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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撰写医学ＳＣＩ论文对每一个刚踏入医学科研领域的

研究生来讲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没有科研基础，没有论文撰写

经验，医学专业英语的水平有限等障碍一下子拦在研究生面

前。而目前许多医科大学已经将ＳＣＩ论文发表作为医学研究

生毕业的硬标准，如何突破这一系列障碍并完成ＳＣＩ论文的撰

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ＳＣＩ论文的撰写不仅是许多医科院

校研究生教学的要求，也为后期研究生深入医学科研，培养行

之有效的ＳＣＩ论文写作方法打下基础
［１２］。根据作者多年的医

学科研经历，发表ＳＣＩ论文经验和参与带教医学科学学位研究

生的经验，摸索了一套“自命填空题”式的医学ＳＣＩ论文写作方

法，将其应用到近年来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教学取得了较好效

果，希望能为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之路开启一扇

门。所谓“自命填空题”式的医学ＳＣＩ论文写作方法，简单说就

是以做一道“填空题”的方式，自己出题并答题的过程。通过定

位杂志，设计题干，搭建文章框架，留出空位，进行针对性的科

学研究，最后填空完成论文的写作方法。

１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定位目标杂志范围

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在结束基础理论课后通常会在导师

的指导下选定一个初步的研究方向。许多导师直接把自己负

责课题的任务书交给研究生，让其从中摘选一部分作为自己的

研究内容［３］。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层层筛选获批的课题

在创新性、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甚至技术路线上可以给研究生

提供一个捷径，让他们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开始学习，很快的

开始研究并获得结果。但是这一做法限制了研究生的自主学

习和自我创新能力，更使部分研究生产生科研的惰性［４５］。而

“自命填空题”式的医学ＳＣＩ论文写作方法要求将课题的立项

依据、研究背景和研究目标交给研究生，督促他们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根据课题的研究框架设计自己要做的研究内容和方

案，并通过跟导师交流，对比课题全套研究方案做出修订，提出

自己创新性的思想，确定自己课题研究期间要做的内容，并根

据内容预计研究结果。

由于研究生是在查阅了大量ＳＣＩ收录杂志发表文献的基

础上确定的研究内容，导师可以协助研究生根据自己的预计研

究结果，对比学习过的文献，对自己未来的文章定位，初步确定

自己在顺利完成研究后，其整套结果有可能在那个层次的杂志

发表，并将开始投递的ＳＣＩ收录杂志的期刊影响因子（ＩＦ）在此

基础上提高１～２。比如，前期工作基础好、有一定的原始创新

性、内容丰富、手段先进，结果完整的论文可以定位在ＩＦ＝５，

而投稿时将杂志的ＩＦ定位在７左右，甚至更高；工作基础一

般、在他人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跟进性创新、内容和结果完整的

论文可以定位在３左右，而投稿时将杂志的ＩＦ定位在５左右；

如果没有什么工作基础，只是参考他人的研究方法，在他人的

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跟进性的研究，或者初步探索，但是有一

定的科学意义，这样的论文可以定位在ＩＦ＝１～２，而投稿时将

杂志的ＩＦ定位在３左右。一般来讲，大多数初来乍到的研究

生首次发表的ＳＣＩ收录论文分别属于上述的３个梯队。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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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是通过对未来发表ＳＣＩ论文杂志的定位，给要出的这道

“填空题”确定难度系数。

２　设计题干构建论文框架

每一篇医学ＳＣＩ论文都有自己的主干（即观点），无论是对

一个现象的描述，还是对一种机制的探讨，高质量的医学ＳＣＩ

论文总是围绕一个主题，沿着一根主干，深入推进研究，得出结

论，同时通过不同的研究手段，从不同的侧面验证每一步研究

结果，通过将研究结果的系统整合来说明一个科学问题［６７］。

因此，这一主干就是“填空题”的题干。围绕其周围的每个部分

的分支构成文章的框架。其具体实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选择目标杂志确定典型文章　根据第一步对这道“填空

题”的难度系数，在梯队里选择典型杂志，并选择示范论文。在

对典型杂志的选择上有几点注意：首先要看该杂志最近３～５

年的ＩＦ，首选ＩＦ在最近几年稳中有升的杂志，或者ＩＦ一直稳

定在较小范围内变化的杂志，尽量不要选择波动较大的杂志；

然后可以选择创办时间长，风格稳定的杂志，这类杂志一般有

相对固定的阅读人群，文章的结构和风格较为固定，由于历史

悠久，往往对其他杂志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后根据自己的研究

领域选择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或相近的杂志。综合以上几点

后选择１～２种ＳＣＩ收录杂志作为论文撰写参考杂志，同时也

是论文撰写完后拟投稿的首选目标杂志。接下来就是在目标

杂志中筛选２～３篇与自己研究方向相似，研究内容相近的论

著，认真阅读并详细分解。将这几篇杂志按照摘要、引言、结

果、讨论、材料与方法等几个部分分解。横向阅读各个部分，提

炼出每个部分的共同点，尤其是一些习惯用语，固定句式和结

构可以摘录下来，以备后期自己撰写ＳＣＩ论文时套用；同时将

各个部分的结构以提纲形式罗列出来。

２．２　组合提纲搭建“填空题题干”　通过２．１的工作，把每个

部分的共同点以提纲形式罗列出来，然后纵向组合成一篇文章

的提纲。这就是自己未来将要撰写的文章骨架，随后将第一部

分中研究生自己完善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以要点形式填充

到这副骨架中。现在这道填空题的题干就搭建好了：比如，材

料和方法中包含自己研究方案中涉及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ＲＴ

ＰＣＲ，质粒构建，腺病毒包装等哪几种分子生物学实验方法；以

及流式细胞检测，细胞荧光染色，特定细胞培养等哪几种细胞

生物学实验方法；结果中根据研究内容需要有５个图来说明５

个内容的结果等。

２．３　构建论文框架完成“填空题”的自命题　论文的题干完成

后，接下来就是搭建完整的论文框架，完成这道“自命填空题”

的题目了。该“填空题”命题的基础是：一篇论文的每个部分都

对应课题设计中的一个环节。课题研究内容对应论文结果，课

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对应论文材料与方法，课题研究的目标对应

论文的结论，课题的立项背景和依据对应论文的引言和部分讨

论。此时，研究生可以学习前期所看文献时摘录的句式，结合

题中相应的内容开始撰写相应内容的论文，并融入自己在第一

部分的创新性思想和内容，将其对应放入论文的相应部分，构

成论文总体框架。这样一个大致的论文构架就显现出来。

３　根据“空位”开展实验，得出结果后填空

现在文章的骨架已经形成，填空题命题完成。那么这道

“填空题”最后是否能做对呢？这就需要研究生去填空了，正确

的答案就在科学实验中。根据文章已经搭建的结构和拟定的

技术路线按部就班的开始工作。比如论文预计会有５个层层

递进或相互联系的结果，需要５个组合图表示，每个组合图分

别说明一个既定的研究内容，也就是说这道题有“５个空”；而

每个结果需要几个相应的手段从不同方面证明，这就进一步要

求每个组合图需要几个小图分别证明后加以组合，即每个空需

要包含几个方面。那么学生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实验，完成这几

个小的结果，并组合成１个大的结果，完成第１个空；随后在第

１个空的基础上，完成第２个空的几个小实验，得到一系列结

果并组合成第２个结果，完成第２个空。这样逐步将所有５个

空填完。实验就基本完成。如果前两部分的工作以“脑力”劳

动为主，那么本部分的工作则以“体力”劳动为主。往往经历了

前两部分的学习后，研究生在此阶段花费的时间远少于那些拿

着导师的课题直接开始做的研究生，实验效率更高，花费更少。

４　检查结果并思考下一道“填空题”

在完成全部结果并填完所有空后。最后一步就是检查，将

结果结合前三步完成论文讨论。同时通过对结果分析，为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打下基础。由于研究生经过前面的文献知识积

累，自己设计修改了课题内容，因此一般在填空的同时就形成

了对讨论的构思。结合前期看文献时掌握的句式，这部分内容

可以一概而就。最后请导师修改并润色，一篇ＳＣＩ论文基本完

成了。

从以上的步骤来看，“自命填空题”式的医学ＳＣＩ论文写作

优点为：（１）加强了研究生科研思路的培养；（２）能高效完成既

定课题的研究；（３）促进了研究生医学科研自学能力的养成和

创新思维的锻炼；（４）能高效的发表医学ＳＣＩ论文。该方法打

破了既往先做实验，再写文章，将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人为剥

离的传统方法，将论文写作和科学实验融为一体［８９］。鉴于目

前国内医学研究生培养的现状，这种“自命填空题”式的医学

ＳＣＩ论文写作方法能在导师和学生双赢的基础上，推动医学科

研型研究生的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进更多的较高水平

ＳＣＩ论文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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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罗微，马骊，温茜．基础医学研究生科研素质培养的探讨

［Ｊ］．学园：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１５（８）：３１３２．

［６］ 刘曦，王玉云，曾俐萍．英语医学论文写作模式分析［Ｊ］．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９，６（３）：７９８２．

［７］ 陈孝燕．浅谈医学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Ｊ］．卫生职业教

育，２０１１，２９（１４）：１５２１５３．

［８］ 闫海波，朴红梅．临床医学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初

探［Ｊ］．延边大学医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４（３）：２２２２２３．

［９］ 陈广信．医学论文撰写方法与技巧［Ｊ］．公共卫生管理，

２００９，１５（５）：３６３３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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