰写科学论文是一项最基本的能力。一篇科学论文的顺利完成，一般

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以理工科为例）： 

    1.首先是选题，选择自己熟悉的并能熟练驾驭的题目或主题思想；  

    2.命题，对论文题目进行确定；  

    3.写开题报告和提纲，以及任务书和文献综述；  

    4.通过开题报告，确定好提纲；  

    5.开始正文写作；  

    6.论文初步撰写完毕及修改； 

    7.论文定稿，至此一篇科学论文才算完成。 

论文的结构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等

部分组成。但一般而言，论文特别是科研论文要加上英文的题目、英文摘要和英文关

键词，因此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

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下面就论文的各个部分分别详细介绍：  

 

一、论文题目 

1.题名应规范。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题名又称题

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

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 

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①  准确得体，要求

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常见毛病是：过于笼

统，题不扣文。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与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

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②  简短精炼，力求题目的字数

要少，用词需要精选。一般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 20 个字。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

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

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

笼统和一般化。③  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

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

特有属性的反映。命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

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2.尤其要注意英文题目的命名：  

①  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

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

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  一般不要用陈述句，

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

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

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  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

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

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 2 行，每行不超过 42

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 14 个词。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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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二、作者  

1.作者署名应规范。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篇

首页相关位置。  

2.翻译作者及其单位名称的注意事项：  

①  翻译单位名称不要采取缩写，要由小到大写全，并附地址和邮政编码，确保

联系方便。②翻译单位名称要采用该单位统一的译法。③作者姓名按汉语拼音拼写，

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字，复姓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字，

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氏与名均不缩写。  

 

三、摘要（内容提要）  

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因特网的迅猛发展，网上查询、检索和下载专业数据已成为当

前科技信息情报检索的重要手段，对于网上各类全文数据库或文摘数据库，论文摘要

的索引是读者检索文献的重要工具。摘要是对论文综合的介绍，使人了解论文阐述的

主要内容。论文发表后，文摘杂志或各种数据库对摘要可以不作修改或稍作修改而直

接利用，让读者尽快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以补充题名的不足，从而避免他人编写摘

要可能产生的误解、欠缺甚至错误。所以论文摘要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论文的被

检索率和被引频次。  

1.摘要要规范。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

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

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  

2.撰写摘要注意事项：①  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

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

不要诠释论文内容。②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

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

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③  摘要的内容必须完整，不

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应写成一篇可以独立使用的短文。④  

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条列式书写法。陈述要客观，对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等不

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  

3.撰写英文摘要注意事项。以上中文摘要编写的注意事项都适用于英文摘要，但

英语有其自己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在撰写英文摘要时应特别注意。  

 

四、关键词（主题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中心内容有实

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

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 3-8 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摘要

的左下方。  

1.关键词要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

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 3~8 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

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

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

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



以“Key words：”作为标识。关键词应尽量从学科标准词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

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

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  

2.选择关键词的方法。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

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  

 

五、论文正文  

1.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

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

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  

2.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

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

主题。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

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

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 

3.实验部分。实验部分包括实验用试剂（其中包括试剂的级别、纯度以及生产厂

家，自制试剂应该注明合成试剂的纯度、核磁共振位移数据、红外吸收光谱数据以及

元素分析数据等）、实验步骤、样品测试所用的仪器（仪器型号、生产厂家）及分析

方法(测试温度、电流、电压以及测试时所用的样品质量等)。  

4.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部分是论文正文的主体部分。这部分是对实验所得结

果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证明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的正确性。对于一个从事化学学习和研

究者来说，大量的证据证明是这部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合成的新物质，要有

该物质的结构分析、元素组成分析等等。谱图和各种曲线是这部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

分，谱图和曲线的纵横坐标单位应该和国际单位相一致，并且字号大小应与图形大小

及文章中的字号大小相匹配。文章中所涉及的表格、有效数值以及所涉及的单位书写

均应该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设定和书写。结果与分析部分语言要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避免重复性语言出现。  

5.结论部分。结论部分是对整篇论文所涉及的科研成果进行一个系统性总结。此

部分内容可以采取小标题式进行列举，也可以用分号对内容进行逐条列举。由于是总

结，要求语言具有高度概括性，不能拖泥带水。  

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部分科技论文不能将所有研究内容都陈列于文章中，而这

部分内容对于整篇论文来说又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内容通常可以以附件形式出现在结

论后面，也可以通过网络链接形式在另外网页上显示出来，以便其他读者进行阅读。 

 

六、致谢 

一项科研成果或技术创新，往往不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各方面的人力，

财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许多论文的末尾都列有“致谢”。主要对论文完

成期间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是学术界谦逊和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七、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

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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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参考文献的作用是：1.著录参考文献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

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2.著录参考文献能方便地把论

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区别开来。3.著录参考文献能起索引作用。4.著录参考文

献有利于节省论文篇幅。5.著录参考文献有助于科技情报人员进行情报研究和文摘计

量学研究。例如：  

① 专著、会议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

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例如：[1]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③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④ 国际、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英文（例子）：  

[1] Chris, Dede.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 Immersion in 

Distributed Virtual World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995, 11(5):121-123. 

期刊标识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 1999-01-12 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

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1998》  

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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