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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主要内容

素
质
教
育

创作论文时如何选取研究主题

写作前的准备（如何选取研究主题 选择合适的培
训
计
划

写作前的准备（如何选取研究主题、选择合适的
投稿期刊、阅读“作者须知”或投稿指南 )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撰写（如何写好 篇 论文的

划—

读
者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撰写（如何写好一篇SCI论文的
题名、怎样写好摘要、论文正文的写作方法）

稿篇投稿及与编辑的联系

同行评议

发表论文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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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

创作论文时如何选取研究主题
吸引SCI期刊的兴趣吸引SCI期刊的兴趣



素
优秀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

素
质
教
育

O
O

N

培
训
计
划

N

N

O
O

N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1JACS 1995
2JOC 1987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划—

读
者

信息检索、

分析。。。

问题？创意？ 实验、计算。。。

篇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Synthesis of Amino Acids

发表 口头报告 论文

1JACS 1995
2JOC 1987

N

O
O

N

新的问题？发展、延伸同行评价 引用发表：口头报告、论文、

专利。。。

新的问题？发展、延伸
。。。

同行评价、引用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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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学术研究中论文写作的时间分配

素
质
教
育

学术研究中论文写作的时间分配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
培
训
计
划

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研时间的
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

划—

读
者

结占9%。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科研人员花
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

篇

美国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ttp://www.nsf.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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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学术研究中需要准备的信息资源

素
质
教
育

尽快获得信息资源，从中获取知识财富，激发创尽快获得信息资源，从中获取知识财富，激发创
新思维新思维
尽快获得信息资源，从中获取知识财富，激发创尽快获得信息资源，从中获取知识财富，激发创
新思维新思维培

训
计
划

围绕着某一个课题，利用数据库帮助科研人员获得：
该课 的 要文献的全文

新思维新思维新思维新思维

划—

读
者

该课题的重要文献的全文
该研究领域中的高影响力学者的信息
文献中实验相关的事实性数据篇 文献中实验相关的事实性数据
该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期刊、热点课题
研究成果如何向某种学术期刊投稿发表研究成果如何向某种学术期刊投稿发表
如何提高论文的引用
如何跟踪该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如何跟踪该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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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利用大型权威检索工具进行课题选题

素
质
教
育

著名综合性参考数据库——大型权威检索数据库

f S i 科学引文索引培
训
计
划

Web of Science   科学引文索引
Ei Compendex   工程索引
SCOPUS 综合性文摘数据库划—

读
者

SCOPUS           综合性文摘数据库
INSPEC       科学文摘

篇

主要利用检索型工具（文摘数据库）进行课题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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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利用学科检索工具进行课题选题

素
质
教
育

利用学科检索 具进行课题选题
学科参考数据库

BIOSIS Previews 生命科学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培
训
计
划

BIOSIS Previews 生命科学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MEDLINE 生物医学文摘数据库
SciFinder Scholar(CA） 化学文摘数据库划—

读
者

SciFinder Scholar(CA） 化学文摘数据库

利用学科参考检索工具（文摘数据库）进行专业课题选
篇

利用学科参考检索工具（文摘数据库）进行专业课题选
题

82010-05-20



素
如何利用SCI进行选题分析

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利用SCI的特有功能，我划—

读
者

利用 的特有功能，我
们可以判断研究项目的学科

次 究学 脉络篇范围、层次；研究学科脉络、
应用领域 发展前景等应用领域、发展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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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

如何向SCI收录的期刊、
会议投稿会议投稿



素
SCI 学科范围

素
质
教
育

学科范围涉及农业与食品科技、天文学、行为科
学 生物化学 生物学 生物医学 化学 计算培

训
计
划

学、生物化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化学、计算
机科学、电子学、工程学、环境科学、遗传学、
地球科学 仪器 材料科学 数学 医学 微生划—

读
者

地球科学、仪器、材料科学、数学、医学、微生
物学、原子能科学、药理学、物理学、精神病学
与心理学 统计与概率 技术与应用科学 兽医篇与心理学、统计与概率、技术与应用科学、兽医
学、动物学等170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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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 收录生命科学期刊数量

素
质
教
育

生物类：1460种

种培
训
计
划

医药类：2494种

农业类：676种
划—

读
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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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收录文献类型

素
质
教
育

SCI收录文献类型
被标示为综述的文章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发表在综述性期刊的文章培
训
计
划

发表在综述性期刊的文章；

包含了100条以上的参考文献，同时还标明了该
划—

读
者

文章为综述，

另外在目录或者文章中出现“Review”或者
篇

“Overview”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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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收录文献类型——综述示例

素
质
教
育

SCI收录文献类型 综述示例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篇

殷卫海教授的这篇文
章含135篇参考文献章含135篇参考文献，
被标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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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素质教育培训计划 —读者篇

科技论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



素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素
质
教
育

写什么和如何写：如何选取研究主题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培
训
计
划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阅读“作者须知”或投稿指南
划—

读
者

论文文体指南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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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什么样的科技论文是值得发表的？

素
质
教
育

什么样的科技论文是值得发表的？

一点之见即成文
培
训
计
划

综述性论文的独创性体现在作者对文献的选择, 
以及对相关主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展望;划—

读
者

不要把属于同一研究成果的素材“支解”为多
篇“香肠”论文(salami slicing)；

篇
( g)；

避免无意或有意的剽窃行为

引述他人思想、数据或论述而不注明出处；引述他人思想、数据或论述而不注明出处；

抄一篇为剽窃，抄多篇为创新；
避免 稿多投或 稿多发避免一稿多投或一稿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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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质
教
育

论文的作者必须回答以下4个问题

你为何 始（ ）培
训
计
划

你为何要开始（Why did you start ） ?
你做了什么（ Why does it mean ）？划—

读
者

你发现了什么（What did you find）？

它的意义是什么（What does it mean ）？
篇

它的意义是什么（What does it me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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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质
教
育

这4个问题在论文中有固定的格式来阐述和回答，
即论文的IMRAD结构培

训
计
划

即论文的IMRAD结构：

引言（Introduction)、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 结果（ )和讨论

划—

读
者

and methods)、结果（Results)和讨论
（Discussion)

篇再加上题名（Title)、摘要（Abstract)、关键词
（Key words)、致谢（Acknowledgements)和参考
文献（References)，构成一篇完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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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素
质
教
育

在着手撰写论文的初稿之前,需要准备的工作有

拟定论文的试 名 摘培
训
计
划

(1)拟定论文的试用题名和摘要
论文定稿后的题名和摘要在于引导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

料检索 摘 为 助作
划—

读
者

和资料检索,试用题名和摘耍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作者有
条不紊地整理写作思路

整理 分析研究结果篇(2)整理、分析研究结果
论文的选题确定以后就可以收集并整理分析作为论据的
研究结果(或数据)了 在结果(或数据)整理与分析中应研究结果(或数据)了。在结果(或数据)整理与分析中应
认真、仔细地思考将要采用哪些插图和表格(图表的选择
和设计应遵循必要 清楚的原则)和设计应遵循必要、清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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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素
质
教
育

(3)检索并查阅参考文献
有相当多作者的引 行为表 对参考文献的培

训
计
划

有相当多作者的引证行为表明，对参考文献的
选择与标引在论文的撰写中最容易被轻视,同

划—

读
者

时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环节。

目前我国科技论文中普遍存在着对参考文献引
篇

目前我国科技论文中普遍存在着对参考文献引
用严重不足的状况统计表明,我国科技期刊的
平均篇论文参考文献数量大多不及同类国际性平均篇论文参考文献数量大多不及同类国际性
期刊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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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素
质
教
育

国外对参考文献严格要求：
培
训
计
划

国外许多期刊编辑部或专业性学会对参考文献的
选择与引用均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例如,美国化划—

读
者

选择与引用均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 例如 美 化
学会(ACS)在其修订的“作者的道德责任”中明
确指出:“作者有履行检索并引用(与本人工作)密

篇
确指出: 作者有履行检索并引用(与本人工作)密
切相关的原始论著的责任。”

因此 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辩解因为没看到某篇最因此,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辩解因为没看到某篇最
相关的文献,所以没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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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素
质
教
育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 作
充分重视检索并查阅重耍的相关文献：
具研究背景意义的文献

培
训
计
划

具研究背景意义的文献
供实验(研究)方法参考或引用的文献
有支持或冲突性证据的文献
供论据或论点比较用的文献

划—

读
者

供论据或论点比较用的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引
为方便论文撰写和修改中对参考文献的增删 建议在定稿前对参篇为方便论文撰写和修改中对参考文献的增删,建议在定稿前对参

考文献的标引采用著者-出版年体系，定稿后采用顺序编码体系。

如能熟练使用如能熟练使用Endnote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将在论文写作文献管理软件，将在论文写作
中受益无穷。中受益无穷。中受益无穷中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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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素
质
教
育

熟悉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
力求所选择期刊的出版内容与稿件的专题确实密切相关

培
训
计
划

力求所选择期刊的出版内容与稿件的专题确实密切相关。
可以利用SCI数据库来分析选择和您课题相关的热点期刊。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 则有可能出现下划—

读
者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则有可能出现下
列3种情况：
（1）稿件被简单地退回 理由是稿件的内容“不适合本刊”篇（1）稿件被简单地退回，理由是稿件的内容“不适合本刊”
（2）尽管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范围涉及稿件的主题，但由于
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编辑和审稿人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
能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

（3）即便稿件被接受和发表，作者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被埋（ ）即便稿件被接受和发表，作者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被埋
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津的期刊中，从而达不到与小同行交
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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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素
质
教
育选择拟投稿的期刊时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培
训
计
划

（1）稿件的主题是否适合于期刊所规定的范围

首先，应在SCI、Scopus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
划—

读
者

其次，要认真阅读准备投稿期刊的作者指南，尤其要注
意其中有关刊载论文范围的说明；

篇再次，仔细阅读最近几期拟投稿期刊的目录和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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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素
质
教
育

（2）期刊的读者群和显示度如何

培
训
计
划

谁阅读这份期刊？作者需要考虑将论文发表在最合

适的期刊中。
划—

读
者

（3）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如何，录用率是否适当

利用JCR检索该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来了解期
篇刊的学术影响力。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在不能确定拟投稿
期刊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在SCI数据
库检索分析统计该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
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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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素
质
教
育（4）期刊接受至发表的时间
培
训
计
划

稿件自被接受至发表的时间在选择期刊时也需要考虑。

根据拟投稿的期刊论文的收稿日期（Submitted date）划—

读
者

根据拟投稿的期刊论文的收稿日期（ ）

和接受日期（Accepted date）及期刊的出版日期来

推测。
篇

推测。

（5）期刊收取的发表费用
期刊是否收版面费和彩版制作费 审稿费期刊是否收版面费和彩版制作费、审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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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这里我们借用2007年~2009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
物学院发表的SCI论文来进行期刊分析培

训
计
划

物学院发表的SCI论文来进行期刊分析

输入检索式 选划—

读
者

输入检索式，选
择字段为“地
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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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培
训
计
划 学院近3年共发划—

读
者

学院近3年共发
文总量为278篇。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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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作者分析结果：学
院发文最多的是院
长唐克轩教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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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研究主题分析结果：农学
院发表的论文涉 多的培

训
计
划

院发表的论文涉及最多的
学科是生物技术与应用微
生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植物科学等划—

读
者

物学、植物科学等。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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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发文期刊分析说明了农学院
师生投稿的多样性。
我们选择其中的一种期刊
BIOTECHNOLOGY AND划—

读
者

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
进行深入分析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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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这是期刊BIOTECHNOLOGY培
训
计
划

这是期刊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
最近十年的发文总量：667篇，
可以进行分析划—

读
者

可以进行分析。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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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培
训
计
划

期刊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涉
及的学科相对集中，说明了期刊划—

读
者

及的学科相对集中，说明了期刊
载文学科倾向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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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期刊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发
文最多的是中国作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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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素
质
教
育

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在期刊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中国
机构发文较多。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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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了解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阅读“作者须知”
培
训
计
划

几乎所有的期刊都有作者须知或投稿指南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Notes to Contributors),
划—

读
者

有些期刊每一期都会刊登简明的“作者须知”,有些则

只登在每卷的第一期上,并且不同期刊作者须知的细节
篇

可能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准备稿件的

指南,从而使得稿件更容易、快捷和正确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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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了解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投稿前阅读期刊的“作者须知”

了解投稿指南

培
训
计
划

如Journal of Bacteriology《细菌学杂志》
（刊载细菌和其他微型有机体，包括真菌和其划—

读
者

他单细胞和原核有机体的基础研究论文）的作
者须知长达18页

篇
者须知长达 页
http://jb.asm.org/misc/itoa.pdf，不能逐
一细读，但还是应该浏览一遍细读，但还是应该浏览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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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了解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通过“作者须知”可以了解的信息主要有:
了解投稿指南

培
训
计
划

(1)刊物的宗旨和范围

(2)同栏目论文的长度、主要章节的顺序安排
划—

读
者

(3)投稿要求,如:投稿的份数、形式(可否以电子版形式
投稿)、图表如何投寄

篇 (4)是否履行同行评议

(5)多长时间后能决定可否录用

(6)采取何种体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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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了解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7)如果稿件中涉及对人或动物所作的实验,则需弄清楚

拟投稿期刊在伦理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了解投稿指南

培
训
计
划

拟投稿期刊在伦理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8)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SI)对于某些特殊单位(如货币

单位)或某些非SI的单位(如英制单位) 如果对某些读者划—

读
者

单位)或某些非SI的单位(如英制单位),如果对某些读者

有帮助,也可在圆括号里附注用相关单位所表示的数值。

(9)其他 如对语言的要求（采用英国英语拼写还是美国篇(9)其他，如对语言的要求（采用英国英语拼写还是美国
英语拼写）、所推荐的词典或文体指南、有关缩写和术
语方面的规定。语方面的规定。

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必须了解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必须了解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必须了解以上内容中大部分是作者在准备稿件时必须了解
的，否则，稿件有可能被简单的退回，理由是的，否则，稿件有可能被简单的退回，理由是
“不符合本刊的投稿要求”“不符合本刊的投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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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lsevier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Elsevier是荷兰一家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商
培
训
计
划

是荷 家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商
Elsevier期刊作者主页（AUTHORS HOME）
服务网址：划—

读
者

服务网址：
http://www.elsevier.com/wps/find/authorsho
me authors 可以查看所有期刊的投稿要求、编

篇
me.authors，可以查看所有期刊的投稿要求、编
委组成、投稿渠道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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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lsevier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作培
训
计
划

Elsevier的作者
主页

划—

读
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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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lsevier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

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培
训
计
划

期刊投稿指南

划—

读
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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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lsevier期刊网上投稿指南

素
质
教
育Elsevier以支持全球学术交流为宗旨，不向作者
培
训
计
划

收取刊登论文的版面费

对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如果在英文撰稿划—

读
者

对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如果在英文撰稿
方面存在语言困难，爱思唯尔向您建议专业的语
言校对中心 他们可以帮助您进行语言校对和稿

篇
言校对中心，他们可以帮助您进行语言校对和稿
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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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科技论文的结构

素
质
教
育

科技论文的结构

论文题名+眉题
培
训
计
划

作者姓名+通讯地址

摘要+关键词划—

读
者

引言(Introduction)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篇

材料与方法( e e o )

结果(Results)

讨论与结论(Discussion & Conclusion)讨论与结论(Discussion & Conclusion)

致谢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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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论文题名如何能吸引SCI期刊的兴趣

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利用SCI数据库中高被引利用SCI数据库中高被引
划—

读
者

论文的题名类型进行分析，
帮助读者写好论文题名

论文的题名类型进行分析，
帮助读者写好论文题名篇 帮助读者写好论文题名帮助读者写好论文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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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题名撰写的基本要求

素
质
教
育

在设计题名时，作者应思考一下“我如何检索这类信息”

题名撰写的ABC要求培
训
计
划

题名撰写的ABC要求

准确（Accuracy）、简洁（Brevity）清楚（Clarity）
划—

读
者

利用利用SCISCI数据库中高被引论文的题名类型进行分析，帮数据库中高被引论文的题名类型进行分析，帮
助自己写好英文题名助自己写好英文题名

篇
助自己写好英文题名助自己写好英文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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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高被引论文题名分析——示例
素
质
教
育

名词性词组题名形式：

Title: Processing of X ray diffraction data培
训
计
划

Title: Processing of X-ray diffraction data 
collected in oscillation mode 震荡模式中X射线
衍射数据的分析方法划—

读
者

衍射数据的分析方法
Author(s): Otwinowski Z, Minor W
Source: MACROMOLECULAR CRYSTALLOGRAPHY PT A篇Source: MACROMOLECULAR CRYSTALLOGRAPHY, PT A 
METHODS IN ENZYMOLOGY 276: 307-326 1997 《酶
学方法》美国 Elsevier学方法》美国 Elsevier 
SCI被引20467次，其中2010年703次。该题名堪称准
确、简洁、清楚的典范，即用7个实词和2个虚词清确、简洁、清楚的典范，即用7个实词和2个虚词清
晰地说明了论文的研究主题内容为"Processing",对
象是"X-ray diffraction data coll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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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高被引论文题名分析——示例
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篇

492010-05-20



素
SCI高被引论文题名分析——示例

素
质
教
育

主-副题名相结合

Title: Gapped BLAST and PSI-BLAST: a new generation of
培
训
计
划

protein database search programs （空位BLAST(碱基局部对
准检索)和特殊位置重复BLAST：新一代蛋白质数据库检索程序）

A h ( ) Al h l dd h AA h
划—

读
者

Author(s): Altschul SF, Madden TL, Schaffer AA, Zhang
JH, Zhang Z, Miller W, Lipman DJ

Source: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5 (17): 3389-3402 SEP 1
篇

Source: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5 (17): 3389 3402 SEP 1 
1997 《核酸研究》英国

SCI被引用24640次，其中2010年834次

作者采用主-副题名相结合的方式较醒目地给出了论文的主题：
基于Position--Specific Iterated(PSI)特殊位置重复的

d BLAST 空位碱基局部对准检索程序 并在冒号gapped BLAST programs空位碱基局部对准检索程序，并在冒号
后进一步说明PSI-BLAST是新一代的protein database search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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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高被引论文题名分析——示例
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划—

读
者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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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高被引论文题名的特点小结

素
质
教
育题名：准确、简洁、清楚
培
训
计
划

对于题名的长度、眉题、缩写、字母的大小写，应注意参
考投稿期刊的作者指南及其最近期刊所发表的论文。

划—

读
者

为了突出论文的核心内容，应尽可能地将表达核心内容的
重要的词放在题名的开头，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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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写怎样的论文摘要写怎样的论文摘要划—

读
者

才能吸引SCI期刊的兴趣才能吸引SCI期刊的兴趣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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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摘要的类型与基本内容

素
质
教
育

根据内容的不同，摘要可分为以下三大类：报道性摘要、
指示性摘要和报道指示性摘要

培
训
计
划

指示性摘要和报道指示性摘要

(1)报道性摘要(informative abstract)：
也常称作信息性摘要或资料性摘要，其特点是全面、简要地

划—

读
者

概括论文的目的、方法、主要数据和结论。通常,这种摘要可
以部分地取代阅读全文。

(2)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篇(2)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
也常称为说明性摘要、描述性摘要(descriptive abstract)
或论点摘要(topic abstract)，一般只用二三句话概括论文或论点摘要 p ， 般只用 句话概括论文
的主题，而不涉及论据和结论，多用于综述、会议报告等。
该类摘要可用于帮助潜在的读者来决定是否需要阅读全文。

(3)报道 指示性摘要(i f ti i di ti  (3)报道-指示性摘要(informative- indicative 
abstract)：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述一次文献中的信息价
值较高的部分 以指示性摘要的形式表述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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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摘要的结构

素
质
教
育

摘要给人第一口苹果的品尝效果.
结论写完以后再写摘要培

训
计
划

结论写完以后再写摘要.
摘要主要讲述本论文的要点。

划—

读
者

审稿人一般用15分钟看摘要和引言.如果第一印
象不好,他/她会去寻找理由建议主编退稿.

篇摘要的读者面比论文全文的读者面大得多。

不要用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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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引言

素
质
教
育引言的目的是引导读者进入论文的主题。培
训
计
划

引言的目的是引导读者进入论文的主题。

基本内容应该包括研究背景、存在问题、
和研究目的等三个方面

划—

读
者

和研究目的等三个方面。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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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引言写作的基本内容

素
质
教
育

作为正文的开篇，引言的质量决定了读者对论文的第一印
象

培
训
计
划

象

引言内容：

（1）综述研究背景划—

读
者

（1）综述研究背景

（2）引用“最相关”的文献以指引读者

（3）强调作者在本次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或贡献篇（3）强调作者在本次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或贡献

（4）叙述前人工作的欠缺应慎重且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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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材料与方法写作要求
素
质
教
育

快速判定研究成果能否被重复的途径是作者所描
述的材料与方法培

训
计
划

述的材料与方法。

论文提交给同行评议时，如果审稿人对作者是否
采取了 确 行的 究方法或技术 或实验能否

划—

读
者

采取了正确可行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或实验能否
被重复高度怀疑，就会建议退稿。而不管研究结

篇果如何的激动人心。

因此，材料与方法的表达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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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材料和方法写作内容

素
质
教
育

材料和方法写作内容

“材料和方法”部分应清楚、准确描述是如何获
培
训
计
划

得研究结果的；
对方法的描述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划—

读
者

⎯ 包括所有必要的细节(以便他人能够重复实
验);

篇
验);
⎯ 不能遗漏重要文献；
⎯ 描述要准确(“room temperature” is not描述要准确( room temperature is not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 参考拟投稿期刊的表达方式⎯ 参考拟投稿期刊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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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结果总体要求

素
质
教
育

尽可能列出“结果”的原始数据，而不能
培
训
计
划

只报道统计处理后的数据

数据表达可采用文字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划—

读
者

数据表达可采用文字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

对实验或观察结果的表达要高度概括和提
炼篇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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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讨论的重点

素
质
教
育 “讨论”的重点在于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
培
训
计
划

讨论 的重点在于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
断, 并说明作者的结果是否支持或反对某
种观点 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观点等；划—

读
者

种观点、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观点等；

撰写讨论时要避免含蓄, 尽量做到直接、
篇 明确, 以便审稿人和读者了解论文为什么

值得引起重视（Place your results in a值得引起重视（Place your results in a 
wider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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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讨论的注意事项

素
质
教
育对结果的解释要重点突出, 简洁、清楚：
培
训
计
划

着重讨论本研究的重要发现
推论要符合逻辑, 避免实验数据不足以支划—

读
者

推论要符合逻辑, 避免实验数据不足以支
持的观点和结论；
对结果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的表达要实

篇
对结果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的表达要实
事求是, 适当留有余地；
讨论的末尾阐述最重要的结论(“take讨论的末尾阐述最重要的结论(“take-
hom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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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结果、讨论与结论的侧重

素
质
教
育

结 果: 介绍研究结果(必要时应使用图表)；是对
培
训
计
划

重要研究结果的描述和说明;

讨 论:是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否符合原来的期划—

读
者

讨 论:是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否符合原来的期

望)；探讨所得到的结果与研究目的或假设的关

系 与他人研究结果的比较与分析篇系、与他人研究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结 论: 主要认识或论点; 概述研究成果可能的

应用前景及局限性; 建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或方向题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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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质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了解SCI期刊：
划—

读
者

审稿准则
如何投稿SCI期刊

篇
如何投稿SCI期刊
如何走入国际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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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

素
质
教
育

第 作者和通信作者

论文的执笔人或主要撰写者应该是第一作者；
培
训
计
划

贡献相同作者的表达：

— 共同第一作者划—

读
者

共同第 作者,

— 通讯作者,

这些作者对研究工作的贡献是相同的篇 — 这些作者对研究工作的贡献是相同的

避免随意“搭车”署名、不能遗漏应该署名
的作者 不 擅自将知名人士署为作者之的作者、不可擅自将知名人士署为作者之一
以提高论文声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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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区别素
质
教
育

第 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区别

文章的成果是属于通讯作者的，说明思路是通讯
培
训
计
划

作者的，而不是第一作者。第一作者仅代表是你

做的，且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划—

读
者

，

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要负责与编辑部的一

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等。当通讯作者和第一作
篇

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等。当通讯作者和第 作

者是同一个人时，可省略通讯作者。当通讯作者和第一

作者不一致时 才有必要加通讯作者。作者不 致时，才有必要加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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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区别

素
质
教
育

第 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区别

国外期刊很看重通讯作者，如果是自己很有分量
培
训
计
划

的文章不要随便将别人作为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划—

读
者

书写和把关。他也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联系人。最重要的
是，他担负着文章可靠性的责任。通讯作者的好处是能和

篇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一些杂志会约你审稿，写综述。

这些会大大地提高你在科学界的地位。

第一作者一般是本文工作中贡献最大的研究人员。此作者
不仅有最多和最重要的图表 (即体力上的贡献)，也是文
章初稿的撰 人(即对本文的智力贡献)章初稿的撰写人(即对本文的智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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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通讯作者的具体责任

素
质
教
育

通讯作者的责任：
培
训
计
划

给予所有对此工作有贡献的人员恰当的承认。那
些对研究工作有显著贡献的人应该被列入共同作划—

读
者

者。

在投稿时 通讯作者要确认所有被列入作者名单
篇

在投稿时，通讯作者要确认所有被列入作者名单

的人都同意投稿，承担包括所有共同作者并且仅

仅包括共同作者的责任 通讯作者代表所有作者仅包括共同作者的责任。通讯作者代表所有作者

签署版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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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科技期刊履行同行评议的现状

素
质
教
育

科技期刊履行同行评议的现状

科技期刊履行同行评议制度最初是1752年英
培
训
计
划

国皇家学会资助的刊物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倡导和实施。划—

读
者

倡导和实施

73%的期刊采取每篇论文2位审稿人的形式，
18%的期刊采取每篇论文3位审稿人的形式

篇
18%的期刊采取每篇论文3位审稿人的形式。
6%采用1位和3%采用3位以上的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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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科技期刊履行同行评议的现状

素
质
教
育

科技期刊履行同行评议的现状

同行评议的主要形式：
培
训
计
划

（1）单盲评审 即作者姓名对审稿人公开，但审稿

人姓名不对作者公开，大约有60%的期刊采取单盲评划—

读
者

审 。

（2）双盲评审 即作者姓名和审稿人姓名互不公
篇 开。采取双盲评审主要是限制审稿人的审稿倾向。

（3）公开评审 即作者姓名和审稿人互相公开，有
的期刊一直坚持采用公开评审的形式。但大部分审稿
人并不希望公开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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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审稿人（同行评议）关注内容

素
质
教
育作者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讨论和结论是否合理
培
训
计
划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妥当
稿件的内容是否新颖、重要划—

读
者

稿件的内容是否新颖、重要
文字表达是否正确、简明、清楚
稿件中的实验描述是否清楚并且能被读者重复

篇
稿件中的实验描述是否清楚并且能被读者重复、
实验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稿件的论题是否适合于相应的期刊稿件的论题是否适合于相应的期刊
图表的使用和设计是否必要、规范、清楚
稿件的摘要 引言 体例是否合适稿件的摘要、引言、体例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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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利用SCI合理引用参考文献

素
质
教
育

目前国际期刊有250种以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参考文献各著录项的说明（作者姓名 期刊名称缩写 期培

训
计
划

参考文献各著录项的说明（作者姓名、期刊名称缩写、期
刊或著作的出版时间、论文起止页码、出版地和出版者）

划—

读
者

参考文献的体例类型：
著者 出版年体系( t N Y)篇著者-出版年体系(name - year system，N-Y) 、

顺序编码体系(citation - order system或citation -

sequence system C S)sequence system，C-S) 、

著者-数字(顺序编码)体系(alphabet - number system，
A-N)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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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利用EndNote写作论文

素
质
教
育

利用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可以方便地编辑参
培
训
计
划

考文献。

划—

读
者

关于关于EndNote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我们将根据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我们将根据

大家的要求开设大家的要求开设篇 大家的要求开设。大家的要求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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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论文投稿信

素
质
教
育

论文投稿信

简明扼要型：简短明了、重点突出, 最好不要
培
训
计
划

超过一页

（1）声明稿件内容不曾公开发表划—

读
者

（ ）声明稿件内容不曾公开发表

（2）提供作者的通信地址、电话、传真、E-
MAIL等

篇
MAIL等

该类投稿信适用于对投稿没有具体要求或规
定的期刊 因而内容比较简单定的期刊，因而内容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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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CI论文投稿信

素
质
教
育

论文投稿信

详细阐述型：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论文培

训
计
划

1、论文题目

2、说明期刊的读者会对稿件的内容感兴趣
划—

读
者

3、论文的创新性

4、具体指出研究成果的创新之处及其为什么重要
篇5、声明论文的所有作者均符合暑名的要求

这类投稿信对期刊的编辑是很有帮助的，尤其适用专
业性较强的选题，有关作者的联系地址（作者的通信
地址、电话、传真、E-MAIL等)可在信头的作者地址
中 并给出中一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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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与编辑的联系

素
质
教
育

与编辑的联系

如果没有收到期刊的“收稿回执”，可在2-3周
培
训
计
划

后通过 E-mail或电话询问编辑部；

如果2个月后没有收到是否录用的决定 可以询划—

读
者

如果2个月后没有收到是否录用的决定，可以询

问

审稿结果篇审稿结果:

无须修改即可录用；；

改后录用；

退稿(或改后再审)退稿(或改后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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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何回复SCI投稿审稿人意见

素
质
教
育

1、所有问题必须逐条回答。
满足意 中需要补充的实验培

训
计
划

2、尽量满足意见中需要补充的实验。
3、满足不了的也不要回避，说明不能做的划—

读
者

合理理由。
4、审稿人推荐的文献一定要引用，并讨论

篇
4、审稿人推荐的文献 定要引用，并讨论
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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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果收到的是一封退稿信

素
质
教
育认真思考审稿人或编辑提出的退稿意见：
培
训
计
划

⎯ 暂不再投稿;

修改稿件 并重投到同 份期刊( l i
划—

读
者

⎯ 修改稿件, 并重投到同一份期刊(explain 

why);
篇

⎯ 修改稿件，改投其他期刊

不要将不做任何修改的原稿件转投他刊不要将不做任何修改的原稿件转投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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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发表论文的道德准则

素
质
教
育

同一研究成果不要过多地发表论文。两篇或多

篇论文在 相 引 的情 能合 相培
训
计
划

篇论文在互相不引用的情况下，不能合用相同

的假定，数据，讨论要点或者结论。
划—

读
者

已经发表的论文摘要或会议文集预印本不影响

以后的投稿。但是在投稿时应说明全部情况。
篇

以后的投稿。但是在投稿时应说明全部情况。

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发表论文是可以接受的，只

要在投稿时完全 显著地说明稿子的原始来源要在投稿时完全、显著地说明稿子的原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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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一稿多投

素
质
教
育

典型的相同研究成果的重复发表很少，更常见的是作者

就某个较大的课题发表多篇论文 如果资料没有重复且培
训
计
划

就某个较大的课题发表多篇论文，如果资料没有重复且

每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重复发表案例 就同 问题对不同组病人的研究 或针
划—

读
者

重复发表案例：就同一问题对不同组病人的研究，或针

对同一组病人不同侧重点的报道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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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如何提高SCI引用率

素
质
教
育

国内发表论文引用率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论文不

是原创论文 不是该学科的热点研究培
训
计
划

是原创论文、不是该学科的热点研究

1、将您发表的SCI论文寄给和您相关的学者
划—

读
者

2、将您发表的SCI论文寄给您引用的参考文献作者

3、利用SCI、 Scopus检索和您相关研究机构将您发表的
篇SCI论文寄给他们

4、利用SCI、 Scopus检索和您研究方向的高影响力作者

将您发表的SCI论文寄他们

5、修改您的研究方向，研究该学科的热点课题、修改您的研究方向，研究该学科的热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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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质
教
育 问题？培
训
计
划

问题？
划—

读
者 谢谢！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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