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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如何通过审稿与退修提高综述文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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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综述是科技期刊一种重要的文体。编辑应在审稿过
程中从选题、提纲、文献、分析评价、文本等方面对综述稿件的

质量做出整体评价，并从优化选题、深化提纲、筛选文献、有机

组织材料、修改文本等方面分别提出修改建议，以提高综述文

章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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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是在对文献进行阅读、选择、比较、分类、

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研究者用自己的语言对某一问

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叙述的情报研究成果［１］。一

篇好的综述不仅仅是文献调研，也应当包含新思想、新

资料，还要求作者在综合分析和评价已有资料的基础

上，提出特定时期内有关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演变规律

和发展趋势［２］。由于传统观念认为，综述属于二次文

献，因此相比于原创性研究，编辑在审稿和退修过程中

对其着力不多；然而，ＳＣ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影响
因子位居首位的《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就是以刊登综述
为主的，无论是从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还是从

满足读者的学术需求上，综述都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外文献综述的收稿一般采用３种方式：作者
自由投稿、编辑向专家约稿、编委推荐。国际权威期刊

以后２种方式为主，而国内期刊多依赖自然来稿。如
何从综述的自由来稿中遴选优秀稿件，并通过修改提

高综述文章的质量，是科技期刊编辑面临的现实问题。

１　加强对综述整体质量的评估

　　科技期刊编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短时

间内接触大量的同一类型的稿件，很容易总结经验，归

纳出规律，尤其是在形式逻辑、信息论、心理学、统计

学、文献计量学方面，编辑具备一定的能力［３］。本刊

编辑部近年来鼓励、发挥编辑在审稿过程中的主导

性［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审稿方面，我们尝试从

以下５个方面对综述文章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
１１　选题质量　对于综述的选题，作者采用文献分析
方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存在问题进行阐述。

选题的质量决定了综述文章的优劣，好的选题，应该是

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具有相当数量的新的研究成果，存

在不同的观点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另有一些综述，即

使选题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与期刊的报道方向不符，

也无法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如果综述的选题既缺乏

创新性，又缺乏实用性，则不宜采用。

我们曾收到一篇题为《肥胖症手术对癌症发病风

险的影响》的综述，作者为儿科医师，乍一看与本刊注

重外科临床的报道方向不符；但实际上，肥胖症手术恰

恰是普通外科近年的热点，围绕其适应证、效果和对后

续内分泌代谢综合征治疗的影响，还有很多研究未尽

之处。这篇综述可以为外科医师提供相关的信息，在

本刊发表是有价值的。

１２　提纲质量　在保证选题质量的前提下，提纲的质
量决定了读者能够从综述中获得多大的助益。提纲反

映了作者对该选题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好的提纲，作者

需要全面了解该领域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在

此基础上对各部分的内容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并

通过编排体现并强化各部分内容间的逻辑关系。很多

低质量综述均为面面俱到的泛泛之谈，作者不知此领

域的热点如何，也缺乏足够的文献调查能力，最终表现

为论文缺乏深度。

我们经常收到这样的综述稿件：作者从某病的流

行病学特点开始，按照病因、症状、诊断、治疗、预后的

顺序，全面叙述该病的研究现状。尽管全文的篇幅很

长；但由于内容繁杂，每个部分均仅能将最基本的知识

进行简单罗列，较之综述更像教科书的精编版———这

就是提纲过于空泛导致的。

１３　文献质量　文献质量是综述内容质量的保证。
选择恰当的文献，能够充分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通

过提高论据的质量，增加论述的逻辑强度，以实现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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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最有价值的参考内容；但很多作者在撰写过程

中往往忽略对文献质量的把控，造成综述观点陈旧、论

述混乱，甚至错误。

文献质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１）文献陈
旧，５年前的文献占比较高；２）多为文摘检索类文献；
３）文献多见于不知名的书刊；４）新近的、起核心参考
作用、较权威期刊刊载的文献不足［５］。我们在工作中

掌握的原则是，近５年的文献比例应在５０％以上。
１４　分析评价质量　在保证选题质量、提纲质量、文
献质量的情况下，如何对文献进行分析评价就显得尤

为重要。好的综述，应是能够根据论点，提炼出文献中

与此相关的内容，根据各文献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编

排。很多作者在撰稿时，并没有把握重要文献的核心

内容，甚至发生引用错误。

我们曾收到一篇题为《乳腺癌外科治疗进展》的

综述，文中称“ＮＳＡＢＰＢ２７研究结果显示：术前化疗可
以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但不提高保乳率”；但实际

上，ＮＳＡＢＰＢ２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观察术前加用多西
紫杉醇能否提高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缓解率、减低腋窝

淋巴结转移率，以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作者引用这

条文献来探讨保乳率，就是南辕北辙了。

此外，综述的论述过程不应是文献内容的简单堆

砌，应对文献的内容进行适当程度的提炼，通过对文献

的分析、归纳、评价，将文献的精华介绍给读者，而不能

仅仅充当文献的“邮递员”。

１５　文本质量　即综述的语言文字质量，主要指文本
的规范性、易读性和准确性。规范性指行文应符合期

刊论文的写作习惯，尽力做到标准、客观；易读性指应

符合汉语语言习惯，避免文献翻译过程中的“英式中

文”；准确性指避免错别字和常见语法错误。

２　指导作者修改以提高综述的质量

　　通过对综述整体质量的评价，我们可以将选题适
宜、提纲全面、文献及分析评价质量优良的综述筛选出

来；在余下那些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的稿件中，仍有

相当数量的稿件亦不乏闪光点；因此，编辑通过向作者

提出建议，帮助作者修改，不仅可以将中等水平的稿件

提升至中上水平，而且可以锻炼和增强作者的综述能

力，以发挥科技期刊培养人才的功能［６］。

２１　根据作者的情况优化选题　对于综述，国外科技
期刊多采用向该领域专家约稿的方式，形成“高规格、

大综述”的局面；但在我国，综述多为原创研究的副产

品，其前身多为学位论文的“综述”部分，以及课题申

请标书的“背景”部分。这些综述多是研究生或青年

研究者所写，容易出现选题宏大而论述肤浅的情况。

实际上，把综述的主题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把这个

领域近年来的文献都读一读，即使是新手也有可能写

出不错的论文。对于那些尚有可取之处的综述，编辑

可以建议作者“以深度换广度”，抓住某一亮点，集中

精力深入检索分析探讨。如果综述的选题缺乏足够的

最新进展，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确实有必要就这一

问题向读者进行全面介绍，我们也可以建议作者将论

文改写为“讲座”。此时尤其要重视选题的实用性。

我们曾收到一篇题为《二分髌骨的研究进展》的

综述，文章论述全面，但选题并非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中近期文献不多；但鉴于该选题确实能够给骨科医师

的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便建议作者突出临

床实践内容，将文章改写为《二分髌骨的诊断与治

疗》，在《专家讲座》栏目刊发。

２２　结合选题的特点深化提纲　赵一鸣［７］认为，一

篇论文应致力于讲清楚一个问题。此言虽然是针对原

创性研究而发，但也适用于包括综述在内的所有科技

论文。对于综述来说，其选题就是它要回答的问题，而

论文的提纲，则体现了综述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般来说，综述的提纲反映了作者对该领域研究

现状的认识程度。作者通过已有的知识及文献阅读，

了解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接下来，结合

各种临床问题的一般构成规律，撰写综述的提纲；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根据各部分的重要程度和内在联系来

设置它们在文中出现的顺序；最后，在文献拓展阅读的

过程中，根据新证据的出现对提纲进行微调。

本刊主要刊登与外科临床实践紧密相关的论文，

多涉及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随访。如果综述的内

容是病因，那么就要告诉读者目前的病因学研究进展

到了哪个层面，相应的临床转化研究有无施行，结果如

何；如果综述的内容是诊断，那么就要告诉读者目前诊

断的难点是什么，都有哪些诊断方法，各自的优劣如何

（效应指标和成本），它们对预后有无指示作用；如果

综述的内容是治疗，那么就要告诉读者适应证、手术方

法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手术效果（包括有效率和

并发症发生率）有何不同，尤其是各研究的异质性对

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更是要重点分析；如果综述的内

容是随访，那么就要告诉读者随访的内容（如肿瘤复

发、转移）、策略（频率、强度）、具体检查项目，以及它

们各自的效益。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临床问题的基本规

律，以及读者感兴趣的、能够给读者带来启发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给作者提出深化提纲的建议。当然，提出

有益的修改建议要求编辑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更要

求编辑要充分分析、理解审稿专家的意见，这正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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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辑应深化内功之所在。

在编辑实践中，我们曾先后收到２篇关于“肠代
膀胱术”的综述。最近一篇的作者首先回顾了该术式

的历史发展，然后从回肠代膀胱、乙状结肠代膀胱、回

结肠代膀胱、其他方法代膀胱４个角度对研究现状做
了总结；而较早的一篇综述则从患者的选择、不同肠代

膀胱的优缺点、常用肠代膀胱的外科技巧，以及预后、

主要并发症及其防治４个方面做了总结。前文在提纲
的撰写上与后文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最终我们建议

前文的作者借鉴后文的提纲组织材料重新撰写。

２３　从内容和质量方面筛选文献　在综述的撰写过
程中，作者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但在综述刊出时，文

后参考文献并不是“记录本”和“功劳簿”，其目的除了

为论文论述的合理性提供佐证，更重要的是为读者提

供延伸阅读的线索。

冯腊枝［５］提出了引用文献的５条原则：１）论点和
论据的来源文献；２）为分析讨论提供有力依据的文
献；３）为理论和机制提供实验依据的文献；４）知名度
高的期刊的文献；５）以新近的文献代替旧的文献。除
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外，还应该重视对文献质量的评价。

文献质量决定了其作为证据时的效力，所存在的不足

恰恰能够提示读者后续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对文献

质量的精准掌握，可以在文献筛选阶段去芜存菁，而且

能帮助作者在后续的材料组织过程中有的放矢。

例如在一篇题为《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的文章

中，作者阅读了报告亚肺叶切除与肺叶切除治疗早期

肺癌疗效比较的５０余篇论文，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一
些问题，如研究结论的证据级别较低、没有说明进行亚

肺叶切除的原因、术式选择标准不一致、样本量小、研

究间异质性较高等，从而提出下一步研究应从设计证

据级别较高的前瞻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区分术式选择

中的“意向性”与“妥协性”、注意年龄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等方面入手。如果作者没有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

析，就无法为读者提供这样的有益建议。

２４　基于作者观点有机组织文献材料　综述是否应
该有观点？我认为，综述必须有观点，而且应该是能够

体现作者学术水平的作者本人的观点。包括综述在内

的科技论文，均属于议论文的范畴，需具备议论文的三

要素，即论点、论据和论证。拥有鲜明观点的综述，也

就拥有了骨骼和精神，既可以保持文本上的畅达凝练，

也可以实现逻辑上的一以贯之。作者在理论实践和文

献阅读中，必然会逐渐形成对该问题的个人看法；但很

多作者囿于综述“综合叙述文献进展”的定义描述，对

表达观点存在顾虑。一般认为，作者在综述中不宜直

接表达观点，但可以通过局部逻辑关系的设置（如递

进、转折）、不同观点文献的编排（如多寡、详略、先

后），有侧重地向读者传递研究的现状信息。

我国某位结直肠肿瘤领域的著名专家曾经在为本

刊撰写论文时，对经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

术（ＥＬＡＰＥ）做出了如下描述：“ＥＬＡＰＥ近年虽然受到
广泛关注，但其手术适应证较窄、术中需翻转患者体

位、手术创伤较大，在临床上未能获得广泛开展。近日

ＡｎｎＳｕｒｇ一篇来自丹麦的病例系列研究结果显示，５５４
例患者接受 ＥＬＡＰＥ，总体环周切缘阳性率为 １３％，
ＥＬＡＰＥ并没有降低环周切缘阳性率及穿孔率。
ＥＬＡＰＥ的价值将再次接受重新审视。”这段观点鲜明
的表述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ＥＬＡＰＥ的保留态度。
２５　根据科技论文特点修改文本　综述文本的修改，
考验的是作者的书面语言能力。除了做到基本的规范、

易读、准确外，根据科技论文的特点，还需简洁（避免赘

句和重复论述）、质朴（不做作、不生造、不溢美、不虚

饰）、得体（谦虚、克制）。如果作者在语言文字方面确

实力有不逮，必要时编辑应乐于承担文本修改的任务。

３　结束语

　　知识无大小之别，论文无轻重之分。作为科技期
刊的编辑，对经手的每一篇论文都应精雕细琢，以铢积

寸累之功，推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研究水平和报道水

平的提高。由此，科技期刊才能真正成为“智慧的集

散地，文化的轻骑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石应康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上

海市肺科医院王兴安教授审阅了此稿，提出了真知灼

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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