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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编辑在预防学术不端中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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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不端行为极大地阻碍着医学科学和医学期刊的健康

发展，医学期刊编辑在学术不端行为惩防工作中要发挥主动性，从

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建立审稿专

家库并选择对口专家审稿、要求作者提供原始实验数据等完整的

实验信息、实行作者承诺书和单位审核制度以及严肃处理查实的

学术不端行为等６个方面，辅助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关键词　学术不端；医学期刊；编辑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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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期刊的繁荣，使得越来越多

的研究成果涌向并通过学术期刊得以传播和推广；然

而，科学技术和学术期刊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出现部分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行为，他们将编造的或剽

窃他人的成果发表于学术期刊，以期获得职位的晋升、

学术声誉的提升、攫取更多的科研基金，并获取非法的

经济利益。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制定并修订了涉及学术

不端行为界定、认定、预防与制裁等问题的政策和规范，

从制度上基本完善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约束［１］。早在

１９８７年，《Ｓｃｉｅｎｃｅ》就刊登了《Ｆｒａｕｄ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一文，对

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作了论述。２０１０年，《Ｎａｔｕｒｅ》以

《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为题［３］，《Ｌａｎｃｅｔ》以《学术造

假：中国需要采取行动》［４］为题，相继报道了发生在

《Ａｃｔａ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Ｅ》的大规模撤稿事件，

这些行为不仅给学术不端者本人和所在单位带来无可

挽回的声誉损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科研事业

的发展，也给期刊本身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１　医学期刊编辑在学术不端行为控制中的责任

　　医学期刊作为科技期刊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临

床生物统计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ｉ

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０年的研究结果表明，６５％的生物统计

学家认为学术不端已经成为严重阻８碍医学科学发展

的重要问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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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学期刊刊出的成果是学术不端者

求单体效益，而是在主办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开放办刊，

并寻求合作办刊的方式，如可以在本刊现有规模的基

础上，积极联合同类型、同行业的类似期刊，合理分配

或共享办刊资源，降低同类期刊同质性程度，合理确定

个体对资源及效益的占有程度，合理切分办刊利益，形

成行业或学科特色的不同展示平台，做到共赢。

高校学报所处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充分开发和利

用学校特色资源，以科研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中

心，以优势出版资源为依托，着力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

立足区域、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出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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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的，其后果将更为严重：不仅仅是对医学科学发展

的阻碍，其实验结论如果被同行采用来对患者进行治

疗，轻者延误患者的病情和宝贵治疗时间，重者将给患

者带来致残或危及生命的影响。因此，如何从系统工程

的角度遏制医学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医学期刊编辑作为医学科研成果出版和推广的经

手人，如果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环节中及时发现学术

造假等不端行为，无论是对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人民

群众的身心健康，还是医学期刊自身的声誉和发展，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张儒祥等［６］所述，医学期刊编

辑在遏制学术不端中是有事可为的。编辑活动作为学

术活动的重要环节，应该发挥其监督、审查和预防学术

不端正的作用［７］。

２　医学期刊编辑在预防学术不端中的作用

２１　跟踪本学科专业的前沿动态，增强识别学术不端

稿件的敏锐性　医学期刊编辑大都毕业于医学院校，

很多编辑还有过多年的临床和医学科研经历，从宏观

上而不是细节上跟踪所负责专业的前沿动态应该是现

实的、可实现的目标；因而医学期刊编辑不能仅满足于

稿件的审查、修改、整理等日常工作，更应主动作为。

通过数年稿件的编辑加工、参加审稿定稿会、举办国内

外学术会议，组稿、约稿、编辑重点号等工作，对所负责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热点问题力争有一个基本的掌握。

同时有选择性地浏览一些国内外知名期刊的最新内容

和摘要，及时跟踪本专业的前沿动态。有了这些基础，

对接收稿件的学术水平和内容能有一个初步的定位和

判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现学术不端稿件的

概率。

２２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查询剽窃、造假、重

复发表等行为　网络和专业数据库的发展使我们能够

便捷地获取信息和查阅文献。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利

用信息不发达而进行的剽窃行为，如今已经难有藏身

之处。编辑对有疑点的稿件可以采用主题词、关键词

等方式查询国内外数据库，进行相似度比较，检查是否

有剽窃行为；以作者姓名为检索条件查询是否存在重

复发表；通过了解作者单位的科研水平、实验条件等硬

件条件来初步判定是否存在数据造假。早在２００４年，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８］就通过相似度比较发现刊出的一篇文章与

发表在《Ｅｌｅ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杂志上的文章存在抄袭，对作

者给予了严厉的处理。

目前国内多家数据库也都相继开发并推广了学术

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比如中国知网２００８年底正式推出

了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万方数据则提供了论文相

似性检测服务，既可以检测新论文，也可以检测已发表

的论文。而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系列杂志２００９年开

始使用 “稿件远程管理系统”［９］。该系统中的“判重搜

索”选项与相关网站链接，包括学术不端检测、论文相

似性检测、同方搜索、万方搜索、百度搜索、Ｇｏｏｇｌｅ搜

索等，均可方便编辑对稿件进行判断。

此外，中华系列杂志的每位编辑在收到一篇新稿

的同时，即可查询到此稿件所有作者在中华医学会各

家杂志的所有投稿，以方便查重，从而做到从投稿环节

就可以杜绝一稿两投、抄袭、拆分文章等学术不端行

为。在使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时，不能单纯依靠

其检测结果作出定论，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必须发挥自

己的主动性。谭华等［１０］对如何有效地使用各类学术

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值得我们参考。

２３　建立规模质量与期刊要求相符的专家库，选择对

口专家审稿　同行评议是判定论文学术水平、审定是

否存在学术不端、保证办刊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要

根据期刊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邀请国内外在本专业内

具有高超学术水平的专家担任审稿人，同时专家库应

该具备一定的规模，以满足稿件处理时效的需要。对

于接收的稿件，编辑初审后根据其研究方向和内容，在

专家库中查询与之相适合的审稿专家，实行对口评审；

因为审稿专家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各研究中心的研

究能力都有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判断稿件是否存在学

术不端行为。

２４　要求作者提供原始实验数据和图片等完整的实

验信息　对于拟录用的稿件，不能满足于作者提供的

经人工处理后的数据、拟合后的曲线、修饰过的图片，

而应要求作者提供完整的实验信息，比如原始的实验

数据和图片，以防作者有倾向性地采用支持论点的结

果，而忽略与之相矛盾的发现。ＴｈｏｍａｓＳ．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将此称为“潜在的学术不端”（ｉｎｓｉｄｉｏｕｓｆｒａｕｄ），并给出

了相应的对策［１１］：一方面可以存档作为其他研究者查

询和质疑的依据，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统计学知识检

验其是否存在造假和错误，对存疑的稿件可以送统计

学专家审定，从这个角度而言，期刊保持适度规模的统

计学审稿专家很有必要。医学或生物统计学专家与医

学科研人员工作关系紧密，对于医学数据有着独到的

洞察力［５］；因此，对于数据复杂的论文，有必要送医学

或生物统计学专家审稿，有助于进一步甄别学术不

端稿件。

２５　实行作者承诺书和单位审核制度　心理学的知

识告诉我们，一个良知未泯的人在作出承诺后如果违

背其诺言，心理上必将承受一定的压力，有一定的挣

扎。而落在纸面上的承诺更是使作者明了其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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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后诉诸法律和追究责任的有力证据；因此，对接收

稿件特别是录用的稿件，有必要实行作者承诺书和单

位审核制度。个人承诺书非常重要，而单位审核同样

不可或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为了维护其学术声誉，

必将进行严格的内部审查，避免学术不端稿件的刊出，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从其自身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

的发生。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每篇拟发表论文都必须签署

协议书 ，要求投稿作者单位及其主管领导签字盖章，

确认稿件无一稿两投以及抄袭、剽窃等不良行为，发现

学术不端者将按程序通报批评，并告知其单位和稿件

的责任人，将学术不端者列入黑名单，从源头上把好论

文出口关［１２］。

２６　成立专门的出版道德培训和查证机构，严肃处理

查实的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稿件的发表对学术期

刊的健康发展和运行造成的伤害极为严重，造成的恶

劣影响对期刊影响深远；因此，有必要成立由知名专家

和期刊编辑组成的专门组织，制订医学研究的道德标

准，对作者开展出版道德和诚信培训教育，并组织对学

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Ｌａｕ曾撰文提出，通过开展出版道德教育以应对

医学研究中的欺骗和不端行为［１３］。１９８６年美国卫生

与公 共 服 务 部 成 立 研 究 诚 信 办 公 室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１４］。１９９７年英国成立了由一流医

学期刊编辑组成的出版道德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
［１５］，持续开展遏制医学和科学研

究中不端行为的运动。对于学术不端稿件一经发现，

必须坚决撤稿，同时应该在一定年限内限制录用该文

全体作者的稿件，对来自该作者单位的稿件实行一定

年限的拒收和拒发，以儆效尤。《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

理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读者群体的监督作用，通过纸

质期刊和期刊网站刊登启事，鼓励对学术不端稿件的

举报，对经查实的学术不端稿件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

奖励，以增强社会监督力度。

３　对于遏制学术不端的系统思考

　　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涉及到科研项目的申请、评

审，科研工作的开展，科研人员业绩的评价奖惩机制，

科研经费的分配使用制度等各个方面，因而遏制学术

不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科研项目的评审阶段，从评审专家的确定到评

审结果的决策，都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机制，确实选出有

研究价值的项目、具备科研基础和实力的科研团队给

予批准和资助。在研究工作的开展上，应科学制订研

究方案和实验程序，严格按实验规程开展研究，保留原

始结果，不作带主观倾向性的技术处理。

对于科研人员业绩的评价和奖励不应唯论文论，

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科研人员能坐得

住板凳，耐得住寂寞。ＡａｍｉｒＪａｆａｒｅｙ提出“应该改变

‘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的评价机制和文化”［１６］。

对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应严格落实专款专

用规定，制订监管机制，以确保经费合理分配和使用。

科研主管部门应建立有效的学术不端处理与预防

制度，从制度的制订和落实上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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