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０２
２３（１）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英文摘要质量的流程控制

康祝圣　王　燕　谢　暄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６１００５４，成都

“”摘　要　一篇好的英文摘要不但要反映论文的核心价值，
而且要有正确传达论文思想的语言表达。本文针对这２个方
面，提出科技期刊应对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进行流程控制的思

想。讨论了英文摘要的审、编、修内容，结合稿件处理流程，指

出流程质量控制的任务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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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被ＥＩ和ＳＣＩ收录或争取被 ＥＩ和 ＳＣＩ收录
中文期刊而言，其论文的英文摘要质量的优劣至关重

要。众所周知，摘要是科技论文的门户，是读者首先阅

读的部分。它的作用是向读者介绍论文的核心价值

（贡献），激发读者阅读全文的兴趣，进而成为后续研

究的参考。对中文科技期刊而言，英文摘要则是科技

论文加入国际学术交流最有用的窗口，是国际重要检

索系统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可以说，英文摘要质量

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期刊能否被 ＳＣＩ、ＥＩ等权威检索系
统收录，更关系到科技期刊的评价指标。

加强英文摘要的审修，提高英文摘要的质量，已经

受到国内科技期刊的普遍重视。期刊界对此也作了广

泛的研究，主要涉及摘要的内容［１２］、国外数据库收录

要求［３６］、常见的语言表达问题［６１０］。本文针对理工

科创新报道性科技论文，讨论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编

修问题，提出以流程控制的方法，结合流程节点，对英

文摘要的质量进行有效编修控制的思想。

１　英文摘要的审编内容

　　质量控制的前提是内容控制。这里扼要地归纳英文

摘要质量控制的内容，即技术内容及其语言表达［１６］。

科技论文的技术内容千变万化，但摘要的内容构

成却是一致的，即介绍作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可归纳为以下４点：１）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问
题；２）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方法；３）主要结果和结论；
４）独到的创新及其意义。

英文摘要的语言表达基本要求是使用规范的专业

技术术语，遵循英文修辞规则，注意科技英文的措辞手

法和表达习惯。英文摘要质量控制的主要任务是英文

的修改与润色。为后续讨论方便起见，这里罗列常见

的问题，以供审、编、修流程逐条检查。１）中英文摘要
力求中心内容一致，但不追求一一对应；２）主、谓
（宾）的完整性，避免祈使句；３）主谓一致性，注意检
查谓语动词与主语在人称、数量和语态上的一致性；

４）不要用口语或俗语形式，如 ｄｏｎ’ｔ、ｃａｎ’ｔ等；５）正
确运用语态和时态；６）尽量用短句，避免使用容易造
成难以理解的长句；７）注意措辞，避免句型单调，如连
续出现相同句子成分或相同句型；８）尽量用简短、语
义明确的词汇，避免用模糊的广义词汇；９）修辞客观
淳朴，使用专业或科技词汇，避免文学性的描述。

英文摘要虽然很短，涉及的语言常识和技巧还有

很多，建议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收集整理。以上９条要
点中：第１条是总体要求，是英文摘要审编修的原则；
其后４条为基本要求，是审编修的重点；最后４条则是
精益求精，以增强摘要的可读性和客观性。

２　英文摘要质量的流程控制

　　一篇好的论文是作者智慧的结晶，也是审稿人和
编辑辛勤劳动的一种体现，英文摘要也不例外。为了

增进国际交流，满足国际数据库的检索要求，提高期刊

质量，科技期刊应该重视英文摘要，制订英文摘要质量

的控制流程，明确流程节点控制的任务和要求，将质量

控制贯穿于审修和编修的全过程。

英文摘要质量的控制流程基本可以分为 ３个环
节：初审，专家评审，编修。编辑应重视英文摘要质量

的初审。只有这样，才能使英文摘要的质量从源头得

到有效控制。英文摘要质量初审的内容如下：１）摘要
篇幅限制；２）与中文摘要的一致性（并非一一对应）；
３）避免过多的背景内容；４）主谓一致性和语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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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避免口语或俗语形式；５）检查全文的缩写词；６）
避免图表、参考文献序号、数学符号及其表达式。

初审合格后，论文进入专家审稿环节。这个环节

应要求评审人对英文摘要给出评审意见，包括中英文

摘要的一致性和英文摘要的规范性。

英文摘要质量控制的第３个环节是编修。由于相
当一部分作者的英文写作能力有限，因此，期刊聘请具

有专业研究背景且英文写作能力强的编辑、专业人士

或外籍（技术）专家负责英文摘要的编修十分重要。

英文编修的重点应该是语法、修辞与逻辑，内容的正确

性和可读性，等等。具体内容如下。１）内容：是否清
晰陈述摘要的４点内容；２）技术：技术阐述的真实性
和客观性，即是否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是否有夸大式

或文学性描述；３）形式：精简不必要的背景内容；４）
语言：第１章列出的９条常见问题。

通过这里讨论的３个环节控制以及与作者的互动，即
能有效地提高英文摘要的质量，进而提升期刊的整体质量。

３　结束语

　　英文摘要的篇幅不长，但作用很大。它将作者的
创新性成果传达给读者并吸引其注意力，帮助读者在

浩瀚的资料中遴选有价值的文献，为科技文献的检索

提供方便，进而起到促进科技交流、继承与发展的作用；

因此，科技期刊应重视英文摘要的质量控制，制订合理

的控制流程，以提升期刊质量，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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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应为“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等３则
　　不久前一位同人给我发邮件，谈他看了中国标准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出版的《常见语言文字错误防范手
册》第４章《常见数字用法错误》后的几处疑惑，我觉
得有必要说点看法。

１）“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应为“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
第４章中共有 ６处出现国家标准编号，其中 ５处用
“”，１处用“—”，哪个用法正确呢？依据ＧＢ／Ｔ１．１—
２００９，国家标准编号由３部分组成：“ＧＢ／Ｔ”或“ＧＢ”是
标准代号，分别表示推荐性或强制性国家标准；

“８１７０”为标准顺序号；“２００８”为年号。代号与顺序号
间空半个字的间隙，顺序号与年号间的连接号为一字

线。据此，第 ４章中的 ５处“”都不对，均应改为
“—”。此外，该书中 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的名称《数值
修约规则与极限值的表示和制定》也错了，应为《数值

修约规则与极限值的表示和判定》。顺便提一下，

１９９２年以前发布的国家标准，代号都是“ＧＢ”，年号为
２位数字，现在引用推荐性标准，其代号都应改为
“ＧＢ／Ｔ”，年号改为４位数字。第４章中的“ＧＢ２３１２—

１９８０”是一个推荐性标准，原编号为“ＧＢ２３１２—８０”，
应改为“ＧＢ／Ｔ２３１２—１９８０”。
２）标准编号可以转行。第４章说：“用若干个阿

拉伯数字组成的多位整数和多位小数，或者是含有其

他符号的字符串（如 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不能中间断
开转行。”这后半句话不正确。只要是由多部分组成

的字符串，如有需要是可以中间断开转行的。例如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中就有“ＧＢ／Ｔ１６９０２．２—２００８“在
“—”后和“ＩＳＯ１１１９：１９９８”在“：”后断开转行的例子。
３）“３亿 ４５００万”的写法正确。第 ４章说：“将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０错写作‘３亿４千５百万’或‘３亿４５００万’。”
这里前半句话正确，因为阿拉伯数字不能同 “千”“百”等

汉字数字连用；但后半句话错误，因为依据ＧＢ／Ｔ１５８３５—
１９９５，“数值巨大的精确数字，为了便于定位读数和转行，
作为特例可以同时使用‘亿、万’作单位”，如“１９９０年人口
普查人数为１１亿３３６８万２５０１人”。据此，不仅“３亿４
５００万”的写法正确，“发行量１０万１５２０册”的写法也正
确。 （郝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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