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０２
２３（１）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医学期刊编辑应重视论文题名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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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论文的题名是文献数据库的基本索引信息。题
名应当用最简明的语言来准确表达论文的核心思想，这对提高

论文的被阅读、被引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列举了目前中文医

学论文题名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如对论文的核心内容凝炼不够

等，提出了关于编辑应重视提高题名加工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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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一篇学术论文，“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是文

献题名。题名是目前绝大多数文献数据库中的基本索

引，“好”题名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住读者的“眼球”，

提高论文被同行阅读、引用的概率；因此，不论作者还

是编辑，都应该特别重视论文题名的拟定和加工。

１　题名拟定的基本要求

　　题名要用最简明的语言，概括论文的核心思想或
内容［１］［２］１０９。拟定题名时，要对研究的科学问题的本

质作准确的提炼，内容上具有严谨的科学逻辑性，同时

注意符合语法的基本要求。

题名要突出主题，强调本研究主要讨论的理论或实

践问题。从语法和内容上，题名可以不是一个“主谓宾”

结构完整的句子，但要符合中文语法的基本要求，要有

独立的、完整的可理解性［２］１０９。要求题名一般不超过２０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总之，题名应以简明、确切

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要符合编制题

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定关键词［２］１１０。

２　医学论文题名的常见问题和编辑加工建议

　　为了便于分析医学论文题名中存在的问题，笔者

特以题名中出现“精神分裂症”（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一词和
近５年发表、“核心库”收录作为基本检索条件，分别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网络版）［３］和美国

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中的英文文献［４］（检索式为 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ｅｎｉａ［ｔｉ］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ＡＮＤｊｓｕｂｓｅｔａｉｍ［ｔｅｘｔ］
ＡＮＤ“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ＰＤａｔ］：“２０１０／１０／０７”［ＰＤａｔ］），
各获得１５１５篇和５２１篇文献的题录。笔者以对这些
文献题名的分析结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来稿的情

况为基础，就医学文献题名加工中存在的常见问题，提

出一管之见，希望引起医学期刊编辑和医学论文作者

对题名拟定及加工的重视。

２１　对研究的核心内容提炼不够，变量间的逻辑关系
不准确　例如，用功能性磁共振的方法，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记忆损害的大脑机制进行研究，其题名拟定为

《精神分裂症××患者××（记忆）作业的功能磁共振
成像研究》。对这样的题名进行推敲，就会感到无法

准确把握该文的核心内容：第一，这个“××作业”是测
评什么的，对认知测评工具不是很熟悉的大部分读者，

可能都不清楚，因此也就难以从题名上“一眼”看出作者

要研究的本质问题是什么。第二，从语法角度分析，“×
×作业”是作为“功能磁共振研究”前置的宾语，而“功
能磁共振研究”以“××作业”为研究对象，从专业内容
和语法上是不通的，“功能磁共振”研究的“对象”应该

是某一认知功能（或其他心理过程）的大脑机制。通过

阅读全文，该研究实质上是以这个“××作业”作为刺激
（或者说“诱发”）条件，探索精神分裂症某种记忆功能

损害的大脑机制；因此，如果对该题名作最简单的加工，

可考虑改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记忆损害的功能
磁共振研究》。与原题名相比，改后的题名不仅对论文

的核心内容有了更为准确的提炼，在描述主要变量间的

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上也更为准确。

再如，题名《精神分裂症××型患者的脑弥散张量
成像研究》，同样存在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本质提炼不

够的问题。“弥散张量成像术”作为研究白质神经束的

走向的方法［５］，可间接反映大脑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联

络是否受损。如果作者重点是要探索精神分裂症某些

脑区之间是否存在联络异常，则“弥散张量成像术”是可

以选择的技术手段；但题名中应该对研究的核心内容予

以提炼，如可修改为《精神分裂症 ××型患者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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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功能联络异常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作者在题名中标示研究工具或技术，可能是要强

调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的“先进”或“创新”；但无论

多么先进的技术，都只是为了探索某一科学问题而采

取的“手段”，在题名中如果放弃对所研究问题本质的

提炼而单纯强调技术，无异于舍本逐末。对这样的题

名，编辑在加工时应注意提醒作者进行修改。

２２　用了赘词　拟定题名时要“惜字如金”，避免使
用任何无益于索引的词［２］１１０。文献中，以《……（对照，

比较）研究》《……调查》《……分析》《……探索》作为题

名的情况，十分常见。这些用词，都是题名中不应该出

现的赘词。对照是研究设计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

一，“对照（比较）研究”（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本身不是一个
规范的设计名词，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照（比较，对

比）研究”都是应当避免在题名中出现的赘词。

仅以“研究”（ｓｔｕｄｙ）一词为例，在上述检索到的
１５１５篇医学论文中，题名里出现“研究”的论文有５２１
篇（占３４％）。其中：约 ９０％是以“研究”或“对照研
究”作为题名的最后一个词，删去后并不影响题名所

表达的基本内容，都属于可删去的赘词；只有不足

１０％的题名中的“研究”是作为标示研究设计（如随机
双盲多中心对照研究）或研究技术、方法（如 ｆＭＲＩ研
究，脑弥散张量成像研究，传递不平衡研究）的专业词

汇的组成部分，是不可省略的。

而在５２１篇英文文献中，题名中出现“ｓｔｕｄｙ”者仅
５３篇，没有一篇是以“Ｓｔｕｄｙｏｆ……”这样的形式单独使
用的，“ｓｔｕｄｙ”都是与标示研究设计（如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研究项目名称（如ａＣ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ＴＥＯＳＳ）
ｓｔｕｄｙ）、主要研究技术（如ａＰＥＴｓｔｕｄｙ）或重要的方法学
特点（如３０ｙｅａｒｓｔｕｄｙ；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等词语
连用，这些都提供了一些读者可能会关注的重要或关键

的方法学信息，“ｓｔｕｄｙ”作为专业词汇的组成部分，如果
省略，就难以保持内容或语法上的完整性。

目前医学文献题名中“研究”等赘词的普遍出现，

一方面反映了不少作者对科研设计的一些基本概念掌

握得不够准确，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仍处于比较“初级”

阶段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与编辑的业务水平有关。对

题名的编辑加工看似简单，实际上编辑要做好这项工

作，既要具备一定的学科专业素养［６］，对科学研究（特

别是研究方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等要有准

确的理解，又要有扎实的中文功底［２］３５４０。

例如，原题名《××患者与 ××疾病患者认知功
能与社会功能影响的比较研究》。已经明确说明是这

２种疾病的患者，对比的含义不言自明，就不需要特别
强调“比较”了。删去赘词后，可改为《××患者与 ×
×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当然，这种修
改是否准确，还应当结合全文的内容来考虑。如果该

论文主要讨论的是第１种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以及认
知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相关性，第２种疾病患者的认知
功能特点已经有专业人士所公认的定论，在本研究中

是作为对照的，则题名也可考虑改为《××疾病患者
的认知功能及与社会功能的相关性》，这样更能突出

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２３　研究设计的专有名词不准确　前面已经提到，题
名中单独出现的“研究”“分析”往往可以作为赘词删

去；但为了突出研究设计的特点，便于读者快速筛选采

用某些研究设计的论文，有时候在题名中应该用规范

的专业名词标示设计类型，如横断面研究（也称现况调

查，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病例对照研究（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队列研究（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交叉试验（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ｔｒｉａｌｓ），个
案报告（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ｍｅｔａ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７］。

需要注意病例对照研究的概念，作为分析性观察研究的

常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对病例、对照有着明确的定

义［８］，并非一组病例加一组对照就能够称为“病例对照

研究”。而对于随机对照试验，为了更准确标示研究设

计的特点，还可以增加其他有限定意义的方法学修饰

词，如“双盲、双模拟、平行、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２４　缩写词和专业词汇不规范　题名中应避免使用
非公知公用的缩写词，尽量不出现数学公式和化学式。

如果是已作为专有名词的缩写词，如艾滋病（ＡＩＤＳ），
则可以在题名中出现。题名中避免使用缩写词，主要

是因为即使是被某专业内广泛使用的缩写词，也会存

在指代不清的问题。如 ＡＰＡ，对于有精神病学背景的
读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而对于有心理学背景的读者
可能首先想到是美国心理学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
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或者美国精神分析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对于药物名称，文献题名中应使用通用名称的规

范词，如“阿司匹林”而不是“阿斯匹林”，“喹硫平”而

不是“奎硫平、奎地平”等，更不宜用商品名称，尽量不

使用外来语、字符、代号等［９］。

专业词汇要选用规范词，应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颁布的科技名词作为基本标准，对尚未收录的

专业名词，则尽量选用其他权威机构颁布的名词，如美

国国家图书馆《ＭＥＤＬＩＮＥ主题词表（ＭｅＳＨ）》，中国中医
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中医药主题词表》，以及比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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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工具书如《牛津心理学词典》收录的名词等。

２５　涉及研究设计的修饰词不准确　从《中国心理
卫生杂志》的来稿以及已发表的文献［３］来看，我国目

前的医学研究大多数是只有一次测量的横断面研究设

计，前瞻性或随访性等有多次测量的研究设计所占比

例较低。横断面研究获得的数据，一般只能揭示不同

变量间存在“相关”或“依存”的关系，而难以确定一个

变量是否为其他变量的危险因素，更不能作出因果联

系的判断；因此，应避免在题名中使用“预测（因素）”

“影响（因素）”等有因果联系含义的词来描述变量间

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的一个作用是寻找某些对应变

量有“预报”作用的自变量［１０］；但实际应用时要注意，

如果这个回归方程只是根据一次横断面研究获得的数

据来建立的，此时尚不能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

报”作用，至多是“可能”有预报作用，这时不宜在题名

中用“××因素对 ××因素的‘预测’作用”这样肯定
的语气进行强调。

２６　地名问题　在题名中出现国家名时要非常慎重，
因为获得对一个国家有代表性的样本非常不容易。例

如，我们曾审阅过题名为《××量表评分的中国常模制
定》的论文，发现样本量不足３０００例，其中来自几座城
市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接近７０％，且虽然文中描述
是“随机抽样”但没有具体的抽样过程和方法，无法判断

是否真正做到了“随机”抽样；因此，这样的样本对“中

国”人口的总体是没有代表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地方

的地名出现在题名中对准确检索的意义很有限。不过，

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应在题名中标志实施调查的

地点，但也要注意该样本对当地的代表性如何。

例如原题名《××市 ××县精神分裂症患者犯罪
行为危险因素的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的研究”是

可删去的赘词。其次，具体说明了“××市 ××县”，
作者的本意可能是强调一下样本的局限性，但这个县

有哪些典型的地域或亚文化特点，一般读者是很难了

解的；因此就无法判断强调样本来自这个县有什么特

别的科学意义。第三，通过阅读分析全文，该样本实际

来自该县的农村社区，作者主要讨论的也是在农村社

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犯罪行为的危险因素。综合

这些情况，可考虑改为《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犯

罪行为的危险因素》，较原题名更能准确并简洁地反

映该研究的主题。至于说样本的代表性如何，只要在

正文中清晰描述了样本的抽取过程和一般特点，读者

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２７　样本量标示不合要求　不少作者习惯在题名中
标示样本量，如“××名大学生”“××例××病患者”。
作者的本意，可能是希望借此突出自己样本量“大”，或

者谦虚样本量“小”。一般而言，对叙述性的病例分析或

个案研究（“个案”并非意味着１个，有数个甚至数十个
案例的情况更多见），通常情况下需要在题名中标示出

样本量，这会有助于读者仅通过阅读题名就能够大致判

断该研究的代表性。对其他类型的研究，一般是没有必

要在题名中标示样本量的；因为样本量“大”并不意味着

对总体的代表性强，而有些研究，即使样本量不那么大，

对探讨某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是符合统计学把握度的

要求的。这种情况下标示样本量，对准确说明该文的核

心内容，对更容易检索到该文，并无实质性意义。

３　结束语

　　医学期刊编辑应充分重视对论文题名的加工。
“好”的题名要能够准确提炼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采用

的词汇应尽可能简明、规范，描述内在的科学逻辑关系

要准确，语法结构要正确。“好”题名不仅能够增加该

文被阅读、被引用的概率，而且是反映一种医学期刊编

辑水平和特点的一个窗口。做好题名的加工，需要编

辑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方法基本知识素养和语言文字

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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