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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论文摘要语言特征研究
张瀛文

北华大学，吉林吉林，132000；

摘要：随着学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语摘要已成为非母语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构建多学

科平衡语料库，采用词频统计、句法标注及语步分析技术，系统探究英语学术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特别是词汇

选择、句法结构和信息组织方面的共性与差异。研究表明，英语学术摘要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呈现出显著的

学科特异性。自然科学倾向于使用高密度名词化结构与被动语态以强化客观性表达，而人文科学则更注重理论框

架构建与逻辑推演。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学术文本语言规律的理解，也为非母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写作指导，

强调了掌握学科特定语言规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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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摘要是研究成果的核心载体，其语言特征

直接影响知识传播的效度与信度。在学术全球化进程加

快的背景下，英语摘要已经成为非母语学者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的必经之路。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非母语学者

在摘要写作中普遍存在语言规范偏差，如第一人称过度

使用、时态混乱及信息密度不足等问题，这些偏差可能

削弱学术文本的权威性与可理解性。与此同时，学科之

间语言的共性和差异还没有得到系统地揭示，传统的定

性研究很难全面把握语言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语料

库语言学以其大规模文本量化分析的优势，为解构学术

摘要的深层语言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1 研究现状

1.1 学术语篇特征研究

学术语篇特征的系统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后期，随

着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作为

独立研究领域的兴起，学者们对学术文本的修辞结构和

语言形式特点产生了关注。Swales（1990）提出的 CAR

S（Create a Research Space）模型在此领域具有里程

碑意义，这一模型分析了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语步结构，

揭示了学术写作中“建立研究空间”的普遍逻辑框架。

CARS 模型不仅为学术语篇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理论

工具，更启发了后续研究对摘要、讨论等特定章节的功

能性探索。然而，Swales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全文结构，

对摘要这一高度程式化文本的微观语言特征关注有限。

1.2 语料库研究方法进展

语料库语言学在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标志着该

领域从直觉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型。早期研究多依

赖手工检索与频率统计，如计算学术文本中的词簇（le

xical bundles）分布，此类工作虽能揭示特定语言形

式的出现规律，但未能深入阐释其功能动因。多维度分

析法（MD Analysis）的引入突破了这一局限，该方法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语域特征的核心维度（如“信息密度

与叙事性”“交互性与非交互性”），进而实现语篇类

型的系统性聚类。在学术英语研究中，成功地识别了学

科之间在抽取程度、论证方式和作者介入程度方面的显

著差异。例如法学论文呈现高频率的逻辑连接词与条件

从句，而化学文本则表现出极端的名词化倾向与低人际

互动特征。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驱动的研究路径，通过定量分析

与质性阐释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探究英语学术论文摘要

的语言特征。研究设计涵盖语料库构建与多维度语言分

析两个核心环节，旨在突破传统单一学科或单一分析维

度的局限，揭示学术摘要的跨学科共性与差异。

2.1 语料库构建

研究语料选自 Springer 与 ScienceDirect 两大权

威学术数据库2015至2022年间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摘

要，遵循多学科平衡原则，最终构建包含 500 篇摘要的

专用语料库。学科分布上，自然科学（含物理学、生物

学、工程学）占 40%，社会科学（含经济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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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占 30%，人文科学（含文学、历史学、哲学）

占 30%，该比例设置参考了 Scopus学科分类标准，同时

兼顾学科群的语言特征差异性（Hyland & Jiang, 2020）

[2]。为确保语料时效性与学术规范性，入选论文均发

表于JCR Q1/Q2 区期刊，并排除非实证研究类文本（如

评论、书评）。

2.2 分析维度

研究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构建分析框架，

整合自动分析与人工标注技术，形成多维交叉验证机制。

表 1 分析维度

分析层
面

具体指标 工具

词汇特
征

高频词、词簇、
词汇密度

AntConc

句法特
征

被动语态、时态分布、
名词化现象

Sketch Engine

语篇特
征

语步结构、信息焦点
人工标注+UAM

CorpusTool

词汇特征分析聚焦学科间共性特征，采用 AntConc

3.5.9 进行高频词统计与关键词提取，计算标准化的词

频分布（每百万词频数），并通过 LLR 对数似然比检验

识别学科间显著差异项（Anthony, 2022）[3]。词簇（l

exical bundles）分析以 4词序列为基本单元，过滤停

用词组合后，依据Biber（2006）的功能分类框架，识

别结构型（如"the results of the"）与立场型（如"i

t should be noted that"）词簇的分布规律。词汇密

度（lexical density）计算采用 Halliday（1985）公

式，即实词占总词数的比例，用于评估摘要信息压缩程

度[4]。

3 结果与讨论

3.1 词汇特征分析

词汇分析表明，学术摘要表现出明显的动词集群化

和信息密度两极化特征
[5]
。如表 2所示，高频动词 TOP1

0 中，研究过程动词（如 investigate, analyze, exam

ine）占据主导地位，其总占比达 45.7%（χ²=32.15,

p<0.01），反映出学术摘要聚焦研究行为描述的核心功

能。值得注意的是，demonstrate与 propose 在自然科

学摘要中的频率分别比人文科学高 38%与 27%，暗示学

科间对“知识呈现方式”的认知差异：自然科学侧重于

实证发现的可验证性，人文学科则侧重于建构性的理论

架构。

表 2 高频动词分布（单位：每千词出现频次）

动词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总体频率

investigate 14.2 11.6 10.3 12.7

analyze 10.1 9.8 8.0 9.3

demonstrate 9.5 7.2 5.1 8.6

propose 8.3 7.1 5.4 7.9

examine 6.9 6.2 5.0 6.5

零冠词现象在方法描述语步中占比高达 68%（如“d

ata were collected”），显著高于结果（24%）与结

论部分（8%）（F=19.34, p<0.001）。这种语法压缩策

略与被动语态高频共现（r=0.72），共同为方法学命题

的客观表述服务。此外，词汇密度分析显示，自然科学

摘要的实词占比（72.3%）显著高于人文科学（65.1%）

（t=4.28, p<0.05），说明硬学科更多地依赖于名词化

结构来有效地封装信息。

3.2 句法结构特征

句法分析揭示，被动语态与时态系统构成学术客观

性的核心语法机制。如表 3所示，被动语态在方法语步

中使用频率达 52%，其功能聚焦于施事者隐退（如“sa

mples were analyzed”），而在结论部分骤降至 12%，

此时主动语态与第一人称复数（如“we argue”）的使

用率上升至41%，体现作者立场的策略性显现。

表 3 被动语态分布与时态选择（单位：%）

语步 被动语态频率 现在时 过去时 现在完成时

方法 52 18 74 8

结果 28 63 29 8

结论 12 81 9 10

时态选择呈现高度语境化特征：过去时在方法语步

占 74%，用于标示已完成的研究动作；现在时在结论部

分达81%，强调研究发现在理论上的普适性。值得注意

的是，社会科学摘要的现在完成时使用率（15%）显著

高于自然科学（6%）（χ²=21.07, p<0.01），常用于

建立研究背景与现有文献的关联（如“scholars have

debated...”）。名词化现象反映了学科的特殊性：自

然科学摘要中“动词派生名词+介词”结构占比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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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而人文科学

更偏好“形容词派生名词”（如“significance”）（t

=5.13, p<0.001）。

3.3 语篇模式

语篇分析验证了 Bhatia（1993）四语步结构的主导

地位，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组织策略差异。

全语料库中，背景—方法—结果—结论的完整结构占比

61%，其中自然科学摘要省略背景语步的比例（23%）显

著高于社会科学（46%）（χ²=34.12, p<0.001）。究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硬学科写作的范式更侧重于研究创

新，而不是理论上的对话[6]。信息焦点分析表明，自

然科学摘要的“结果”部分平均包含 3.2 个数据指标

（如“increase by 15%”），而人文科学更侧重理论

推演，逻辑连接词（如“therefore, consequently”）

频率比自然科学高57%。

4 结语

研究表明，英语学术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在词汇、

句法和语篇层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学科特异性。未来工作

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分析技术，提升非

母语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表达效果。通过开发针对

性的写作辅导工具，有助于作者更好地把握学科特有的

语言规范，提高科研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随着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实现对

学术写作规范演化的动态跟踪，从而实现教学资源的实

时更新，更好地支撑学术写作教育的发展。最终，这些

努力将促进全球学术共同体内部更加高效、平等地知识

共享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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