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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广大科技人员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科技成果，而科

技报告就是记录和交流这些科技成果的主要载体，是描述一项科学技术研究结果或进展或一

项技术研制试验和评价的结果。国家标准局曾于 1988 年发布了 GB7713-87 《科学技术报告、

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此后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现改为装备部）、中国

船舶工业总公司和核工业部也相继发布了适用于各自行业的科技报告编写规则。这些标准对

于提高我国科技报告撰写的标准化、格式化以及科技报告的学术水平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 

然而长期以来，交通行业没有很好地执行 GB7713-87，且该标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已不完全适合交通行业的实际需要，致使在交通科技报告的撰写要求、内容、格式和封面、

插图、表格、缩略词、公式以及正文层次划分及编号等许多方面出现不规范、不统一的情

况，影响了交通科技报告的水平，不利于成果的交流和交通科技报告数据库的建设，给科

研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为了规范交通科技报告撰写格式，加强交通科技报告撰写工作的管理，提高交通科技报

告的学术水平，促进交通科技信息资源的交流和传播，交通部于 2002 年 8 月 1 日正式发布

行标《交通科技报告编写规则》（JT/T483-2002），并自 2002 年 10 月 10 日起实施。对此，

交通部办公厅于 2002 年 10 月印发了"关于实施交通行业标准《交通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JT/T483-2002)的通知"，要求凡归口交通部科技教育司管理的科技项目，在项目申请结题、

验收、评审和鉴定时，所提交的科技报告必须按该标准格式和要求撰写，地方交通行业其他

科技计划的项目可参照执行。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施行该标准，下面就标准的有关内容作

一说明。 

二、编制原则 

1. 本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00 的规定。 

2. 本标准的制定应将科学性、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3. 本标准的制定应使科技报告的撰写要求、内容和格式与数据库建设相结合。 

4. 本标准的制定应考虑交通行业的特点和国内外科技报告交流的需要。 

三、标准主要内窑说明 

1. 计量单位 

交通科技报告中采用的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执行。同时报告中应采用国际单位制（SI）

单位，具体写法要符合国家标准 GB3100～3202-93 的最新规定。 



2. 名词术语、符号 

科学技术名词术语的统一是为了适应科学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科学技术的交流

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信息传播等的发展。为此，报告中的名词术语、符号等均

应符合国家相佳 GB1434、GB3101、GB3102.11、GB3102.12 等有关规定。 

3. 机读版数据格式 

建立交通科技报告全文数据库是交通科研成果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各部门各单位

科研人员和各级科研管理机构有责任完整地保留交通科技报告的机读版数据格式，且数据格

式采用通用文件格式，数据应完整地保留。 

4. 报告密级 

报告分为机密、秘密、内部和公开四级，由完成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

和有关保密规定填写。 

5. 报告摘要 

报告摘要应介绍报告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信息，如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报告

摘要一般均应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中文摘要一般不宜超过 500 字，英文摘要不宜超过 300

个词。 

6. 插表 

插表可以列出实验结果，可以表示结构可分类系统。插表是交通科技报告的重要内容，

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获取报告的重要信息（数据与变化趋势）。由于交通科技报告的表格

类型较为复杂，客观上为报告表格的编制带来一定的难度，故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对交通科

技报告的表格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列举的四种表格类型，基本上代表了目前交通科技报

告中的插表类型。 

7. 插图 

插图是交通科技报告的重要内容，可以直观地、形象地表达作者的实验和研究结果，且

与插表一样，可以使读者快捷地获取报告的重要内容。交通科技报告插图通常包括绘制图、

画和照片三大类。绘制图大致可分为由实验数据或统计数据作为原始资料而绘制的图和工程

制图两类。画是用于工绘制的物体外形图，与照片相比，其线条更清楚，可以突出重要的部

分，略去不重要的部分，达到更逼真、更生动的效果。照片包括实验装置外貌、空中摄影和

微观图像等。 

8. 参考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目的是便于对某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获取更多的信息，且不必在正文部

分作过多的叙述，同时也表明作者的科学态度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根据交通科研的特

点，通常要列出的参考文献有： 

1)作者在进行该项研究工作之前的调研、立题过程中所参考的主要文献。这些文献提供

该项研究有关的背景情况和研究依据。 

2)含有介绍相关内容的基本原理的主要文献。 

3)研究工作中参考的主要文献。 

4)报告中为讨论、比较等目的而引用他人的研究结果、观点、数值、插图、表格等资料

时，应列出的资料来源。 



9. 交通科技报告辑要页 

每份报告应有辑要页，辑要页置于封面之后。报告如分卷（篇、册）编写，各卷（篇、

册）应有单独的辑要页。辑要页应从不同侧面揭示报告的主要特征与基本信息，提供检索所

需的内容和形式特征的著录项目。辑要页主要内容包括中文题名、英文题名、交通编号、单

位编号、合同号、第一完成单位、密级、分类号、项目起止年限、项目来源、项目负责人、

报告撰写人、项目参加人、主题词、关键词和摘要等。 

四、经济和社会效益预测 

科技报告具有内容广泛、翔实、具体、完整以及技术含量高、实用意义大、时效性好、

便于交流等特点和优势，是国家的宝贵知识财富和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它对提高科研工作

的技术起点，大量减少科研工作中的重复立项、研究、试验等重复劳动，大大节省科研投

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行标《交通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的制定有利于提高我国科技报告撰写的标准化、格式化

和科技报告的学术水平，促进交通科技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增强研后效益，加速交通科学技

术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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