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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反四唯”“反五唯”？

“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五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



为什么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

Publish or perish.（发表或出局。）



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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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研究与发表论文的目的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扩展人类的知识。没有科学研究就

没有技术进步。反之亦然，技术的进步也会推动科学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相辅相成。

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的途径是：前沿研究→实验室成熟技术/工业界新技术→

工业界成熟技术。

  



除大学外，还有许多以重点目标和任务为导向的机

构也展开高水平的研发工作。但大学里的科研有一个

根本的不同，“大学”这个含义里的科研，是要为全

人类创造公共知识产品，大学里的科研常有教育属性。

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发表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广义的

“教育”——把我们的发现、发明、心得，还有思想，

教会其他的研究者，还有将来那些异时异地的同行，

让他们从中受益，以推进他们的工作，所以发表论文

的目的是分享、教学和教育。



二、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只要有好的研究工作，写论文不过就是把你的工作描述出来。写论文很容易！但

如果没有研究工作支撑的话，写论文很难!

论文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写”的时间其实最多只占10%。

对作者发表论文而言，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广泛的受众（编辑、审稿人、读者）传

递文章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说服专家认同研究成果。

写作即是交流。因此，读者的体验至关重要，所有的写作都应为这一目标而服务。

当你写作时应当时刻将读者铭记在心。下面10条规则将会帮助你避免读者的流失。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标题是文章中最重要的要素——想一想你所阅读的标题与论文数量的比例吧。标题
作为读者第一眼看到的东西，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会继续花时间阅读摘要。标题应该浓
缩论文的核心思想。

你是世界上最了解你所做工作的专家，因此你也成为了最不合格的读者，你无法从
不了解你工作的读者角度去评判你文章的人。试着站在一个“懵懂的”读者角度去思
考这一论文，让读者更轻松地快速且不费力地抓住信息。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CCC是指Context、Content和Conclusion。这样的结构可以减少读者产生疑惑的
机率，适用于有耐心、决定花时间理解文章的读者。建议将 C—C—C 结构作为科学文
献的默认结构。不按照C—C—C 结构写作的论文往往难以阅读。

C—C—C 结构在多个尺度上定义了文章的结构。从整篇文章来说，引言设定了背景，
实验结果是文章内容，讨论得出结论。从段落来说，首句定义主题或背景，主体部分提
供引发读者思考的新颖观点，末句则为读者提供需要记住的结论。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文章中只有中心思想应该多次被提及。相关的句子与段落应该连贯，避免被不相关
的材料打断。对于连续的段落或句子，平行的信息应该使用平行的形式来阐述。平行方
法使读者更加熟悉结构，使文章更容易阅读。避免使用不同的词语指代同样的概念，以
及相同的词语指代不同的概念。



对于大多数读者们来说，摘要是论文中唯一会被阅读的部分。这意味着摘要中必须
有效呈现论文的所有重要信息。为实现这一目标，摘要的结构必定是高度保守的。

首先，背景必须解释清楚文章即将填补的空缺，帮助读者分辨论文所表述的贡献。
其次，内容首先描述的是能够让你回答这一空缺/问题的新颖方法或者途径。最后，结
论会通过阐明结果，从而回答在背景章节最后部分提出的问题。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引言突出体现了存在于现有知识或者方法中的空缺和它为何如此重要。这通常是由
一系列渐进的更为精确的段落来完成的，这些段落最终会以对文献中缺失部分的清晰阐
述而结束，另一段落会紧随其后，对文章如何填补空缺进行总结。

引言中不应含有超越文章动机范围外的文献综述。引言的最后一段，简单总结用于
填补上述空缺的结果。



结果章节需要说服读者相信，中心声明是有数据和逻辑来支持的。每一个科研论据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结构，从而决定要素该如何呈现的顺序。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讨论章节解释为什么结果能够填补引言中确认的空缺部分，对诠释说明提供预警，
以及描述该篇论文如何通过开创新的机遇从而推动领域发展。



阅读标题的人远比阅读摘要的人要多，而阅读摘要的人远比阅读论文剩余部分的人
要多，而论文的剩余部分接受的专注度远比方法部分要高。在撰写章节之前先进行文本
规划，大纲先行。

撰写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你不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向你的同事描述出论文的整体大纲，那
么很明显读者也无法做到。拥有一群具有帮助性的同事是使文章令人印象深刻的根本条
件，记住保持这些人脉，并且在必要时刻回报他们并且阅读他们的原稿。



三、如何准备高质量学术论文



  3.1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4C”标准

uClarity（清晰）——思路清晰、概念清楚、层次分明、语言流畅 

uCompleteness（完整）——内容完整、结构完整匀称

uCorrectness（正确）——科学内容正确（不出错）、资料数据正确（数据可

信）、语言正确（无语法错误）

uConciseness（简洁）——论述深刻，充分揭示其科学内涵，使用定量方法

或者说：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科学性、论证的逻辑性、表达的规范性、语言的可

读性、结论的创新性

高质量论文应满足“4C”标准



  3.1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4C”标准

u科学素材不足以支撑结论或新发现，未能提炼升华

u内容无新意，重复他人工作

u英文写作表达冗余，不注意细节，如论文格式不符合投稿期刊要求、文与表

数据不一致等

u修改粗糙，对审稿意见回复不到位，应付了事 

u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应避免出现下述问题：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1  写作前的准备

明确目标，合理利用和管理时间，提高效率。

考虑四个基本问题：
①你为什么要开始写作？——引言（Introduction）
②你做了什么？——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③你发现了什么？——结果（Results）
④它的意义是什么？——讨论（Discussion）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1  写作前的准备

咨询导师或同事的意见，或借助选刊工具评估目标期刊的收稿范围和重点关注、影
响因子、审稿周期、出版周期、版面费等。

了解刊物的宗旨和范围、不同类型论文的篇幅、文稿结构要求及投稿的具体要求
（投稿格式、体例格式、需附上的材料或声明等）。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1  写作前的准备

署名不仅仅意味着荣誉和利益，同时也表明了责任，根据论文的实际贡献决定署名
作者次序。

①标注通信作者，一篇论文的通信作者通常在2人以内；
②提供通信作者邮箱，给出详细通信地址；
③作者单位发生变化时，应在脚注中标注新单位。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标题需要以最少数量的单词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吸引读者，以利于文献追踪或检索，
其基本要求是：

①准确（Accuracy）
忌空泛、一般化、繁琐。
②简洁（Brevity）
中文一般不超过 25 个汉字， 英文不超过 100 个字符（含空格和标点）。
③清楚（Clarity）
重点突出。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摘要以提供论文内容概要为目的，其基本要素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在撰写摘要时需要注意：

①尽量包括主要论点和重要细节（重要的论证或数据）；
②表达准确、简洁、清楚；
③字数和形式的要求符合“作者须知”。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关键词一般选取自论文标题、摘要或者该领域的学科名称，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①关键性，对全文内容具有串联作用；
②便于检索和索引，易于计算机技术处理；
③原则上必须是名词或者名词性词组。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引言的作用是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 阐述研究目的。

①对材料的描述应准确：包括数量、来源、准备方法等，且应采用国际同行所
熟悉的通用名；

②对方法的描述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提供便于同行能够重复实验的足够细
节；描述选择特定方法的理由，避免描述结果和发现。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结果需要对数据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并突出具有科学意义和代表性的数据，
根据表达的需要适当采用文字与图表结合的方式展示。

表格可以列举大量精确的数据或资料，强调精确的数值。插图可以直观有效地
展示复杂数据，强调数据的分布特征或变化趋势，是表格的直观化。

①对结果的解释应简洁、清楚；
②重点突出，集中于作者的主要论点；
③尽量给出研究结果所能反应的原理、关系和普遍意义；
④推论符合逻辑，避免结果不足以支撑结论，避免夸大其词；
⑤作者的观点或结论与已有的认识是否一致？ 



  3.2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
3.2.2  论文写作

结论强调最重要的结果及其内涵，对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可能的应用前
景进行展望，注意不能简单地重复前文中的句子。

①与论文主题密切相关，可适量引用高水平的综述 ；
②亲自阅读过，若为间接引用，需要提及转引的文献 ；
③引用已公开出版、便于查找的文献，避免引用非公开出版物； 
④同等重要的论文，最新发表的、著名期刊的优先引用 ；
⑤一般不引用专利和普通书籍（如教材等）； 
⑥避免过多 / 不必要地引用作者本人的文献 ；
⑦确保各著录项正确无误 ；
⑧格式符合期刊要求。



  3.3 论文投稿

u明确投稿网站

u仔细对照作者须知，确保满足所有投稿要求 

u投稿后根据审稿周期及时联系编辑 

u根据审稿意见做出相应的修改并及时修回



四、不合格论文的典型特征



  4.1 作者科研能力不足

文不对题；概念界定不清晰；论述不严谨、不充分，推理不严密；理论性或研究深度不足；
研究重点不突出。

研究方法单一或不恰当；数据不够真实有效；样本选取的科学性不足。

作者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不扎实、不系统，学科基础知识薄弱，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论文结构安排不合理，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章节设定逻辑性不强，论文章节拼凑痕迹明显。



  4.2 论文规范性欠缺

论文撰写具有规范性是论文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论文规范性欠缺包括：
（1）格式不规范，主要指论文的摘要、关键词、层次结构、正文、参考文献等格

式不规范。
（2）语言不规范，主要体现在论文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简洁性与学术性存在缺陷，

即语言表达不清晰、口语化现象严重、写作欠简洁、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
错别字或翻译不正确等语言上的疏漏。

（3）引证不规范，引证不规范也是很多“不合格论文”的共性问题，包括论文数
据和引用文献没有标注来源，以及参考文献的罗列不规范。



  4.3 论文创新性和价值不高

论文的创新性和价值，是论文立论的依据与落脚点。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研究
思路的创新、内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结论的创新等多方面。论文的价值体现在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上。

创新性不足，难以区别出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和创新点；论文结论缺乏针对
性和科学性，没有达到研究应该有的价值水平，或研究结论不可靠，研究成果价值
很低。



4.4  文献综述质量较低

文献综述的撰写，直接影响到论文的整体质量水平。大量“不合格论文”都存
在参考文献不足和综述撰写水平较低的现象。

参考的文献数量不足、阅读量不够，导致很多“不合格论文”对学科或论题所
涉及的学科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了解不够，无法全面评判该研究领域的发
展现状。

文献综述撰写水平低，直接表现为文献综述结构混乱，没有对相关研究问题的
研究脉络、研究进展和研究不足等问题进行宏观和深入的把握，仅停留在资料的罗
列和简单的分析上。



4.5  作者学术态度和行为不端正

学术态度和学术行为，是决定研究和论文质量最根本的因素。存在的问题
主体表现在：

（1）工作量不足，即论文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没有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
力去完成论文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而是仓促写成，敷衍了事；

（2）存在抄袭现象，即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或直接照搬相关的文献资料。



4.6  选题意义和严谨性不够

论文选题应有创新性、关键性和可行性。

选题问题主要表现为：
（1）选题的意义不大，没有明显的研究价值；
（2）论文立题不规范，论题太宽泛或所述不明，没有聚焦论点。



5 中南大学期刊简介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EI，CSCD，中国卓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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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粉体材料（英文版）ESCI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EI，CSCD，中国卓越期刊

交通安全与环境（英文版）ESCI，EI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MEDLINE，CSCD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

现代大学教育 CSSCI 。。。。。。



6  系列讲座简介
序号 课程名称

1 如何准备和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

2 掌握英文正确表达 提高论文初审通过率

3 做好论文自我评价 选择合适投稿期刊

4 正确处理论文署名 保障作者和单位权益

5 了解同行评审制度 提高论文投稿命中率

6 正确处理同行审稿意见 提高论文通过率

7 熟悉期刊出版伦理 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8 撰写优质文献综述 掌握学科前沿动态

9 拟好各级标题 展示论文逻辑性和层次感

10 把握摘要写作要点 提高论文关注度



6  系列讲座简介
序号 课程名称

11 选择恰当的关键词 提高论文的检索率

12 采用“倒金字塔”型引言 开好论文推介会 
13 正文分析和解决问题 体现学术性和创新性 
14 正确引用参考文献 展现论文研究水平

15 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保障论文表达规范性

16 材料冶金类科技论文中常用物理量的规范表达

17 掌握数字用法及修约规则 提高数据规范性和可信度 
18 了解国家科技期刊现状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19 介绍期刊和论文评价指标 正确发挥其人才评价作用

20 介绍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动态 助力新材料前沿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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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科协主管、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中南大学承办

l 爱思唯尔和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l SCI、EI、Scopus、CSCD、CNKI等源期刊

l 2022年，IF 4.5(JCR Q1区)，5年IF 4.1，总被引频次16206次

      在《中科院期刊分区表》中，位列材料科学领域1区（前5%）

l 中国科协等七部委“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重点期刊”

l 入选中国科协“有色金属”“金属材料”“材料-综合”等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

分级目录T1级别

期刊主页
铝、镁、钛、铜等合金，高温合金，能
源材料，大型型材加工，深部探矿、采
矿，矿物加工，生物冶金、清洁冶金，
环境保护，资源高效综合利用

重点报道

l 原创论文
l 综述 扫码关注

期刊微信公众号

稿件类型

http://tnmsc.csu.edu.cn/
http://www.ysxbcn.com/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