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也不断增

强；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的科技事业的繁

荣发展、科学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增加，带来了科

技论文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升，这一

现象在 2000 年后由于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表

现得尤为明显。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

引文索引) 由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 年

创办的引文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

与科学评价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据统计，我国

科技工作者在 2012 年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9.01

万篇，占该年度 SCI 收录的世界科技论文总数的

12.08%；位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约有科技期

刊 4 953 种，在数量上也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

于美国(17 000 余种) [1]。

回顾我国科技期刊多年来发展状况，可以说

在传播科学知识、介绍科研成果、积累科学文

化、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培养科技人才等许

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为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做出贡献的同时，科技期刊出版业自身

也得到了全面、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核心期刊，

作为期刊队伍中的骨干，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

中，其性质、地位、作用、价值、贡献都是有目

共睹的[2]。但是，当前大多科技期刊存在质量不

尽人意的问题。2012 年，SCI 收录的 176 个学科

领域中的高影响力期刊论文总数中，我国科技人

员发表论文数为 4 020 篇，其中 80％的 SCI 论文

发表在国外期刊上[1]，从侧面表明国内科技期刊

高学术质量稿件的不足，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由于

受地域、依托高校学术力量等条件的限制，这一

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当前，由于基层科研单位工作人员评职称或

大部分学校要求研究生毕业须有代表性的成果论

文，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的论文数量得以保证，但

是质量普遍不高；为提高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的质

量，作者根据这两年的工作经历，从提高稿件学

术水平和编校质量两方面出发，提出如下一些建

议。

1 提高稿件的学术水平

1.1 引进理工科高学历人才

地方高校科技期刊高质量稿件虽然较少，但

是因为工作需要，仍有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投

稿。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一个影响他们投稿热情

的重要因素就是稿件的处理时间；通过引进理工

科人才，在编辑部内部即可快速进行初审；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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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年各期论文统计

期数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5 期 第 6 期

专栏论文总数 /篇 5 7 5 4 6 6

被引次数 /次 4 3 10 3 2 4

影响力 0.8 0.429 2 0.75 0.333 0.667

非专栏论文总数 /篇 10 7 9 11 6 3

被引次数 /次 5 1 3 5 7 0

影响力 0.5 0.143 0.333 0.455 1.167 0

期的编校过程中，理工科人才能够对稿件提出合

理修改意见，完善稿件内容，使得稿件得以快速

发表。编辑部工作人员迅速、负责的工作作风，

必然会给这些高水平研究人员留下深刻印象，从

而为编辑部留住高水平作者，拓展了潜在的优质

稿源。

高学历人才一般具有丰富的求学经历，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

科研人际圈，积极与圈内研究人员联系、约稿，

不仅能带来一大批优质稿件，同时在交流过程

中，也能了解到当前科学研究的一些热点，从而

能择优挑选作者投稿稿件。

1.2 发挥本校特色，开设特色栏目

本校为师范类院校，长期以来为社会输送了

大量的基础教育人才。这些工作在教育战线的基

层工作者长期的教学经历，为他们探索基础教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开设基础教育理论研究、

新课程改革研究等基础教育类栏目，不仅为基层

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探讨教学经验的园

地，而且切合本校实际，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云南是一个日照丰富的省份，适合开展太阳

能的利用；同时处于高纬度、低海拔，适于进行

天文观测；且云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

带的植物品种，截至 2010 年，在全国约 3 万种

高等植物中，云南已经发现了 274 科，2 076 属，

1.7 万种。受这些优越自然条件的作用，本校在

天文学、太阳能利用、植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

优势，因此本刊开设活动星系核研究、可再生能

源利用等专栏，积极开发校内稿源，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表 1 为本刊 2013 年各期专栏、非专栏论文

总数及引用总次数统计（截止到 2014 年 9 月），

采用“引用总次数 / 论文总数”这一比值来衡量

论文的影响力。从表中可以看出，专栏论文的影

响力普遍比非专栏论文强，仅第 5 期出现不同结

果，这是因为其中一篇非专栏论文为约稿文章，

获得了较高的引用次数。继续统计本刊 2011—

2012 年各期专栏、非专栏论文的影响力，并与

2013 年论文影响力相比较（如图 1，各期以其总

期数编号），从图中可以看出，除总 141、143、

155 期外，其他各期专栏论文影响力均大于非专

栏论文。统计 2011—2013 年间总的专栏、非专

栏论文影响力，分别为 1.308、0.92，进一步证明

专栏论文影响力高于非专栏论文。正是由于这些

优质的专栏论文，本刊得以在 2006、2009、2012

年获得云南省期刊评选优秀栏目奖。

图 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2013 年各期刊发论文影响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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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期刊的编校质量

编校贯穿于期刊出版的整个过程，涉及到选

题策划、组稿、审稿、印制等多个步骤，是保证

出版物质量的一道道防线。编校质量的提高需要

编辑人员和校对人员的共同努力。

2.1 提高编辑的业务能力和知识面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编辑学科也在

不断变化，编辑人员只有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

己的业务能力，才能适应期刊发展的需要。如参

加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及其他相关

单位组织的短期培训班，编辑人员在学习的同时

还能与同行进行交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期刊编辑在掌握编辑业务技能的同时，还应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把握当前的科技前沿和研究

热点，这样才能挑选出反映当前科技发展动向的

稿件。知识面的提高可通过如下两条途径进行，

一是阅读兄弟期刊和《Nature》、《Science》 等高

水平国际期刊，二是旁听学术讲座、学术会议。

业务能力和知识面的提高，使得编辑人员对

期刊的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等各个环节的质量

把关能力也得到增强，从总体上不断提升期刊质

量。

2.2 提高校对的质量

校对工作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笔者根据

两年的编辑工作，将校对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规范性校对工作；首先要求校对人员必

须根据原稿，校正校样上与原稿不符的地方，并

对原稿中编辑的疏漏和笔误提出质疑供编辑审

改；同时还要求校对人员根据相关行业规范，如

《GB/T3179—92 科学技术期刊编排规则》、

《GB/T15835—199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GB7714—87 文 后 参 考 文 献 著 录 规 则》、

《GB/T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等等[3]，校正

校样的排版错误和不符合技术设计要求的地方。

二是非规范性校对工作，是指对论文中临时

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不合理内容的校对；这部分

工作主要由专职编辑工作人员进行。以《云南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年第 5 期论文

原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例。如某论文有“常用

的太阳能跟踪控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视日运

动轨迹控制方法以及传感器检测光强控制方法”，

这一表述中两种控制方法应该处于同等的地位，

而“以及”这一用词则显得“传感器检测光强控

制方法”弱于“视日运动轨迹控制方法”，改为

“和”更为恰当；再如“确定一个实用、准确的

太阳能电池模型”，一个模型首先基本要求应该

是“准确”，然后才能谈“实用”，因此将“准

确”和“实用”两词交换位置，表达更符合逻

辑。非规范性校对工作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具有一

定的文字功底，因此加强编辑工作人员的文字功

底培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校对质量的提高，将使得期刊在内容和表达

上更加完整、规范，便于读者阅读。可见，校对

工作在现代出版中处于对编辑工作进行补充或完

善的地位，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延续。

3 总结

虽然受地域、依托高校学术力量的限制，地

方高校科技期刊的质量不尽人意；通过严格的编

校，可提高论文的条理性、可读性，从而吸引读

者或作者订阅或投稿；通过引进高学历人才、开

设特设栏目，吸收高质量稿件，从而提高期刊的

学术水平；从这两方面出发，可充分挖掘期刊潜

力，最终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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