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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稿件追踪”平台防范“一稿多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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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一稿多投”被诟病已经。
在编辑实践中，通过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稿件追踪”

平台能够及时发现疑似“一稿多投”稿件，利用平台提供的４个
追踪参数，结合与作者、送检单位沟通的方式，可以确定是否存

在“一稿多投”行为。统计分析８６篇疑似“一稿多投”稿件的
追踪参数，总结多次送检稿件的检测规律，尝试提出“一稿多

投”行为的辨析策略，并就在稿件追踪、“一稿多投”辨析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给出建议，以期能够利用“稿件追踪”平台为编辑

出版单位防范、辨析“一稿多投”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关键词　一稿多投；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稿件追踪；防
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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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出版界、法律界、科研管理机构等开展了

大量关于“一稿多投”产生根源、法理、防范措施等方

面的研究，但现实中这种行为却仍屡禁不止。对于编

辑出版单位，这种学术不端行为会造成从审稿到编辑

加工、校对、排版、印刷整个流程中财力、物力的浪费，

消耗审稿专家、编辑、校对人员的大量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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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造成

减少，稿件质量降低，期刊的发展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因此，作为期刊编辑就必须从各方面努力提高期

刊质量，避免自己的期刊被淘汰。

４　末位淘汰制激励期刊编辑不断提升期刊质量

　　为了期刊不被排在核心期刊的末位，期刊编辑需要
不断提高期刊质量。在提高期刊质量的过程中，编辑除

了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还要想办法寻找工作中不足之

处加以改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以适应现

代媒体的传播方式。新进入核心期刊的期刊，要想在短

时间内质量得到迅速提升，同时各类计量统计指标值得

到提高，这就要求编辑必须重视评价机构每年公布的期

刊各类计量统计指标值，关注这些指标值在本学科的总

体排名情况：对上升的计量统计指标值，分析与其相关的

工作方法，并在今后的编辑工作中继续保持；对下降的计

量统计指标值，分析其下降原因，在今后的编辑工作中加

以改正。期刊编辑需要正视优胜劣汰的淘汰法则，即使

期刊暂时被末位淘汰了，仍应积极为期刊重新进入核心

期刊方阵做好各项工作。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编辑要重视期刊评价中的末
位淘汰制，在公正、公开的学术评价机制中，大力营造

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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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发的后果，还会影响期刊声誉，严重干扰科研绩

效和人才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和公平性［１］。有效防范

“一稿多投”一直是出版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提出了

众多的防范措施，如建立学术期刊间的联合防范机

制［２３］、收取审稿费［４］、建立共享数据库［５６］等。与单

打独斗或部分单位合作的防范体系相比，建立一个更

趋于所有编辑出版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合防范体系才是

尽早发现、及时处理，防范“一稿多投”的有效手段。

在进行稿件学术不端检测时发现，知网科技期刊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提供的“稿件追踪”平
台能够起到“投稿数据库”的作用，可以在第一时间发

现疑似“一稿多投”行为，利用平台提供的参数及进一

步与作者、编辑出版单位沟通可以判定是否为“一稿

多投”。结合《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进行

ＡＭＬＣ检测时发现的“可能已提前检测”及后续追踪
时发现的多次被检的８６篇稿件，通过“稿件追踪”平
台逐篇、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探寻疑似“一稿多

投”稿件的送检规律，提出利用该平台发现、辨析“一

稿多投”的流程，提出辨析策略及应用建议。

１　“稿件追踪”平台

１１　基本功能　ＡＭＬＣ是被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单位
广泛采用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不仅提供送检稿

件的重复率报告，还提供文献间的比对结果；但这种比

对是送检稿件与已公开文献的比对，而“稿件追踪”平

台强调的是“追踪”，提供未公开送检文献间的比对，

并可以查看“检测时间”“文字复制比”“已投编辑部次

数”等项目，如果送检单位已加入“追踪平台”，则还可

以查看到“已投编辑部名称”，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辨析

是否存在“一稿多投”。

１２　数据组成　ＡＭＬＣ的“稿件追踪”平台提供多次
被检稿件列表，包括“篇名”“作者”“检测时间“及“已

投编辑部次数”等字段。目前，有２种列表方式可供
选择：“一稿多投”和“修改稿”。“一稿多投”显示被其

他单位检测的记录；“修改稿”显示本刊重复检测的记

录。在“一稿多投”列表中，点击目标稿件“已投编辑部

次数”下的数字会显示该稿件的每条送检记录，除“序

号”“篇名”“作者”等字段外，重点包括了“已投编辑部

名称”“检测时间”“两两比对”等字段。其中，送检时间

显示为红色时，表示该文的检测时间早于本刊送检时

间；显示为蓝色时，表示检测时间晚于本刊送检时间。

２　追踪参数

　　一般情况下，编辑出版单位在收稿之初就会利用

ＡＭＬＣ进行检测。如果此前已被检测过，则系统会给
出红色三角形警告标志，提示“可能已提前检测”，并

提供检测时间和结果；如果在本刊检测后又被检测，同

样也会追踪到。疑似“一稿多投”稿件是否真是“一稿

多投”，主要依据平台提供的以下４个追踪参数来辨析。
２１　已投编辑部次数　“一稿多投”列表中的“已投
编辑部次数”指被其他编辑出版单位检测的次数。一

般来说，检测次数越多，“一稿多投”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可以作为辨析是否为疑似“一稿多投”稿件的首

要条件。本次追踪到的８６篇稿件共被他刊送检２４７
次，平均２．８９５次，最高的１篇被检测了２１次，超过５
次的有１５篇。可见，疑似“一稿多投”稿件的送检频
次比较高，同时仍不能排除再次送检的可能。

２２　检测时间间隔　“检测时间”对辨析“一稿多投”
没有实际意义，而他刊与本刊“检测时间”的时间间隔

才是有效参数。一般认为，与本刊检测的时间间隔越

短，“一稿多投”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由于无法判断送

检稿件在投到本刊前送检的原因（一稿多投、被退稿

重新投稿或自检等），也就无法确定是否仍为他刊的

有效稿件：因此，要分“本刊检测后被检”和“本刊检测

前被检”２种情况进行分析。
２３　文字复制比　“稿件追踪”平台可以提供２次送
检稿件内容间的详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判断该稿件

是未经修改（或较少修改）的多次送检稿，还是经过较

大修改后的“新”稿。

２４　已投编辑部名称　“已投编辑部名称”是辨析送
检稿件是否为同一单位多次检测的重要参数；但在本

次调查中只有３２条记录显示了已投编辑部的名称，仅
占全部记录的１２．９６％，绝大多数编辑出版单位尚未
加入此平台，也使该指标成为辨析是否为“一稿多投”

的短板，严重限制了指标作用的发挥。此外，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许多编辑出版单位还未能充分意识到追

踪平台的作用和价值，平台的利用率还比较低。

３　辨析策略

　　只要稿件被送检，“稿件追踪”平台就会始终保持
追踪状态，编辑出版单位便可以利用４个追踪参数进
行分析判断，及时发现“一稿多投”，防范“一稿多投”。

结合８６篇疑似“一稿多投”稿件统计分析结果及《北
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辨析疑似“一稿多投”稿件

的实践，提出辨析策略，供同人参考。辨析流程见图１
（Δｔ为每次他刊送检与本刊送检时间的时间间隔）。

１７４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８卷

图１　疑似“一稿多投”稿件辨析流程

３１　确认疑似稿件　对他刊检测数量大于等于１次
的稿件，通过“两两比对”查看“文字复制比”，可以确

认是否为同一篇稿件的多次送检，但不能绝对地以文

字复制比来判断。调查发现，由于部分送检单位删除

了检测记录，无法查到所有的比对结果；通过可以查到

的超过７０％的记录比对发现，几乎所有记录中送检稿
件的主体部分没有差异，只是有的补充了一些作者信

息，或者是作者根据编辑出版单位的要求进行了相应

的处理。比如：有的有英文摘要，而有的不要英文摘

要；有的有比较详细的作者简介，有的只有一句话，有

的不需要简介；等等。在对文字复制比小于７０％的送
检稿件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虽然有多篇送检稿件进

行了较大修改；但内容差别不大，作者有可能依据检测

结果通过语序调整、翻译工具转译、句式改变、替换词

语、增添无关字词等手段，降低了文字复制比［７］。

３２　辨析疑似稿件　查询疑似“一稿多投”稿件送检
时间，如果是在本刊送检后（含当天），尚在处理期又

多次被检的稿件可以认定为“一稿多投”；在本刊送检

前检测，与本刊检测间隔较短的可列为重点疑似稿件，

特别是时间间隔很短（如３０ｄ以内）且检测时间比较集
中的，必须通过与送检单位、作者沟通进一步加以确认。

本刊检测后被检。每种刊物的有效处理期不同，

以《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实际的平均审稿时

间３０ｄ为有效处理期（《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有效处
理期为３０ｄ，事实上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约定处理时间多
于３０ｄ）进行统计，结果见图２。在本刊检测之后（含同
日）３０ｄ内，８６篇疑似“一稿多投”稿件中有４４篇被他
刊再次检测了５７次，可以认定这４４篇稿件（已去除重
复统计）为“一稿多投”，超过了半数（５１．１６％）。

图２　本刊检测后（含同日）再检情况

本刊检测前被检。投到本刊前被多次检测的稿件

也存在“一稿多投”的可能，仍以３０ｄ为他刊有效处理
期，又发现了８篇（有的论文在本刊检测前后都有送检
记录，已去除重复）为高疑似“一稿多投”稿件，只是不

能完全确定，还要与其他参数配合进行辨析，见图３。

图３　本刊检测前送检情况

综合图２和图３还可以发现：前述２种情况下疑
似“一稿多投”稿件都是随着时间间隔的加大，被检频

次、涉文数量逐渐减少（大于６０ｄ后有所增加是由开
口时间段造成的）。由此说明，不管是本刊送检前还

是送检后的稿件，与投到本刊的时间间隔越短、送检时

间段越集中，“一稿多投”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单篇稿

件而言，可以先不区分检测时间的前与后，在综合考察

与本刊送检时间间隔、送检密集程度后再进一步进行

辨析。累计统计结果（图４）也反映出与图２和图３相
同的规律和趋势。

图４　他刊累计检测情况

辨析结束后，属“一稿多投”的稿件予以退稿，属

他刊退稿或自检等其他情况的可以正常收稿；送检间

隔时间较长（如大于６０ｄ）的，可按正常情况处理。
３３　效果及评价　在编辑实践中，运用以上辨析方法
已发现、确认了多起“一稿多投”行为，有的情节还相当

严重，如果处理不及时很容易造成“一稿多发”的后果。

在本次调查６个月后通过中国知网检索题名追踪
了８６篇疑似“一稿多投”稿件的最终归宿，见表１。结
果发现，已有 ５１篇论文发表，接近 ６成（５９．３０％）。
其中，有１８篇为非本刊发表，并且检测频次越高的论
文发表在他刊的比例越高，一稿多投的可能性很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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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间接验证了部分稿件的“一稿多投”行为。本次检

索中也不幸发现了一篇“一稿多投”稿件出现“一稿两

发”的严重后果，而在当初追踪时“追踪平台”并未显

示２家编辑出版单位的名称，说明其并未加入该平台，
也间接造成了“一稿两发”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表１　疑似“一稿多投”稿件发表情况

项目
被检频次

１ ２ ３ ≥４
合计

稿件总篇数 ３８ １９ １１ １８ ８６
已发表篇数 ２６ １０ ５ １０ ５１
发表比例／％ ６８．４２ ５２．６３ ４５．４５ ５５．５６ ５９．３０
外刊发表篇数 ８ ５ ３ ９ １８
比例／％ ３０．７７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３５．２９

此外，通过“稿件追踪”平台进行重新追踪时发

现，疑似“一稿多投”稿件又有多次被检测的记录。可

见，持续关注稿件送检情况或在印前批量再检，把好最

后一道关是及时发现“一稿多投”的重要措施。

３４　局限性　作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一件利器，利用
“稿件追踪”平台可以有效辨析“一稿多投”，在编辑实

践中也充分验证了它的有效性；但平台毕竟只是一种

技术手段，不可能完全发现所有的“一稿多投”行为。

１）参数信息不完整。从目前看，辨析“一稿多投”
的关键参数———编辑部名称———信息严重缺失，无法

实现与送检单位的有效沟通，只能通过与作者联系加

以确认；但可信度不得而知，所以，呼吁编辑出版单位

积极加入“稿件追踪”平台，提供有效的联系信息，以

便形成更广泛的“防范体系”，共同防范、有效辨析“一

稿多投”，减少误判。

此外，送检编辑部尽量不要删除检测记录。检测

记录是比对送检稿件文字复制比的唯一依据，是辨析

“一稿多投”的关键数据，一旦删除则无法比对；同时，

检测记录也有利于及时发现账号盗用行为，方便追查。

２）数据库单一。利用“稿件追踪”平台开展疑似
“一稿多投”辨析的前提是稿件必须在中国知网进行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不少编辑出

版单位并不检测，或者是通过其他系统（如万方相似

性检测系统、ＲＯＳＴ反剽窃系统、维普通达论文引用检
测系统等）检测：因此，还要采取与作者沟通、加强道

德教育、缩短审稿时间等多种方式共同防范“一稿多

投”。同时，建议编辑出版单位在收稿回复函中加入

类似“本刊已加入‘稿件追踪’平台，请勿一稿多投”的

字样，以警示作者。

３）平台尚需完善。建议增加有关编辑出版单位
信息的字段。目前“稿件追踪”平台只有编辑部名称、

联系人姓名、联系人职务、联系电话、编辑部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等６个字段，可考虑加上电子信箱、ＱＱ、微信
等字段。在功能方面，建议增加选择性群发功能，即可

选择性地发送信息，方便编辑出版单位间的联系；在检

测报告上，除显示初次检测、提前检测的文字复制比

外，建议提供每次检测的文字复制比，以便追踪、分析

稿件的变动情况。此外，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可以以弹

窗提示或通知的形式鼓励编辑出版单位加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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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工作忙碌，遇假期须加班，取假日工作片段，以记之。

假期阅稿空楼中，　寂静无声思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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