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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科技期刊编辑对学术不端论文的识别
———以《护理学报》为例

吴艳妮　　周春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护理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５１５，广州

摘　要　以《护理学报》为例，总结科技期刊编辑审稿过程中对
学术不端论文的识别。对于“枪手”论文，可从与作者电话沟通

中识别，从审稿费汇款信息识别，从网站投稿注册信息识别，以

及从作者所在科室与论文研究方向吻合度识别；对于篡改或伪

造数据论文，可通过仔细审查文章数据，分析数据与所得统计

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漏洞或矛盾之处，若有质疑则要求作者提供

数据输入统计软件的原始表格及统计软件所导出的原始分析

结果；对于抄袭中文论文者，可通过多个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软

件结合Ｂａｉｄｕ、Ｇｏｏｇｌｅ等网络平台进行多重检测；对抄袭外文论
文者，可通过论文的语言表达、与作者交流等途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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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代写、伪造数据、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近

年来在学术界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早已成

为学术界关注的一大难题［１］。近段时间以来，从日本

小保方晴子事件、哈佛大学“学术门”事件到国内报道

多所知名高校教授所出现的数据捏造、篡改等学术不

端行为，更突出了这一事态的严重性，长此以往，将对

整个学术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医学期刊的读者是广大医护人员，刊出的研究成

果可能被读者作为研究时的辅佐证据引用或直接运用

到临床患者身上，一旦刊出有问题的论文，以讹传讹，

后患无穷。Ｂｕｄｄ等［２］报道，经 Ｍｅｄｌｉｎｅ检索２３５篇因
有问题而声明予以撤销的论文中，在声明撤销后仍被

引用２０３４次；因此，期刊编辑人员在论文刊出前把好
最后一关十分重要。《护理学报》在编辑审稿工作中

注重对论文真实性的严格审查，积累了一些经验。

１　对“枪手”论文的识别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益的诱惑，催生了各种代写、
代发论文公司，这类公司多明码标价，由“枪手”代写

论文后购买者以自己的身份发表。目前法律对代写论

文的监管、查处存在难题，“违规不违法”背后存在法律

漏洞［３］；因此，各类“枪手”代写论文源源不断涌入编辑

部。如何识别这类假论文成为摆在各编辑面前的一大

难题。《护理学报》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识别。

１１　通过与作者电话沟通识别　对于《护理学报》对
于拟刊发的论文，在提出修稿意见前都由责任编辑与第

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用电话沟通交流，指出文章存在问题

或进行质疑，或请作者简述论文的科研思路。笔者发

现，对于真实论文，作者均可以很流畅、自信地将自己的

研究思路、方法等阐述清楚，而对于“枪手”代写论文，

“作者”常常是答非所问、支支吾吾，或者以“工作太忙，

稍后由他人代为回复”等为由而推托答复。对于后者，

《护理学报》通常直接予以退稿或加大对论文真实性的审

核，要求作者提供原始资料及单位出示论文真实性证明。

１２　通过审稿费汇款信息识别　目前，科技期刊审稿
费缴纳仍多通过邮局汇款，汇款单上显示的汇款人姓

名则为汇款的实际操作者。本刊近年来就遇到过数次

以同一汇款人汇来几十篇不同作者、不同省份、不同单

位的论文审稿费，其中有１人在１个月内就汇来３２篇
分别署有２５名来自于不同省份、不同单位作者姓名的
论文审稿费，其中还不乏标注有省部级基金课题资助

的论文。经与其中１名作者用电话沟通，他承认是委
托代发公司投的稿。本刊对这 ３２篇“论文”全部退
稿。自从发现这种情况后，本刊在录入作者审稿费时

对非作者本人汇款，尤其是由同一人汇不同作者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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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情况予以严格审查，严肃处理。

１３　通过网站投稿注册信息识别　《护理学报》根据
自身工作流程和特点，自行设计了独立的网站，自

２００７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现已全面实行网站投稿、
审稿程序［４］。本刊作者在网站投稿前均需注册个人

信息，投稿后编辑只需点击作者姓名即可看到作者注

册时的所有信息。笔者发现，个别作者的注册信息内

标注作者单位为“某某公司”，与所上传论文内标注作者

单位不符，且注册人也非作者本人。后与作者电话沟通

时，发现作者对论文报道的研究内容一无所知，并承认

为文章是委托他人代写的。目前，本刊对于存在此种情

况的论文均予以严格审查，以识别“枪手”代写论文。

１４　通过作者所在科室与论文研究方向的吻合度识
别　笔者发现，个别作者所在科室与其所投论文研究
方向并不一致，而且论文署名的其他作者也未在相关

科室工作。如一作者所在科室为“心内科”，但所撰写

论文的主题是“骨科康复功能锻炼”。问作者为何选择

此主题，而不选择与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来做研究，作

者显得心虚、紧张，最后不得不承认此文是委托他人代

写的。当然，选择跨专业或跨科室的研究也可能存在，

这里只是提示编辑人员对于此类论文需要注意甄别。

２　对篡改或伪造数据论文的识别

　　科学研究的诚信取决于研究数据记录和数据分析
的真实性，数据的人为篡改或伪造将会引起科学诚信

上的严重问题，使后者很难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或是误导临床干预，从而浪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严重者甚至耽误诊治，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卜今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 ＰｕｂＭｅｄ收录中国作者
２６４９篇论文撤稿原因的分析结果显示，１５％论文撤稿
原因包括实验方法错误、结果不能被重复及数据错误

等，５％论文存在编造数据或怀疑编造数据的问题［５］。

笔者发现，作者篡改或伪造数据有以下几种方式。

１）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结果符合预期设想，或为了
迎合得出“阳性”结果（Ｐ＜０．０５）的要求，将实验所得数
据进行适当调整，使统计分析结果得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结论，以说明所实施干预方法优于对照组。

２）为了提高论文的刊用率和引用率，有的作者竟
夸大样本量。如某调查研究文章，作者实际调查仅１个
单位的１００例病人，却在论文中描述为调查了３个单位
的３８０例病人，甚至更多，以此来增强论文的影响力。
３）未进行实验研究或实地调查，根据临床工作经

验、他人研究结果或常识凭空伪造数据。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工作中仔细审查作者提供

的数据，分析数据描述与所得统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

漏洞或矛盾之处。对于稿件修改前后存在数据变更、

调查研究类论文描述调查样本量较大、所得统计值与

Ｐ值不符，以及结果内数据与前后文分析不符等文稿
要提高警惕，要求作者提供数据输入统计软件的原始

表格及统计软件所导出的原始分析结果。这样，可有

效帮助识别存在数据篡改或伪造情况的论文。

３　对抄袭论文的识别

３１　抄袭中文论文　《护理学报》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对
初审通过的所有论文均采用中国知网研发的科技期刊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进行重复率筛查［６］，

对于显示重复率较高或方法等论文关键部分重复的论

文，予以直接退稿。但笔者发现，仅采用一种软件进行

重复率筛查有时会存在“漏网之鱼”，因每个数据库收

录的期刊各有侧重，有的并不能全面覆盖所有期刊。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拟刊发论文要进行多个软件的多重

检测，如万方数据库论文相似性检测软件（ＰＳＤＳ）以及
Ｔｕｒｎｉｔｉｎ软件等，同时可联合Ｂａｉｄｕ、Ｇｏｏｇｌｅ等网络平台
进行多重检测。笔者曾经手一篇论文，在运用本刊常

规的检测软件未发现学术不端问题后，以论文题名为

检索词在Ｂａｉｄｕ内进行检索，发现该文与同一单位的
另一作者于２０１１年所发表的会议论文在题名、研究对
象、结果数据等方面完全相同，而将病例收集年份修改

至２０１４年，后与作者核实，确属剽窃。
３２　抄袭外文论文　目前国内研发的学术不端文献
检测软件都主要针对中文论文，这就导致对抄袭外文

论文的识别存在一定困难。笔者发现，直接抄袭并翻

译外文文献的论文在语言表达上常显得不够通顺，而

且个别地方可能因无法做到完全翻译而仍用英文描

述。对于此类文章，可通过与作者对话了解其研究思

路来识别。

４　结束语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遏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包括社会诚信教育、健全管理制度、加大惩处力度、建

立预警平台等［７］。作为编辑，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

度，提高自身素质和对学术不端论文的鉴别能力。同

时，各编辑部应加强交流，一旦作者有过学术不端行

为，各兄弟期刊可联合起来共同抵制［８］。科技学术期

刊是广大读者、作者、编者共同耕耘的园地，让我们一

起来呵护这块净土，远离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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