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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质量管理应加强技术加工

雷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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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加工是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流程的必要环节，其工
作力度与细心程度对质量管理的成败举足轻重。那些被认为

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差错已经或正在对期刊质量造成严重的

伤害，不可忽视。加强技术加工质量管理，并不断总结和改进，

能够促进期刊个性特色和良性发展态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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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技期刊的编辑加工，更多的人总是把目光

集中在对文稿的内容加工与文字加工上。人们关注内

容加工、文字加工不无道理，因为做好这２方面的工
作，的确对提高文稿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对技术加工

而言，它则要在不改动文稿内容的基础上，使文稿与版

面变得更加清晰、美观并彰显期刊个性。技术加工着

眼于刊物的细小部位，如版面字体、字号的使用，图表

的绘制，文章标题层次的编号，文内数字的运用，外文

符号的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标，以及公式、单词转行

等等，并使之符合有关标准并且和谐得体。可见，技术

加工不仅是期刊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

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期刊质量管理中履行着自

身的特殊使命。

１　技术加工对期刊质量管理的推动作用

１１　对贯彻标准化办刊理念的推动　依照国家标准
办刊是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行为准则。认真

贯彻执行编辑技术加工的有关标准，无疑对期刊质量

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技术加工中，关于开本、目

次表、论文编排格式、数字用法，量、单位和符号的用法

等国家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

圆”。对于国家未提及或允许变通的有些项目，则本

刊应有必要做统一规定，至少在一卷或一期内应该严

格统一［１］。有的期刊对自身刊物的规格并不统一，同

一卷、同一期内，甚至同一篇文章内前后不一、格式杂

乱，这就影响到刊物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读性，必然

给读者造成阅读困难和认识混乱；因此，着力贯彻标准

化办刊理念，依据相关标准或规定对文稿做必要的技

术加工，也能够很好地为提高期刊全面质量及其市场

竞争力做出贡献。

１２　对细枝末节维护期刊信誉的推动　在编辑看来，
相对于内容加工和文字加工，技术加工的难度并不那

么大，似乎是细枝末节，小菜一碟；但如果质量管理不

能从这些细小部位做起，久而久之，势必酿出大问题，

即严重损害期刊的社会信誉。比如，英文单词的转行

出错，无论问题出在英文摘要里，还是出在参考文献

里，都会给阅读理解带来困难，甚至给人以误解。再

如，在同一篇论文中，对代表同一含义的外文字母前后

排法不一，时而正体，时而斜体，时而大写，时而小写，

这就不可能给读者带来信服和愉悦。所以说，优秀期

刊是通过编辑辛勤劳动，数十年如一日，精细运作，用

心血和汗水换来的［２］。技术加工正是抓住有可能产

生质量问题的细枝末节，不让一丝一毫的技术性差错

从眼皮底下溜掉，细微之处方显编辑的真功夫。

１３　对持续保持员工良好心态的推动　由于编辑加
工在有些编辑员工的心目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往往

会滋生不良心态并造成对期刊质量管理后段的极度松

懈。一是麻痹心态，认为文稿已经多人多次审过，不会

再有多大问题，因此丧失警惕，粗心大意，漫不经心，一

扫而过。二是依赖心态，由于技术加工的许多内容都

与版式设计有关，极易造成责任编辑与责任排版人员

之间的互相依赖，使技术质量控制形成真空，无人把

关。三是厌倦心态，有些编辑由于长期伏案，存在严重

的职业厌倦，觉得永无休止的文稿审读和加工校对，没

完没了的改错订正，无法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

感，最终导致技术加工质量不高。所以，应当把技术加

工作为期刊质量管理的大事抓紧抓好，必须使员工保

持良好的心态，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否

则，严格把好期刊技术加工关便成为一句空话。

１４　对期刊获取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推动　
质量管理的目的是以高质量获得高效益。做好技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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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既体现了质量管理的全面性，又体现了以小见大的

质量把关原则。只要狠抓落实，就会使期刊的科学性、

实用性、规范性、美观性大大增强，进而使之真正成为

文献查阅的宝库、学术交流的工具、科技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的推进器，完成其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

质的重任，从根本上满足读者需求，创造出良好的社会

效益。读者信度提高，影响面扩大，其发行量与广告业

务量也会随之增加，又能使期刊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程

度的改善。这种发展势头，不仅能提高期刊的市场占

有率，而且对期刊开展多种创收性活动也都极为有利，

使之在经营活动中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３］。由此可

见，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与狠抓包括技术加

工在内的质量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２　技术加工质量不高带来的主要问题

２１　版面审阅
１）版式编排错误。有些期刊在文章末页留下大

面积空白；有的连载文章虽在每期的题名后边加注了

连续次号，但最后一次却未注明“续完”；有的把文后

参考文献编成“注释”，甚至在同一期中时而出现“参

考文献”，时而出现“注释”；有的将译文的译校者排在

文章题名下方，将原著者姓名排在文后，完全倒置。

２）层次标题编号不规范。标题编号，有的长期使
用汉字数字，有的在同一期内既使用阿拉伯数字，又使

用汉字数字；有的将层次标题与列项说明混淆起来。

３）字体字号使用不当。有的大小标题虽然变换
字号，但未变换字体；有的为了强调某段某句的重要

性，竟然采用黑体，使成黑糊糊一片。

２２　批注加工
１）外文字母错排。有些期刊把该排成正体的字

母排成了斜体，常把单位和词头符号中的希腊字母错

排成斜体；有些期刊则把该排成斜体的字母排成了正

体，数学中用字母表示的变动性数字和一般函数要用

斜体却错排成正体；有些期刊把该用大写的字母排成

了小写，而有的该排成小写的字母排成了大写。

２）上下角标不规范。有的由于批注时没有弄清
下角标字母的含义，只要是下角标，就一律排成正体或

斜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３）转行不当。有的期刊中，题名转行时将科技名
词或普通词语断开，不妥；数理公式转行未按新规定，

仍将运算符号或关系符号放在转行后下一行的行首，

而应当放在上一行的行末。

２３　数字用法
１）错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

词、词组、缩略语时，使用了阿拉伯数字。

２）错用汉字数字。把表示年、月、日、时刻的数字
错用成汉字数字；把计量单位和计数单位前面的数字

错用成了汉字数字。

３）阿拉伯数字拆开转行。阿拉伯数字是不能拆
开转行的，由于最后一两次校对不细，将分排在２行的
数字这种错误保留下来。

２４　图表制作
１）图表重复使用，当作者同时使用图和表表达同

一内容时未予处理，使图和表的内容完全重复。

２）图表编排疏密不当，布局不合理。
３）以文说图有误，文字注明图内黄色是什么，蓝

色是什么，而印出的却是黑白图并非彩图。

４）插图缩尺不当，图与字符的大小不匹配。
５）表格内容编排拥挤，以致无法阅读。

３　加强技术加工质量管理的主要措施

３１　读者至上，维护期刊质量信誉　期刊质量是能够
满足读者整体需要的全面质量，质量管理的基本出发

点是“一切为了读者”［４５］；所以，获得更多读者也就成

为我们质量管理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科技期刊的纸

板订户逐年下降的今天［６］，更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竞争实际上

是质量信誉的竞争，是对读者群体的竞争。读者至上

是维护期刊质量信誉的原动力。对期刊进行严谨的技

术加工，正是为了获取至高无上的质量信誉。按国家

科委颁布的科技期刊的质量要求，编辑与出版工作应

全面贯彻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规定，在抽检页码中

的差错率必须控制在３／万以下才能评优，离开了编辑
人员的认真细致和艰苦努力，这一质量标准不可能达

到，其技术加工质量的高低无疑成为抽检达标的关键。

实际工作中，不少期刊尽管读者面窄小，但编辑总是把

质量信誉视为期刊的无形资产和无价之宝，虽然其艰

辛劳作并未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却在为科技进步默

默地奉献着，并能在多次评比中获奖，实在难能可贵。

３２　大家参与，实施整体质量把关　技术加工不只是
编辑的事，它要靠大家，包括编辑、校对员、版式设计

员，还有编辑部主任的积极参与，才能使期刊质量得到

良好控制。这就要求制订并实施岗位责任制度，并定

期评价他们的业绩，使之为刊社杜绝技术性差错做出

贡献；而员工之间又是真诚合作的好伙伴，他们各有各

的视角和特长，要利用好他们的特点来实现质量的整

体把关。整体把关好比秋风扫落叶，扫一遍有一遍的

收获。要做好技术性质量把关工作，有“三要诀”，即

细读、微观、多思。

“细读”是一种脱离原稿的通读。通过细读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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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各种错误或计算机复制造成的同一问题的多处

错误全部纠正过来。

“微观”是从小处着眼，不放过每一个细枝末节。

要察看刊中外文字母、量和单位符号的字体、字号、文

种、大小写，以及上下角标等是否符合规定，数理公式

及外文转行是否规范，版式中的接排、空行、顶格、缩

格、通栏、断栏是否有问题等［７］，如有应立即订正。

“多思”是集中精力防范疏漏。比如审稿人改稿

是否带来了新的技术性差错等，都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３３　强塑素质，培植质量管理后劲　科技期刊质量的
竞争实质上是编辑人员素质的竞争，有了好的员工素

质，就有了质量管理的坚实基础；但实际上，人们总是

因很难寻觅合适的员工而困惑，如对编辑的素质往往

过分强调其专业基础，认为不懂专业就看不懂文稿，无

法对期刊进行综合质量把关，却忽视了编辑的编辑学

与出版学基础，这对编辑提高技术加工质量是十分不

利的。有的期刊虽然学术品位很高，但正是由于编辑

缺乏技术加工能力而在质量综合评比中排名偏后，成

为失败的教训。所以，员工素质及其知识结构应当是

一专多能，即知识面要广，编辑业务要专。作为编辑，

尤其要通晓编辑与出版技能和各项编辑标准及规范，

并能够应用自如，从而收到尽善尽美的技术加工效果。

强塑素质的途径有２条。一是组织培养。根据编
辑素质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培养，甚至对个别人

还可以进行重点培养。另一条途径是自学。强塑素质

需要有对编辑事业的执著感和服务社会的强烈的责任

感，如果只是把编辑职业消极地当作谋生的手段，他就

不会在各种艰苦的磨炼中准确地把握自己的信仰和行

为［８］。技术加工是一种“细活”，自学除了掌握必要的

书本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应在实践中体会提高，并做到

拜能者为师，学习他们有效的工作方法。

３４　评刊检查，不断寻求质量改进　在质量管理学
中，质量改进的运行方式为 ＰＤＣＡ（计划—执行—检
查—总结）循环［９］，这一科学管理程序要一轮接一轮

进行，循环往复，从而推动质量管理逐次上升，而要推

动期刊质量不断上升，关键在于总结。评刊检查正是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以利再战。通过总结，把技

术加工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找出来，并采取恰当

的措施，用制度和行为规范来管理好员工，鼓励并要求

他们巩固成绩，吸取教训，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评刊检查是控制期刊质量的有效途径，编辑部可

在年中或年终充分利用内部力量，发挥编、校、排版人

员自身的优势，重点对期刊质量尤其是技术加工疏漏

情况进行检查［１０］，或是管理部门、主编定期进行质量

抽样检查，做好对期刊的测评和分析工作。此外，还要

不定期地请读者代表、作者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对期刊

质量问题提出意见，或让他们填写期刊质量意见调查

表，以帮助找错纠错。编辑部要虚心接受、认真听取来

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加以改进。要通过不断总

结、不断改进，促进技术加工标准的完善和技术加工技

能的提高，促进期刊个性特色和良性发展态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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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效率”应为“光视效能”

　　在某学术期刊上见到这样一句话：“荧光灯‘发光效率比白

炽灯高，一般为５０～７０流明·瓦 －１，有的可达８５流明·瓦 －１以

上’。”这句话存在３个错误。

１）量名称“发光效率”是错误的，ＧＢ３１０２．６－１９９３《光及有

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中也没有此量，从其单位判断应为“光

视效能”（其定义为光通量与辐通量之比，单位为ｌｍ／Ｗ）。

２）单位的中文符号写成“流明·瓦 －１”是错误的，应为“流

·瓦 －１”或“流／瓦”。在学术期刊中还应该采用单位国际符号

“ｌｍ／Ｗ”。

３）“有的可达８５流明·瓦 －１以上“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对于量值而言，“可达”应指达到某一特定的值，而不是某一范

围。本句应改为“有的可达８５ｌｍ／Ｗ”。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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