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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杂志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不同杂志所含信息及审稿过程差异较大，选择合适的杂志进行投

稿，将有助于增加稿件被接受的几率。本文对ＳＣＩ期刊审稿流程，以及如何选择合适杂志进行投稿、投稿前需要明确的事项、

代表性综合类与专业类医学ＳＣＩ期刊的特点比较、涉及交叉学科的论文投稿和杂志被接受后的处理等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ＳＣＩ期刊　审稿　投稿

　　科 学 引 文 索 引（ＳＣＩ）收 录 期 刊 是 当 今 世 界 上 广 受 认 可、

水平较高的系列 期 刊，其 代 表 当 今 科 学 发 展 的 前 沿，也 是 科

研人员学术水 平 的 重 要 体 现［１，２］。目 前 科 学 技 术 飞 速 发 展，

ＳＣＩ期刊种类也快速 增 加、刊 登 论 文 数 量 不 断 攀 升［３］。因 此

科研成果若在激烈的竞争中受认可，科研人员必须主动 把 握

代表性杂志的关键信息，并作出恰当的选择。但是 对 于 不 少

学者，特别是刚步 入 科 研 殿 堂 的 科 研 人 员 而 言，如 何 在 众 多

ＳＣＩ期刊中做 出 正 确 抉 择 并 非 容 易［４］。笔 者 在 下 文 中 以 在

ＳＣＩ发表文章［５～７］的亲身经历作 详 细 说 明：（１）ＳＣＩ期 刊 的 投

稿系统；（２）审稿流程；（３）稿件处理过程中不同状 态 的 含 义；

（４）如何选择杂志进行投稿；（５）有代表性的ＳＣＩ期刊基 本 信

息比较，以供读者分享。

１　ＳＣＩ期刊审稿流程

１．１　ＳＣＩ期刊投稿系统

目前，作为承载前 沿 科 学 知 识 的 主 体———ＳＣＩ期 刊 在 推

动学术交流中 扮 演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世 界 各 国 对 科 研 投

入力度逐渐加大，学术产出也不断攀增，ＳＣＩ期刊的投稿量显

著 增 长。电 子 投 稿 系 统，如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ｎｅＴＭ （ｈｔｔｐ：／／ｍｃ．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Ｍ（ｈｔｔｐ：／／ｅｅ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均使审稿过

程变得简便快捷。后者实行通讯作者负责制，即其 余 作 者 可

以在网上投稿，但 只 有 通 讯 作 者 有 权 同 意 投 稿、查 询 稿 件 状

态及将稿件决议书转发给各作者；其余作者的投稿信息 一 旦

在指定通讯作者后即自动消失，这体现了Ｅｌｓｅｖｉｅｒ期刊系统

对通讯作者地位的重视。

１．２　稿件处理过程概要

尽管有电子投稿管理系统的协助，杂志社编辑 仍 需 面 临

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因此杂志社在收到稿件后先由编辑 助 理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审核材料是否齐全，其后转交给１～２名 副

编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ｅｄｉｔｏｒ）审阅，仅 当 稿 件 被 认 为 有 科 学 价 值、设

计合理、可引起读者共鸣时才将其推荐给另外２名专 家 进 行

同行评审（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目 前 大 型 综 合 性 医 学 杂 志（如 新 英

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或专业学科权威杂志（如美国 呼 吸

与重症监护杂志、变 态 反 应 与 临 床 免 疫 杂 志 等）为 提 高 同 行

评审效率、减轻 审 稿 负 担，编 辑 部 将 负 责 提 前 审 议 稿 件（ｉｎ－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约６０％稿 件 因 设 计 不 完 善 或 科 学 意 义 有 限

而被迅速退回。

同行评审所需时 间 主 要 取 决 于 杂 志 社 的 限 期 及 审 稿 人

可支配的时间。同行评审可能需时较长，部分作者 急 于 查 询

稿件状态而写信向编辑催稿。事实上，这在很可能 只 起 反 作

用：若编辑仍未处 理 稿 件 则 可 能 对 作 者 印 象 不 佳 而 拒 稿；若

同行仍在审稿，编辑则仅能将事实转告作者。如果 杂 志 社 并

未明确阐述审稿 周 期、或 已 知 周 期 很 短，同 行 评 审 超 过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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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者礼貌地致信编辑部才较为妥当。

收到同行意见后，编辑会迅速评估稿 件 质 量。若２名 审

稿人意见一致且 较 为 肯 定，编 辑 可 能 考 虑 录 用，或 建 议 修 改

稿件以最后决定 是 否 录 用；若２名 审 稿 人 意 见 一 致，且 均 较

负面，则稿件被接受的几率较小，拒稿（ｒｅｊｅｃｔ）可能性大；但若

审稿人意见不一，编 辑 会 认 真 评 估，可 能 会 建 议 作 者 修 改 稿

件（ｒｅｖｉｓｉｏｎ）后再决定是 否 录 用。需 强 调 的 是，以 往“稿 件 修

改即等于录 用”的 说 法 随 着 投 稿 数 量 大 增，再 也 站 不 住 脚。

稿件修改只提示录用的倾向。只有认真、全面地回 复 评 委 的

意见且反馈良 好 才 能 保 证 稿 件 被 接 受。目 前 不 少 权 威 杂 志

多次建议 作 大 修 改（ｍａｊ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才 做 出 决 定。稿 件 大 修

改的工作量往往远大于撰写第一稿，因需针对评委意见 进 行

逐一、细致的回 答，还 要 在 原 文 上 标 记 所 作 的 改 动。笔 者 认

为这是很 好 的 学 习 机 会，同 行 的 建 议 对 提 高 论 文 水 平、促

进作

者总结归纳帮助很大。经期刊审编后的文章在稿 件 质 量、语

言表述、讨论重点等都可能有较大的提升和改善。

拒稿不等同于稿件今后没希望被接受，其可能 是 稿 件 质

量有所欠缺、设计有缺陷、不能让专家信服，这时作 者 应 根 据

决议书（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进行认真修改、虚心接纳意见，或者进

行适当的补充实验以完善设计和结果，再次投至其他杂 志 社

中。只有虚心向专 家 学 习 思 路、方 法 学 并 提 高 自 身 能 力，才

能全身心投入论文修改中，且在体会科学严谨性的同时 享 受

做学问的快乐和崇高。

１．３　ＳＣＩ期刊处理状态栏的含义

自ＳＣＩ论文投稿成功后，作者可以不定期地登 陆 投 稿 系

统以查询稿件的状态，直至杂志社做出决定前论文的状 态 可

能因时而异，因此详细了解常见的状态及其含义有助于 作 者

把握审稿结果（表１）。

表１　常见ＳＣＩ期刊审稿过程中出现状态栏及其含义

审稿阶段 审稿状态 说明

首次投稿完成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投稿刚成功，邮箱会立即收到确认信件，有待编辑处理稿件。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ＥＥＳ系列杂志需在投稿后由通讯作者登陆网页，同意投稿，状态才变为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杂志社与同行处理稿件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在副编辑审稿前，助手负责审查稿件是否齐全，如否则立即要求作者按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Ｗｉｔｈ　ｅｄｉｔｏｒ 稿件已经递交给编辑处理。若长时间状态没变，可能是编辑想联系审稿人，或者还未做决定。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编辑部或审稿人在审稿，前者对稿件录用倾向做预期评估。含义与“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不完全一致。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Ｅ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编辑很快做出 决 定。若 未 经 评 委 评 审（除 外ｌｅｔｔｅｒ或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稿 件 几 乎 都 会 被

拒绝。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编辑已接手处理，正在邀请审稿人中。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同行评审，耗时最久，也是影响杂志社决定的关键环节。现投稿量激增，为保 证 质 量，高 水 平

的杂志均事先设ｉｎ－ｈｏｕ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不过关的稿件被立即拒绝。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ｅ　ｓｃｏｒｉｎｇ 同上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当２名审稿人意见均反馈到杂志社后，状态会从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改变为此。

Ｔｏ　ｅｄｉｔｏｒ 同上，与“ｗｉｔｈ　ｅｄｉｔｏｒ”含义不一。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收到审稿人反馈后，编辑立即将意见提交给全 体 编 辑 会 议，由 副 编 辑 做 出 最 后 的 决 定，其 后

通过ｅ－ｍａｉｌ告知作者。

最终决定 Ｒｅｊｅｃｔ
最常见的状态，著名杂志拒稿率 可 达９０％。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ｊｅｃｔ指 立 即 拒 稿，即 编 辑 迅 速 审 阅

后即拒稿。

Ａｃｃｅｐｔ
皆大欢喜的结局。难度较低的杂志接受的比例可达３０％，但 不 常 见。在 大 型 综 合 性 医 学 杂

志或或上１０分杂志发表的几率不大于８％。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大修改，不一定意味着接受。提示评委评价较 好，有 机 会 被 接 受。一 定 要 认 真、严 格 按 照 意

见修改，评委稍不满意稿件也会被拒绝。现退稿比例越来越高。

Ｍｉｎ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小修改，原则上确立接受稿件，仍需虚心接受评委的意见，进行一对一的修改。

Ａｃ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基本同上，只是接受的事实已经确立。

Ｒｅ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ｂｍｉｔ 评委对修改不满意，但欢迎作者重投本杂志。Ｒｅｊｅｃｔ则不允许重投同一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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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如何选择ＳＣＩ期刊投稿

２．１　根据论文涉及的关键词或学科查找候选ＳＣＩ杂志

检索杂志与文献一样重要，前者可以使得投稿 者 熟 悉 论

著相关领域杂志 的 出 版 情 况、关 注 热 点、学 术 水 平 等。一 般

地，建 议 作 者 事 先 登 录 检 索 平 台，例 如 Ｐｕｂｍｅｄ（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ｕｂｍｅｄ．ｇｏｖ）、Ｐｕｂｍｅｄ 中 国 版 （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ｍｅｄ．ｃｎ），或 者 下 载 期 刊 引 文 报 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键入论著涉及的关键词或本学科的名称查找相似的

记录。其中，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版为读者提供一系列的关键信息，

包括本学科杂志 排 名、影 响 因 子 及 其 变 化 趋 势、每 年 发 行 论

著数量、中国人发表论著情况以及学科其他杂志 链 接。重 要

的是，新入门 的 作 者 并 非 起 初 即 能 掌 握 学 科 杂 志 的 所 有 信

息，但通过对比同 类 杂 志 发 行 情 况、学 术 水 平，总 结 异 同 点，

相信不久即能掌握到投稿的要领。

２．２　了解杂志出版情况及自身论著的优缺点

在投稿前，作 者 应 该 事 先 收 集 本 专 业ＳＣＩ期 刊 的 信 息

（包括主要 内 容、影 响 因 子、出 版 商、杂 志 社 所 在 地、审 稿 周

期、出版周期、每期 出 版 文 献 的 容 量、稿 件 接 受 几 率、中 国 人

已发表的 文 献 等），通 过 对 比 自 身 论 文 与 既 往（特 别 是 近２

年）文献的差异 即 可 找 出 自 身 的 闪 光 点 及 劣 势，才 能 在 后 续

投稿及修改中 扬 长 避 短。目 前 很 多 杂 志 要 求 作 者 投 稿 时 说

明本文的主要临 床 意 义、对 本 学 科 发 展 的 贡 献，因 此 只 有 清

晰归纳出论文特点、论文创新点被专家一致认可才能为 稿 件

被接受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后，作者应该列出杂志 选 择 的 先

后次序以作为投稿的参考。不同作者选择的策略 可 能 各 异，

但必须弄清杂志 关 注 的 重 点、探 讨 的 方 向、自 身 论 文 的 优 缺

点，才能避免白 白 耗 费 时 间 而 无 果 而 返。不 管 如 何，良 好 的

研究设计、较多的 样 本 量、详 实 的 结 果 分 析 与 讨 论 是 论 文 被

接受不可或缺 的 利 器。离 开 以 上 前 提 谈 选 择 杂 志 投 稿 均 无

济于事。

２．３　详尽了解不同期刊的审稿情况（见表２）

从审稿周期、稿件 接 受 几 率 中 不 难 看 出，大 型 综 合 性 医

学ＳＣＩ期刊出版周 期 较 短、发 表 难 度 极 高、影 响 因 子 远 高 于

专业学科杂志。但 是 这 并 非 意 味 专 业 学 科 杂 志 论 文 水 平 不

如综合 类 杂 志 论 文，因 为 影 响 因 子 仅 仅 评 估 论 文 引 用 数

量［８］，而学科涉及面 的 宽 窄 也 是 影 响 引 用 的 重 要 因 素，故 撇

开领域只看影 响 因 子 是 不 可 取 的。多 数 专 业 学 科 杂 志 为 月

刊，而且审稿周期集中于１～２个月间，大型权威杂 志 审 稿 周

期较短，且接受几率一般均小于１５％。

表２　综合类、呼吸与变态反应类医学ＳＣＩ期刊的审稿情况比较

分类 英文简称 中文名 主办方 出版周期 审稿周期
稿件接受

几率

２０１１年影

响因子

综合性医学杂志 ＮＥＪＭ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美国麻省医学会 每周１次 １～２个月 ＜６％ ５３．２９８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柳叶刀 不详 每周１次 １～２个月 ＜８％ ３８．２７８

ＪＡＭＡ 美国医学会会刊 美国医学会 每周１次 １～２个月 ＜１０％ ３０．０２６

ＢＭＪ 英国医学杂志 英国医学会 每周１次 １～２个月 ＜１０％ １４．０９３

呼吸科系列杂志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美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美国胸科协会（ＡＴＳ） 每月１次 ２周～１个月 ＜１０％ １１．０８０

Ｔｈｏｒａｘ 胸腔 英国胸科协会（ＢＴＳ） 每月１次 平均２个月 １０％ ６．８４０

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 欧洲呼吸杂志 欧洲呼吸协会（ＥＲＳ） 每月１次 平均１个月 ＜１５％ ５．８９５

Ｃｈｅｓｔ 胸科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ＡＣＣＰ） 每月１次 平均１个月 ＜１５％ ５．２５０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ｓ 呼吸病学研究 不详 每２个月１次 １～２个月 不详 ３．３６０

Ｒｅｓｐｉｒｏｌｏｇｙ 呼吸病学 亚太呼吸医师协会（ＡＰＳＲ） 每季度１次 １～２个月 ＜２５％ ２．４１６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呼吸 不详 每月１次 １～２个月 ＜２５％ ２．２５８

变态反应与免疫

学系列杂志
Ｊ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Ｃｌ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 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学杂志

美 国 变 态 反 应、哮 喘 和 免 疫

学学会（ＡＡＡＡＩ）
每月１次 １个月 ＜１０％ １１．００３

Ａｌｌｅｒｇｙ 变态反应学
欧洲变态反 应 与 临 床 免 疫 学

协会（ＥＡＡＣＩ）
每月１次 １至２个月 约１０％ ６．２７１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Ａｌｌｅｒｇｙ 临床与实验变态反应学
英国变态反 应 与 临 床 免 疫 学

协会
每月１次 １至２个月 ＜１５％ ５．０３２

Ａｎｎ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ｓｔｈｍａ　Ｉｍｍｕｎｏｌ
变态反应、哮喘与免疫学年鉴

美 国 过 敏、哮 喘 及 免 疫 学 医

师协会（ＡＣＡＡＩ）
每月１次 １至２个月 不详 ２．８３３

—５５７—ｈｔｔｐ：／／ｃｊｓｔｐ．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３，２４（４）



２．４　可选择涉及交叉学科的论文投稿

现今科学技 术 日 新 月 异，学 科 间 交 融 发 展 成 为 大 体 趋

势。作者在投 稿 时 可 能 面 临 学 科 间ＳＣＩ期 刊 选 择 的 难 题。

再次举笔者的亲身经 历，白 三 烯Ｄ４与 乙 酰 甲 胆 碱 支 气 管 激

发试验［５］涉及呼 吸 科（哮 喘 的 诊 断）与 变 态 反 应 学（哮 喘、气

道对激发剂的 变 态 反 应）。笔 者 起 初 投 至《美 国 呼 吸 与 危 重

监护杂志》，但是专家意见提示本文不合适投呼吸科 杂 志，考

虑到既往在《变态 反 应 与 临 床 免 疫 学 杂 志》上 连 续 刊 登 若 干

篇关于白三烯与哮喘关系的文献，杂志的研究重点也与 本 文

密切相关，我们迅速改投稿件，最后得到审稿人的 一 致 认 可。

因此，作者可以在投稿前查阅该杂志是否曾经发表过相 似 的

文献，如否则应 再 三 斟 酌 后 才 做 出 最 后 决 定。当 然，选 择 与

论 文 内 容 相 关 的 不 同 领 域 杂 志 进 行 投 稿 可 以 增 加 杂 志 候 选

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 提 高 了 被 接 受 的 几 率，笔 者 建 议 投 稿 前

仍需要结合该杂 志 读 者 背 景、数 量、本 论 文 是 否 适 合 发 表 进

行评估。

２．５　论文被拒稿后认真吸取经验，认真修改后继续投稿

如前所述，随着各 杂 志 投 稿 数 量 的 日 益 增 加，被 拒 稿 成

为难免的话题。关键的是，作者应该根据编辑部的 决 定 信 反

复推敲退稿原因，即分析自身研究设计或数据分析的固 有 缺

陷及杂志关注内容。针对后者而言，笔者建议登陆 不 同 杂 志

的网页并在既往期刊（ｐａｓｔ　ｉｓｓｕｅ）中查找类似文献，了解相关

论著发表的数量及具体的研究设计，再按照相关度列出 候 选

杂志的投稿次 序。若 杂 志 评 委 对 稿 件 感 兴 趣 且 提 出 有 益 意

见或建议，作者应该尽量在后续投稿前充分考虑进行相 应 修

改，有时甚至需要进行补实验以完善数据。若评委 未 提 出 明

确退稿意见，作者 可 请 教 同 行 并 注 意 排 除 常 见 退 稿 原 因，向

本人列表中次选杂志进行投稿。笔者强调，次选杂 志 的 影 响

因子并非均稍低，稿 件 只 要 有 很 好 的 科 学 性 及 详 实 的 内 容，

也有可能被更优秀的杂志接纳。

２．６　论文被接受后的处理

稿件被采纳，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努力追 求 的 方 向。这 虽

是不争的事实，但 并 非 意 味 着 投 稿 已 经 划 上 句 号，等 待 作 者

的还有样稿校 对（ｇ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ｏｆ）。编 辑 在 稿 件 采 纳 决 定 信 上

说明提供校样稿的时间，并规定作者上传的限期。作 者 拿 到

校样稿后，需认真研读稿件，判断是否存在印刷错 误；还 需 要

进行一对一的回 答，务 求 全 面、详 细 地 回 答 出 版 商 提 出 的 问

题。出 版 商 获 得 上 传 的 反 馈 后 会 尽 快 更 正 稿 件，并 在

Ｐｕｂｍｅｄ或 Ｍｅｄｌｉｎｅ上设置链接，其后作者便可引用文献。

３　结语

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总结 方 法、积 累 经 验 的 过 程，撰 写

ＳＣＩ论文是漫长而艰 辛 的 科 研 培 训 过 程，来 不 得 半 点 虚 假、

浮夸。科研工 作 者 应“慎 独”，认 真 对 待 论 文 撰 写、投 稿，并

以不断在稿件撰写、修改过程中 提 高 能 力 为 荣，才 能 在 得 到

更大的进步和更多锻炼的 机 遇。此 外，恰 当 评 估 自 身 水 平，

科学选择最合 适 的 杂 志 进 行 投 稿，不 失 为 致 胜 之 道。拥 有

平常心、正确对待成功或失败也 是 基 本 要 求，正 如 我 国 著 名

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 南 山 教 授 所 言，稿 件 被 拒

绝是“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被接受当 然 是“ｓｕｒｐｒｉｓｅ”。尽 管 出 现 惊 喜

的几率很小，但应成为每人刻苦努力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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