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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初学者学习医学影像学论文写作

ＭａｒｋＡＫ

　　青年学者常常在完成资料收集和分析之后对获得的结果

充满了激情。然而，在开始写作论文时，这种热情常常锐减。

事实也如此，国家级学术会议的论文数远高于最终发表的医学

文献数。优秀的研究成果不能发表的原因２大多在于写作新

手在开始写作时对写作的认识混乱和畏缩。一般产生畏缩的

原因有２个：要么是研究者不知从何着手，要么是不知如何组

织文章结构。不过，大部分放射学论文的写作均有规律可寻，

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式化的。

本文试图介绍一种可应用于典型放射学论文的逐段写作

法。如果初学者能够完成按照本文教授的１８段写作，其论文

将具有合理的结构，无重大错误，易于修改、润色。本文旨在提

供一个具体的框架，一种分类的写作模板，照此模板写作，可基

本完成论文。本文还向初学者提供一些技巧，帮助其迅速完成

写作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

开始写作之前，要确定你和你的指导者在假设、数据分析

以及研究的基本解释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及早确定欲投稿的

杂志可使你能够按照该杂志的要求进行写作。

１．制定时间表

一般我们会将繁杂的工作分步骤进行。有的心理学家推

荐一种条件反射式工作法（定时、定点工作）帮助我们避免分

心。以下是一个时间表：①查阅、记录文献，选择模板文献，准

备；②撰写论文大纲和标题；③撰写初稿；④修改１～２次；⑤撰

写第三修改稿，准备图、表，然后提交给合著者；⑥综合采纳合

著者的意见；⑦准备配图及摘要；⑧校对所有的修改，核对所有

的数字、单位，和指导者一起检查完成稿；⑨最后一次阅读，然

后投稿。

２．从全面查找文献开始

强烈建议请图书情报人员进行正规的文献检索，因为他们

往往更加专业。检索所得文章必须全部与主题直接相关，并注

意要实用。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必须包括投稿前２个月所发

表文献。

３．按照相关性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类

按照顺序影印最相关的文献并且编号。这将是你的初步

的参考文献列表，可用于起草论文时于某句话后标注其参考文

献编号。不用担心终稿的参考文献顺序会变化，重新排序是非

常容易的。

４．阅读参考文献

快速阅读文献，主要看那些文章的观点，标出的重点不宜

太多。注意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方法和结果部分的

第一句话，讨论部分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在首页做记录。

确定２～３篇最相关的文献仔细阅读，揣摩其内容和结构，

将这些文献作为模板或者指导。想想看：这些作者已经在你想

发表文章的地方发表了文章。注意文中的参数和变量，你在自

己的文章中也可以使用相似的参数。在空白处标明该文献的

概要，明确每篇的主题。在每篇文章的第一页按照以下标题进

行记录：主要观点，样本量，特别感兴趣的段落或论述（强调该

部分），你自己文章中可能会使用该文献的段落。参考时，注意

避免剽窃。如果你引用了一个特别精妙的短语或者一段论述，

必须注明出处。

构思主要观点（智取编辑）

１．起草提纲

根据文章各段落最可能引用的程度对参考文献排序。在

写作不同段落时，按相关性对参考文献进行重新排序。制定一

个大纲，含有文章大标题及各部分的小标题，可按照模板文献

的结构行文。大纲不宜过于详细，不要写完整的句子，每个段

落只需少量记录，短语即可。

２．撰写初稿

初稿往往是初学者的最大障碍，因为作者开始总是制定了

很高的目标，希望马上发表点东西。将大纲放在书桌中间，找

到各部分引用的参考文献，按草稿的４部分，将相应的参考文

献分为４叠，从引言部分开始着手写作。如果可能，初稿最好

一次性完成。建议你尽可能自由、随意地写初稿。不论是口述

还是动手，其结果，初稿往往是粗糙的，结构散乱，令人失望，但

却是令人满意的开始。

放射学研究论文的设计

研究论文由５部分构成：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见

附录１）。虽然各部分如此排列，但是写作时，其顺序可能不同，

比方说，可按照方法、结果、引言、讨论、摘要的顺序撰写。按此

顺序写作的原因在于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思考的过程。作者

们往往会在结果被分析并且书写出来后才发现论文的中心信

息。以下介绍各部分的写法。原则上，你应该注意方法和结果

之间的空白，该空白的内容应该是实验方法。该空白之前的内

容应该书写于研究对象的纳入之前；该空白之后的内容只能书

写于完成数据分析之后。在开始研究之前，撰写引言和方法部

分，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某个特定的目标。

１．标题

标题应该包括影像技术、疾病、病例数，简短扼要。常常用

冒号连接２个重要的短语，可给人简洁、明快、醒目之感。

２．引言

引言的目的是为文章提供研究的理论依据，即说明研究的

动机和当前的研究背景。首段的第一句应当尽量多地选用标

题中的词汇，在前三句要说明论文的论点以满足读者的期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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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他们的注意力。引言的首句应该是概括性的。例如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ａｐｒｏｖｅｎｍｅａｎｓ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

这样空洞的句子只会妨碍写作的进程，更糟的是浪费全篇文章

最重要的位置来陈述你的观点。一旦论点确立，在本段的结束

句就可以表明文章的观点。

引言的第二段要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动机。通常写文章

的原因有二：实验论证在逻辑上是以往调查研究的延续；以前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你应当确定最能证实你的观

点的基本原理。如果是前一个原因，那么文献综述应该重点在

最重要的２～４篇文章（你也可以引用更多），并说明这个线索

是如何引导你的研究。如果原因是以前的研究不够充分，那么

引用其中２～４项重要的研究，并说明其中不足。

你可以用举例、论证的方式，或通过阐明问题的细节或复

杂性来说明你的论点。通常要避免提及论文的作者。例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ｅｅ，ａｎｄ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１９６７ｓｔｕｄｙｔｈａｔ，”书

写这样一连串的名字会减慢写作的节奏，并且繁琐。陈述与你

的研究相关的论点，仅需在句子的末尾提及以往相关研究的数

量。

引言的第三段开始要承接以上的段落，从理论上说明你的

研究是必需的。本段的结尾用这一句式“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来说明研究目的。勿用担心会没有创意，因为这

并不是创作性的文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套话、模式。

审稿者时间有限，不会想去在文章中寻找论文的理论基础，这

需要你让他们在预期的地方看到。

要记住，没有清晰陈述研究中的问题是被编辑退稿的最常

见原因。文章一定要有可证实的假设并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引言是撰写文章的第一步，并需要随着资料的收集整理随

时修正。你或许会发现你所提出的论点可能因为研究结果的

逐步揭示而彻底改动。总之，引言的基本结构就是陈述全文的

观点，即研究的目的和假设。

３．材料与方法

方法部分常常是在研究开始时，甚至是在计划过程中就已

经制定。在实验开始前，所有的相关因素都已经制定，对于写

方法这一部分是有帮助的，对于引言部分也是同样的。

如果材料与方法较冗长，则应该按小标题来组织。第一个

小标题应与研究对象相关；第二个是研究步骤；第三个是定义

和标准；第四个是数据收集；最后是统计检验。这些小标题相

当于一种支柱样的结构，应该按照所投稿期刊的要求和实际研

究状况来改进。

在研究对象的小标题下，在第一句话就应简要地说明研究

的总体设计，说明研究类型，包括有病案报告、病例追踪、病例

对照研究、人群研究、临床试验，同时要说明资料搜集是回顾性

还是前瞻性的。

其次，说明研究对象的组成，明确选择标准和淘汰标准。

如果有对照组，也要详细说明对照组的组成条件。研究病例和

对照组是否随机选取，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在特定的总体中是

否具有典型性。研究对象常常都具有某种特征性临床症状来

进行影像学检查，要明确指出具备每一征象的患者数量。需要

具备知情同意书和学会评论委员会的认可。如果是回顾性研

究，应该在方法部分写出患者的统计学资料。若是前瞻性研

究，应列出选择研究对象所应用的选择标准和淘汰标准，最后

研究对象选取的结果应在结果部分报道。

第二个小标题是研究步骤。这个部分要准确详细地按次

序说明做了哪些工作。要按步骤描述实验过程，以便有的读者

可以准确复制你所做的实验。在样稿中可以报道你发现的技

术参数。对于使用的仪器，要注明生产厂商的名字及所在地

（尽管有些杂志会登出来，象做广告）。

下一个小标题是术语和量度标准。这部分要明确陈述研

究所应用的定义和标准。如果你设计了分级系统，那么要明确

说明每一类的划分标准。不能认为每个人都理解某一诊断或

病变的严重程度分级。

接下来的段落要描述资料的搜集和确认。这里要证实研

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精确性（也就是，研究的金标准）。如果某

些研究对象因为缺少症状或体征而不足以诊断，那么必须说明

观察研究对象持续的时间。

下面讨论统计检验，按照其应用于研究资料的顺序描述。

若研究资料有变动，需要再次按相同的顺序描述统计检验，直

到实验完成。典型的做法是，开始以描述性统计来描述研究对

象总体，接着用特殊的统计检验描述实验的效应或是研究组群

间的比较、对照。在这些对照研究中，可以用多重比较的方法。

这种方法先应用一个通用的显著性检验，接着进行配对检验。

这一方法先用通用的检验显示出在不同组群间存在某种差异，

然后在配对检验中理清这种差异。要确定清晰定义自变量（因

子或预变量）和因变量（结果）。当研究结果是阴性时，要陈述

样本量大小和有效计算结果。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明Ｐ值

代表的是一个可接受的统计学有显著性意义的水准。按照惯

例，这个值是０．０５，但是如果选择了其它的检验水准（通常是更

为保守的值），那么要说明选择的原因。

总之，方法部分的基本组成结构是研究对象→实验步骤和

方法→定义和标准→资料搜集和确认→统计检验。

４．结果

在报道结果的过程中，要注意数量单位。确认数字合计正

确（包括所有病例、病灶、需要解释说明的结果）。当数字合计

不正确或没有意义，这篇论文可以肯定会被粗略地评审。

如果这是一个前瞻性研究，在结果部分的首段要描述接受

研究的人群。需要对研究人群的基本特性进行一般性对照，应

用表格或图表来显示描述性统计的数据（均数、中位数、标准

差、极差）。研究总体应该以数目、性别、年龄、症状等术语来描

述。读者可以通过研究人群的基本情况来判断病例和对照组

间是否相似，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工作实践中的病例是否相似。

第二段要描述实验结果或者对病例按照制定的标准来分

类（研究对象的百分数或实验所得到的结果，通常应用表格和

图表来说明）。报道每一步骤的结果要与在方法部分描写的顺

序相同。尽可能避免在结果部分就发表意见。这个部分只需

报道事实和数字，不需解释这些结果。

对结果部分的展开应该与方法部分一致。如果副标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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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法部分有益，在结果部分也应该按照同样的顺序、同样的

副标题来描述。你可以选择去掉这些副标题，但是方法和结果

部分的组织结构必须相同。

文中至少用一个段落来说明研究设计，即如何由预变量和

自变量推导出结果或因变量。如果某些实验结果或某些因素

与结论相悖，那么要明确陈述这些结果在变量中所占的分量，

让读者明白这些结果除了具有统计学差异外，是否有临床意

义。

表格、图表和图形是简明、易懂地表明数据的方法。要尽

可能明确、明晰地总结、概括、显示数据。关于表格最常见和重

要的问题是作者试图在图表中给出过多的信息、过于复杂的数

字，而这些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大多数人忽视，除了那些最勤勉

和具备足够判断力的读者。表格是概述研究总体的统计信息

和描述性统计资料特别有效的方法。如果比较两个定类变量

（名称或分类），可以应用列联表。

关于图表，如果想要显示变量中不同种类的数量或百分

比，可以用直条图或柱状图。如果比较同一研究对象的两个相

应测量数值，可以选择散点图。如果测量结果由一个或多个定

类变量（分类）和一个数值变量组成，可考虑用箱式图来说明观

察到的每个类别分布的数值。

线图可用来表明定量变量随时间的变化。圆图和统计图

表是用于显示资源数据，比如将总体划分入不同分类的比例或

百分比。

图形和影像可用来表明主要的影像学结果。在图形中大

量运用箭头是被鼓励的做法。

如果用表格、图表或图像来说明详细的数据资料，那么接

着应该概括数据的主要特点，而不用过于详尽地描述细节。

总之，结果部分的主要结构是描述性统计和研究人群基本

情况比较→程序的结果和分类结果→衡量数据有效性→统计

分析的结果。

５．讨论和结论

结论部分的首段要概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研究的目

的。不要开始就是文献回顾或讨论。这些信息不应该包括在

本段落内，除非与结论有关。要特别谈到研究中的主要发现，

来回答在引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所涉及到的数据应该

限于结果部分最重要的数据，不要重复结果部分的所有数据，

也不应引入新的数据。

第二段要从对主要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并说明论题。用来

推导主要结论的基础应是首段中提到的主要研究发现，不能根

据论据来推断，只能从本次的调查研究得到合理的结论。

专注于本次研究的主题：不可离题。过多的结论会使其中

任何一个都失色，较好的是提出两个或三个结论。重点明确、

结构紧凑的文章要好过内容宽泛、结构松散的长篇巨作。

第三段要陈述你的观点是否与其它研究者相一致。要表

明你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与当前的见解是相同或是相悖，并判断

造成见解一致或矛盾的理由（例如不同的研究对象，实验步骤

或研究资料特性的差异）。这一段要列举以往研究的结论，并

引入本次研究得到的结论。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不可重复引言

中第二段的内容（即研究的理论依据），可以将你的研究和以往

的研究进行对照。不用详尽描写所有研究的每个方面，而是要

集中在那些与你的结论相关的研究。再次说明，在提到其它研

究时避免列出作者名字。

在第四段中要明白地解释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在你的

工作中得到哪些重要的临床教训？是否有需要避免的诊断缺

陷？是否有重要的影像学发现可以帮助诊断？是否有新的因

素需要加以考虑？

你要设法提出与临床相关的新的见解。如果你的研究方

向是偏于基础科学的，那么要解释你的研究结果所阐明的病理

生理方面的问题；你的研究结果是否与所研究的疾病过程中已

知的生理、病理、化学、力学的基础理论相符合。

第五段要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坦率地说，不要贬低你自己

和你的研究。你可能是考虑周到、自我批评的研究者，但不要

损毁研究的可靠性。这样的评论倾向于批评，但更重要的是要

让读者理解你的研究资料和解释的在实践中的限度。

最后一段是总结。首先是重新叙述你的主要发现和结论。

其次强调研究结果的在临床和基础科学方面的意义。如果需

要的话，最后一句话要说明合乎逻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如果

你认为这个研究路线不会成功，也就不用推荐人们进行更多的

研究。

总之，讨论部分的主要结构是：研究的主要结果→解释研

究结果→解释的文献背景→临床或病理生理学意义→局限性

→总结。

６．摘要

摘要通常在论文的主要部分完成后写作。摘要是全文的

精髓，由４个部分组成：目的、方法、结果和讨论。摘要的写作

由这些副标题来组织，语言精简极为重要。研究目的要尽量压

缩成用一两句话来点明。方法部分仅需概括实验步骤和变量

的要点。结果部分要报告研究的主要发现。结论部分也仅限

于用１～２个句子，直接与研究目的相呼应。研究目的和结论

要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写出足够好的论文

修改论文应该是一项有计划的工作。如果撰写初稿象播

种，那么修改论文就象是除草和剪枝。修改过程中，为了文章

的连贯，一定要乐于删除你最钟爱的修辞色彩浓重的段落。这

是一项细节性的工作，最好逐步完成。可先将原文分段，然后

逐段考察，不要拖延。

要接受粗略的初稿，也要接受重写论文。重新排列各节段

的顺序，调整文章结构，画箭头做标记，删去多余的节段。到第

３或第４稿时，就可能接近终稿的５０％～７５％。这时停下来，将

文章发给合著者，让他们自己确定排名。你可以做不带偏见的

第三方，能够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告知他们要在１周内给出

修改意见。合著者们会提出你没有考虑到的内容，或者建议完

全更改论点。一旦从合著者处拿回文章，得到的那些意见，在

下一稿中你可选择性针对一些意见进行修改，有些也可以忽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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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合著的关系和作者们的排名次序会造成棘手的问题。

而且不幸的是，关于作者排名的问题可能变得难以应付。最过

份的是上级医生和部门主管要求署名。没有编辑会赞同名誉

作者，大多数初级大学教员实际上还是勇于抵抗这种压力。最

好的建议是在研究开始前就明确研究小组的成员，每个成员都

认同自己的任务和责任。合著者地位的确定以个人在研究过

程中履行的职责为条件。那么，职位较低的作者可借此寻求支

持，研究的负责人也可借此确定署名人的资格。

通常，首要的作者应该是第一作者，导师位于最后。其它

的合著者依其对论文的贡献依次位列第一作者之后。如果这

些问题一早就讨论清楚，就可以避免不愉快事情发生。在修改

最后一稿时，你会发现文章正最后成形。这正是苛求的时候，

要力求用最具说服力的表达方式和最精简的句子来说明你的

观点。在论文送审前，要最后再仔细阅读全文，确定数据合计

正确，没有拼写或语法错误，参考文献按在上下文中提及的次

序排列。如果审稿者面对这样的错误，就可能减低他们对论文

的信任。当你完全考虑清楚后才将论文送审。如果不能力争

论文完美，那么就不要送审。

１．服从编辑和审稿者的意见

不要过高估计你的文章，这可能会导致令人气馁的拒稿，

但也不要低估。如果你认为论文可能在某一放射学杂志发表，

在发出论文时要有这样的认识，也就是即使经验丰富的研究者

在向这些杂志投稿都会遇到问题。

如果文章被拒绝，要振作自己并不要放弃你的文章，重新

定位，然后改投给其它的杂志，可针对审稿者提出的批评意见

来修改文章。用批评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研究，这样论文的表

达就更清晰，目的更明确。

如果审稿者认为你的文章需要较大的修改，尽量设法接受

所有的或者大部分要求。如果你希望文章至少能发表，那就按

这些批评、意见照做。如果你的回应是积极友好的，作为回报

你也会得到同样友好的回应；否则，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审稿者

的挑剔，或者编辑不理会你的请求，也不加快发表的进程。

２．最后的鼓励

如果你的文章不被接受，请不要放弃。在所有给北美放射

学杂志的投稿中，有８２％的论文最终可被发表在该杂志或其它

杂志上。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改进你的文章，可以寻求他人的帮

助，这些人也许不是和你同一专业，但是知道怎样能使文章发

表，最好是和你同一部门，曾写作并发表过论文。在附录２中

列出了一些资料，也是对科学论文写作的建议。

第一次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是具有挑战性的尝次。最重

要的事就是动手开始写。其次就是按次序（附录１）列出论文提

纲。如果这两个任务完成，你可以让一个有经验的作者或指导

者来指导你写作，使论文可能被接受。指导者最不希望的是不

得不接手一个完全组织紊乱的文章并重写所有的部分。当然，

这也是低年资研究者所不希望的。令人满意的是使研究计划

完成，得到结论，并按发表论文的标准写作，完成这些工作比在

研究过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更让人满意。

附录１

逐段写作：典型影像学论文１８个基本段落的内容和次序

引言

１．陈述观点

２．写作文章的原因

３．明确的目的和假设

材料和方法

４．研究对象

５．研究步骤和方法

６．定义和标准

７．资料搜集和确认

８．统计检验

结果

９．描述性统计和研究人群基础情况对照

１０．程序性结果和结果分类

１１．测量和数据有效性

１２．统计分析的结果（与材料和方法部分顺序相同）

讨论

１３．主要研究结果

１４．解释结果

１５．与解释相关的背景参考文献

１６．临床或病理生理学意义

１７．局限性

１８．总结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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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Ｓｃｉ，１９９０，７８（１）：Ｃ５５０Ｃ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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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　 高立 译

深圳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放射科　 杨敏洁 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　 夏黎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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