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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物学报》探索“编委办刊”之路

王　敏　　武　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期刊联合编辑部《菌物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１０１，北京

摘　要　为了不断提高期刊的载文质量，实现学术期刊可持续
良性发展，《菌物学报》积极采取“编委送审”和“编委组稿”的

办刊方式，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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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物学报》是我国菌物分类学、菌物区系地理学

领域唯一的学报级学术期刊，是报道与宣传中国菌物

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媒介。为进一步提高期刊载文质

量，从２００８年起我们开始探索“编委送审”和“编委组
稿”的工作模式，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１　编委送审制

　　质量是期刊的灵魂，这是办刊人的常识。那么，如
何来保证发表文章的质量呢？我们的体会是，要提高

文章质量，应该从选择审稿人开始，提高了初审专家的

审稿质量，就等于提高了刊载论文的质量。

编委送审制是目前国内外期刊普遍采用的一种送

审方式，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中更为常见。就学术水平

来讲，编委的业务水平和分析能力远远高于一般的责

任编辑。他们身处学科前沿，不仅掌握本学科的研究

发展态势，而且对相关研究的情况也比较了解［１］。

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编辑部所采用的编委送审制与

国外期刊的审稿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国外学

术期刊承担编辑工作的人员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

家，而且承担外审的专家通常就稿件的修改问题直接

与作者联系，稿件的整个审理流程通常由外审专家

（或期刊编委）全部承担；而国内期刊的责任编辑通常

由专职的编辑人员担当，在稿件审理过程中编辑仍需

承担退修稿件、提交复审等多项工作，因此形成了国内

编委送审制度独有的特点。

《菌物学报》所采用的编委送审制采用了如下的

审稿方式。

１）根据稿件研究方向指定责任编委。本刊采取
修改稿件责任人的方式将稿件提交给编委，同时通过

编辑软件系统给编委发送一封提交新稿件的 Ｅｍａｉｌ，
提示编委有需要送审的稿件。编委通过本刊网站首页

编委审稿区域进入审稿系统来处理稿件。

根据菌物学科的研究内容，本刊将作者投来的稿

件分为菌物（植物病原菌、昆虫病原菌、医学真菌）分

类、地衣、黏菌、生理生化、分子遗传学、发酵代谢等几

个大的研究方向，并给每个研究方向指定一位编委作

为该领域稿件的责任编委。稿件经过编辑初筛后，按

照研究领域提交给相关的责任编委，再由责任编委负

责选送适合的初审专家，并根据初审专家的意见，由责

任编委进行最后终审，决定稿件是否刊用。

期刊的编委本身就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

人，他们比普通编辑更熟悉同行专家的研究方向和学

术水平，对于新概念、新方法类的稿件能够作出更快速

和准确的判断，而且对于责任编委自身研究领域的稿

件，他们可以直接进行终审。对于存在学术漏洞和试

验设计不合理问题的稿件，编委可以及时提出补充修

改或退稿的意见。可见，编委送审和直接终审不仅简

化了审稿程序，缩短了审稿周期，而且使文章的发表周

期明显缩短。

２）灵活掌控稿件状态。《菌物学报》于２００７年开
始采用远程办公系统，实现网上投稿、网上审稿和网上

编辑。由于目前尚缺少比较成熟的中文的编委送审系

统，在编辑的实际工作中，为了实现同责任编委和作者

的及时沟通，本刊采取了灵活设置稿件状态的方式。

例如我们作了如下设置。

①【新到稿件】：提示编委，有新稿件需要送审。
②【审稿中】：提示作者稿件处在外审状态，不要

根据个别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同时告知编委该稿件

还有其他初审专家尚未审回。

③【编辑已退修，作者修改中】：因有些稿件虽然
问题较多，但经过修改后有发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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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专家往往会提出很多需要补充和改进性的意见，

需要作者及时修补。这时编辑会将稿件提交给作者，

要求作者先按照初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后的

稿件再提交责任编委送审或终审。这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稿件状态，但是很多编委往往在作者未修回时即作

了定稿处理，作者修回后还要重新终审，在一篇稿件上

浪费了编委的宝贵时间；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一种稿

件状态，来提示编委暂不要终审这类问题较多的稿件。

④【作者已修回，请主编定稿】：除了问题较多的
稿件需要作者先行修改外，有些非常严谨的编委在定

稿时会要求修改后再审。由于很多编委通常是高校或

研究院所的课题组负责人，还承担着科研任务和行政

职务，不能像专职编辑一样，每天关注稿件的进程；所

以当作者按照初审专家的意见修回后，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状态来提醒编委及时对作者修回的稿件进行

处理。

３）提高受理稿件的准入门槛。采用编委送审的
方式，实现了由编委承担稿件初筛的工作，有利于提高

受理稿件的质量和水平，从而提高了受理稿件的准入

门槛。

本刊编委对送审稿件提出了如下要求：

１）只受理符合本刊投稿格式的稿件。
２）分类文章要加强系统性报道，对于少于３个新

记录种的文章不再予以发表，并且新记录种的发表需

要制作国内本种的检索表，使文章更具有参考价值。

总之，编委送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送审方法，不仅

提高了送审的准确率，还能发掘出潜在的优秀审稿专

家，利于扩充审稿专家群。

２　编委组稿制

　　目前我国科研工作者的优秀科研成果已呈现出流
向被 ＳＣＩ收录的国际大刊、名刊和影响因子高的刊物
的趋势，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相关政策的导向，这种趋势

将愈演愈烈。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将

是更加激烈的与国外期刊争取我国优秀稿源的竞

争［２］；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选题组稿的重要意

义，密切追踪重大前沿课题，积极组稿，主动取得科学

家的支持，争取创新科研成果的首发权［３］。

本刊在组稿方面，得到编委会成员的大力支持。

本刊编委均由中外著名的菌物学家担任，编委不仅具

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声誉，而且具备较强的学科号召

力。与普通编辑相比，他们对科研信息有着更敏锐的

洞察力，对各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有着前瞻性的掌握，

容易组织到优秀的稿件。

《菌物学报》编委组稿主要包括综述和名录这 ２
类文章。

综述文章是通过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

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

文，含有高度浓缩的科技信息。优秀的综述文章或名

家撰写的综述文章能显著提高期刊的影响力，所以，要

特别重视高质量综述文章的发表。

本刊综述文章自２００９年起采用编委组稿制，不再
接受作者的自由来稿；因为由编委出面可以约请到权

威作者写文章，从稿件源头上保证了综述文章的质量，

同时能够推进稿源的国际化。例如，发表于本刊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１５日、由本刊主编组稿的一篇来自美国耶鲁
大学王征教授撰写的《真菌生命之树项目和美国真菌

系统学研究现状》，截至目前仅在本刊网站检索数据

库中的摘要点击率已达到２８３次，全文下载量已达到
２７９次。因此，本刊将继续推进由编委定期组稿综述
文章的工作，以高质量的综述文章为基础来带动期刊

整体学术水平的稳步提高。

《菌物学报》作为菌物资源性的分类学期刊，在主

编及各位编委的努力和支持下，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年陆续发表了《中国药用真菌名录及部分名称的
修订》［４］《中国多孔菌名录》［５］《中国食用菌名录》［６］

等３篇名录文章。截至目前，本刊网站检索数据显示，
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的２篇名录文章全文下载量已分别达
到３９２次和５３６次，可见名录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对
这方面稿件的阅读需求。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刊还将陆续组织发表名

录系列文章，如海洋真菌名录、菌根真菌名录、地衣名

录、黏菌名录等等，以逐步形成各研究方向菌物中文／
拉丁文学名的权威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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