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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审稿专家队伍建设
———以《中国免疫学杂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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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学科的变化和专业的发展，《中国免疫学杂志》专
家审稿工作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了保证审稿质量和审稿速度，

编辑部借鉴其他期刊的经验，结合刊物的实际情况，在原编委

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的审稿专家队伍，专家审稿工作有了改

观。该文对审稿专家信息收集途径、审稿专家队伍建设等进行

总结，以与同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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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科技期刊专家审稿体制中普遍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论文作者与审稿人同处一个单位，难免存在

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审稿质量［１］；二是随着新

学科、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科

技期刊审稿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２４］，旧的审稿队伍

已不适应审稿工作的需要；三是有的专家审稿质量不

高、审稿时间过长，影响了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免疫学杂志》为了避免审稿过程中出现这些问

题，借鉴同人的经验，在审稿专家队伍建设方面作了一

些改进，取得了一定成效。

１　获取和选择审稿专家信息

　　审稿专家队伍建设的最初工作就是审稿专家信息
的收集和整理。信息获取的途径有很多，《中国免疫学

杂志》编辑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取了以下几种。

１）专家自荐。编辑部通过在杂志和网站上发布消

息，公开聘请审稿专家，公布聘用专家的条件和要求，有

意者可自我推荐。此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国外

专家也投来自荐信。通过这种途径聘用的专家往往对

审稿工作非常热心，也很认真，审稿质量好；但其中也有

不合要求者，对这些并不熟悉的专家，遴选时要格外认

真，需要向相关领域的编委或专家询问情况，并与同领

域专家审稿的情况进行比较，方可确定是否聘用。

２）编委会成员举荐。编委会成员都是在本领域
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得到同行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对

期刊情况比较了解，也比较熟悉本领域的一些科研人

员及其研究方向，他们作为审稿人的同时，也有条件、

有义务向编辑部推荐他认可的符合条件的专家作为审

稿人。《中国免疫学杂志》编辑部就通过这种方式获

得了一些新的审稿专家，在其备注信息中要注明是由

哪位编委推荐的，送审稿件时即可避免这２位专家交
叉审稿，以保证审稿的公正性。

３）根据参考文献提供的信息选择合适的审稿人。
文后参考文献是一个数量巨大、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从

中选取符合条件的审稿专家。参考文献是一个链状结

构，可以从参考文献中的参考文献再次进行同样的操

作，这就大大拓展了审稿人的群体［５］。这种方法需要

编辑认真总结并综合所有信息，查找专家的联系方式，

主动联系并诚挚邀请其为本刊审稿。

４）从各类科研基金获得者中选择所需审稿人。
国家各项基金的获得者都经过了多层筛选，其负责人

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全面了解本学科

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其研究内容也是该领域新兴

的课题，必将是优秀稿源之一，同时也将是审稿人的最

佳人选［６。从中选择合适的专家作为审稿人，是一种

比较可靠并易于实现的审稿人遴选方式。

５）利用网络上各类数据库查找合适的审稿人。
当今网络资源极其丰富且更新较快，通过查询某些机

构的门户网站，如中国教育信息网，可以查找出很多符

合条件的专家［７］，而且网上已建立了各类数据库，如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网站数据库收录的文章

范围覆盖各个领域，通过不同字段检索相关学科的论

文，再从这些论文作者中选择合适的审稿人。这样选

择的专家大多数是中青年人，对稿件的内容、观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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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水平都有一定的评判能力 ［８９］。《中国免疫学杂

志》利用这种方式，已获取了大量的专家信息。

６）在参加学术会议时选择审稿人。学术会议云
集了本领域众多专家，编辑部可以通过听取大会报告、

大会发言来选取合适的专家，还可以听取其他专家对

拟请专家的意见和评价，综合评价结果后再进行审定

及聘用。

２　建立审稿专家队伍并不断更新

　　获得专家信息后，将其整理、归类，按专家所从事
研究项目送审相关稿件，并按照已制定的筛选程序和

评价体系进行评定和筛选，通过对审稿质量的审查方

能正式聘为审稿专家，同时审稿人队伍也要不断更新

资料和补充新的专家。

２１　制订严格的筛选制度　审稿人作为稿件质量的
评判者，应该是本领域的专家，对本领域有着宏观的了

解，或在某研究方向上具有较深的造诣，而且还应热心

审稿工作，对期刊有基本的了解，愿意并能够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审稿任务；而由于获取审稿人的途径很多，了

解的情况可能不全面，为了保证审稿质量，要制订严格

的筛选制度，对拟初次入选的审稿人要严格按照筛选

制度和程序进行筛选。

２２　建立审稿质量评价体系　经过筛选的审稿专家
都应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审理稿件认真、细致，撰写

的审稿意见观点明确，有理有据。《中国免疫学杂志》

对此制定了评价标准，编辑对每一份审稿意见都要按

此标准进行评价，并将评分记入审稿人的档案。

《中国免疫学杂志》编辑部对审稿意见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进行评价。

１）反馈及时。这是一项硬性指标，体现了专家的
工作态度。如果已收到审稿通知，不能及时审回又没

提前说明情况，今后即不再考虑聘用此专家。

２）意见完整。专家复审时需要就论文的全部内
容进行详细审理，并完整地填写审稿单，如有其他具体

意见，需单独指出。

３）评鉴准确。这是衡量专家学术水平的重要指
标，也是复审的核心要求。如果把一篇文稿同时送给

几位专家评审，出现意见分歧时，要使他们互通情报，

责任编辑综合整理出专家意见并反馈给作者。如果其

中某位专家没有发现论文中的严重问题（文中确有严

重问题），则以后要谨慎对待这位专家。

据此，《中国免疫学杂志》编辑将审稿人分为０～５

个级别：没有按时审回或审稿意见简单、不认真或存在

重大疏漏者即记０分，编辑与审稿人沟通后找出原因，
如确系审稿人主观因素所致，则今后不再聘用；得１～
３分者，以后请予审稿将特别谨慎，或与其他审稿人同
时审稿，再进行对比评价，２次１～３分者将不再聘用；
４～５分者２次以上即可单独审稿，或作为参照来评价
新的审稿人的审稿水平。

２３　及时与审稿人沟通，定期更新信息　编辑部人员
要保持与审稿人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动

态、近期是否外出、通信地址或职务是否变动等，以便

重新选择相应内容的稿件，调整送审时间和联系方式，

避免延误稿件审理。

２４　逐渐积累，不断补充更新审稿人　审稿专家队伍
的建设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学

科是在不断发展的，热点不断涌现，相应的人才也层出

不穷，选择审稿专家要考虑到年龄层次、地区分布等情

况。一些中青年专家专业基础比较扎实，有丰富的工

作经验和科研经历，掌握本领域的最新动态，精力充

沛，对论文能作出全面、快速的评审，编辑人员要注意

发现他们。同时编辑人员还应当从年青学者中发掘、

培养潜在的审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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