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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术期刊联盟防范一稿多投
———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期刊联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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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解决长期困扰科技期刊界的一稿多投问题，
根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期刊联盟的实践，介绍利用同

行业学术期刊联盟的数据共享优势及网络出版平台，对一稿多

投进行防范与处理的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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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期刊联盟的建立

　　近些年来，一稿两投甚至一稿多投现象一直是科
技界存在的一个弊端，也给众多科技期刊的正常编辑

工作带来了一定困扰，对期刊和作者的声誉造成很大

的负面影响。科技期刊工作者为此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来杜绝一稿多投行为的发生［１５］，但该现象仍时

有发生［１，６］。

随着网络化的普及及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共享，

利用互联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稿多投［７８］；但

是，由于各编辑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及信息发布滞后，

编辑人员对一稿多投主要以单打独斗的检索方式加以

防范。这种检索方式只能判断稿件内容是否已在它刊

录用并发表，即使发现了一稿多投行为，并对相关责任

人加以处罚；但对期刊本身来说，仍是一种很大的损

失，并且这种检索方式的前提还需是它刊已将稿件信

息公布于网络上。

目前，一稿多投行为因作者的急功近利等因素而

多以“同时”向多刊投同一稿件为主要发生方式。由

于各个期刊在稿件审理阶段彼此间的信息独立，对所

投稿件仍然正常审理，经常是直到录用发表时才发现

问题，这给众多的学术期刊造成了很大负担及人力、物

力的浪费，甚至产生各种纠纷，严重扰乱了科技期刊的

正常管理和运营。对一稿多投行为，仍需寻求更多、更

有效的方法加以防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报信息部建立的材料期

刊联盟可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并初

见成效。

２００４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报信息部以其
所属的《金属学报》、《金属学报》（英文版）、《ＪＭＳＴ》、
《材料研究学报》、《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腐蚀科学

与防护技术》等６刊为基础，建立了局域的材料期刊
联盟。联盟对６刊原有的各类信息加以集成整合，建
立了统一的大型数据库，实现６刊的数据库共享，利用
这一优势可对一稿多投现象进行有效防范。同时，联

盟内的各期刊编辑部又拥有彼此独立的采编、发布平

台，这就既保证了各编辑部内部的正常运行，在发现

一稿多投行为时又可对相关作者进行联合处罚。

２　利用材料期刊联盟数据库共享优势防范一
稿多投行为

　　一般情况下，拥有独立采编系统的科技期刊，其数
据库信息的采集主要依靠编辑部的长期积累，录入和

储存的内容基本以与编辑部产生联系的作者和审稿专

家等信息为主，来源渠道简单，数据库规模较小。对一

稿多投行为的审查，期刊编辑一般只能检索到作者在

该编辑部的历史投稿行为，防范效果微乎其微。材料

期刊联盟６种期刊采用共同的数据库，可实现包括作
者信息、读者信息、文章信息、审稿专家和编委信息等

的查询，其范围不再局限于各期刊内部，而是扩大至６
种期刊的所有信息内容。这种期刊联盟数据库的集成

共享，不仅节约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最为重要的

是，其信息容量得到了大幅度扩充，编辑人员通过对该

大型数据库的检索，可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一稿多投行

为的发生。

由于同类科技期刊拥有大致相同的作者群，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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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稿多投行为都发生在同类期刊之间。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金属学报》、《金属学报》（英文版）、

《ＪＭＳＴ》、《材料研究学报》、《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等６刊皆属材料类科技期刊，
期刊联盟的建立为各刊稿件的一稿多投审查提供了极

大便利。例如《材料研究学报》，在收到稿件时，可对

稿件的全部作者实现投稿历史包括作者在其他５刊投
稿记录和相似稿件的查询，并可通过查重功能跨库查

阅在ＣＮＫＩ等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检索范围大大增加，
从而在收稿阶段即可减少一部分一稿多投现象的发

生，避免给后续工作造成更大的麻烦。

稿件在正常收稿后进入审稿流程，不管稿件处于

哪个审稿阶段，编辑随时可对作者在６刊的投稿历史
等相关信息进行再次查询，以防止作者在稿件审理期

间将稿件再投他刊。这是对一稿多投行为的再次把

关，也更为全面和周密。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金属研究所６种期刊通过期刊联
盟的数据库共享，已发现一稿多投稿件２０余篇，有力
地保障了稿件来源的质量。这种通过同行业期刊数据

共享来实现稿件一稿多投甄别的方式，不仅能够在收

稿、审稿等阶段保证稿件质量，而且避免了后续工作中

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３　利用各自独立的采编系统和发布平台处理
一稿多投行为

　　虽然材料期刊联盟６种期刊共用一个数据库，但
各期刊编辑部又拥有独立的采编系统和发布平台，编

辑只对其编辑部内部的稿件具有处理和发布权限，而

对其他期刊的稿件只具有查询权限。这既保证了编辑

部内部稿件的正常处理，又可实现编辑部之间稿件信

息的联通，这一特点在对一稿多投行为的处罚中有很

大作用。

一般情况下，一旦发现作者有一稿多投行为，可根

据具体情况，对作者进行惩治，以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

用［１５］。科技期刊通常采取退稿、在期刊上曝光、一定

时间限制其投稿、通知作者单位等措施处理一稿多投

行为。除以上措施，利用期刊联盟各自的采编系统和

发布平台也可对作者实施相应的处罚。

１）利用联盟内各编辑部采编系统联合对作者进
行处罚。例如《材料研究学报》，如果稿件尚未排版印

刷，除坚决退稿，并在３年之内拒收其再次投稿外，还

在采编系统的作者信息中注明其一稿多投的具体情

况，并标明禁止作者再次投稿的时间限制。由于６刊
数据共享，作者在投往其他５刊时皆被禁止，３年内再
投本刊，也会被系统拒绝。这是对作者不当行为的惩

处，期望以此对其未来的投稿行为有警示作用，也期望

对其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

２）对于一稿多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借助期刊
联盟网站进行曝光。对发生一稿多投行为的作者，除

了在本刊发布平台加以公布外，同时会在作者投稿的

其他期刊网站上公布加以处罚；但应当注意的是，需设

立合理的信息发布时限，当时满后，应及时停止该信息

的发布。

４　结束语

　　目前，国内尚鲜有某一学科领域内大型的数据库
联网或数据共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建立的材料

领域期刊联盟，利用６刊数据库共享、跨库查询等优势
可对一稿多投现象进行更为有效的防范和处理。该联

盟虽为局域的期刊联盟，但可以认为，未来相同或相近

学科领域的大型期刊联盟乃至数据库的信息集成和共

享，在防范一稿多投行为上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

减少科技期刊重复发表现象，提高编辑工作效率，净化

出版界的学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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