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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气科学期刊《征稿简则》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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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大气科学学术类期刊《征稿简则》与美国气象
学会主办期刊的《简略作者指南》（ＡＢｒｉｅｆ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ｓ）进
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存在内容简略、同类期刊部分技术

要求不统一、不利于作者参考等缺点；而后者具有多刊技术要

求统一、内容丰富翔实、利于作者参考等优点。建议统一制订

中文大气科学学术类期刊的《征稿简则》，做到重点突出、内容

翔实，有利于作者、编辑参考，达到促进中文大气科学期刊整体

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征稿简则》；中文大气科学期刊；美国气象学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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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有近２０种大气科学学术类期刊，其中
核心期刊有９种［１］。为了阐明期刊宗旨、说明来稿要

求、约定双方行为等，各家期刊均制定了具有本刊特色

的《征稿简则》，而美国气象学会主办的９种大气科学
学术类期刊却统一使用唯一的《简略作者指南》（Ａ
Ｂｒｉｅｆ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ｓ）［２］。由于我国大气科学学术

类期刊刊载的多是大气科学领域及相关领域的学术论

文，所以，各期刊的《征稿简则》具有相通之处；同为大

气科学学术类期刊，美国气象学会主办期刊与我国大

气科学类期刊的《征稿简则》具有可比性，如参考文献

表中的西文刊名缩写、科技名词的缩略词、量和单位、

数学公式及符号等：因此，本文拟对中文大气科学学术

类期刊《征稿简则》与美国气象学会的《简略作者指

南》进行详细比较，期望找出中文期刊《征稿简则》的

不足，并借鉴美国气象学会的先进办刊经验，取长补

短，提升我国大气科学期刊的办刊水平，促进我国大气

科学期刊规范出版和大气科学研究再上新台阶。

１　美国气象学会《简略读者指南》简介

　　美国气象学会出版了９种学术期刊，分别为《大
气科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应用气象学和应用气候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物理海洋学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每月天气评论》
（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Ｒｅｖｉｅｗ）、《大气与海洋技术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气
候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天气和预报》（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水文气象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和《地球相互作用》（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２３］。

美国气象学会在其网站上提供了《简略作者指

南》的电子版文件（ＰＤＦ格式），供作者随时下载参考。
《简略作者指南》共有５页，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简略
作者指南》（为了行文方便，也称作《征稿简则》）电子

版的获取途径，有关期刊的网址，版权转让事宜，文稿

的主要内容（包括题名、摘要、正文、志谢、附录等），插

图，数学公式，单位，时间和日期，参考文献，如何向编

辑部提交与投寄有关文稿材料，在线投稿方法，出版费

用标准，以及投稿和修订稿的必备材料［２］。

２　中美大气科学期刊《征稿简则》的比较

　　一般情况下，学术期刊的《征稿简则》在结构上主
要包括期刊宗旨、来稿要求、双方约定３个方面［４］，本

文主要对中美大气科学期刊《征稿简则》的来稿要求

（论文结构、插图、量和单位、时间和日期、参考文献

等）和双方约定（论文版权转让协议、投稿方法和论文

发表费等）２大方面进行比较。
１）论文结构。中美大气科学期刊的论文结构没

有本质差别，美国气象学会《征稿简则》采用较多篇幅

阐述了论文应包含的具体内容（包括摘要、志谢、基金

项目、附录、表等），表述较细致；中文期刊《征稿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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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论文结构时，文字精练、简略。

２）插图。美国气象学会期刊对论文插图的要求
非常具体，可操作性强，如格式须为 ＥＰＳ或 ＴＩＦ，大小
等同于正式出版尺寸等；而中文期刊的要求则比较笼

统，不够具体，如“插图应精选”“应有自明性”等，不利

于作者按照出版要求制作论文插图。

３）量和单位。中文期刊虽然提出了“必须按照我
国现有的国家标准规范表达量和单位”的原则性要

求，但在《征稿简则》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国家标准，也

没有给出相应的典型实例，即使给出具体的国家标

准［５］，读者一般也不会去参阅；因此，该要求看似严

谨，实则于作者无益。美国气象学会对量和单位的符

号、字体、上下标、用法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同

时给出了相关实例。

４）时间和日期。美国气象学会要求“时间、时区、
日、月、年”的表达形式为“１６１９ＵＴＣ２６Ｍａｙ１９９８”，不
允许采用 ＧＭＴ、Ｚ取代 ＵＴＣ（与我国国家标准［６］不

同），允许采用其他时区标志，如 ＥＳＴ、ＥＤＴ、ＰＳＴ、ＬＳＴ
（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ｉｍｅ）或 ＬＴ（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２］。中文期刊
《征稿简则》没有给出相应的规定。

５）参考文献表。美国气象学会采用“作者 出版

年标引法”［７］，在大篇幅表述时给出典型实例，可阅读

性强；中文期刊采用“顺序标引法”，遵循我国 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８１０］，一般只给
出几类常见文献的著录格式，而没有给出各类参考文

献的典型实例，作者参阅较困难，特别是会议文集，最

复杂、最难著录，也最容易出现问题。

６）科技名词术语。美国气象学会在《征稿简则》
中没有给出常见的科技名词术语，而是在《作者指南》

（Ａｕｔｈｏｒｓ＇Ｇｕｉｄｅ）［１１］（相当于中文期刊的《征稿细则》）
中详细地给出了“科技术语和名词表”，弥补了《征稿

简则》的不足。中文期刊明确要求使用全国名词委公

布的名词，但是要求非常笼统。我们可以根据大气科

学的特点，列表给出一些常见的科技名词术语，并建议

参考《英汉汉英大气科学词汇》［１２］等权威专业词典。

７）论文版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转让协议［１３１４］。美国气

象学会在《征稿简则》中以较大篇幅详细介绍论文版

权转让问题，强调所有作者必须单独签订一份《论文

版权转让合同》而不是所有人在同一份合同上签字，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同研究单位合作者之间的

法律纠纷。中文期刊正在逐步开展此项工作，但在

《征稿简则》中多数期刊尚未论及此项，对此，编辑部

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补充相应的规定。

８）投稿方法。一般中文期刊要求作者邮寄一式
几份纸质稿件，通过 Ｅ－ｍａｉｌ传送稿件电子版或通过

编辑部的“稿件采编系统”上传电子稿件，并声明稿件

的审查期限、本刊审稿制度以及稿件查询方法等。美

国气象学会采用大篇幅论述稿件的投寄要求，强调通

过网络上传电子稿件，对于不能在线投稿的应投寄一

式５份纸质稿件。
９）论文发表费。尽管多数中文期刊已在收取论

文发表费和彩色插图印刷费，但是，在《征稿简则》中

明确收费标准的尚不多见，多数含混不清或不明确表

述。美国气象学会则规定［２］：论文发表费为１３５美元／
页，彩色印刷费为第１页５９０美元，第２页４９０美元，
此后每页１９０美元，并详细解释了这样收费的理由。
１０）联系方式。中美期刊都重视编辑部的联系方

式，但是，有自主网站的期刊优势明显，可以利用网络

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宣传自己，扩大期刊的影响，并且可

以非常方便地与作者互动，加强与作者的沟通和交流。

美国气象学会在大气科学期刊的建设中，特别注意网

络技术的应用，全面提升了期刊的各项指标［１５］。

综上所述，美国气象学会期刊的《征稿简则》对各

项要求非常明确、具体、详细，对某些“要求”的原因也

解释得清清楚楚；反观中文期刊《征稿简则》，说明文

字过于“精练”，作者除了“到此一览”外，往往很难有

更多实质性的收获。如何深层次剖析期刊规范要求及

广大作者的需求，使《征稿简则》的内容更加具体，针

对性更强，使内容表述更有吸引力，使各种实例变得

“有益启发”，使各种为作者、读者的服务更加贴近实

际需求，无疑都是制订《征稿简则》迫切需要研究和做

好的事情。

３　优化中文期刊《征稿简则》应重视的问题

　　１）从方便作者参阅的角度出发，比较详细地阐述
中文大气科学期刊《征稿简则》，且做到“内容具体，容

易参考”，特别是对较易出现问题的部分，应以较多篇

幅详细阐述。

２）从“实战”的角度出发，根据大气科学论文技术
规范的要点和难点，列举大量实例，以“实例”示人，应

用实例的“可模仿性”，为作者撰写论文提供参考和帮

助，做到“举例规范，易于接受”。

３）针对大气科学特点细化各项技术要求，做到
“深入阐述，具体表达”。例如，大气科学中经常使用

到日期和时间等概念，就应有专门章节阐述该项内容，

只要叙述内容清楚、明确、规范，一定能得到作者的认

可和欢迎。

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内容。例如，ＧＢ／Ｔ７７１４—
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代替了 ＧＢ／Ｔ７７１４—
１９８７，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实施后，我们应立即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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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并及时更换《征稿简则》中的相应内容。又

如，有的编辑部已经开始与作者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则

应在《征稿简则》中及时做出相应阐述，及时、有效地

向作者传播期刊的最新要求和举措。

５）收费标准公开、透明。多数中文期刊《征稿简
则》回避了论文发表费、彩色印刷费的收取标准等敏

感性问题。实际上，收取论文发表费和彩色印刷费是

对学术期刊办刊经费不足的一种补充，属于合理合法

收费［１６１７］，编辑部没有必要躲躲藏藏、避而不谈，完全

可以大大方方地在《征稿简则》中明确各类收费标准，

做到公开透明，让作者明明白白。这样，有利于达成编

者与作者之间的默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６）建立期刊网站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发布
最新的《征稿简则》，起到与作者积极沟通的桥梁作

用。美国气象学会期刊的《征稿简则》首先给作者提

供的就是其有效网址，极大地方便了作者对相关信息

的获取，以及对更多信息的浏览，这对期刊的品牌建设

具有巨大作用，可以为期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４　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并考虑大多数期刊均脱胎于计划
经济体制，管理机制复杂，运行机制不完善［１５］，期刊存

在“布局分散、小而全”等不足，编辑工作分工不细，多

数编辑人员要完成期刊从“收稿”到“发行”所有工作

等的实际情况，兹提出如下建议。

１）搭建研制平台。在期刊主办单位比较分散的
情况下，为了改变期刊各自为战的格局，由中国气象学

会牵头，协调多家期刊联合起来，搭建研制平台，统一

研制期刊发展急需的《征稿简则》。

２）组织研制队伍。组织成立大气科学期刊《征稿
简则》研制小组，具体负责《征稿简则》的研究、讨论、

制订、推广以及再修订等工作。

３）加强研究，统一要求。申请专项研究经费来支
持研制工作；各期刊单位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必要保

证；由中国气象学会领导或者资深编者挂帅，领导和部

署研制小组积极开展工作，并终审所起草的各项技术

要求和规范。

４）制订《征稿细则》。除《征稿简则》外，中文大气
科学期刊尚无《征稿细则》；但是，作者却非常需要内

容翔实、可参考性强的《征稿细则》，因此，制订内容详

尽的《征稿细则》非常必要。对此，应加强大气科学稿

件技术特点及常见错误的研究，科学客观、与时俱进地

分析作者的投稿需求，使得《征稿细则》能够满足作者

各方面的需要。凡是编辑部要求、作者需要的，都应在

《征稿细则》中得到最详尽的刻画和反映。

５）网络发布，及时更新。在期刊网站上发布《征
稿简则》及《征稿细则》的电子版，供作者、读者随时下

载参阅。随着期刊出版的发展以及对稿件要求的改

变，应及时更新相关内容，并将修订后的《征稿简则》

和《征稿细则》公布在期刊网站上，满足作者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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