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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语是学术论文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已有研究涉及了多个学科领域，林业

学术论文引语也引起了关注，但未对文中引语展开具体分析。本文从引语频次与位置、引用类型、引语

中的转述动词及其时态、语态多层面对比分析中外学者林业学术论文中的引语。研究发现：中国学者林

业学术论文中引语频次远低于国外学者，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频率都低于国外学者。林业论文中

绝大部分引语出现在正文部分，极少数论文的结论部分出现了引语。中外学者林业学术论文引语中的转

述动词最常见的是report和find，国外学者林业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转述动词种类更加丰富，中国学者使

用的转述动词较单一，且重复率较高。中外学者林业学术论文引语中转述动词时态和语态的使用反应国

际学术写作的趋势，一般过去时多于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主动语态高于被动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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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academic papers, and also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re-
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involving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the citation in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has also attracted attention, but no specific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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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tation in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requency and position of citation, types of citation, reporting verbs, tenses 
and voi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Chinese scholars in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foreign scholars, and the frequency of integrated citation and 
non-integrated citation is also lower than that of foreign scholars. Most of the citations in forestry 
papers appear in the body part, and very few in the conclusion part. The most common reporting 
verbs in citations in forestry academic paper are “report” and “find”.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by 
foreign scholars in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are more diverse, while those used by Chinese scho-
lars are simple and repeated. Besides, the tenses and voices of reporting verbs in citations of fore-
stry academic papers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reflect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riting. The past simple tense is more than simple presen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the active voice is more than the passive voice. 

 
Keywords 
Citation, Integral Citation, Reporting Verbs,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引语是学术论文中必要的部分之一。它的形式多样，功能复杂。人们认识到，引语的性质和功能因语

篇类型而异，对引语的研究应立足于对具体语篇和语境的分析。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引语进行了研究。在小

说语篇领域，赵毅衡[1]讨论了被引的作者和引语的分类。申丹[2]认为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有效地表

达并强化讽刺的效果，能够引起共情并提高语义密度。新闻语篇中的引语研究比较多，其中，辛斌[3]比较

分析了《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中的转述动词。许明武，白振洋[4]研究了《纽约时报》60 篇科技报道

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转述动词。另外，在法律语篇领域，罗桂花[5]探讨了法庭互动中的转述言语行为。吕晶

晶[6]比较了法律语篇和一般语篇中的引证行为。此外，近年来学术语篇中的引用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很

大关注。Swales [7]就提出，学术语篇中引用的目的之一是“创造一个研究空间”。学术语篇大多引用前人

研究的成果和观点，以此表明目前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和最新研究的基础上的。唐青叶[8]探讨了英语学术

语篇中的转述引语现象，分析了转述形式、转述动词、转述结构、时态和语态，并从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其

独特性。陈崇崇[9]分析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期刊英语论文中的 30 个转述动词。唐玮，林正军[10]以元功

能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语言学方向英文硕士论文中引语的概念表达、人际互动和信息组织特征。 
引语是学术论文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已有研究涉及了诸多学科领域学术语篇，尤其是引语对比分析

尤其广受青睐，其中语言学最为突出，如前文的陈崇崇[9]、唐玮，林正军[10]，又如宋瑞梅，汪火焰[11]，
对比分析了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其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中的引用表现；另外涉及的还有社会

学[12]、运动医学[13]，林业学科也受到了关注，刘美爽、李梦颖[14]从提高期刊质量的目的出发，对参

考文献引用的频次和出处两方面分析了文献引用对 5 种林业期刊的影响，其中有 4 家期刊的篇均引语量

都低于当年国内科技期刊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该文具体讨论了参考文献的情况，而没有涉及林业学术

论文中的引语现象。因此，为了探讨林业学术语篇中的引语现象，促进林业学术发展，本文将以语料库

检索和分析的数据为基础，比较中外林业学术论文中引用类型以及转述动词的频次和占比，探讨中外学

者的林业论文在引语方面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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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数据和方法 

本文从两本 SCI 林业期刊，即美国林业协会出版发行的 Forest Science (《森林科学》)，以及东北林

业大学和中国生态学学会联合主办、教育部主管的英文林业学术期刊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林业

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写作的各 10 篇论文，共 20 篇论文作为语料库。 
根据 Swales [15]对引语的定义和分类，本研究首先对语料库中的所有引语和引语类型进行注释，随

后主要通过人工操作，利用 Excel 创建数据库；再通过 Antconc 软件获取频次。本文又采用 SPSS 的 Z-Score
标准化处理对引用频次相关数据进行转换，计算出国内外学者论文中引用频次相对应的标准分值，所得

到的标准分值可以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如果转化后的 Z-Score 标准化均值为正数，则说明出现的频次高

于语料集合中的平均分值，数值越大说明相关引语在这篇论文中出现的累计概率越大，即在文中出现的

频率越高。反之，Z-Score 标准化均值越小则说明其出现频率越低。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继续利用 Antconc
中的 Concordance 功能检索引号和括号来加以注释，并对语料库中的所有引语进行分析。其中所有包含

检索词(转述动词)的句子都通过检索函数 Concordance 列出来，这样便于分析检索词的语境，确定其属于

哪一种引语。而后通过 Antconc 中的 File View 功能获取了引用以及转述动词的数量和类型。最后利用

Word List 软件，我们对词频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得到最后的研究数据。在以下表格中，C1 指的是中国

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林业学术论文。E1 为国外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林业学术论文，同样类比 C2、C3、E2、
E3 等。Z-Score 标准化均值简称为“Z 值”，Z 值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4 位。 

3. 中外林业论文引语频次对比分析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引语是必不可少的。引语可以证明论文论点的有效性和方法的可靠性，体现

论文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和结论的先进性；此外，引语还可以帮助读者衡量作者所使用材料的有效性，有

利于读者将作者的成就与前人的成就区分开来[16]。通过对本文所有的学术论文语料进行标注和分析，发

现林业学术论文中引语出现在论文的正文和结论两个部分。20 篇论文的引语频次，以及每篇学术论文两

个主要部分(正文和结论)的引语频次，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Frequency and position of citation i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表 1. 中外学者林业论文的引语频次与位置 

论文 
总频次 正文 结论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C1 39 −0.7652 39 −0.6905 0 −0.5895 

C2 59 0.2483 57 0.2167 2 0.2526 

C3 59 0.2483 59 0.3175 0 −0.5895 

C4 29 −1.2720 29 −1.1946 0 −0.5895 

C5 33 −1.0693 26 −1.3458 7 2.3580 

C6 60 0.2990 60 0.3680 0 −0.5895 

C7 40 −0.7145 40 −0.6401 0 −0.5895 

C8 31 −1.1706 31 −1.0938 0 −0.5895 

C9 59 0.2483 57 0.2167 2 0.2526 

C10 58 0.1976 58 0.2671 0 −0.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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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E1 112 2.9342 112 2.9890 0 −0.5895 

E2 88 1.7179 81 1.4264 0 −0.5895 

E3 57 0.1470 57 0.2167 7 2.3580 

E4 38 −0.8159 38 −0.7409 0 −0.5895 

E5 53 −0.0557 53 0.0151 0 −0.5895 

E6 62 0.4003 62 0.4688 0 −0.5895 

E7 46 −0.4105 40 −0.6401 0 −0.5895 

E8 41 −0.6639 40 −0.6401 6 1.9369 

E9 75 1.0591 75 1.1240 1 −0.1684 

E10 43 −0.5625 40 −0.6401 0 −0.5895 

总值 C 467 −1 456 0.7097 11 −0.9928 

总值 E 615 1 598 1.2530 17 −0.9699 

 
由表 1 可见，中国学者林业学术论文总引语频次为 467，外国学者为 615，且中国学者论文的 Z 值为

负数，低于平均值；反之，外国学者 Z 值为正数。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中国林业学者论文总引语频次远

低于外国学者。其中，Z 值排在前 5 的是 2.9342、1.7179、1.0591、0.4003、0.2990，分别为 E1、E2、E9、
E6、C6，可以看到中国学者论文只占比一篇，其余全为外国学者论文；而 Z 值位于后 5 的是−1.2720、
−1.1706、−1.0693、−0.8159、−0.7652，为别为 C4、C8、C5、E4、C1，可以看到中国学者论文占比四篇，

只有一篇为外国学者论文，其存在的差异显而易见，中国学者论文引语使用频率小于外国学者论文。另

外，中国学者引语使用频次最高的 C6，其 Z 值为 0.2990，远远低于外国学者引语频次最高的 E1；中国

学者引语频次最少的 C4，其 Z 值−1.2720 同样也是最小的。如此显著的差距表明部分中国学者在林业论

文的引语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可以增加引语的频次，通过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

或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提高论文的专业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外学者林业论文中的引语主要分布在论文的正文部分。根据上表数据，在

三篇中国学者论文的结论中，共 11 次引语；而在四篇外国学者论文的结论部分，共 17 次引语。中外林

业论文正文总 Z 值分别为 0.7097、1.2530，都远高于结论部分的−0.9928、−0.9699，因此，中外林业论文

结论部分很少有引语。结论是对论文主题的总结或对研究问题的重新陈述，它以其组织性、清晰度和客

观性反映论文或研究结果的价值，所以结论应该简洁且引人入胜。一般来说，结论部分使用的引语很少，

只有极少数学者在结论部分使用引语，以参考其他学者在这部分中类似或相反的研究结果或观点，以作

进一步的证明或比较。所以学者可以根据需求来考虑结论部分是否要使用引语。 

4. 中外林业论文引用类型对比分析 

Swales [7]通过对应用语言学领域引语句子结构的分析将引用区分为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

融入式引用中，被引作者及其相关信息列于句子结构中，起到语法作用；而在非融入式引用中，被引作

者及其相关信息被放在整个句子结构之外，要么在括号中，要么在脚注中。非融入式引用更喜欢强调引

用信息本身而不是研究者[7]。总的来说，非融入式引用强调“信息”，而融入式引用强调“作者”。 
1) E2: Both science and policy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that social dynamics have on the in-

creasing complexity of wildfire management (McCaffrey 2015, Pyne 2015, Steel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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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典型的非融入式引用。被引文献作者和发表年份放在句末的圆括号内，以此来定位位于参考

文献中的具体条目。它们不是引语的组成部分，也不使用引号和引导从句。将被引用人的名字放在脚注

的非融入式引用在林业学术论文中是相当罕见的，在 20 篇论文的语料库中也没有例子。 
2) E2: Williams (2017) recently remarked tha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a critical need to focus on 

a “science of practice,” and not just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例(2)选自语料库中第二篇外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是一种融入式引用。被引用人的姓名是句子的主语。

它使用转述动词“remark”来介绍转述语。引号只用于强调“实践的科学”和“科学的实践”两个概念，

也就是说，这是对原文内容的转述。 
本文对 20 篇学术论文中所有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进行了识别和统计，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itation typ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orestry academic papers 
表 2. 中外学者林业论文的引用类型 

论文 
非融入式引用 融入式引用 融入式引用的占比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频率 

C1 37 −0.3268 2 −0.9464 5.1% 

C2 22 −1.0426 37 3.0687 62.7% 

C3 48 0.1980 11 0.0860 18.6% 

C4 26 −0.8517 3 −0.8317 10.3% 

C5 20 −1.1380 13 0.3155 39.4% 

C6 48 0.1980 12 0.2008 20.0% 

C7 40 −0.1837 0 −1.1759 0.0% 

C8 29 −0.7086 2 −0.9464 6.5% 

C9 52 0.3889 7 −0.3728 11.9% 

C10 46 0.1026 12 0.2008 20.7% 

E1 107 3.0132 5 −0.6023 4.46% 

E2 86 2.0112 2 −0.9464 2.27% 

E3 47 0.1503 10 −0.0287 17.54% 

E4 33 −0.5178 5 −0.6023 13.16% 

E5 51 0.3412 2 −0.9464 3.77% 

E6 53 0.4366 9 −0.1434 14.52% 

E7 26 −0.8517 20 1.1185 43.48% 

E8 27 −0.8040 14 0.4302 34.15% 

E9 53 0.4366 22 1.3479 29.33% 

E10 26 −0.8517 17 0.7743 39.53% 

C 总值 368 0.5563 99 −0.9786 21.2% 

E 总值 509 1.3608 106 −0.938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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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中外学者在林业学术论文中共使用了 205 次融入式引用和 877 次非融入式引用，中外

非融入式引用总 Z 值高于融入式引用，可知中外融入式引用使用频率远低于非融入式引用。中国学者林

业学术论文中融入式引用的 Z 值为−0.9786，外国学者论文为−0.9386，中国学者使用融入式引用频率低于

外国学者；融入式引用 Z 值排在前 5 的为 3.0687、1.3479、1.1185、0.7743、0.4302，分别是 C2、E9、
E7、E10、E8，其主要分布在外国学者论文，所以外国学者融入式引用使用频率高于中国学者。关于非

融入式引用部分，中国学者林业学术论文中的引用总频次为 368，外国学者为 509；中国学者Z值为 0.5563，
而外国学者为 1.3608，显而易见看出中国学者 Z 值远低于外国学者，因此中国学者林业学术论文中非融

入式引用总频次低于外国学者。更具体地来看，学术论文 C2 的融入式引用次数最多，高达 37 次，占比

62.7%，Z 值 3.0687 为最大值。这是 20 篇学术论文中唯一一篇融入式引用数多于非融入式引用数的论文。

C7 是 20 篇学术论文中唯一一篇没有使用融入式引用的论文。外国学术论文中 E9 的融入式引用使用率最

高，为 22 次，Z 值为 1.3479，高于其他外国学者论文。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大部分学者在论文中同时使

用了非融入式引用和融入式引用，而且非融入式引用的使用频率高于融入式引用。非融入式引用受人青

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非融入式引用的语法结构简单，没有引号和从句，被引作者放在括号内；其二是

非融入式引用更适合对来源不准确的报道，比如引用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一个思想的总结，或者一个

数据，而融入式引用则更适合较权威的引用，特别是引用一个具体的思想。与非融入式引用相比，融入

式引用形式和风格多样，作者可以使用各种转述动词，包括对应的名词和形容词短语形式。如果要让引

语更真实、更准确，融入式引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作者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或者突出作

者自己的观点时。 

5. 中外林业论文引用中转述动词对比分析 

引用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主要通过转述动词这一修辞手段来转述其他研究者的

观点或成果。通过转述动词能够表明作者对被转述人或被转述信息的态度，从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17]。
在学术语篇中常见的转述动词有 report、find、suggest 等。此外，我们根据辛斌[3]、陈崇崇[9]等的操作，

本研究语料也将“according to”、“based on...”，以及“unlike”这一类结构类型纳入转述动词的研究。 

5.1. 转述动词对比分析 

在非融入式引用中，被引作者的名字被放在整个句子的外面，在句子中不起语法作用，所以不需要

用转述动词将被引作者与被引内容联系起来。因此，讨论转述动词只涉及融入式引用，具体情况见表 3。 
 
Table 3. Reporting verb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forestry papers 
表 3. 中外林业论文引语中的转述动词 

转述动词 
总频次 中 外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report 41.00 2.5202 27.00 3.3078 14.00 1.3162 

find 30.00 1.6017 17.00 1.7758 13.00 1.1630 

estimate 8.00 −0.2353 5.00 −0.0627 3.00 −0.3690 

suggest 7.00 −0.3188 6.00 0.0905 1.00 −0.6754 

evaluate 7.00 −0.3188 0.00 −0.8287 7.00 0.2437 

describe 6.00 −0.4023 3.00 −0.3690 3.00 −0.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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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use 6.00 −0.4023 3.00 −0.3690 3.00 −0.3691 

base 4.00 −0.5693 2.00 −0.5223 2.00 −0.5223 

model 4.00 −0.5693 0.00 −0.8287 4.00 −0.2158 

modify 3.00 −0.6528 3.00 −0.3691 0.00 −0.8287 

provide 3.00 −0.6528 0.00 −0.8287 3.00 −0.3691 

 
在 20 篇中外林业学术论文中共有 205 个融入式引用。论文共使用了 72 个不同的转述动词，中国学

者使用了 37 个动词，外国学者使用了 49 个动词。中外学者使用最多的动词基本一致，其中 15 个动词为

双方共同使用。其中，“report”一词使用最多，多达 41 次，Z 值 2.5202 为最高值。其中，中国学者使

用 27 次，外国学者使用 14 次。“find”一词以 30 次，Z 值 1.6017，位居第二，中国学者使用 17 次，外

国学者使用 13 次，中国学者 Z 值高于外国学者。因此，数据显示使用频次越多的转述动词，相对应的中

国学者 Z 值越高，这说明中国林业论文使用的转述动词种类较外国学者单一。“estimate”，“suggest”，

“describe”，“use” and “evaluate”5 个动词的使用次数超过 5 次。仅出现在中国学者林业学术论文

中的有 23 个动词，共出现 28 次。其中，“modify”一词的使用频率最高，为 3 次，Z 值为−0.3691。仅

出现在外国学术论文中的有 35 个动词，共出现 52 次。其中，“evaluate”一词出现 7 次，Z 值为 0.2437；
“provide”一词出现 3 次，Z 值为−0.3691。 

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学者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种类要远远多于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倾向于重复使

用最常用的转述动词，尤其是动词“report”和“find”。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学者经常使用的动词，如

“evaluate”和“provide”，在中国学者的论文中却没有出现。孙迎晖[18]指出，作者通过使用不同的转

述动词来表明自己对所转述信息持有不同的立场或态度。因此，中国学者可以增加转述动词种类的使用，

选择多种转述动词来报道转述内容并表明自身态度，从而提高论文的准确性和多样性。 

5.2. 转述动词时态对比分析 

人们在写作中转述前人的研究观点时，在时态上通常需要遵守一些惯例，另外不同时态的使用表达的

意义也不同。一般而言，从使用过去时态过渡到使用现在完成时再到一般现在时，意味着被转述信息在某

些方面与作者越来越近：或接近于作者的观点，或接近于作者自己的研究，或接近于目前的知识状态[19]。 
转述动词的时态只与融入式引用有关林业论文中使用的时态有三种：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现

在完成时。具体情况如表 4。 
 
Table 4. The tenses of the reporting verbs in the ci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orestry papers 
表 4. 中外林业论文引语中转述动词的时态 

时态 
一般过去时 一般现在时 现在完成时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国内 85.0 1.6512 0.0 −0.7344 1.0 −0.7063 

国外 67.0 1.1460 3.0 −0.6502 1.0 −0.7063 

总值 152.0 1.4142 3.0 −0.7 2.0 −0.7142 

 
20 篇学术论文中一般过去时的使用次数为 152 次，Z 值为 1.4142；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的使用

次数分别为 3、2 次，Z 值分别为−0.7、−0.7142，因此，国内外学者都偏爱于使用一般过去时。更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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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学者使用一般过去时 85 次，Z 值为 1.6512；而外国学者使用 67 次，Z 值为 1.1460。一般现在

时只有外国学者使用了 3 次，Z 值为−0.6502。现在完成时出现 2 次，分别为中外学者各使用 1 次。可见，

相比中国学者，国外学者使用转述动词的时态种类较为多样。中外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普遍使用一般

过去时，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使用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而其他时态都没有出现。这一结果与陈

崇崇[9]关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中转述动词的研究中现在时多于完成时、过去时的结果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本文分析的篇章数目较少造成，也体现了不同学科领域引用的特点。林业学术论文中的引

用更多的使用一般过去时，说明作者强调对历史文献的回顾或对前期个别研究的介绍，但缺乏普遍性。

而作者在转述时使用较多的现在时，一般是对研究结果或研究现状的概述和总结[20]。 

5.3. 转述动词语态对比分析 

在语法中，当主语是动作的施动者或实施者时，动词采用主动语态。当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时，动

词被称为被动语态。Quirk [21]曾说过，被动语态的使用是科技英语最突出的特点。Swales [7]也认为，“在

任何物理、化学或工程类书籍中，似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谓语动词使用被动语态”。既然林业英语是科

技英语的一部分，那么在林业学术论文引语中被动语态是否被广泛地使用？本研究对国内外林业学术论

文中所使用的转述动词的语态进行梳理，具体情况见表 5。 
 
Table 5. The voices of the reporting verbs in the ci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orestry papers 
表 5. 中外林业论文引语中转述动词的语态 

语态 
被动语态 主动语态 

频次 Z 值 频次 Z 值 

国内 12.0 −1.1407 77.00 1.3516 

国外 22.0 −0.7573 56.00 0.5464 

总值 34.0 −1 133.00 1 

 
在中外林业学术论文中，主动语态的使用频率都远高于被动语态，国内外主动语态 Z 值 1.3516、0.5464

都高于其被动语态 Z 值−1.1407、−0.7573。这一发现与 Quirk [21]和 Swales [15]对于外国学者论文转述动

词语态使用的研究结果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不充足导致，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期刊摘要

写作中语态使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被动语态不再是学术话语的显著特征[22]。学者们更多地使用主动

语态的目的在于强调被转述作者而非转述信息，从而表达对被转述作者的态度(王慧，2011)。中国学者在

10 篇论文中使用了 77 次主动语态，Z 值为 1.3516。而外国学术论文使用主动语态 56 次，Z 值为 0.5464。
中国学术论文中被动语态只有12次，Z值为−1.1407，而外国学术论文中被动语态为22次，Z值为−0.7573。
两组数据差异表明，中国学者使用被动时态的次数少于国外学者，而更多的使用主动语态。这与绝大部

分前人研究结果一致，王慧[23]在英语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中转述动词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学生相

比外国学生更偏向于使用主动语态；唐青叶[8]在学术语篇中转述现象的讨论中得出结果，主动语态的使

用多于被动语态。 

6. 总结 

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外林业学者学术论文的引语，具体分析了引语频次与位置、引用类型、引语中的

转述动词，以及转述动词的时态与语态。研究结果表明：1) 中国学者林业学术论文中引语频次远低于国

外学者。林业论文中绝大部分引语出现在正文部分，极少数论文的结论部分出现了引语。2) 中外学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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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论文中都使用了两种类型的引用：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中国学者使用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

引用的频率都低于国外学者。3) 中外林业论文中引用中的转述动词最常见的是 report 和 find，中外学者

共同使用次数最多的转述动词有 15 个，但中外学者在林业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存在较显著差异。国外

学者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种类更加丰富，灵活多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使用的转述动词较单一，且

重复率较高。在时态上，中外学者使用一般过去时多于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语态上，中外学者使

用主动语态的频率都高于被动语态，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被转述作者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本文研究结果

对于林业学术论文写作有一定启示，但由于语料库规模较小，因此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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