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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学文献检索系统对文摘的摘编方法谈地震期

刊论文文摘的编写一一兼与论文作者商榷
瞬

在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中
,

文献库存贮的是二次文献
。

二次文献是对原始文 献 进 行 分

析
、

加工和整理后形成的
。

文献库数据文件中
,

文摘是每条记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

在地震

学文献 V A X计算机检索系统研制〔 . 过程中
,

作者参考了国外 I N S P E C文献磁带对中国地震

学期刊论文文摘的摘编方法和国际标准15 0 21 4一 1 9 7 6 ( E ) 〔 8 〕以及文献 〔 2 〕
,

对收 录的

期刊论文文献 ( 英文 ) 进行了处理加工 ( 摘编 )
。

本文从叙述摘编的方法出发
,

兼与论文作

者商榷论文文摘的编写
。

1
.

IN S P E C文献磁 带简介

IN S P E C是
"
国际物理与工程情报服务部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e r v i c e s

f o r t h e p h y s i e s a n d E n ` i n e e r i n g C o m m u n i t i e s ) 的英文名称 缩 略 词
。

IN s P E e

文献磁带是世界上物理学
、

电工
、

计算机与控制方向报道量最大的英文文献磁带
。

IN S P E C 峨

少

文献磁带每年报道量约为 20 0
,
0 00 篇

。

从文献资料类型分
:
期刊论文占总报道量的80 % ( 来

源于全世界 2 3 0 0余种科技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 ; 会议论文占15 % , 图书专著及其它占 5 %
。

从文献资料专业范围分
:

物理学占总报道量的 49 % ; 电气与电子学占18 % , 计算机与控制占

17 %左右
。

I N S P E C文献磁带每年约收录我国期刊论文 1 ,
0 00 余篇

,

约占0
.

6%
。

收录 我 国

期刊 42 种 ( 其中台湾省期刊 6 种 )
。

地震学报
、

地震地质和地球物理学报包括在 42 种期刊之

中
。

2
.

对期刊论文文摘的摘编

15 0 2 1 4 一 1 9 7 6 ( E ) 国际标准规定了文摘的编写和编排格式的准则
,

对二次出版物和 服

务中文摘的编排格式也提出了专门准则
。

巧 0 2 1 4 一 1 9 7 6 ( E ) 指出
, “ 文摘 ”

是一份文献内

容的缩短的精确的表达
,

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
。

一般来说
,

文摘就是从原始文献中抽出的

主题内容
,

并以简洁的语句写成的摘要
。

文摘应该可以使读者准确地鉴别一篇文献的基本内

容
,

从而决定他们是否需要阅读原文
。

在文献库中
,

文摘是每条记录的主要部份
,

文摘采用的文字和符号与用户能否得到准确

的信息有关
,

文摘的长短与记录格式设计
,

数据文件长短和库容又有密切关系
,

所 以文摘的

摘编对于文献库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在对原始文献的加工处理中
,

文摘的

加工处理又 占最大的工作量
。

因此
,

如果原始文献的作者
。

对自己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出一篇
才赫的文摘的话

,

那么将有助于迅速鉴别这篇文献的参考价值
,

在进行摘编时
,

可 以不作变

动或只
.

作很少的改动
,

这样给文献库的建设带来极大便利
。

以下作者根据研 制 地 震学文献

V A X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实践
,

对文摘的编排方法提出些见解
,

与论文作者商榷
。

( 1
一

) 关于文摘的长度
。

国际标准 15 0 2 14 一 19 76 ( E ) 指出
: “

对无须参阅 原 文 的读

者来讲
,

一篇文摘必须是易懂的
,

那就是要使文摘保持原文的基本信息和格 调
。

在 满 足对

久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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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 要 求 的同时
,

应尽可能简洁
,

但又不是意义难解的或含糊不清的
。

… … 对于大部份

论文和一部份专著
,

少于 2 50 字的文摘将是适宜的
。 ”

作者从 IN S P E C文献 磁 带 中检 索 出

1 9 8 4年地震学报的44 篇论文
,

全部文摘都经过 I N S P E C工作人员不 同程度的删改和缩编
,

少

则几个字
,

多则整段
,

修改过的文摘均在 80 0个字符以内
。

将检出的文摘和原始 文摘 做详细

的比较
,

缩短后的文摘均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献的目的
、

方法
、

成果和结论
。

因此
,

编写原始

文摘控制在 2 50 字以内是可行的
。

地震学文献库文摘记录设计为 I Q00 字节
,

即 1 0 0 0 字符
,

其

中包括空字符
。

摘编缩短后的文摘字数在 50 一 20 0字左右
。

( 2 ) 文摘应尽量简洁
。

地震期刊论文文摘多用
“ T ih 。 p a p e r d e s c r ib es … … , “ nI

t ih : p a p e r … … , ” “ T hi s p a p e : d e a 1s w it .h
· ·

… ”
等字样开头

。

这类文字对于 存 贮在

磁盘中的文摘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

只能浪费存贮 空间
。

在工N S P E C磁带中多由
“ D i s o

su
s e s

… … , ” “ D e S 。 r i b e s … … , ”
等字样代替

。

原始文摘中人称代词一般应使用第三 人称
。

尽

可能使用主动语态的动词
,

有助于清楚
、

简洁
、

有说服力地著述
。

时态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

过去时
,

如无必要不用其它时态
。

摘编后的文摘一般不应出现做主语的人称代词
。

例如
,

原

文摘是
“
In t h i s w o r k

,
w e h a v e u s e d a l a r g e a m o u n t o f r e 。 o r d e d e a r t h q u a k e s

d a , a o f t h e s i 。 h u a n 一
Y u n : l a n r e g i o n … … ,, I N S P E C 文摘磁 带将 其 摘 编 成

a U s e s

e a r L h q u a k e s d a t a o f t h e S i c h u a 二 一
Y u n n a n r e g s o n … … ”

省略了 4 9个字符
。

( 3 ) 编写文摘应尽量减少英语语法错误
。

将地震学报的文摘与从 IN S P E C文献磁带中

检出的摘编文摘相比较
,

介词
、

寇词的用法 以及第三人称单数
,

单复数的用法等错误是较常

见的
。

例如
,

原文摘
a H o m o g e n e o u S m a g n i t u d e s y s t e m 匹二鱼旦 m a i n 一

l a n d C h i n a

h a s b e e n 卫竺丝 f r o m 旦些 d a t a 。 f s K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n e t w o r k
, u s i n g 上丛

m e t h 。 d t h a t t o g e t h e r
二少土旦鱼

一 e a r t h q 。 a k e m a g n s t u d e , c a l i b r a t i o n f u n e -

t i o n a n d e o r r e e t i o n o f t h e s i t e e o n d i t i o n 。

F o u r n e w e a
l i b

r a t i o n f u n e t i o n s

h a v e b e e n o b t a i n e d f o r P
一
w a v e P Z

,

P H
, a n d s

一 w a v e S H
,

S V f r o m

t h e d i s t a n e e 。 f 2
.

S
O

t 。 1 0 0
。

吐些丝
竺”
经 xN s p E e 工 作 人 员 改 正 后 为

`
里少

h e m o g e n e o u s m a g n i t u d e s y s t e m 二9工 m a i n l a n d C h i n a h a s b e e n c o n s t r u c
t旦典

f r o m d a t a o f 仁丛 S K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n e t w o r k
, u s i n g 三 m e t h o d t h a t

d e t e r m i n e s t l
--lyt

e a r t h q u a k e m a g n i t u d e , 。 a l i b
r a t i o n f u n e t i o n a n d e o r r e e t i o n

0 f t h e s i t e e o n d i t i o n 。

F o u r n e w e a l i b r a t i o n f u n e t i o n s h a v e b e e n o b t a i n e d

f o r
土互竺 p

一
w a v 弓主

~

p Z
一

些坚红P H a n d 土互乡 S
一
w a v 些一 S H

,

里卫旦
一 S V 三卫we t h e

d s s t a n 。 e 些巴旦旦
~ 。 f 2

.

5
.

t 。 1 0 0
.

d e ; r e e s . ,,
一般来说

,

这类错误对文摘的中心思想

影响不大
。

但错误的语法有可能造成误解
,

影响文摘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

一篇文摘编写的好

坏
,

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的学术水平
。

因此
,

在编写文摘时应仔细推敲
,

减少语法错

误
。

同时
,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
,

还应加强校对以减少印刷错误
。

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也应附英

文文摘
。

( 4 ) 文摘原则上不使用图表结构式和复杂的方程式等非文字性材料
。

国际标准 15 0 2 1 4~

1 9 7 6 ( E ) 中规定
: “

只有认为对简洁性和明晰性有必要时
,

以及不存在可采纳的变通方 案

的
,
才用简表

,

方程式
、

结构式和图
。 ”

这是论文作者在编写文摘时应遵守的一个至关重要

的原则
。

对文献库建设来讲
,

非正文材料的使用给文献数据输入和输出带来了极大麻烦和困

..ó一

今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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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从 IN S P E C文献磁带检出的地震学报44 篇的文献中
,

原始文筑中所用的非正文材料已被

全部删去
。

在工作中
,

作者对全部采用非正文材料编写的文摘
,

均请原文作者重新编写文字

性文摘
。

否则这篇文献的文摘记录空缺
。

( 5 ) 特殊字符的处理
。

建库的过程就是通过终端不断地向计算机内存贮介质输入文献

数据的过程
。

终端键盘字符集的字符是有限的
,

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字符集不能表示的字符的

输入间题
,

例如 A : / A石
,

在输入前首先要将这种特殊字符转换成计算机可以接收 的形 式
。

例如X
“ ,

在 V A X计算机上按 F O R T R A N语言转换成X 带 带 3
,

I N S P E C文献磁带将其转换

成X / S U P 3
。 a 可 以变成 al p h a

等
。

既使做了这种转换
,

输出形式也不直观
,

有 些甚 至 看

不懂
。

所以
,

原始文摘的编写应使用有助于电子计算机查寻文章的取 自原文的重要的词和术

语
,

避免使用不熟悉的词
、

首字母缩写词
、

缩写词
、

拉丁语字母
、

希腊语字母
、

符 号 和 代

码
。

( 6 ) 15 0 21 4
一

19 76 ( E ) 中规定
: “

作为单个的统一的段落写一个短小的文摘
,

但对

长文摘则用不止一个段落
。 ”

实际情况证明
,

一篇少于 25 0字的文摘可以 不 分 段 编 写
。

从

I N S P E C磁带上检出的文摘
,

有的 经过 段落 合并 和缩编
,

业不影响原始文摘的清晰性和易

懂性
。

我们存贮在计算机中的文摘均按单个统一段落摘编后输入
,

不分段
,

开头不留空格
,

结尾不带句号
,

文摘中不使用双引号 ( 若有双引号改成单引号 )
。

( 7 ) 科技论文的文摘应该是纯学术性的
,

使用专业术语简洁地表达文献 的 目 的
、

方

法
、

成果和结论
。

使用的技术名词和专业性用语
,

应 尽量使用正式出版的词表和权威性的专 劝

业词典中的词汇
,

避免使用非专业性用语
。

使用专业用语有助于文摘和论文的国际化
。

例如

以下这句非专业性用语可以不写
: “

W i t h t h e h e l p o f , h
e e o l l e a g u e s , t h e a u t h o r

h
a s d o n e t h e w o r k o f … … ,, 。

气

该

夕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我们研制文献数据库工作才迈出第一步
,

对原始文摘的加工处 理 还 缺 乏经

验
,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讨论
。

仅对文摘的编写提出以下看法
:
文摘的编写应首先着眼

于提出成果和结论
,

其次才是有关细节 ; 语法力求正确
,

文句简明扼要 ; 原则上 不 使 用 图

表
、

公式
、

结构式等非正文材料
,

使用规范化的专业性术语
,

不使用非专业性术语 , 尽量避

免使用计算机无法接受的特殊字符 ; 文摘不宜过长
,

25 0字以内比较适宜 , 文摘编写不 分 段

落
。

纷
( 本文 1 9 8 6年 1 2月 2 0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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