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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作者自校的目的及其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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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辑实践证明，作者自校是科技学术期刊编校过程中
的必要流程和重要环节。文章探讨提高作者自校环节工作效

果的有效途径，其关键在于：努力使责任编辑全面认识作者自

校目的，选择合适的自校时间，明确作者自校的内容与要求，与

作者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作者自校的校改稿要及时整理与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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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编辑同人对科技期刊的校对方法进行

过不少探讨［１９］。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总

结本编辑部实行作者自校的实践，以进一步提高作者

自校的效果。

１　作者自校的目的

　　作者自校是保证其论文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１］，是完善编辑工作的重要步骤［６］。编辑和作者是

作者自校的共同实施者，同时，编辑是作者自校的组织

者，作者是作者自校的完成者和责任者。实行作者自

校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期刊的编辑质量和出版质量，为

读者和作者打造出更优质的期刊产品。

１）发现编辑加工中的错误，修正原稿中的疏漏和
错误，保证并提高待发论文的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和出

版质量。

２）尊重和保护作者的权利。这不仅是文责自负
的体现［６］，而且有利于建立、增强编辑与作者之间良

好的互动关系；既有益于科技学术期刊扩大作者群和

稿源，又有益于作者扩大投稿的选择面，避免编辑部与

作者之间发生法律纠纷。

３）提高编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保证期刊编校的
质量、进度和按时出版、发行。

本刊的办刊实践表明：

１）只有编辑部全员都充分认识到作者自校的目
的、意义及作用，才能多位一体、形成合力共同完成作

者自校的目标———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期刊产品。

２）若在编校过程中不设作者自校这一环节，将产
生以下问题：①责任编辑在编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将
难以解决；②未经作者的过目、确认，责任编辑加工过
的一些内容是否正确得不到确定；③在论文发表和期
刊出版后，易在作者和编辑出版者之间产生论文著作

权方面的法律纠纷；④责任编辑采用与作者通电话方
式，既难以逐一修正、核定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又费力、

费时、费钱，不利于保证编校质量和节省编校时间。

２　作者自校的实施方法

　　实现作者自校目的与目标的关键在于：选择的作
者自校时间要恰当；作者自校内容要有重点；作者自校

的要求要明确。

２１　作者自校时间的选择　一般来说，作者自校时间
可选在责任编辑一校之后至核红之前。经过多年实

践，本编辑部将作者自校时间定在责任编辑二校或三

校之前。具体做法是：将二校或三校工作分为３步，第
１步是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对照一校样校对二校清
样，或对照二校样校对三校清样，第２步是责任编辑检
查作者自校后的二校样或三校样，第３步是责任编辑
完成二校或三校。

这种做法的好处主要有：责任编辑通过细致的一

校、二校可以发现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责任

编辑帮助作者修正和完善论文，有助于保证和提高每

一篇论文及每期刊物的编辑出版质量，而且有助于责任

编辑早发现待发表论文存在的问题，以及责任编辑和作

者共同早解决问题，从而有效缩短作者自校的时间及期

刊的出版周期。否则，若将作者自校这一环节定在责任

编辑一校之前，那么责任编辑就不能帮助作者发现问题

和完善论文，而若将此环节定在责任编辑三校之后，则

存在以下不足：经过责任编辑的二校或三校之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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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期刊的内容、版面及页码等都已基本确定，如果将作

者自校选择在责任编辑三校之后某一时间，作者有可能

修改已基本确定的内容，这会使论文的版面、页码发生

改变，从而使责任编辑和排版人员重新编排版面。

２２　作者自校的内容　作者自校的内容包括二校清
样或三校清样中除编排格式外论文的所有内容，其中

作者自校的主要内容有：１）中英文的题名、作者署名
以及作者简介、基金项目；２）中英文摘要和正文中关
于研究的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与结论的主要

内容；３）所有的数据、图和表；４）责任编辑一校样或二
校样中需作者核实的内容。

２３　作者自校中的要求
２３１　对责任编辑的要求　１）责任编辑在收到二校清
样或三校清样后，应及时通知、督促作者自校，并在２～５
日内完成校对工作；２）通知作者自校时，应仔细检查并
确保将作者自校通知函、清样等齐全、无误地发给作者；

３）作者自校通知函中，应明确告知作者自校具体要求，
包括自校的作用、原则、次数、内容及校回时间等，促使

作者认真、按时完成自校。

２３２　对作者的要求　总体要求是第一作者或通信作
者在收到自校通知函后，按有关要求认真、按时完成作

者自校工作。１）原则：①不宜对论文的结构、层次做较
大的改动；②不宜大量删减、增加和改动校样中文字、图
表的内容；③可改可不改的内容尽量不做改动；④不宜
删减图表和参考文献，但可更换图表和参考文献。２）内
容：除页眉及编排格式外论文中的所有内容。３）方法：
①通信作者本人需在校样首页页眉之上的空白处签名；
②作者自校的是二校清样或三校清样，校改的所有内容
应写在二校清样或三校清样上，而不要写在对照的一校

样或二校样上；③仔细阅读二校清样或三校清样，期间
按段落或按页面逐一确认或修改一校样或二校样中改

动或带有疑问的内容；④自校的符号应参照一校样或二
校样中的校对符号。

３　作者自校中应注意的问题

３１　责任编辑应努力与作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责
任编辑与作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作者优质、高效、

按时完成自校的关键。为在责任编辑与作者之间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我们的主要做法是：１）主动、热情为作
者服务，与作者多联系、交谈与沟通，多为作者着想；２）
责任编辑通知作者自校前，应确定校样无误、内容齐全、

未缺页等，以及作者自校通知函中的内容正确无误，应

避免清样、校样、作者自校通知函的遗漏及其内容不全

或不对等情况发生；３）对于初次发表论文的作者，责任
编辑先主动与其通话、交流，耐心向其介绍作者自校的

主要目的，尤其是自校对其发表论文的好处，以使其乐

于接受并履行作者自校的这一权利，然后再将清样、校

样、作者自校通知函等发送给作者。

３２　及时检查、整理作者自校样并存档　作者完成自
校并返回校样后，责任编辑应细心检查作者自校是否有

遗漏，主要检查校样中改动的内容和带有疑问的内容作

者是否都已核实、确认、修改，若发现仍有问题，应尽快

与作者联系、沟通后予以解决，最后及时将校样、作者自

校通知函等存档，以便供出现纠纷时核查之用。

４　结束语

　　多年来本编辑部实行作者自校的实践表明：１）作者
自校是科技学术期刊编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并

提高论文和期刊编辑出版质量的有效措施。作者自校

制度化以后，本刊的编校差错率由４／万左右下降至目
前的３／万以内；本刊连续多年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和
新疆科技期刊评比中获奖；近 ５年本刊影响因子由
０３２３持续提高至０．６６１。２）作者自校是保证本刊编辑
出版进度和按时出版发行的有效措施之一。实行作者

自校以来，本刊基本能每逢双月的２５日按期出版发行，
比以往提前了１５ｄ左右。３）作者自校满足了尊重作
者、维护作者著作权的诸多需求，有利于建立和巩固编

辑与作者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有效稳定和扩充了

本刊的作者群和读者群。４）促进了编辑部岗位职责、校
对、编辑出版流程等制度的完善，推动了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目标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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