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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综述文献选择科技论文审稿专家

徐清华　陈爱萍　赵惠祥　张　弘　刘燕萍　余溢文
《同济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９２，上海

摘　要　在描述综述型论文特点的基础上，指出综述对于编辑
学习学科专业知识、选择审稿专家的作用。认为：利用综述文

献选择审稿专家，一是从参考文献中寻找合适的审稿专家，二

是编辑利用综述学习专业知识，确定合适的审稿专家。具体讲

述编辑如何利用综述学习学科专业知识并整理专业知识脉络

的方法以及收集综述文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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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稿是学术期刊组织审稿的重要阶段，对于

审稿专家的选择许多文献提出了见解［１７］。科技学术

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包含了很多学科的稿件，

每个编辑不可避免地需要送审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去甚

远的学科的稿件，这就给编辑选择合适的审稿专家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对于编辑如何学习其他学科的专业

知识，文献［８］提到了“教材”。此外，可以通过平时的
编辑工作来积累。

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

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反映当前某一领域

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

议，往往反映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

理和新技术等［９］；所以，一方面可以利用综述直接为

稿件送审服务，即从综述论文的参考文献的作者中挑

选合适的审稿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综述间接为送审

服务，即编辑利用综述对有关专业的知识结构进行梳

理，从而可以通过准确选定有关的研究方向来选择合

适的审稿人。本文主要对后者进行探讨。

１　利用综述梳理专业知识脉络

　　有些文献综述从相对大一些的角度去写，有提纲
挈领的作用，适合帮助编辑建立立体的知识大框架。

一旦有了大框架，平时稿件送审工作中获得的那些零

星无序的散落在头脑中的各种相关知识容易放到特定

的知识结点上，使得知识体系变得清晰有序。阅读这

类综述可以对某研究方向快速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

认识。

例如，一位院士的综述《论结构创新》，描述了结

构创新的动力、前提和途径。在结构创新的前提中提

到了与结构工程相关的学科，包括材料学、建筑学、工

程力学、机电与控制工程、信息工程和计算机仿真技

术。了解了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在遇到一些交叉学科

稿件时一是容易界定送审范围，二是对于一篇稿件可

选择不同学科的专家审稿，从不同专业角度对稿件进

行评价。

该综述比较详细地讲述了结构创新过程中涉及到

材料、体系、施工、功能、试验和理论方面的创新。如在

讲述结构创新体系方面，概括了体系发展历程为“受

压为主→受拉为主→组合（拉压组合）→多功能”，并
详细描述了目前多高层结构和大跨度结构的发展情

况，其中将现代大跨度结构分为刚性空间结构体系

（网架、网壳）、柔性空间结构体系（悬索、薄膜、张拉

集成）、杂交空间结构体系以及可展开和可折叠结构。

其中体系发展历程高度概括，只有１句话，但看到这句
话，立刻明白了普通住房、一些汽车生产车间的厂房、

一些越江大桥、体育馆等的结构处于这个历程中的哪

个阶段，看到现代大跨度结构中的内容终于明白以前

储备的知识中“杆”“节点”等与“刚性空间结构体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终于能将它们放到知识大框架的合

理的位置上，也明白了梁肋、拱、桁架、薄壳结构与网

架、网壳结构的关系。文献综述在有限的版面上讲述

很多内容，必然高度概括凝练。这一特点对于编辑了

解专业知识非常有利。

上述文献综述相对宏观地描述了结构工程，纲举

目张，阅读后对结构方面有了宏观的了解。有些综述

则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去描述。同样是结构方面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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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描述范围则大小有别，如《国内空间结构节点综

述》《ＳＲＣ异形柱节点构造综述》。描述范围小的综述
有其独特的好处，它的研究方向更加集中，一方面编辑

可以通过它了解细致的并且是前沿热点的专业研究内

容，可将其填充到知识大框架中，完善其结构，另一方

面，它所列出的参考文献的作者对于有些新兴的交叉

学科的稿件要查找审稿专家就更为方便。

在阅读综述时，做笔记是一种好的选择，一方面有

利于整理思路，另一方面由于并不一定要完全记住学

科的知识结构，可以在每次阅读时写下阅读内容的知

识框架，无论是大是小，在送审时对照着看十分方便。

如此在不断的知识积累中，这些大小知识框架会有机

地结合起来，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在积累丰厚时就可以

从容而准确地判断稿件所属的研究方向。

２　综述文献的搜集方法

　　既然综述文献对于学习专业知识、理清知识脉络
很有用处，那么如何获得综述文献呢？

１）平时工作中留心收集。①在平时的送审中留
意综述，如前文提及的《论结构创新》，最初接触时是

一篇送审的论文。②在送审稿件中遇到参考文献中的
文献综述，将它们从数据库中下载、保存。③在寻找审
稿人的过程中偶遇的，如搜索相关作者或某方面的文

献时恰好遇到的综述，应及时保存、分类。

２）运用题名中的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有些
综述型的论文题名中就有“综述”２字，用此在数据库
如“中国知网”里搜索。检索项选择“题名”，检索词为

“综述”，选择检索的时间范围，如从２００５年至今。这
样搜索到５万多条记录。然后缩小范围，如想寻找风
工程的，则再将检索词写为“风”，并将“在已知结果中

搜索”前的方框打钩，点击“检索”按钮，剩下２００多条
记录，即可从中选择所需的文献，如有《桥梁抗风研究

方法综述》《建筑物风环境 ＣＦＤ模拟方法综述》
《膜结构及其风振控制研究综述》《结构抗风研究

发展现状综述》等。题名中还有另外一些文字也能表

明该文是综述性的文献，如“研究进展”“发展趋势”

“研究现状”“展望 ”“前沿”等，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

检索。

３）特定人员的综述文献搜索。比如很想看某个
研究方向著名研究人员的综述文献，但不知道文章题

名，也不知道作者是谁。通过方法２）也没搜索到。如
文献《论结构创新》题名中并不包含常见的表明该文

是综述的词，就比较难搜索。这种情况下可以改换搜

索思路。可以先确定该研究方向研究人员姓名，如用

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等搜索“土木工程 院士”“土木

工程 长江学者”“桥梁 院士”“钢结构 长江学者”等；

然后以搜索到的姓名进数据库搜索，并且将检索项选

择为“第一作者”。以“土木工程 院士”搜索为例，在

搜索引擎中搜索后获得一些院士姓名，然后进入“中

国知网”数据库分别以姓名并以其为第一作者身份进

行搜索，这样获得一些院士的文献综述，如《空间结构

的发展历史、创新、形式分类与实践应用》《桥梁抗震

设计规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现代桥梁抗风理论及

其应用》《膜结构风振响应中的流固耦合效应研究进

展》《现代抗震设计理论的发展过程》等。

３　案例

　　如要送审一篇稿件《拟合多维设计用能量反应谱
及峰值速度的地震动调整方法》，假设对该研究内容

不了解，但希望能快速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框架以准

确选择审稿人。可在“中国知网”中设定检索项为“标

题”、检索词为“综述”进行搜索，再设定检索项为“标

题”、检索词为“地震动”并且设定“在结果中检索”。

这样获得了一些综述，为《地震动功率谱模型综述》

《工程地震动模拟研究综述》等，从中知道了地震工程

中的研究对象为地震动（输入）、结构（体系）、结构反

应（输出），结构地震反应的分析方法有反应谱法、功

率谱法和时程法，与之相应的地震动输入是输入反应

谱曲线、输入功率谱曲线和时程曲线。通过这些可了

解该稿件研究的是地震动输入，这样就大致可以确定

研究范围了。

若对某个专业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能判定应送

审的研究方向，这样送审就比较容易了。如确定了上

述稿件的研究方向为“地震工程”，可以在搜索引擎中

输入“教授 研究方向地震工程”或“研究员 研究方向

地震工程”就能找到合适的审稿人。上述２位审稿专
家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地震工程学、结构工程”和“地

震工程学、岩土工程学、计算力学及波动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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