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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把好学报审稿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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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生物学和编辑学研究。

[摘　要]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学报编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可以

解决以往审稿工作中费时 、费力 、质量不高等问题 ,有利于提高专家和编辑审稿的质量和效率 ,

进而提高学报的论文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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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的质量关系到学报的生存 。学报的质量包括学报的学术水平 、编辑印刷水平等诸多方面 ,其中

学报学术水平的高低是学报生死存亡的关键 。提高学报的质量 ,最根本的是提高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 ,

学报的学术水平主要取决于其所刊载的论文的学术质量 。目前 ,在自然科学学报审稿中普遍存在着难

以找到合适的审稿人 、审稿用时长 、审稿意见笼统模糊 、还有些送审的信函根本没有答复等问题 ,这些都

影响了审稿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 ,网络资源以其信息量大 、学科涵盖面广 、操作简单 、信息更新快等特

点为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随着编辑工作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学报编辑大都拥有自己的电

脑 ,可以方便地上网浏览 ,查阅各种信息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编辑审稿工作的现代化 ,充分依靠网

络资源 ,可以较好地解决审稿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一

专家审稿是自然科学学报论文发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审稿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期刊发表论

文的质量 ,而不同的审稿人则由于审稿水平的不同而影响审稿质量的优劣 ,因此 ,选择高水平的审稿人

对确保期刊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一篇稿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审稿人往往要花不少时间 ,一个称职的审

稿人除了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外 ,更重要的是必须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有着较全

面的把握 ,还要具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惟有这样才能及时负责地对所审稿件进行客观

评价 ,指出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

长期以来 ,编辑们一直都是依靠“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审稿人名录”和“中国科学技术论文评

审专家名典”选择审稿人 ,这些专家一直承担着高校学报的审稿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专家中的

大部分人年事已高或相继退休 ,再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 ,知识不断更新 ,大量新技术 、新成果不断涌现 ,

这些专家对于高水平论文的评审已力不从心 。依靠这些审稿人名录选择审稿人显然已经有些过时了。

因此 ,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寻找审稿人 ,现已成为大多数编辑选择审稿人最常用的方法。

通过校园网从学校图书馆镜像站上可以访问各类数据库 ,如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题录数据库 、



专利数据库 、博士和硕士论文数据库 、维普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其中 ,中国期刊网选录了

1994年至今的 5 000多种期刊的文章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了 1989年至今的中文期刊 8 000

多种。这些网站数据库收录的文章范围覆盖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 、医药卫生 、教育研究 、农业

科学等各个领域 。通过关键词 、刊名 、作者等检索相关学科的论文 ,再从这些论文作者中选择审稿人 ,这

样选择的审稿人通常是与送审文章作者的研究方向相近的“小同行” 。这些专家大多数是中青年人 ,其

研究领域多处于学科前沿 ,对稿件的内容 、观点 、方法 、水平都有着较深的造诣和水准。另外 ,也可以通

过网络浏览各个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网站 ,从各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中选择

合适的审稿人。还可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选择审稿人
[ 1]
(第 10-11 页)。通过网上寻找的审

稿人 ,由于专业相同 ,甚至研究方向相近 ,容易使审稿的质量得到保证 。

二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学科越分越细 ,研究方向越来越多 。在经过各种方法选定出审稿专家 ,将

稿件送审后 ,经常会碰到审稿人审稿意见笼统 、审稿人不愿意审稿等情况 ,从而影响了审稿工作的顺利

进行 ,其原因主要是编辑对审稿专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 。因此 ,学报编辑部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审稿专家

队伍就显得十分重要 。国外一些著名期刊都有庞大的审稿队伍 ,如《科学》(Science)杂志审稿人队伍曾

达到万人之多。《自然》(Nature)杂志拥有一支多达数千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队伍随时为该刊审稿[ 2]

(第 210 页)。美国医学会杂志有 3 000名审稿人 ,英国医学会杂志有 2 000名审稿人 。一般每位审稿人

每年审 2-3篇稿 ,每位审稿人平均为 3-5种杂志审稿 ,平均在每篇论文上的审稿时间为 2-3小时 ,既

保证了杂志质量 ,又使审稿人负担不致过重[ 3](第 15 页)。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寻找的审稿人要根据专业分门别类进行分档 ,建立一个动态审稿人数据库 ,是

保证论文专家评审质量的关键 。编辑可根据返回的审稿意见 ,将那些审稿不认真 、审稿意见笼统模糊 、

送审信函一去不回的审稿人剔除 ,将那些审稿认真 、学术水平高 、善于发现问题的专家作为审稿人队伍

的骨干 ,建立一个动态审稿人数据库 。审稿人数据库应建立专家的个人档案 ,包括姓名 、年龄 、专业特

长 、研究方向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在岗或离岗等信息 ,并不断更新 ,数据库要不断增加新

的审稿人 ,使审稿人的队伍不断扩大。

审稿人的选择 ,应注意年龄的合理搭配 ,年轻的学术带头人不仅年富力强 ,勇于开拓进取 ,获得新知

识 、掌握新技术快 ,外语水平高 ,了解世界范围的最新科技信息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动态 ,而且他们大多工

作在教学 、科研的第一线 。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有利于审稿质量的提高。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电子邮件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随着网络投稿的广泛实行 ,网络审稿

的方式也越来越普遍 。因为审稿专家遍及全国各地 ,来回邮寄稿件的时间一般需要 10天左右 。送审时

间太长 。而且有的稿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还要再复审 。随着网络审稿的实施 ,编辑人员可以把待审稿

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审稿专家 ,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返回到编辑部 ,编辑再将专家

们的审稿意见综合起来 ,将拟录用的稿件的具体修改意见直接发给作者进行修改 ,作者修改后的稿件亦

用电子邮件发给编辑部;对不宜录用稿件的退稿通知也通过电子邮件转发给作者。网络审稿使作者 、编

辑和审稿人能及时交流 ,有效地解决了审稿用时长的问题 ,同时减少了稿件的邮寄费用 ,也缩短了稿件

的发表周期 ,提高了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

三

目前 ,普遍采用的审稿方式主要有 2种即单盲法和双盲法审稿 。单盲法即审稿人知道论文的作者

和单位 ,但论文作者不知道审稿人的姓名 、地址。采用单盲法审稿 ,便于审稿人对论文的观点 、方法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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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评价 ,指出论文中的不足之处 ,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以及能否刊用。双盲法即审稿人和作者相互

匿名 。此种方法可基本消除审稿的人为因素影响 ,有利于审稿人对文稿做出客观评价。但是 ,由于审稿

人不知道作者姓名和单位 ,无法确认成果的归属 ,不能避免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的情况发生 。目前 ,国

外期刊的审稿方式以单盲法为主 ,我们在审稿工作中 ,一般也是采用单盲法 。事实上 ,在审稿工作中 ,审

稿人对论文的有些方法 、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可在审稿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审稿人的姓名 、单位及 E-mail

地址告诉作者 ,作者与审稿人通过网络直接进行交流 、讨论 ,最后达成共识。通过交流和讨论 ,审稿人 、

作者以及编辑对问题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

编辑审稿贯穿在整个编辑工作中 ,编辑自身的能力和业务水平是影响期刊质量的又一重要因素。

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网上信息资源的不断丰富 ,给学报编辑深层次审稿创造了有利条件。编辑利用图

书馆的期刊数据库 ,如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通过输入论文的“关键词” ,可

查询到许多内容相关或相近的文章 ,并通过对文章中材料 、方法 、结果及结论的比较 ,可以对有关稿件是

否有创新性做出判断 ,严格把好初审质量关 ,为复审和终审工作打好基础 。在编辑过程中 ,参考文献运

用的正确与否也直接影响到学报的质量 。通过网上查寻 ,可以将文献中缺少的项目补齐 ,还可以发现作

者参考文献中的有关错误 。

总之 ,编辑审稿在整个审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对审稿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工作的

细致与否 ,直接影响到所刊文稿的质量 ,进而影响学报的总体水平;另外 ,审稿工作本身也是编辑不断学

习新专业知识 、提高编辑业务的良好机会。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学报编辑工作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从根

本上改变了编辑工作费时 、费力的状况 ,提高了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有利于学报论文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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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 ork technology has brought g reat convenience for the wo rk of

journal editors.Fully utilize resources of the netw ork solved the time-consuming , st renuous and problem of

quality in the pastpeer review , helping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 ficiency that the expert and editor go over a

manuscript or draft , and then improving the thesis quality of the journal.

Key words:netw ork;peer review ;quality

·779·　第 6 期 赵伟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把好学报审稿质量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