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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期刊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现状分析

张　震　林
《江苏农业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１４，南京

摘　要　为探解当前农业科技期刊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的
问题，选择了１９种农业类学术期刊作为统计源刊，对这些期刊
近期登载的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结果显示，目前农业期刊中确实存在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问

题。结构要素缺失降低了读者通过摘要获得的论文信息的完

整性和正确性，应引起期刊编辑的重视。在相当一部分目的和

结论要素缺失的摘要中，其要素信息并不缺乏，只是形式上缺

失而已，这种情况可以看作为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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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摘要的结构要素是指该文体结构的必要

组成部分［１］。国家标准［２］中要求“摘要一般应说明研

究工作目的、实验方法、结果和最终结论等”，因此，目

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应该是科技论文摘要的４个结构
要素。学术期刊论文摘要应包含研究试验的目的、方

法、结果和结论这 ４个要素［３４］，这是广大科技工作

者，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都知晓的写作规范；然而，在

目前的农业期刊中，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不全）的

情况却十分普遍。

为了探解其中的缘由，笔者以近期出版的部分农

业综合类学术期刊为资料源，调查统计摘要结构要素

缺失的程度并分析缺失的原因。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农业学报》为刊名的期刊８
种，以《××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刊名的期
刊１１种，这１９种期刊均属于农业综合类学术期刊。
调查这１９种期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上登载的研究报告
（论文），而研究简报、文献综述、农业经济、农业工程、

农业信息、农机水电和园林建筑等类的文章不在统计

之列，被统计的论文均具有科技论文的基本结构（即

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结论或讨论）。

１２　统计方法　对统计源刊中符合统计要求的论文
摘要，逐篇阅读和分析（必要时查阅正文相关内容），

统计摘要结构要素（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的缺失

情况。对４要素的判别方法是，以各要素在摘要中所
处的位置、表达的信息、常见的语言标志（句式、词汇

等）作为 ４要素识别标志，各要素的具体识别方法
如下。

目的要素：多数位于篇首，也有部分在方法要素之

后；表达的信息是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

务，所涉及主题范围；常见的语言标志有“为了……”

“以……方法，研究了……”等。

方法要素：常处于结果要素之前；表达的信息为所

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艺、结构、手段、装

备、程序等；常见的语言标志有“采用……方法，研究

了……”“研究了……”“试验了……”“调查了

……”等。

结果要素：一般在方法要素之后；表达的信息是实

验的、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观察结果，得

到的效果、性能等；常见的语言标志有“结果表明，

……”“结果显示：……”等。

结论要素：大多在摘要的最后；表达的信息为结果

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课

题，假设，启发，建议，预测等；常见的语言标志有“以

上结果说明……”“说明……”“可见，……”等。

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各要素的缺失率，对于目的要

素和结论要素另再计算表观缺失率。

目的要素表观缺失率 ＝（目的要素省略数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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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实际缺失数）／调查总数，式中目的要素省略数指
题名中含有目的信息；

结论要素表观缺失率 ＝（结论要素省略数 ＋结论
要素实际缺失数）／调查总数，式中结论要素省略指结
果中含有结论信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目的要素缺失　在调查的４个结构要素中，目的
要素的缺失率最高，表观缺失率达５５．４％（表１）。在
目的要素缺失的摘要中，多数因题名中含有目的信息

而省略目的要素。国家标准《文摘编写规则》［５］指出，

对于报道性文摘，目的要素“可以写得简单，根据具体

情况也可以省略”；但是，《规则》没有说明可以省略目

的要素的“具体情况”，这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目的

要素可有可无。笔者猜测《规则》中所讲的“具体情

况”应该是题名中包含了目的要素信息。调查中发

现，在目的要素缺失的摘要中，有１４．８％的题名并不
含目的信息，这些目的要素的缺失可能是缘于对《规

则》的误解。

另有一种情形，在少数（３．５％）摘要中，虽然对试
验目的作了阐述，但是表达的目标过大，并非该试验的

直接目的。这也属于目的要素缺失的一种类型。

表１　１９种农业学术期刊论文摘要结构要素缺失调查结果

调查

总数

（ａ）／篇

目的要素

目的省

略数

（ｂ）／篇

间接目

的数

（ｃ）／篇

实际缺

失数

（ｄ）／篇

表观缺失

率［（ｂ＋
ｄ）／ａ］／％

方法要素

方法不

全数

（ｅ）／篇

方法缺

失数

（ｆ）／篇

方法缺

失率

（ｆ／ａ）／％

结果要素

结果不

全数

（ｇ）／篇

结果缺

失数

（ｈ）／篇

结果缺

失率

（ｈ／ａ）／％

结论要素

结论省

略数

（ｉ）／篇

间接结

论数

（ｊ）／篇

实际缺

失数

（ｋ）／篇

表观缺失

率［（ｉ＋
ｋ）／ａ］／％

５３８ ２５４ １９ ４４ ５５．４ ８４ ５３ ９．９ ２８ ６ １．１ ２０５ １４ ５７ ４８．７

　注：栏目中的“目的省略”指题名中含目的信息；“间接目的”指非该试验（研究）的直接目的；“结论省略”指结果中含有结论信息；“间接结
论”指非由该试验结果推得的直接结论，或者是对结果的评价等。

２２　方法和结果要素缺失　方法和结果要素的缺失
率均较低，分别仅为９．９％和１．１％（表１），但这２个
要素编写不全的情况却很普遍。

方法不全的情形主要有：只交代试验的材料，不说

明试验的方法，例如，“以渝单８号为材料，田间比较
研究了氮肥水平及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的影响。结果显示……”；只简单地说明试验所用的

方法，不说明具体的处理，例如，“采用盆栽试验，研究

了不同施氮量对扬稻６号剑叶光合特性及稻米品质的
影响。结果表明……”，缺少对“不同施氮量”的具体

说明；等等。

结果不全的情形主要有：只叙述部分试验结果、作

者认为重要的数据，如例１。
例１　

【题名】　太湖流域地方种水稻稻米品质 ＲＶＡ谱的多
样性

【摘要】　采用ＲＡＣＩ标准方法，使用ＲＶＡＳｕｐｅｒ３型Ｔ
黏度计，对３９７份太湖地区晚粳稻、糯稻和早籼稻地方
种材料的稻米 ＲＶＡ谱特征进行了测定与分析。结果
表明：大多数（６３．８％）种质 ＲＶＡ谱特征值中的消减
值（能反映稻米蒸煮食味品质的指标）在３００至１０００
之间，属于典型的粳稻品种；少量种质具有糯性淀粉

ＲＶＡ谱特征；其他种质表现为典型的籼稻淀粉 ＲＶＡ
谱特征。

例１摘要的结果要素中缺少“具有糯性淀粉和籼
稻淀粉ＲＶＡ谱特征种质的数量和消减值”数据。杨

莉丽等［６］对３种医学专业期刊论文摘要的数据准确性
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文章，其全文中

一些重要的信息并未很好地在摘要中体现，数据不全

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本研究虽未对摘要结果中数

据的准确性作统计，但在调查中也发现少数摘要的数

据与全文不符或者全文中不存在的问题。

结果要素缺失的主要情形是将结果写成结论，即

以结论代替结果，如例２。
例２　

【题名】　不同磷素水平下铝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摘要】　采用水培试验的方式，研究了不同磷浓度下
铝对小麦（品种为扬麦１５）苗生长的影响。设４个处
理：低磷无铝（５μｍｏｌ／ＬＨ２ＰＯ４

－）、低磷加铝（５μｍｏｌ／Ｌ
Ｈ２ＰＯ４

－＋２０μｍｏｌ／ＬＡｌ３＋）、高磷无铝（５０μｍｏｌ／Ｌ
Ｈ２ＰＯ４

－）和高磷加铝（５０μｍｏｌ／ＬＨ２ＰＯ４
－ ＋２０μｍｏｌ／Ｌ

Ａｌ３＋）。处理１０ｄ后，分别测定根系和地上部的干物
重及铝元素含量。结果表明，铝在高磷下对小麦苗的

毒害比低磷下严重，提高供磷水平能促进铝在小麦根

系中的累积。

通过查阅全文得知例２的结果应为“在低磷和高
磷水平下，铝对小麦苗生物量的抑制率分别为３３．２％
和５７．９％；４种处理间小麦苗地上部铝元素含量无显
著差异，但在根系中高磷加铝处理的铝元素含量

（６１５．８３ｍｇ／ｋｇ）是低磷加铝处理的１．３６倍”。
出现方法和结果要素不全的问题可能也是受到

《规则》的影响，《规则》中规定报道性文摘“一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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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字左右为宜”。在有些农业科研中，试验设计的处
理较多，结果数据也较多，如果将方法和结果写全，篇

幅可能会超“限”。

２３　结论要素缺失　结论要素缺失率接近目的要素
缺失率，为４８．７％（表１）。在结论要素缺失中也存在
省略的情形，即在结果中含有结论信息。这又分为以

下２种情况：１）结论信息分散在结果中，如例３；２）从
结果所述的内容中就可看出试验达到了预期目标，即

结果就是结论，如例４和例５。
例３

【题名】　甘蓝型油菜油酸含量的遗传特征
【摘要】　用气相色谱仪对甘蓝型油菜杂交组合８０８７／
８１０８的 Ｐ１、Ｐ２、Ｆ１、Ｂ１和 Ｂ２等５个群体油酸含量进行
了测定。结果表明：Ｐ１（８０８７）和Ｐ２（８１０８）油酸含量分
别为６５．３３％和１０．９１％，Ｆ１和 ＲＦ１油酸含量分别为
３０．１３％和２８．８３％，Ｆ１和ＲＦ１的油酸含量都低于双亲
的平均值，说明油酸低含量对高含量存在部分显性；

Ｂ１和Ｂ２油酸含量分别为４３．７６％和２６．０８％，Ｂ１和Ｂ２
油酸含量分别偏向于高油酸含量亲本（Ｐ１）和低油酸
含量亲本（Ｐ２），说明控制该性状的基因呈现加性
效应。

例４　
【题名】　葡萄中嘧菌环胺残留的气相色谱检测
【摘要】　葡萄样品用丙酮提取，用硅胶固相萃取小柱
净化，丙酮和正己烷混合液 （体积比为１∶９）洗脱，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型气相色谱仪（配有 ＮＰＤ检测器）检测，
外标法定量。结果显示：该方法的最低检出限为０．００４
ｍｇ／ｋｇ，加标回收率为８４．４％ ～９７．８％ ，相对标准偏
差为２．３％～１１．０％。

例５
【题名】　不同地理位置对甘蓝型油菜含油量的效应
研究

【摘要】　为研究地理位置对甘蓝型油菜含油量的影
响，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及相关分析，比较了在４种不
同海拔和纬度环境（南京、武汉、西宁、拉萨）条件下，

２６份甘蓝型油菜品种（品系）含油量的差异。结果表
明：油菜含油量与海拔高度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平均相

关系数为０．８００１；油菜含油量与纬度也存在着正相
关，平均相关系数为０．４６５７。

在有些采用结构式摘要的期刊中，将类似例４摘
要的结论写成“成功建立了葡萄中嘧菌环胺残留的气

相色谱检测方法”，或者“该方法准确、灵敏、快速，可

用于葡萄嘧菌环胺残留量的测定”。这样的结论不仅

没有意义，而且疑似“摘要编写者的主观见解、解释或

评论”［５］。

另一种结论要素缺失的情形出现在将结果写成结

论的摘要中，如例２。例２表面上看是缺少结论，其实
是缺少结果。一篇学术论文是否一定要有结论，这个

问题可能存在争议。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指出，“如果不
可能导出应有的结论，也可以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

讨论”。但有学者认为：结论部分是科技论文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能缺少［７］；结论的写作是十分重要和必

要的［８］。

３　结论

　　目前，在农业科学学术期刊中，论文摘要结构要素
缺失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以缺失目的和结论２要素最
为常见，以致出现大量仅有方法和结果的２要素摘要。
但在多数目的要素缺失的摘要中，题名中含有目的信

息，因此，这类缺失可以看作为省略；在结论要素缺失

的摘要中，有一部分研究试验的结果即为结论，还有一

部分结论被误写成结果：因此，在上述２种类型的结构
要素缺失中，其要素信息并不缺失。笔者以为，只要能

从题名和摘要中读到４要素信息，则可认为摘要的结
构要素完整，而不必拘泥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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