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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生产流程数字化的优势与不足
———《科学通报》（英文版）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的实践

程　剑　侠
《中国科学》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７，北京

摘　要　总结《科学通报》（英文版）生产流程即稿件排版、整
期结集和全文发布交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承担后的优点和不足。尽管该
流程在合作中存在校样不稳定、操作不灵活、编校不统一等不

足，但只要编辑部采取积极沟通、转换思维、使用模板等措施就

可以发挥其结构化排版、在线化校对、自动化组刊、多元化发布

和便捷化统计的生产流程数字化优势，极大地缩短出版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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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是科技期刊重要的发展方向［１］。虽然

国内大部分编辑部通过使用在线办公系统实现了编辑

流程的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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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产流程整个模式仍然是传统和落

常工作中应淡化所谓的“名人情节”，用平常心对待每

一位作者［９］，这也是科技期刊编辑最基本的职业道

德。不能因为是名家之作就一路开绿灯，更不能因医

生的级别低而给予不平等的对待。《中华儿科杂志》

从２００３年起实行双盲审稿制度，给所有的作者提供了
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充分保证对所有来稿者一视同

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３　结束语

　　有人说，编辑像万花丛中的“绿叶”，但我们觉得
编辑更像是学术交流大舞台上的“主持人”。科技期

刊的编辑是联系读者和作者的桥梁与纽带，如何使更

多的思想在这个舞台上碰撞出火花，促进读者与作者

间的双向交流，是每一位期刊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读者和作者是无法完全分开的２个群体，科技期刊有
其专业性和特殊性，读者和作者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作

者也是读者，读者可能成为潜在的作者［１０］。“为读者

办刊”并不代表要忽视作者的重要性，并不排斥“为作

者服务”。在工作中，我们既要不断优化读者意识，保

证期刊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又要不断强化作者意识，促

进并帮助作者产出优秀的成果，从而提高期刊的影响

力，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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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单独进行生产流程数字化的编辑部较少［２］，大

多数都是通过与国外大型出版商或排版商合作来实

现［３８］。《科学通报》（英文版）（ＣＳＢ）为了向国际化期
刊的目标迈进，于２０１４年起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实现了
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本文通过１年的实践总结合作中
生产流程数字化显著的优点、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

施，以期对国内期刊出版同人有所借鉴。

１　合作的生产流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不仅为科技期刊提供了标准化的生产流
程，而且可以按照期刊的要求进行灵活调整。为了保

证稿件处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经 ＣＳＢ调整后的合作
生产流程涉及编辑部、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编辑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
版商三方责任人，包括稿件发排、检查、排版、校对、修

改、发布、结集和出版８个环节。
具体生产流程如下：

编辑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后通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ＦＴＰ
上传，由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编辑在其生产系统上提交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制作稿件并通过系统
向编辑部发送一校样，编辑部集中整理作者的自校，发

排编辑初校，学科编辑复校以及编辑部主任终校，统一

在线填写或以批注的形式在ＰＤＦ上录入，返回校样。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根据校对意见修改校样并通过

Ｅｍａｉｌ向编辑部发送二校样。编辑部核实二校样并回
复是否在线，回复在线的稿件优先发布，没有回复在线

的稿件则需要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和编辑部多个轮回的
修改和核实。

当优先发布的稿件达到一定数量后，编辑部向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编辑发送拼版清单，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编辑
在生产系统上结集整期后通知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制作整期文件并通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ＦＴＰ向
编辑部返回文件，同时发布在网络等数字平台。

２　显著的优势

２１　排版的结构化　与国内常用的后端排版相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采用的是前端结构化排版，即借助计算机软
件和语言技术，通过建立规范的信息格式和标准，将期

刊内容与样式分离进行实时的结构化生产和编辑，使

得经过标引的文件或元数据形成资源储备，在独立于

文件格式之下实时变更、适应不同媒介进行发布的一

套现代出版生产体系。其具有一次制作、多元发布、重

复使用、规范标准等优势［９］。

２２　校对的在线化　目前，虽然计算机技术在编辑出
版流程中广泛使用，但校样的发送仍然是依赖电子函

件。而合作的生产流程除电子函件发送校样外，还实

现了在线化的校对。

１）灵活的校对。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生产系统支持编辑部和
作者下载一校样，然后在线填写或直接上传至系统，突

破了空间的限制，随地可以校对；

２）强大的提醒。对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校对的
稿件自动定期发送催校信，避免编辑耽误和疏漏；

３）及时的校样跟踪。可以及时了解和查看稿件
的最新状态。

２３　组刊的自动化　传统的生产流程往往在组刊环
节需要耗费编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仅需要添加页

眉页码、调整版式版面，还需要审读校对、多次修改，确

保整期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美观性；而合作生产流程中

的组刊是建立在优先发表稿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自

动结集，直接输出适用于印刷和在线的电子文件，不需

要后续校对、审读和修改环节，极大地将编辑从这些琐

碎的环节中解放出来。

２４　发布的多元化　发布的多元化是指编排内容展
示形式的多样化和传播介质的多元化。在内容展示方

面，既可通过单篇文章的优先发布缩短发表时滞，加快

信息传播，也可通过整期的发布方便索引和纸质出版。

在传播介质方面，编排内容既可用于纸质印刷，也可实

现网上发布，而且适合不同的移动阅读终端，满足读者

碎片化和随时化的阅读。

２５　统计的便捷化　为方便编辑部了解稿件的情况，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编辑定期向编辑部更新所有发排稿件的
状态汇总报表，报表中包括稿件的发排编辑、发排时

间、在线时间、稿件状态等。借助此表，编辑部可以快

速和准确地了解发排稿件中各学科的文章数量、生产

流程中各阶段的时间，便于编辑部全面评价编辑工作

情况和全局把握稿件审理的进展。

３　存在的不足

３１　校样不稳定　虽然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在版式布局和体例
格式方面具备了国际期刊的水平，但由于排版外包和

半自动化，受排版员文化层次不高、不稳定和 ＣＳＢ是
综合性刊物的影响，常常导致校样中出现如下一些问

题：１）表达不规范，如基因的正斜体混乱、特殊字符使
用不当、首字母大小写未分清，等等；２）体例格式不统
一，如多位数值的分节、Ｆｉｇｕｒｅ的缩写、ｃｏｌｏｒｏｎｌｉｎｅ的
表达以及引号的位置，等等；３）校样同原稿不一致，主
要集中在以 Ｌａｔｅｘ格式发排的稿件，校样中会出现公
式符号排漏、公式排重、公式序号排乱等问题。

３２　操作不灵活　由于编辑部没有自行负责生产流
程，当希望版式变换、稿件加急、拼版调整时显得非常

被动，受制于人。例如：编辑部为了吸引眼球，建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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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专辑的编者按采用通栏排版形式，以便区别于双

栏拜年排版的其他文章，但因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技术和系统的
要求，只能选择一种版式；为了抢先发表优秀稿件，要

求开辟绿色通道，但因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流程太死，只能进行多
次提醒；若组刊中的稿件需要调整，则只能补白或延误

出版；若遇到它们系统出现故障、维修和升级，只能耐

心等待。

３３　编校不统一　在校样修改前，编辑部必须先将修
改意见统一批注在 ＰＤＦ校样中。由于受传统生产流
程的影响，编辑部习惯在纸质上校对，国内作者习惯用

中文批注，这样无形之中不仅重复了批注工作，而且增

加了批注录入工作量。尤其碰到图片较多的校样，不

仅需要标注校样中的问题，还需要对图片中字体的选

择、线条的粗细和图表的编排进行标注，导致批注量

多、修改量繁、校对量大。

４　改进的措施

４１　积极沟通　为了保证稿件的编排质量和生产时
间，便于合作顺利运行，编辑部应建立反馈机制和问责

机制，及时联系、积极沟通、明确职责。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
编辑在处理反馈意见时，要及时回复，合理解释。编辑

部在发排稿件时，应尽量保证文章体例格式统一、文件

齐全、命名规范；在校对稿件时，正确使用批注、准确表

达英语、按时返回校样。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在排版时，应
尊重发排稿件，掌握学科特点，执行校样质检。

４２　转换思维　为了适应期刊的数字化，编辑部和作
者必须转换固有的传统出版思维。就目前而言，主要

实行２个转变：１）更新出版理念。优先出版不是预出
版，而是正式出版，原则上不再接受学术、语言和作者

问题方面的修改或撤销，若需要修改，建议添加勘误；

所以，作者和编辑一定要将各种差错消灭在稿件优先

发布之前，不能因文章没有进入印刷阶段而存有侥幸

修改的心理。２）改变校对方式。校对不能拘泥于纸
质校对，应逐渐过渡到电子校对，不仅可借助其查找功

能实现快速校对，保证文章的规范性，还可减少重新录

入校对意见的工作量，避免漏录和错录。

４３　使用模板　使用模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简化
批注。考虑到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排版商对图片不进行修改，编
辑部应在投稿指南和退改模板中向作者细化和强化对

图片的要求，使接受稿件的图片格式、像素、字体和大

小基本符合期刊的样式，便于后续的编辑和修改。除

此之外，针对校样中格式规范和版面版式的常见问题

如单词大小写、上下标、正斜体、图标编排、行间距不等

的英文规范表达进行总结，将其作为模板，以便发现相

同的问题直接套用，避免重新录入。

５　结束语

　　通过这种“借船出海”的生产方式，ＣＳＢ在 ２０１４
年实现了所有出版文章的优先出版，生产周期平均为

３４ｄ，极大地缩短了出版时间，加快了信息传播。
生产流程的数字化需要我们不断地磨合、学习、优

化和完善。一方面编辑部要积极转变思维，密切沟通

反馈，主动更新模板，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生产流程数

字化的最大优势，实现稿件及时化和多元化的发布；另

一方面要善于向国外高效的排版系统、先进的发布平

台和精细的服务细节学习，希望争取建立一种既同编

辑流程有机结合，又具有我国期刊运作规律的一体化

出版流程，提高我国自主办刊的水平，增强期刊的显示

度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感谢智欣、邹文娟、孙红梅、贾旭明和肖鸣，他们

提供了大量校样中出现的问题，为本文的完成提供了

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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