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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科技期刊编辑职业敏感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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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敏感性是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
编辑在职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素养。文章通过对信息时代科

技期刊编辑应该具备的职业敏感性，如政治与版权敏感性、选

题策划敏感性、稿件初审敏感性、稿件校对敏感性和期刊发行

敏感性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关于信息时代科技期刊编辑职

业敏感性如何培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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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意识是个体在心理上对与自己有关的外界刺

激迅速、敏锐的反应，职业敏感性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

事的行业中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所具备的敏锐的洞察

力和灵敏的反应处置。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涉及领

域广、时效性强、创新性要求高，因此要求编辑具有高

度的职业敏感性，尤其在信息时代。

１　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的职业敏感性

１１　政治与版权敏感性
１）政治敏感性。编辑的政治敏感性是指编辑在

工作中要敏锐发现稿件的政治缺陷，做出适当反应，通

过与作者协商、加工、修改等活动，弥补疏漏，避免发生

政治性错误的特质和能力［１］。有了政治敏感性，编辑

才能把好政治关。科技期刊中常见的政治性错误常为

一些具体的观点、国家和地区有关数据的引用、地图边

界、地理经纬度、国家名称使用等方面［２］，这种政治性

错误通常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而仅仅是认识上的模

糊、技术上的疏忽、文字表述不当等，例如对于港澳台

的描述，对于社会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描述，对于领

土主权的描述，等等。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就经常发现有

些作者对地图把握不准，出现了“地图缺失”的现象。这

些都要求科技期刊编辑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一些敏

感字眼和地图时要持怀疑态度，并通过勘校予以核实。

２）版权敏感性。编辑的版权敏感性，是编辑在职
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同于别人的对版权问题的

感受性［３］。科技期刊刊载的文章多是各个研究领域

的最新成果，很容易出现版权纠纷，如作者署名问题、

稿件修改问题、参考或引用问题、转载或摘编问题，等

等；因此，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版权纠纷，科技期刊

往往会在稿约中声明，但许多期刊的声明本身就与《著

作权法》相悖，这也正体现了科技期刊编辑对《著作权

法》的理解不够准确。可见，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高度

的版权敏感性，正确对待科技作品中的版权问题。

１２　选题策划敏感性　科技期刊编辑要有较强的获
取、分析、利用信息的能力，特别要有新闻意识，能够主

动介入到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准确把握科学研究的

最新动向［４］。好的选题要有创新性，有新发现、新视

角，这样才能以新取胜，吸引读者；因此，要做好选题策

划工作，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敏感性，及

时了解某一学科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从而捕捉到科

技前沿信息，并在工作中及时向相关专家约稿或独具

慧眼，发现来稿中的新作。同时，要关注科技事件和新

闻热点，充分把握一些契机，进行选题策划。

１）追踪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热点主题。要经常
关注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因为这些会议通常涉及一

些热点问题的研讨，这些热点问题也往往是国际学术

难题，或是国内政策难题，会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被

邀请参加，并带来一些涉及学术前沿的课题。我们可

以挑选一些与自己期刊的办刊方向相同或相近的会

议，并主动与会议的组织者联系，作为参与者参加，如

有可能，可申请在大会上发言，以推销自己的期刊，并

不失时机地向“大家们”约稿，开设专栏。如我们就于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追踪“苏北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路与关
键举措”学术大会，并进行选题策划，开设了专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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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及时报道１５位专家对新型城镇化实践的观察思
考和独到见解。２０１５年第３期，又密切跟踪学校承办
的“首届全国秸秆工业化利用”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

言，并及时向与会专家约稿，开设了《生物质工业化利

用》专栏。这些热点问题，紧紧把握了国家的政策，是

各地学者讨论的热点，也是学术界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共鸣。

２）随时关注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和
重点学科是主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基本代表了各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随时关

注他们的科研动向，并进行选题策划。当然，也可以采

用学术合作的方式，为他们开辟专栏，发表他们的最新

学术成果。如本刊与学校的重点学科合作，于２０１４年
开辟了《淮海研究》栏目，着力报道淮海经济区的合作

与发展，包括经济、管理、生态、资源环境、能源、土地、

城市空间布局以及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此栏目具有地方特色，对于推动淮

海经济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３）关注学术来访。学校或科研院所经常会有一
些学术来访，来访中常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被邀请做

学术报告，这些学术报告大多数是涉及学术前沿的课

题；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时刻关注这些学术来访，寻

找契机进行选题策划，并向来访专家推销自己的期刊，

积极约稿。同时，也可通过专家的报告了解学术前沿，

使稿件选择更具有针对性。

４）关注国家基金和重点项目基金。国家基金和
重点课题项目基金都是经过专家学者的层层筛选才确

定下来的，它们一般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这些项目产出的论文一般反映了学术前沿。科技

期刊编辑对这些课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适合自

己期刊的项目，要及时并诚恳地向研究者约稿，在合适

时机开设专栏。同时，也可以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国家

基金和重点项目基金的结题报告等等。

５）向审稿专家约稿。科技期刊编辑部一般拥有
一大批审稿专家，这些审稿专家涉及各个领域，往往是

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职业敏感性高的编辑通过审

稿单往往就能够判断出专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

对于水平比较高、态度认真的审稿专家我们可以向他

们约稿，并尽量请这些“大家”对本学科领域进行全面

综述，开设《特约稿》专栏。

１３　初审敏感性　作为信息时代的科技期刊编辑，要
有一定的学术敏感性。学术敏感性指的是编辑在选

稿、审稿、编辑过程中对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做出判断和

评价的特性［５］。一名职业敏感性高的编辑，往往在收

到稿件后凭借自己本学科专业知识和对本专业最新研

究进展的了解，运用学识与经验，仅看一下文章的题

名、摘要、关键词、结论和参考文献，就能对文章有无发

表价值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从而能及时抓住富有创新

又适合本刊的稿件。科技期刊编辑具有学术敏感性，

不仅会使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及时问世，发挥其学术效

益和社会效益，也必定会更加彰显科技期刊的学术性，

增大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５］。科

技期刊编辑的初审敏感性可以通过经常浏览相应专业

科研领域的文献、关注国内外相关信息，及时了解最新

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并利用网络数据库查新，浏览某

学科的热点等得到提高。

１４　校对敏感性　校对是编辑后、印制前的一道质量
把关工序，其作用是将各种差错消灭在书刊出版之前，

从而保证书刊的质量。它处于对编辑工作进行补充与

完善的地位，是一种文字性、学识性的创造性劳动，是

编辑工作的必要延续［６］。科技期刊中一般会涉及量

和单位、数学式、化学式及各类符号的用法，并且多数

编辑部没有按学科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因此，一个

编辑往往“一身多任”，要处理多个学科的稿件，这就

对科技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在校对过

程中除了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准确地把握学术规范

外，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敏感

性，如对错别字的敏感性，对量和单位的敏感性，对英

文单词、句型、语法的敏感性，对数理式及各类符号的

敏感性，等等。对拿不准的要查阅相关资料，对知识难

点，要通过编辑部集体讨论予以解决。

１５　发行敏感性　科技期刊编辑要善于在适当的场
合推销自己的期刊，要具有发行敏感性。如对于那些

对期刊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可适当赠阅。当然，在信息

化时代，纸质期刊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为提高期刊的

影响力，编辑要紧跟时代的脉搏，关注信息化条件下期

刊的传播方式。如可在期刊网站对期刊发表论文的全

文进行开放阅读，也可将期刊每篇文章的全文挂在百

度文库、道客巴巴等网站，以提高文章被浏览的次数，

扩大期刊的影响。此外，还可以把某些专栏文章印制

成“单行本”，寄给相关专家。如本刊把《淮海研究》栏

目的文章制作成单行本，及时寄给专家，受到了好评。

２　编辑职业敏感性的培养措施与办法

２１　了解出版法律法规，提高政治鉴别力　政治敏感
性源于对党和国家的新政策、新精神的真正理解和掌握，

依赖于思想素质的提高和政治鉴别力的增强；因此，科技

期刊编辑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坚持正确的导向，把握正确的办刊方向，加强自己的

政治理论修养，立足大局，以增强自己的政治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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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版权职业敏感性是编辑在工作实践中逐渐

形成的一种专业素养，而要提高版权敏感性，就需要编

辑正确理解《著作权法》中编辑的权利和义务，对出版法

律法规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重点部分要有深入的了

解。在日常工作中，可从正确标注作者姓名及单位，慎

重对待作品内容的修改，正确著录参考文献等方面［３］培

养版权敏感性，树立版权意识。同时，可以通过搜索一

些关于出版法律法规的案例，以加深对版权的理解。对

于新投稿，要通过不端学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检阅，对

于重合度高的文章，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做到正确行使

编辑的权利，履行编辑义务。只有具备了高度的版权敏

感性，才能发现作品中各种可能涉及的版权问题。

２２　具有爱岗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　科技期刊编辑
的职业敏感性还体现在要具有奉献精神和投身于编辑

事业的决心与信心，爱岗敬业精神的培养来自于科技

期刊编辑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理解与自豪［８］。要

具有甘当无名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只有心中有编辑

事业，认同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兢兢

业业地做好编辑工作，从而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创新性贯穿于科技期刊编辑的全过程，创新是科

技期刊发展的基础和源泉。没有创新的期刊，不可能

是精品期刊，而期刊的创新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创新；因

此，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敏感性还反映在要培养自己的

创新观念，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推陈出新。创新性

思维有赖于科技期刊编辑各种知识和长期经验的积累。

２３　不断学习，增加知识储备　科技期刊编辑工作集
多学科、多专业知识于一体，这就要求编辑人员要不断

学习：既要通过书本学习，也要重视从工作实践中学

习；既要通过相关学历教育学习，也要通过短期培训和

自学学习。例如：可以每年参加编辑业务培训班，了解

最新的出版法规与规范，与同行交流工作心得体会，提

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到有关院系听课，增加自己的专业

知识储备；听专题讲座，关注科技热点；经常自学，学习

与编辑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知识；等等。只有

不断地进行知识储备更新，才能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

展中游刃有余地完成编辑工作任务。

２４　积累经验，提高业务素质　期刊质量的提高同样
离不开编辑的业务素质，编辑的业务素质是开展编辑

工作的前提。只有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才有可能分

辨稿件的优劣，对稿件做出公正的评判。

业务素质的培养除了要求编辑要有满腔的工作热

情、勤奋的敬业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断的创新追求

外，还要善于思考和总结，积累工作经验。如在工作过

程中要集思广益，多向老编辑请教，多查阅资料，并对

自己不懂的知识认真记笔记，随时翻阅。日积月累，积

少成多。同时，期刊编辑部应定期对工作中的重点和

难点进行总结，每位编辑谈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最后达成共识，并将有价值的信息及知

识记录下来，以备后用。

２５　掌握信息技术，提高运用科技手段的能力　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科技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科技期刊业未来发

展的必由之路。微信、微博、ＱＱ等，已经成为科技期
刊传播必不可少的媒介。科技期刊要想跟上时代的步

伐，与国际接轨，就必然要求编辑人员要具有信息技术

的敏感性，要不断地学习各种媒介的使用方法，拓展期

刊的移动公众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７］。

科技期刊编辑要充分利用网络，关注国际、国内期

刊现状，做到知己知彼。例如：国际期刊采取什么样的

目次、摘要、关键词等，它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式，取

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国内重要期刊都发表哪一类的文

章，我们如何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国际、国内重要期

刊都采用什么样的发行方式，我们如何才能扩大自己

期刊的发行范围，提高期刊的影响力；等等。

３　结束语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成果、新技术不断
涌现，科技期刊编辑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关注行业

发展动态、学科发展信息，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

能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培养自己的职

业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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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０
　２８（５）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量和单位》包括了哪些标准？
　　答　国际标准《量和单位》是由 ＩＳＯ／ＴＣ１２（国际
标准化组织第１２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的，包括 ＩＳＯ
１０００和ＩＳＯ３１０～１３共１５个系列标准。进入２１世
纪以后，ＩＳＯ／ＴＣ１２联合ＩＥＣ／ＴＣ２５（国际电工委员会第
２５技术委员会），依据《国际单位制（ＳＩ）》第 ７版
（１９９８年）和第８版（２００６年），对ＩＳＯ１０００和ＩＳＯ３１
０～１３系列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将ＩＳＯ１０００、ＩＳＯ３１
０合并为１个标准，分别合并了 ＩＳＯ３１１和 ＩＳＯ３１２、
ＩＳＯ３１９和 ＩＳＯ３１１０，同时增加了２个新的标准，形
成了包括１４个标准的新系列标准，并重新编制了标准
的编号。

这套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陆续发布的新系列国际标
准的编号、名称如下：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总则）；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ｓｔｏ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自然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
学符号）；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６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３：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空间和时间）；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６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力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７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５：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热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７：２００８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７：
Ｌｉｇｈｔ（光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８：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８：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声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９：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ｓ（物理化学和分
子物理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１０：
Ａｔｏｍｉｃ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ｓ（原子和核物理学）；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８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１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ｎｕｍｂｅｒｓ（特征数）；

ＩＳＯ８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１２：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ｐｈｙｓｉｃｓ（固体物理学）；

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０００６：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Ｐａｒｔ
６：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电磁学）；

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８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
Ｐａｒｔ１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通信科学
与技术）；

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
Ｐａｒｔ１４：Ｔｅｌｅ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ｍａ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人
体生理远程生物测定学）。

这套国际标准包含有很多新的内容，例如：

１）增加了１个用于计量催化活性的有专门名称
的ＳＩ导出单位ｋａｔ（１ｋａｔ＝１ｍｏｌ／ｓ），使有专门名称的
ＳＩ导出单位数量达２２个。
２）增加了通信科技领域的量和单位，规定了不同

于ＳＩ词头的二进制倍数单位的词头。
３）增加了专门用于远程生物测定学的量和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给出了质量（ｍａｓｓ）及其单位千克（ｋｇ）
和力（ｆｏｒｃｅ）及其单位牛顿（Ｎ），而未给出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体重（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４）对国内学界争论不休的使相对原子质量还是

原子量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正名仍定为相对原子

质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ｔｏｍｉｃｍａｓｓ）、相对分子质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符号为 Ａｒ、Ｍｒ，对于原子量（ａｔｏｍ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分子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在备注中明确指出
“不赞成使用这些传统的名称”。

５）在［粒子］静质量（ｒｅｓｔｍａｓｓ）使用的单位中，除
ＳＩ主单位ｋｇ外先后列出了 Ｄａ（道尔顿）和 ｕ（原子质
量单位），并给出１Ｄａ＝１ｕ，这表明今后在表示微小质
量使用的非ＳＩ单位时，首选的单位为Ｄａ。

等等。

这套国际标准是 ＳＩ的具体化，与我国基础性、强
制性国家标准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１～１３《量和单位》是对
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宣告：“国家采用国

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

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因此，ＳＩ的新变化我
国都是认可的。作为频繁使用量和单位的科技期刊编

辑，我们应当紧跟ＳＩ的新变化，学习最新的国际标准，
并尽可能运用于编辑实践。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尽

快依据国际标准修订我国１９９３年版的《量和单位》。
（陈浩元）

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１１／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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