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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比较国内外土壤 植物营养学主要期刊论文的发

表时滞，发现国内期刊发表时滞相对较长，二者的差距主要体

现在待发时滞上，在定稿时滞上差别不大。针对这一问题，并

结合我国该领域科技期刊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缩短发表

时滞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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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论文发表时滞不仅

是科技期刊时效性的重要测度，而且逐步成为评价期刊

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１４］，它主要包括定稿时滞和待发时

滞。国外科技期刊都十分重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时效

性［５６］，但目前我国很多科技期刊对这一指标还没有给予

足够重视，造成部分优秀稿源流失，制约了期刊学术质量

的提高；因此，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国内外土壤 植物营养学期刊论文

发表时滞的现状，分析它们在定稿时滞和待发时滞上

的差距，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缩短发表时滞的措施，以

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

１　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

　　本文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２００９年公布的土壤

植物营养学领域 ＳＣＩ来源期刊中的１０种和３种中文
期刊为研究对象，调查它们在２００８下半年至２００９上
半年出版的所有稿件（专辑除外）的收稿日期、接受日

期、出版日期，并对其进行分析。被调查期刊的基本信

息和样本调查量见表１。

表１　国内外土壤 植物营养学期刊的

基本信息和样本调查量

刊　名 出版地 刊期
总被引

次数

影响

因子

年载

文量

期载

文量

调查

篇数

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 英国 月刊 １５６８９ ２．９２６ ３４９ ２９ １７９

ＥｕｒＪＳｏｉｌＳｃｉ 英国 双月 ２９０９ ２．２４０ １２０ ２０ １０６

ＳｏｉｌＳｃｉＳｏｃＡｍＪ 美国 双月 １７５８１ ２．２０７ ２０９ ３５ １１７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荷兰 半月 ６１９２ ２．０６８ ２４０ １０ １２３

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 荷兰 半月 １３８３２ １．９９８ ２５５ １１ １４９

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 德国 月刊 ４６０９ １．４４６ １０２ ９ ７２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ＳｏｉｌＳｃｉ 德国 双月 １３２２ １．２８４ ９４ １６ ９８

ＳｏｉｌＳｃｉ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 日本 双月 １５２０ １．１５２ １０２ １７ ９９

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中国 双月 ４２２ ０．８６５ ９０ １５ ８９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 美国 月刊 ２４４４ ０．５６９ １５２ １３ ７４

土壤学报 中国 双月 ３６００ １．６０９ １６７ ２８ １６８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中国 双月 ２２１９ １．２４０ ２０４ ３４ ２０４

土壤通报 中国 双月 ２２２２ ０．８８２ ２７３ ４６ １４１

计算公式［１，７］如下：

发表时滞＝出版日期（网上全文发布或纸质出版
日期）－收稿日期；

定稿时滞＝接受日期（或修订日期）－收稿日期；
待发时滞＝出版日期－接受日期（或修订日期）。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发表时滞　从表２可见，除《ＳｏｉｌＳｃｉＳｏｃＡｍＪ》
和《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发表时滞较长外，其他刊物均控制在
１２月以内。其中，《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的发表时滞不到６月，其最短仅分别为
１．２３、０．５７和０．９３月。这主要与它们的刊期较短（均
为半月刊或月刊）有关。而我国《土壤学报》《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报》《土壤通报》的发表时滞较长，均超过

１２月，最长的达２７．８３月，最短的也在３月以上。
２２　待发时滞　若将上述期刊按待发时滞的长短作
聚类分析，并分为短、中、长 ３类，则《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Ｂｉｏ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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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ｍ》《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ＳｏｉｌＳｃｉ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
《Ｅｕｒ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Ｇｅｏｄｅｒｍａ》的待发时滞
较短，为０．７８～４．６０月，前３种期刊均不足０．９月。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ＳｏｉｌＳｃｉ》《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待发时
滞居中，分别为６．８９和８．０３月；《土壤学报》《土壤通
报》《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待发时滞较长，为１１～１５月（表２）。

表２　国内外土壤 营养学期刊论文发表时滞、待发时滞及定稿时滞统计 月　　　　

期刊名
发表时滞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待发时滞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定稿时滞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 ５．８９ １１．６０ ０．９３ ０．８５ １．４３ ０．３３ ５．０４ １０．７０ ０．３３

ＥｕｒＪＳｏｉｌＳｃｉ １１．９０ ３６．６０ ２．１７ ３．３９ １４．５０ １．２３ ８．６１ ３３．８０ ０．６０

ＳｏｉｌＳｃｉＳｏｃＡｍＪ １３．７７ ２８．１７ ７．１０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９．４９ ２４．０７ １．６７ １．２５ ２．８７ ０．６０ ８．２４ ２３．０７ ０．６０

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 ５．５１ １１．３３ １．２３ ０．８９ ３．６３ ０．０７ ４．６２ １０．４０ ０．４３

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 ５．５４ ２０．２７ ０．５７ ０．７８ ２．９３ ０．３３ ４．７６ １９．６０ ０．０３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ＳｏｉｌＳｃｉ ６．８９ １３．４０ １．６７

ＳｏｉｌＳｃｉ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 １０．００ ２３．６３ ４．２７ ４．６０ １０．５７ ２．００ ５．４０ １９．３７ ０．９０

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８．７５ １６．６０ ３．０３ ２．７５ ７．７０ １．００ ６．１４ １３．５３ ２．２３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 １８．３６ ３４．００ １２．８７ １１．６２ ２０．９３ ３．００ ６．７４ ３０．６３ ０

土壤学报 １７．６２ ２６．０７ ５．４３ １３．２７ ２２．１０ ３．４７ ４．９５ １６．６７ ０．８７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１２．９８ ２１．８０ ３．２３ ８．０３ １５．７３ ２．３０ ４．３５ １７．１７ ０．８０

土壤通报 １７．７３ ２７．８３ ９．２３ １４．４８ ２５．００ １．２３ ３．２９ １４．８３ ０．４７

　　与上述 ＳＣＩ期刊相比，我国中文期刊总体上待发
时滞较长。其原因是：１）待刊稿件较多，编辑部稿件
后期处理较慢，再加上期刊容量有限，稿件积压严重；

２）期刊出版模式相对落后。国外很多期刊已实现录
用稿件网上提前发布，如《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网上发布时间较
纸质版早４～６月，《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早２～７月，《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早１～４月，这样就增强了论文的时效
性。我国期刊也有必要学习这种先进的出版经验。

２３　定稿时滞　论文定稿时滞包括审稿时滞和修改
时滞２部分。在所有被调查期刊中，《Ｇｅｏｄｅｒｍａ》和
《ＥｕｒＳｏｉｌＳｃｉ》的定稿时滞较长，为８月左右，但二者影
响因子均较高，说明国际上较好的杂志，其审理和修改

时间并不一定短。《土壤学报》和《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报》定稿时滞与《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Ｓｏｉｌ
Ｓｃｉ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相近，基本是４～５月。
《土壤通报》的定稿时滞最短，小于４月（表２）。中文
期刊定稿时滞与国外多数期刊相差不大，甚至更短；因

此，中文期刊若能加快稿件的后期编辑、出版速度，其

论文发表时滞将会大幅缩短。

３　讨论与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与国外土壤 植物营养学优秀期

刊相比，我国期刊的论文发表时滞普遍较长，主要是后

期稿件等待时间太长；因此，可通过缩短待发时滞，有

效降低发表时滞，增强期刊的时效性。主要措施如下。

１）缩短刊期，改双月刊为月刊。国外农业期刊中
月刊与半月刊、旬刊、周刊的比例为６３％，而我国仅为

２１．３％［８］。国际上土壤 植物营养学领域的优秀期刊

也多为月刊或半月刊，而我国均是双月刊，这样就降低

了我国期刊论文的时效性和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而

且，由于研究生毕业、职称评定、项目验收等原因，作者

急需稿件快速公开发表，双月刊的出版周期已不能适

应这种需求。此外，与我国农业类其他优秀期刊相比，

３种中文期刊的刊期也较长，如《中国农业科学》已于
２０１０年改为半月刊。因此，无论与国外同行期刊相
比，还是与国内农业类优秀期刊相比，我国该领域中文

期刊在论文见刊速度上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不利于吸

引优秀稿件，有必要缩短刊期，改双月刊为月刊。

２）建立稿件全文在线发布机制。数字化和网络
化是出版的大势所趋。世界各大出版商如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等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创
建了集稿件采编、文章在线发布为一体的期刊网络出

版平台，并逐步实行稿件“预发表”，大大缩短了待发

时滞。如《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设有《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栏目，将编辑
完成的稿件尽快发布在网上，以便读者阅读和引用。

《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Ｇｅｏｄｅｒｍａ》设有《Ａｒ
ｔｉｃｌｅｉｎＰｒｅｓｓ》栏目，主要包括３种稿件：被录用但未经
过编辑的；没有经过校对的；已经校对过的。

近几年，我国也有部分期刊采用了这种“预发表”

的模式，但还不普遍。虽然《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和

《土壤学报》已建立稿件采编系统和网站，但还未建立

全文网上预发表系统，下一步可尝试通过这种“预发

表”模式，缩短待发时滞。而未建立采编系统和网站

的期刊，如《土壤通报》等，应首先加快网络化进程。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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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提高退稿率，尤其是初审退稿率。目前，上述３
种中文期刊刊登的稿件量在逐年增加，但期刊容量有

限，势必造成大量稿件积压，直接导致部分论文的时效

性在漫长的等待中下降乃至丧失。提高退稿率有利于

减少稿件积压，将一些质量不高的稿件分流至其他刊

物，从而加快优秀稿件出版速度。提高退稿率包括提

高初审、外审和终审的退稿率，其中提高初审退稿率尤

为重要。目前，《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来稿量逐年增

加，但初审退稿率还偏低。今后，对于一些重复性的试

验结果应直接在初审中退掉，这对作者和期刊双方均

有利：作者可以尽早选择另一些适合其文章发表的刊

物；编辑部后期的工作量也会减少，以便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关注和处理优秀稿件，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编

校质量也会随之提高。

４）开辟优秀论文“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制度
主要是指加速稿件的审理，稿件经处理完后在最近一

期上发表，使优秀稿件尽快发表，减少排队和等候时

间［９］。中华医学会的很多杂志已建立优秀论文“快速

通道”［１０］。从表 ２可以看出，《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ＳｏｉｌＢ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也设有“快速通道”，最短发
表时滞分别为１．２３、０．９３、０．５７月。我国该领域的学
术期刊应借鉴这种稿件处理制度，以便高质量的稿件

尽早公开发表，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优秀稿件，逐步提高

期刊质量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与国际上相关期刊相比，我国土壤 植

物营养学领域的期刊在对论文发表时滞的控制上还存

在很大的差距，今后应该借鉴国内外优秀期刊的办刊

模式，从以上几个方面逐步改进，以促进我国土壤 植

物营养学科技信息的快速传播，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

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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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本刊作者：重视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与正确著录

　　在本刊收到的来稿中，不太重视文后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
的文稿占了很大的比例，主要表现是：

１）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偏少，一般只有三四条；
２）对引用了文献的地方（如引用他人的观点、数据、文字

等）未作任何标注，或标注不准确；

３）所引文献的面太窄，一般都来自《编辑学报》和《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这２种刊物，较少引用其他媒体上的文献，特别是
很少引用国外文献；

４）为数众多的所引文献是转引自他人的，作者并没有亲自
阅读过，以至差错频出；

５）文献著录没有认真执行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规定的标志
符号、著录项目和格式，缺项较多，如引用专著未著录引文所在

页码、期刊析出文献未著录页码、学位论文保存单位未著录至

二级单位等，尤其对联机文献的著录很不规范，等等。

本刊历来重视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和著录，严格执行 ＧＢ／
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刊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质

量，著录得更加规范，减少返修和加工的工作量，再次恳请广大

作者配合我们的工作，在今后的来稿中，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１）要广泛查阅并科学引用参考文献，引用数量研究论文一
般不少于１０条／篇，综述论文不少于２５条／篇；
２）自引应合理，不允许出现不相关引用，也不应出现５０％

以上乃至全部文献均引自本刊的现象；

３）引用文献必须是作者阅读过的，对所引用的信息一定要
认真校核，做到准确无误；

４）严格执行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做到文中文献序号标注准
确，每条文献的著录项目齐全，标志符号的使用和著录格式

正确；

５）联机文献的著录格式为：［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文
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引用日期］．获取或访问路径；
６）著者姓名一律“姓前名后”，欧美著者和用汉语拼音书

写的中国著者的姓，采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欧美著者的名采

用缩写并省略缩写点，中国著者的双名间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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