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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工作经验，并参考相关文献，就如何提高科技期
刊的编辑及校对质量阐述编校工作中需注意的问题。这些做

法均经过实践检验，并得到期刊论文作者的认可。

关键词　科技期刊；编辑；校对；质量；经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ｕｎ，ＤＵＹａ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ｖｅｒ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ｓｏｍ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ｖｅｓｓｏｍ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ｄｅｘａｃ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ｉｎ
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ｂ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７１００４８，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编辑和校对是出版过程中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重要

环节，其目的是按照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对稿

件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加工，并根据原稿或定本核对校

样以修正差错，其内容包括表面性质的“编校正误”工

作，即标准化、规范化加工及校正误，还包括更深层次

的“编校是非”工作，即找出原稿或定本中怀疑其内容

错误的是非点，与论文作者加以验证并进行相关善后

工作的编校行为。

笔者根据工作经验，从责任与能力、心理、做法等

方面阐述如何保证并不断提高编校质量问题。

１　责任与能力

１１　责任是基础　此处的责任指具有责任心或责任
感。编辑和校对工作的高质量是建立在高度的责任心

基础之上的。工作意味着承担责任。责任心是工作出

色的前提，是职业素质的核心。一个人有了责任心，才

能有激情，有忠诚，有奉献精神，才有成就一切事业的

可能；因为责任心的核心内涵是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

的一种心态［１］。责任心是永恒的职业精神。一个有

责任心的人，必定是敬业、热忱、主动、忠诚，以及把细

节做到完美的人。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会积极挖

掘自我潜能，会更加勇敢、坚韧和执著，会充满激情地勤

奋工作［２］。相反地，若工作中缺乏责任心，则自然缺乏

积极主动性，已有的工作能力也得不到正常水平的发

挥，更谈不上超常发挥。其结果是编校质量难以保证。

１２　能力是保证　有了责任心，只是有了良好工作质
量的基础或前提，而工作质量的最终保证还要靠能力。

能力是指具备与具体工作职责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

识和其他相关知识，能在工作中自如地应用这些知识，

并能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完成工作的一种

个人素质。一般来说，掌握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大。

１３　责任与能力的关系　对于编校质量，责任是前提，
能力是保证。责任胜于能力，能力永远由责任来承载；责

任胜于能力，并不是对能力的否定，责任本身就是一种能

力［２］。责任和能力犹如鸟之双翅，二者缺一不可。缺乏

责任心，则能力不可能高，即使有很高的能力，也不可能

充分发挥出来，编校质量自然很差；缺乏能力，则责任意

识只能是空谈，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只有责任与能力双

具备，则前提到位，基础扎实，编校质量自然得以保证。

２　与编校工作有关的知识与能力

　　１）数学知识。科技论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数学公
式多。要想发现文稿的公式中是否有错误，就要求编

校人员具有扎实的数学功底。

２）逻辑推理能力。科技论文的原稿或经过作者多
次修改的稿件中常常存在许多错误。例如：作者为录入

方便，将相似公式进行拷贝，但多个公式中不同的地方却

往往又忘记修改或修改不完全；上下文相联系的公式中，

有些字母大小写不统一；比例弄反或倍数关系弄错；图表

内容与文字叙述不一致；等等。这些错误的发现，就要靠

逻辑推理［３］。逻辑推理是检查与发现错误的利器，是编

校入门的钥匙，是编校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

没有这种能力，编校质量就难以保证和提高［４５］。

３）专业知识与能力。专业知识包括出版专业基
础知识、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出版法律法规、相关国

家标准及行业规范等。这是执业资格的入门知识，是

必须掌握的。对于有些重点知识，还要求能熟练运用。

４）其他相关知识、能力与素质。包括汉语言文
字、外语，以及心理素质和道德素养，等等。

３　编校经验

３１　专业相近　指编校人员所学的专业与编校稿件
所属的专业要大致相近。例如学习理工专业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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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自然科学类稿件的编校工作，但决不可从事医学

类稿件的编校工作；否则，稿件中有明摆着的医学错误

也发现不了。

３２　知己知彼　文稿中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发现，一
要靠编校人员强烈的责任心与逻辑推理能力，二要靠

平时经验的积累，即要清楚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是非

问题（知彼），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知己），编校时

就会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有一种预感，进而在这种

预感的引导下发现是非点。

３３　分类分符号法　校样上公式图表多，为了标示正
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等，常常出现因编校符号而导

致“一片红”的情况，给改版人员带来麻烦，改版质量

也难以保证。遇到这种情况，不防使用红、蓝笔并用多

种符号圈画。例如用红圆圈表示斜体，蓝三角形表示

黑斜体等。这样一来，红蓝错开，符号异形，虽然麻烦

一些，但编辑意图表示得一清二楚，便于改版人员辨

认，改版质量也会得到保证［６］。

３４　图表文对应校对法　若论文中有图或表，则编校
时相关的文字和图或表格一定要互相对照，因为现实

中常有张冠李戴、缺枝少叶、无中生有的情况发生。若

文字和图或表格分别编校，则它们之间的不一致的问

题就难以发现。

３５　流水线校对法　因为人的注意力一次只能集中
在一个校对项目上，若贪图快速而面面俱到地多项目

校对，则往往顾此失彼，欲速则不达。本文所谓的流水

线校对法，即在一遍校对中只针对一个校对项目进行

校对，下一遍再针对另一个校对项目进行校对，犹如一

件产品在流水线上经过一样，在每一个工作点上只完

成固定的工作，当走完生产线后，该产品也就变为成品

了。这一方法适用于论文或期刊的整体性校对［７］。

笔者的方法如下：正文的编校工作完成之后，先从

本期各论文的页眉开始校对，包括：其中的中英文刊名、

年、卷、期等信息都要一一核对；同一个图（表）的中英文

图表序号、图表题要对应，英文图题及表题的第一个字

母要大写；表的顶线和底线应是反线（粗线）；论文层次

标题序号、数理公式序号、图表序号及文献序号是否连

续；作者名及作者数、作者工作单位（包括多单位时的序

号）、中英文的关键词及其个数和次序是否对应等。

只要按以上项目逐一查看，自然即可保证校对质

量；否则就有可能留下疏漏。

３６　加强作者自校环节　作者自校可以修正编校人
员的差错，是完善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请作者自校

就为作者提供了最后一次修改自己作品的机会，也是

文责自负的体现。作者自校可有效减少出版中的法律

纠纷，并可促进建立编辑与作者互动的机制［８９］。

３７　文献校对法　关于文献校对，除了进行标准化、
规范化加工外，对于文献的年、卷、期及起止页码等，不

要一看项目齐全就以为万事大吉，因为有些作者将卷

或（和）期的数字弄反或弄错，仔细分析便可看出。关

于更详细的文献校对法，请参见文献［１０］。
３８　模块化储备　模块化储备是指对于平时经常要
用到的一些资料（特别是电子文档），可以先分类地保

存起来，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多，储备的模块就会越来越

多，使用时也会越来越方便。

以对稿件的要求为例。先写好要求，比如作者应

注意的格式、应提供的信息等，都可提前做成 Ｗｏｒｄ格
式文件，等到投稿人询问或要通知作者时，若以电子函

件等形式发送，则只需拷贝即可，若用 ＱＱ发送则更简
单。此处的模块化储备专指编校人员与作者联系时所

用的资料储备，虽与前面对编辑校对工作的定义不符，

属编辑日常事务性工作，但这样可以节约编校人员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可间接地促进编校质量的提高。

４　结束语

　　这里介绍的只是笔者的点滴经验，以期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平时的编校实践

中本着对工作负责、为作者及读者服务的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编校经验一定会越积累越多，

编校水平也一定会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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