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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信息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论述科技学术期刊
信息彰显的意义、对象和方法。科技学术期刊的信息彰显，是

满足读者获取信息需要的重要前提。信息彰显的对象包括每

篇论文和整本期刊的信息彰显。信息彰显的方法有摘要浓缩、

结论概括、图表直观、删简繁冗、栏目明类、辅文提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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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是传播科学研究成果信息的载体，

其读者对象主要是科学技术工作者。信息传播的使用

与满足理论认为，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具有目的性和选

择性，读者使用媒体总是有意地选择媒介内容以获得

需要的满足［１］。事实也是这样，任何一个科技工作

者，当他阅读一份科技学术期刊时，总是要选择自己最

感兴趣的文章，以满足自己获取信息的需要。这样，在

科技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中，编辑除了对传播信息的

选择、优化之外，如何把所刊载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最精

粹的、读者最需要和最感兴趣的信息彰显于读者面前，

让读者非常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就成为科技学

术期刊编辑需要思考的命题。本文试对此做一探讨。

１　信息彰显的对象

１１　每篇论文的信息彰显　科技学术期刊刊登的主
要是科技学术论文，它是反映科技学术研究成果的文

章。科技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学术研

究的价值所在，而刊物报道所重视的，读者阅读所关注

的，也正是科技学术研究的创新内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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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

件时注意“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对某处做了修改，就

要考虑相应的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内容甚至参考

文献是否做相应改动。否则，可能编辑过程中又增加

了新的不一致现象。

３）英文摘要审校不能全靠英文编辑。有的期刊
聘有英文编辑，但应注意他们不能替代中文编辑的职

责，因为英文编辑不可能像中文编辑那样把握论文的

主要内容。中文编辑在将论文提交给英文编辑之前，要

细心地检查中英文内容有无不一致的地方。另外，要准

确地将英文编辑的意见传递给作者，并对修改后的英文

摘要认真把关，以免修改稿有新的不一致的内容。

４）在稿约中完善对英文摘要的要求。刘雪立调
查了１４４种医学期刊，发现英文摘要中存在作者信息
丢失者占 ８０．６％，存在作者单位信息丢失者占
８９．６％［５］；本调查中作者及其单位中英文信息不一致

比例高达４６．０％，主要原因也是存在英文信息丢失现

象：因此，期刊编辑部应在稿约中对英文摘要的撰写，

特别是作者及其单位的著录格式做出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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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信息彰显的对象，就是它所反映的科技学术研究

成果的创新点，或者是新发现、新发明，或者是新思想、

新理论，或者是新定理、新模型，或者是新方法、新条件

……［２］。科技学术论文的信息彰显，就是将这些研究

成果的创新点，在论文中以适当的位置和恰当的形式

鲜明地显示出来，让读者能方便地感受和把握。

１２　整本期刊的信息彰显　任何刊物都有自己特定
的读者对象和报道内容，而刊物特定的读者对象和报

道内容是由其办刊宗旨决定的；因此，科技学术期刊整

本刊物的信息彰显，就是按照刊物的办刊宗旨，根据刊

物特定读者的兴趣和需要，把刊物中最富特色、最具价

值和学术水平最高的文章，在刊物的显著位置显示出

来，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把不同学科专业的文章分

门别类，清晰层次轻重，以方便读者的检读。尤其是综

合性强、学科多样的高校学报，这样的信息彰显更具意

义，不但可为读者的阅读需要提供检读的方便，提高读

者的阅读效率，而且对突出学报的特色和显示学报的

质量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　信息彰显的方法

２１　摘要浓缩　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
评论的简短陈述，包含了与报告、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

息，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实验方法、结果和最

终结论［３］；因此，摘要实际上是科技论文主要内容的

浓缩，它包含了整篇论文的信息精华。有实例研究表

明，摘要最集中地反映了科技学术论文的创新点，其所

反映的创新点由一组表现创新背景（问题）、研究成果

（方法）、应用前景（结论）的语句结构组成［４］；同时，摘

要编排于论文的篇首，是读者首读的内容，读者往往是

先看摘要再确定有无阅读论文全文的必要：因此，通过

摘要对整篇论文主要内容的浓缩，是科技学术期刊信

息彰显最有效的手段。

通过摘要浓缩以彰显论文的创新信息，重要的是

要遵守摘要的写作规范，完整给出摘要写作规定的要

素，尤其是实验方法、结果和结论，要有具体的描述，在

有限的篇幅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量或定性的信

息，充分反映该研究的创新之处［５］。

２２　结论概括　结论是论文的主要结果、论点的提炼
和概括。其内容要点是：本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或实

际问题，或者对前人有关本问题的看法做了哪些检验，

哪些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哪些不一致，作者做了哪些修

正、补充、发展或否定［６］；因此，结论部分可以说是作

者研究的龙蛇结穴之所，集中体现了科技论文的创新

点，是科技论文的信息精华所在。而从读者的阅读心

理和阅读习惯来说，结论也是读者最为关注的部分。

遗憾的是，许多科技学术期刊对论文的结论部分的写

作和加工不是很重视。有研究者［７］对公开发表的近

６５０篇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其中有１８２篇（占统计总数
的２８．１４％）没有结论部分，在有结论的 ４５９篇论文
中，结论完整的只有 ３００篇，仅占统计总数的 ４６．
１８％，还有１５９篇论文的“结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结论”。结论是科技论文的主要构成部分［３］，没有结

论部分不但有失科技论文结构的完整性，也失去了科

技论文信息彰显的重要机会。

通过结论概括彰显科技论文的重要信息，重要的

是要把握结论部分的写作要点［６］，注意避免与引言或

摘要雷同，也不要与实验结果内容简单重复，内涵要与

论文的主题范围一致，每一句话都要有正文充分的论

据支持［８］。

２３　图表直观　图表直观就是通过图、表直观地显示
论文的成果信息。用图、表彰显论文的成果信息尤其

是实验结果信息，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明确性和

直观性，既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又可精简文字，尤其是

图，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有效地强调事物间的关

系［９］；所以，能用图、表的地方就决不用文字，这几乎

成了科技论文表达的一个原则。Ｗａｔｓｏｎ与 Ｃｒｉｃｋ获得
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发现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
表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其所表达的划时代的成果，就是一幅
ＤＮＡ的双螺旋图和为数大约５００的文字［４］。在图和

表的使用上，一般来说，罗列研究方案设计和实验数

据，表是较好的方式；用以表达科学思想和实验结果，

图则更便于显示变化的规律性和对不同变化条件进行

相互对比，而且更为形象直观［１０］。

用图表直观彰显论文的信息，应注意的是图表要

有自明性，其设计与制作要科学和规范［３］。

２４　删简繁冗　删简繁冗就是通过删减论文的芜杂
冗余的部分，以彰显论文的创新内容。钱文霖先生说：

“有的作者一写文章就要自成体系，生怕不完整，总想

把有关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但这样一来，别人的东西

盖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反而喧宾夺主了。”［２］这可以

说是科技论文作者的一个通病。对这类论文的信息彰

显，办法就是举起噢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１１］，删去芜杂冗余的文字，精简可有可无的内容，

注明参考文献代替已有知识的复述，这样，论文的创新

点自然就“水落石出”。

删简繁冗的方法属于编辑加工的范畴，需要注意

的是论文的删简加工不要有违作者著作权的保护［１２］。

除了明显的引文、数据错误和语言失范、唆重复等非

实质性修改之外，对论文结构的改变、内容的增删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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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修改，编辑不能擅自为之。编辑可提出修改意见，

请作者自己完成；只有在经过作者多次努力还达不到

要求的情况下，才可由编辑代为修改，修改后还得征求

作者的同意［１３］。

２５　栏目明类　栏目明类就是通过栏目设置，把不同
类别的文本信息归类到合适的栏目中去，使文本的信

息特征更加明了，刊物的信息组构更加清晰，方便读者

的选择阅读。科技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可根据文体

类型划分，许多科技学术期刊都把栏目分为《研究论

文》《综述》《研究简报》《简讯》等类别，这种划分的优

点是简便、直观，读者通过栏目内的文章题名就能很方

便地找到需要检读的信息；也可根据学科门类划分，如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就分为《生物技术》《植物保护》

《土壤与农化》《微生物学》《畜牧兽医学》《水产养殖》

《林业科学》《食品科技》等栏目，这样划分的优点是能

够直接标明刊物的报道范围，突显刊物的专业特色，便

于不同学科专业读者的信息选择。

栏目明类要注意的是文章归类要准确恰当，同时，

同一栏目的文章也还应有一定的排列顺序，或者是按

学科的顺序，或者是层次的顺序。例如：按文体类型划

分的栏目，如水产类学术期刊《研究论文》栏目里的文

章，往往按鱼、虾、贝、藻等学科顺序排列；按学科门类

划分的栏目，有的学术期刊按基金项目与非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又按国家级、省部级的层次排列，有的按文章

的重要性和质量层次排列。这样使刊物所载的信息类

别分明，轻重有序，方便读者的阅读选择。

２６　辅文提示　所谓辅文提示，就是运用《编者按》
《本期导读》《编后记》等编辑辅文，说明文章的研究特

色和价值意义，介绍刊物的编辑意图和重点内容，引导

读者的阅读接受。例如，添加《编者按》的文章本身就

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可以说《编者按》具有先天的彰

显功能。对那些取得重要发现、发明的论文，通过添加

《编者按》，指出其创新所在，揭示其价值意义，有助于

读者的认知理解；对一些有不同见解的争鸣文章，通过

添加《编者按》，既可介绍文章的特异所在，又可表明

编辑的态度。通过《本期导读》之类的辅文，说明编辑

的意图，梳理内容的类别，推介重要的文章，突出精华

信息，可方便读者的接受和选择。《编后记》一般用来

表达编辑编稿之后的感想和体会，但亦可用来彰显论

文和刊物的重要信息。如《工程地质学报》，每期后面

的《编辑后记》概括介绍报道的内容类别，并结合工程

地质面临的课题，介绍主要文章的内容和价值意义，其

编辑的思路、信息的组成、重点的所在，清晰可见，既方

便读者对刊物内容的整体把握，又增加读者对重点信

息的注意和方便读者的信息检读。

显然，运用《编者按》《本期导读》《编后记》等辅

文形式对刊物信息的彰显有积极的作用，但据笔者调

查，这种方法在社科学术期刊中使用比较普遍，在科技

学术期刊中却所见不多。这表明，重视科技学术期刊

的信息彰显，在方法上还有很多开拓的空间。

３　结束语

　　编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的归
宿是读者的接受，读者的接受需要就是编辑的价值所

在，而在编辑传播中，信息的彰显是有效满足读者需要

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科技学术期刊编辑过程中，只有

重视科技学术期刊的信息彰显，想方设法实现信息彰

显，才能更有效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科技学术期刊

的编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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