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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工作
,

是通过对自然的观

察或模拟自然现象进行实验
,

以探索自然奥

秘
,

阐明自然规律
,

从而达到利用 自然
、

改

造自然的 目的
。

科学研究的方法
,

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

观察
、

调查和实验
,

把所得到的零散的
、

现

象的
、

外部联系的各种感性资料收集起来
,

进行分析研究
,

提高到理性认识
,

并用于生

产实践
,

加以检验
、

补充
、

修改
、

丰富和发
展

。

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产物
,

是出成果
,

出人才
。

研究成果包括科研成果报告
、

学术著作

或论文
,

以及实物
、

图件
、

照片
、

模型
、

标

本等
。

科研人员如果长期拿不 出成果来
,

就

说明没有完成科研任务
。

目前国家规定的科技研究成果分三类

一 理论成果
,

即自然科学方面的具

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成果
,

包括 学 术 论 文

等
。

二 技术成果
,

即能大幅度提高劳动
生产率

,

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本
,

减

轻劳动强度的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工艺
、

新

产品
。

三 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 目的阶段性

成果
,

如我国计划在一九八二年底发射天文

卫星和资源卫星
,

现已研究成功的大部分探
测仪器

,

即属阶段性的成果
。

单位或个人取得科研成果
,

必须及时向
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或邀请有关专家评议井申
请 出版

。

现在我国已成立专利局
,

重大科研
成果可上报国家科委申请专利

。

向国家提交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内容应包

括
“

科学研究成果报告简表 ” ,

“

科学研究成果报告” ,

“

技术鉴定证书 ” 或
“

评议审查证书 ”

等
。

其中最重要的是
“

科学研究成果报告
” 。

所以 , 写好科学研究成果报告
,

是一项非常

艰巨而严肃的任务
。

科研报告或学术论文的作用

科研报告或学术论文
,

是在科学研究过

程中把最精华
、

最重要的资料 进 行 综 合整

理
,

加以理论化后所编写出来的总结
。

它的

主要作用是
使新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应用于

生产
,

变成新的生产力
,

提高生产水平
。

科研成果报告或论文发表后
,

重新回

到实践中去再受检查
,

进一步提高研究及应

用水平
。

科研成果报告或论文发表后
,

避免其

他科学工作者对本专题进行重复劳动
,

节省

时间
、

人力和财力
,

还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
一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 , 还可为

一些边缘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

推动整个科学

技术的发展
。

科研成果报告及论文是在科研工作最后

阶段进行
, 只有完成科研报告或科技论文以

后
,

该项科研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

科研报告或论文的基本内容

科研报告或论文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

研究任务的来源 ,

科研的 目的和意义 ,

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主要研究单位及协作 单 位 包 括 设

计
、

试验
、

施工
、

成果采用等单位
,

研究

人员及协作人员 ,

研究工作的时间进度 ,

研究经费的计算 ,

。

考察及试验结果 包括基本原理
、

技

术指标
、

工艺流程等

主要数据及例证 ,

必要的图表及照片 ,

科学研究结论
、

经济技术指标及水
平的评价 只有经济上可行

、

技术上先进的

新产品
、

新工艺才有推广价值 ,

存在的主要问题

,礴
乐谈身身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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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推理和发现

意见和建议
。

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的内容大体相同
,

但侧重点不同
,

一般来说
,

学术论文的重点

放在理论分析
,

而科研报告则侧重于试验方
法

、

试验数据和试验结果方面
。

这并不是说

科研报告可以忽视理论分析
,

学术论文不要

实验数据
、

观察结果和实际例证
。

科研报告及论文的结构

科研报告及学术论文没有固定的格式
。

不论是研究试验报告
、

调查 报 告
、

学 术论

文
、

技术总结
,

都是根据不同的研究性质
、

不同的专业技术
、

不同工作方法和不同的研

究程度等决定的
。

但其共 同 点 都 是能系统

地
、

明确地表达 出客观事实和作者的见解
。

所以研究者不必过分拘泥于文章的格式
,

只

要结构合理
,

文字精炼
,

表达力强
,

数据准

确就行
。

科研报告或论文的写作
,

在结构上一般

都有四个基本部分

绪论 一般要写得短些
,

简略叙述一

下科研任务
、

科研课题来源 , 在国民经济建

设及科学技术发展上的意义 , 研究单位
、

协

作单位
、

研究人员的构成等
。

研究项 目及国内外水平动向 主要叙

述所研究课题的国内外发展水平 及 发 展 方
向

,

前人做了那些工作 取得了那些成就

专题研究的主攻方向及所具备的条件
。

研究经过
,

采用的试验方法
、

手段
这是科研报告及论文的核心

,

应占主要的篇

幅
。

要详细叙述研究
、

观察
、

调查的经过
,

所采取的工艺流程
、

基本原理
、

取得的试验

数据
、

实际例证
,

并附以各种插图
、

照片或

图表等
。

这部分内容必须 真 实
、

准 确
、

严

密
、

可靠
。

结论 结论是研究者经过辛勤劳动
,

通过精心研究试验以后所作的科学结论
。

必

须实事求是
,

不能夸张
。

要指出研究成果的

应用范围和条件
,

技术经济效果及存在问题

和改进意见
。

要努力克服研究成果不能有效

应用的现象
。

一是供后来研究者了解本研究专题的研

究发展历史与各研究阶段的工作成就
,

以及

引用资料的来源
,

这也是尊重前人劳动的表

示
,

是科学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应有品德
。

二是使读者了解本次研究工作是在什么

样的基础上作出来的
,

明确其意义和作用
。

文献目录中各篇文献的记载格式应该一

致
。

可按下列顺序书写 作者姓 名
,

发表或

出版年分
,

著作标题
,

发表刊名及页数
,

出

版社名称
。

参考文献目录的排列方式通行有二几种

以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迸 行 编 号排

列 ,

。

依照作者姓氏笔划或外文字母序次排

列 ,

按文献 出版时间先后排列
。

上述三种方法
,

目前以第 一 种 采 川校

多
。

不同文字的文献可以混合排列
。

其 他 要 求

自录 篇幅较长的著作
,

文前要有 日

录
,

亦可划分章节编写
,

各章节应有明确的

标题
,

以利读者了解其著作的结构和层次
。

附图
、

附表较多的著作
,

在目录之后
,

还应

列出
“

附图目录 ” ,

并注明 各 图 表 所在页

数
。

索引 篇幅较长的著作
,

应附索引
,

把著作中所用的术语列出
,

标明所在贞数
,

以便利读者检索
,

节省时间
。

插图 在科研报告
、

论文著作中
,

为

了更好地列举事实
,

表明研 究 老 立 论的根

据
,

应附有必要的插图或照片
。

长期以来
,

科研工作报告的图件多是采用氨熏图
,

图件

质量差
,

容易变色
、

退色
,

不适 宜 长 期 保
。

一九七八年全国地质测 绘 制 印 会议指
“

凡是向国家汇交的地质报告
,

文字一
存出

参 考 文 献

研究者在科研报告和论文之末
,

应将参

考文献列出
,

其作用有二

律采用铅印或照排印刷
,

图件一律采用单色

印刷或彩色印刷 ” 。

目前一些地质队已 帅俩

印法代替了氨熏图
,

质量较好
,

可 长时 保

存
。

著作中的插图
、

照片
,

应安插在文巾相

应位置
,

并附图号
、

图名和说明 较人的图

幅最好附在文末
。

所有插图最好由作者亲自

绘制
,

必须交给别人摹绘的图件
,

也要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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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和整理
,

以免发生错误
。

科学著作的附图
,

在不影响科研报告论

文质量要求和节约的原则下
,

要尽可能地美

观大方
。

图式符号运用正确
,

印迹实在
,

墨

色均匀一致
,

清晰易读
。

彩色图的套合不超

过误差 毫米
,

彩色鲜明
,

色调一致
。

图中字体的结构紧密完整
,

布位均衡
,

笔划

端正
、

整齐
。

全图清洁醒 目
,

大方自然
。

表格 凡在文中可以用表格表达的材

料
,

都可以用表格的形式反映出来
,

以省略

文字篇幅
。

每一表格都应有名称和编号
。

为

方便读者阅读
,

各表格应安插在文中相应位

置
。

材料必须准确 研究者要用自己取得

的材料来论证最后的结论
。

论证结论的材料

必须完全准确可靠
、

足够和必要
。

概括的
、

具体的 , 正确的
、

反面的 , 认 识 的
、

行 动
的 , 背景的

、

效果的材料都要 有 才 好
。

但

是
,

有说服力的材料
,

例子并不在多
。

。

论点必须鲜明突出 在科研报告或论

文中
,

研究者的每个论点都必须态度明朗
,

讲究考据
。

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应有光明磊

落
、

实事求是的态度
,

不怕错误
、

勇于负责
的精神

,

不用模棱两可的含糊词句
。

明确表

示自己主张什么
、

反对什么
、

保留什么
。

对
于受条件限制

,

本次研究未得 出 的 肯 定结

论
,

也应实事求是地交待清楚
。

了
。

要注意文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逻辑

性和条理性是一篇好的科学研究报告及论文

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

它既要持之有故 , 以事

实为根据 , 也要言之成理
,

合乎逻辑
。

材料

一定要能足够地说明观点 , 观点一定要从它

的材料里分析出来
。

写文章要
“

有物有序 ” 。 “

有物 ” 就是

要有内容
, “

有序 ” 就是要有条理
。

文章布
局的中心是条理性

,

要联贯
,

有顺序
,

周密
,

性质不同的要能够区别
,

性质相同的要能够

集中
。

做文章要讲
“
起承转合 ” 、 “

承上启

下 ” 、 “
首尾照应

” 、 “ 一气呵成
” 。

不要
“

前

言不塔后语 ” 、 “

说到后而忘了前面 ” 、“ 三

句话联不成一气 ” 、 “

颠三倒四 ” 、 “

语无

伦次 ” ,

刃匕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条理
。

文稿力求简短 写科研报告或论文为

的是总结传播经验
。

在能够很好地表达的前
题下

,

文稿力求简短
,

不必要润冗长叙述应

该避免
。

只要取材恰当
,

一篇四至五千字 勺报

告或论文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表达研究结果
。

文法修词 为使科学著作达到好的效

果
, 必须注意文字的修饰

。

一篇好的科学著

作
,

其文笔必须流利
、

通顺
,

合乎文法
, 又

能用简洁的词句表达完整的意思
。

动笔以前
,

对立意布局
、

写作提纲必须

反复推敲
,

正如造机器前首先必须提出整体
设计一样重要

。

下笔之前多思索
,

下笔之时

边修改
,

写定之后反复改
,

多一次修改就是
多一次认识

。

表达我们的认识的文字和形式

必须选择恰当
。

衡量在
‘

改 ” 字上下的功夫

够不够有两条标准 一是文章的内容正确
,

能说服读者 , 另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
。

如果

还能达到吸引读者的境界
,

就更为完美了
。

此外
,

修改时应注意对学术名词及度量衡单

位应书写统一
。

文字
、

标点符号 简化字应按国务
院正式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使用

,

不要自
造或使用非正式的简化字

。

要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

书 写 或 印刷清

楚
,

以免读者发生误解
。

印制科研著作的纸张质 要求 印

制科研著作的纸张要求质量优良
,

耐用
,

不

要用易脆
、

易变质的纸张
,

不要用塑料
、

漆

布做封面和资料盒 袋
。

印制 科研著作文字编排应整齐美
观

、

字迹清楚校对准确
。

可以铅印或油印
。

在
国际科学界

,

一般认为只有 用 铅 印 发表的

科学著作才能被承认为正式 公 布 的 科学记

录
。

附表
、

附件一般应与文字报告汇装成一

册
。

附表
、

附件较多时可与文字报告分开
,

单独成册
。

附表
、

附件册数不宜过多
,

每册

厚度一般不宜超过二厘米
。

科研著作的发表 一般科研著作
,

其需要范围较广者
,

可在有关的公开刊物上

刊登或由有关单位 个人 出 版
,

正 式 刊

登或出版后才被认为是正式发表
。

保密性强

的科学著作
,

应由上级机关决定在何种内部

刊物上
,

并注明密级及发放范围进行公布
。

注明仅供某次学术研讨会或征求意见用

的论文稿
,

不代表作者的最后结论
,

不认作

正式发表
,

作者仍可在讨论会后或征求意见

后
,

重新修改补充或重作观测试验
,

最后定

稿后正式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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