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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认为论证分析是科技论丈 的核 心组成部分
,

也是尽现作者学术成就的关健

部分
,

其 内容主要 包括理论分析
、

村料和 方法的衣毒
、

实验给果的分析与比较
、

结

果的讨论和结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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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部分是科技论文的核心组成部分 论文的论点
、

论据和 沦证及具体达到预期 目标的

整个过程
,

都要在这一部分论述
, ‘

己的篇幅最长
,

最能展现出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学术水平
。

怎样进行理论分析

科技论文不同于产品说明书
、

科研总结或实验报告等科技写作体裁
,

它的写 ’要求具有

高度的理论性
,

需要进 行严密的论证和分析 实际上
,

在科技论文的写作中
,

具体项 目转变

成了说明共同规律的一个实例 因此
,

论文中的理论分析应给予足够 的重视
,

理论分析亦称纂本原理
,

它包括论证论文的理论 依据
,

对其所作的假设及合理性进行的

论
一

证 对于分析方法所作的
一

说明 在写作巾
,

应注童区别
,

哪些是已知的
,

哪些是作者第一

次提出的
,

哪些是经过 考己改进的
,

在 计算方法 卜哪竺匀友用了已有的分析方法 这些都应详

细加 以说明

概括起来
,

工工论分析的要点是 假 说 前提 条件 分析的 对
一

象 达用的理论 分析的方

法 计算的过程等

怎样丧达材料和方法

材料的表达主要指材料的性质
、

质量
、

来 源
,

材料的选取与处理 方法的表达主要指实

验的仪器
、

霆备
、

条件
,

包括标准的和非标准的仪器或设各

写作这一部分的 口的
,

是为了交代考察的对象与特性
,

给出所用的假说或模型
,

试验用

的材料
、

设备
、

仪器
、

试剂及
一

计呈手段
,

说明 研火或计算的方法
一

与工艺条件
,

以及介绍数据

的获得过程和方法等

材料和方法的论述必须具休和真实
,

实验是否有重现性也要特 说明 如果是按前人的

设计图安装的仪器
,

只注明文献 出处即可 如对现有仪器作了论述
,

除注明出处外
,

应叙述

改沸之点
, 对于自己设计安装的仪器

,

贝尽需详细说明 并附线路图或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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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
,

这一部分的论述要点是 实验对象 实验材料的性质和特性 , 选取的方法和

处理 的方法 实验的目的 , 使用 的机器
、

设备和器材 实验及测定的方法和过程 出现的问

题和采取的处理方法 , 等等 , “ ‘
·

。

怎样进行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比较

实验结果论文的价值所在
,

是论文的关键
,

它包括分析在实验中所得到的各种现象
,

对

得到的实验结果迸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
,

并说 明其必然性 对于从结果中得出的 推 论 和 结

论
,

应说明其适用范围
,

并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加以比较
,

以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对于得

到的结果和数据 或照片
,

应经过技术处理 如数据处理
、

误差分析 以后
,

绘制成表格

或插图和版图
,

然后加 以如实的说明

在进行实验结果的分析时
,

要划清事实与推论这两者的界限
,

作者个人的想法
、

权威名

流的想法
、

大多数人 的想法
,

都只能说是一种意见而已
,

绝对不能作为定论来叙述 , 从相似

的现象进行类推
,

从反面事例进行推论
,

都是难于立足的
。

这一部分的写作
,

通常在开头部分先说明每一项实验的具体目的
、

意义以及 自 己 的 思

路 然后
,

从结果中选出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
,

列成表格
,

或选出一些最主要的现象绘

成图
,

依照逻辑顺序把图表
、

公式和计算结果列出 数据和图表列出后
,

需要用泊然语言对

比作出必要的说明
,

如
,

直接测量值是用什么方法转换成结果的 从实验结果探索到什么规

律 , 估计测量有何误差 , 等等

概括起来
,

实验结果的分析比较的论述要点是 以图表等手段整理实
一

验结果 结果的可

靠性
,

再现性和普遍性 , 误差的评价 , 分析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的比较 对适用对象有

效性的建议 未被充分证明的见解的分析 , 遗留问题和今后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 分析不符合

结论的数据和现象 , 提供同行进行重复实验和对论文结果加以验证的充分必要条件 等等
。

怎样进行结果的讨论

结果的讨论 旨在阐述实验结果的意义
,

与前人所得结果不同的原因
,

可以根据实验结果

继续阐发作者自己的见解
。

在这一部分中
,

需要对研究中得到的材料 包括文献材料 进行归纳
、

概括和探讨
,

进

而阐发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

对于在实验巾得到的异常现象或反 结 果 的 现

象
,

可以予以解释 某些见解
,

虽然还没有经过充分证明的结论
,

也可以提出讨论 对于本

课题作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

或者展望性的看法
,

也可以写在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 对所研究的成果作出解释 论述自己过去所持观点 的 相 符 合

处 , 表明有所发展和深入的地方 , 指出自己的成果与他人研究成果及其观点的异同 , 讨论尚

未定论之处
,

相反的理论 , 提出研究的方向与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突出新发现
、

新发明
,

解
释因果关系

,

说明实验结果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写作这一部分时
,

切忌不要 综述文献 , 重复叙述结果 , 报喜不报忧
,

隐瞒缺点 , 循环

推理
, 以假设来

“

证明
”

假设
, 以未知来 “说明 ” 未知 , 泛泛之谈 等等

怎样写结论

结论部分
,

又称为结语
、

结束语
、

总结或跋
,

它是全篇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
,

它是在

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的基础上
,

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富有创造性 指导性
、

经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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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或讨论
,

是整篇论文的归宿
,

它又以其自身的条理性
、

科学性
、

客观性
,

反映了论文研究

内容的价值
,

与摘要和前言相呼应
,

同样可以起到便于读者阅读和便于专业检索工作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写作要求
,

具体表现在内容
、

文字和格式三个方面

表达内容上的要求

结论不是前述部分的简单重复
,

也不是研究成果的罗列
,

它是作者在理论分析
、

实验结

果的基础上经过分析
、

推理
、

判断
、

归纳的过程而形成的更深入的认识和总观点
,

因此
,

应

重点说明 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

得出了什么规律
,

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 , 对前

人或他人 的相关问题作了哪些检验 , 与自己的研究结果相比
,

哪些一致
,

哪些不一致 自己

作了哪些修改
、

补充
、

发展
、

证实或否定 自己的研究有哪些不足之处
,

遗留了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
, 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设想 , 等等

文字上的要求

结论的措词必须严谨
,

要有严密的逻辑性
,

文字必须鲜明具体 结论的语句只能作一种

解释
,

一句话只明确地归结为一个认识
、

一个概念
、

一条规律或一个结论
。

在论述新发现和

新见解时
,

用词要准确
、

鲜明
,

不能含糊其辞
、

模棱两可 在肯定或否定某一论点时
,

最好不使

用 “

大概
” 、 “

或者
” 、 “ 可能是

” 、 “
也许

”

这一类词
, 以免给人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

写作格式上的要求

在写作格式上
,

如果内容较多
,

每一项内容可以分条标出序 号
,

每一条单独成一段
,

由

一句话或几句话组成也可以 ,

如果内容较少
,

就不需要分条编号
,

一些重要的数据
,

也可以

作为结论出现
,

如果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

也可以不写结论
,

而以前述的讨论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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