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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际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的几点体会  !  

教
,

也应该向异军突起的期刊新秀取经
。

提高期刊质量需要国家投资
,

但这不是唯一 的

办法
。

适当地刊登一些广告也许是一个不错 的办

法
。

广告一方面可以增加收人
,

另一方面可 以增加

读者
,

即增 加发行量
。

相 当一 部分 人对 ∀#∃% & ∋( 》
、

∀)∗ +( ,∗ (−− 上的大篇幅广告 比科技论文更感兴趣也是

事实
。

当然
,

这个问题是可 以商讨 的
。

知识分 子的

清高有时候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

总而言之
,

写高质量 的科技论文一定要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
,

论文的评估也应实事求是
,

不能无视一

篇论文的科学内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实际贡献
,

只

是简单地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数字化标准
。

无论是发

表高质量的科技论文
,

还是办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

我们都得脚踏实地地去做
。

只说不练是不会有成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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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豁终然粼鞍募罄爵憨豁续琶蛋袭理鹭慈会舞努装擎参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
,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
。

中国科技界的实力也

在不断增强
。 “

科教兴国
”

的提出与实施将把这一趋

势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

在这样一个在趋势下
,

中国

科技界也在各个领域中全面走 向世界
,

成为世界科

技界的一个重要声音
。

科技界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

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通过各种出版物向世界介绍中国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

科学发现与学术思想
。

科学研

究
,

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以科技论文

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
。

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与出版

物的传播范围与能见度有相当的关系
。

一篇有价值

的研究论文如果纯粹 以中文发表在某个 地方刊物

上
,

它的价值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机会就相对较小
。

据我所知
,

为了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科技界 的声

音
,

至少有 Μ 个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
�

一是提高国内

刊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

如增加论文中英文信息 的

份量
,

在出版形式上与国际刊物规范接轨等等 Λ二是

通过经济
、

名誉与个人利益相关联等手段鼓励 中国

科学家在国际性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
。

这些措施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据《中国科学引文资料库》

统计结果表明
,

 Ν ΝΟ 年 中国科技论文总数和被引用

数双双首次进人世界前  ϑ 名
。

被 收入 )54 的论文

数量达  Π ! � � 篇
,

比  Ν Ν Π 年增长  Π
Θ

!Ρ
。

在众多的国际刊物 中英国的《# ∃% & ∋( 》和美 国的

《)∗+ ( ,∗ (
》是最为著名的 Μ 种综合学术刊物

,

它们 的

发行量和影响力可 以说高于其他任何专业性 刊物
。

从  Ν ΝΚ 一  Ν Ν! 年
,

我 曾在《#∃% & ∋( 》上 以第 一作者发

表过 Κ 篇文章
,

也为《#∃% & ∋( 》审过若干篇稿件
。

在编

辑的鼓励下
,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 自己 向英国《#
∃ Σ

%& ∋( 》投稿
、

审稿的经验与体会
,

希望能对科学界同行

向《# ∃% & ∋(》等国际刊物投稿时有一点帮助
。

 为什么向∀∀# ∃%& ∋( −−投稿

我为什么连续 向《# ∃% & ∋( 》而不是向 ∀∀)∗ +(, ∗( 》投

本文 于  Ν ΝΝ 年 � 月  Π 日收到

zhang
线条

zhang
线条

zhang
线条



 ! Μ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Ν ΝΝ 年

稿 Τ 这个问题有它的机遇性
,

也有一些实在的原因
。

对我来说
,

文章在两 刊中任何一个发表具有 同等的

重要性
。

但两刊各有 自己 的特点
,

细小 的特点有时

可以影响投稿者的倾向性
。

两刊在形式上有它们的

相同性
。

比如科技论文基本以 � 种形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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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章较长
,

一般可在 ς一 Ο 页左右
。

研究报道一

般为 Μ一 Κ 页
,

通讯一般不超过  页
。

但两 刊的一 个

重要差别是《)∗ +( ,∗ (》允许参考文献 中在一个参考文

献号下列出一个以 上的文献
,

同时也允许 在参考文

献下加人简要注解说明等
。

这 Μ 点在 《#∃% & ∋( 》中都

是不允许 的
。

因此
,

在同一类文章形式中
,

《)∗ +(, ∗( 》

提供 了较大的空间
。

在对空间要求极为苛刻的情况

下
,

这是
一

十分值得考虑的一点
。

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两刊的审稿程序
。

这个程

序与两刊的隶属有很大关系
。

《)∗ +(, ∗( 》是
“

美国科

学促进会 ∀;; ;)−
”

的会刊
,

而《#∃% & ∋(》则属于一 出版

公司
。

《)∗ +即∗( 》有一 个很 大的评 审委员会 负责 审

稿
,

评审委员会成员 由世界知名科学家组成
。

这些

科学家的背景与组成成分对稿件的筛选有很大的影

响
。

而《#∃% & ∋( 》对稿件 的筛选受编辑 的影响较大
。

稿件由编辑初选后寄送有关专家审阅
。

第三点差别是 《)∗ +(,∗ (−− 在北美 的影响力较强
Θ

这和它是 ;; ;) 会刊有关
。

因为美 国许多科技人员

都是该会会员
,

而会员交纳会费后就 自动收到每一

期《)∗ +(, ∗( 》
,

因此它的发行量较《# ∃% & ∋( 》大一些
。

而

《# ∃% & ∋( 》则基本是商业性经营
。

但 它在全球 的影响

似乎较大一些
,

所发表 的文章引用率也高一些
。

但

这些差别每年都会有变化
。

对我来说
,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 ∋( 》有它的姐

妹刊《自然医学》和《自然遗传学》等
。

由于医学和遗

传学是当今科学研究 中最 为活跃
、

研究成果产出最

高的 Μ 个学科
,

因此
,

《# ∃% & ∋(》姐妹刊的存 在可以减

少这 Μ 方面文章对其他科技论文的压力
。

其结果是

非医学
,

非遗传方 面的研究 可能有 较 多的 机会 在

《# ∃% & ∋(》上得以发表
。

这 至少是 我个人认为 的一个

重要因素
。

一旦我向《# ∃% & ∋( 》投 了第一篇稿并得到

发表后
,

便与《# ∃% & ∋( 》的编辑有 了某种工作联系
,

继

续向《#∃% & ∋( 》投稿似乎顺理成章
。

Μ 什么样的文章能在∀∀# ∃ %& ∋ (》上发表

这个问题没有 固定答案
。

由于它的知名度
,

世

界上许许多多科学家都希望在《# ∃% & ∋( 》上发表文章
,

使 自己的研究为世人所知
。

由于稿源充分
,

《#∃% & ∋( 》

的退稿率可达 Νϑ Ρ
。

也就是说每  ϑ 个投稿人各投

 份稿
,

仅有  人能发表
。

我共投过 Κ 次稿
,

Κ 次都

发表 了
,

不能不说运气比较好
。

除 了运气之外
,

以下

一些看法也许可供参考
。

首先是研究的质量和重要性
。

质量的衡量较为

客观
,

可以从研究的深度广度
,

研究方法
,

资料数据

的完整与可信程度
,

论文的逻辑 推理与结论等方面

来判断
。

重要性则是一个很主观的没有固定衡量标

准的概念
。

不同领域的研究其重要性基本上不能相

比
,

比也没有多大意义
。

即使在 同领域的研究 中相

比也有很大的困难
。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让我觉得我

的研究
“

重要
”

到能投给《# ∃% & ∋( 》呢 Τ

我的看法是
,

研究 内容首先要新
。

新发现一般

较具报道性
。

虽然《# ∃% & ∋( 》是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
,

但它同时也刊载大量广告
,

具有商业刊物的性质
,

可

报道性对它来说至关重要
。

这一点对投稿人作出判

断也是 十分重要
。

我所学的是古生物
,

古生物学研

究中常有新发现
。

中国地大物博
,

古生物资源丰富
,

最近几年中国古生物研究 比其他领域在《#∃% & , 》和

《)∗ +( ,∗ (》有较多的报道
,

比如辽西的中生代鸟化石
,

和这个
“

新
”

字多少有些关系
。

但新的发现在科学研

究中比比 皆是
,

并不是所有新发现都可在《#∃% & ∋(》上

发表的
。

新发现还应 当有几个其他的要素
。

∀Γ− 它

为基础科学研究提出 了新 的方 向
、

新 的问题 Λ ∀Μ− 它

提供的证据和解释有助于理解 当前具有争议的问

题
Λ ∀�− 具有广泛的公众效应

。

第  点很容易理解
。

对第 Μ 点各家刊物有 不同的政策
,

有 的刊物倾向于

少登或不登有争议 的东 西
。

从我 的经 验来看 觉得

《# ∃% & ∋(》似乎鼓励某些带有争议性的研究
。

往往在

带有争议性的研究发表的同时或以后
,

∀#∃% & ∋(》还会

组织有关的讨论
,

让不 同的看法意 见得以表达
。

这

不仅可以起到活跃和引导科学研究的 目的
,

也增加

了刊物本身的能见度
。

公众效应在我的理解中是指

在科学界被接受和感兴趣的程度
。

过于深奥狭窄的

研究较不容易在《#∃% & ∋( 》上发表
。

因为这一类 文章

涉及的读者面窄
,

编辑或审稿人经常会建议作者将

此类论文投到专业刊物上去
。

辽西的鸟化石对于鸟

的起源演化以及鸟类与其他脊椎动物 ∀如恐龙 −的关

系都有重要意义
,

具有上述几个要素
,

所以 比较容易

出现在《#∃% & ∋(》上
。

辽西中生代鸟化石之宝贵
,

可以

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

但 皇帝 的女儿毕竟有限
,

大部分的科学发现往往不太显眼
,

它们 的重要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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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的
。

这些研究能否登上《% &∋ ( )∗ 》

要看研究者能否发掘出其上述几个要素来
,

这取决

于研究者对学科的了解深浅
,

知识面的广窄
,

技术手

段的先进程度等
“

水平
”

因素
,

如最近 + 期 , +−−− 年 .

月 +/ 日出版 0 《%
& ∋( )∗ 》上刊 载的 12 ( 3

4

等 人的论

文
,

虽然所研究的材料并不十分精彩
,

但其涉及的问

题也有以上几个要素
。

上述的研究以新发现为其重点
。

另一类科技论

文偏重于建立理论
、

假说
、

模型等
。

这一类论文带有

综合性
,

针对存在的问题
,

虽然其重要性可能更高
,

但它们在《% &∋ ( )∗ 》上发表的几率较小
。

这可能是 因

为 5 , ∀0 它们不如一个新发现来得实在而具报道性 #

,.0 它们需要大量的支持资料和数据
,

因而不易用短

文表达 # ,60 它们容易因为审阅者的不同观点而被枪

毙掉 # ,70 这类论文数量本身较少
。

对于第 . 点来

说
,

, %&∋ ( 。 0现在可以让一篇论文的支持资料和数据

存人它的万维网页上作为正文的辅助材料
,

扩展了

有关论文发表的面
。

从我所 了解的情况看
,

我们 中

国学者发表的这一类论文相对较少
。

同行 中常会有人抱怨某某研究不怎么样
,

居然

也登在《%&∋ ( )∗ 》上
。

客观地看
,

有 . 点可能构成这种

抱怨的基础
。

, ∀0 严格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

《%
& 8

∋( )∗ 》上的文章不一定都是某个学科 中最重要 的研

究
。

有的重要研究因为某些技术原因
,

比如篇幅所

限无法以短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

因而不会在《%&∋ ( )∗ 》

上发表
。

有些重要 的研究不一定有上述 的可报道

性
。

,.0 虽然经过严格的审阅
,

但人毕竟有出差错的

时候
,

更不用说偏见与知识面的有限
。

因此
,

科学价

值有疑问的研究有时也会蒙混过关刊登出来
。

有些困难
。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多少会影响到投稿的

成功率
。

因为如果作 者的思想不能明确表达 出来
,

研究的意义可能被削弱
。

但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研

究不会因为英文上的缺陷而被埋没
。

不断的练习以

达到一个基本的英文表达水平则是必要的
。

稿件请

同行阅读修改也不失为一 可考虑的途径
。

当然
,

科

学研究是一个竞争很激烈 的领域
,

适 当的保护行为

是必需的
。

《%&∋ ( )∗ 》面向的读者是多样性的
,

它要求作者尽

量少用偏颇的技术词汇
,

能不用尽量不用
,

必须要用

时一定要将定义解释清楚
。

,, %&∋ ( )∗ 》希望一篇科技

文章不仅本专业 的人士能理解
,

非专业读者也能至

少理解其主要意义
。

尤其是文章开头 的一段
,

更是

要让人一 眼看懂文章 的背景
,

内容和结论是什么
。

因此
,

这一段虽然仅有百十来个字
,

往往最为难写
。

我通常要经过几十遍的修改才能感到满意
。

由于篇

幅有限
,

基本没有可 以重复的余地
,

文章的结构
,

逻

辑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

仔细推敲文章结构可以增

加文章的明晰度并减少不必要的赘述
。

《% &∋ ( 。》文章中
,

允许一定数量的图表
。

图表不

仅是研究结果的直接表述
,

我相信对文章 的接收发

表亦有一定 的影 响
。

因为一个刊物是让人读和看

的
,

好的图表可以增加可看性
。

此外
,

图表也允许有

一定字数 的图件说明
,

与正文相比
,

这是一个可以包

含大量信 息的地方
。

善用图表及图件说 明非常重

要
。

总的来说
,

图件说明主要是技术性的内容
,

而有

关的背景
,

结果
,

讨论
,

结论等则是正文的内容
。

6 《% & ∋( )∗ 》文章的写作

《% &∋ ( )∗ 》是英 文刊物
,

所有 的文章都 以英 文写

成
。

由于篇幅限制
,

文章必需简明扼要
,

能将研究的

要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

总的来说写这样的文章

难度较高
,

每个字句都必须仔细推敲
,

相对费 时较

多
。

这并不意味着写作时需要特别漂亮的英文
。

相

反《% &∋( )∗ 》的文章要面向非英语国家读者
,

因此更需

要 以简单平易的英语来写作
。

科技文章的第一要素

是清晰
,

明确告诉读者作者要讲的事
,

而不是绕弯

弯
。

我曾经问过《%&∋ ( )∗ 》的编辑《%&∋ ( )∗ 》稿件写作有

什么窍门
,

回答是就象平时说话一样平易简单就行
。

但以平易的英文写作与用平 易的中文写作一样
,

或

许更不容易
。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

以英文写作或多或少都会

7 《%&∋( )∗ 》文章的审阅

一般来说
,

如果作者知道负责 自己这个研究领

域的编辑
,

可以将稿子直接寄给该编辑
。

否则寄给

《%&∋
( )∗ 》编辑部

,

除了伦敦的办公室外
,

《%&∋ ( )∗ 》在美

国华盛顿
,

日本东京有 自己的办公室
,

北美的作者一

般可将稿件寄往华盛顿办公室
。

一篇稿件投到9%&∋ ( )∗ 》后
,

作者会很快收到编辑

的一个卡
,

表明稿件已收到
。

如果在 +一. 个月中作

者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

那么这可能是个好征兆
,

说明

编辑认为稿子可能适合《% &∋ ( )∗ 》
,

把稿子寄给有关专

家审阅去 了
。

如果编辑认为稿子不合适
,

会很快将

它退 回作者
。

从我 自己 的投稿审稿经验来看
,

稿子

一般会寄给 6 位专家审阅
。

投稿时作者可以附带建

议可能的审稿人并提供他们的联系地址
、

电话
、

电子

邮件信箱等资料
。

但 编辑为 了审稿 的公正性
,

不会

把稿子都寄给作者建议的审稿人
。

编辑先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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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阅人联 系
,

征求他们是 否愿意审稿并 且可在 �

个星期之内将审完的稿子寄还给编辑
。

如果达成协

议
,

稿子会经由快递在第 Μ 天或第 � 天寄到审稿人

手中
。

《# ∃% &∋( 》要求审稿人对稿件绝对保密
,

不允许

告诉其他任何人所审的稿件
,

不许复印留存
,

不许让

另外的人看所审的稿件
。

如果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需

要某人协助审稿
,

则审阅人需向《#∃% & ∋( 》报告这一情

况
。

审稿人当然不能使用稿件的内容
。

由于审稿人

一般是同行
,

所以存在研究上的利益冲突是常见的

情况
,

保护作者的利益不言而喻是十分重要的
,

也是

科学道德 问题
。

审稿人要说明所审稿件 的科学性
、

重要性
、

是否

有新见解 以及是否适合在《#∃% & ∋( 》上发表
,

并写下具

体的评论
。

尤其在有不同意见时
,

更要说明问题所

在的原因理由
。

稿子 审阅完后
,

审稿人可向编辑 表

明自己的名字可 以让稿件作者知道
,

否则所有的审

稿意见将 以匿名形式经 由编辑寄给作者
,

让作者进

行修改
。

修改过程中
,

如作者不同意审稿人的意见
,

不愿做相关的修改
,

则需要提出合理的解释和理 由
。

当然
,

如果审稿人对 稿件提 出严重的问题或表 明其

意义不大
,

编辑可根据审稿人的意见正式退稿
。

稿

子修改后被再次寄给审稿人
,

编辑也会把另外 Μ 个

审稿人的意见分别寄给第 � 个审稿人
。

审稿人根据

稿子修改的情况再作一次审评
,

审评后 的稿子 由编

辑再次寄给作者修改
,

最后 由编辑决 定是否发 表
。

当然稿子也可能在一次审阅后便适合发表
,

也可能

有 Μ 次以上 的修改
。

根据我 的经验
,

一份稿件从投

稿到正式发表要花 Κ一Ο 个月的时间
,

少数情况会更

短或更长
。

一旦稿子被采用
,

编辑会正式通知作者
。

从采

用到正式发表一般约  个 月的时间
。

总的来说
,

这

个周期是相 当短的
。

作者在收到稿子被采用发表通

过的同时
,

要与《#∃% & ∋( −−签一个合约
,

表明在文章 正

式发表之前不公开 自己 的研究结果
,

尤其不能与媒

体发表有关内容
,

否则《#∃%& ∋( 》有权不发表该稿件
。

唯一例外是在专业性 的学术会议上简报研究 内容
。

另外一种例外情况是虽然作者与某个媒体的记者谈

论 了自己 的研究
,

但记者保证不事先发表有关内容
。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记者一般 不懂研究 的内容
,

需

要一定的时间来理解
,

以便文章正式发表时能及时

发新闻
。

《#∃% & ∋( 》办公室每个星期 四在伦敦和华盛

顿 ∀东京的情况我不 了解 −有新 闻发布会
,

介绍下期

《#∃% & ∋(》的 内容
。

此 时
,

有关的研究 内容便可见报

了
。

因为《#∃% & ∋(》也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来 扩大它

的影响力
。

从这个时候到文章发表后 的两三个星期

间
,

作者将会接到许多报刊
,

电台记者的采访
。

论文在《# ∃% & ∋( 》发表是没有稿酬 的
。

作者在 收

到稿子被接收发表通知时
,

还会 收到论文抽印本 的

定购单
。

如需要
,

作者可用 课题费或 自己掏腰包定

购抽印本
。

如果文中有彩色图表
,

抽印本会很昂贵
。

最后要说 的一点是
,

就象其他任何 出版物一样
,

《#∃ %& ∋(》也在不停地开发 自己的市场
。

作为一个国

际性的综 合科 学刊物
,

《#∃% & ∋( 》在欧美有更 大的影

响
,

这与历史
、

语言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
。

随

着 中国和亚洲各 国经济
、

科学的不断发展
,

《#∃%& ∋( 》

也希望开拓这一巨大 的市场
,

这给 中国科技人员带

来 了更好的机遇
。

可以预见 中国科技研究的结果将

会更多的出现在《# ∃% & ∋(》等国际科学刊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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