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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甘当伯乐·善作桥梁·乐做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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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１３００１，辽宁抚顺

摘　要　从科技期刊编辑应甘当伯乐、善作桥梁、乐做园丁３
个方面论述科技期刊编辑在培养科技人才中的作用。认为科

技期刊编辑应从编辑工作的角度出发，肩负起培养科技人才的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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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交流的园地，科技期刊是发现和培养科

技人才的有力工具。科技期刊编辑不是简单的编排工

作者，而是科学共同体中使科学工作达到完善的人

群［１２］。科技期刊编辑优先发表有才华的科技工作者

的文章，不仅使社会及时发现了这些科技人才，而且增

强了他们勇于攀登科技高峰的信心，鼓舞他们更加发

奋向上［３４］；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甘当伯乐，善作桥

梁，乐做园丁，肩负起培养科技人才的重任。

１　甘当“伯乐”

　　科技期刊编辑作为传播科技知识的一员，在与科
技人员的交流过程中，凭借对科研前沿的热点和生长

点的了解，容易发现作者的潜在能力，发现“千里马”，

培养“千里马”；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甘当“伯乐”。

１１　发现“千里马”　科技期刊编辑要善于发现“千
里马”。例如，《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报》（以下简称

《学报》）２００９年刊发了《ｐＨ值及胶凝方式对 ＳｏｌＧｅｌ
制备ＴｉＯ２的相变的影响》一文，编辑在与作者交流的
过程中，发现该研究方向属于学科热点，作者治学态度

严谨且有继续开展此研究的打算和能力，于是经过编

辑部与科技处及院系的多次沟通，作者的研究项目“纳

米多晶相金属氧化物表面晶相控制及其在催化反应中

的应用研究”得到学校的推荐，申报了国家青年科学基

金，最终获准立项，并获得１９万元的资助。这对于一个

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作者而言是非常好的机遇，该作者再

接再厉，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１２　培养“千里马”　“伯乐”不仅要发现“千里马”，
还要培养“千里马”迅速成长。例如，《学报》２００８年
曾刊登了《直和空间上对称微分算子自共轭域的辛几

何刻画（Ｉ）》一文，在修改过程中，编辑发现这个方向
的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属于学科前沿，而作者又具备

继续研究的能力和想法，于是通过编辑的建议和帮助，

作者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开展研究，相继发表了系列论

文４篇。它们在２００９年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分别
超过３０次和３００次，成为该学科前沿的热点论文。科
技期刊编辑不仅发现了“千里马”，还培养了其系列研

究的能力，使科技人才在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方法的运

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和提高。

２　善作“桥梁”

２１　项目合作的“桥梁”　很多企业有技术难题要解
决，但由于自身的科研能力有限，直接联系高校又不知

道哪些教师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多企业的相关

负责人也经常查阅文献，遇到与本企业研究难题相关

的论文，就会通过联系编辑再联系到作者。这种情况

下科技期刊编辑就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例如，《学报》２００６年刊登了《工业管道保温结构
的优化设计及节能分析》一文，通过建立管道保温结

构优化设计模型，提出了工业管道非等厚度保温结构

设计的新方法。抚顺石化某公司正在做工业管道保温

的项目，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科研人员，看到此

文后主动联系编辑部，此文的编辑高度重视这一情况，

积极帮助公司与作者沟通并主动协助作者与所在院系

及科研处多次沟通，最终公司与学校签订了“工业管

道保温结构”的相关项目，投资３０余万元。项目成果
显著，减少保温材料体积３％ ～４％，降低保温工程费
用３％～４％，收到了节能降耗的效果。科技期刊编辑
这座 “桥梁”，很好地帮助科技人员将科学技术及时转

化为生产力，实现了“产学研”的良性发展。

２２　科学研究的“桥梁”　很多科技人员在进行科研
时，通过查阅文献，会发现一些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

文献，很希望能通过与作者的沟通达到攻克难关共同

进步的目的；因此，通过与编辑的沟通，再联系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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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科技期刊编辑也起到了 “桥梁”的作用。

例如，《学报》２００９年曾刊登《ＰＡＭＳＡ新型水系
灭火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一文，辽宁大学化学科学

与工程学院有的课题组也是研究水系灭火剂的，对文

中的合成方法非常感兴趣，于是联系到编辑，希望能与

作者沟通；但第一作者因为毕业了，不再从事这方面的

研究，于是编辑又辗转找到他的导师，不巧的是导师出

差在外地，半年不能回校，于是这位导师将自己课题组

的另一位教师的联系方式通过编辑留给了辽宁大学的

教师，双方终于成功地取得了联系。目前，这２个课题
组通过合作，在水系灭火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先后在国内外相关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２３　师生关系的“桥梁”　很多专家在了解学术动态
时都要查阅大量的文献，遇到有创造性的论文，就很想

与作者进一步沟通；但由于作者的联系方式不便于公

开提供，所以，有时专家就会联系编辑部，通过编辑再

联系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期刊编辑同样起到了

“桥梁”的作用。

例如，《学报》２００８年曾刊登《正交实验法优化壬
二酸合成条件及反应机制研究》一文，东北大学某教

授对文中提到的创新点很感兴趣，认为该作者具有良

好的科研潜力，应该进一步深造，通过编辑联系到作

者，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现在作者已经成为这位教授

的博士研究生，师生多次对编辑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

３　乐做“园丁”

　　科技期刊编辑还要乐做“园丁”，用任劳任怨的敬
业精神激励科技工作者养成良好学术道德，多“施

肥”，勤“锄草”，让科技人才更加茁长地成长［５６］。

３１　多“施肥”———自信心的培养　科技期刊编辑公
平公正、唯才是用的工作作风会深深影响到科技工作

者自信心的正确树立。坚持稿件面前人人平等，特别

是对那些年轻、有潜力的科技人员。例如，爱因斯坦提

出相对论时才２７岁，他的论文被很多刊物委婉拒绝，
甚至他本人都因缺乏自信心而想要放弃了，但《物理

学年鉴》主编弗郎克果断而大胆地采用了爱因斯坦的

论文，保护了他的创新意识和自信心，充分体现了科技

期刊编辑在培养科技人才自信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３２　勤“锄草”———防止学术不端行为　一些科技工
作者由于受到毕业、评职称等的压力，为了尽快发表文

章，抄袭或篡改他人作品，或者“一稿多投”，这些都严

重影响科技工作者自身的成长。科技期刊编辑在遇到

这种情况时，要勤“锄草”，既不能打击科技工作者投

稿的积极性，又不能降低文章录用的标准，要及时与科

技人员沟通，委婉地告诉他们文章的不足，善意规劝，

锄去“杂草”，使科技人才健康成长。

４　结束语

　　科技期刊编辑要在编辑学方面有所建树，更重要
的是应该努力地甘当伯乐，善作桥梁，乐做园丁，培养

科技人才［７８］。在办好刊物、提升刊物质量的同时，不

仅要为科技工作者铺路建桥，更应该把他们扶上“桥”

再送一程，使他们尽快成长为更有作为的科技人才。

这正是历史赋予科技期刊编辑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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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科学》主持的项目荣获新疆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本刊讯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最近授予的１３０项自
治区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中，《新疆农业科学》主持的项目

“新疆科技期刊创新办刊模式、运行机制及评价指标体系”荣获

三等奖。这是新疆科技期刊类研究成果首次获此奖励，因为它

填补了新疆此类研究的空白。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１）提出并
实施了新疆科技期刊创新办刊模式和运行机制；２）制定并实施

了新时期科技期刊发展的“新疆科技期刊质量评比指标体系”；

３）以期刊声誉、期刊计量指标、论文实际影响力和期刊标准化程

度为评价指标建立了“新疆自然科学论文评价指标体系”；４）在

国内首次研究并连续开展了省级农业科研领域科技论文统计、

分析与微观绩效评价，提出了科技期刊提高影响因子的措施。

（新疆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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