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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责任编辑编校质量把关要注意横向思维

谢　贞　　刘苏君
（中华护理杂志社，１０００２５，北京）

摘　要　为了提高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责任编辑不仅要用纵
向思维的方式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地通读整本期刊，还要用横

向思维的方式再次把关。横向思维使责任编辑将注意力集中

于每个关键点，并与纵向思维形成优势互补，从多角度去避免

出现差错，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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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在整个编校过程中出现差错，《中华护

理杂志》实行了印前编辑部内部交叉审读［１］、责任编

辑质量把关的制度。责任编辑既是自己栏目稿件的主

要责任人，还是一期杂志的主要编排设计者和期刊质

量把关者，其中编校质量把关主要包括编辑和校对２
个方面。虽然责任编辑已经对排好版的一期期刊仔细

通读多遍，但在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最后把关时，往往

仍能发现一些隐藏较深的“顺眼差错”［２］。分析其原

因发现，责任编辑往往是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地通读

整本期刊，采用的是一种纵向思维的方式，因每篇文章

都涉及了方方面面的细节问题，责任编辑难免顾此失

彼，对一些“顺眼差错”视而不见。我们的实践经验表

明，责任编辑要把好编校质量关，除了采用纵向思维，

决不能忽视横向思维的作用。

１　责任编辑把关的横向思维方式

１１　明确质量把关的关键点　责任编辑的每一项工
作都是极其琐碎和繁杂的，工作时极易挂一漏万；然

而，责任编辑的每一项工作乃至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

错，否则将会使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受到影

响［３］。《中华护理杂志》要求责任编辑通读整本期刊

时，须明确质量把关的２０个关键点，包括：封面、封底；
版权标志；内文页码；中英文目次表；栏目名称；题名、

作者姓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层次标题；插图、表

格；法定计量单位；阿拉伯数字的使用，数字是否拆开

转行；致谢；参考文献；每篇文章的责任编辑署名。责

任编辑须对上述关键点的内容、字号及排版格式进行

认真审读，严格把关 ［４］。

１２　对每一个关键点分别进行横向比较　由于各期
每篇文章编校质量把关的关键点是相同的，如果将各

关键点做横向比较，就容易发现差错。

１）与前期比较。将本期的封面、封底、版权标志
块、页码等分别与前一期进行逐一比较，如果应该相同

之处出现不同，或者应该不同之处却与原来一样，则提

示有出现差错的可能。例如，某期版权标志块中的邮

发代号排成２３１４，因编辑部的门牌号码也恰巧是
３１４，责任编辑感觉很熟悉，丝毫没有怀疑邮发代号会
排错。之后，在与前一期的做比较时，很快发现正确的

应为２１４３。我们采用这一方法在付印前及时发现了
多处“顺眼差错”。例如：“手术室护理”栏目漏掉“爱

惜康”图标；“国外护理评介”栏目排成了“国际护理评

介”；“学术动态”栏目在目次表中的排列位置不对；中

文目次中的“论著”２个字之间应有字空，“本期责任编
辑”应顶格排，以及字号、字体、页码有误；等等。

２）与作者原稿及发排稿做比较。编辑和校对人
员一般将一校样与发排稿做比较，二校样与一校样做

比较，核红样与二校样做比较。如果发排稿有误，或者

任何一个校对环节不够认真，均会出现差错；所以，责

任编辑把关时，有必要再次与原稿及发排稿核对作者

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表格中的数据。例如：某篇文章的

发排稿上列有８位作者，排成２行，因第２行的校对符
号较多，录排员理解错误，删去了第２行的４位作者，
在之后的校对员校对和编辑校对中均未发现，最后责

任编辑与作者原稿核对，才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差错。

３）与本期其他文章做比较。将整本期刊的所有
栏目名称，所有题名，所有作者信息、参考文献等关键

点分别进行横向比较，在一段时间内只关注整本期刊

的某个关键点，同样可以及时发现“顺眼差错”。例

如：同一工作单位不同作者的２篇文章，其单位名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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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一篇是某省立医院，另一篇则排成某大学附属医

院。虽然这２个名称均指同一家医院，但为了今后期
刊检索的需要，与作者沟通后统一成一个医院名称。

通过中英文目次及与内文的横向比较，发现中文目次

的作者姓名有改动，而英文目录漏改。此外，还及时发

现了作者信息中漏排城市名称或作者学历等问题。

２　横向思维在责任编辑质量把关中的作用

２１　横向思维使责任编辑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个关键
点　横向思维（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是英国学者 Ｅ·德波诺
于１９７６年针对旧的纵向思考习惯和模式而建立的概
念。他认为：横向思维是背离理性规则的、探索各种可

能的思维，是允许失败的宽容态度。横向思维使人们

首先通过横向扩大注意力的范围，获得全新的信息，使

得信息搜索的过程更富于创造性；再通过自由联想，向

主导观念或概念挑战，以及进行想象，提出创造性的方

案，最后进行综合性的评价［５］１２５１２６。

《中华护理杂志》为月刊，责任编辑每期通读约２４
万字，而且时间紧迫。用纵向思维的方式审读期刊，由

于需关注的细节问题多而且分散，责任编辑不易在每

个细节问题上均集中注意力。注意力的生理机制是很

复杂的，它是中枢神经系统不同层次的活动。根据优

势原则，在大脑中经常有一个占优势的 “兴奋灶”，它

能把兴奋都集中到自己方面来，因而投射到该部位的

刺激信息以及同该部位有关联的事物，很容易引起人

的注意；此外，根据神经过程的相互诱导原理，该部位

的兴奋能导致其他相邻部位的抑制，于是落在临近部

位的刺激不易引起人的注意：因而容易产生一种“视

而不见”的现象，最终导致出现“顺眼差错”。优势兴

奋中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注意力可随之发生转

移［６］。用横向思维审读期刊，将整本期刊分解成若干

个审读关键点，使责任编辑将注意力依次集中在一个

个关键点上，即在一段时间内只关注一个关键点，从而

增强审读期刊时的注意力，便于发现细节问题。

２２　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可以形成优势互补　纵向
思维（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是一种传统的重分析的科学思
维。它总是循着那种最明显的途径前进，以保证人们

最快地获得正确的结果，但这些答案或结果不过是被

包括在原有的原理之中的，即它对解决常规问题是有

效的、合理的。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是２种风格截然
不同但又是双向关联和互为补充的思维方式：横向思

维用来生成新观念与新方法，纵向思维用来发展这些

观念与方法；横向思维为纵向思维提供更多供其选择

的对象，从而提高纵向思维的效力；纵向思维很好地利

用横向思维所生成的观念，故使横向思维的效力成倍

增加。总之，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富有创造性、建设性与

深刻性、精细性的互补关系［５］４７８４７９。

科技期刊印前质量把关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１）浏览法，适宜于对封面、目次页、封三、封底、书
脊、页眉、广告、正文顺序号等的审核；

２）前后对应法，指同一篇论文中的内容在题名及
全文中应当保持一致；

３）顺读法，指按照论文的写作格式从前到后顺读
的方法［７］；

４）系统分层法，即先通读，再将每篇文章分成若
干子系统，然后检查各子系统内容是否正确［８］。

这几种方法均属于纵向思维的方式。纵向思维侧

重于一篇文章内部的逻辑关系，横向思维则侧重于整

本期刊中各篇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编校质量把关

时，将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方式交叉使用，可以形成优

势互补。最后，将横向思维的查错结果与纵向思维的

查错结果进行比照，对提高办刊人员的业务水平有较

大帮助［９］。

《中华护理杂志》责任编辑在对编校质量进行把

关时充分利用横向思维方式，从多角度去避免发生差

错，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

量明显提高。其影响因子居临床医学类期刊榜首，已

连续６次荣获“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这些
成绩与它坚持的严格编校质量把关制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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