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论文正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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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是科研论文的主体，写作时一定要特别谨慎。其书写格式普遍采用国际医学期刊编

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E）推荐的 IMRaD

格式，包括 4 个内容，即引言（introduction）、材料与方法(material and methods)、

结果(results)、讨论(discussion),篇幅长的论文，其中某些部分（特别是结果和讨论部

分）还需列出小标题，以使内容更加清晰。下面详细讨论各项内容的撰写格式和要求。

1 引言

引言又称前言、导言、绪言和导语等。它是正文开始的第一部分，是文章的引子、全文

的亮相，也是论文主体部分的开端。引言是对正文主要内容的简要说明，对正文起到提纲携

领和引导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使读者在阅过文题、摘要和引言之后，不仅了解该文的主要

内容和观点，并能对该文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研

究的背景材料。在引言开头，可适当介绍背景材料，并引用文献，说明相关领域前人的工作

和知识空白，阐明该项研究的理论基础。交待背景材料时要防止过多叙述历史和罗列文献，

也无须对主题展开系统的回顾；（2）有关本专题研究的起源、历史及发展现状，包括已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3）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一定要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交代清楚。

要说明开展该项研究的原因，指出该研究的结果能否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新的前景，交待清楚

本研究即将要说明什么问题，以及如此做的重要性等。前言不宜写得太长或太短，一般不要

超过 300 字，故在语言和写法上要求高度精炼，开门见山，抓住中心，言简意赅，生动而

有吸引力。文字少而精，切忌空话大话、长篇大论。前言中勿作详细的历史回顾和综述，不

应对主题作广泛的评论，也不易引用过多的参考文献（最好不超过 3 条），仅需列出最主

要的参考文献。不要涉及本研究将要报道的资料和结论。 “国内外尚未见报道”、“首次

报道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填补国内外空白”等对论文评价的提法，除非

有确实的资料和依据，在论文写作时一般不宜采用。

2 材料与方法

材料和方法是医学科研的基础。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缺少了材料和方法，即

缺少了实验对象与手段，科研本身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引言是解决“为什么研究”的问

题，那么，材料和方法则主要是解决“用什么做和怎样做” 的问题。材料和方法不但是科

研设计实施的基础，还是论据的主要根据和阐明论点、引出结论的重要前提，在全文中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准确详实地介绍这部分内容，不仅可启迪读者与编者的科技实践意识，

而且可增强论文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便于他人重复其实验或观察结果，促进技术交流和传

播。医学论文的种类繁多，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均需包含材料与方法部分,此部分应清楚地

说明观察对象或实验对象（患者或实验动物，包括对照）的选择情况。详细描述实验方法、

仪器（以圆括号注明制造厂名和厂址）及实验步骤，以便他人重复试验结果。列出建立方法

所用的参考文献：对已发表但未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提供参考文献，并作简要描述；对新的

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方法，要说明采用的理由，并对使用的限制作出评价。具体包括下列几个

方面的内容：

2.1 仪器设备 主要器材与仪器的研制和生产单位、名称、型号、出厂时间、使用及操

作方法、主要参数、仪器类型与精密度等。

2.2 主要药品与试剂 写出药品、试剂的名称（尽量用国际通用的化学名，而不用商品

名）、成分、纯度和浓度、剂量、制造单位、出厂时间、批号、实验配制方法等，必要时说

明来源。



2.3 动物 介绍动物名称、种系、数量、分级、性别、体质量、来源、年龄和身长、营

养及健康状况，选择标准、分组和实验方法、记录与观察指标、测定结果等。

2.4 临床资料 说明疾病名称、患者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病程、症状、体征辅助

诊断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诊断及分型标准、疗效观察标准、病例选择标准、实验设计及评价

方法。报道以人为对象的实验，不要使用患者的姓名、姓名的首字母或医院的各种编号，尤

其是在任何图片材料中不要使用。

2.5 实验资料 包括各种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和步骤、操作要点、记录方式，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选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学处理方法等。应详细描述统计学方法，使有素养

的读者能够通过原始资料核实报告结果。防止单纯依靠统计学假设试验（如仅用 P 值），

因其不能表达重要的定量信息。讨论选择对象的合格性，详细阐明随机分配的细节，说明盲

法观察的具体方法及其成功之处。材料与方法部分在试验研究和临床疗效观察论文中的写作

略有不同。在试验研究论文中应写明：（1）具体的实验对象（人或动物）及其选择标准；

（2）具体的实验方法；（3）实验的环境条件；（4）分组方法；（5）观察方法（观察指标、

记录方法等）；（6）实验的程序。在临床疗效观察论文中应写明：（1）病例选择标准(诊

断与分型标准)；（2）病例的一般资料；（3）随机分组情况；（4）治疗方法；（5）疗效

观察项目；（6）疗效判断标准（痊愈、显效、好转或死亡，或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无效

或死亡），若系采用他人的实验方法，应尽量引用参考文献，少用文字叙述。

3 结果

研究结果是论文的重要内容，要求将研究、观察、测定所得的原始资料和数据，经过审

查核对、分析归纳和统计学处理后得出的结果用文字、图或表的形式具体、详实、准确地表

达出来，但三者不应重复。表和图应少而精，能用文字表述清楚的，一般不用图和表。表和

图不要重复同一数据，其设计应正确、易懂，有自明性。采用三线表（不用端线、纵线和斜

线，必要时可加辅助线）。表序和表题置于表上方，顶左排，统－的计量单位符号注于表的

右上方，表随文放。图序及图题置于图下方，顶左排。统计学处理结果用

P>0.05,P<0.05,P<0.01 三档表示， 或准确给出 P 值。 应避免把统计学专业术语，如“随

机”（指随机化设计）、“正常”、“显著”、“相关”、“样本”等等，作非专业性使用。

统计学术语、缩略语及大多数符号都应注明。结果的写作应符合下列要求：（1）准确无误。

写作时必须反复核对原始实验记录，尤其是通过试验获得的各种数据结果，必须准确，统计

学处理方法及结果正确；（2）实事求是。有人说，实事求是是科学工作者的命根子。论文

写作时，不应按自己的假设或主管愿望随意更改或编造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尤其要如实报告

失败的教训；（3）重点突出。通过观察和实验，往往获得许多数据和资料，写作是一定要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重点介绍对读者有价值的、与资料目的密切相关的结果，切不可面面

俱到；（4）图表简洁美观。图表简洁包含两方面的含意，其一是指图和表应简单明了，其

而是指图和表不易过多，一般不应超过 6 幅图或 6 个表。另外，在准确表达结果的基础上，

应做到图表设计合理、美观大方。

4 讨论

讨论是结果的逻辑延伸。通过对结果的阐明论证，引出恰当的结论。其目的在于对研究

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为做研究结论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讨论部分不是研究结果的简

单重复，而是从理论上有选择地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解释、推理，提出论点，并加

以具体说明。它是从理论认识上对结果作一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探讨，以给读者更多的启发

与借鉴，为结论提供理论依据。也是将研究的结果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升华阶段。

它已不是事物的表象与外部联系，而是已经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与内部的联系。其任务是阐明

事物间的内部联系与发展规律，指明研究结果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论文水平的高低、对

读者有无价值等。所以，如果说文章的“结果”部分是“摆事实”，那么，讨论部分就是



“讲道理”。即通过对结果的分析，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出内在联系，得出正确结论，透

过现象，探求本质。通过文章的讨论部分，了解全部研究工作的最终结果和结论，知道它的

意义所在，明确还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工作的目标。

4.1 讨论的主要内容 凡作者认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均可以讨论，但要防止面面俱到。而

且讨论内容也应该有一个大致范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的原理和概念；

（2）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的优缺点，尤其要指明来控制之处和本实验的缺点；（3）所得结

果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对结果（阳性或阴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指出本结果与当前有

关研究的异同点，要突出新发现、新发明，指出结果的可能误差和研究中有无例外或尚难解

释的问题，解释因果关系，说明偶然性和必然性；（4）从结果引出推论或结论，并说明其

理论与实践意义，如果暂时得不出结论”，也不要勉强；（5）尚未定论之处和今后急需研

究的问题与建议。对相反的学说、理论与观点也应适当加以介绍；（6）明确提出本文的研

究结论，着重描述该研究新的和重要的发现；（7）针对研究目的，阐明研究结果及结论的

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8）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解释因果关系，说明偶然性与必然

性；（9）实事求是地对本研究的局限性、 意外发现及相关矛盾的数据和现象加以分析和解

释；（10）提出新的假说，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2 讨论写作的基本要求（1）大量查阅相关文献，结合现有研究结果和结论进行讨论；

（2）重点突出。讨论应突出主题，并围绕主题深入地阐明作者的学术观点；（3）评价客观。

讨论中应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研究，切忌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正确评价他人的贡

献和自己的成绩，并实事求是地分析该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4）讨论是对结果的进

一步说明和解释，因此，讨论部分不应单纯或过多地重复结果部分的内容；（5）不要随意

提出本文研究资料和结果不能充分支持的观点和结论。由此不难看出，“讨论”的最大特点

就是在前述的结果部分“摆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 “讲道理”。以自己实验所获结果为

依据，进行分析、评价，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给读者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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