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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部分稿件退修
情况的统计分析，论述科技期刊文稿退修的必要性，即：退修是

联系审稿专家、编辑和作者三者的桥梁；可提高论文的学术价

值；使论文在格式上更规范；提高作者写作水平，储备优质作者

资源；提升编辑的业务素质，培养编辑的审稿能力。认为退修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重视政治问题；切忌照本宣科；叙述明确，

主次分明；尊重作者，体现修养；注明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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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是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

提高稿件中信息的效价，使稿件趋于完善，从而提高论

文和期刊的质量［１］。书写退修函是责任编辑的一项

基本功，可以体现编辑的素质、修养、能力和知识水平。

编辑需要根据本刊的编排规范，综合审稿人审稿意见

之后写好退修函。退修函写得是否确切、具体，直接关

系到稿件的改回率及文章的完整性，并且涉及稿件能

否达到“齐、清、定”的要求和及时发排。如果退修工

作做得比较到位，编辑加工时就可以节时省力；相反，

如果退修函写得不够明确，编辑加工时就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麻烦，还要反复与作者沟通，势必影响刊物

的及时出版。

笔者根据《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１年
退修稿件的统计情况，并结合退修的实践，阐述医学论

文退修的必要性及如何做好退修工作。

１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部分退修稿
件的统计分析

　　笔者统计２０１１年度《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
志》的３２０篇退修稿件，改回并录用稿件２２７篇，改回
率为７０．９％，退稿 ９３篇，退稿率为 ２９．１％。由此可
见，退修的文稿大多数修回并录用。分析９３篇退稿的
情况，其退稿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修改函中需要作者补充实验的资料，作者因实
验条件有限，不能进一步完成提出的实验要求；但编辑

未在退修函指出作者有申辩权［２］，作者理解为如不能

增补实验，编辑部会将此稿作退稿处理，故不再修回，

要求编辑退稿。

２）编辑处理稿件速度太慢，未能及时给作者发退
修函，作者觉得投稿时间过长，影响到自己科研成果报

道的时效性，故将文稿改投他刊；或者是作者一稿两

投，编辑未检索到此稿件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３］，如

果另一杂志先于本刊录用作者的文章，作者将不再改

回并提出退稿。

３）编辑在写退修函时未能将主要问题阐述清楚，
作者修回１次或多次仍达不到要求，如此反复，作者可
能失去对本刊的信任，因此也会造成拒绝改回。

４）退修意见是请作者将稿件改为简报类（本刊简
报１０００字左右）或短文类（本刊短文无英文题名和英
文摘要，篇幅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字）的文章，作者不同意
压缩，因此拒绝改回。

５）超出退修期限未改回，编辑无法联系作者即作
退稿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编辑只有认识到文稿退修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掌握书写高质量退修函的技巧，做好退修

工作，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作者和优质稿件［４］，进而

提高文章的改回率，提升期刊的整体水平。

２　稿件退修的必要性

２１　退修是联系审稿专家、编辑和作者的桥梁　《中
华微生物学和免疫杂志》采用的是双盲审稿制［５］，这

样便排除了因非学术因素或人际因素对审稿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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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审稿制度不允许审稿人直接与作者开展学术交

流和探讨，因此，编辑书写的退修函便成为审稿人与作

者之间沟通的良好中介［６］。由于审稿人学术水平较

高，送审稿件专业对口，他们会对所评审的稿件提出专

业性的意见和建议。编辑对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整

理，并结合期刊的编排规范，写成退修函，发送给作者。

这样，作者不但会明确了自己论文中被肯定之处，而且

知道了文稿中不符合发表要求的种种问题，便会认真

予以修改。文章改回后，编辑要对修回稿进行复核，认

真检查是否达到修改要求。由此可见，在这个循环中，

退修便成为了联系审稿专家、编辑和作者的桥梁［７］。

２２　退修可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　医学论文涉及许
多生物实验，影响生物实验的因素较多，其过程控制极

其复杂。退修过程可以增进审稿人与作者的相互交流

和沟通，按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者修改后可

使论文更趋于科学、严谨。

作者的初稿在学术方面易出现的问题有：学术观

点有误或阐述不清、科研设计及方法有误、结论与临床

实践矛盾、统计学方面有误，等等［８］。

学术观点是论文的灵魂，只有学术观点正确，论文

才会有学术价值；所以，一旦作者在这方面出现差错，

编辑有责任在退修函中向作者说明缘由。有的论文在

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上存在问题，导致其实验结果不

能充分说明其结论，编辑在退修函中应告知作者如何

予以修改。

某篇论文中提出用到２种小鼠 ＢＸＳＢ和 Ｃ５７ＢＬ，
并分别统计了二者免疫调节作用数据；但在方法中并

未阐述这２种小鼠的区别和作用分别是什么。这时，
编辑应向作者提出为何要用这 ２种小鼠？目的是什
么？后来作者回答二者中一是实验组，另一是对照组。

如果在论文的“材料和方法”中对二者稍加描述，就会

使文章条理清楚。

有的作者将医学论文写成了实验报告，即实验方

法的逐条描述和大量实验结果的罗列，内容很多，但重

点不突出。这时，应建议作者删去不必要的章节和图

表，应把最重要的实验方法和所得结果叙述清楚，给出

重要的、有代表性图表。讨论中也不应泛泛而谈，要着

重论述研究内容的新颖性和特色，以及与以往文献报

道的不同之处。

另一类文稿与上述恰恰相反，表述过于简单。例

如，在结果部分只用一个小标题“４．５　菌株 Ｎｏ．２１耐
药基因电泳结果　见图３”，随后就是图３，而无必要的
文字叙述，使读者不易领会该图所要表达的内容。

对于需要量化的结果，应有计算方法和具体的数

据。医学论文中统计学数据不得有误，不能拼凑，并且

使用的统计学方法要正确。

对于题名不贴切的文稿，可以这样写出修改意见：

“文章内容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对具体疫苗的试验，更

未触及对具体疫苗致过敏反应的评价；因此，这一题名

似乎有些‘题不对文’之感，建议作者另拟确切

的题名。”

２３　退修使论文的表达更规范　论文编辑规范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题名、中英文摘要、图表、计量单位、

中英文缩略语、参考文献，等等［８］。医学论文的作者

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但他们对编辑规范和出

版要求不是很了解；所以论文中难免在表达方面出现

一些错误或不足。这时，责任编辑应充分发挥自己的

特长［９］，除了参考审稿专家的意见外，应对文章的整

体结构和细节加以审视，精心把退修函写好。这样，才

能真正帮助作者提高写作水平，而自己在稿件的编辑

加工环节也能节省精力和时间。

２４　提高作者写作水平，储备优质作者资源　在退修
工作中，编辑行使着培养人才的职责。

首先，编辑将高质量、富有建设性的审稿意见以退

修函的形式反馈给作者［１０］，作者依据退修函，充分挖

掘并展现自己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总结经验教训，培养

自己的科学思维和撰写论文的能力［１１］。

其次，编辑应与作者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使作者

相信编辑的确是为作者服务的，通过编辑与作者间的

真诚交流，取得作者的信赖，日后便会有更多的作者将

自己的优秀的稿件投向本刊。这样，稿源就会越来越

多，作者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壮大。

２５　提高编辑的业务素质，培养编辑的审稿能力　编
辑通过书写退修函，会对本刊涵盖的学科范畴及编辑

规范逐步熟悉。编辑若能注意对所接触的审稿意见进

行深入研究和正确使用，日积月累就会对提高自己的

专业素养、审稿能力大有帮助，在退修过程中不断增长

知识，丰富阅历，为今后处理此类文章积累宝贵的财

富［２］。不但如此，经常性的组句成文，还能锻炼编辑

的写作能力。稿件的修改成功除了研究本身的学术价

值，还取决于编辑退修意见的准确程度，实际上也就是

取决于编辑的学识水平。退修不仅提高了编辑自身的

基本理论修养，还获得了扎实的专业训练，既开阔了自

己的知识视野，也增厚了语言文字功底，并且还培养了

编辑良好的思维方式、广泛的阅读兴趣和科学的学习

方法，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敏感性；因此，为保证退

修成功，编辑要增强责任心，下大力气做好退修工作。

３　退修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３１　政治问题，务必重视　政治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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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１２］。医学期刊要防止出现政治性错误，编辑在写

退修函之前一定要审查论文中有关政治性方面的内

容。比如：审查有无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

法规相悖之处，有无违反出版法律法规的内容；注意不

能把台湾、香港和澳门误称为国家；论述某种疾病在中

国的流行和分布的文章中有时会出现中国地图，一定

要注意地图的完整性，涉及国界时一定要正确绘制。

对于这些涉及国家政治和法律法规问题的稿件，退修

时必须着重指出问题所在，务请作者予以重视并作认

真修改。

３２　照本宣科，退修大忌　编辑不应该把审稿人的意
见一字不落地全部写在退修函上，而应该作分析、综

合、归纳，从编辑部的角度，以编辑本人的身份和口吻

与作者交流，把所有应该告诉作者的审稿意见都变成

自己的语言来传递。有时，审稿人提意见直言不讳，但

容易刺伤作者，而作为编辑，不管文章的水平如何，都

绝不可用刺激性的语言或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对作者讲

话，要做到尊重专家，也尊重作者［１３］。

３３　叙述明确，主次分明　编辑阅读审稿人的意见时
要抓住重点，不能误解审稿人的意见，需要提请作者修

改的内容，一定要把修改意见讲得很明确，让作者知道

该修改什么及如何修改，修改成什么样子。作为修改

的重点或者需要“大刀阔斧”修改的内容要放在前面，

必要时应加以强调，如论文中统计学数据有误需要重

新统计、实验方法需验证其可行性的、插图不清晰需更

换等问题。对于非重点的常规性修改，如中英文关键

词需要对应、缩略语首次出现需注全称、提供图表的英

文题名、增加新近的文献等，可以作为次要的修改意

见。对作者文章中有疑问的地方或语法、文字错误，可

以批注在文中相应的地方。

３４　尊重作者，体现修养　退修函既要实事求是，又
要具有人文科学的理念［８］。

首先，应努力提高编辑工作的服务意识［１４］。要以

人为本，对科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充满爱心，对我

们的服务对象充满热情，强化退修工作的责任感，切忌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盛气凌人的气势将自己的观

点强加于作者。

其次，赋予作者申辩权［２］。这一点对退修稿是否

能返回至关重要。医学期刊编辑要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要有海纳百川的人格魅力。对于作

者提出的反驳审稿专家意见的意见，既不能盲目听从，

也不能轻易否定，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源，认真分

析、仔细判断，必要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最终确保

退修稿件的质量。

最后，退修函中应有尊重作者的语言，如“大作经

专家审阅”“您对本刊予以支持，我们谨致谢意”，等

等。一名编辑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家期刊；所以，

编辑修养的提高，也代表期刊水平的提高。

３５　修回期限，必须注明　务必在退修函的适当位置
注明改回期限，应有与“如修改稿在１个月之后未寄
回编辑部，则将作为新稿，重新审阅”类似的语句。这

样写即规定修回的期限，也提醒作者，如不按期修回将

作怎么的处理。注明退修期限能使作者心中有数，按

时将修改稿返回编辑部。

４　结束语

　　写好退修函是提高稿件改回率的关键，是保障稿
件完整性、时效性的有力措施，是提高编辑业务素质和

知识水平的手段，是树立期刊品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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