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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信息缺失和异位的编辑识别与纠正

边　书　京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４３００７０，武汉）

摘　要　结合编辑实践，列举并剖析科技论文中信息缺失与异
位的常见类型，提出编辑在加工时应采取的对策与措施，纠正、

还原信息的原有生态位，真正体现信息传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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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其刊载的论

文，除要求信息真实、可靠，更需要信息表达精练、准

确，将科研成果完整、完善地传递给读者；但一些已发

表的研究论文中却明显存在信息缺失与异位的现象，

既降低了论文水平又损害期刊形象。笔者结合编辑实

践，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希望与编辑同人共同研讨，

以期还原信息的原有生态位，提高期刊质量，体现信息

传播的价值。

１　信息缺失与纠正

１１　语句成分缺失　论文语句中缺少某个必要的成
分，如主语、谓语和宾语等，会造成语句成分残缺（或

缺失）［１］，语句逻辑混乱，甚至引起歧义。

例１　水提法提取植物皂素及多糖粗制品。参照
文献［］。［２］

“水提法”是不能做主语的，主语只能是人。这里

形成修辞错误造成语句成分缺失。可改为：“采用水

提法提取植物皂素及多糖粗制品”。虽仍无主语，但

这种情况符合现代汉语规范［１］。后一句应补齐谓语，

改为：参照文献［］的步骤进行。

例２　还有通过优化诱导表达条件［］来达到原核

基因在真核生物中表达的目的［］［３］

主语缺失，引起歧义，应将主语“研究者”补上，使

之语义明确，并构成完整的一句话。

文章语言使用不当，作者固然是第一语病源，但这

些语病在书刊中出现，说明编辑文字语感不强，也反映

出编辑的技能欠缺［４］。编辑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语言

素质，加强对语言文字学的学习，养成随时发现问题随

时笔录的习惯，不断归纳、总结、学习，努力做到“以学

促编”和“以编促学”，逐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驾驭能

力，做好论文出版环节的第一把关人。

１２　文章内容缺失　文章内容缺失会大大损伤论文
的水平与质量。常见的文章内容缺失有如下几种。

１）关键词信息缺失。ＧＢ／Ｔ３１７９— １９９２规定，科
技期刊发表的论文应给出３～８个能反映论文主题内
容信息款目的关键词［５］，以便于读者准确、快速检索。

关键词作为文献检索的入口，是向读者展示研究动向、

进展与创造性成果特征的重要词语，它直接关系到论

文的推广和应用［６］，而有些文章则出现重要纰漏，以

至影响论文水平和论文查新。

例３　题为《一种美丽的丝孢菌———长枝葡孢霉》
一文 ［７］中的关键词为“长枝葡孢霉”和“新记录种”。

经阅读全文发现，该菌为中国首次发现的一个新

种，因而关键词须补充“中国”，以明确该新种的地域

属性和水平。

例４　题为《茶树菇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影响的
研究》的文章 ［８］中也只有２个关键词：“茶树菇多糖”
和“免疫功能”。

从其题名就可知道，该文的关键词中应该包含

“小鼠”一词，才能完整反映其主要内容。

此外，笔者检索关键词时发现，有些刊物文章中的

关键词专指度较低，如“问题”“原因”“现象”“相关”

“探讨”“影响”等，不能表现论文内涵，形成信息冗余；

而有的文章关键词虽然数量较多，但不能够准确、完整

地表达主题内容，也相当于关键词信息缺失。

例５　题为《高寒地区应用紫花苜蓿饲喂奶牛效
果试验》的文章［９］，其关键词为“紫花苜蓿”“奶牛”

“饲喂效果”。

关键词应包含“高寒地区”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

文章的主题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关键词在文献查新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编辑必须对关键词这寥寥数字给予高度重视。

一是从源头抓起。可以通过刊物《稿约》对关键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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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作严格要求，限定数量并强化选取原则与选取方

法，使关键词成为文献的全面、关键的缩影。二是要把

好关。编辑在对关键词进行编辑加工时，一定要先通

读全文，不仅仅从文章的题名、摘要中选取，还要将那

些在正文中多次出现的、有实质性意义的词或词组选

为关键词。

２）引言信息缺失。引言要引出文章主题，介绍文
章的概貌、研究背景、价值和意义；但由于论文要求引

言简洁又有字数控制，使得一些作者将引言简单化，从

而形成要素缺失。

例６　《不同保存方法对秸秆营养价值的影响》一
文［１０］的引言如下：“秸秆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副产物，是

……，是促进农业与畜牧业良性循环的既经济又有效

的措施之一。由于秸秆的保存方法不同可使……。这

３种方法的关键是……。在保存的过程中，会发生
……，这将对其营养价值产生很大的影响。试验的目

的在于研究不同作物秸秆在不同保存方法下各种营养

成分的变化情况，得出有效保存秸秆营养物质的

方法”。

引言没有引用文献，明显缺失对前人的相关研究

进展与水平的介绍，也缺少研究者本人近期的相关工

作进展，不能凸显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实质上也属于

引言信息缺失。

编辑应根据引言必须介绍“为什么研究”这一主

题［１１］，查验如下各点：①论文的研究背景、相关领域的
前人研究历史与现状；②著者的意图与分析依据，包括
论文的追求目标、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③预期的研
究结果、作用和意义等。按此３条一一查证，即可避免
其要素缺失。还可通过浏览文后参考文献表，根据引

文数量和引文年代判断论文的新颖性，发现引言信息

缺失，及时加以纠正。

２　论文信息异位及纠正

　　信息异位，就是论文内容的位次出现错误。从某
种意义上说，信息异位会同时导致相应部分的内容缺

失和另外一部分内容的信息冗余。

２１　“引言”与“讨论”中的信息异位　“引言”与“讨
论”部分的信息异位多表现在对前人文献的引用上。

笔者经常发现，应该作为研究背景文献、适合在“引

言”中出现的叙述内容，被错放入佐证结果的“讨论”

部分，或者二者位置颠倒，造成信息表达异位，甚至引

用不恰当或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形成信息冗余。

１）“引言”中的信息移位至“讨论”部分。如《江
苏五大稻区稻瘟病菌的群体遗传结构研究》一文［１２］的

“讨论”部分有如下描述：“１９９５年以来，我国开始从分

子水平上开展对稻瘟病菌的群体结构研究，沈瑛、朱培

良等曾用 ＲＦＬＰ－ＭＧＲ５８６研究了我国南方部分稻区
稻瘟病菌的群体结构［］，伍尚忠等研究了……，但国

内其他学者关于稻瘟菌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很少涉及江

苏稻瘟菌株［］。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江苏省利用遗传多
样性控制稻瘟病的课题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效［］。”作

者用了整段的篇幅对有关“我国稻瘟病菌”的研究历

史与现状进行概述，本属“引言”应交代的内容，却将

之放在论文的“讨论”部分，显然是不合适且错误的。

编辑应该将其还原到“引言”部分。

２）“讨论”中信息被移位至“引言”。论文《不同
基因型桃叶片ＩＯＤ活性和还原性糖、氨基酸含量与树
体矮化的关系》一文［１３］的“引言”中有“矮砧苹果树体

内氨态氮、糖、淀粉的含量均高于乔砧树。这是由于短

枝型和矮砧韧皮部筛管较少且小，影响地上部向根中

输送光合产物，限制根系生长，反过来又制约地上部生

长的结果［］”的描述，后一语句是针对前一语句进行

的讨论，因而放进“引言”是错误的，应还原至“讨论”

部分。

此外，对研究的评价性语言应放在“讨论”中，而

不是在“引言”中标榜自己。例如，“本试验首次在整

体上对安徽省栝楼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学的研究，从

而有效地避免重复收集和简化育种研究，为栝楼新品

种的选育和杂交育种奠定了基础”［１４］，放在“讨论”中

以强调该文的重要价值是可以的，但编、著者将之放在

“引言”中是不妥的。

“引言”中引用的文献主要是说明研究的背景及

现状［１５］，引出作者本人的研究，突出所作研究的价值，

而“讨论”中引证的文献主要是解释、比较与本人研究

结果的异同，或支持本人研究的观点，或提供更深入研

究方向的话题。分清在“引言”与“讨论”中引用文献

的性质与作用，就不会出现错引现象了。

２２　“方法”与“结果”部分的信息异位
１）“方法”中的信息移位至“结果”。一些作者在

“方法”部分无具体介绍，或者完全缺失介绍，而进行

结果归纳时，却将方法加以详述，形成这种较为多见的

信息异位现象。例如，《小鼠对 ｐＧＭ－ＣＳＦ／ＳＳ生长抑
素基因疫苗的免疫应答》一文原稿的“结果”中有“用

间接ＥＬＩＳＡ法测小鼠血清中的抗生长抑素抗体含量，
比较不同组间 Ｐ／Ｎ值的差异和阳性鼠的比例，其中
……”的叙述，而该文“材料与方法”中并没有关于“小

鼠血清中的抗生长抑素抗体含量测定方法”的交代，

故该部分应为“方法”中需交代清楚的问题，却在“结

果”部分进行补述，造成信息表达异位，既导致“方法”

中信息缺失，又形成“结果”中信息冗余。原稿经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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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加工后，异位信息得以还原。

２）“结果”中的信息移位至“方法”中介绍。例如
《新型鸭肝炎病毒感染雏鸭组织内病毒抗原的分布》

一文原稿“方法”中，有“采用……法，在……光镜下观

察，阳性反应物质呈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分布在细胞

内”的叙述。后一句为作者在试验中观察到的结果，

不应混杂入“方法”中介绍，而应将其还原到“结

果”中。

“方法”中信息缺失，将使读者无法依照作者的介

绍进行重复性操作，因而无法完成验证试验，使方法的

科学性受质疑，论文的质量下降，其可信度降低，被引

用和被利用度降低。

以上２种信息异位错误较为明显，编辑只需稍加
分析，就不难判别。只要编辑树立“以期刊质量求生

存与发展”的意识，严把编校关，多数此类错误均可

避免。

２３　“结果”与“讨论”中的信息异位
１）“结果”中的信息移位至“讨论”。将试验中观

察到的结果没有在“结果”中阐述，而在“讨论”中陈

述，导致信息异位。如《大口鲇与鲇及其杂种 Ｆ１的蛋
白质和同工酶电泳图谱的比较》一文原稿的“讨论”部

分有“肌肉组织的乳酸脱氢酶分析中未发现多态性”

的描述，该句本应表述进“结果”，却被错放入“讨论”

中，不合乎规范。经过编辑加工后将其还原至本位，并

要求作者在“讨论”中就“为何没发现多态性”的原因

进行了补充分析。

２）“讨论”中的信息移位至“结果”。“结果”部分
中混入讨论是结构性混乱的常见类型，与作者的思维

惯性分不开，边归纳结果边思考，结果将分析思路融入

“结果”部分，而忽视了文章结构的合理性。例如，“试

验结果表明，各转速条件下的平均摇瓶发酵效价随摇

床转速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与多杀菌好氧有关”［１６］

的描述等。后一句为推测性结论，宜放入文章的“讨

论”部分，而不应出现在“结果”中，编辑应将其还原

归位。

在对论文的编辑加工中，诸如文献性的引述、其他

人的成果，以及本文作者对试验结果的推断（推测）性

内容或评价性语言，包含“已经证明”“已有研究发现”

“认为”“可能”“奠定基础”“填补空白”等标志性词

语，编辑都应将之纳入“讨论”部分；而确属作者本人

试验研究或观察到的结果，均应归属“结果”部分。

３　结语

　　信息缺失与异位是科技论文中较为常见的结构性
表达欠妥问题，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需要编辑加强语感修养，练就一双慧眼，充分识别论文

中的缺失与异位信息，并结合现代网络工具及时加以

修正，使科技论文更具有可读性，论文的价值更加突

出，科技信息更加有效地传播与利用。同时，识别与还

原论文中的缺失和异位信息，对提高期刊的质量也是

至关重要的，编辑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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