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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几点体会

周午纵

(英 国剑桥大 学化学系 )

我是一个 在科 技领域 里打工 的人
。

做一些 实

验
,

有一些新的数据
,

对某个问题有了一点看法
,

把

它们写下来
,

寄出去发表就完事了
。

要高谈 阔论如

何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

显然力不从心
,

因为我的资历
、

经 验都远远不 足以 论及这个命题
。

以下只是笔者在国际上知名和不知名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方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心得体会
,

但愿能有

些参考价值
。

学术环境

许多人都说中国人的智商不 比西方人低
,

这个

论断是很难被否定 的
。

但是
,

在现代科技领域里要

做出出色的工作
,

光凭 高智商是不够的
。

另一个重

要的因素就是好的学术环境
,

包括优秀的科研队伍
、

先进的仪器装备
、

及时的信息交 流和充足的经费支

持等
。

中国人每年在英 国《N at u er 》和美 国《cs ien c e 》

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很可观
。

但绝大多数是在国

外做的工作
。

原因就是 国外有 比较好的学术环境
,

特别是科研队伍
、

学术交流类的软环境
。

以我本人所在的剑桥大学化学系电子显微镜实

验室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比较
,

我们 的电镜 比

北京差得多
,

经费除了维持仪器正常运行外所剩无

几
。

我在 《cS ien c e 》发表过 1 篇文章
,

以 及在除综述

性期刊外影响因子最高的化学杂志
、

德 国化学学会

的《A n
ge w

.

Che m
.

))( 应用化学 )上有几篇短文
,

主要

得益于剑桥大学 良好的软环境
,

包括与一些著名科

学家的合作
。

一篇好的论文问世往往是一个群体的

科研成果
;
其次得益于信息交流

,

即知道什么是 当今

世界科技领域的热点
,

目前人们 已经做了什么
,

正在

做什么
,

将要做什么
。

离开这 2 个条件
,

个人到底有

多高的学术水平
,

有多深的学术思想
,

就很难说 了
。

有的人以为
,

某个留学生在 (( N at u er 》或 (( cS i en ce 》上发

表过文章
,

就一定是科技新星了
,

就一定可以领导世

界科技新潮流 了
。

其实
,

那个人离开原来 的群体以

后是否能继续发表高水平 的论 文完全是另外 一码

事
。

国内许多青年科技工作者缺乏 良好 的学术环

境
,

出高水平 的论文相对艰难些
。

如果 国家能集 中

投资
,

建立类似英国高校系统的 BI D S ( Baht
书

I n fo n n a -

ti o n a n d D at a
S e vr i e e s )检索网

,

所有大学和科学 院的

人都可以免费查阅最新的文献资料
,

即使在人员直

接交流尚不足的情况下
,

也可以 大大加快科技人员

的信息获得量
,

从而提高科技队伍的整体素质
。

另

一方面
,

鼓励国内的科研人员和 国外科研人员建立

广泛
、

长期的合作关系
,

对培养高水准的科研队伍将

是十分有利的
。

这种合作关系需 要双方的努力
,

并

且建立在互助互利的基础上
。

在尽快改善国内学术

环境的同时
,

如何利用 国外 已有的学术环境这一方

面
,

我们是有许多工作可 以做的
。

2 语言问题

有的人觉得 自己 的英语水平差
,

不敢向国外期

刊投稿
,

怕因此被退稿
。

我以为
,

论文的质量主要在

于内容本身
,

即论点
、

论据
、

论证
,

而不在于语言
。

我

本人没有因语 言问题被退稿的经历
。

到英 国读博士的第 3 年
,

我写了 1 篇论文初 稿

给导师杰佛逊
,

看是否值得发表
。

杰佛逊先生说
,

论

文中涉及的研究成果不错
,

可以 发表
。

但最好是 由

你单独署名
,

这样对你将来 发展有利
。

这使我很为

难
。

一方面
,

这项工作是在他直接指导下做的
,

其 中

一些观点是他提出的
。

另一方 面
,

我当时的英语 水

平太差 (现在仍然不行 )
,

根本没法投稿
。

杰佛逊先

生说
,

指导学生是他 的责任
,

英语有问题由他帮忙
。

这样
,

那个论文在他动 了大手术后
,

由我个人署名发

本文于 19 9 9 年 3 月 2 6 日收到
.

B at 卜为英国一所大学校名
,

BI D S 检索网站即设在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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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美 国《 J
.

5 01记 t St ae Che m
.

》 (固态化学杂志 )上
。

杰佛逊先生还开玩笑地说
,

你的英语比我 的中文可

强多了
,

只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用 hT
e 。

反正有没有

这个冠词
,

人家都 知道你在讲什 么
,

以后你 自己投

稿
,

就不必让我看了
。

自那以后
,

我真的那样做了
。

坚持每年写 1 篇

单独署名的论文
,

而且非常固执地不请人修改就投

稿
。

记得第 1次投稿后
,

审稿人的意见是
:

论文的结

果
、

结论都很好
,

作者的其他工作也 略有所闻
,

但他

的英语必须由他在剑桥的英国同事修改后才行
。

我

只好照办了
。

然后
,

对那个原稿和修正稿苦苦研究

了很长时间
。

第 2 次
,

审稿人对我论文的评价是
: 论

文不错
,

只是作者的英语显然不是标准英语
。

这不

就是有进步了吗 ? 既然没有要我请人改
,

我就 自己

改
。

我化了近 1 个月时间对每一个句子推敲好几

遍
,

当然少不了偶尔 向英国人求教
。

事情就这样过

去 了
。

第 3 次
,

审稿人的意见又有改善了
:

论文可以

接受
,

文中有几个语法错误 ( 已标 明 )
,

望改正
。

以

后
,

审稿人就不再提及语言问题了
,

尽管错误总还是

有的
。

有一次
,

《A d y
.

M at e r
.

》主编 给我 的回信中不

无幽默地说
:

午纵
,

我将文章 中几个句子重写 了一

下
,

你看是不是比你原来的更好些
。

所以我觉得语言问题不是太重要
。

没有必要为

此失去信心
,

更没有必要为发表论文整段整句抄袭

人家的文章
,

以至于降低 自己论文的价值
。

3 科学态度

对一个好的课题做了充足的研究工作以后
,

要

写一篇好的科技论文
,

最重要的是有严谨 的科学态

度
。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 1) 全面了解与论文有关的文献资料
。

人家 已

经做过的相关工作要充分引用
。

有人以为引用别人

出色的工作会贬低 自己论文 的价值
。

其 实正好相

反
。

审稿人一般都是该领域 的专家
,

往往很清楚什

么文献是重要的
。

没有充分 引用别人文献
,

给人 的

印象是作者对该课题的背景了解不够
。

论文结论的

可靠性 自然降低了
。

一篇论文的优劣经常从引言部

分就反映出来了
。

( 2 )数据记录和处理一定要正确无误
。

人为地

修饰原始数据或者隐瞒不正常的数据采集手段都是

不可 取 的
。

我有 一位 同事
,

几 年前对人们 熟悉 的

9 0 K 高温超导体进行化学掺杂
,

自称测到 16 O K 超导

现象
,

其论文发表在 《hP ys
.

R ve
.

址 tt
.

》上
。

他本人

后来告诉我
,

实际上是利用温度测量时的时间差
,

也

就是快速降温
,

样品实际温度 已 经 90 K 了
,

仪器读

数却是 16D K
。

同一个样品
.
,

如果用正 常降温速率
,

测到的超导转变温度是 90 K
。

这样一钱不值的文章

即使阴差阳错地发表在物理学最好的杂志上又有什

么意义呢 ?

在科研工作 中
,

造假 比讲真话难
。

因为许多实

验现象是相互关联 的
。

造假很难保持这种关联性
,

即不能 自圆其说
。

内行人一眼就看出来 了
。

当然
,

以上的例子不是普遍的
。

但是
,

不全面反映研究工

作
,

对数据作不合理的筛选却不是个别现象
。

那样

的文章读起来总是不顺溜
,

有漏洞百出的感觉
。

( 3) 正确估价论 文的价值
。

一个 国家希望她的

科学家能在 《N at u er 》
、

《sc i en ce 》上多发表文章
,

作为

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强盛的标 志之一
,

无可非议
。

但

是
,

用是否在这 2 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作 为评估所有

科研人员的标准 (有的单位还为此设重奖 )很值得商

榷
。

例如
,

最近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招聘物理学人

才广告上要求申请人近 3 年内在 《Sic en ce 》
、

《N at u er 》

上发表文章
,

或以第一作者在 《hP y s
.

R e v
.

玩 t
峥上发

表 3 篇 以上文章
,

令许 多人望 而生畏
。

《N at u er 》和

《cS ie cn e》 (特别是 (( N at u er 》 )在 接受论 文方面都有很

大的倾向性
,

比如说
,

都 比较喜欢刊登生命科学和地

球科学 方面与人们生活 比较 相关的文章
。

在英语

中
,

杂志 ( m鳃az i n e )和期刊 ( J o u m a l )有 比较明显的区

别
,

(( N at u er 》
、

(( Se ie n e e 》以及英 国的《N e w S e ie n t i s t》等

属于 m ag az ine
。

它们所刊载的论文要求具较高的新

闻性和广泛的读者群
。

过分地强调这 2 个杂志
,

无

形中会贬低其他学科的科研价值
。

我上次回国时碰

见一位科技界干部模样的人
,

几句话一过就问
:你们

在《N at u er 》和 《cS ien ce 》上有文章没有 ? 没有 ? 那就

免谈 了
。

令在场的青年科学家们非常扫兴
。

我当时

的感觉就象文革时被人质问
:

是不是红五类 ? 浑身

每个细胞都在 自卑中收缩
。

一篇论文能在本学科的主要国际期刊上发表就

应该算是优秀的了
,

甚至没有必要强求科研人员在

本学科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发表论文
,

因为每一个

期刊都有其 片面性
。

例如
,

《A gn ew
.

C he m
.

》和 《 J
.

A m
.

C he m
.

so c
.

》 (美 国化学学会会 刊 )名义上都覆

盖整个化学领域
,

实际上偏重传统 主干化学
。

前者

更 以通讯文体为主
。

篇幅较大的完整论文不登
。

其

他化学分支如固态化学
,

表面化学
,

量子化学等等的

论文很难被接受
。

我认为
,

论文完成以后
,

首先要考

虑的是为它找一个合适的去:处
。

各个学科分支领域

都有它们 自己的最好期刊
,

为什么一定要对所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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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设一个统一衡量标准一影响因子 (m lpa c ta f c -

ot r )
,

并被它牵着鼻子走 呢 ?

4 关于中国期刊

下一世纪
,

中国希望成为科技大国之一
。

不办

几个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似乎讲不过去
。

据我本

人在国内期刊上发表有限几篇论文 的经验
,

我感到

至少有 3 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

( l) 编委和审稿要国际化
。

当今世界哪一种高

水平的学术期刊不是 国际化 的呢 ? 我们所崇拜 的

《N at u er 》和《cS i en ce 》各 自在全世 界有强大的顾 问团

和审稿人 网
,

而且还担心现代通讯不能满足他们 的

要求
,

在好几个 国家设 有办事处
。

中国期刊要上一

个台阶
,

稿源必须国际化
。

而编委和 审稿都局限在

国内
,

怎样争取境外稿 源呢 ? 我 听到一种反对意见

说
,

中国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外 国人来 管 ? 难道我国

科学家连审稿 的能力都没有 ? 如果这种意见出 自政

府官员倒可以理解
,

他们考虑问题 的角度有其特殊

性
。

但出 自一些 资深科学 家之 口
,

就令 人费解 了
。

中国足球为什么要 冲出亚洲
,

走向世 界 ? 为什么 中

国的体育健 ) L非得到国际赛场上让外 国人评头论脚

呢 ? 美国
、

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论文
,

甚至

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材料
,

送到国外去审
,

这并不

意味对本国科学家不信任
,

而是要习惯那些国际游

戏的规则
。

我们一方面对 S CI 索引
、

影 响因子等等

重视到近乎崇拜的程度
,

另一方面又说 中国人的事

情不要外 国人管
,

显得很滑稽
。

编审工作和稿源的国际化
,

可以从一批和中国

科技界已经有了 良好关系的国外科学家 (包括华裔

科学家 )
,

有成就并在国外学术单位取得稳定职位的

部分 留学生中做起
。

这个条件我认为现在已经成熟

了
。

也许有的人认为在国外高水准的国际期刊已经

很多了
,

有好文章寄去发表就是 了
,

没有必要发展我

国科技期刊
。

当然
,

写论文和办期 刊没有直接的关

系
,

这就象培养运动员和拥有本 国籍国际裁判一样
。

对一个体育项 目而言
,

有国际裁判不见得就有世界

冠军
,

但拥有国际裁判对一个国家在该项 目上的整

体水平提高和持续发展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
。

对于

办期刊和做文章的关系来说
,

办期刊的重要性可能

还会更大一些
。

何况
,

一旦我们有 了一些 在国际上

有相当影响力的期 刊
,

我 国科学家的优秀科研成果

不一定都要寄到国外 去
。

在特殊情况下
,

变通一下

也方便
。

( 2 )缩短出版周期
。

出版周期 是当前 国际学术

期刊之间竞争的主要参数之一
。

一般 是快报 3 个

月
,

全文 6 个月
。

国内许多期刊出版周期太长
,

因此

很难征集到好的文章
。

我最早 向国内期刊投稿是几

年前应一位研究所 的领导之邀
,

写 了 2 篇论文寄给

他
,

由他转给他们研究所办的一份化学期刊
。

几个

月过去了
,

一点回音都没有
。

我写信给那个所领导
。

他说
,

文章收到了 (没有讲是 1篇还是 2 篇 )
,

等你忘

掉它们以后
,

文章就印出来了
。

一年半 以后
,

第一篇

印出来了
。

印刷质量之差完全出乎我 的想象
。

2 年

以后
,

我直接去信编辑部问第二篇文章的下落
,

回复

是根本没有收到那篇稿子
。

这使我对国内期刊完全

丧失 了信心
。

5 年没有写过 1 篇中文稿子
。

一直到

有幸结识 了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科学》杂志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的负责人
,

深

深为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
、

那种为提高期

刊质量勇于改进 的精神所感 动
,

又开始 为他们 的杂

志撰稿了
。

但是
,

出版周期长仍然是国内期刊一个普遍现

象
。

要和国际期刊市场接轨
,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首

先解决的
。

( 3) 重点扶持几个 主要期刊
。

据说中国期 刊之

多在世界上可 以算名列前茅的
。

不但 各个学会办
,

各研究所
、

各大学也办
。

中国人 口多
,

科技人员队伍

庞大
,

每个人都有
,

也应该有成就感
。

多办期刊
,

多

发文章并不是坏事
。

但期望所有期刊都走向世界
,

在近期是不可能的
。

一个比较现实的策略就是重点

扶持一个或几个主要期刊
,

让它们先走 向世界
。

以

后逐步带动其他期刊
。

世界期刊市场有一个现象
,

即期 刊知名度存在

很强的惯性
。

换言之
,

好的期刊不容易坏下来
,

低档

次的期刊很难提高知名度
。

这和科学家们的投稿意

向有 关
。

但是
,

也 不 是说 新 期 刊 就没 有 机 会 了
。

《e h e m i s t巧一 A E u or p e a n J
o u m al 》 (化学

,

一 个欧洲 期

刊 )是 19 95 年由德国化学学会创办的月 刊
。

当年只

出了 9 期
,

共 6 6 6 页
,

以后 逐年递增
,

19 9 6 年 1 6 6 2

页
,

29 9 7 年 2 1 14 页
,

19 9 8 年 2 63 2 页
。

19 9 6 年
,

15 1

弋x; l s t i t u t e 。 f s e i e n ts6 。 I n fo mr
a t i o n ,

hP i la de lp h i a )第 l 次

为其计算 的影响因子就 高达 4
.

8 14
,

在化学类期 刊

中仅次于 ((J
.

Am Che m
.

oS
C

.

》 ( 5
.

9 4 8 )
。

该期刊的

编辑部虽然在德 国
,

但 编委会 主席 在法 国
,

37 名成

员来 自 19 个国家
,

包括非欧洲国家的 日本
、

印度
、

美

国
、

澳大利亚等
。

我想
,

为提高中国期刊质量
,

我们

不仅要 向 《N at u er 》
、

《cS i en ce 》等老牌 高水平期刊求



第 3期 周午纵
:

我在国际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的几点体会 1 81

教
,

也应该向异军突起的期刊新秀取经
。

提高期刊质量需要国家投资
,

但这不是唯一 的

办法
。

适当地刊登一些广告也许是一个不错 的办

法
。

广告一方面可以增加收人
,

另一方面可 以增加

读者
,

即增 加发行量
。

相 当一 部分 人对 ( N at u er 》
、

( cS ie cn e)) 上的大篇幅广告 比科技论文更感兴趣也是

事实
。

当然
,

这个问题是可 以商讨 的
。

知识分 子的

清高有时候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

总而言之
,

写高质量 的科技论文一定要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
,

论文的评估也应实事求是
,

不能无视一

篇论文的科学内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实际贡献
,

只

是简单地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数字化标准
。

无论是发

表高质量的科技论文
,

还是办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

我们都得脚踏实地地去做
。

只说不练是不会有成效

的
。

M Y E X P E R I E N C E IN P U B L I S H IN G P A P E R S IN A C A D E M I C P E R I O D IC A L S

Z h o u W u z o n g

刀印喇、 瓜 of C丙
己m” `卿

,

ca 励 ir
dgl

于

nU , sr lyt )

·

世界知名期刊与中国青年科学家
·

谈我向《N a ut er 》投稿的经验与体会
`

孟 津

(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
,

北京 100 0 4 4 ;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生物系 )

馨豁终然粼鞍募罄爵憨豁续琶蛋袭理鹭慈会舞努装擎参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
,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
。

中国科技界的实力也

在不断增强
。 “

科教兴国
”

的提出与实施将把这一趋

势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

在这样一个在趋势下
,

中国

科技界也在各个领域中全面走 向世界
,

成为世界科

技界的一个重要声音
。

科技界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

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通过各种出版物向世界介绍中国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

科学发现与学术思想
。

科学研

究
,

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以科技论文

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
。

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与出版

物的传播范围与能见度有相当的关系
。

一篇有价值

的研究论文如果纯粹 以中文发表在某个 地方刊物

上
,

它的价值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机会就相对较小
。

据我所知
,

为了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科技界 的声

音
,

至少有 2 个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
:

一是提高国内

刊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

如增加论文中英文信息 的

份量
,

在出版形式上与国际刊物规范接轨等等 ; 二是

通过经济
、

名誉与个人利益相关联等手段鼓励 中国

科学家在国际性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
。

这些措施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据《中国科学引文资料库》

统计结果表明
,

19 97 年 中国科技论文总数和被引用

数双双首次进人世界前 10 名
。

被 收入 S CI 的论文

数量达 16 83 3篇
,

比 19 9 6 年增长 16
.

8%
。

在众多的国际刊物 中英国的《N at u er 》和美 国的

《Sic e cn e 》是最为著名的 2 种综合学术刊物
,

它们 的

发行量和影响力可 以说高于其他任何专业性 刊物
。

从 19 94 一 19 98 年
,

我 曾在 《 N at u er 》上 以第 一作者发

表过 4 篇文章
,

也为《N at u er 》审过若干篇稿件
。

在编

辑的鼓励下
,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 自己 向英国 《N a -

ut er 》投稿
、

审稿的经验与体会
,

希望能对科学界同行

向《N at u er 》等国际刊物投稿时有一点帮助
。

1 为什么向 (( N a ut er ))投稿

我为什么连续 向《N at u er 》而不是向 (( cS i en ce 》投

本文 于 19 99 年 3 月 16 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