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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题名与表题的合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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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医学》编辑部，１０００３９，北京

摘　要　为了正确判断论文的价值，提高医学信息传播交流的

准确性和效率，以及文献检索质量，编辑应重视论文题名、表题

的加工，这恰恰是编校医学论文中容易忽略的问题。通过举例

说明编辑在加工医学论文题名和表题时应如何把握文字的详

略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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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是一项“细中见精”“小中见大”的实在活儿，

要想编辑出一篇精品论文，不能机械地执行编辑规范，

而是需要发挥编辑的专业能动性。文字的表述与论证

一定要顺畅、逻辑性强。任何涉及标题（题名、章节层

次标题、表题等）的文字，都是最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标

题拟定得好，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读者对这篇论文的兴

趣，关系到正确判断论文的价值，乃至影响学术交流的

效果。

笔者通过列举《武警医学》已发表的论文中出现的

一些问题，试图从医学编辑专业能动性的角度探讨如

何把握论文题名与表题文字的详略尺度问题。

１　题名详略失当

　　科技论文的题名“是能反映论文中特定内容的恰

当、简明的词语的逻辑组合”［１］。编辑特别应该重视论

文题名的审读与加工。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是第一

眼先看论文的题名，题名如人的双眼一样重要。一篇

优秀的医学论文要引起读者注意，达到广泛传播、交流

的目的，题名的语言表达一定要做到准确、精炼、规范、

逻辑性强；但是，不少编辑往往只重视对正文内容的加

工，不注重对题名的推敲。参照 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

规定，我们认为，完美的题名应当是长度（字数）适当

（一般不宜超过２０个字）
［２］，并做到一字多不得，一字

少不得，一字改不得。而现今相当多的医学论文，其题

名最常见的问题是文字详略失当。

１１　题名太详细　为了让读者很快明了论文的主要

内容，题名一定要准确、精炼，言简意赅。编辑对于太

长的题名，应该尽量删减至再也不能删除任何一个字。

如果论文题名太长，文字表达过于详细，不便于读者一

目了然，会影响了解论文所表达的主题。

例如，论文《联合检测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

白、脂蛋白（ａ）及纤维蛋白原评估２型糖尿病合并微血

管损伤的临床意义》［３］，这个有近５０个字符的长题名

看似表述详细却缺乏逻辑性，难以让读者很快发现中

心词。由全文可知，该文是探讨跟２型糖尿病相关的

几个生化指标与微血管病变的关系，应将题名改为《Ⅱ

型糖尿病相关生化指标与微血管损伤关系的研究》。

简化后的题名能让读者很快知晓题名的“中心词”，读

到文字“相关生化指标”，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想知道

是哪几个“相关生化指标”，进一步了解论文内容，达到

了诱导阅读的目的。

１２　题名太简略　医学论文是用专业性的语言表述人

体生理、病理变化，规范各种治疗方法，反映治疗结果的

科技论文。题名应运用专业术语准确反映该文的主要观

点，才能让读者准确判别阅读此文的价值；但是，一些学

术水平较高的论文由于题名文字太简略，不能准确反映

论文的特定价值而被读者在浏览目次表时所忽略［４］。

例如，论文《眼眶婴儿性血管瘤的皮质激素治

疗》［５］，仅读题名可知，此文是论述应用皮质激素治疗眼

眶婴儿性血管瘤的；但是，皮质激素的种类很多，是临床

常用药物，而且皮质激素治疗眼眶婴儿性血管瘤的方法

有口服、静脉点滴等多种。题名中的概念很大，很笼统，

只读题名是不能领会此文的创新性价值的。由阅读全

文可知，作者经过自己临床实践，评价有许多优点且经

济实用的治疗眼眶婴儿性血管瘤的新方法———应用糖

皮质激素曲安奈德与地塞米松预混后在眼眶婴儿性血

管瘤体内进行局部注射；因此，此文题名应改为《眼眶婴

儿性血管瘤体内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疗效评价》，改过

的题名明确了作者积极推广的治疗方法“瘤体内局部注

射”，很明白地表达了该文的创新性，具有较强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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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表题缺乏自明性

　　医学论文常常涉及大量的实验、检测数据，表格分

量很大［６］。表格具有逻辑性、对比性强的优点，是医学

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编辑加工的重点。表题是

表格的名称，要用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表格的特

定内容。描述性好的表题能增强表格的自明性，有利

于读者对表格信息的快速理解［７］。通常，编辑很重视

表格中文字、数据的加工，往往忽视表题的审读加工。

表题冗长或者过简均会直接影响表格的自明性。

２１　表题太详细　有的表题用词欠精炼，信息重复，

文字过长，有的半栏的表格表题就占去了两三行，既影

响美观，又不便于阅读理解。例如，李全辉等［８］的论文

中的表１即如此。

表１　３组大鼠治疗前（２月龄）和治疗后（５月龄）血压测量结果

（狀＝１０；珚狓±狊；ｍｍＨｇ）

组别 治疗前（２月龄） 治疗后（５月龄）

对照组 １４０．２７±９．２２ １６８．７５±７．８３

治疗组 １３９．３５±１０．１５ １３３．２５±７．７６

正常组 １２９．２５±６．１２ １３０．２０±８．２１

表１的表题中文字“治疗前（２月龄）和治疗后（５

月龄）”与表中栏目的内容重复，精炼文字后可改为“３

组大鼠治疗前后血压测量结果”。显然，经过编辑加工

的表题既表述完整，又简单明了。

此外，为使表格更科学、更规范，表１中的“（狀＝

１０；珚狓±狊；ｍｍＨｇ）”宜拆分为２部分：“（狀＝１０）”紧排在

表题末；“珚狓±狊；ｍｍＨｇ”改为“（珚狓±狊）／ｍｍＨｇ”后排在

表的右上角，因为这是全表共同的单位。还须删去“对

照组”“治疗组”“正常组”中的“组”字。

２２　表题太简略　有的表题过于简化，应该具备的信

息缺失，主要背景条件和比较前提不明，导致表述内容

含糊不清。如马维萍等［９］的论文中的表２即如此。

表２　样品含量测定 （珚狓±狊）

样品批号
相当于标示量的百分含量（％）

离子交换法 中和法 非水滴定法

０５１１１６ １０１．３０±０．０２ ９８．８０±０．４７ １０２．３０±０．１０

０５１０３１ １０１．０５±０．２１ ９９．０１±０．２３ １０２．０８±０．０９

０５１０２０ １０１．２５±０．０７ ９７．９４±０．３４ １０１．８６±０．０８

表２所在文章是一篇探讨１０％枸橼酸钾溶液含

量测定方法比较研究的论文。根据正文文字，应将表

题改为“３种方法测定１０％枸橼酸钾溶液含量的结

果”。改后的表题不仅对所测定的样品给予了明确，而

且“３种方法”又在栏目中示明，因此，大大增强了表格

的自明性。

此外，我们还认为，将表 ２ 改为表 ３ 是更佳

的选择。

表３　３种方法测定１０％枸橼酸钾溶液体积分数的结果

（珚狓±狊）／％

批号 离子交换法 中和法 非水滴定法

０５１１１６ １０１．３０±０．０２ ９８．８０±０．４７ １０２．３０±０．１０

０５１０３１ １０１．０５±０．２１ ９９．０１±０．２３ １０２．０８±０．０９

０５１０２０ １０１．２５±０．０７ ９７．９４±０．３４ １０１．８６±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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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吕”的汉语拼音怎样拼写？

　　答　长期以来，很多科技期刊将“吕”拼写为“Ｌｖ”

或“Ｌｕ”，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拼写应为“Ｌü”。在有

些场合，姓要求用大写字母拼写时，“吕”应拼写为

“Ｌ”。按照ＧＢ／Ｔ２８０３９—２０１１的６．２：“根据技术处

理的特殊需要”，在书刊等场合，“大写字母可用ＹＵ

代替。因此，在科技书刊中，如有需要，可以将“Ｌü

Ｈｅｐｉｎｇ（吕和平）”拼写为“ＬＹＵＨｅ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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