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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高校学报都是根据读者和各学科课

题需求开展选题组稿工作， 这些稿件要经聘请的审

稿专家把关， 对文稿的学术质量进行严格审查； 然

后， 这些学术标准达到要求的稿件才由编辑进行细

致的编校加工。 然而， 虽然审稿人对这些稿件的学

术水平、 论点论据、 推导等已作出判断， 对文稿中

的数据材料， 实验、 工艺过程， 结果结论， 技术水

平等也已把关， 但并不能因为如此， 编辑就对文稿

的学术质量掉以轻心。 学报的编辑工作中， 任何一

个环节的工作出现疏忽都会对学报质 量 造 成 影 响，
甚至影响其学术质量。 学报编辑在保障和提高学报

质量上要发挥作用、 有所作为。

一、 编辑初审对学术质量的把关

学报的稿件在送外审前是要经编辑初审的， 这

样， 学报编辑在保证学报学术质量上就成了第一个

相关责任人。 拿到一篇文章， 首先要通过相关系统

检查论文是否有抄袭、 剽窃等行为， 并以此判断这

篇文章是否具有首创性； 是属于什么 类 型 的 文 章，
是理论文章还是应用性文稿， 是论证型还是科技报

告型， 是计算型还是综述型， 然后根据本学报要求

的学术范畴、 学术水平做取舍决定。 其次要审查其

结构。 一篇科技论文， 必须具备以下几个部分： 研

究背景意义、 实验对象、 实验方法、 结果分析、 实

验验证与结论， 缺一不可。 第三， 就是准确判断文

章的专业与方向。 现代科学高度发达， 信息量越来

越大， 分工越来越细， 交叉学科越来越多。 判断所

审文稿是否前沿， 是否反映学科新的方向， 有没有

送审价值， 对学报的学术质量至关重要。 经编辑初

审过的稿件， 应该符合办刊要求， 反映读者、 市场

需求， 含有较大的科技信息量， 对其学科方向判断

准确。 因此学报编辑要全面了解本刊及自己负责学

科的总体情况， 尽量多地具备相关常识， 多了解自

己负责学科的发展动态， 多与相关学科科研人员沟

通， 多参加他们的学术会议； 最好能旁听一些专业

课程， 不断提高自己的学科专业素养， 这样才能把

好学报学术质量的第一道关口。

二、 编辑过程中的质量把关

学报论文， 特别是自然科学学报的论文，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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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编辑的作用不可忽视。 本文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 从编辑的初审工作以及编辑过程中包括总体结构的把

握， 文字、 数据、 图表等细节的处理诸方面， 总结归纳了影响自然科学学报学术质量的因素及应对方法， 为

高校学报的编辑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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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般论文来讲， 其结构、 文字、 数据、 单位、 图

线以及表格、 公式等的表达要复杂得多， 编辑过程

中对它的处理有些直接影响学术内容， 有些是技术

问题或规范问题， 但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对学术内容

的表达产生影响。

1.总体结构的把握

（1） 题名。 在编辑过程中， 首先是题名的确定。
题名应该做到简明、 准确， 信息量尽量大， 专业名

词必须准确无误。 对题名不符合要求的， 按文稿内

容总结归纳核对， 再给作者好的建议。 层次标题则

应与总题名要求一样， 应该简洁、 明了、 准确。 同

一层次的标题表达同一层次的内容。

（2） 摘要。 高校学报的摘要一般是报道—指示

性摘要， 包括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而且要着

重突出自己的结果结论。 数据部分一定要仔细校对，
核实与文章主体是否一致， 确保准确无误， 否则对

文章的真实可信性会造成影响。 英文摘要则需要专

人把关。

（3） 关键词。 需按主题词表查实。 按摘要中的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四部分填写。

（4） 前言。 这部分应反映本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突出本文的创新性， 做到一目了然。

（5） 正文。 文中提出的实验方法必须有实验验

证， 否则就是假想、 空想， 其学术性必然受到质疑。

（6） 结论。 论文结论不能与中文摘要和论文分

析部分重复。

（7） 参考文献。 要准确无误， 尽量引用近年文

献， 按规范标注。 这也是学术质量可信的细节表现。

2．对文字、数据、符号、图表和公式的加工处理

在编 辑 过 程 中， 文 字 表 达 不 准 确， 数 据 错 误，
公式推导没有逻辑， 图表表达不准确， 都会直接影

响学术内容的准确性。
文稿 用 词 特 别 是 近 义 词 不 准， 科 技 术 语 滥 用，

不统一不规范， 数量词误用， 甚至介 词 使 用 不 当，
标点断句不正确， 都会引起概念混淆， 逻 辑 混 乱，

影响学术内容的表达。 而语序颠倒， 结构混乱更容

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
对于数据的加工， 除了计算验证， 与前后文字

推导验证外， 还要注意量和单位的使用， 一般可参

照 GB3100-3102—93 《量和单位》。 此外， 很多量和

单位在国标里没有， 这时以尊重该专业的习惯为好。
对于量符号， 除了国标、 专业习惯外， 必须确保一

种符号对应一种量， 否则就要乱套， 内容质量当然

就要受到影响。
学报论文的图一般分为框图、 照片图、 示意图

和坐标图。 根据各种图形的要求， 核 查 其 准 确 性，
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将一个程序图的箭头弄错了位

置， 就会影响整个运行步骤的阐述。 坐标图要注意

标示的目标值准确无误。 如一个坐标图的纵坐标是

质量分数， 数据最大不能超过 1， 而如果图线显示

的数据超过了 1， 那就需要找作者核实后重新作图。
还要检查图例说明， 看图线是否与 图 中 数 据 一 致，
因为笔者在工作中发现， 这也是作者经常会犯的错

误。 对于表格， 要注意表题、 表头符号、 单位等与

数据的对应关系， 以免弄错。
对于公式， 其数学符号、 正负号等一定要规范，

使用正确。 推导要有层次与逻辑性， 有些作者推导

过程跳跃性很大， 对此， 编辑要能逐一发现并让作

者予以补充修正。 化学式和化学符号， 分子式、 实

验式、 结构式、 反应式编排等也应遵守规范。
总之， 学报编辑依据这些关键点发挥作用， 用

心用力， 对提高和确保学报的学术质量就能有所作

为， 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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