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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科技论文编排　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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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题名拟定、基金资助项目引用、实验材料与仪器
标注、参考文献著录等４个方面的不规范问题，揭示这些不规
范可能滋长一稿多投、滥引基金资助项目、编造数据、抄袭、剽

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论述如何进一步加强这４个方面的规范，
以及利用这些规范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作用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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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胡乱挂靠基金资

助项目、编造、抄袭、剽窃为主要表现的学术不端呈现

愈演愈烈之势，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破坏了学术公

平，阻碍了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社会道德沦落和

诚信缺失，也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和形

象［１２］。目前，如何抵制和惩治学术腐败备受各界人

士的关注，作者、读者、编辑和审稿专家纷纷献计献策，

提出了很多建议和对策［３４］。这些建议和对策都很有

针对性，但有些很难在短期内健全和完善，要使其真正

发挥作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就使得目前学术反

腐的效果并不明显，各种不端学术行为仍时有发生。

笔者认为，在这些监督和惩治制度完善之前，抵制学术

不端行为较直接、较有效的办法还是应该从论文本身

出发，从论文的规范编排做起，即进一步严格论文题名

拟定、基金资助项目标引、参考文献著录和审稿程序规

范，并在此基础上，加大编辑和审稿专家的审查力度，

让这些学术不端行为无机可乘。

１　规范论文题名，杜绝一稿多投

　　科技论文的题名是全文主要观点、内容和研究方
法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是论文的总纲。读者一般通过

浏览论文的题名来确定阅读的顺序，或者作出阅读与

否的决定；因此，题名要准确得体，简短精炼，便于检

索，容易认读［５］。

一稿多投是指将内容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论

文，同时或相继投向２家或２家以上刊物发表的行为。
分析以往一稿多投的例子［４］会发现，有的作者只是简

单地改变题名中的个别词语，调整了几个词语的先后

顺序或语法结构，甚至未作任何变动就将同一稿件投

向２家或多家学术期刊，也有的作者为了逃避检索，故
意将题名改得含糊不清，与文章主要内容相去甚远，不

着边际。如果严格按照拟题规范，一篇论文不可能拟

出２个相去甚远的题名；因此，为了杜绝一稿多投，编
辑部要明文规定题名的拟定规范，要求作者以负责任

和科学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拟定题名；收到稿件后，编

辑首先要审查题名与文章的主旨、观点和研究方法是

否相符，对不相符的稿件，可直接退回修改，如果相符，

则通过全文数据库检索题名中的关键词和作者姓名，

查看是否有一稿多投的嫌疑，撇清嫌疑后，再进入下一

环节的处理。

２　规范基金资助项目标注，拒绝胡乱挂靠

　　科学基金是世界各国对科学研究所采用的一种最
重要的资助形式，也是保障某些研究领域快速发展，集

中资源多出优秀成果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由各种科

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是当前急需解决并有发展前景

的热点问题，在本领域很可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持

续发展性、技术路线设计合理性及可行性，也体现了科

研工作者的水平；因此，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在期刊中

所占的比例被列为评估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了吸收高质量的基金资助项目论文以提高期刊

的学术水平，各类期刊推出了一些优惠措施，如缩短审

稿周期，快速发表等；然而，有些作者为使自己的论文能

顺利通过审稿并很快刊出，就在论文首页标注虚假的基

金资助项目名称及编号。其造假的形式主要有随意编

造、挂靠与该论文无关的本人项目或他人项目等［６］。

针对这种学术不端行为，首先，科技期刊稿约中要

明确声明：作者要提供基金资助项目的证书复印件，对

于虚假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将一律退稿。通过这种声

明警示作者要实事求是，打消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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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其次，要规范论文中基金项目的标注形式，如科学

基金名称＋资助项目＋（项目编号），这也有利于期刊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最后，初审编辑要对作者提供的

基金名称及项目编号严格审查，必要时可到基金提供

单位和获得基金资助的单位网站上查询核实。对于弄

虚作假、胡乱挂靠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不能简单删掉

项目标注了事，要严厉批评教育或坚决退稿，不能让这

些学术不端作者形成侥幸心理，觉得造假即使被查出

也没什么关系，以致下次投稿再故伎重施。

３　规范实验材料和仪器标注，遏制胡编乱造

　　实验数据是学术论文的“灵魂”，对于评价科学研
究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近年

来，抄袭剽窃他人数据、胡编乱造数据等学术腐败呈现

愈演愈烈之势，数据造假论文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实验材料、仪器、图表等标注不规范，另一方面

则是稿件审查程序不严密，没有追查、核实数据的来源

和可靠性。

为了遏制这些剽窃、造假行为，首先要规范正文中

实验材料和仪器部分的写作。实验材料和仪器是获得

准确实验数据的前提和保证；因此，不仅要在论文中明

确给出实验材料和仪器的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材料的

纯度、仪器的测量精度等，还要给出做实验的时间、地

点，必要时还应提供相关仪器、材料的照片。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要初步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避免某些作

者在没做任何实验的情况下剽窃数据或编造数据。其

次，要规范图表的格式，加大表格中实验数据和图表题

名的检索审查力度。图和表是实验数据的载体，不能

简单地用图１、图２或表１、表２来标注图表，要给出图
表的中英文名称，以便通过数据库检索判断是否有剽

窃行为。检索方法是在ＣＮＫＩ“检索词”中输入任意一
个表的数据或表和图的名称，检索项选择“全文”即

可。最后，编辑部要规范审稿程序，要求作者提供研究

的原始材料，如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数据处理记录以

及实验材料、仪器的照片等，以便编辑和审稿专家核

实，确保刊出论文信息的准确性［７］。

４　规范参考文献著录，抵制引用不实

　　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体现科
学的继承性，提供科学依据，节省篇幅，也反映出作者

吸收情报的能力及其科研道德和水平［８］；因此，作者

和编辑一定要重视参考文献的著录。然而，实际中参

考文献的引用和著录并不规范，主要表现为：有的作者

不管文献看过与否都将其罗列于文后，尤其是外文文

献，以显示其论文起点高；有的作者将他人论文中的引

文辗转抄录，并未参阅原始文献就想当然地加以引用；

更有甚者，引用文献时无限制地摘录原文，将所引用的

片段当成论文的实质性部分，以至形成抄袭；还有一些

作者自作聪明，有意无意地对自己论文中明明引用了

他人成果的内容不作标注，构成了事实上的剽窃［９］。

目前，这种引用失真等歪风盛行，急需整治。整治

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的规范。

关于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问题，已有很多学者作过

讨论［１０１１］。

对于参考文献的著录，一方面要向作者强调并提

出严格要求，如何正确引用和著录参考文献，端正学

风，杜绝虚假、转引和不当引用，另一方面，编辑和审稿

专家可从必需、适量和格式准确的规范要求出发，全方

位地审核参考文献的可靠性、充分性和科学性，并发挥

督促、帮扶和把关的重要作用，以确保对参考文献的正

确引用和规范著录。对于参考文献中核查出的问题，

要及时纠正，并对作者进行提醒、批评和教育。比如：

对于有转引疑问的参考文献，可要求作者提供原文复

印件，既促使作者阅读原文也为校核参考文献提供确

凿的证据；对于引而不著但不属于剽窃的作者，要进行

善意的批评；对于引而不著已构成剽窃的作者，要严肃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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