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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组织不同体裁的文章？ 
吴爱华  吴婷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 

科技期刊的稿件类型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分类体系。按照文献体裁来分，可分为研究

性文章（包括论著或原著等一次性文献）、综述类文章、述评类文章及研究简报、问题讨论、

个案报告、经验介绍等。对多数科技期刊来说，研究性文章是主体，其他类文章所占的比例

相对较少。不同类型的文章写作特点不同，其组织方式也不同。 

1  研究性论文的组织 

研究性论文，也称论著或原著，是科技期刊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重要的一次性文献。

论著是对科研工作中得到的材料进行科学地归纳、分析和推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创新

性发现或论点的文献
[1]
。一篇高水平的论著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

规范性。论著不仅要如实反映研究的过程，提供准确的实验数据，客观、全面地分析研究结

果，还要进行逻辑严密的推理，得到严谨的有说服力的结论
[2]
。 

论著是科技期刊发表内容的主体，各期刊都很重视论著文章的组织工作。论著的来源主

要有自由来稿和编辑组稿两种形式，组织这类稿件时，应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自由来稿

论著的审核和组织工作。科技期刊大部分论著类文章来自作者的自由来稿，其学术水平参差

不齐，因此要注重稿件的审核工作。除经过常规的三审以判定稿件质量之外，编辑应注重审

查稿件的内在联系性，以便有机地组织稿件。自由来稿可以按照学科或研究方向、研究内容

分类，根据其内在联系性，配合组稿稿件，形成刊物发表的当期主题，达到最佳的学术传播

效果。2）做好组稿工作。组稿可以很好地解决自由来稿稿源分散、研究内容各异的问题，

是重要的稿源组织形式。期刊编辑需抓住研究领域内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有计划地进行策划

和组稿。论著的组稿对象，可以是相关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可以是一般科研人员，只要他

们在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就可以列为潜在的组稿对象。正式组稿前，要和组稿对象建立联系，

了解其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进展，并列出编辑部的组稿要求，以免重复组稿，或因研究内

容不符或深度不够致使组稿的稿件不可用。收到组稿稿件后，应与自由来稿一样进行审稿；

审稿未通过者可以进行修改，多次修改仍达不到要求者需退稿，不可勉强发表。3）注意调

整自由来稿和组稿稿件的比例。编辑在组织论著类稿件时，应注意调整自由来稿和组稿稿件

的数量比例。组稿易于把握稿件的内容、先进性和写作质量，可以迅速地提高期刊的质量；

但是，仅凭组稿不可能涵盖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研究内容和所有研究成果，而这些在自由来稿

中却能得到反映。因为过多的组稿有可能影响自由来稿率与自由来稿采用率，所以期刊发表

组稿的文章不宜过多。有学者认为，科技期刊组稿占1/3～1/2较为合适[3]。该比例并非固定

值，科技期刊应根据自身的定位和报道范围，随时进行调整，以便既能提高期刊学术研究的

深度，又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广度。 

2  综述类论文的组织 

综述类论文本身不报道具体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是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

合分析、总结、评论某一专业或学科在国内外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成果、发展水平和总体趋势，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或提出富有创见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的论文[4]。综述是重要的三次文献，其信息量大且有高度综合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和指导性，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综述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综”是综合，指作者

对占有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述”是评述，是在“综”的基础上对所

写专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并据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5-6]。高质量的综述必须包含

五大要素：现状、成果、问题、对策和展望[7]，其撰写是有难度的，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能有效地提高科技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因此编辑部应注重组织这类稿件。 

综述的来源也有自由来稿和约稿两种形式。综述的性质和写法特点，决定了其撰写者应

为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大家”，只有对研究内容有广泛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出高质

量的综述。但是，目前国内科技期刊的综述多以自由来稿为主，其来稿量较大，作者多为高

等院校的研究生或其他相关研究人员，论文质量高低不等。编辑在严格筛选自由来稿的基础

上，应注重约稿，尤其是要注重向知名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约稿，以提高综述和期刊的学

术影响力。 



版权所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仅供会员审议、评审，不得转摘、传播！举报邮箱 cujsa@qq.com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传播：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HTTP://WWW.CUJS.COM 意见反馈专用信箱 cujsa@qq.com 

组织综述类文章时应注意以下事项。1）审查撰写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这在约稿

时尤为重要。约稿前需要了解撰写者的研究领域、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等内容，以便确定综

述的论题，使约稿专家在其最擅长、最有建树的领域内撰写综述。2）评估选题的针对性和

新颖性。综述不是原创性论文，但好的综述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对作者和读者的科研

工作也具有指导作用；因此选题应有针对性，能解决某一问题或论述某一观点，还要具有新

颖性，能反映当前研究工作的热点问题，对读者的科研有启示作用。3）注重“述”的作用。

综述不仅仅只是陈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对前人研究工作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和总结，

并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述”的作用。该部分往往是综述的薄弱环节，

国内期刊自由来稿的综述，很多文章是“综而不述”，甚至只是简单地罗列文献，这是编辑

在组织综述类稿件时尤其注意的问题。4）注意审查参考文献。综述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写就的，参考文献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综述引用的参考文献应尽量全面且有代表

性。国外的文献综述直接引用的参考文献可以多达数百条；国内的综述限于篇幅不可能引用

很多，但至少应有30条以上，而且要求多为最近3～5年的文献[6]。 

3  述评类论文的组织 

述评是一种带评论性质的文献类型，是科技期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类文章通过深

入分析某一论题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现状，根据分析结果和作者所掌握的信息，对该论题进行

较为全面的评论，评价其理论和实际意义，剖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意见或

建议[8]。述评与综述一样同属三次文献，综述重“述”而述评重“评”。与综述相比，述评

更强调对论题从各方面多角度进行评论，并需要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和论断。 

述评重“评”的特点，决定了其作者多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师或权威专家，文章具有鲜

明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作者独到的思维和见解，又被称为“专家述评”。阅读期刊时，优秀

的述评可作为首选的阅读文章[9]，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学科的发展和读者的工作具有引

导作用，对期刊知名度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述评的写法特性决定其多为定向约稿而极少为自由来稿。鉴于其学术影响力很大，编辑

应注重组织这类文章。1）有计划地进行选题策划。述评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要求编辑也

相应地要用发展、探索的眼光看问题，抓住学科研究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有计划地进行选

题和策划，组织具有指导意义的述评类文章。2）选择适合的撰稿人。多数期刊的述评类文

章是由编辑部直接向权威专家约稿，而较少采用自由来稿。与综述一样，约稿前要了解撰稿

人的研究领域、专业素养、文字功底、逻辑思维能力等。由于述评重在“评”，要对论题进

行总体评价，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建议，因此特别强调撰稿人的科研视野，以及对新理

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3）注意述评的撰写要求。述评并无固定的书写格

式，但每篇文章都应有很强的针对性。述评类文章可涉及相关科研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每篇

文章应就某一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论。综述可以就某一项大的论题展开长篇叙述；而述评

多要求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性强，切忌长篇大论，泛泛而谈[10]。 

4  其他类论文的组织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的文章类型之外，科技期刊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稿件，比如研究简报、

问题讨论、个案报告、经验介绍等等。这类文章多为自由来稿，篇幅不长但实用性很强，很

受读者欢迎，是三种主要文章类型的有益补充。 

对科技期刊来说，应该根据期刊定位，将多种类型的文章进行有机地组合，设立丰富的

栏目，突出期刊的特色。论著是科技期刊的主体，发文量较多，要注意按照学科及文章的内

在联系性组织版面；名家撰写的综述和述评，每期不必过多，以1～3篇为宜，可在期刊醒目

的位置设立相应的栏目，突出其重要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作者获取科技知识的路径越来越

便捷，撰写文章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编辑部在组织各类稿件时应有一个恒定标准：即核

查科技知识的含量。因为科技期刊的设立宗旨在于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所以科技知识的含量

始终是评判文章质量的标准。在科学评判文章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应根据研究内容和写作形

式灵活组织各个类型的文章，有传承有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出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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