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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印刷和出版中常见质量问题剖析

徐　丽　游苏宁　金　东　蔡红叶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针对科技期刊印刷和出版中常见的质量问题，通过对
中华医学会系列１００余种期刊的集中审读，从封面书脊、内文
印刷、杂志装订３个方面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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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１２３种医学科技期刊的主办及出版单
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每年都会组织１次大规模的期
刊集中审读工作。在多次对期刊印刷和出版质量的审

读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现

提出与业内同人探讨。

一般而言，科技期刊印刷和出版质量的审读工作主

要从３个检查项目展开：一是杂志封面上诸要素是否齐
备、准确；二是内文的印刷质量；三是杂志的装订质量。

１　封面常见的印刷出版质量问题

　　四封、书脊是一本杂志的门面，其中的文字、图形、
色彩等要素反映了杂志的基本信息，这些地方一旦出

错直接就能反映杂志的编校水平、印装质量方面的缺

陷；因此，这一部分的检查尤为关键。条码错误、丢项、

封面色差大是封面检查项目中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１１　条码问题　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期刊出版形
式规范》《出版物条码管理办法》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在

１９９７年发布的 ＧＢ／Ｔ１６８２７—１９９７《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部分）条码》等的相关规定，均对出版物条码的
制作有严格的要求。

期刊条码由１５位数字组成，分主代码和附加码２
部分。主代码又由前缀码、数据码、年份码、校验码４
部分构成。前缀码３位数字，９７７是国际物品编码协

会指定给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专用的。数据码７位数
字，是不含校验码的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ＩＳＳＮ部
分。年份码２位数字，年份码标志年份，以公历年份的
最后２位数字表示。校验码１位数字，按通用商品条
码的相关规定计算得出。附加码２位数字，表示连续
出版物的系列号，期刊条码的附加码应与期刊出版的

刊期和（或）出版的年份、月份或期号保持一致［１］。

最常见的条码错误一般出现在年份码和附加码上。

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２００９年期刊集中审读工作中，共有
３２种期刊出现条码错误，占全部 １２２种受检期刊的
２６２３％。其中：３０种期刊条码出现了年份码错误，本应
为数字０９，却显示为０６、０７、０８，甚至００；１种期刊的条码出
现了结构性的错误，该刊ＩＳＳＮ为１６７３４１７３，条码主代码
显示为９７７１６７３４１７３９６，主代码中的数据码多出了１位数
字，而根据规定ＩＳＳＮ的末位校验码３是应该舍弃的，这样
一来年份码也随之出现错误；１种期刊出现了最严重的条
码错误，该刊的ＩＳＳＮ与条码主代码不对应，ＩＳＳＮ为１００６
４４４３，条码主代码显示为９７７１００３５０７００１，数据码、年份码
均出错。

正确使用条码是对期刊社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期

刊标准化的一个重要体现。科技期刊一般内容严肃、形

式严谨，而如果封面上的条码出错，不免会贻笑大方。

１２　封面丢项问题　一般来说，若非内部发行的刊物，
均须在杂志封一或封四标明定价，通过报刊局发行的期

刊，还必须标注邮发代号。缺失上述项，会给杂志发行工

作和读者带来不便。审读中采取了抽样的办法，即每种

杂志抽取该年度４期样本加以检查，结果显示共有１６种
期刊２００９年封面出现了缺失定价和邮发代号的情况。其
中４种期刊是部分样本出现丢项问题，而其余１２种则全
部４期抽检样本都缺失定价和邮发代号。
１３　封面色差问题　与市面上五彩缤纷的大众期刊
不同，很多科技期刊在形式上追求严谨、统一的风格。

例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管理的１００余种医学期刊，９
成以上全年封面保持相同的版式设计，每种杂志都有

指定的字体、色块，这样就出现了全年封面色差的

问题。

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２种受检期刊
中，共有２４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封面色差问题，比例
达到１９．６７％。从印刷工艺角度来讲，印刷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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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ＣＭＹＫ４种油墨叠加而成的。采用四色印刷工
艺套印出的色块，由于组成该色块的各种颜色大都由

一定比例的网点组成，印刷网点时，墨层厚度必须受到

严格的控制，不然会因墨层厚度的改变及印刷工艺条

件的变化引起色强度改变，压印产生的网点扩大的变

化最终会导致颜色改变。除工艺以外，油墨，纸张，晒

版时间，操作间的温度、湿度、光线条件等因素都会影

响到色彩的呈现［２３］。作为出版单位，只能尽量在可

控的范围内作出努力。比如纸张的管理，不管是自购

纸还是委托印刷厂代购，期刊社都应注意全年用纸的

统一性问题。另外，在印刷厂的选择上，也应认真考察

该厂的设备、管理、员工素质等方面的情况，与技术过

硬、管理规范的厂家合作一般更能保证印刷品的质量。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实践工作中，为应对封面色

差问题采取了增加专色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

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般

由不同颜色的均匀色块或有规律的渐变色块和文字来

组成的封面才适合选用专色印刷，否则意义不大。

２　内文印刷中常见的质量问题

　　说到内文的印刷质量，套印不准是比较棘手的问
题。在我国，传统胶印技术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已日臻
成熟，黑白印刷中过去较常见的问题，诸如墨色不匀、

版面不净、透印、重影、丢字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

解决，只要印刷厂把好质量关，带有上述问题的印刷品

就不会进入流通渠道。

如今，科技期刊也讲究图文并茂，尤其是本社出版

的医学期刊，大量的病理图、示意图等都是图随文，这

就容易出现印刷套印不准的问题。在期刊审读过程

中，我们对内文彩图角码的套印情况进行了重点的监

测，统计发现共有６种彩图较多的杂志出现了明显的
套印不准情况。所谓套印不准，指在套色印刷过程中，

印迹重叠的误差。从工艺上讲，在印刷过程中纸张通

过纸路传递，图文通过水、墨路传递。纸路传送不准

确，水、墨路传递不准确，以及纸路同水、墨路的配合不

准确等都可能造成套印不准［４］；因此，套印不准与印

刷机的机械性能有很大的关系。好机器出好活，这话

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对于出版单位来说，考察印刷

厂的设备情况至关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期刊社

在印前的版式设计中，应尽量避免多色叠印的反白字

或线条，因为这种设计最容易出现套印不准。

３　装订常见的质量问题

　　一般来说，期刊的装帧设计不像图书那样华丽和
复杂，封面工艺较少，多为胶订平装本，看似简单却也有

其特殊性。期刊是连续出版物，一年下来，各期杂志摆

放在一起会出现成品尺寸不一致的问题。一本完整的

期刊是经过印刷、折页、配页、铣背、上胶、包面、裁切等

步骤完成的，裁切是期刊装订的最后一个步骤，也是决

定成品尺寸是否一致的关键步骤。尽管印刷厂使用的

电动裁切机是智能化的，但仍然有一些因素会导致最终

裁切的成品尺寸不一致。这些因素有：裁刀与工作台不

垂直；裁刀的刀刃过钝，容易将裁切物的表面层拉出而

使规格不一致；推纸器表面与工作台表面不垂直，推纸

器前倾，裁切后的成品上长下短，推纸器后倾，裁切后的

成品上短下长；裁切物越高，压纸器的压力相应增大，从

而增大了裁切物的弯曲变形，出现裁切后的上长下短现

象［５７］。正因为机械本身达不到１００％的精准，所以误
差在所难免，标准规定误差应控制在±１ｍｍ之内。

例如，中华系列医学杂志最常见的开本为２１０ｍｍ×
２８５ｍｍ，最终裁切后的成品尺寸横向应控制在２０９～２１１
ｍｍ范围内，纵向应控制在２８４～２８６ｍｍ范围内。这样，
全年各期之间比较相差应在２ｍｍ以内，而在我们检查的
样本中，有１种杂志期与期之间最大相差５ｍｍ，另有１１
种杂志也出现了裁切超出误差允许范围的情况。

４　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科技期刊在印刷、装订质量方面容易出
现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了评析。如同编辑对杂志内容美

的不懈追求一样，印制出版人对每一期印刷成品的高质

量要求也没有止境，形式规范、形态完美的出版物体现了

期刊社的水准，也是每个期刊出版人为之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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