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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责任编辑在防止学术不端论文出版中的作为

张儒祥　　丁茂平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２１０００９，南京

摘　要　基于对医学期刊“连环抄袭门”事件的反思，认为医学
期刊责任编辑在预防和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中应有以下

作为：１）切实做好出版前审查工作，主要是初审工作；２）主动做
好出版后“随访”工作；３）正确面对“连环抄袭门”，积极处理学
术不端事件，认真落实以责任编辑为主体的预防学术不端机

制，建立学术不端处理预案，继续为学人作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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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蒋昕捷报
道了一起医学研究者“连环抄袭门”事件［１］。在读了

这篇翔实的新闻报道后，作为医学编辑，我们深感震

惊，诚惶诚恐，于是乎就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中对涉及的这些作者查看了一遍，发现与本刊关联不

大，心头甚感如释重负；然而，正如该报道所说“在这

份举报材料中，这些医生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还只是

冰山一角”，又如何保证本刊刊登的文献都很“干净”，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呢？我们曾参与处理一起“引而

不注”著作权纠纷案［２］，但与这起连环抄袭门相比，真

是小巫见大巫。

一篇论文从投稿到出版都要经过“三审”，如此看

来，我们编辑部多少存在一些过失，值得反思。事实

上，医学期刊责任编辑在防止学术不端论文出版的工

作中应该是有作为的。

１　作为之一：出版前的审查

　　对每一篇论文的把关，特别是涉及学术不端的，责
任编辑不能完全依赖审稿专家，有必要进行文献调研，

尽可能消除不端行为。我们编辑部在稿约中都加有

“文责自负”的条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暴露出问

题的和还未暴露的都是经过编辑之手而传播出去的，

至少编辑有“失察”之责。出版的文献存在侵权等行

为，尽管作者要负直接责任，但编辑部也难逃连带责

任。总结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如何逃脱层层关口而被

出版的教训，并不是要追究责任编辑的责任，只是觉得

责任编辑应该负起责任，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刮宫术后宫腔粘连１８５例分析》一文［３］，遭到１６个
单位２５人的６轮抄袭。这不得不让人惊诧。类似的丑事
除了作者方面的原因之外，期刊编辑部也应负失职的责

任。医学期刊普遍采用三级审稿制度，即责任编辑初审、

同行专家复审、主编或编委会终审。初审是“三审”流程

的开始，是审稿工作的基础。“责任编辑是指在出版单位

为保证出版物的质量符合出版要求，专门负责对拟出版

的作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和加工整理并在出版物上署名

的编辑人员。”［４］责任编辑在出版物上署名意味着，他要

对出版物的学术内容等要负一定的责任。责任编辑初审

要做的工作很多，作用也确实不小，但最重要的是，通过

严格的初审可避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出版。

我们以往初审中通过“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进

行检索和识别。我们曾收到一篇稿件，经检索发现该文

与山东某杂志发表的论文除作者和作者单位不同外，题

名、摘要、关键词几乎一模一样，当即退稿并将结果通报

给作者单位。不过，这种检索只能看到摘要，比对的也是

摘要。幸好，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开发出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５］，并免费提
供使用。本刊从２００９下半年申请使用以来共上传稿件
２２２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有１０３篇（占４６．４％），其中
性质较为恶劣的２１篇（占９．５％）。也正是ＡＭＬＣ的开发
和使用，才揭发出“连环抄袭门”事件。

２　作为之二：出版后的“随访”

　　每出版一期杂志，下一期的工作就会接踵而至，甚
至有的是上一期还没有收尾，下一期的工作就开始了，

９１５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２卷

责任编辑很少有时间去“随访”已出版论文播散的情

况，更不用说揭露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了。出版后文

献“随访”有一定的难度，似乎是文献计量专家们要做

的事。在这方面的工作要不要去做，如何去做，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

有一种方法值得去尝试，即一些网络全文数据库，

如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提供关联检索以

及统计论文的点击率和被引情况，这为我们进行出版

后论文的“随访”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此外，好多医学

期刊已全文上网，可以在纸质版出版前发布电子版本，

实行开放获取，供浏览和点评。我们可以借此条件，尽

力改变“被告知”的境况，变被动为主动，早发现早解决

问题，从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在我们的手下再次发生。

３　作为之三：正确面对“连环抄袭门”事件

３１　坚定信念，继续为学人做嫁衣　“连环抄袭门”事
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医学编辑这个行业的看

法，甚至影响医学编辑的价值取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

医学期刊出版界出了问题是件好事，让我们更加认识到

自己肩负责任之重大，鞭策我们要为以后的出版工作把

好质量关。我们认为，科技编辑应提倡“为人做嫁衣”的

价值取向［６］。如今看来，对于具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不良

作者，难道我们还要为他们做嫁衣吗？答案是“还要为

他人做嫁衣”；因为暴露出来的具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作

者”人数虽然已经不少，但在整个科学技术界，那样一些

害群之马毕竟所占比例不大。我们仍要坚持为读者服

务，为作者服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把

表现在发表论文上的学术不端行为消灭在学术出版之

前。在这方面医学期刊责任编辑应是有所作为的。

３２　正确处理“连环抄袭门”事件　面对学术纠纷和
投诉，编辑应该正确面对。应意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

在不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做出积极回应。“连环

抄袭门”涉及的有关编辑部应尽快在其杂志上刊登声

明和因工作失责的致歉信，对有关作者不仅要声明撤

销其论文，还要告知作者单位。

随着《著作权法》的实施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加强，

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著作权纠纷问题。如何面对这些

纠纷问题，我们应缜密思考。是息事宁人，还是坚持原

则？对问题的解决既要考虑法律的尊严，又要“以人

为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光是解决问题的

表象，要深入探讨问题的实质。不是所有学术不端行

为都是打击对象，但对于恶劣的抄袭剽窃、伪造事实、

篡改数据等行为，我们必须“零容忍”［７］。

３３　建立以责任编辑为主体的预防学术不端机制　
各医学期刊编辑部应建立完善的预防学术不端的长效

机制和处理预案。作者是稿件创作的主体，但审稿人

和编辑也参与稿件的创作过程；因此，论文自投稿到出

版每个环节都应有相应的监督机制。

首先，责任编辑要发挥预防学术不端的主体角色

作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开发的科

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已免费供编辑
部使用。刘清海等［８］提出一些关于 ＡＭＬＣ检测医学
论文的建议，值得同行借鉴和学习。还没有使用该系

统的编辑部，可向 ＡＭＬＣ办公室提出申请，尽早开通
和使用该系统。

其次，该系统的原理是全文比对，因此，责任编辑

对查重报告要细心审读和辩证分析，不能妄下结论。

正如文献［９］报道的一样，编辑要正确看待 ＡＭＬＣ的
检测结果。拿不准的应与作者沟通。对于性质恶劣

的，要坚决退稿并记入“黑名单”。

第三，ＡＭＬＣ收录的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有一定的时滞性，初审通过的稿件，也有可能过一段时

间再上ＡＭＬＣ就能发现问题；因此，一定要做好出版
后的“随访”工件。有条件的期刊可以实行开放获取，

网上接收评议。论文出版半年后再到 ＡＭＬＣ上走
一遍。

以上每步处理结果都应填入相应的表格，责任人

签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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