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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结果

孔琪颖　蔡　斐　张利平　徐　晓
（《航空学报》杂志社，１００１９１，北京）

摘　要　归纳影响“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结
果的要素，对初审中运用该系统检测出的不同等级文字复制比

的文章的学术不端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结合实际检测案例，得

出该系统能有效帮助初审，但尚不能取代初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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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不端问题日趋严重，学术诚信问题已

经引起政府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正如２００９年３
月１５日，教育部长周济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
强调的———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零容忍”［１］，浙江大学

何海波学术不端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中国高校和研

究机构对类似论文造假行为最严厉的一次惩罚［２］。

科技期刊编辑部作为科技论文的第一道防线，如

何在初审中过滤品质不佳，特别是有抄袭等恶劣学术

不端行为的稿件，也引起了编辑工作者的广泛探

讨［３７］。王淑华［３］于２００１年提出利用中国期刊网初
审的方法。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各编辑

部初审时也切实实践类似的网络审稿方法［６７］；然而，

当文章数量成为学术成果的考核重要标准之一时，投

稿量明显增加，人工逐篇进行数据库检索的工作量随

之大大增加，并且难以发现多源抄袭等复杂的学术不

端问题。“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
的面市无疑给这项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很多编辑部

开始使用该系统协助编辑人员对稿件进行初审。

ＡＭＬＣ是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历经３年的研发成果，
它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

库，可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

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并支持各刊自建比对库［８］。

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涉及

举报人、被举报人以及科研基金资助单位的荣誉、利益

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对于不端行为的认定需要制

订规范的程序，需要保证程序的公正［９］。２００９年新疆
部分高校引进ＡＭＬＣ的姊妹版本“学位论文学术不端
行为检测系统”，用以检测毕业论文引发的争论［１０］，也

提醒科技期刊编辑在使用 ＡＭＬＣ时应正确看待系统
的检测结果。

１　影响ＡＭＬＣ检测结果的要素

　　分析 ＡＭＬＣ的工作流程可以看出影响检测结果
的要素如下。

１）待检测文章。
①作者相同与否，直接决定有文字重合度的稿件

是自抄、不当署名，还是抄袭，问题严重性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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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引用的权威性原则，其根本目的是要重视文献引证

的质量、可信度和实际效果。作者要端正引文动机，要

在广泛收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选择有必要引

用的权威文献加以引证；编辑和审稿人则关键要看引

文的实际权威性，而不是文献作者或期刊的权威性，并

要认真分析引用文献在论著中的学术论证功能，以更

好地鉴别论文的质量和发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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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文章的可检测度。这里指文章文字居多，还是
公式、图表居多，汉字多，还是外文多。由于目前 ＡＭ
ＬＣ还不能有效检测公式、图表、外文，所以可检测部分
的比例不同，检测结果与真实相似度的接近程度也不

同。

③文章的格式。虽然系统支持．ｐｄｆ、．ｃａｊ、．ｄｏｃ、
．ｔｘｔ等多种格式，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有时对不同格
式的同一篇文章处理结果并不相同。

２）比对数据库。这是 ＡＭＬＣ的基础与核心。完
善的比对数据库必须全面、完整，及时更新。

３）检测指标。ＡＭＬＣ提供多种检测指标，包括文
字复制比、最大段长、首部重合度、尾部重合度等。其

中最直观的指标是文字复制比，这也可以算作系统提

供的主要检测结果之一。

２　ＡＭＬＣ检测结果分析

　　下面对工作中使用 ＡＭＬＣ辅助审稿时遇到的实
际情况进行具体讨论，仅考虑研究内容已经符合刊物

刊载范围的稿件，讨论的抄袭嫌疑不区分是抄袭别人

还是自抄，并假设投稿承诺书中作者承诺稿件中已经

正确标引他人工作、本稿相关内容也从未发表及已投

他处。

考虑到在我国一般认为相似度＞３０％的稿件有抄
袭嫌疑，而＞５０％的稿件有全篇抄袭的嫌疑；所以，相
似度在３０％～５０％范围内的稿件会被重点排查，而相
似度＜３０％的稿件容易被直接通过，＞５０％的稿件又
容易被直接拒稿。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简单以

检测数据来判定稿件抄袭与否。

２１　文字复制比较低的稿件　是否文字复制比 ＜
３０％，甚至标准更严格些，＜２５％的稿件就可以通过初
审呢？

根据第１章的分析，相似度不高仅能代表比对数
据库中没有与其文字重合度高的文章，可能的情况

如下。

１）确实为具有独创性的好文章，可以通过初审。
２）没有直接抄袭他人语句，但也没有创新。比如

文章内容为现有方法的直接应用，或者属于思想性抄

袭，抄袭现象被很好地掩藏。对于简单的成熟方法直

接应用型稿件，编辑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往往能发现

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将其退稿。

３）文章中不可检测部件（图、表、公式、外文）较
多，导致检测结果与真实结果相差较大。如果是抄袭

公式或者图表，只要被检测文章文字复制比处不是显

示绿色条（即文字复制比 ＜５％），那么下载、查看文字
重合来源的文章也很容易被发现，特别是，系统往往会

在公式前的引导段落、图题或表题检测出重合文字。

编辑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能作出正确的处理。而对

于通过翻译抄袭另外一种语言文章的稿件，多数编辑

恐怕力不从心，无奈让其蒙混过关。

４）抄袭比对数据库中尚未记录的文章。可细分
为以下情况。

①在网络上通过别的途径，比如别的网络数据库、
论坛、博客等传播的文献。虽然《中国学术文献网络

出版总库》收录了１９１５年以来的超过５０００万条的数
据，但仍未涵盖所有网络上传播的电子数据，这时就需

要在百度、ｇｏｏｇｌｅ等搜索引擎以及万方、维普等其他数
据库中再次检索作者、题名、关键词等信息元，进行深

度排查。

②本编辑部的退稿、在审稿或已录用待发表的稿
件，甚至包括部分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加入《中国学术

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稿件。这就要求编辑部及时更

新个人对比库，保证其中尽可能收录本刊尚未公开的

文献，特别是多产作者（课题组）的稿件。

③其他编辑部未公开的稿件，特别是在审及已录
用待发表的稿件。由于不同刊物间的信息难以实现共

享，而且很多期刊发表周期长达１年，这使一稿多投甚
至一稿多发有机可乘。

④其他未在网络上公开的文献，如仅有光盘版本
或纸介质版本的文献等。这类稿件在初审时也较难发

现问题。

２２　文字复制比较高的稿件　同样，对文字复制比＞
５０％甚至更高些的稿件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
分析。

１）确属全篇抄袭，毫无疑问可以退稿。
２）退稿重投，且先前被退稿件被加入了比对数据

库。此时，通过系统给出的２版稿件的异同比对，再结
合退稿意见，如果新投稿未能妥当解决原审稿意见提

出的问题，也可直接退稿。

３）同一作者撰写的有延续性的研究成果。对于
这类稿件，笔者认为不适合直接退稿，具体分为以下２
种情况。

①将一篇稿件拆分发表，单纯追求数量的稿件拆
分可能造成几篇稿件的信息量都不充分，此时可以先

与作者联系，告知利弊，建议其修改合并，再作出退稿

与否的决定。

②在我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下，劝说作者将多
篇独立成文的稿件合并为一篇长文是非常困难的。如

若不能合并，则应仔细检查涉及的稿件：引言和结论是

否是针对各篇文章的具体研究内容来陈述的；上一篇

文章的研究内容在后续稿件中是否是简单扼要地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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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大段或整篇搬抄。如果作者未能有针对性地突出

各篇文章的创新点，则应退回作者修改。

４）与同一作者的学位论文相似度高。此时需结
合仅检测出与该学位论文相似，还是同时与别的文献

也相似，来作初审决定。

５）综述类文章。由于好的综述类文章肯定有体
现作者独到见解的内容，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稿件完全

是他人成果的简单堆砌，那么其价值是值得商榷的。

文字复制比在３０％ ～５０％范围内的稿件可以按
照２．１节及２．２节的分析进行类似处理，不再赘述。
２３　文章格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使用中发现，虽然
ＡＭＬＣ支持多种格式的文章比对，但实际比对效果却
可能不同。

使用过该系统的编辑同人可能都有过成功提交

ＰＤＦ文档后却显示全文太短的体会，由于系统本身的
技术问题，实际未能成功上传稿件，这就是文章格式影

响的一个方面。

笔者初审稿件时，在中国期刊网中检索其一篇参

考文献，无意中检索出２篇作者不同而题名一样的文
章，将这２篇文章的．ｃａｊ版本下载下来并利用 ＡＭＬＣ
检测。在具体查看重合文字来源列表时，发现２篇稿
件之间相互无重合，然而检测结果却也意外地显示２
篇文章与其自身的对比结果也并非 １００％（一篇是
６４％，另一篇是７７％）。

下面这个例子，能更直观地反映出这个问题。

《航空学报》个人比对库中的一篇文章（．ｄｏｃ格式，为
作者提交的录用定稿）已经在中国期刊网上发布（具体

采用的比对文件格式未知，发布前对录用定稿进行了编

辑加工但无大修改），新提交的一篇稿件被检测出与这

２篇文章有文字重合的问题；但检测结果中该稿与个人
对比库中的稿件间的文字复制比为４６％，而与同一篇文
章在中国期刊网中的版本的文字复制比为２６％，不同的
格式竟然造成检测结果间２０百分点的差别。

检测系统不管有多先进，程序有多优良，在它们刻

板地按照指令飞速执行时，却终究因为无法独立思考，

而可能得出不那么正确的结果。

３　结束语

　　ＡＭＬＣ是智能很强的系统，能帮助编辑更快速、更
有效地初审稿件；但是，稿件的情况非常复杂，应该认真

对待每篇稿件，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学术不端

问题的认定是个敏感问题，所以在使用ＡＭＬＣ过程中，
应牢记它只是一个机器，所产生的结果报告只能用作审

稿时的参考，而不应取代编辑在初审中的主观能动性。

使用ＡＭＬＣ时要注意完善比对库，以便其更好地
为我们服务；同时，仅依赖 ＡＭＬＣ进行初审并不够，依
然要注意结合使用多种检测手段。编辑也应注意增加

自己的专业知识积累，不断提高鉴别稿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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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２２５２２６

［４］　郑淑芳，徐前进，彭金旺．科技论文初审评价方法分析［Ｊ］．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９（５）：５４２５４４

［５］　何洪英，李家林，朱丹，等．论科技学术期刊论文的编辑初
审［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１７１９

［６］　张建合．学术期刊编辑初审探微［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３，１５
（１）：２３２５

［７］　周英智，李伟，孙瑶，等．初审中利用数据库检索论文抄袭
行为［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４）：３１９３２０

［８］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使用说明书［ＥＢ／ＯＬ］．
［２００９０５１５］．ｈｔｔｐ：∥ｃｈｅｃｋ４．ｃｎｋｉ．ｎｅｔ／ａｍｌｃ／ｈｅｌｐ

［９］　孟伟．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应对科研不端行为［Ｊ］．科技导
报，２００６，２４（８）：９１９４

［１０］新疆高校使用反剽窃软件治理学术不端遭质疑［ＥＢ／
ＯＬ］．（２００９０４２２）［２００９０５１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９０４２２／０４０９１７６５９４４０．ｓｈｔｍｌ

（２００９０５２２收稿；２００９０７２１修回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２００８年新闻出版学科高被引作者（总被引频次／被引文章数）
１．陈力丹（９０／５０） ２．蔡 雯（７７／２３） ３．游苏宁（６４／１１） ４．喻国明（４５／２６） ５．朱大明（４０／１５）

６．李　武（３６／４） ７．郑保卫（３０／１８） ８．陈浩元（２９／２） ９．宫福满（２７／１５） １０．邵培仁（２７／１２）

１１．彭　兰（２７／７） １２．姚　远（２６／９） １３．陶　范（２４／１０） １４．董天策（２４／９） １５．蒋永福（２３／４）

１６．丁柏铨（２０／１４） １７．高　钢（２０／７） １８．段京肃（２０／５） １９．蔡　骐（１９／７） ２０．李良荣（１９／６）

（林　彤摘自《２００９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

６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