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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途径实现科技期刊的稿件初审

张　洋　　梁　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实用药物与临床编辑部，１１０００４，沈阳）

摘　要　总结出稿件初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实现初审的途径，以规范科技期刊的稿件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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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的“三审制”一直是各刊社的最基本的工作

准则之一。２００１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严格执
行期刊“三审制”和“三校一读”制度保证出版质量的

通知》，使得编辑们对稿件的审编机制有了更深层次

的理解。初审是“三审”的第１步，相当于进入科技期
刊的门槛。初审具有重要的作用：可加快稿件的处理

速度，使新技术、新知识得以快速传播，提升编辑素质，

提高期刊的声誉［１］；可增进编辑部与作者和读者的联

系［２３］；有助于抵制“一稿多投”等不良倾向。为了更

进一步地做好稿件初审工作，笔者从以下４个方面讨
论实现稿件初审的途径，以供同人参考。

１　阅读稿件

　　稿件的学术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而阅读稿件
则是初步判断其学术质量的有效方式。它是初审的基

础，也是一条必要的途径。通过阅读稿件，编辑才能根

据它的学术领域、内容体系等决定初审的方式或者是

否可以直接送专家评审。

１）判断文章主题与刊物宗旨是否一致。每种期
刊都有自己的办刊指导思想，宗旨不同则对文章内容

的要求也不同［４］。目前，虽然几乎各类期刊均刊登了

详细的《稿约》，但仍有部分作者未按《稿约》中述及的

办刊宗旨投稿。例如，《实用药物与临床》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因不符合办刊宗旨而退稿的文章占总收稿量的

１１８４％。为不耽误成果发表，应在第一时间向作者发
退稿信，并告之原因。

２）判断文章题名与正文内容是否一致。有些稿
件的主题与正文内容有很大偏差，例如，一篇题为《糖

尿病并发症的药物治疗进展》的稿件，其正文着重讨

论的是“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问题，而与“药物治疗”

有关的内容所占比例却非常小。这类稿件在送给审稿

专家之前应返回给作者，建议修改文章题名或改变内

容的侧重点。

３）通过文章类型进行筛选。对于医药类科技期
刊，文章类型大约可分为专题（专家）讨论、实验研究、

疗效观察、护理、综述、管理类等。以综述型为例，黄丽

娟等［２］总结出“三看”原则，即选题、作者及参考文献，

认为：选题过大或过小均缺乏应有的影响力，难以引起

读者的共鸣；作者应当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以保证文章

的深度和视角的独特性。

４）看参考文献。目前，随着科技期刊的评价方法
越来越科学，参考文献作为评价期刊影响力和学术水

平的指标而日益受到重视。这一点对于综述类文章来

说尤为重要。可以从参考文献的题名、类型、来源观察

其与稿件的相关性，分析其是否具有引用价值。此外，

考察参考文献的权威性、近期率和引文量对评价文章

的创新性也有重要作用［５］。最后，校核著录项目是否

有误，也可考察作者的写作态度。

５）对文章的新颖性做出评价。对于科技期刊尤
其是医药类期刊，文章的新颖程度是文章是否能录用

的重要条件。新技术、新疗法、新药物等的不断涌现，

要求医务人员提高自身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并将其

研究成果或工作体会加以总结，争取及时发表；而旧的

技术、疗法、药物等渐渐被新的研究成果取代，其实际

应用越来越少，此类文章没有指导意义，属于重复研

究，还有可能误导读者。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对稿件中

述及的技术、方法等有一定了解，并通过多种手段大致

判断文章的新颖程度。

２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在稿件初审中的作用体现在２个方面：
一是防止一稿多投；二是对稿件的学术质量进行初

评［６］。实现这些作用有下述３种途径。
１）观察来稿细节。为了促进稿件的快速流通，多

数编辑部都接收电子函件投稿。笔者曾多次遇到这种

情况，即在 Ｅｍａｉｌ的收信人处发现有多个 Ｅｍａｉｌ（最
多时超过２０个），仔细阅读，发现均为与本刊办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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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类似的医药类期刊的电子函件地址，这明明是该作

者将同一篇稿件投往多个编辑部。这时，即要求作者

邮寄单位介绍信（即无一稿多投证明），若不寄来则

退稿。

２）检索专业数据库。编辑通读稿件后，可登录有
关数据库，在“题名”或“全文”项下输入关键词进行检

索，尽量阅读已发表的文章，并与稿件内容进行比较。

目前，可供检索的数据库较多，如“万方数据库”“ＣＮＫＩ
中国知网”“ＣＢＭ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ＭＣＣ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等。重点注意“一稿

多登”“抄袭”“新颖程度”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判断稿件内容是否与作者曾经发表的文章雷
同［６］。有些作者为了晋升职称等对论文数量的要求，

在自己原有论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或是将

原论文中的数据、图表进行一些变换，就重新投稿，属

于“一稿多投”。

②判断是否有抄袭行为。阅读检索到的文章，发
现稿件的目的、方法、结果与已发表的文章一样，甚至

连参考文献都相同，只是对一般资料及数据进行了修

改，属于严重的抄袭行为。

③判断稿件主题的新颖程度。以上２种方法也可
以帮助判断稿件的新颖性，通过与已发表的文章进行

对比，即可判断稿件内容的新颖性。

３）利用网站和搜索引擎检索。医药类期刊的编
辑可以通过相关网站发现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及稿件所研究的课题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靠性等，

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检索专业数据库的滞后问题。还

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检索更多的文章及消息报道，如笔

者曾收到一篇题为《注射用盐酸拓扑替康治疗卵巢癌

临床疗效观察》的稿件，将“盐酸拓扑替康；卵巢癌”输

入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引擎，得到 １８００多篇网页，浏览后发
现，此稿件与某网页中的一篇文章完全一样，情况落实

后即退稿。

３　联合同类学术期刊

　　网络资源不能显示当期的文章，这种特殊的滞后
性，导致错过了初审的最佳时机。此时，同类学术期刊

如果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合作、监督关

系，就可以使编辑获得最及时的信息，了解学科热点，

而且可有效杜绝“一稿多投”和“一稿多登”。

目前最常见的交流方法是各编辑部互赠刊物，通

过阅读当期杂志，熟悉了作者信息及正文内容，这对稿

件初审有很大帮助。其他的交流方法还有刊登下期要

目、通报稿件信息［６］，等等。有条件的刊社还可以建

立“共享的审稿专家库”，发表关于处理“一稿多投”的

联合声明［７］，促进共同发展。

４　重视编辑初审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初审能力加强，对稿件的修改提出有分量
的意见，会渐渐改善现有的审稿运作模式［８］。由于缺

少必要的经验积累，一名医药学编辑要对所有来稿做

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而他判断学术水平

的能力、运用网络的熟练程度等等均可影响稿件的初

审质量及效率；所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编辑的初

审能力。

１）重视编辑的继续教育。强化编辑的专业技能
训练，鼓励他们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７］，使之能够更

好地完成从收集相关信息—稿件评价—送给专家审稿

过程中的各项任务。

２）培养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对于现代编辑来
说，培养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使之能够快速完成信息

的录入、检索、输出是极其必要的。

３）吸引高水平的客座编辑加入［９］。作为综合性

的医药类期刊，其审理的稿件经常涉及几个学科，因

此，为此类稿件确定审稿专家往往比较困难。此时，可

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的客座编辑参加编辑部的工作，以

便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编辑部人员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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