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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文SCI综述写作之我见

曹守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一提到综述的写作，很多同

学会感觉谈综述色变，不知从何

下手，更别提英文综述的写作。

其实，只要你用心去选题，写好

综述不在话下，英文 SCI 综述也

并非不可企及。对于英文 SCI 综
述的写作，笔者有以下几点个人

的拙见，希望对感兴趣的朋友有

一点帮助。

1. 如何选题

英文综述的选题非常重要，

这决定着你文章接收的机率有多

少。一篇好的综述，能够让人耳

目一新，甚至会有醍醐灌顶的感

觉，即使对这个领域不甚了解的

学者，看完之后也能有大致的轮

廓。

选题重在新颖，而新颖恰恰

是最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选题

的来源可以是在临床工作中遇到

的待解决的问题，或者实验过程

中所涉及的领域。比如，在临床

工作中，我们遇到一例患者，有

某些临床病理特征比较特殊，对

我们以后的临床工作有较大的提

示作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查阅

文献把该病种的相关特征及发生

机理补充完善，这也是很有意义

的一件事情。即使你觉得综述可

能写起来比较繁琐，你也可以把

它总结成简单的 case report，这

对我们以后的临床工作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笔者个人就是通过上述方法

发表了一篇 case report，接下来

把写 case report 过程中看到的文

献总结成了一篇英文 SCI 综述。

虽然分数不是很高，只有 2 分多，

但是其中凝结了大量的劳动成果。

另外，我们在实验过程中，自然

而然会查阅众多本领域文章，在

查阅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角

度可以作为我们综述的内容。综

述不在于内容有多宽泛，重点在

于精，把一个微小的内容说的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赢了。

2. 选题的可行性

选题可行性的确定需要我们

查阅大量文献。如果我们的立题

在最近几年很少有人涉及，而且

有一定数量的文章发表，那么相

对来说比较好写。如果最近几年

有挺多类似文章发表，那我们应

该看看能不能从别的角度对其阐

述。比如说，某基因在某病种的

研究进展，多数文章只描述其在

增殖、黏附等方面的研究，而最

近研究发现其在转移方面也发挥

作用，我们就可以把该基因对转

移的影响作为研究方向。如果最

近几年发表了很多类似文章，我

们还没有新的内容可以添加，那

么写这篇综述的意义就没有那么

大了。另外，研究存在争议的内容

也是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

要把存在争议的原因解释清楚了。

3. 结构要清晰，框架
要完整

一旦确认立题依据可行，剩下

的就是写作了。写作的时候，每个

人都有不同的习惯，笔者个人倾向

于列提纲，把每部分要写的内容先

作一个简单的罗列，如果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按提纲来写。这样，写一

部分查阅一部分的文献，比较有条

理性。查阅文献时要做好笔记，方

便后面引用参考文献时用。

4. 要有个人的观点

综述并不是简单的文献罗列，

重要的是要在文章中阐述自己的

观点，这一点很重要。要把自己

对该领域理解的内容以文献的形

式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个宏观的

概念。在文章写完后，可以找同

行审阅下，多修改几遍。

其实，英文 SCI 综述并非遥

不可及，在我们查阅大量文献的

前提下，自然会对这个领域有个

系统的了解，找一个切入点也就

不是难题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行动永远比语言有说服力，所以

重在实践。希望大家能够早点找

到自己的选题，然后认真做下去。

成功，也许就在不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