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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医学期刊采用结构式摘要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英国基尔大学心理学学院j+*U6S+T<-U2教授共发表结构式

摘要研究论文 #; 篇%对该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文从五方面介绍了其著述'结构式摘要的优势$编排方法$内容形式$推广

和应用情况以及质量评估%旨在通过总结j+*U6S+T<-U2的研究%较为全面地了解国外结构式摘要研究状况%进而拓宽国内学者

在该领域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结构式摘要"回顾性研究"j+*U6S+T<-U2

""生物医学期刊应用结构式摘要(6<T̂5<̂TÙ +W6<T+5<6"始

于 #$ 世纪 ($ 年代中期%是由加拿大P5P+6<UT大学临床流行

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教授 ]T,+/ S+2/U6于 !&(7 年提出的'

!&('年 9 月%)̀.+T̀ Ŝ<1 在其主编的#内科学纪事$杂志

(6%%&'."(@%)+$%&'A+7-2-%+"第 9 期首先采用结构式摘要' 二

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式摘要进行了深

入研究*! V'+

%对提高生物医学期刊以及社会科学期刊的摘要

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众多的结构式摘要研究者中%最值

得一提的是英国基尔大学心理学学院 j+*U6S+T<-U2(詹姆斯

3哈特利"教授' 自 !&&; 年以来%他对结构式摘要进行了系

统研究%发表相关论文 #; 篇' 本文通过介绍 j+*U6S+T<-U2

有关结构式摘要的研究著述%管窥国外结构式摘要研究脉络

和动向%从中得到启迪%进而拓宽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

视野'

!"j+*U6S+T<-U2简介

j+*U6@4S+T<-U2(!&9$)"是英国人' !&;9 年%他在基尔

大学担任助教%后为心理学系主任&研究教授 (HU6U+T51

ATYdU66YT"' !&&( 年提前退休后%他有时做讲座%教授三年级

学生的选修课%指导三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同时继续从事

学术研究' 他担任五种学术期刊的编委%还是美国心理学协

会和英国心理学协会的成员' S+T<-U2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学

生学习&教材编写及学术写作%他在这些领域颇有建树%发表

学术论文 :7$ 余篇(其中 !&&; 8#$!! 年发表结构式摘要研

究论文 #; 篇"%出版专著数部%如 !&&9 年和 #$$( 年的

专著*( V&+

'

#"j+*U6S+T<-U2对结构式摘要的研究

我们将S+T<-U2有关结构式摘要的研究论文分为五类!

结构式摘要的优越性&编排方法&内容形式&推广和应用情况

以及结构式摘要的质量评估'

$"!#与传统式摘要相比&结构式摘要具有的优势

国际标准(ELB"#!9)!&'; ()"

*!$+将摘要分为三种!指

示性摘要&报道性摘要和报道)指示性摘要%被统称为传统

式摘要(<T+̀,<,Y/+-+W6<T+5<6"或非结构式摘要(/Y/%6<T̂5<̂TÙ

+W6<T+5<6"' 随着科技期刊数量的急增以及计算机广泛用于

文献检索中%传统式摘要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一

是格式不固定%层次不够分明%作者(尤其是非编辑出身&不

经常写摘要者"不能反应文章的主要思想%遗漏主要信息%也

不利于二次文献的整理加工,二是国内有些期刊将英文摘要

编排至正文后%不方便进行双语对照阅读' !&(' 年%@̀ SY5

eYTX,/0 GTŶ= dYT KT,<,5+- @==T+,6+- Yd <1U PÙ,5+-

F,<UT+<̂TU

*!!+提出临床研究性论文采用 ' 项式 (6UaU/ 6̂W%

1U+̀,/06"结构式摘要的建议%得到一些著名生物医学期刊的

响应%如#英国医学杂志$(4$-)-.* A+7-2&'!"#$%&'"于 !&(( 年

即采用结构式摘要' !&&$ 年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B

=%C'&%7 !"#$%&'"(A+7-2-%+" 和 #加拿大医学会杂志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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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的部分文献为j+*U6S+T<-U2教授提供%在此深表谢意0

基金项目!常州大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英语写作重点课程建设.成果(lI\$($#$$$("'



(,&%&7-&% A+7-2&'6.."2-&)-"% !"#$%&'"&!&&! 年#美国医学会

杂志$(!"#$%&'"(6>+$-2&% A+7-2&'6.."2-&)-"%"&!&&; 年#柳叶

刀$(5*+;&%2+)"先后采用结构式摘要'

与传统式摘要相比%结构式摘要有哪些优势呢/ S+T<-U2

展开了几项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与传统式摘要相比%结构

式摘要更方便读者查找信息*!#+

&更易于阅读*!:+

&更能准确

地反应文章的内容*!9+

&含有更多的信息*!7+

%但缺点是字数

多%占较多的篇幅*!;+

' S+T<-U2采用对比的方法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研究%材料来自如下期刊!4$-)-.* !"#$%&'"(=7#2&)-"%&'

D.12*"'"C1&4$-)-.* !"#$%&'"(D.12*-&)$1等' 研究者先把传统

式摘要改写成结构式摘要%要求受试者(如大学生&研究生或

写作者"根据研究者设计的问题%分别给这两种类型的每篇

摘要打分%最后进行统计学检验' 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

BW<+,/,/0E/dYT*+<,Y/ @55̂T+<U-2+/` [̂,5X-2! @TUL<T̂5<̂TÙ

@W6<T+5<6PYTU)dd,5,U/</ (#结构式摘要是否更能快速有效地

获取信息/$"%@TUL<T̂5<̂TÙ @W6<T+5<6PYTU>BT>FU66@55̂T+<U

C1+/ CT+̀,<,Y/+-B/U6/ @L<̂̀ 2,/ <1UA6251Y-Y0,5+-F,<UT+<̂TU

(#结构式摘要比(还是不如"传统式摘要准确吗/ )))以心

理学文献为例$"%@TUL<T̂5<̂TÙ @W6<T+5<6)+6,UT<YHU+̀ C1+/

CT+̀,<,Y/+-B/U6/ #结构式摘要比传统式摘要易于阅读

吗/$"%IYL<T̂5<̂TÙ @W6<T+5<6C+XÛ = PYTUL=+5U/ @/` IYU6

E<P+<<UT/ (#结构式摘要更占篇幅吗/ 有影响吗/$"' 其中

第一和第三篇论文得出了肯定的结论,第二篇的结论是-没

有区别.(DỲ ,ddUTU/5U",第四篇的结论是-占较大的篇幅%但

并非经常如此.(OU6+/` DY<Yd<U/"'

$"$#结构式摘要的编排方式

结构式摘要的编排方法各期刊不同%主要差别在于!

(!"摘要位置不同' 有的将摘要置于双栏的左栏的起始位

置%而有的居于双栏或单栏的中间*!'+

,(#"小标题的字体不

同' 如有的小标题用斜体%有的用粗体%有的用大写,(:"

空格方式不同' 有的每个小标题缩进%并另起一行%每部分

的内容也另起一行,有的小标题后接内容,有的小标题之间

空一行%而有的不空' 了解读者对结构式摘要编排方式的

喜好是S+T<-U2的研究内容之一%他在这方面共发表 : 篇论

文!e1,51 F+2Ŷ<IYOŶ ATUdUT/ @/ @/+-26,6YdHU+̀UT62

ATUdUTU/5U6dYTI,ddUTU/<C2=Y0T+=1,5F+2Ŷ<6YdL<T̂5<̂TÙ

@W6<T+5<6(#你喜欢哪种设计/ 读者对结构式摘要不同的编

排设 计 倾 向 的 分 析 $"% e1,51 IYOŶ ATUdUT/ LY*U

BW6UTa+<,Y/6Y/ ATUdUTU/5UPU+6̂TU6,/ L<̂̀ ,U6YdL<T̂5<̂TÙ

@W6<T+5<6(#你喜欢哪一种/ 读者对结构式摘要设计倾向的

观察研究 $"% C2=Y0T+=1,5LU<<,/06dYTL<T̂5<̂TÙ @W6<T+5<6

(#结构式摘要的编排设计$"'

S+T<-U2和 L2̀U6

*!'+对 9$$ 名读者(包括本科生&研究生&

研究人员及社会科学学者"进行了调研%了解他们对@9 纸双

栏结构式摘要的小标题&整体版面位置和编排的喜好%结果

发现!大多数读者倾向于摘要用粗体大写字母,-摘要.置于

双栏中间,摘要与标题之间以及各小标题之间均空一行'

-结构式摘要占篇幅较多.

*!%!;%!( V#$+

%因而有些科技期刊

不采用该摘要形式%为此%S+T<-U2

*!;+选择 !7 种页面大小不一

的期刊%每种期刊选 !$ 篇或 !$ 篇以上文章%试图观察!增加

传统式摘要的篇幅是否会改变文章的整个页面' 结果发现!

增加传统式摘要的篇幅对大型或中型期刊的页数没有影响%

也不影响另面起的期刊%但对文章接排的期刊有影响' 多数

情况下%排版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因为技术娴熟的排版者可

给文章安排合适的版面' S+T<-U2

*!;+视下述现象为-浪费.版

面!(!"作者和作者单位分行排列,(#"摘要缩进左边或右

边%而不是与正文的宽度对齐' 他也不赞成以下五种节省版

面的做法!(!"摘要字体小于正文字体,(#"有的实验类论

文%-方法.部分的字体小于其余部分,(:"采用顺序编码制

而非著者)出版年制的期刊' 虽然这样可节省篇幅%但读者

不得不翻至参考文献处查找作者出处,(9"采用脚注的方式'

因为读者要返回原先阅读处比较困难,(7"缩小页边距' 这

会使空间变小'

$"'#结构式摘要的内容形式

认知心理学和语篇分析的研究表明%语篇的组织结构不

明显%读者)))尤其是非本族语读者对语篇的理解能力会下

降*#!+

' 继 !&(' 年临床类论文采用 ' 项式结构式摘要后%

!&(( 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 P̂ -TY.等*##+提出综述性论文

采用六项式结构式摘要%内容包括目的&资料来源&研究选

择&资料提取&资料综合和结论(ÂT=Y6U% I+<+ÈU/<,d,5+<,Y/%

L<̂̀ 26U-U5<,Y/% I+<+Uc<T+5<,Y/% HU6̂-<6Yd̀+<+62/<1U6,6+/`

KY/5-̂6,Y/6"' S+2/U6等*!+对结构式摘要进行了修订%并建

议作者在审稿前完成摘要写作%以确保摘要准确反映论文内

容' 据],-,5

3

%l̂--U等*#:+报道%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医学期刊采

用八项式结构式摘要%三分之二采用其变体)))五项式结构

式摘要' S+T<-U2有 : 篇论文就结构式摘要的内容形式进行

了讨论!SU+̀,/06,/ L<T̂5<̂TÙ @W6<T+5<6(#论结构式摘要的小

标题$"& K-+T,d2,/0<1UL^W%1U+̀,/06YdL<T̂5<̂TÙ @W6<T+5<6

(#结构式摘要的小标题须清晰$"&HU+̀UT6ATUdUTL<T̂5<̂TÙ

@W6<T+5<6<Y)/` .,<1 <1UKY/5-̂6,Y/6(#读者倾向于结论位于

结构式摘要的结尾$"'

S+T<-U2

*#9+从4$-)-.* !"#$%&'"(D.12*-&)$1期刊中选取 !$$

篇结构式摘要 (文章发表于 !&&' 年"作为研究对象%将

-]+5X0TŶ/`.或-]+5X0TŶ/` +/` @,*6.置于-方法.&-结果.

和-结论.之前%即采用四项式结构式摘要' 结果显示!大多

数作者未能提供摘要的主要信息' 为此%S+T<-U2建议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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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1在结构式摘要中增加-目的. (@,*"%因

为单有-]+5X0TŶ/`.或-]+5X0TŶ/` +/` @,*6.不能很好地区

分研究背景(ATUa,Ŷ6TU6U+T51 1+66̂00U6<Ù41Y.UaUT4"和

本研究的目的(C1U+,*Yd<1,66<̂̀ 2.+6<Y4"' 该建议被采

纳%定于 !&&& 年 ! 月实施%摘要内容包括!目的和背景&方

法&结果及结论'

S+T<-U2

*#7+指出%结构式摘要应采用五项式)))-背景.&

-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与传

统的研究性论 文 EPH@I格 式 ( E/<TỲ^5<,Y/% PU<1Ỳ6%

HU6̂-<6% +/` I,65̂66,Y/"相吻合%其中应包含-背景.和-目

的.%因为这两项信息对读者有价值%且应分开来叙述'

S+T<-U2等*#;+专门就结构式摘要中-结论.的位置进行了

研究' 一直以来%-结论.一直位于结构式摘要的结尾' 但近

两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如 L1+61YX给 )̂TY=U+/

@66Y5,+<,Y/ YdL5,U/5U)̀,<YT6JYT̂*写信%建议-结论置于结

构式摘要的前面而非最后.

*#'+

' 她的同事们也支持这一观

点%认为-结论.应当放在前面%这样读者会看得更清楚*#(+

'

S+T<-U2等*#;+采用极端的做法)))把-结论.置于标题之前%

对 :; 名科技论文作者(77Q;R的母语为英语&##Q#R来自欧

洲国家%!:Q'R来自非欧洲国家"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

人('(R"倾向于传统的结构式摘要形式%只有 ( 人(##R"

赞成-结论.置于标题前%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

#

i!!Q!!%

`di!%Dm$Q$$!"' 结论是!大多数作者倾向于-结论.置于

摘要末尾'

该研究步骤如下!研究者先从三种医学期刊中各选取 #

篇结构式摘要%这 ; 篇作为原始摘要(@W6<T+5<@"%然后将其

改编成 ; 篇新式摘要(@W6<T+5<]"%即-结论.(用斜体"置于

标题(用粗体"之前%最后请受试者按要求给两种类型的摘要

打分%并陈述其利弊' 其中赞成传统的结构式摘要形式的受

试者给出了三条理由!一是不喜欢变化而愿维持现状,二是

传统的结构式摘要概念性强%在阅读-方法.和-结果.之前%

不可能判断出-结论.的可信性,三是传统的结构式摘要逻辑

性强%而文章一开始即给出结论不符合逻辑'

$"*#结构式摘要在非医学期刊和社会科学期刊中的推广

应用

""结构式摘要最早用于生物医学期刊临床研究性论文和

综述类论文' !&&' 年%一些社会科学期刊开始采用结构式摘

要%如精神病学(4$-)-.* !"#$%&'"(D.12*-&)$1"&心理学(4$-)-.*

!"#$%&'"(,'-%-2&'D.12*"'"C1% 4$-)-.* !"#$%&'"(=7#2&)-"%&'

D.12*"'"C1% 4$-)-.* !"#$%&'"(E+&')* D.12*"'"C1% ;+C&'&%7

,$->-%"'"C-2&'D.12*"'"C1"% 还 有 非 医 学 期 刊% 如

4-"-%("$>&)-2.% F$#-).% D*&$>&2+#)-2&'G+.+&$2*

*#&+

'

S+T<-U2为推广和应用结构式摘要进行了不懈努力%探讨

结构式摘要是否适用于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非医学期刊%

并尽力向这些刊物的编辑推荐结构式摘要' 他在自己发表

的论文中详细阐述这种摘要形式%如 !"#$%&'"(@%("$>&)-"%

32-+%2+&600'-+7 =$C"%">-2.' 此外%S+T<-U2等*:$+将结构式摘

要用于教授基尔大学心理学一年级学生如何写实验报告%该

方法被基尔大学计算机系的教师采用并推广%用于教授一年

级和四年级学生写报告*:! V:#+

' S+T<-U2在这方面发表论文 7

篇!E6E<@==TY=T,+<U<YM6UL<T̂5<̂TÙ @W6<T+5<6,/ LY5,+-

L5,U/5UjŶT/+-6/ (#结构式摘要适用于社会科学期刊

吗/$"%E6E<@==TY=T,+<U<YM6UL<T̂5<̂TÙ @W6<T+5<6,/ DY/%

*Ù,5+-L5,U/5UjŶT/+-6/ (#结构式摘要适用于非医学期刊

吗/$"% @==-2,/0)T0Y/Y*,56<Y@==-,Ù )T0Y/Y*,56! M6,/0

L<T̂5<̂TÙ @W6<T+5<6(#结构式摘要在 m应用人类工程学 n期

刊中 的 应 用 $"% CU+51,/0 A6251Y-Y02 L<̂̀ U/<6<Y eT,<U

L<T̂5<̂TÙ @W6<T+5<6! @/ )a+-̂+<,Y/ L<̂̀ 2(#如何教心理学大

学生撰写结构式摘要)))一项评估研究 $"% eT,<,/0+

L<T̂5<̂TÙ @W6<T+5<dYT<1UC1U6,6(#学位论文结构式摘要的写

作$"' 他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式摘要相比%结构式摘要信息

含量高&易于阅读和查找*!:+

%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期刊*::+

&心

理学期刊*!9+

&非医学期刊*!7+

,教心理学学生采用结构式摘

要撰写实验报告%能够提高摘要质量*:$+

'

对于社科类期刊%S+T<-U2

*::+建议采用六项式结构式摘

要(6,c6̂W%1U+̀,/06")))背景&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以及评

述 ( 可 选 部 分 " ( ]+5X0TŶ/`% @,*% PU<1Ỳ% HU6̂-<6%

KY/5-̂6,Y/6+/` (Y=<,Y/+--2"KY**U/<"' 这种形式也可用于

综述类&推论型以及科学报道' 在格式方面%他建议小标题

可用粗体大写&摘要与正文分开%小标题之间空行'

对于学位论文摘要%S+T<-U2等*:$+建议采用五项式结构

式摘要(d,aU6̂W%1U+̀,/06")))背景&目的&方法或过程&结果

以及结论或启示(]+5X0TŶ/`% @,*6% PU<1Ỳ(6">ATY5Ù^TU6%

HU6̂-<6% KY/5-̂6,Y/6>E*=-,5+<,Y/6"%并描述了每个步骤的具体

内容'

$"(#结构式摘要的质量评估

采用结构式摘要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其质量问题'

S+T<-U2就摘要质量评估的必要性&依据&标准和方法进行了

探讨%!&&( 8#$!$ 年共发表相关论文 ' 篇!@/ )a+-̂+<,Y/ Yd

L<T̂5<̂TÙ @W6<T+5<6,/ jŶT/+-6 ÂW-,61Ù W2 <1U ]T,<,61

A6251Y-Y0,5+-LY5,U<2(#对英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四种期刊论文

结构式摘要的评估 $"% E*=TYa,/0<1UK-+T,<2YdjŶT/+-

@W6<T+5<6,/ A6251Y-Y02! C1UK+6UdYTL<T̂5<̂TU(#提高心理学

期刊摘要的明晰度)))以结构式摘要为例$"%C1U)ddU5<6Yd

L=+5,/0+/` C,<-U6Y/ ĵ`0*U/<6Yd<1U )ddU5<,aU/U66Yd

L<T̂5<̂TÙ @W6<T+5<6(#空行与标题对结构式摘要质量评价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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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HUa,6,/0+/` AY-,61,/0+L<T̂5<̂TÙ @W6<T+5<! E6E<

eYT<1 <1UC,*U+/` )ddYT</ (#花时间和精力修改并润色摘要

值吗/$"%KY**Y/ eU+X/U66U6,/ CT+̀,<,Y/+-@W6<T+5<6,/ <1U

LY5,+-L5,U/5U6(#社会科学论文传统式摘要中的常见问

题$"%SY.K+/ eU)a+-̂+<U<1U[̂+-,<2Yd@W6<T+5<6/ (#如何

评估摘要质量/$"%P+X,/0<1UjŶT/+-@W6<T+5<PYTUKY/5TU<U

#(如何使期刊摘要更具体$"'

#Q7Q!"结构式摘要质量评估的必要性

通过比较摘要初稿和摘要修改稿%S+T<-U2和 ]U<<6

*:9+给

出了肯定的答案!摘要修改稿比摘要初稿明晰%读者能够看

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因而%花时间和精力修改&润色摘要是

值得的' 在他们看来%-编辑. (Ù,<,/0"和-修改. (TUa,6,/0"

是大改%主要改内容%也可改顺序' -润色.(=Y-,61,/0"是-小

(改"并继续修改.%至少达到在作者眼中整个语篇更流畅&

衔接' 他们的方法是!以发邮件的方式与受试者(9$$ 多名

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和研究者"取得联系%采用 !! 分制)))

从 $ 分(不清楚"到 !$ 分(清楚"' 先请一半的受试者就摘要

初稿的每一部分(标题&背景&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和整

篇摘要的明晰度打分,摘要初稿经过编辑和修改后(该步骤

由研究者完成"%再请另一半受试者给这些摘要打分%随后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显示!修改过的摘要比原始摘要表达明

晰(Dm$Q$$(")))这说明即便是结构式摘要%我们也能提高

其质量'

#Q7Q#"结构式摘要质量评估的依据和标准

S+T<-U2

*:7 V:;+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评估摘要的质量'

(!"摘要的信息含量(E/dYT*+<,Y/ 5Y/<U/<"' 主要考量摘

要是否表达了原文的主要信息' #@A@格式手册$

*:'+这样定

义摘要!好的摘要应是论文中最重要的段落44摘要需信息

含量高%可读性强%条理分明%具有简明性和自含性(该手册

详细阐述了一篇好的摘要应具备的特点%但未提及结构式摘

要"'

(#"摘要的篇幅(@W6<T+5<-U/0<1"' #$$! 年版的#@A@格

式手册$要求摘要为 !#$ 个词%#$!$ 年版的#@A@格式手册$

规定!-各期刊对摘要篇幅要求不同%一般为 !7$ V#7$ 个

词.

*:'+

' 摘要字数似乎增加了%但传统式摘要仍比结构式摘

要字数少'

(:"摘要的可读性(@W6<T+5<TU+̀+W,-,<2"' 摘要的可读性

可用多种方法来测量*:(+

' 摘要的内容比论文引言和方法部

分多%因而不易阅读*:&+

' 结构式摘要可能比传统式摘要易

于阅读*!:+

'

(9"摘要的 -明晰性. (@W6<T+5<5-+T,<2"' S+T<-U2

*:;+ 对

-明晰性 . (5-+T,<2" 一词的界定是!文本的 -可读性 .

(TU+̀+W,-,<2"& -条理分明. (.U--%YT0+/,bÙ"& -表达清楚.

(5-U+T"以及-有信息含量.(,/dYT*+<,aU"' 不难发现%-明晰.

(如-5-+T,d2.&-5-+T,<2.和-5-U+T."在 S+T<-U2的论文中出现的

频率是很高的(有三篇论文以此为标题"'

(7"摘要的宏观结构(@W6<T+5<*,5TY6<T̂5<̂TU"' S+T<-U2

和]U/?+*,/

*:7+曾引用应用语言学家IY6L+/<Y6

*9$+的研究!语

步分析研究表明%摘要(应用语言学"一般遵循-五语步.模

式(+d,aU%*YaU=+<<UT/"' -语步. (*YaU"是语言学中的一个

概念%是-作者(说话者"用来实现语篇内部某一特定的目的

而采用的语篇单位.

*9!+

' 通俗地说%摘要中的一个小标题就

是一个-语步.%有几个小标题就有几个-语步.%-每个1语

步2具有不同的作用.

*;+

' 比如国家标准 G];99')(; 对摘

要中每个-语步.(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的作用进行了描

述' -若采用结构式摘要%作者就很难省略1语步2或变更

1语步2顺序.

*:7+

'

#Q7Q:"结构式摘要质量评估工具和方法

在#如何评估摘要质量$一文中%S+T<-U2

*9#+较为详细地

介绍了摘要质量评估工具和方法%他用了三种工具!

(!"@T+<,/065+-U' 通常要求受试者(英语为母语的专业

科技作者和英语不是母语的研究生"根据 51U5X-,6<上的项

目%分别给 : 个不同的摘要打分' @W6<T+5<! 和 @W6<T+5<# 为

已发表论文摘要,@W6<T+5<: 是未发表论文摘要' 考核项目

有 ' 个!无法理解&语法&拼写&结构&信息的选择&简洁性以

及是否适合国际读者' 分数设为 ! V7 个等级!! i很差,# i

差,: i一般,9 i好,7 i很好'

(#"@/ Ua+-̂+<,Y/ 51U5X-,6<' 评估量表中根据摘要的各

组成部分给出若干问题%如背景项的问题可能是!是否提及

前人的研究或本研究的发现/ 请受试者选择 -是.或 -不

是.%然后统计结果%并进行统计学检验' 该表最初由 D+T,/U

等*9:+于 !&&! 年编制%主要依据是临床研究性论文和综述类

论文写作要求*!!%##+

%评估标准有 ( 大类(目的&研究设计&研

究单位&研究对象&处理方法&测定变量&结果及结论"%共 :#

个问题' C+̀`,Y等*99+采用时增加了一个问题%S+T<-U2将该

表改编后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Uc<TU+̀+W,-,<265YTU' 采用的是C1UJ-U651 HU+̀,/0

)+6UL5YTU%这是以其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

Ĥ `Y-dJ-U651

*97+博士命名的%主要用于评估英文段落的阅读

难度' C1UJ-U651 HU+̀,/0)+6UL5YTU从三方面来评估段落难

度!句子的总数&词以及音节' 阅读易读度公式为!H4)i

#$;Q(:7 V(!Q$!7 c@LF" V((9Q; c@Le"' 其中 @LFi

+aUT+0U6U/<U/5U-U/0<1(平均句长"%@Lei+aUT+0U/^*WUTYd

62--+W-U6=UT.YT̀(平均每个字的音节数"%如今都是用计算机

来测量' J-U651分数设定在 $ 8!$$ 之间%分数越高%表明越

容易阅读' 例如分数介于 7$ 87&%适合 !$ 8!# 年级的学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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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分则适合 !: 8!; 年级的学生,$ 8#& 分则适合大学

生(以及期刊文章"'

在任何一项研究中%S+T<-U2一般同时用下列三种方法的

变量)))T+<,/065+-U6% 51U5X-,6<6+/` TU+̀+W,-,<2*U+6̂TU6%将

它们用于评估结构式和非结构式摘要%再比较三者的得分'

:"结语

j+*U6S+T<-U2勤于笔耕%著述颇丰' 本文从结构式摘要

的优势&编排方法&内容形式&在医学期刊&非医学期刊以及

社会科学期刊中的推广和应用以及质量评估这五方面概括

了他的研究' 不难看出%S+T<-U2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其研究既系统又科学%既可信%又有说服力' 他

的研究论文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联系和补充' 这些研究成果

为国内学者深入研究结构式摘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借

鉴的方法%能够开阔我们的思维%拓展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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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Y/+-BT0+/,b+<,Y/ dYTL<+/`+T̀,b+<,Y/4ELB#!9 V!&';()"

IY5̂*U/<+<,Y/%@W6<T+5<6 dYT ÂW-,5+<,Y/6 +/` IY5̂*U/<+<,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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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T<-U2j4@TUL<T̂5<̂TÙ @W6<T+5<6PYTU>BT>FU66@55̂T+<UC1+/

CT+̀,<,Y/+-B/U6/ @L<̂̀ 2,/ <1UA6251Y-Y0,5+-F,<UT+<̂TU4!"#$%&'

"(@%("$>&)-"% 32-+%2+% #$$$% #;(9"! #': V#''

!7"S+T<-U2j4E6E<@==TY=T,+<U<YM6UL<T̂5<̂TÙ @W6<T+5<6,/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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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L5Y=^6"的期刊遴选

冯"颖!"

"李"晶#"

"朱"诚!"

"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力学学报$编辑部%!!;$#9"大连%)%*+,-!dU/02,/03`-̂<4Ù^45/

#" 海南医学院杂志社%7'!!$!"海口%)%*+,-!-,?,/0_#$$$(#$3!;:45Y*

摘"要""简要介绍了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L5Y=^6)的功能以及涉及的学科领域%给出了 L5Y=^6数据库收录期刊的查

询方法& 重点详解 L5Y=^6收录期刊的评估与遴选机制和期刊进入 L5Y=^6数据库的操作步骤%为中国期刊工作者了解 L5Y=^6

数据库和期刊进入国际上最大的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 L5Y=^6数据库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

关键词" 期刊"文摘与引文数据库"斯高帕斯"评估与遴选机制

""L5Y=^6数据库是荷兰 )-6Ua,UT于 #$$9 年推出的#文摘

与引文数据库$%它由)-6Ua,UT公司与全球 #! 家研究机构的

:$$ 多名科研人员设计开发而成' L5Y=^6涵盖了全球 7$$$

多个出版商出版的 !'$$$ 余种科学&技术及医学方面的处

于持续出版状态的同行评审期刊%;$$ 余种商业出版物%

:7$ 种丛书以及超过 :'$ 万篇会议论文!

' L5Y=^6不仅为

用户提供了其收录文献的引文信息和分析工具%还在简单

明了的界面中直接整合了网络和专利(全球 7 大专利组织"

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三个步骤%直接链接到全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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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Y=^6)))不可或缺的信息导航工具4北京!励得爱思唯尔信

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爱思唯尔科技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