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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学》创刊于1986年，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自
然科学季刊。由于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所以，刊登各
种有关自然灾害内容的稿件；又由于其冠名《灾害学》，
所以，有关人文灾害的稿件，亦是本刊登载的主要内容。

• 《灾害学》栏目：
• “理论．思路与争鸣”
• “预测．防治与对策”
• “灾例．经验与教训”
• “资料．综述与信息”
• “应急．风险与管理”
• “探索．青年与灾害”



• 2017年9月最新公布的《灾害学》影
响因子为1.432，总被引频次为1989
次



• 对各种灾害（自然灾害和人文灾害）进行综合系统
地探讨研究； 通过对各种灾害事件的分析讨论，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广泛交流灾害科学的学术思想、
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报道国内外关于灾害问题的
研究动态和防灾抗灾对策；揭示和探索各种灾害发
生演化的客观规律；目的是提高人类抗御灾害的科
技水平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灾害学》办刊宗旨：

• 与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有自己的思想（创新）、不
违背科学基本原则，没有抄袭，能顺利通过专家审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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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论文的基本概念

二、写论文的几个常见问题

      1 什么样的文章令编辑头痛

      2 什么样的文章易被编辑枪毙

      3 优秀论文的五个关键点

      4 写作前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

      5 为什么要发表科技论文

      6 如何选题

三、科技论文的组成要素

四、几点注意事项

五、学术不端问题

六、其他



• 科技论文包括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
学术论文，我们从事实验、理论或观察的
科研工作所取得的结果，按照一定的格式
编写成的报道。

• 科技论文是由科技工作者对其创造性研究
成果进行理论分析和科学总结，并得以公
开发表或通过答辩的科技写作文体。

一、 科技论文的基本概念



• 一篇完备的科技论文，应当按一定的格式
书写，具有科学性、首创性和逻辑性；还
应按一定的方式发表，即有效出版。

什么是高水平的科技论文
     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不仅要有科学的分析论证，
独到的学术见解，而且还要做到结构严谨、层次清
楚、语句通顺、用词准确，有较高的可读性，才能
被相应的期刊杂志所接受，得以尽快发表。
     科技论文写作的质量不但表明作者的学术水平
和表达能力，也直接影响刊登该文的期刊水平。



1 什么样的文章令编辑头痛

•  文章写作无层次，看起来混乱

•  文章写作不流畅，读起来生硬

•  语句错误，用词不当，标点符号乱用

•  篇幅太长，次要事项说得太多，前言过长

•  语句罗嗦、文不对题，让人费解

•  参考文献著录不全  

二、写论文的几个常见问题



2 什么样的文章易被编辑枪毙

 • 缺乏创新性，重复别人的工作
• 内容太陈旧，重复常识性内容
• 研究内容没有重要意义，或者过于狭窄
• 内容有明显错误，以偏概全
• 脱离实际
• 缺乏说服力，难以令人信服



3 优秀论文的五个关键点

1） 创新性
    创新性是指在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方面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和有重
要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篇论文或一项研究课规模不一定很大，但研究一定要深入，结果一
定要深刻，要能反应研究者独到的见解,这样的论文就是高水平的论文。
2） 可读性
    一篇科学论文的可读性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引起作者的高度重视。
    要求结论严谨，内容充实，论述完整，逻辑性强；论述深入浅出，表
达清楚，简练；专业术语准确，前后一致，语言要规范生动。
3） 信息量
    当你读完一篇文章后获得的新知识越多，说明它的信息量就越大。比
如“多点测量”的信息量要比“6点测量”少得多，前者给出的是模糊的、
不确切的信息，而后者则是清楚的，确切的信息。
    文章篇幅虽小但包含的信息量未必少，只要内容充实就是好文章。论
文不以长短论英雄！
4） 参考文献
5） 署名与致谢



4 写作前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

（2）要阐述哪些观点和论据？ 
（3）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4）有兴趣的读者是谁？

（5）准备投到哪一份期刊？内容要与期刊定位相符，
投稿前要注意期刊的报道范围，即稿件要与期刊所涉及
的专业范围相符，与其无关的或相差较远的稿件很难被
录用。

（6）科技期刊在文体方面的具体要求？ 



5 为什么要发表科技论文

（1）公布创新成果，获得知识产权

（2）体现学术水平，建立影响（声誉）

（3）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行业进步

（4）晋升职称，毕业论文

    
    论文是科技人员一项必备的专业技能；是评价一个单
位或一个科技人员学术水平、研发能力、创新能力高低
的重要标志。



（1）要结合自己从事的工作，选择有科学价值、有创新
和有现实意义的论题。
（2）要善于从学科的边缘处或多学科的交叉处、结合部
去选题。
（3）多看行业期刊，多听学术报告、多与同行探讨，弄
清研究现状和要解决的问题等。
（4）发现感兴趣领域内尚未探讨过但很有意义的课题。
（5）总结争论性很强的问题，反复比较研究方法和结论，
从中发现切入点。
（6）善于抓住科研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发现思维的
闪光点。
（7）别人没写过的内容，也许不是因为别人没想到，而
是因为没有意义或者没有可能性。

6 如何选题



三、科技论文的组成要素

• 1 题名 
• 2 作者署名

• 3 作者单位

• 4 摘要

• 5关键词

• 6 正文

• 7 参考文献

• 8 英文翻译



• 题名要精准

• 题名是论文的总题目，也称篇名或题目，是论文的总纲，是反映
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的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的逻辑组合。标题是
论文表述信息和内容的结晶、升华和高度概括，也是“文章成功
的一半”。因此，好的标题不仅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紧扣和
准确表达论文的内容，而且能反映作者研究的范围、方向和深度
，同时还为文章提供了索引和关键词的重要信息，它和正文的有
机组合，往往可以起到珠联璧合、相益得彰的作用。

• 所以，题名应该“以最少数量的单词来准确表述论文的内容”。
贴切而不过于平淡,有感染力而不夸张。

•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

1 题名



题名常见问题

•    --太长
例：《深圳地铁五号线某区间工程浅埋暗挖隧道地表沉降因素分析及控制对策》， 31字
——《深圳地铁五号线浅埋暗挖隧道地表沉降控制》， 减为19字

用最简洁、恰当的词组反映文章的特定内容，字数在20个字以内。

•     --题目太大    

              例：《中国地质灾害的研究》
                     《农业灾害研究》

•    --使用简称、缩写等



2 作者署名

• 署名是拥有著作权的声明

• 署名是表示文责自负的承诺

• 著名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



3 作者单位

• 作者单位及其通信地址是作者的重要信息
之一

• 作者单位必须用全称标注，不得用简称

• 个人作者和多位作者中的第一作者的有关
信息，如出生日期、性别、民族、职称、
职务等，标注于首页的地脚处

收稿日期：2006-11-09   修回日期：2006-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JY075);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资
助项目(2006J0127)
作者简介：黄民生(1955-)，男，福建福州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自然灾害和
区域开发研究.   E-mail:mshuang@fjnu.edu.cn



4 摘要

• 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
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
容的短文。

• 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论和结果

• 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拥有与文献等量
的重要信息，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
要的信息

• 使读者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为科技情报
人员和计算机检索提供方便

• 300~500字



编写摘要的注意事项
• 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性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

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作评论（尤其是自我
评价）

• 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

• 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

• 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
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表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
献的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 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

• 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
现插图、表格

• 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 缩略语、略称、代号，除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外，在首
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



例:
• 摘要：采用特尔菲法,选择4个一级因子和14个二级因子，

建立洪灾风险评价等级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根据
对同一层元素相对重要性比较，决定各指标权重。应用模
糊综合评判方法，将福建省67个县（市）分为高风险区、
次高风险区、中度风险区、低风险区4个等级。评价结果
可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5 关键词

• 关键词是科技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是表
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自然词汇

• 科技论文的关键词是从其题名、层次标题
和正文中选出来的，能反映论文主题概念
的词或词组

• 3-8个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洪灾；风险评价；模糊综合评判；层次分析法；福建



6 正文

       科技论文总的要求是：层次清楚，节、段安排符合逻
辑顺序，符合读者的认识和思维规律。一篇科技论文不论
涉及何种何类技术问题，也不管涉及的专题多大多小，使
用怎样的阐明和论证方法，都应围绕中心议题，根据具体
情况，灵活处理，采用合适的结构顺序和层次，组织好段
落，安排好材料，不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一篇论文，从思路的发展来说，要一层一层地讲，讲
透了一层，再讲另一层意思。开头提出的问题，当中要有
分析，结尾要有回答，做到前呼后应。否则容易导致层次
不清、结构混乱、主题不明确。

      科技论文的结构一般可归纳为: 1）提出命题；2）阐
明研究方法；3）得出研究结果；4）给出明确结论。 



6 .1 引言

• 引言（前言、序言、概述）经常作为科技
论文的开端，提出文中要研究的问题，引
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

•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场白，应以简短的篇幅
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领
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的概况，说明
本研究与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
点、存在的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出
本文的主题给读者以引导



引言的写作要求

• 开门见山，不绕圈子

   避免大篇幅地讲述历史渊源和立题研究过程。

• 言简意赅，突出重点

    不过多叙述同行熟知的及教科书中常识性内容，确有必要提及他
人研究成果和基本原理时，只需要以参考引文的形式标出即可。
在引言中提示本文的工作和观点时，意思应明确，语言要简练。

•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注意分寸，不使用“有很高学术价值”等不适之词；同时也要注
意不用客套话，如“才疏学浅”等。

• 引言的内容不应与摘要雷同，也不是摘要的注释

      引言一般应与结论相呼应，在引言中提出的问题，在结论中应
有解答，但也应避免与结论雷同。

• 引言不必交待开题过程和成果鉴定程序，也不必引用有关合同公
文和鉴定的全部结论

• 简短的引言，最好不要分段，不要插图列表和数学公式的推导证
明    



6.2 正文

• 包括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结果和讨论
• 试验与观测、数据处理与分析、实验结果的得出是正文的主要部

分，应给予有重点的描述论证
• 要尊重事实，在资料的取舍上不掺入主观成分或妄加猜测，也不

应忽视偶发性现象和数据
• 不讲求词藻华丽，要求思路清晰、合乎逻辑，用语简洁准确、明

快流畅
• 内容务求客观、科学、完备，应尽量利用事实和数据说理。
• 凡是用简要语言能够讲述的内容，应用文字陈述；用文字不容易

说明白或起来比较繁琐的，可用图或表来说明。
• 图表要具有自明性，即图表本身给出的信息就能表达清楚要说明

的问题。避免用图表重复反映相同的数据。图中的信息要用图例
加以说明

• 引用的资料，尤其是引用他人的成果应用上角标的形式按顺序注
明出处

• 涉及到的量和单位、插图、表格、数学式、化学式、数字用法、
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参考文献等，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6.3 结论和致谢

• 结论不应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它应当以正文中的实验
或考察得到的现象、数据的阐述分析为依据，完整、准确、简洁
地指出以下内容：

    (1)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或实验得到的结果所揭示的原理及其普遍
性

    (2)研究中有无发现例外或本论文尚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3)与先前已发表过的（包括他人和作者自己）研究工作的异同

    (4)本论文在理论上和实用上的意义及价值

    (5)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议

     致谢一般单独成段放在“结论”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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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M   论文集 C   报纸文章 N   期刊文章 J  学位论文  D   报告 R  标准 S   专利 P   属性不明 Z

对于数据库、计算机程序、电子公告：

数据库  DB     计算机程序　CP　电子公告　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

磁带　MT    磁盘　DK     光盘  CD      联机网络 OL



四、几点注意事项

• 参考所要投的刊物的格式,投其所好,提高采
用率

• 文字上要下工夫,文字流畅,没有错别字,格式
符合规范,让编辑喜欢

•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写好后,放一放,待心静时
再细细的看,逐字逐句都琢磨,没有多余的词
和字

• 参考文献很重要,参考文献显示出研究的基
础和水平



五、学术不端问题



创造心里学     矛盾列举法

善于总结，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办法。

六、其他



1. 地震学报（中文核心）

2. 地震（中文核心）

3. 地震研究（中文核心）

4. 中国地震（中文核心）

5. 地震工程学报（西北地震学报）（中文核心）

6. 地震学报（英文版）

7. 华北地震科学(科技核心)
8. 华南地震(科技核心)
9. 内陆地震(科技核心)

10. 高原地震

11. 山西地震

12. 四川地震

13. 防灾减灾学报（东北地震研究）

14. 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科技核心)

15. 地震地质(EI)

16. 国际地震动态

1.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中文核心）

2. 世界地震工程（中文核心）

3.  自然灾害学报（中文核心）

4.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英文版）（EI，SCI）
5. 地震工程学报（西北地震学报）（中文核心）

6.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中文核心）

7. 震灾防御技术（中文核心）

8.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中文核心）

9.  灾害学（科技核心）

10.  CT理论及应用（科技核心）

11. 世界地震译丛

12.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13. 防灾减灾学报（东北地震研究）

14. 中国应急救援

15. 城市与减灾

16. 防灾博览



•谢谢!

  QQ:21778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