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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农业科技论文中人称语气的表达

吴　益　伟
（浙江农业科学编辑部，３１００２１，杭州）

摘　要　以刊文为例，阐述农业科技论文中人称语气表达应注
意的问题：区域名称用全称，以利题名自明性；文摘部分人称语

气尽量按规定撰写；执笔者的人称语气要代表全体作者；不用

不合理人格化词语替代“我们”做主语，避免主谓搭配不当；区

分作者观点和他人观点，合著论文不应有个人观点等；多数情

况下人称代词可以省略。

关键词　农业科技论文；人称语气；表达
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ｎｅ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ＷＵＹｉ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ｐｅｒｓ，
ｓｏｍ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ｎｅ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ｓａｒｅｅａｓｙｔｏ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ｗｒｉ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ｌｌ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ｆａ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ｄ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
ｗ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ｂｅａｎ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ｍｏｓ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ｏｎｏｕｎｓｃａｎｂｅｏｍｉｔ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ｐ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ｏ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１００２１，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农业科技论文大都属试验类或实验类研究性论

文、观测描述性论文、技术（成果）介绍性论文以及综

合评述性论文［１］。农业科技论文往往涉及区域范围

较大，一般由多人、多单位合作而成，都要著录参考文

献来引出作者研究的目的、突出创新成果。正确表达

人称语气及合理的人格化词语对于协调作者之间、作

者单位之间的关系，区分作者成果与引用观点，使语言

文字符合写作规范或习惯、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经常发现一些作者由

于缺乏写作知识或先写作后定作者等原因，在论文中

人称语气表达含糊、欠妥当，有的还易产生歧义，甚至

错误。为此，笔者以近期刊文为例，阐述农业科技论文

中人称语气表达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科技人员写作

及编辑加工提供借鉴。

１　区域名称用全称，以利题名自明性

　　题名由执笔者撰写，如遇含人称语气的区域名称，

一些执笔者往往喜欢用“我省（市、县、区、镇等）”的形

式表达。对２００６年我国４５７种农业科学类期刊的全
年载文进行检索，结果有 ５９８篇题名有“我省（市、
县）”２字。撰写题名要求切题、简单、准确、明了，方便
检索［２］。“我省（市等）”在题名中出现，缺乏题名的自

明性，不利于读者检索和引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和完善，作者异地刊稿增多，地方性刊物作者和读者地

区分布扩大［３］。在这一趋势下，准确的人称语气便于

读者的检索和阅读。建议题名以第三人称语气表达

（全称），如将“我省”改为“吉林省”，将“我市”改为

“靖江市”，等等。

例１　国内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我省
的研究方向　（吉林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３）：３１）

例２　弱筋小麦“宁麦９号”在我市低产原因及高
产栽培途径研究　（上海农业科技，２００６（１）：５６）

２　文摘部分人称语气尽量按规定撰写

　　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４］规定：一次文献文摘为作者
撰写的文摘；作者文摘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张云

扬［５］认为，自己撰写的文摘理应用第一人称的语气，

使用“我们”“本作者”及人格化的代词“本文”“本研

究”等做主语，除“我们”外它们在语法学上均属第三

人称的语词，在语用概念上却可用作第一人称语气的

主语，并赞成用自述省主语句的解决办法［６］。

在农业科学类论文中，执笔者习惯称自己所属区

域名称为“我省（市等）”。作者文摘若用第一人称语

气撰写，与题名一样，也会出现指代不明等问题；而按

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规定以第三人称语气来写就不会产
生该类问题。

例３　本文分析了我省农业科技示范场建设的现
状，提出了增强建设效果的对策措施……　（安徽农
学通报，２００６，１２（６）：３７）

例３中“我省”缺乏自明性，宜用全称。“本文”可
省略，省略后符合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的编写规则。

３　执笔者的人称语气要代表全体作者

　　论文是作者的成果。在２个及２个以上单位合著
的论文中，执笔者的人称语气要代表全体作者［７］。可

用“我们”及“本课题组”“本研究”“本试验”等合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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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词语。

例４　为探讨巴西陆稻在秋旱地上种植的丰产性
和抗旱性，１９９６年我所进行了试验研究，现将结果报
告如下。　（江西农业科技，１９９７（１）：１）

例４中第１和第２～４位作者单位分别为江西省
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和江西省种子管理站。用“我

所”易误解，如果改为“我们”，既简单、合适，又代表了

２个单位。
例５　兔多杀性巴氏杆菌 Ｐｍ９０株（本所提供）。

　（山东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２）：７５）
例５中作者属２个研究所，“本所”指代不明，宜

用全称，但不宜用“我们”。

４　不用不合理人格化词语替代“我们”做主
语，避免主谓搭配不当

　　在观察描述性和试验类研究性论文中，由于谓语
多为“观察”“试验”之类动词，此时用“本文”做主语，

“本文”可能成为不合理的人格词语，会与谓语或部分

谓语不搭配。改为“我们”或“本研究（课题组等）”做

主语，与谓语就搭配了，而且在语意上也更符合事理和

逻辑（如例６）。
例６　本文用苏云金杆菌与生物杀虫剂 Ｓｕｃｃｅｓｓ

及相关助剂混配成的复配制剂，对小菜蛾和菜青虫进

行了田间防治试验，明确其防治效果，为无公害防治小

菜蛾和菜青虫提供技术依据，以期提高苏云金杆菌对

小菜蛾和菜青虫的防治效果与杀虫速度，解决生产上

小菜蛾难以防治的问题。　（黑龙江农业科学，２００７
（２）：５０）

５　区分作者观点和他人观点，合著论文不应有
“个人”观点

　　引言部分说明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结论部分是
对整个研究工作的总结，从而得出本研究与众不同的

结论［１］。引言和结论部分总体上采用第一人称语气，

但在引述文献资料和引用文献作者姓名时宜用第三人

称语气［８］，引述文献资料是作者以前研究的结论时最

好用第一人称语气。引述文献资料没有引用文献作者

姓名时，这时他人的观点成了第一人称语气陈述内容

中的句子或句群的成分，应用方括号标注文献序号加

以区分。有些论文文后列有参考文献，但文中没有用

方括号标注文献序号，使读者难以区分文中哪些是作

者的观点，哪些是引用文献的观点。更有个别执笔者，

在合著的论文中含有个人看法或观点，这是绝对不允

许的。第一人称语气表达主要用“我们”“作者”“笔

者”或人格化的词语。引述文献资料和引用文献作者

姓名为第一作者，用第一人称语气“笔者”表示谦逊。

例７　我国居民目前的乳品消费中干酪和奶油的
消费量比例很小，与奶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许多学者

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我国乳品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层次

低，但本人认为这是由于我国的乳品消费市场还没有

发育到以干酪制品消费为主的阶段。　（农业经济问
题，２００６（８）：５２）

例８　我认为在水稻生长前期……　（安徽农学
通报，２００６，１２（３）：８６）

例９　因此，笔者认为固定因素以取最高或最佳
施肥量为宜，被固定的因素相当于作肥底来看待。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人认为用效应函数模型推导

有关的施肥参数，其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土
壤通报，２００６，３７（３）：５１１）

例７中作者是２人，用“本人”，不妥，可将“本人”
改为“笔者”。例８中作者是３人，用“我”，不妥，可将
“我”改为“笔者”。例９中前一段用了“笔者”，后一段
又用“本人”，“本人”即指个人，可将“本人”也改用

“笔者”，这样就代表了该论文的 ５位作者 ２个单位
了。

６　结语

　　科技论文中人称语气的合理表达能协调作者间的
关系，区分作者成果与引用观点，利于读者阅读和检

索。论文作者和编辑都应注意科技论文中人称语气的

表达，使之合理、明确、自然，避免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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