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０９０８
　２１（４）

从稿件本身入手准确遴选审稿人

傅　佑　丽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２７３１６５，山东曲阜）

摘　要　阐述综合性科技期刊编辑针对一篇具体的来稿选择
审稿人的方法。从稿件的题名或关键词、作者信息、参考文献

等方面入手，分析利用网络选择审稿人的特点及注意事项，以

期解决“送审”这一编辑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提高审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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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质量是判断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审稿

又是保证稿件质量的重要环节。如何做到高质量地送

审稿件，是每一位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重点亦是难点，特

别是对于综合性期刊编辑而言，涉及学科多种、方向不

一的稿件，“选准”审稿人则是关键。以往编辑选择审

稿人一般依据《中国科学技术论文评审专家名典》《中

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审稿人名录》等资料，这类方法

的弊端已有同人［１］详细讨论过。随着计算机办公手

段的普及，利用互联网从历年的《博士招生简章》以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寻找审稿专家［１］，或利用

中国教育和科研网、期刊网、万方数据库［２］等多方位

查找的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但笔者认为，此类方法的

前提必须是编辑对来稿的研究方向有相当准确的把

握，否则这些方法也是大海捞针，费时费力。

目前，除一部分专业性极强的期刊，其来稿方向偏

重于某一个大类学科，比如《光学学报》等，大多数综

合性科技期刊，如高校理科学报的来稿涵盖了几乎所

有的自然科学大类，而各期刊编辑部因受单位政策、编

制、经费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编辑人员往往一人多能，

身兼数职，同时，每位编辑囿于自身专业的限制，亦不

能“杂”到通晓全科。笔者从业１０多年来，一直负责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生物、化学、地

理、体育４大类学科的稿件审理工作，面对每一篇来
稿，如何“众里寻他”，将其准确地送到相关领域的“小

同行”［３］专家手中评审积累了一些经验。现总结出几

种基于互联网从稿件本身入手准确遴选审稿人的方

法，在此与编辑同人交流、探讨。

１　从稿件的题名或关键词入手
　　稿件的题名和关键词能够反映该论文的研究方向
和主要内容。如果我们从中寻找一些特征词作为研究

方向的替代词，以“替代词”“博士”“教授”“Ｅ
ｍａｉｌ”为搜索对象，当审稿人的特征词与之最接近时，
该审稿人即为这篇论文的最佳审稿人。之所以要加上

“博士”“教授”“Ｅｍａｉｌ”，是因为网络支持模糊查询的
功能，能得到相应的诸如“博士生导师”“教授”及相关

的电子邮件地址等信息，从而为编辑进行网络审稿提

供极大的方便。比如，《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编辑部曾收到题为《低氧曝气ＳＢＲ工艺脱氮除磷
试验研究》的稿件，因与笔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一时

无法判断该文的研究方向。笔者用“ＳＢＲ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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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除磷”“博士”“教授”“Ｅｍａｉｌ”为联合搜索对象，
很容易从网上找到“通信作者：吕锡武（１９５４—），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处理、环境……”这样

的信息，经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很成功地找到了该文的

审稿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编辑无须了解送审

论文所属学科分支，也无须了解审稿人的研究方

向［４］，就能准确而快速地找到最合适的审稿人。

２　从稿件作者的信息入手

　　“作者简介”著录的信息是论文提供的宝贵信息
资源之一［５］。因《稿约》有规定，如今很多来稿中都附

有比较全面的作者信息，包括第一作者的姓名、年龄、

学历、职称、研究方向和 Ｅｍａｉｌ等，有的还附上了通信
作者的相关信息。这里，对于送审最为宝贵的是作者

的“研究方向”，基本上就是该稿件的研究方向。基于

此，以“研究方向”“博士”“教授”“Ｅｍａｉｌ”为联合搜
索对象，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相关专家的印迹，然后“顺

藤摸瓜”，从中找出学历层次高、学术造诣深、年龄偏

中青年的审稿专家。

３　从稿件著录的参考文献入手

　　文后参考文献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审稿人信息。编
辑在审阅稿件时，比对参考文献与来稿，从中找出与来

稿内容相近的文献，并要特别关注那些该领域的权威

期刊，因为这类期刊往往集中了某一专业或学科水平

较高的文章［６］，同时分析参考文献的出版日期，尽量

寻找近一两年的文献，最后再从这些文献的作者中找

出课题组的领头人作为最佳审稿人选。

运用这一方法首先要了解参考文献作者与被审理

文章作者的关系，排除评审中的感情色彩［７］。其次要

了解参考文献作者是否是这方面学术造诣较高的专

家，有无评审能力。科技人员一般非常重视引用自己

已发表的文章，所以，在评审这类文章时会很认真，而

且他在这个学科肯定是有发言权的，对稿件会作出比

较客观、准确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边缘学科的文章，在

找准审稿人较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比较有效。

４　从名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主页入手

　　国内的一些著名高校一般都有自己的强势学科，
通过分析来稿和编辑所掌握的全国高校重点学科等信

息来确定选择哪所高校的审稿专家，然后进入该校的

校园网，点击进入该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各专业

学院，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审稿人。比如，《曲阜师范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收到一篇题为

《ＲＥ２ＮｉＯ４（ＲＥ＝Ｅｕ，Ｎｄ，Ｌａ，Ｃｅ）纳米晶制备条件的

选择及表征》的来稿，笔者首先判断该文属于晶体材

料方向，于是直接登录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很容易地找到了对口的审稿专家。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研队伍中的“领头羊”，被称

为科研的“国家队”，各研究所汇聚了该学科大类的各

种人才。若想请这些专家审稿，可直接登录其研究所

的网页，选择合适的人选。比如对稿件《海带硫酸多

糖提取及对肝癌细胞 ＨｅｐＧ２的生长抑制研究》的审
理，笔者就直接选择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

“多糖研究课题组”，从而高质量地完成了审稿。

这种方法需要编辑对学科或专业领域中各个研究

方向的实力分布有大致的了解。编辑在平时工作中要

多加积累，外出开会时与同行多进行交流，了解他们所

在单位的强势学科，以备今后自己所用。

５　结语

　　编辑是稿件处理过程中的重要枢纽，如何将稿件
准确无误地送给“小同行”专家评审，是每位编辑要苦

练的内功。如果所选择的审稿人专业不对口，就可能

会作出相差甚远的评价，也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轻描淡

写，说不出实质性的东西。这样，优秀的论文可能被压

制，而一般性的文章反而得到发表。

编辑通过上述途径和方法为每一篇稿件“量体裁

衣”，并借助互联网为其“量身定做”审稿人，能够避免

由于审稿人的研究方向变化、出国、退休或工作调动等

所带来的审稿不便的现象。从稿件本身入手灵活运用

不同的方法，这样选择审稿专家就会事半功倍，从而高

质量地完成审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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