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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审稿人的准确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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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查询研究方向满足审稿条件的审稿人，再利用网
络结合审稿专家库从送审稿件的具体内容、审稿人规避、审稿

人审稿认真程度及审稿周期等方面对研究方向满足条件的审

稿人进行进一步筛选，最终获得目标审稿人，并利用网络快速

获得目标审稿人的联系方式，从而提高学术论文的审稿效率。

关键词　学术论文；审稿人；网络
Ｇｅ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ｑｕｉｃｋｌｙ∥Ｘ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ｘ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ｌ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ｗｈｏ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ａ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ｍｏ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ｍｏｒｅｑｕｉｃｋｌｙｂ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９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学术论文的审稿流程通常包括编辑初审、专家二

审、编委再审及主编终审等环节。一篇稿件前后至少经

过５个人审阅，这个过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其中
专家二审是最关键的环节，是稿件录用与否的主要依

据，也是最难把握审稿周期的环节。制约学术论文发表

周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审稿速度，而学术论文又有其

时效性；所以，寻找合适的审稿专家并及时与他们取得

联系对于保证审稿质量、缩短送审周期十分重要。

本文探讨利用网络准确快速查询学术论文审稿人

的方法及步骤，以及利用网络快速查询审稿人联系方

式的方法。

１　准确快速确定审稿人

　　准确确定审稿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准确”，指
审稿人可以评审所审的稿件而不致由于研究方向相去

甚远而退审，且审稿人学术水平较高、审稿仔细而又能

快速审回稿件。通常选择研究方向与待审稿件相同或

相近的审稿人，这样，审稿人对于所审的稿件会比较感

兴趣，可以实现质量高而又速度快的审稿。为准确确

定审稿人，首先应寻找研究方向满足条件的审稿人，然

后从中挑选审稿仔细而且审回速度快的审稿人。在查

询审稿人的过程中可利用网络并结合审稿专家库准确

快速确定审稿人。

１１　获取候选审稿人名单　
１１１　根据稿件相关信息获取候选审稿人名单　有
时编辑对待审稿件的研究内容比较熟悉，可以准确判

断请哪些审稿人比较合适；而有时对某些稿件的研究

内容比较陌生，不知有哪些审稿人可以评审，此时可利

用稿件中的相关信息来查询审稿人，以获得一批候选

审稿人的名单，然后根据下文的步骤从中筛选，最终获

得合适的审稿人。

对于如何获取候选审稿人，许多文献［１２］对此有

阐述，如利用参考文献、中图分类号等可以方便地获得

审稿人有关信息。若通过这些方法未能获得，则可使

用以下方法。

１）文章题名。将待审稿件的题名输入“Ｇｏｏｇｌｅ学
术搜索”（ｈｔｔｐ：∥ｓｃｈｏｌａｒ．ｇｏｏｇｌｅ．ｃｎ），一般可以搜索到
一些相近的论文题名，可从其作者中选择候选审稿人。

２）关键词。可将关键词输入数据库查询审稿人，
利用数据库如“中国知识资源总库（ＣＮＫＩ）”（ｗｗｗ．
ｃｎｋｉ．ｎｅｔ），登录后可选择“跨库检索”，先输入第１个
关键词进行检索，再输入１个关键词并选择“在结果
中寻找”，然后再输入１个关键词并选择“在结果中寻
找”，依此类推，逐渐缩小检索范围，最后得到几篇相

似度高的论文，可从其作者中寻找审稿人。

３）作者姓名。有时通过以上几种方法都未能获得
合适的候选审稿人，则可以试试利用数据库根据作者名

查询审稿人的方法。如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输入

第一作者或作者中导师的姓名，搜索作者已发表的论

文，若有与待审稿件研究内容相似的，可点击那篇论文，

链接的网页中有那篇论文的摘要等信息，同时也列出了

引证文献、共引文献和相似文献的名称、作者以及相关

研究机构等信息，可根据这些信息从中选择审稿人。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以上几种方法获得的审稿人

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审稿人。比如有时一篇文

章有多个作者，其中某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那

篇文章研究内容所显示的那样，所以还需对以上候选

审稿人进行鉴定，看其是否是某研究方向造诣较深的

专家、有无评审能力等。可将他们的姓名及“研究方

向”输入搜索引擎，如谷歌、有道、百度及雅虎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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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方向等详细信息，再确定是否作为候选审稿人。

４）研究方向。稿件中一般会介绍作者的研究方
向，若无，则可将作者中导师的姓名及“研究方向”输

入搜索引擎，可搜索得其研究方向。如得知研究方向

为“钢结构抗震”，再将“研究方向，钢结构抗震”输入

搜索引擎，从搜索结果中可获得审稿人。搜索中加

“研究方向”是为了限定范围、过滤掉一些与送审专家

无关的项。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排除无关项，如仍

是上述搜索，可输入“教授，钢结构抗震”“研究员，钢

结构抗震”等进行检索。

１１２　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候选审稿人名单　除了可
根据稿件中的信息查询审稿人，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获得。

１）科研单位的网页。某些科研单位的某些学科
是强项学科，这些单位中可供遴选的审稿专家较多，可

从其网页寻找审稿人。如寻找一位建筑方向的审稿

人，将“建筑学，排名”输入搜索引擎，可获得相关研究

单位的名称，再分别进入各个单位的网页寻找相关的

审稿人。

２）推荐与自荐。使用在线投稿与审稿系统可以
很方便地实现这个功能。在作者投稿的网页上设置推

荐审稿人的输入框，请作者推荐审稿人。由于作者对

相关研究人员比较了解，所以，其推荐的审稿人在学术

上可信度较高。当然，最终是否请所推荐的人审稿应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也可以邀请作者自荐为审稿人，

请他们提供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工作单位、联系方

式以及自我简介等材料，遇到合适的稿件可以请他们

评审。由于他们也是本刊的作者，所以遇到本刊送审

的稿件会觉得比较亲切，易于顺利完成审稿。笔者即

从作者自荐中获得几位很好的审稿人。

１２　对候选审稿人进行筛选
１２１　根据审稿内容对候选审稿人进行筛选　在送
审时需要对通过以上方法获得的候选审稿人进行进一

步确认，因为有时审稿专家的研究方向可能会发生变

化，有时获得的研究方向不是审稿专家的主要研究方

向，有时是由于学科分支越来越多、专家从事的研究领

域越来越专，有必要看其具体研究内容再确定是否适

合评审。将审稿人姓名输入“Ｇｏｏｇｌｅ学术搜索”，即可
看到其已发表的论文的题名等信息。点击网页上“最

新文章”并修改其右上侧的“始于２００４”栏中的年份可
查看其近几年发表的论文。通过查看其发表的论文尤

其是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可以了解审稿人的研究领域、

科研活跃程度及权威性等。通过“Ｇｏｏｇｌｅ学术搜索”
网站查找论文比较方便、快捷，但找到的论文并不是最

新的，理工科的新的论文可以到“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等数据库
中寻找。

对于边缘学科，可选择不同专业或研究侧重点略

有差异的２位审稿人审稿，这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对稿
件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综合审稿人的审稿意见能比

较客观、公正地评价被审稿件的质量。文献［３］提出
了广义和狭义专家搭配的审稿人选择方式，可供参考。

若候选审稿人的研究课题与待审稿件的内容接

近，则可优先选择该审稿人，审稿人比较乐意审其正在

研究的课题方面的稿件，而且研究内容接近，可以节约

审稿人查阅相关资料的时间，所提的意见也比较准确

到位。

１２２　根据审稿人规避原则对候选审稿人进行筛选
　并非研究内容满足条件的审稿人都可以选用，还要
考虑审稿人规避因素，进行进一步筛选。

应保证审稿人与作者没有相同背景，比如不可作

为作者共同发表过同一篇论文，比如没有在同一单位

工作过，比如不是毕业于同一学校等。审稿人与作者

在同一单位或城市，采用双盲法审稿，审稿人能猜出作

者的占４０％，从而使双盲法审稿失去其实际意义［４］。

可以通过网络来查看他们是否有相同背景，比如将审

稿人姓名和作者姓名同时输入“Ｇｏｏｇｌｅ学术搜索”或
其他搜索引擎，查看他们是否共同发表过论文（笔者

通过此方法发现一例候选审稿人与作者硕士时期曾是

师生关系的情况，尽管目前他们所处学校的地域跨度

很大），查看审稿人与作者的工作单位和毕业院校等。

此外，２位审稿人的工作单位地域上宜尽量分开，最好
不在同一个省或直辖市。

１２３　根据审稿态度对候选审稿人进行筛选　审稿
人审稿是否认真很重要。有些审稿人对稿件的创新程

度、学术水平及发表价值等提出明确而有见解的评价，

对稿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说服力并具建设性的修改意

见，而有些审稿人则只写几句笼统模糊的话。审稿人

审稿周期差别亦较大，有１周内就可以审回的，也有过
了几个月仍审不回的。由于审稿专家一般是本专业的

骨干力量，承担着繁重的教学或科研工作，而且有些资

深专家还担任着较多的社会职务，其中不少人无暇顾

及审稿工作；所以，有必要对满足以上条件的审稿人进

行进一步筛选，以寻找审稿质量高且审稿速度快的审

稿人。

获得审稿质量高且审稿速度快的审稿人，一方面

从已有审稿人中不断总结获得，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扩

大审稿人的范围。此外，不要短期内过频繁地请同一

个审稿人审稿，以减轻其审稿压力。

１）利用审稿记录确定审稿人。这一方法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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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经验预测审稿人下次的审稿认真程度及审稿速

度，通常比较准确，并且此方法不需要从网络上大海捞

针般地寻找；所以，对于编辑来讲，查询的速度也较快。

通过审稿记录中题名、关键词等记录，判断待审稿件在

内容上是否适合送该审稿人，再看其接受审稿邀请次

数、拒绝次数、审稿速度及审稿意见等信息判断其审稿

质量与速度，然后综合判断是否确定其作为审稿人。

２）可多启用年轻审稿人。年轻审稿人年富力强，
荣誉感与责任感强，社会工作兼职少，审稿态度较专

一，审稿的积极性、主动性高［５］，请他们审稿一般能较

快审回，并且不同年龄层次的审稿人审稿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６］。年轻审稿人与中、老年专家相结合有利于

建立年龄层次结构合理、高效运作的审稿队伍。李小

文院士［７］建议：“扩大审稿人的队伍和专业面，尽量多

找年轻人（副教授、博士后）。有问题、有争议的才找

有经验的老同志。”在请２位审稿人审稿时，可以请１
位中、老年专家，１位年轻专家，所以，平时收集审稿人
信息时，出生年月也应记录。

３）对同一审稿人注意审稿周期。应注意对于同
一审稿人不宜送审太密、稿件太多，以免造成审稿人负

担过重，导致审稿质量下降、周期延长。送审时可查看

审稿记录，至少应该保证审稿人手中没有未审回稿件。

１３　对审稿人队伍进行管理　及时对从网络上搜集到
的审稿人资料及审稿情况进行管理，有利于准确、快速

地确定审稿人。平时应及时记录审稿情况，将它们录入

审稿专家库，如记录审稿人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

专业、联系方式，所审稿件的编号，送审日期及审回日

期，关键词，以及编辑对审稿人每次审稿的评价等，根据

审稿记录可判断审稿人的审稿质量及审稿速度。

如果期刊是使用在线投稿与审稿系统的，以上提

及的审稿记录很容易从网络上查到；若是通过电子函

件或纸版送审的，就需要编辑自己作记录，如在 Ｗｏｒｄ
或Ｅｘｃｅｌ软件中记录。软件记录比纸张记录查阅更加
方便。

此外，首次送审时可给审稿人发送一封询问函，询

问审稿人是否乐意审稿、所审专业及送审周期等，将这

些情况的回执也加入上述记录中，以方便以后的送审

工作。

学术期刊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审稿人。这一方面可

通过将送审时积累的名单不断加入审稿专家库中，另一

方面需要编辑平时上网时多留意相关院校、科研院所的

研究人员以及相关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作者等。另

外，编辑平时可有意识地收集一些综述性文章，一方面

可以使自己更好地了解所送审稿件的专业背景，另一方

面综述性文章的参考文献较多也较集中，有合适的审稿

人选可随时添加到审稿人库中作为备用审稿人。

２　快速获得审稿人的联系方式

　　找到合适的审稿人还需与他们取得联系，获得目
标审稿人的联系方式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审稿人姓名及“研究方向”，一

般情况下可获得审稿人的联系方式；但有时获得的联系

方式不全，如缺少在线审稿系统中必须具有的审稿人的

Ｅｍａｉｌ。可将审稿人姓名及Ｅｍａｉｌ输入搜索引擎查询，
通常可以查到其Ｅｍａｉｌ；可到数据库中寻找审稿人近２
年发表的文章，因为近２年出版的刊物的作者简介中一
般会有作者的Ｅｍａｉｌ，尤其是作为论文第一作者的。如
果第一作者是审稿人的学生，有了该学生的联系方式可

与他们联系，向他们索要导师的Ｅｍａｉｌ。根据审稿人的
其他信息，在网上一般可很容易地查询到他的电话号

码，再将电话号码及Ｅｍａｉｌ输入搜索引擎，也可能查到
其Ｅｍａｉｌ，或直接打电话向他本人询问。寻找审稿人其
他的联系方式的方法与此相似。

３　结束语

　　综合运用搜索引擎、数据库等网络资源可以获得
研究方向满足条件的候选审稿人，并根据一些条件利

用网络及审稿专家库对候选审稿人进行筛选获得目标

审稿人。利用审稿专家库、审稿记录等可以快速选择

审稿信用好的审稿人。利用搜索引擎一般情况下可获

得审稿人的联系方式，若有时获得的联系方式不全，可

综合利用搜索引擎和数据库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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