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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质量的思考

王　晓　宇
《中国空间科学技术》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６，北京

摘　要　论述提高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的重要意义和判断期刊
质量的标准。重点从人员素质管理、强化质量意识、采用合理

的质量控制方法和满足读者需要等４个方面探讨提高编辑工
作质量的具体办法。倡导编辑人员持之以恒提高期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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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的质量决定着期刊的质量，是实现期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１］。提高质量是期刊编

辑工作永恒的主题。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提

高解决质量问题的能力，是编辑持之以恒追求的目标。

１　提高科技期刊质量的意义

　　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编辑人员始终把质量工作
作为工作的重点；因为，质量事关科技期刊的生存与发

展，只有不断地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的

方针，科技期刊的质量才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才能够更

好地服务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承认，扩

大影响力，创造品牌。只有提高期刊质量，才能保证期刊

的竞争优势，而且，由于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做好了，没

有返工而省下的消耗都将是“利润”的重要贡献者［２］。

编辑流程的任一环节出现疏漏或差错，出现任何

质量问题，都会误导技术人员在科研生产中出现错误，

从而降低期刊的使用价值，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科

技期刊如果没有学术或技术价值，无异于一摞摞苍白

无力、价值微小的白纸，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浪

费，使参与工作人员的劳动付之东流。

２　科技期刊质量的判断

　　科技期刊的质量一般从它的内涵质量和外在质量

２方面考虑［３］。内涵质量即文章的学术水平或技术水

平。内涵质量高的文章要求内容信息量大，具有科学

性、准确性、创新性、时效性，等等。内容好的文章会产

生“争相传抄，洛阳纸贵”的效应。外在质量高的文章

要求形式规范，文字表达清楚，等等。为了保证期刊质

量，编辑工作主要针对文章的内容、结构、文字、图表、

参考文献以及编排格式等方面进行科学化、标准化和

规范化，使之达到符合学术交流、实际应用、科学管理

和资源共享的要求。

以上的内涵质量和外在质量，往往可以通过对该

出版物在某一时段的检验中发现，但内涵质量和外在

质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管理质量。合理的科学

化管理和控制是对内外质量的保障。

３　提高质量的管理办法

　　１）人员素质管理。编辑人员是编辑工作的主体，
要想提高编辑质量，提高编辑素质是关键［４］。编辑素

质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修养和法律意识、科学学术素

养和编辑出版业务素养等方面。此外，科技编辑也要

具备多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包括文稿的鉴别能力、科

学的思维能力、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实际的编排能力

和公关能力等。

为了提高编辑素质，参加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或者

努力通过编辑资格考试显然不是编辑人员素质和能力

的终点。编辑工作是一个不断学习实践和经验积累的

过程。编辑成员之间可以通过探讨交流，互相发现工

作中容易错漏的地方，帮助认清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此外，编辑人员还要重视总结工作，将更改的错误

记录下来，并分类整理，从而促进编辑加工水平不断提

高。科技期刊编辑还必须钻研相关的科学领域的知

识。编辑只掌握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显然远远不够，

不但要博，而且要专，以适应整个编辑过程的需要。

２）质量意识管理。做好编辑工作，首先要热爱自
己的事业，甘愿“为他人做嫁衣”。其次，要具备较强

的责任心和端正的态度，以优质为荣，劣质为耻，高标

准，严要求，在保证工作进度的基础上力求完美，将存

在的质量问题归零。做好编辑工作，还要培养稳定、踏

实的心态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尤其作为科技编辑，更是

容不得半点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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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质量控制。首先要求编辑人员遵循严格的规
章制度和标准规范［５］。为了保障质量，出版单位一般

执行选题论证、稿件三审、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样品检

查、成品评审、次品召回等制度。此外，还要求编辑人

员对文稿进行斟字酌句地认真编辑修改，使之语言通

顺、文字简练、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此外，国内的有些

标准制定单位重新研究、制定了一些统一标准，确定了

科技文献中量和单位、名词术语等的规范使用方法，为

科技编辑提供了实际操作依据。

在科技期刊编辑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好各

个环节的质量关。完整的期刊编辑过程从信息采集到

反馈信息收集，影响质量的环节大致包括９项基本环
节，通过建立流程图表、安排时间节点、填写实施表格

等进行流程管理、过程控制，保证相关环节都能考虑周

到。为了保证高质量，在每个关键环节都应实施自检、

互检、复检、抽检。

编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条不紊地进行编辑

加工过程的每一个流程。例如，在作者交稿、编辑发稿

时，对稿件的３条基本要求就是“齐，清，定”。在编辑
初审时，要选择符合刊物的选题宗旨，有新意的文章，

而且要做好确定审稿专家的工作等［６］。

为确保操作过程的稳定和可靠，《中国空间科学

技术》编辑部编制了一套完整的编辑加工操作手册，

明确了编辑流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和相关人员的

职责，并且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通过按时填写工作流

程记录单和质量跟踪单，有效地确保各个环节的情况

和质量问题都能记录在案，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此外，在项目管理工作中以预防控制为主，“零缺

陷”等质量管理方法也可以应用到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中来。编辑部可以通过开展质量管理活动［７］，激发编

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客观、全面地分析过程并发现质

量问题，探讨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降低过程消耗，提

高经济效益。

４）读者服务管理。提高期刊的质量，需要站在读

者的角度来感受。读者需要高质量的期刊，但这种高

质量不是短期的表现，而应保持一致性。期刊编辑要

真正地关注读者，接近读者，倾听读者的声音：期刊满

足特定的范围；产品满足规范的一致性；一个合理的价

格；产品的供应具有及时性。编辑人员可以使用各种

反馈方法来了解读者需求以及对产品的满意程度。

４　质量工作常抓不懈

　　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它
既要求编辑人员掌握党和国家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

洞悉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又要一丝不苟地处

理诸如遣词造句、圈点标注等各类具体问题。提高编

辑工作质量，需要编辑人员不断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

养，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质量控制过程中还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编辑人员应把改

进质量的工作贯穿到各个环节、各个细节中，让提高质

量永远伴随着科技期刊工作的整个运行过程，确保编

辑产品质量，奉献优质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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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应为“标志”

　　在近年发布的一些国家标准中，经常可见“标志”
和“标识”混用的情形。例如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中就有：
“符号（图形符号、标志）标准”，“标示这些标准与相应

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标识”，“使用 ＧＢ３１０２．１１中
推荐的数学标志和符号，例如，是‘ｔａｎ’不是‘ｔｇ’”，
“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标识”，“标准的标志”等。

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 ＧＦ１００１—２００１《第

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将“标识”列为“标志“的异形

词，即以前使用“标识”的地方均宜改为推荐词形“标

志”。这一规范适用于普通话书面语，包括语文教学、

新闻出版、辞书编纂、信息处理等方面，因此，国家标

准理应带头执行，凡标准中仍在使用“标识”之处均应

改为“标志”。当然，在科技论文中当有作者使用“标

识”时，编辑也应将其改为“标志”。

（祝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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