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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Ｃｅｌｌ》的审稿原则及标准、栏目设置、编审体制
等方面的探讨来认识《Ｃｅｌｌ》的编辑出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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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是全球领先的生物学学术期刊。《Ｃｅｌｌ》自
１９７４年创刊以来经历了３０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它远
不如已创刊１３７年的《ＮＡＴＵＲＥ》那样悠久［１］，但其发

展迅速，成就卓著，始终关注生物学方面最前沿的第一

手学术资料，在这一科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具有很

高的学术影响力，２００５年影响因子高达２５［２］。《Ｃｅｌｌ》
是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旗下的国际著名期
刊，又有其独立的《Ｃｅｌｌ》集团运作模式，树立了世界出
版业的行业典范，在编辑出版方面颇具特色。

１　办刊宗旨及评阅原则

　　《Ｃｅｌｌ》这样描述它的办刊宗旨和报道范围［３］：１）
报道实验生物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包括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系统科学、免疫学、滤过

性微生物学、系统生物学、人类遗传学等，但是又不仅

仅局限在这些学科范围之内；２）考察稿件的基本标准
是这一科学发现是否对某一热点生物学问题有概念上

的创新，或是引导出更多的问题或假设，以引领这一领

域研究的深入推进，从而达到推动科学进展的目的；

３）同时通过“引言”部分的综述和评论，把重大的科学
发现和学术观点推广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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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全球热点科学

的栏目的典型文献即可。该量表的内容作为医学写作

或医学统计学的继续教育内容也是合适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以随机对照试验的临床研

究论文为基础，精选出重要统计学项目、自查清单及评

价量表，因此，本研究的适用论文为随机对照试验的临

床研究论文。在评价量表的完善过程中，我们考虑到

国内医学科研的现状，增补了有对照的临床研究的项

目，因此，本量表的适用范围为有对照的临床研究，而

不适用于无对照的临床研究和调查研究等，更不适用

于实验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其３５项评价量表的
初表中，有部分项目初定是分成 ３级计分的（２，１，０
分），精简后虽然删除了部分项目，但仍然保留了一

些。为了统一计分方法，我们遂全部改成了２级制，并
修改了相关描述，但项目的实质没有变。希望以后的

量表研究能够更加规范和完善。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韩耀风、林青梅、韩珂、文

孝忠同学在论文评价中付出了辛勤劳动，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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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科技政策形成综合的观察和前景展望。

围绕其办刊宗旨，《Ｃｅｌｌ》制定了９条具体稿件评
阅标准［３］，其中除了对学术研究和试验设计的具体要

求外，还有几点特别发人深省。例如，是否提出了重要

的且令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相对已有研究成果，是

否有创新性科学发现？是否能够改变人们对某一生物

学问题的常规认识方式？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让那些专

业研究领域之外的研究人员感兴趣？研究成果是否开

启了新的研究路线，或是对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了明确

回答？

２　期刊的系列化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了更广泛地反
映相关领域的科学发展新的生长点，有效地促进科学

交流，《Ｃｅｌｌ》敏锐洞察相关学科的发展前沿和热点问
题，在创刊１５年后，不失时机地先后推出６种新刊，并
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相关专业系列期刊整合进３种期刊，最
终形成拥有１０种刊物的Ｃｅｌｌ出版集团大家庭，它们是
《Ｃｅｌ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Ｃｅｌｌ》《Ｎｅｕｒ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ｅｌ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此外，
《Ｃｅｌｌ》在２００７年还推出２种新刊，《Ｃｅｌ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和
《ＣｅｌｌＨｏｓｔ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ｅ》。系列期刊的适时推出，更大
范围地覆盖了与细胞相关的具体研究领域，并在各细

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使“Ｃｅｌｌ”这一品牌形成了更强、
更广泛的影响力。

３　栏目设置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Ｃｅｌｌ》是一种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它从一个全新
的视野和角度，对栏目进行了多层次的科学划分，总体

上分为“学术研究”及“前沿”２大类，各类下又细分出
多个栏目。

“学术研究”刊登的全部是原创性研究报告，细分

为《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４个栏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是关于生物学领域重大科学
发现的研究报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则集中报道对
《Ｃｅｌｌ》读者有价值并使他们感兴趣的关于重大技术以
及信息数据库方面的最新进展的研究。这２个栏目主
要是针对《Ｃｅｌｌ》的专家型作者和读者而设置的。
《Ｔｈｅｏｒ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ｓ》报道的主要内容涉及通过计算、理论
及分析方法证实某种理论模型，《Ｃｅｌｌ》要求这类文稿
选题必须能够引起广泛兴趣，并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

风格。显然，这一栏目不仅是专业学者的交流平台，也

为相关专业的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机

会，并使普通读者借助一种深入浅出的表述形式了解

科学研究概况，成为吸引更多阅读人群的窗口。《Ｍａｔ
ｔｅｒ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更为特别的园
地，它发表的论文是对《Ｃｅｌｌ》已发表的科学成果的质
疑和挑战，当然这种质疑和挑战必须是有意义的、积极

的。这一栏目无疑成为了一个热烈的学术争议与交流

的平台，长期以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前沿”部分是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及综合评论，

旨在通过这一动态的和交互式的评论、见解和辩论，对

全球热点科学研究及科技政策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观察

和前景展望。这部分内容大约占整刊内容的１５％，下
属７个细分栏目，其中《Ｐｒｅｖｉｅｗｓ》《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ｓ》《Ｒｅ
ｖｉｅｗ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ｓ》为传统细分栏目，前不
久《Ｃｅｌｌ》又增加了《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Ｃｏｒｒｅｓ
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３个新的细分栏目。

在这４个传统栏目中：《Ｐｒｅｖｉｅｗｓ》集中简要报道
在同一期《Ｃｅｌｌ》发表的１篇或几篇相关论文的主要内
容，并将研究结果相互对比联系，使读者能够对相关研

究领域有一个综合的认识；《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ｓ》集中讨论近
期科学文献中出现的热点问题；《Ｒｅｖｉｅｗｓ》是综述性论
文，要求对某一主题有广泛深入的探讨；《ＭｅｅｔｉｎｇＲｅ
ｐｏｒｔｓ》发布近期会议的主题内容。

在３个新增栏目中：《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发表影响生
物学研究的观点，如关于科学政策、研究发现、生物伦

理学方面的，等等；《Ｅｓｓａｙｓ》是以简明的论点对已发表
的科学成果提出新的见解，也可以通过评论早已发表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着力探讨以往的科学成果

对当今的启示和作用；在《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栏目下，读
者可以对过去２个月内《Ｃｅｌｌ》发表的任何一篇研究报
告或评论型文章发表评论，它成为《Ｃｅｌｌ》的一个反馈
渠道，也因此让更多的人关注《Ｃｅｌｌ》已刊出的内容。

《Ｃｅｌｌ》多层次栏目的划分无处不体现着“参与”和
“吸引”的理念，它不仅达到了更好地传播科学信息的

目的，满足了不同读者作者群体的需要，而且从各个角

度和层次鼓励“参与”，对作者及读者产生强有力的吸

引效应。

４　稿件使用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Ｃｅｌｌ》出版集团共有１０种期刊，各自有其独立运
作的编辑体制，但是，整个集团却有着其独到的“稿件

交互传递使用”政策［３］。其稿件使用的原则如下：１）
对于被集团内任何一种期刊退稿的稿件，这一期刊的

责任编辑（称为第一编辑）可以应作者要求，将审稿意

见转给集团内其他相关期刊编辑（称为第二编辑），作

者可以进一步与第二编辑直接联系。多数情况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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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辑根据现有审稿人意见决定稿件取舍，有时也会

再送其他专家审阅。２）另一方面，作者也可自行再向
集团内另一刊投稿而不必提及第一次的审稿情况，此

时，第二编辑将对稿件做新投稿件处理，而不参阅第一

编辑转送来的原审稿人的意见。３）如果某篇稿件的
内容适合集团内的２种期刊，那么此稿件将被同时提
交给２刊的编辑联合评阅。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审
理稿件的效率大大提高，真正实现了稿源的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５　出版速度优势

　　为保证快速出版，《Ｃｅｌｌ》有自身特别的机制和措
施。首先是出版周期短，《Ｃｅｌｌ》每２周出１刊，全年共
２６期，每期约２１０页，保证了期刊的信息量。所刊文献
全文数据在出版１２个月后可全部在线免费开放获取。

在编辑程序方面，责任编辑收稿后，３～５ｄ内即完
成审阅并决定是退稿还是送外审，而只有那些承诺可

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审阅任务的才能被选为审稿人。

《Ｃｅｌｌ》约有５０００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审稿人，这为它
快速完成审稿程序提供了强大的支持。《Ｃｅｌｌ》要求责
任编辑必须在收稿后３周内决定稿件录用与否，而作
者的修改时间最长时限为２月，并且规定必须一次完
成稿件的修改。

除按照正常审稿程序审稿外，《Ｃｅｌｌ》还别具特色
地制定了“预审政策”。如果作者想提前知道稿件是

否有可能被接受，可先将论文摘要发到编辑部，并说明

本研究的意义以及为何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对此，

《Ｃｅｌｌ》编辑部将在２～５ｄ内给作者答复。
由于《Ｃｅｌｌ》十分注重在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上尽

量缩短时间，其纸质版的出版时滞一般为９０ｄ左右，
在线开放获取更早，时效性极强，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突

破性的科研成果刊出。这使得《Ｃｅｌｌ》的品牌效应得到
不断强化，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国际一流期刊的高效率

和高质量，也因此赢得更广泛的作者和读者市场，是

《Ｃｅｌｌ》始终保持领先学术地位的关键。

６　编辑拥有稿件取舍的决定权

　　《Ｃｅｌｌ》出版周期短，页码多，但是编辑部却十分精
简，总共只有１８名员工，其中８名编辑处理研究论文，
３人处理“引言”部分的观点及综述性稿件，４人负责
稿件生产制作（主要任务是录用稿件的语法错误校

对、出版风格规范及排版等），１人负责图片处理，另有
１人为编务。《Ｃｅｌｌ》每月收稿约１６０篇，稿件收到后，

先由责任编辑审阅，约有４０％的稿件直接退给作者，
６０％送２至３位学科专家审阅，审稿意见返回后，最终
由责任编辑决定稿件录用与否。其总的稿件录用率约

为１５％［２］。

《Ｃｅｌｌ》设有编委会，由世界各地的６５位著名科学
家组成，其职能是对《Ｃｅｌｌ》的政策性问题，以及发展方
向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编委有时也审阅稿件，但稿

件录用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责任编辑和编辑部［２］。

７　重视语言但不唯语言

　　《Ｃｅｌｌ》在重视文稿科学性的同时，也从不忽视语
言表达。《Ｃｅｌｌ》鼓励作者在投稿前先请以英语为母语
的人阅读，并修改润色。文章发表前，编辑要对文稿进

行多次修改，特别要使语言简练、精辟，使得《Ｃｅｌｌ》所
刊登的文章明确易懂，可读性强。此外，《Ｃｅｌｌ》还针对
不同栏目的读者需求对作者提出语言方面的要求，例

如，对于“前沿”及“研究论文”的《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栏目，要求语言要生动易懂。这极大地吸引了非
专家型读者，给他们提供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科学启

迪，帮助并影响更多的普通读者了解深奥的科学研究，

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关心，《Ｃｅｌｌ》也因此而有效
地扩大了读者群。

重视语言表达，但决不以语言优劣衡量稿件的质

量，也是《Ｃｅｌｌ》的一贯原则。它从来不仅仅因为语言
问题而退稿，即使来稿的语言表达非常糟糕，责任编辑

仍要认真仔细全面阅读，并对它的科学价值做出评价。

如果稿件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语言表达却远不能达

到要求，责任编辑会让作者寻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帮

助重写。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期刊，《Ｃｅｌｌ》的这一
做法更大限度地集成了全球范围内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发布科学研究成

果的机会，也不断强化了其自身的领先的学术地位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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