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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审稿决策能力及提高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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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影响编辑审稿决策能力的因素出发，重点阐述提高

我国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审稿决策能力的举措: 加强临床医学

类期刊编辑专业知识的培养，包括鼓励编辑再学习，从国内外

相关杂志已发表的论文、专家审稿单中不断获取专业知识，参

加医生交班与查房，向专业人员请教; 加强临床医学类期刊编

辑的素质培养，包括调动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的主动性和开阔

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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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是保证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环节。目前

国际著名科技期刊均实行以编辑为主导的审稿决策机

制，其中编辑初审的退稿率在 50% 以上。例如: 《Na-
ture》的年投稿量为 1 万篇，其中 60% 经编辑内审后退

稿;《Lancet》年收稿量 6 000 篇，经编辑内审后的退稿

率为 70%［1］。当然，这种以编辑为主导的审稿决策机

制是以编辑的高学历、高素质、学者化及国际视野为

基础的。
在国内，大部分编辑部稿件的取舍在于同行评议，

甚至当 2 位外审专家意见不一致时，还要请第 3 位专

家评审，最后按 2∶ 1 的意见决定稿件的取舍，或者通

过召开定稿会决定稿件的取舍。这样，不仅浪费了审

稿专家的时间，而且延长了审稿周期，最终无形中降低

了编辑部的工作效率; 因此，目前就如何提高我国临床

医学类期刊编辑的审稿决策能力、充分发挥其主导作

用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在吸收、综合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

经验，从目前影响我国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审稿决策

能力提高的因素着手，重点阐述提高编辑审稿决策能

力的举措。

1 影响编辑审稿决策能力的因素

1. 1 专业知识欠缺 与科普类期刊编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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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途径，以获取责任编辑“每 3 年登记 1 次”所必需的学

时。当然，获取学时不是继续教育的唯一目的，我们的

最终目的是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素养和水平，在

行业内获得更大发展，为繁荣我国的科技期刊和出版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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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期刊编辑除了需掌握一定的编辑技能以外，还

必须熟悉有关的医学专业知识。在该专业领域，编辑

必须具备比较强的理解稿件、判断稿件内容的科学性、
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能力，从而提高编辑审稿的工作质

量和效率，以便把好论文学术水平的初审关［2-3］; 然

而，目前我国很多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的学历不是很

高( 大多数为本科学历) ，相关专业知识还很欠缺，对

稿件的学术内容提不出具体意见，往往依靠审稿专家

的意见来决定稿件的取舍。这样，既增加了审稿专家

的工作量，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又有可能因审稿人选择

不准确而导致优秀稿件被退稿、质量差的稿件被录用，

从而影响整个期刊的学术质量。
1. 2 素质不高

1) 主动性不强。科技期刊的“三审制”由来已久，

实行“三审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 3 个不同层级的稿

件评审，确保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表达质量［4］。临

床医学类期刊编辑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初审，反正后

面还有复审( 同行评议) 和终审; 所以在初审时往往只

注重审查稿件的书写格式，不注重稿件学术质量的审

查，而将学术质量的审查完全交给审稿专家，导致他们

审稿数量增加，必然会影响其审稿质量。
2) 视野狭窄。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

除需要具备一定的编辑技能和医学专业知识外，还必

须主动去掌握相应学科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和研究热

点，从而对相关信息具有敏感性。目前我国临床医学

类期刊编辑普遍视野比较窄，仅局限于国内相关医学

专业的发展，初审稿件时往往只参考国内重要数据库

( 如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等) 的文献资料，缺少国际

化视角。当然，这与编辑的英语水平不高以及外文期

刊全文数据库费用高昂有关。

2 提高编辑审稿决策能力的举措

2. 1 加强编辑专业知识的培养

1) 鼓励编辑进行学科专业知识的再学习。如攻

读研究生学位，参与科研，深入学习某一学科的专业知

识，做学者型编辑。国外著名科技期刊的编辑均为学

者型编辑，即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搞科研，既是编

辑，又是学者［2］。本刊 3 位编辑最初均为大学本科学

历，目前已有 2 位通过再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其中 1 位

为医学统计学专业硕士，另 1 位为医学影像学硕士。
我们还计划进一步考取骨科学博士学位，做与骨科相

关专业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掌握骨科学相关知识。
2)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论文中不断获取专业知识。

同一学科领域往往不止 1 种期刊，临床医学类期刊编

辑还可以通过阅读其他相关专业杂志已发表的文章，

从中吸收新的知识，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

平。本刊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严格要求各位编辑必须

抽一定时间阅读其他相关杂志，如《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Br》《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Am》
《Clinic Orthopedic Related Research》《中华骨科杂志》
《中华创伤杂志》《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等，从而使

编辑获得了大量相关知识，如骨折的分型、诊断及治疗

方面的知识。
3) 从专家审稿单中获取专业知识。编辑是作者

与审者之间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不仅可以使作者进

一步认识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存在问题［5］，

而且可以使编辑从中学习到相关专业知识。本文第一

作者几年前曾收到一篇题为《动力髋螺钉结合松质骨

螺钉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文章，文中关于股

骨转子间骨折的分型，作者采用 Evans 分型标准将骨

折分为Ⅰ、Ⅱ、Ⅲ、Ⅳ型，且提供了相关文献依据。当时

本文第一作者并不认为是错的，但是看外审专家的评

审意见后才明白，Evans 标准分型仅将骨折分为稳定、
不稳定 2 类，其中再分亚型，而改良 Evans 股骨转子间

骨折分型标准才是将骨折分为顺转子间骨折( ⅠA、Ⅰ
B、Ⅱ、Ⅲ型) 和逆转子间骨折，ⅠA 型和ⅠB 型为稳定

型，Ⅱ、Ⅲ型和逆转子间型为不稳定型。笔者很注重从

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中学习相关骨科学知识，受益

匪浅。
4) 参加医生交班与查房。临床医学类期刊的特

点是参与临床，临床经验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不断

积累，而编辑不是医生，不可能整天与患者打交道; 但

是编辑可以通过参加医生的交班与查房获取相关专业

知识。笔者所在编辑部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创伤

骨科的一部分，从 2003 年开始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就

要求我们每天准时参加科室医生的病例交班，医生以

图文并茂的幻灯形式讲解病例，配有影像学图片和患

者大体图片，有时甚至有录像，各位医生针对疑难病例

在现场发表自己的意见。若有时间还可以跟着医生一

起去查房，了解疾病的诊治过程。通过近 10 年的学

习，几位编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疾病诊治方法，更重要

的是学会了阅读影像学图片，基本能审阅作者稿件中

的病例图片质量。
5) 向专业人员请教。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编辑部

或杂志社一般都拥有比较丰富的人才资源，包括作者

资源、审稿专家资源及读者资源。作为临床医学类期

刊的编辑，最基本的应该了解并掌握重点作者和审稿

专家的研究方向，在评审稿件的过程中遇到某方面疑

难问题时，要敢于和善于向作者或审稿专家请教。
本文第一作者曾在组织一期“足踝损伤”重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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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国内文献报道按美国足踝外科协会( AOFAS)

踝与后足评分标准评定的疗效不一致。有的认为: 优

91 ～ 100 分，良 81 ～ 90 分，可 60 ～ 80 分，差 ＜ 60 分; 有

的认为: 优 90 ～ 100 分，良 80 ～ 89 分，可 70 ～ 79 分，差

＜ 70 分; 还有的认为: 优 90 ～ 100 分，良 75 ～ 89 分，可

50 ～ 74 分，差 ＜ 50 分。笔者也查阅了外文文献，但由

于英语水平有限，并没有发现具体的疗效评价标准，为

此特请教于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骨科主任俞光荣教

授，他开始肯定地说是: 优 90 ～ 100 分，良 75 ～ 89 分，

一般 50 ～ 74 分，差 ＜ 50 分，但是后来又通过电话与笔

者联系: 通过查阅国外文献，并没有将分值分为优、良、
可、差 4 个等级，只有分值结果，分值越高疗效越好，分

值越低疗效越差。这不仅使编辑从中获得了专业知

识，而且使专家、作者更加严谨地对待专业知识问题。
2. 2 加强编辑素质的培养

1) 调动编辑的主动性。首先，编辑工作的创造性

不仅表现在其对作者文稿内容的精雕细琢上，更体现

在对文稿学术质量的鉴别与评价上。科技期刊编辑的

主动性审稿是编辑创造性劳动的体现，也是期刊论文

质量的重要保证［6］。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要主动结

合国内外网络资源分析稿件的创新性和科学性，再通

过精读稿件，对其逻辑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在对稿

件认真推敲的基础上对稿件的学术价值、逻辑结构等

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初审意见之后，直接退稿或再送给

外审专家审稿［7-8］。目前本刊编辑部的 2 位从编近 10
年的编辑都能在初审时将 40% 的稿件直接退稿，而且

给作者的退稿意见都很恰当。
其次，临床医学类期刊编辑还应该主动仔细分析

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一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

盘否定，即要综合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对文稿再次进

行审阅，以给稿件一个公正的评价。本刊总编辑和编

辑部主任要求编辑在退修稿件或退稿时不能将外审专

家的意见原封不动地发给作者，必须将外审专家的话

变成编辑自己的话再给作者。
2) 开阔编辑的国际视野。自我国加入 WTO 以

来，“国际视野”一词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流行术语。国

际视野实际为经济学术语，也就是国际眼光或者国际

视角，指能够站在全球或更广阔的角度上观察经济运

行和市场营销，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服务［9］。就临床医

学类期刊编辑而言，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医学期刊的研

究进展，而应该从全世界角度去考虑稿件的创新性和

科学性等。
编辑首先需要学习的是英语，只有语言过关了，才

能进一步了解国际最新动态。
其次编辑应该走出去，去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国

际著名科技期刊的运作模式。目前我国临床医学类期

刊编辑对国际著名期刊的了解主要是从报刊或网站上

获得的，可能信息不全面、不完整。近年来，中华医学

会杂志社启动了“中青年编辑培训项目”，选派优秀编

辑到本专业国际著名期刊交流访问。《中华放射学杂

志》编辑部张晓冬和高宏访问《Radiology》后就指出

“身临其境才能获取真金”，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加

深了彼此的合作［10］。笔者所在编辑部也有这种计划，

鼓励编辑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争取尽快安排编辑去

国外学习。
第三，编辑部或杂志社要与国际著名期刊建立合

作关系，如互赠杂志、互登摘要等。笔者所在编辑部先

后与《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Br》《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Am》《Clinic Orthopedic Related
Research》《Foot》《Injury》等专业杂志建立了合作关

系，所以我们能经常免费阅读交换来的外文期刊。这

样，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可

以获得更多的国际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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